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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教育别支
———马来西亚宏愿学校行政和学生交流实况个案调查

洪丽芬

　宏愿学校是在１９９５年提出的马来西亚新教育体制。宏愿学校是以“同一
屋檐下”概念，将分别以马来语、华语和淡米尔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小学集合在一起，

不分种族或宗教，在共同校园内学习。这计划的目的是要逐步实现以马来西亚语为

各源流学校的统一教学媒介语，以便落实作为“促进国民团结”工具的国家教育政策

目标。第一所宏愿学校在２００２年开办，至今已经八年。在没有华文小学的地区，宏
愿学校往往成为不少华族家长在安排子女教育上的不二选择。本研究在马来西亚雪

兰莪一所三校并存的宏愿学校进行实地调查，发现目前各校以母语为本的行政和教

学特色并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单将三校不同语言源流的学生共处，并不能有效地改

变交流模式，只能够提供一个地理环境，增加各族的接触机会。

　马来西亚　宏愿学校　行政　交流

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一直是政府塑造人民思维和素质的重要管道，也是当地政经文

教各界经常关注的课题。马来西亚教育体系从国家独立至今都是三语并存的。当地的马

来族、华族、印度族三大种族在宪法的明文规定下，得以学习母语，小学的教育更是可以根

据马来西亚政府制定的国家课程纲要，再加以各自的母语教学，形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的独特教育源流。华族有华文小学（以下简称华小）、独立中学、学院；马来族有马来文小

学（也是国民小学，以下简称国小），国民中学，国立大学；而印度族则有淡米尔文小学（以

下简称淡小）。因此，马来西亚教育系统内，可说是统合了国民教育体系与多元民族教育

体系并存。这也是马来西亚教育系统的一大特色。

马来西亚政府为全民提供十一年的中小学免费教育，小学一年级的入学年龄为七岁。

六年的小学教育属强制性，有三种教育源流可供选择，分别是华文小学，国文小学，和淡米

尔文小学。这三种教育源流的差别在于主要教学媒介语，顺序分别是华语、马来语和淡米

尔语。完成小学教育后，孩童在迈入中学时，也有三种选择，分别为国民中学（国中），国

民型中学，以及民办独立中学（独中）。这三种中学主要差别在于：国中一般没有华文课，

只有在至少１５名家长的要求下，学校才会考虑在课后开班；国民型中学却是将华文列入
正课，是华裔学生的必修和必考科；而独立中学却是以非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如华

文独立中学就是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这是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在１９６２年对华文中学实
行改制，分成“国民型中学”和“独立中学”。１９６０年《达立报告书》中第１９１条说，华文中
学若决定接受政府津贴 受



况是马来西亚教育制度的特色，和其他国家的制度不一样。

随着宏愿学校计划的推行，马来西亚教育体系的特色再次发生变化。当地华人原有

的教育体制，即华文小学、华文国民型中学或华文独立中学到华文私立大专院校，在最基

本的小学教育方面出现转变。一方面学生们的教育选择更多样化，而另一方面社会一些

人士则认为华文教育受到了考验，甚至是威胁。

　

宏愿学校是马来西亚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的概念产物。宏愿学校在１９９５年提出后，
在２０００年实施，２００２年第一间宏愿学校正式开课。宏愿学校是以“同一屋檐下”概念，将
三大源流的小学集合在一起，不分种族或宗教，在共同校园内学习，以达至种族团结以及

和谐为目标。这计划只涵盖小学阶段，并不包括中学或高等教育阶段。

《宏愿学校计划书》第４．２条写道：“国语（马来语）作为各源流学校一致的媒介语，是
最重要的一环，而且必须逐步全面实行”，引起华人社会的反弹，认为马来语将逐步取代

母语教学。虽然后来在新的指南中这条文已经删除，但是华人社会的担忧并未减少。宏

愿学校从开始到实施都是建筑在争议之上的，可以说是还未见绩效，就已引起轩然大波，

甚至产生了严重而敏感的种族课题。从１９９５年宏愿学校计划提出，到 ２００２年首邦市首
间宏愿学校正式开课至今，人们仍不时在此课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

　

对于马来西亚政府决定设立宏愿学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一般感到忧虑，担心华文小

学可能会变质。马来西亚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总会（校友联总）认为，新华小的设立应拥有

本身





和敦善班丹淡米尔文小学（ＳＲＫＴａｍｉｌＴｕｎＳａｍｂａｔｈａｎ）（以下简称“淡小”）。三间学校是
在同一天，即２００２年６月５日正式开课。这所宏愿学校是公认为全国最佳宏愿学校模
范，除了三校俱全，师资也经验丰富，行政顺畅，设备完善。

每所学校各有本身的校舍，但是这些校舍都以走廊联接。这三所校舍基本上是一样

的，即有三栋四层的建筑物，每栋校舍的外部设计和内部安排如办公室或教学室位置等都

无一不同。这三栋建筑物就是三间小学各自的主体，所有的学校设备如课室、图书馆、电

脑室和音乐室等都在各自的建筑物里。除此之外，宏愿学校里的宏愿广场、草场、礼堂和

食堂是三校师生共用的。具体建筑位置如图１所示：
图１　首邦市宏愿学校平面图

　

