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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馬來西亞華文教育之概況 

蔡侃秜／吉隆坡陸祐路中國華小班主任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始於二十世紀初，當時因有許多華人從中

國大陸移居下南洋討生活，為了不讓母語隨著他們的離鄉而滅跡，

所以在馬來西亞各華人居住地區都陸續地開辦了華文學校。當時的

華教大多從中國獲得師資與教材，才讓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這片土

上興旺起來。 

一九五○年代，隨著馬來西亞宣佈獨立，華文學校在馬來西亞

的地位也受了一些沖擊。為了統一全國教育系統與制度，原本的華

文小學與中學改制為國民型小學與中學，校內的教學媒介語雖保持

華語，但同時也必須加入馬來語與英語科的教學，造成華文學校並

不再是純粹的華文學校了。此外，因華校是非利用本國為語言為媒

介語的學校，所以亦只能成為政府半津貼的學校。這種種的因素，

讓華校內的董事部及家長與教師協會被逼擔起為學校籌募經費的重

任。雖然如此，這種種的情況並沒讓身為炎黃子孫的馬來西亞華人

因此而退縮。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從我們的華教鬥士先賢們為華

教做出的一切可看出，而為眾人所知的華教鬥士便有林連玉先生，

他為馬來西亞華教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我們這些後輩敬仰的。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雖說是除了中港臺以外地區中，辦得最成

功，但身為一個馬來西亞人的我，並不敢為此而感到自滿，只因自

知我們的華文教育其實還有許多待改善加強和進步的空間。就說華

小師資問題，這是近幾年來一直困擾著華社的問題。雖然馬來西亞

師範學院都陸續有開辦華文教師組，也開辦假期師訓華文組讓在職

的臨時教師有機會獲得正式的培訓以成為正式教師，但是師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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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沒辦法獲得妥善的解決。當然，事出必有因，造成這種不良現

象的因素有幾個。依本人所見，首先是本國華文小學學生爆滿的情

況造成。大都份的華文小學，尤其在大城市如吉隆坡和新山，由於

華人人口密集，華小不夠學額來容納更多的學生，造成現有的華小

學生人數爆滿，最大型的華小學生人數可高達七千多名學生。在大

型學校，如果加上有教學成績的好口碑，成為家長們中口的“名校”

時，不只華人，連異族同胞也會爭相把孩子送入華校就讀的。要應

付人數過多的學生，教師的資源往哪兒找？政府分派剛由師範畢業

的教師到各校任教時，並沒辦法完全依照每間學校所需求，分發到

足夠的師資，所以聘請臨時教師，一直是我們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

中的一大“特色”。 

馬來西亞教育部雖然口頭上已答應會多關心華小師資荒的問

題，可在實際的行動中並沒讓我們看見任何值鼓舞的效果。國內共

有 27間師範學院，但並不是每間師範學院都有開辦華文組。即使學

院內有辦華文組，數量亦不多，每年至多開辦２至３個班，每班的

學員人數大約也只有３０位。其中還有些師範居然考慮停辦華文

組，個中原因讓人摸不著頭緒，因為有志加入華文教師組的年輕人

有增無減啊！ 

此外，教育部口稱可有效減少師荒問題而開辦的假期師訓華文

組，居然又是一年開辦而另一年又停辦，這麼開開停停的，也沒有

事先給予通知，讓許多有志為華教服務的臨時教師都失望不已。而

一些有心加入華小教師行列的年輕人，其實除了師範或國內大學文

憑教育系的資格外，好像都沒有其他的途徑可讓他們成為政府承認

的正式教師了。在這方面，馬來西亞政府對華文教育的著力並不夠。 

現在馬來西亞的教育制度的一些轉變，也多少影響了華文在華

小的地位。馬來西亞教育部已在 2003年推行了運用英語來教導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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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這政策是全國小學內必須推行的，而華小也不例外。為了這

課題，華社多次與有關部門進行會談，以在推行上不會影響華文在

教導數理科上的運用。最後達致的協意是 2-4-3 方案，即數理科在

華小內將各以英語和華語來教。這也意味著學生的上課節數增加，

課業也相對的提高。不過，為了捍衛華文在華小內的運用，華社欣

然同意。如今 2-4-3 方案已快進入第四個年頭了，華小再度面臨上

課節數的問題。有關的華社單位如董教總，目前都還在向教育部極

力爭取與尋求最恰當的解決方案。 

雖然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當面對許多的問題，但無可否認的，我

們的確比某些其他的國家的華文教育來得幸運得多。我有幸身為馬

來西亞華人，從小亦受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長大，如今身為一名導

華文的華文教師，可有機會華教獻出一份綿力的我，途感無限的光

榮與自豪。願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更有美好的明天。讓華文教育在

馬來西亞的國土上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