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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澳門總人口約有 696,100 人，90%以上的居民是華人。由於曾受葡萄牙政府

管治，澳門的官方語言一直是雙語（華語1與葡萄牙語），而粵語與英語，更是澳

門居民常用的語言（向天屏，2019; Lau, 2002; Macao Government Tourism Office, 

2020; Macao SAR Government, 2020）。另一方面，澳門 60%以上的經濟收入來自

於博彩、文化娛樂與酒店飲食業，旅客來自中國與世界各地（Macao Government 

Tourism Office, 2020），為了培養能運用多語溝通的人才，澳門採用雙語教學（包

含以英語或葡語作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學校及兩科以上以英語教學的學校），甚至

三文四語教學（中、英、葡文；粵語、普通話、英語與葡萄牙語）的學校在近十

年內逐漸增加（Escola Oficial Zheng Guanying, 2019）。部分雙語學校甚至對本地

生提供免費的幼兒、小學與中學教育（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 Bureau, 2020）。 

儘管有越來越多的澳門家長希望孩子能進入雙語學校就讀，然而華語畢竟是

多數澳門學生的母語，而且華語是僅次於英語的全球第二強勢語言，因此在提升

中小學生英語能力的同時，還需思考如何兼顧學生華語能力的發展，才能真正培

養具有漢英雙語優勢的人才（吳英成，2010；林子斌，2019）。由於識字與寫字

能力是學生閱讀與書寫華文的基礎，而學習漢字比學習英文拼音文字需要花費更

多的心力（Hsiang, Graham, & Wong, 2018; Kong, 2020; Lin, Sun, & McBride, 

2019），在英語教學倍受重視的雙語教育環境下，我們更需要思考，漢字教學面

臨的挑戰！ 

在推行雙語教育的新加坡，由於英語具有經濟價值，被視為「成功人士」的

語言，故英語成為強勢的主導語言。有感於不能讀寫華文的華人子弟越來越多，

雙語教育淪為形式，新加坡冀望通過課程改革與提供就業機會，減緩華語式微的

速度（吳英成，2010；林子斌，2019）。新加坡的雙語教育經驗，反映出書寫的

行為與教學活動，深受政治、經濟與文化因素的影響（Gong, Ma, Hsiang, & Wang, 

                                                

1
 華語（Mandarin Chinese），在臺灣稱為「國語」，在中國則稱為「漢語」（漢民族的共同語），

又稱為「普通話」，以強調漢語在中國的普及通用性質。在港澳，「中文」有時指的是「粵語」

（吳英成，2010；Lau, 2002, p.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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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Graham, 2018）。澳門作為中國與西方交流的經貿門戶，對兩文三語人才（粵

語、普通話與英語或葡語）的市場需求，保障了雙語教育發展的前景。臺灣教育

部（2019）計畫推動的雙語教育政策，旨在培養雙語人才、促進教育體系國際化，

進而創設雙語學校發展的條件。澳門漢英雙語教育下小學漢字教學的實踐經驗，

值得臺灣參考。 

本研究旨在探究澳門漢英雙語學校小學漢字2（識字與寫字）教學面臨何種

挑戰，以及學校教師如何應對這些挑戰。研究者將根據澳門漢英雙語學校小學漢

字教學的實踐經驗，對臺灣發展雙語教育與小學識字、寫字教學，提供建議。 

二、研究方法 

(一) 參與者 

參與研究的六位中文科教師，分別任教於澳門三所漢英雙語國際學校（校齡

18 年以上；以英文作為主要的教學語言；大部分的學生是本地生3；中文科的教

學語言是普通話；中國籍孩子學習繁體字課程，外國籍孩子可以選讀簡體字課

程；招收幼稚園小班到高三學生；學校教師來自世界各地）。其中一所國際學校

提供免費的幼兒與小學教育。研究者從這三所學校邀請參與者，是因為這三所學

校中文科的授課語言與書寫的漢字字體與臺灣學校相同、學生大部分為本地居民

（沒有外國護照），且學校提供融合教育。 

六位參與者都具有小學教師資格與對外漢語教學經驗，能說流利的普通話，

且能以英語與他人溝通。其中，有兩位參與者是中文科課程主任，三位教師任教

低年級，一位教師任教中年級。教學年資在 5 年以下的，有 1 人；教學年資在 6

年以上，10 年以下的，有 2 人；教學年資在 11 年以上，15 年以下的，有 2 人；

還有一位教師具有 25 年的教學經驗。 

 (二) 資料來源 

1. 焦點團體訪談 

    本研究主要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蒐集資料。由研究者擔任主持人，邀請六位

教師組成焦點團體，針對事前設定並已提前告知參與者的提綱，進行 150 分鐘的

訪談。過程中，針對各問題，主持人逐一地點名邀請團體成員分享經驗。訪談的

目的在忠實地蒐集參與者的經驗，主持人視時提出引導性、摘要性與總結性的提

                                                

