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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紫茵在中大念英文時，不覺得她需要選一門較實用

的主修科目，直至她到了劍橋念博士學位，她才開始感受

到一般文科生早已感受到的壓力：「一個文學學位有甚麼

用？」  

  陳紫茵教授現已回歸母校，任教英文系。但她除了文

學研究，出版了一部關於吳爾芙夫人的專書外，還就教育 

、人文學科和專業等議題進行研究。去年便在期刊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發表了一篇實證研究報告，企圖瞭解

文科生如何看待自己的主修以及文科教育的意義。 

  為甚麼研究物件從文學大師移到莘莘學子？陳教授說 

：「為了提升教學質素，我希望瞭解主修英文的學生如何

看待及建構他們的科目身分，進而看看可以怎樣改進人文

教育。要解答這些問題，需要以社會研究的方法來分析從

訪問學生得來的資料。」  

研究方法及發現 

  陳教授從她的選修課「文學與教育」的學生中選出八

人，都是英文系的本科生，然後分別訪問他們，聽他們自

由表述對身為文科生的看法，之後進行有系統的內容分析 

，找出重點，並觀察學生身分的 建立及可能出現的矛

盾。 

  所有受訪學生都肯定文學訓練最大的好處是個人的發

展，有人說：「思想跳出框框。」也有人說：「細讀文本

令觀察更敏銳。」陳教授對此並不感到意外，但她還是高

興見到學生肯定念文學可以擴闊思想經驗。受訪的半數學

生接受文科生身分，矛盾相對不大（「念文科更有趣，而

且也有實際作用」）。但餘下的一半仍對自身的科目身分

存有疑惑，也更介意別人對文科生的看法。 

迷失方向  

  研究另一個重點是學生如何從現在或未來的社會角色

來看主修的科目。陳教授認為這相當重要：「因為對學生

甚至對老師來說，這有助找出結合興趣與事業的方法。和

任何其他科目一樣，念英文不應該被視為閉門造車的一項

作業，但要找到有意義的聯繫不易，我相信要鼓勵同學不

斷探索，同時，同學也要不時自省。」  

  半數受訪同學看不清主修與將來的社會角色之間的關

係是正常的嗎？陳教授這樣說：「同學入大學時未必清楚

自己是甚麼人，以後會做甚麼事。這是成長的一部分，跟

主修甚麼沒有關係。不斷反省主修科的意義與價值，不是

一件壞事，而是一個值得肯定、正面及必須持之以恆的經

驗。」  

通往現實的橋樑  

  陳教授的論文建議，一個總結科目可以為文科生提

供跟現實接軌的指引。中大英文系的畢業規定之一便是

完成一項總結科目，陳教授解釋：「不少學生對畢業後

的去向沒有具體計畫，這項總結科目的意義其實不在於

為學生指出就業的路向，而更在於使其開始一個自省過

程，使他們往後不斷探索興趣與事業的關係。這樣子，

不論以後在甚麼崗位做甚麼事，大學的教育將會繼續影

響他們。」  

心安理得  

  回到一個文學學位有甚麼用的老問題，陳教授說：

「同學先要問自己：有甚麼東西激發你，令你感興趣？

你的專長是甚麼？有甚麼賦予你意義和滿足感？接著我

會問：這又如何與你念的科目有關？如果有一門課令你

印象深刻，你可以按對自己興趣及理想的理解，來具體

解釋為甚麼特別受感動嗎？」  

  最後，陳教授對文科教育下了一個肯定的結語：「 

這可以從學生的性格、興趣及才能來理解。明乎此，便

可以勾畫出一個未來事業的輪廓。念文學是一場個人成

長及發現之旅，前途及終站由自己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