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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小的困境 

陳憶鳳副校長 

聽了洪教授的一席「台灣教育改革」，心中有無限的感慨。還以

為只有馬來西亞才面對教育改革的問題，原來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困

境，只不過是制度和稱呼不同而已。真是「國國有本難念的經」。所

謂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可說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冷暖自知。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歷經風霜雨露，道路依舊崎嶇。幸虧國內

有一批捍衛華教的人仕，以董教總和華社及在朝政黨為後盾，秉持

對母語的愛護與熱誠，力爭母語教育的完整。再加上大環境的影響，

才能讓母語發揚光大。 

如今，中國的崛起，全球掀起一片學習中文的熱潮，證明這批

有遠見的華教鬥士眼光獨到。想當年雖然「曲高」，但並不代表「和

寡」大家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一步一腳印地為國家的建設與發展

作出貢獻，培育英才。而今，為政府分擔教育的責任，捍衛與發展

華文教育已成為董教總的使命與責任。 

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和台灣最大的不同點是，寶島的合格教員

過剩，而馬來西亞卻面對師資短缺的問題。 

根據我國華小發展工委會的調查，柔佛州新山縣二十二間華小

的學生人數超過三萬五千多人，就缺少九十多位合格老師。這些空

缺都由一批高中畢業生充當臨時教師。雖然當中有不少已被錄取進

入假期師訓班受訓，但是，還是不足以填補空缺。教育部也一再的

呼籲華族子弟申請進入師訓學院受訓，但是反應並不理想。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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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下： 

(一)新一代的華裔子弟對教育這行業不感興趣，他們認為為人

師表不易，要以身作則更不簡單。 

(二)家長不鼓勵孩子當教師，雖然教師這行業一份是“鐵飯

碗”的工作，但是不被重視（家長的教育水準比老師高）。老師的薪

金也不足以應付日常開銷（很多老師都有兼職賺取外快）更何況日

益繁重的文書工作，加重老師的負擔。 

(三)教師不但要教書批改課業，出題，審題，還要處理各種雜

項，如收學雜費，填寫各種表格，出席會議、訓練學生演講、講故

事等，有時還得負責校內課程的培訓（Inter house Training） 

除此之外，在國內的師資訓練，除了華文科之外，其他科目皆

以馬來西亞文授課。畢業後被派到華小執教時，所教的科目都是以

華文為主（除了馬來西亞文和英文）。有些課程綱要，還得把它翻譯

成華文。有人說，華小的老師是萬能的，好像魔術師一樣，校方要

什麼，你就得想方設法變出來。 

雖然在職受訓是華文老師，有關學校的校長未必會讓你教華

文。這得視學校的需要。若有關學校缺少馬來西亞文或英文老師，

你就得搖身一變，變做有關語文的老師。有些老師受訓時的主科是

生活技能科，校方缺少的卻是科學老師，那你只好又變成科學老師

了。 

老師的地位不被尊重，再加上來自上司和家長的壓力，導致有

些年青的老師不能兼顧家庭而倍感百上加斤。有者不知道如何舒解

壓力，導致精神病，有些索性辭職不教，改行去也。 

國內華校老師的缺乏，還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只有小學才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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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得到完整的母語教育（雖然要兼顧馬來西亞文和英文）。一般上，

國中的華文課，一個星期只上課 2個小時，若巧遇公共假期便「泡

湯」了。再加上國中不注重華文科，有些國中還因為華文科的及格

率偏低，以致會而影響總成績的及格率，所以，不重視，也不鼓勵

學生報考華文科。種種的客觀因素，造成學生的學習態度不夠積極，

甚至放棄自己的母語。 

隨著時代的變遷，華校對國家的貢獻已受到政府的肯定，而且

越來越多的異族同胞選擇把孩子送進華文小學的搖籃裡，接受華教

的薰陶，既然異族同胞都能克服障礙，掌握華文華語，什麼我們不

能呢？柔佛州新山縣寬柔第（五）華文小學，更有一位馬來同胞教

導華族子弟華文。不知身為「龍的傳人」有什麼感想？如果時至今

日，還不反省，加緊學習，好好愛惜母語，迎頭趕上時代，接受挑

戰，那麼，華教的前程堪虞也。 

雖然華小的情況沒有多大的改善，硬體設備的不足，師資短缺

的問題，以及工具書的缺乏，在在都凸顯了華文小學的困境。因此，

華小的生存與發展仍有賴於華社的鼎力支持。大家出錢出力，為提

昇華小的教育素質與發展而推動。更希望董教總，在朝政黨及全國

發展華小工委會，各自發揮功能，維持華小的完整，生存，並爭取

母語教育的平等。這樣，華文華語才能萬古長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