2
 本研究探討的漢字教學，即為臺灣國語科教學中的識字與寫字教學。 

3
 澳門特區政府允許「只持有本地護照/身分證」的學生入讀國際學校（20191127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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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沒有任何預設的立場（Krueger & Casey, 2000）。經所有參與者同意後，訪談

過程全程錄音，再轉譯為逐字稿。由於聚會不易，最終決定焦點團體訪談只進行

一次。 

2. 正式與非正式訪談 

分析資料的過程中，研究者視需要個別地通過電話或社交媒體訪談上述參與

者（各 10-60 分鐘）。研究者還訪問上述學校的其他資深教師（具 10 年以上年資

與小學教師資格）與家長（孩子在該校就讀四年以上），以確認訊息無誤。 

3. 文件分析 

研究者通過分析學校與澳門政府的官網資料，構思訪談問題或核實訊息。 

(三) 研究者的經驗 

三位研究者依序曾為小學、中學中文科教師及 IB 中文課程實習教師，都具

有對外漢語教學的經驗，並且長期投入中小學讀寫教學研究、國際漢語教育與跨

文化研究。研究者對澳門教育史、兩岸四地本國語文課程綱要與澳門中小學教學

現況有深入的認識。 

(四) 分析資料的方法 

研究者運用紮根理論法分析訪談逐字稿（Strauss & Corbin, 2015），並採用多

種方法蒐集資料、蒐集不同情境中的資料，以及邀請參與者共同檢視資料分析的

結果；通過「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避免研究者犯錯」，增加研究結果的

可信賴度（trustworthiness）（Lather, 1986; Mckernan, 1996）。 

本文引註訪談逐字稿中的資料時，均標註訪談日期、逐字稿頁碼與行數。例

如：20191127 P5-3，代表資料來自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的訪談，逐字稿第五頁

第三行。 

三、研究發現 

(一) 澳門漢英雙語國際學校小學漢字教學面臨的挑戰為何？ 

1. 學習動機的差異 

部分學生缺乏識字動機，理由包括： 

(1) 母語為粵語或英語的學生，因為聽不懂普通話而沒有學習的興趣（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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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 

(2) 在國際學校，中文不是主流學科（20191127 P12-4），低年級學生不知道為何

要學習漢字：「不會像我們大人說你學中文很重要，你以後要怎麼樣去賺中

國人的錢等等」（20191127 P11-19）； 

(3) 漢字難寫難記，尤其是繁體字；當學生寫錯別字時，還要重寫或訂正

（20191127 P24-17）；於是學生對寫漢字「非常反感」（20191127 P7-14），

覺得「重複地抄寫是毫無意義的」（20191127 P12-20）； 

(4) 漢字的筆畫與筆順規則，增加了寫字的困難度：「外國學生他寫漢字特別不

情願，他會覺得先橫後豎為什麼？先撇後捺為什麼？你的漢字書寫規則對他

們來說就是一個很奇怪的理論！」（20191127 P25-16）； 

(5) 中文不是國際學校學生日後升學考試必考的科目（20191127 P12-4）。 

2. 家長期望的差異 

    因為「出的是高價（的學費）」，家長對識字會提出個別的要求（20191127 

P25-3）。有的家長要求過高：「他認為中文對他的孩子來說非常重要，所以他就

希望老師能要求他的孩子從一年級的第一個月開始就能寫比較多的獨體字，但實

際上他對自己孩子的手部的發育，以及他寫字的能力沒有一個確切的認知

（20191127 P8-17）。」有的家長則認為，只要孩子能用漢語溝通（能聽、說）即

可（20191127 P7-17）。 

    而外籍生的家長，對是否該寫中文作業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家長覺得，

有中文作業這個我不能接受，我要投訴學校：學中文，就是你在學校應該做的事

情，你為什麼要把我不會的東西讓孩子帶回來，讓我來幫他做呢？不可以。但有

的家長覺得沒有中文作業，我也要投訴學校。」（20191127 P28-9, P29-4）    

3. 讀寫時間的限制 

    首先，因為學生只在中文課堂上讀寫漢字，練習與運用漢字的時間原本就有

限，所以所學易被遺忘（20191127 P23-15, P23-22）；其次，因為有學生覺得重複

抄寫是「虐待兒童」（20191127 P12-18），所以老師較少讓學生用紙筆抄寫

（20191127 P12-18）；更大的挑戰是，三所學校都規定低小學生每天完成中文作

業的時間不能超過 30 分鐘（包含閱讀的時間）。 

4. 英語影響漢語的學習 

    英文發音影響漢語拼音的讀寫，漢語拼音知能難以鞏固。即便本地學生已經

學完漢語拼音，到了二、三年級，還是會遺忘，或是寫錯聲母、標錯音調（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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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6）。 

