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國教育界期許復課後的當務之急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 

經歷過疫情下長時間的線上教學，馬來西亞自 2021 年 10 月 3 日

起陸續迎來實體復課，雖然目前暫時係部分學校和班級重新開學，但

隨著全馬疫苗注射率提高、各項禁令逐漸鬆綁，全國復課將是遲早的

事，而且基於學習品質考量，學生終將回到學校上課。 

2020 年，當馬來西亞因為疫情第一次全面停課時，許多人都以為

只會是短暫的，學生很快便能回到學校上課。可是一年又過了一年，

經過多次停課還有長時間線上教學後，各界關心學校如何才能恢復應

有的教學模式。 

為此，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特別專題報導《復課後的當務之急》，

分析各界對實體教育重新恢復的期待。董教總華文獨中工委會教育委

員會副主任黃禎玉表示，不論好壞，過去一年多教師們在線上教學的

經歷是實實在在存在的，而學生們在這段時期掌握的技能和認知也不

會因為學校重開而從記憶中刪除。從正面觀察，教師們在這一年確實

掌握了不少新科技技能，若回到學校上課，期待教師也能沿用這些新

科技和新教學技能在教學上。 

黃主任也提到，復課後不應該一味地趕教學進度。華校提倡六育

並重，即德、智、體、群、美、勞，這都應該得到均衡發展。學校停

課期間，智育相對沒有太大影響，因為透過線上教學，老師仍然能夠

扮演傳播知識的角色，甚至有些老師因為透過線上教學不需花時間管

理班級秩序而進度超前。然而，線上教學無法取代實體課，原因在於

線上教學雖能夠傳播知識，但對於德育、體育和群育這三個部分卻無

法通過線上教學來實現。 

經過一年多的線上教學，許多老師都能明顯察覺線上教學拉大了

學生間的差距，尤其年幼學童和弱勢家庭學童的影響更為極大。目前

在華小任教的陳嘉怡老師舉例，家境條件好、自律、有家長督促的學

生，無論是線上課或是實體課，對他們來說都不是大問題；相反的，

弱勢家庭學生的處境仿佛出現斷層，有些學生甚至成了線上教學的失

蹤人口。另外，特殊學生也需要關注，闊別半年回到學校，有些學生



 

 

缺乏自理能力，校方應給予他們更多的幫助。 

此外，過去一年多，通過線上教學可以發現，其實網絡上有很多

豐富免費的學習資源。線上教學無形中促使大部分的教師都掌握了數

碼教學技能，懂得以動畫和遊戲來輔助教學。因此，一旦回到學校，

老師就不能再參照以往照本宣科的方式來授課，否則學生可能會興味

索然。 

陳嘉怡老師強調，只要疫情沒有結束，教學就不能保證從“停課

-復課”的輪迴中解脫，所以無論教育部或是學校都必須要有清楚的

指引和備案，做好萬一又從實體課模式切換至網課模式的準備。另外，

親師溝通也是極為重要的。以往孩子們都在學校學習，很多家長察覺

不到孩子的學習問題，經過這段時間，許多家長陪伴孩子上網課，才

比較了解孩子平時在學校的學習內容，以及他們上課的習性和態度。

陳老師提醒，一旦孩子回到學校上課，這種程度的了解仍是不足的，

若家長想要幫助孩子適應疫後的學習，應該跟老師多溝通。  

2020 年迄今疫情延燒全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

長特別顧問安德列•史萊賀指出，大規模的停課對於教育界來說是一

種“破壞式創新”，即便疫情過去，整個教育界也將出現轉變。 馬

國學生在 2021 年線上學習的時間比到校上課的時間還要長，但黃禎

玉主任認為，能從網絡上得到的學習資源雖然很多，但這並不等於教

育。復課後的當務之急，除了延續科技創新，更要重視品格和人際交

往能力，回到人與人的真實互動中培養好的素養，這都是線上學習無

法取代實體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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