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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學生涯 

賴瑞清／訓育主任 

從未想過自己呆在學校十多年後還會回到學校這個圈子裡。大

學先修班畢業後就跑到鄰國（新加坡）去打工，見見世面。婉婉轉

轉的最後又回到了學校這個大家庭裡。 

一九九零年初，我回到家鄉的小學當臨時教師。民萬華文小學

是霹靂州華都牙也市的民萬新村里的一間小學。當時華小正嚴重的

缺乏教師，尤其是鄉下地區，所以必須聘請臨時教師。我就在同學

的介紹下進入這間小學執教。 

民萬華文小學是間小型學校，但它的校地卻很大，學校只有三

座建築物。一座雙層樓的樓宇里包括有辦公室、圖書館、教具室、

課室及食堂。一座單層的全是課室及一間大禮堂。一半以上的校地

是大草場及一個籃球場。這對大城市的學校來說可是一種奢侈，因

為城市裡的校地是多麼的有限，有很多學校連草場也沒有。 

民萬華小大約有四百多位學生及二十位教職員，包括校長，一

位副校長及校工。學生都是本村的孩子，因為這兒的父母大都有工

作，甚至一部份的家長都到都市或出國工作，所以這些學生都非常

的自由，沒什麼人管。在這村子裡，大部份的父母也沒受過教育，

所以他們不會注重孩子的教育。他們都認為教育孩子的責任只有老

師，所以大整上這些孩子都沒有受過家庭教育。學生們上課的時間

是由早上七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一時零五分。由於他們的家庭背景及

父母的觀念，所以學校也無法辦補習班。學生放學後把書包一丟就

跑出去玩或有些要幫忙父母做工。如果與城市的學生來比較，不知

道鄉村的孩子是幸福還是不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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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萬華小執教了兩年，兩年都有申請進入師訓學院，但都不

成功。過後就到吉隆坡去換環境。吉隆坡是我國的首都，十分繁榮，

所以這兒的小學大多數都不缺老師。最後進入了離市區較遠的蕉賴

十一英里華小當臨教。因為這間學校離市區較遠，所以，這兒的家

長都不是高收入的一群，他們也會為了生活而忽略了孩子的教育。

雖然學校放學後有辦補習班，但學生的反應卻不理想。還記得有一

個學生常缺課，我去見他的家長，他的媽媽對我說：「老師，我是賣

糕為生的，每個初一和十五都很好生意，所以要孩子幫忙。他讀不

讀書都沒關係，最重要是會幫我賺錢。」我聽後是多麼的驚訝！一

個父母會為了賺錢而賠上了孩子的前途，這是多麼的可悲啊！ 

在蕉賴十一英里教了七個多月後就被錄取進入檳城的斯里檳榔

師訓學院。在學院里學習了兩年半的理論及實習，那時的心情是多

麼的無奈，因為實習的教學根本就無法在華小里進行。華小的教學

就像趕鴨子似的，什麼都要快，可說是重量不重質了。 

師訓學院出來後就被派到吉隆坡市中心的燕美華小當正式教

員。這是一間歷史悠久的學校。當時只有兩排古老又殘舊的課室，

一座兩層樓的樓宇及一個小小的草場。學校在董事部、家教協會及

校友會的協助下經過幾年的辛苦籌款及舉辦多項的大型活動後，才

籌到足夠的錢重建課室。二零零一年初，一座四層樓高的新課室及

禮堂終於落成了。 

自從燕美華小重建後，教育部每年都多派一至兩班的學生到這

兒來就讀。雖然學生人數增加，但在師資方面還是缺少教師，導致

校方得聘請臨教以填補空缺。臨教的流動性非常大，使得教學進展

緩慢，學生的學習進度也受影響。 

最近燕美華小又面對校舍不足的問題，因為那排殘舊的課室已

成為危樓了，所以學校再次的為第二期的建校籌備工作而忙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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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學校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籌足經費以建立另一座新校舍來解決目前

的燃眉之急。 

今年三月間在一次的機緣下有機會到中國廣州去參加中華文化

研習會。在那兒學習了許多中華文化是不在話下，最可貴的是在那

短短的十五天里認識了來自各國的海外華僑同胞，大家互相學習、

互相生活、互交換意見，多麼的難能可貴呀！現在再次的有機會到

台灣參加這次的華文學校教師研習班更加的讓我懂得珍惜。上了四

天的課讓我覺得不妄此行。一堂課比一堂課更精彩，也覺得自己是

多麼的孤陋寡聞。希望接下來的這些日子里能學習更多的知識及智

慧，讓自己滿載而歸。這次大家雖然都來自同一個國家（馬來西亞），

但卻都不相識。大家能相聚一堂，是靠一個「緣」，希望大家都能惜

緣。 

恭喜恭喜調 

在今天的相聚里，滿心歡喜快樂，你會留在我心中，永遠不會

忘記，再見！再見！再見您呀！再見！再見！再見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