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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堂話語分析

關之英

香港大學

1.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在課堂教學中，尤其是在語言教學的課堂，教師的言談尤為特別，因為它既是授

課語言，也是學科內容的語言，所以最值得研究（Brown and Rogers  2002）。

趙金銘（1996）提出對外漢語的研究要從“學”與“教”方面入手，這樣才可以

揭示學習和教學的內在規律，以便指導教學實踐。徐子亮（1998）提倡這範疇要從經
驗漸轉向理論研究。楊惠元（2004）認為，課堂教學是研究的重點，因為可以幫助教
師瞭解自己在課堂的行為（Good and Brophy  1997），提高教學質素。

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課堂語言研究在九十年代開始受到關注（彭利貞  1999，
孫德金  2003，宋如瑜  2010），並成為許多研究生探討的課題（陳小英  2005，劉瑤瑤  
2008，湯莉娜  2009，馮潔  2011）。兩岸學者研究的目的語大致是相同的：中國內地
指普通話、台灣是國語。然而，在香港、美國三藩市、加拿大多倫多等地，有不少學

校以粵語為目的語，可是以粵語作為中文第二語言的研究甚少。過去的研究多只探討

老師的言談（卜佳暉  2000，Hu  2005），較少留意學生的語言。本研究旨在透過在中
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堂，探討師生話語的形式和功能。

研究範疇是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粵語）的課堂話語。研究目的是：

(1) 瞭解語言課堂的特點；
(2) 建構課堂話語的研究理論框架；
(3) 提供教師反思的方向；
(4) 開發師資培訓課程的元素。

本研究探討的問題是：在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堂中，

(1) 課堂的結構是怎樣的？
(2) 師生能否以目的語溝通？
(3) 除了目的語外，課堂是否還有其他語言？
(4) 師生的話語（語段數、字數和所用時間、句子長度）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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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老師的平均句長和語速是多少？
(6) 師生的話語各有甚麼功能？

2. 研究設計

2.1. 背景

這是一項香港小學非華語學生學中文的課堂個案研究。2005年，這所學校開始收
錄非華語學生，大部份為南亞裔。除中文科外，其他科目以英語授課。2007年，研究
員參與該校中文科校本課程發展，要求老師以粵語教授中文，讓學生完全浸入在目的

語（粵語）的環境中。

2.2. 研究方法

2.2.1. 課堂錄影分析

課堂錄影為有效的觀察研究工具（吳心楷等  2010）。本研究採用一所學校低年級
小一及小二共四班的中文科課堂錄影為便利樣本。

表一  樣本資料

錄影日期 2009年 3月 6日
班別 1A 1B 1C 2A
錄影長度 27分 15秒 36分 17秒 30分 09秒 30分 51秒
合共：                                                                                   124分 32秒

每節課是 35分鐘。由於安裝器材需時，錄影時間不一。1B班佔用小息時間，錄
影時間稍長。

2.2.2. 文字稿分析

課堂錄影轉譯為文字稿，四節共有 19,353字。為方便分析，每段話語給予編號，
並列出說話者。說話者的代碼是：

T：表示該班的老師；T（A）表示 1A班中文老師，如此類推；
學生名字：從對話中知道學生的名字，如：林沙；1

S（）：代表其中一個學生，並不知道名字；
S（all）：代表全體同學；
S（A）或 S（B）：代表 A組或 B組同學。
轉譯時不列標點符號，以空格代表停頓。課堂情況如：笑聲或同學的表情等，以

【】表示。

1 老師為非華語學生改了中文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