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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头，棒喝旧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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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外语学院，上海 200032）

疫情没有稍竭迹象，苦了整个社会，当然包括学界。学校停

课已经 3 个多月，据公共卫生专家估计，暑假前重新开课似乎不

用指望了。DSE 先是延期，能否依时举行也说不准。一句话，社

会正常活动给弄得支离破碎。

学校停课，即使怎样发展网上教学，教学活动已不能和正常

的相比。不单传统学校，补习社、教学中心之类正规教学的支援

机构也面对经济压力。如情况持续，据说结业的会有 7900 间之数。

公开考试也面临很大挑战。小学呈分试取消部分，只属校内

性质，影响还不至太大，最致命的恐怕是 DSE。这个关乎大学入

学筛选、学生前途抉择都很重要的考试，试想如果取消，用什么

评核方式来代替？

自然，因应疫情，考试已有变阵，例如延期、取消中英文口

试、加强防疫安全（如派口罩、确保座位距离、量体温等）、推

迟大学开学日期等。当然也有人预计公开试或许不能如往昔般（甚

至不能）举行了，因而提出些应变方案：例如只考必修科、加强

大学入学面试分数、较多利用校本评核作评参考、考虑学校过去

成绩等。什么方案都好，总之都会有漏洞，也牵涉公平原则。

一、原来学生自学有这么多的困难

没有人想这样的情况出现，但出现了，是否也应思考一下旧

教学模式的不善之处，以作将来教育发展改良（也不单防范疫情）

的参考？

不是疫情，似乎没有人相信学生原来对学校、教师以及制度

有这鳗大的依赖。学生不能上课，不单教师不能面授，功课不能

缴交，测考不能继续，原来学生自学有这么多的困难。过去学生

补习盛行，不单是会考生的恶补，其实也是不同级别都补习，加

强孩子们竞争能力。不这样，不能养活为数 7900 间的补习教学中

心。从这角度看，学童的学习负担是否长期超载，到达了一个被

虐待的水平？

我个人相信，孩子们的生涯的确是走着一条负载过重的道路。

教育，原不应是这样的。学校课程教得浅一些，功课数量少一些，

测考的重要性减低一些，学习的效果就会大大的削弱？我不信。

让孩子们学习不这样辛苦，能留有余力做些自己喜爱的事，发展

个人兴趣，练好个别体能，对长远的发展不是更有利吗？现在似

乎是孩子们放假放得太久了，反而不知如何自学，期待上课之心

从未如些殷切。当然不能上课不应是常态，但孩子们对学校的依

赖过重，终究也非好事。

二、汉语科目口试没有存在的必要

公开试面对调整，例如中英文科目先拿口试来开刀。这意味着，

考试内容的设计者，原先似乎就把口试的重要性放到最低，必要

时取消这个部分也可被接受。但如果你相信制度的公平性，一些

预设的内容临时取消，总对某部分的人不公平。我从来觉得汉语

科目科口试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既然定得作制度的内容，就不应

随便取消。比如说由高中开始，不同学校对这个部分投放不同教

学时间；也有人认为口试对读、写能力较差的学生较有利，是他

们用来拉分的依据。霎时间取消，总会对有所寄望者不利，这都

是有根据的。如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取消，为何当初又要加上这

部分的考核？

亦有人觉得用校本评核来调整分数可取，理论上这说法是有

根据的。自高中新课程开始，加入校本评核一项，中英文科这部

分占 20% 的分数。原始的设计是：学生可用平时的表现来减低对

公开试的依赖，减少一试定生死的压力。有这想法当然好，孩子

们对公开试的恐惧也会相对减低。可是制度的设计者原来不放心

这项平时分的准确性，因而学校虽然要呈交分数，可是最终要用

公开试成绩来调校。换言之，孩子们平时的表现，即使不是完全

无用，但重要性却不大，甚至属于可有可无。

三、先进国家重视孩子们课外表现

一些先进国家很重视孩子们课外的表现，其成绩计入公开试

的考核中，而且信任学生自发而经学校评定的成绩，有的更超过

20% 的比例。很多地方教学设计，设有是项分数，可却不信任其

可靠性，也缺适当监管，最终又由公开试调整，可说东施效颦，

得其皮毛失其精粹。

由疫情严峻而看到传统教学和评核产生的问题多样化，实在

足以为学习制度的缺失作周全的检视和补救，非为逃避疫情而作

缓冲手段，而着实为教学和评核的水准提升制造修正。

其一，学习过于依赖老师教导、学生专注上课、课后做习作；

重视测考，因感不足而自行补习，这样的学习模式应作改变。学

生不能完全不靠上课而获得知识，但课后的学习同样重要。这类

课后学习应以学生兴趣为主，侧重自发，不是要完成机械化和重

视死背硬记的课业。课程的艰深和繁重应作适度调整，不应鼓励

过多的操练。

其二，一试定生死有诸多弊端，要改变这模式，就要加强

校本评核。校本评核要真正校本，以不同学校的老师评价为依归。

为统一其内容和评核方式，考评局应提供较清晰指引，而且要

加强监管，使评核比较公平和划一。而最重要是，在公开试中

所占比例，不用经公开试再加调校，使学生仰赖平时的学习比

重增加。

其三，去除公开试中操作太繁复而没有太多效益的内容。比

如口试（尤其中文科）既可因疫情取消，看不到为何平常时期不

能取消。学生能力的评核已经很全面，鼓励自发学习，超越强迫

学习，对学生日后自我成长，效益会更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