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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旅途 

謝鈺蘭教師 

我本身教書已經有 11年的經驗，只在兩間小學執教。第一間是

在彭亨州的中部，也是剛離開學院後的第一間學校，在那兒我學了

不少東西，我來自檳城一個十分熱鬧繁榮的城市，被派到一個十分

落後又很少有華人的地方，真是流了不少的眼淚，流淚後還是要到

那最接近森林的小市鎮去報到，要不然可要賠錢，大約是馬幣三萬

元。 

真是不幸中的大幸，我的學校就在鎮裏，什麼都有，只是離開

家鄉很遠，必須坐一整天的車，要轉次的車才可以回到家裏，交通

真是不方便。其他同學更糟，他們的學校離市鎮還要坐畫一個小時，

大家都硬著頭皮去報到，這是因為大馬的師訓學員要簽一份合同，

畢業後一定有工作，可是不管被派去什麼地方都要去。這就是當年

沒有很多人要當老師的原因，畢竟大馬還有許多山區的地方需要和

其中一個原因是當地的人不夠資格，他們的成績，尤其是國語（馬

來文）必須是優等才能進入師訓。現在情況也好了很多，許多本地

人都有資格進師訓，出來為自己的家鄉的小學服務，不必「害」城

市裏的老師到那兒去吃苦，離鄉背井。 

在彭亨州，我的學校也算是大型的學校，有不少老師也來自北

馬，他們都十分照顧我，教了我很多東西。例如：教室管理，如何

應付那些家長，等難題。學院裏所學的真是不夠，還有很多東西要

學，不然日子真的會很難過，日常需多做一些別人不願意做的事。

原因是你反正單身，又是外地人閑著沒事，能者多勞吧！ 

在這裏的五年半裏，我每年都申請回家鄉教書，可是每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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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支持，可是到第五年時，我已經夠資格了，校長才願意全力支

持，並簽上大名，真不幸，我還是不能回家鄉。當時真想辭職不幹

了，當時已經不必賠錢，可是卻已經習慣了當老師的工作，半年後，

我真的可以回檳城了。這時已是人老珠黃了，大家都這麼說。 

回到檳城，學校十分近我家，大約 5~10 分鐘車程就到了。公

民一校是一間小型的學校，每個年紀只有 2 班，全校共有 12 班，400

多個學生，我在這間學校開始我的新生活。城市跟鄉下的學生真的

是差很多，在檳城教書輕鬆得多了，可是老師們也面對另一種壓力。 

我的學校的地理位置十分特別，座落在著名的旅遊勝地，極樂

寺的山腳下，學校範圍很小，可是景色怡人，有小橋流水及一片竹

林。這間學校實在是沒有空間再發展了，沒有草場，校長及老師的

車也駛不進來，只能停在較遠的空地上，走進來。靠近公共假期時，

真是擠得水泄不通，因為遊客太多。 

由於學校太小，又沒有停車場，學生要走路進去，許多家長都

不把孩子送到我們學校來，這全部是他們的藉口。他們都希望把孩

子，送到大間的學校去，那裏的老師比較好。無形中，學生短缺會

造成縮班，最後學生越來越少，導致學校關閉，這時華社才來出聲

已經太遲了，在大馬已不能再開設華小，所以熱心華教的人都不想

華小關閉。可是這幾年來我校都面對這種問題，主要的原因是家長

的誤解。 

如果有家長肯用心去觀察，我們的學校其實在各方面都不會輸

給其他的大型學校。首先說說班上的學生人數，大學校一班有 40

多個學生，而我們的學校大約有 20~30個學生，教師所給學生的注

重力是多了， 學生有什麼問題，馬上就可以察覺並採取行動來幫助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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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校雖然沒有大草場，可是我們還是有空間進行體育，

雖然不能進行大型的運動會，我們也會策劃一些趣味遊戲的各種比

賽，有一些年，我們也可以向大型的學校商借草場舉辦運動會。我

們老師與校長都會盡一切的努力給學生健全發展。最需要的是家教

協會及董事會的全力支持，因為檳城的華小是半津貼的，很花費都

得靠他們的支助。 

除此以外，我們只有 6間教室，沒有禮堂，可是我們也可以照

辦兒童兒，畢業典禮，晚會等等，教師、校長及家教協會不會讓學

生失望，其他學校有的，我們都會想辦法去做。這也是我第一次看

到的情況，把教室間的隔板打開，學生的桌子會起來，再放上一大

片木板，就變成禮堂及舞臺。後面再掛上一條紅布條「兒童節」，這

不就是禮的佈置嗎？有什麼是做不來的。 

目前的學生有一半以上是不太願意來我們學校就讀的，他們都

是教育部派來的，都想盡辦法要離開或轉去其他大型的學校。所以

只要老師把一點小錯誤，他們就會大作文章，甚至上報，要老師轉

去的別的學校，真是太過份，所以老師們都不可做錯事，要不然你

多麼利害教書都沒有用。不過，老師們都十分愛這間小學，不想轉

校，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校長及老師的關係也十分融洽，

同事間也很合作。 

雖然，我本身已經完成了大學的課程，可是我也不想去中學執

教，可見公民一校的老師都是很喜歡這間小學，大家都希望政府給

我們一片大一點土地來建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