    英語語法影響漢語語法的學習。學生「用英語的思維來思考中文」，「經常會

講出一些顛三倒四的話」（20191127 P37-12, P37-22）。 

(二) 面對小學漢字教學面臨的困難，澳門漢英雙語國際學校如何應對？ 

1. 學校政策的支持 

    國際學校制訂下列政策，確保學生的漢語能力能同時發展： 

(1) 保障漢語學習時數 

三所學校的小學生每天都有中文課（一週六節課，每節課 40 分鐘，有一天

是連續上兩節中文課）（20191127 P6-12, P7-8）。有一所學校明文規定各學段漢語

學習時數占所有學習時數的比例：幼兒園是 30%，小學生是 25%，中學則是 20%。 

(2) 禁止學生在校園內說粵語 

為了提升學生漢語口語與書面語的能力，三所學校都不允許學生在校園內說

粵語，更不允許學生在中文課堂上說粵語。學生並不會因為說粵語而受到懲罰，

只是學校政策支持中文教師能提醒學生：不能講粵語（20191127 P3-15）。 

(3) 鼓勵師生在中文課堂上不說英語 

在國際學校，很難完全禁止師生在中文課堂上說英語；教師只能盡量鼓勵學

生說普通話，並提醒自己不說英語。理由有三： 

a. 當學生因為沒學過某個普通話的詞彙，只能用英語表達想法時（20191127 

P4-1, P5-10），若嚴格禁止學生說英語，「就會對他產生一個特別不好的影響」

（20191127 P5-12）。 

b. 當老師說普通話學生聽不懂時，雖然老師會通過覆述或是簡化字句，協助學

生理解，但若學生實在不能理解，老師還是需要用英語解釋（20191127 

P5-13）。 

c. 當教外籍學生教久了，連中文教師也會「感染上說英文的習慣……控制不

住……要讓學生來監督老師（不說英文）」（20191127 P4-13） 

(4) 提供分級的漢語課程 

三所國際學校都將中文課程分為母語班（中文作為第一語言）與外語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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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為第二語言），其中一所學校還增設實用漢語班（以聽說教學為主）；學生根

據語言能力（與家長意願）選讀相應的組別上課（20191127 P2-14, P3-10, P7-15, 

P9-22）。 

2. 提供差異化的漢字教學與評量 

(1) 校間差異 

在澳門，不接受政府資助（非免費教育）的私立學校，可以不遵循澳門政府

頒訂的課程標準授課（20191127 P19-11）。三所學校中，有兩所學校（包含一所

免費學校）依據澳門《小學教育階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第二語文）》規劃全校

的漢語課程（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 Bureau, 2016b）。但是這兩所學校的老師

們對母語班裡中國籍孩子的期望，與第一語言基本學力要求一致（20191127 

P7-21, P8-9; 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 Bureau, 2016a）。 

三所國際學校都教漢語拼音，但是教學方式因教育理念與教師期望不同而有

差異（20191127 P14-18, P18-13）：有兩所學校採集中教學，小學生在一年級上學

期期末學畢拼讀與書寫漢語拼音（說順口溜、吟詩、讀文、識字與拼音同步教學）

（20191127 P16-19）；有一所學校採用分散式教學，旨在協助學生認讀漢語拼音，

安排學生從幼兒園開始，在語境/句子中識字與學漢語拼音，區分漢語拼音與英

文發音的差異與學習漢語獨有的聲母（20191127 P14-21）。 

(2) 教室裡的差異化教學 

首先，教師必須充分了解中文科課程架構與學科知識的內容，「不是教教材，

而是用教材去教」，「最終的一個宗旨就是（學生的能力）要符合我們教青局給的

學力要求」（20191127 P24-14）。 

其次，教師根據學生的語言能力與家長期望，對個別的孩子設立不同的學習

目標。在其中一所學校裡，學生可以選擇期中與期末的中文科試卷難度（A、B、

C 卷等，A 卷的難度符合以中文作為第一語言的學力指標）（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 Bureau, 2016a）；期末成績表則是分列學生學習態度與聽、說、讀、寫能

力的表現等級。 

為了幫助學生達成識字目標，課堂上老師會用多種方式幫助學生鞏固漢字的

形、音、義，比如用拼音識字、遊戲（製作可食用的漢字麵包、看圖找字、部件

組字、字詞接龍、猜字謎）、畫畫寫寫、書法比賽、查字典（部首與拼音檢字法）、

造句、串句、寫句子重組練習與閱讀等（20191127 P23-3-6; P24-1-5; P14-10）。除

了用紙筆抄寫，老師還安排學生用黏土拼字、用彩色的白板筆寫字與利用網路資

源練習筆順等，以多變的方式維持寫字動機（20191127 P12-12、24, 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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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課後作業，目的是鞏固課堂所學。老師必須在課堂上做足示範、講解難

