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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香港社會多元化，許多少數族裔人士在港已經生活了兩三個世代，以南亞族裔為例，

平均年增長率4.1%，是各非華裔中增長最高的族裔。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數據顯示，本港少數族裔人士數目 (不計算外傭) 已超過26萬人，佔香港人口約3.6%。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與本地三間大學及兩間非政府組織聯合策動，開展「賽馬會友趣學

中文」計劃，旨在透過家庭、社區、學校的結合及實證為本的創新模式，營造一個

高效教學、有意義而愉快及具文化回應的學習環境，促進非華語幼稚園學生中文

能力的發展，讓他們順利銜接小學學習生活，同時促進社會共融。五年計劃期

內，共有20間網絡學校參與，直接惠及1,400名少數族裔學生及其家庭。

缺教學技巧　老師徬徨
「我鍾意中文，學中文唔難，我覺得自己嘅中文

叻。」就讀富瑤幼稚園K2的Ruby自信地說。她在香港

土生土長，父母分別是尼泊爾及印度人，母

語是尼泊爾語，起初不懂中文，在校內很

怯，與老師無法溝通。

任教的梁凱欣坦言：「我有我講，Ruby與其他

非華語生則用自己的母語溝通。我不知如何引

導他們說中文，很徬徨，教到想喊。」

富瑤幼稚園的非華語生佔全校學生逾一半，參加

「賽馬會友趣學中文」計劃近兩個學年，教職人員

的教學技巧還是學生的中文程度，都有顯著改

善，而非華語學童的中文能力提高，競爭力提

高，有助將來在港的就業發展。

課室變餐廳　學生扮廚師
香港大學的學校發展主任每星期來校一至兩

次，通過共同備課、觀課和課後討論，令梁

老師逐漸掌握教導非華語學生的技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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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邦落地生根，有需要學懂當地語文，不過學習中文對非華語人士來說，卻是一大挑戰，
而語言不通會帶來不少生活挑戰，也妨礙他們融入主流社會。一名非華語幼稚園學生在參加
「賽馬會友趣學中文」計劃後，中文能力大有進步，由完全不懂中文，到現在可用中文與其
他小朋友一起玩，甚至充當媽媽的翻譯，向街市檔主說要買菜心、蘋果、洋葱……  

多運用視覺提示如相片、身體語言及重複性教導；採用遊戲方式教學，配合

主題去設計環境。如教『食物』，會將課室打造成餐廳，配以本地及家鄉食

品，讓學生扮演廚師、客人等角色，讓他們易於投入，深入理解字詞及句子

的意思，希望他們能將學到的，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同時，計劃安排多元文化教學助理在課堂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同聲同氣，

用他們的第一語言帶動學習第二語言，令學生的安全感大增，也讓本地學生

有機會接觸少數族裔青年人，相互了解；教學助理更成為家長與學校之間的

溝通橋樑。

教材亦經精心設計，備有18套故事書，範圍涵蓋K1至K3。每套教材都是同一

個故事，但因應學生程度設有三個層次的學習目標；另包括家長用書，附有

指導及英文版本，方便父母在家與子女溫習。

在多方努力及協助下，Ruby在短短一年間，中文程度由第一層次晉升至第三

層次。在家，她主要用中文及英文與家人溝通，成功帶動家人學習中文；在

外，她用膳時可用中文點餐，陪伴不諳中文的母親買菜時更會充當翻譯，向

檔主說要買菜心、蘋果、洋葱等；搭的士時又會給司機提示方向。

Ruby的媽媽Deepa說：「Ruby的中文成績大有進步，與同學的互動亦增加，結

交了很多本地朋友，上學變得更開心。另一方面，家中已被中文『包圍』，

她是我的中文老師，經常鼓勵我講中文，現在我上班時也會嘗試用中文與同

事溝通。」

安排超市購物　學以致用
富瑤幼稚園校長江山嬌指出，學童的生活經驗不多，故會因應課程與香港聖

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舉辦不同活動，如上酒樓吃點心、到超級市場購物等，

讓學生走出校園，將在課堂所學的知識靈活運用。另又安排一些跨區活

動，歡迎家長參與及當義工，一起練習講中文之餘，還可作為文化交

流。

她指出：「不是每個小朋友也有機會入讀國際學校，始終要面對中

文。參加計劃後，學生的中文有明顯進步，且中文已成為他們在

校的日常用語，打好根基，升小學後就不會害怕說中文了。」

Ruby儼然是媽媽Deepa
的中文老師

江山嬌（右）及梁凱欣看着學生的中文能力提高，
大感欣慰。

上酒樓吃點心，從日常生活學習文化共融。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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