宏愿学校里的三所各源流的学校（以下简称“三校”）既分别有自己的校名也维持着

各源流学校的原有特征。三校的行政是各自分开和独立的，包括拨款、财务预算、校长、教

师及其他人事等等，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学校里的共同活动开支则由三校共同承担。另

外，三校还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处理公共事务，由宏愿学校各校长轮任主席。

三校共用的范围是礼堂、食堂、草场以及宏愿广场。在共用区域的管理方面，三校共

用的设备，都由三校轮流管理。管理方式如表１所展示，依顺序以及年份来分配，以此类
推。

表１　宏愿学校共用区域管理次序（吴妍燕，２００５：１６）

设备／年份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礼堂 国小 淡小 华小 国小 淡小

食堂 华小 国小 淡小 华小 国小

草场 淡小 华小 国小 淡小 华小

　　在食堂内有七个售卖食物的小摊档。跟据规定，其中三个归马来族经营、两个归印度
族经营、两个归华族经营。出于尊重友族同胞（即马来族）为由，食堂内只可以提供符合

清真食品条规的食物。草场与礼堂则根据各校各自的需求而分配使用。这三种设施的协

调与管理工作分配方面至今都还没太大问题。

与马来西亚其他小学一样，宏愿学校采用国家统一的教学课程，使用各自的教学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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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以华小为例，其课程安排模式与其他华小大同小异，课本与作业也大致一样。与其他

小学不同的是，宏愿学校概念鼓励学生们进行额外的共同联课活动，在此因素下，三校的

课外活动安排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即每个星期三下午３时至５时进行。联合活动项目包
括童军、女童军、红新月会、足球和羽毛球等等。前三项是理论课时分开进行，实践课时才

三校一起联合进行。此外，三校学生的跆拳道课也是联合进行的，时间是每个星期六下午

３时至５时。
除了以上的活动，宏愿学校内的三间学校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联合活动还包括运动会、

营火会、儿童节庆典、教师节庆典、国庆日庆典、英语营、旅游活动等。运动会则为一年联

合举办，另一年各自举办。这一些联合活动通常都会在露天活动广场（即宏愿广场）、礼

堂或草场举行。

宏愿学校里的所有共同集会，需使用马来语为官方用语。此外，各校的周会及其他集

会可使用各自的教学媒介语。每月第一星期的周会为共同集会，三校学生都将集合在宏

愿广场。首先由国小校长用马来西亚语致词，然后依序为华小校长用华语致词、淡小校长

用淡米尔语致词，而华小与淡小的讲词将被翻译成马来语，并重念一次。

但是，自２００３年开始，由于附近屋业发展，人口剧增，宏愿学校的学生人数急速增加，
使该校礼堂不能完全容纳三校所有学生，故此类联合活动也相应减少。正因如此，宏愿学

校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已致力在控制学生人数。因此，在严重缺乏华小的首邦市，更多的华裔
子弟只能望门兴叹。华裔家长在如此情况下只能把孩子送到附近的国小就读，或者转送

到较偏远的华小。如今，该校大多联合活动都是“一起”在各校进行，也就是说时间和活

动性质一样，但地点则在各校范围；只有少数较大型的活动如儿童节、教师节、国庆日等等

庆典，才把所有学生硬挤入公用礼堂。在联合活动当中，三校学生将会各派代表表演各自

民族的文化特色。以儿童节庆典为例，华校生可能将表演扇子舞、马来同学则表演马来舞

蹈，而印度学生表演印度舞。由此可见，学生们还是没有参与他族的活动，只是有了一定

程度的认识，能进一步见面和接触而已。

　

宏愿学校的成立宗旨主要是促进种族间的交流，以达至国民团结、和睦共处的首要目

标，三校各种联办活动目的也在于增加学生见面的机会。然而，综合三校校长的看法，各

族之间在校交往情况并不十分明显。虽然处于同一屋檐的大环境下，但是各族之间的交

流仅限于课业以及学校活动上，而且次数屈指可数。华小学生基本上还是与本校学生来

往，国小与淡小的学生也各自如此。

虽然交流情况没有因同在一个校园学习而收到很好的成效，但是由于每个上课的日

子为学生提供了接触其他族群的机会，所以各族学生对其他种族同学的语言文化特色有

基本上的了解，也懂得如何去尊重不同族群的信仰或习俗，对促进不同种族和背景的学生

之团结、融合、容忍与谅解有一定的帮助。

在华小，由于华校的教学媒介语为华语，所以华族学生在校内活动时，都说流利的华

语，就连在华小就读的马来学生或印度学生与华族同学也以华语交流。三大种族的交流

情况比较多，也没有语言上的沟通问题。相反的，在面对国小以及淡小的友族朋友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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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育体制和教学媒介语的差异，华小学生与他校不同种族族学生的沟通语言基本不同，