點，做好鋪墊的工作，並提供足夠的支持（比如為學生挑書、推薦書、提供文章、

朗讀音檔或影片資源等）。若要求學生抄寫字詞，每個詞不會抄超過三遍；造句

時，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甚至寫連載故事；或是提供學生材料，讓學生回家後剪貼

圖片，再根據圖片編寫故事（20191127 P27-20, P31-17-24, P26-18-20）。除了「寫」

作業之外，老師還設計很多「說話」活動，比如用影片介紹自己家裡的家具、朗

讀課文後發送音檔給老師、練習說故事等（20191127 P28-15）。重視聽說讀寫能

力的綜合發展。 

3. 班級經營策略的配合 

教師採取以下策略提升識字教學的效果： 

(1) 建立師生關係 

當年幼的孩子不理解識字的重要性、不明白漢字的書寫規則時，老師很難強

迫學生喜歡識字與寫字。但是老師能通過建立師生關係，使學生願意配合老師學

習漢字：「讓他（學生）能夠感覺到你這個教師是非常愛他們的，感覺到你們師

生關係是非常好的，他（學生）是信任你的，他（學生）才願意跟從你。」（20191127 

P25-20） 

(2) 做好親師溝通 

在國際學校，同一班級裡的家長，對識字教學的要求是不同的。老師除了「要

把每一堂課備好，然後我們在課堂上能夠互動好」，還要「再和家長溝通好」，在

教師、家長與學校的目標之間，求取一個平衡（20191127 P25-8-12）。 

(3) 設立班規 

a. 訂定「師生都不說英語」的班規，相互監督與激勵 

例如，「在我們班上我是這樣子的，如果老師在課上說了一個英文單詞就要

扣一分，如果老師在課上說了超過十個英文單詞就要給每一個學生買禮物。」

（20191127 P4-16） 

b. 要求學生交作業 

學生因為能力與自主性的差異（有融合生），完成作業所需的時間不盡相同。

老師會記錄學生交作業的情況，持續鼓勵與協助學生完成作業，培養責任感

（20191127 P30-17, P28-20, P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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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門國際學校小學漢字教學的實踐對臺灣雙語教育的啟示 

1. 確立國語與英語的官方地位 

臺灣的雙語政策，最終目標是將英語做為一種外語，還是做為母語以外的另

一種官方語言（甚至是第一語言），值得臺灣各界討論（林子斌，2019）。與新加

坡不同的是，澳門政府確立漢語的官方地位排在葡語之前，漢語、葡語與英語皆

是政府與商界的行政語言（吳英成，2010；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 Bureau, 

2020; Lau, 2002），這使得國際學校在有效提升學生英語能力的同時，仍有立場向

學生與家長說明讀寫漢字的重要性。 

2. 開設公立或由政府資助免學費的雙語學校 

澳門的國際學校不但接受未持有外國護照的本地生，而且可以選擇加入免費

教育網，讓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學童免交學費。這些學校各有特色，且保有自

主招生的權利。雖然提供的學位無法滿足所有澳門家長的需要，但是澳門的雙語

教育政策使得有雙語發展潛能的學童都有機會就讀雙語學校，顯示出尊重家長教

育選擇權與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 

3. 規劃小學國語科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的課程綱要 

國際學校裡的學童，因為投入較多的時間學習英語，導致學生漢語的識字量

與讀寫能力有很大的差異。臺灣教育主管機關需要思考，是否應發展「以中文作

為第二語言」的課程標準，做為雙語學校中文科教師教學參照的依據。 

4. 提升教師識字教學、差異化教學與班級經營知能 

參與本研究的教師們即使針對就讀相同班級的學生，亦善用班級經營策略，

實踐差異化教學（林思吟，2016; Jones & Jones, 2012）。顯示在雙語教育環境下，

中文教師更需要展現識字及寫字教學專業、差異化教學與班級經營知能。而澳門

國際學校教師漢字教學實踐之道，也值得其他學校的中文教師學習。 

5.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的參與者來自以普通話教中文的國際學校，澳門尚有用粵語教中文的

英文學校，以及用普通話教中文與數學、用英語教英文與常識（自然科學與社會

科學）的雙語學校。不同類型的雙語學校遭遇的漢字教學困難與因應方式可能不

同（梁慧敏、李楚成，2020），值得繼續探究。澳門雙語學校的多元面貌，亦可

供臺灣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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