因此即使处于相同的校园，彼此间的交流并不多。

问卷调查报告显示（见图２），学校的联办活动如庆典和运动会，是各族同学交流最为
频密的时间。华族学生与印度同学的交流比例是 ４１％，与马来同学交流的比例也达
３３％。虽然三校一年中并不经常联办活动，但是调查的数据却证明了联办活动的重要性。
三校联办的活动强制各校派员参与，是各族学生交流的好时机，促使学生们的接触增加，

符合宏愿学校强调民族融合的目标和主题，所以是宏愿学校的精髓所在。若缺乏了联办

活动，宏愿学校与一般小学就没有分别。不过，学生人数增加，活动空间不足，联办活动的

频率以及交往效率已下跌。

至于宏愿学校的例常活动，特别是每星期的课外活动以及每月一次的联合周会，不但

不是各族学生交流的黄金时间，反而是学生们难以交流的时间。主要原因为周会的严肃

性，三校学生不但各自分开而立，而且还有老师以及纪律组同学维持秩序，学生们禁止讲

话，根本无从交流。依数据显示，这两项联合活动加起来只占了总数的２０％左右，完全没
有达至期望中的交流目标。具体情况如图２所示：

图２　华族学生与其他种族朋友交流之时间分布图（％）

三校中三大族群学生相互交流的时间不多。每天的休息用餐时间与放学时候，是各

族学生主要的交流时段。华族学生与他族学生在排队买食物、询问座位、谈论食物时所使

用的语言多数是马来语或英语。在下课时间，学生们主要活动范围都在食堂、草场。华族

学生与马来同学交流比较多，时间占总数的２５％，而与印度同学交流比例只有１４％，相差
一倍。这情况与三校地理位置和建筑设计有关。宏愿学校的校园设计（见图１），基本上
形成一个三角形，而三栋小学就鼎立于三个角上，心脏地位则为宏愿广场。华小与国小为

邻，只有一条走廊之隔；反之与淡小却相隔了一栋国小和两条走廊，还有一个露天活动大

广场遥遥相望。此外，学生们还有其他活动地点选择，如图书馆，电脑室，或者留在班上，

享用自备食物、闲聊或抄功课。这些学生都留在本身的学校而没有经过华小或其他学校，

没有借下课而进行族际交流。

下课时，男同学经常在食堂旁的草场上踢足球。这些由三大种族组成的学生在小草

场上踢足球时，各自使用自己的母语，也用马来语和英语与其他种族同学沟通。草场上的

语言色彩是丰富的，汇聚了三大民族的语言特色，彼此间却能明白、配合，印证了运动是不

分国界、种族的。不过，这段时间非常有限，而且参与的各族同学也只是相同的那几人。

放学时，学生们完全自由活动。在没有任何拘束或条例限制下，学生们比较容易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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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如图２所示，华族学生与马来朋友的交往率为２２．２２％，而印度朋友则为２３％。在
等待巴士或家长的到来时，一些学生会进行交流。一小部分的家长不分种族站在一起闲

聊，促使孩子们也一起交谈。因此，交流情况稍有增加。

在校观察发现，各族学生的交流并不积极。华族学生比较多与其他同族同学在一起，

而国小与淡小的学生亦然。在上课时，各校学生都在自己族群环境中；在各族可能交流的

下课时间，不同种族同学之间的交流比较多，但是仍然有限。语言种类方面，各校的学生

在与同族同学交谈时多数说各自的母语，一些也说英语。与不同种族的同学交谈时，华小

的华族学生主要说马来语和英语，也说华语；马来学生和印族学生则说马来语或英语。基

本上，不同学校之间的各族学生很少交流，一般都是对内的不同种族学生交流，而不是对

外的交流。由于各校的学生族群背景色彩浓厚，淡小清一色都是印族孩童，国小和华小分

别以马来族和华族孩童为主，因此即使在同一学校之内，不同种族的交流仍然是有限的。

　 　

通过调查数据和在校观察，宏愿学校的实际操作和各族学生之间的交流情况比较明

朗化。宏愿学校是三校共存的独特模式，目前各自以母语为本的行政和教学特色并没有

多大变化。但是要达到各族融合的目标，单将三校不同语言源流的学生共处，并不能有效

地改变交流模式，只能够提供一个地理环境，增加各族的接触机会。

宏愿学校的行政和校园内部环境结构，约束了校际和族际的交流。从行政和校园设

计结构来看，三校分头鼎立，联办活动不多，礼堂和广场空间有限，不能同时容纳三校众多

的学生，也面对学生纪律控制的问题。学生每天聚集休息的食堂和玩乐的草场是三校各

族学生主动交流的最佳场所，可惜并不处于三校的中心点，失去扮演凝聚点的关键角色。

各族学生若能从校内接触的机会，看到并欣赏其他族群的优点，进而自然地主动交流，才

有助于种族间的相互理解，有利于全民融合和团结。

①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的总称。
②“华小”即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文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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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丽芬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暨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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