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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小师资严重短缺抗议大会
全面展开救亡运动

快讯2

华小师资短缺40年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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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教总提呈或联合各华团提呈给政府
有关华小师资问题主要备忘录一览表

序 年份 备忘录
1. 1975 全国华人注册社团提呈部长级教育检讨委员会备忘录
2. 1980 对《内阁教育检讨委员会报告书》的意见书
3. 1983 国家文化备忘录
4. 1985 全国华团宣言
5. 1988 关于检讨教育法令的备忘录
6. 1991 1990年教育法案之修改建议
7. 1995 “办好华校协助实现2020宏愿──有关当前我国华教的

迫切问题和我们的要求与建议”备忘录
8. 1999 “要求增建华文小学及培训足够华文小学教师”备忘录
9. 1999 “要求解决华文小学所面对的问题”备忘录

10. 1999 马来西亚华团大选诉求
11. 2005 董教总、华总和七大乡团对第九大马计划的建议书
12. 2007 董教总对《2006-2010年教育发展大蓝图》总体意见书
13. 2008 董教总拜访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时呈予教育部的备忘录
14. 2009 七华团呈予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的“恢复以

母语作为小学数理科教学媒介语”备忘录（内附“国内

主要华团吁请政府解决华文教育问题的建议”）
15. 2010 董教总、华总和七大乡团对第十大马计划的建议书
16. 2011 董教总呈予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制度化公平发展各源

流学校，发挥国家优势，促进国家进步”备忘录

长期漠视民意，没解决问题，民怨四起！

　1972年，华小教师成

为政府公务员，当时就

已发生师资短缺问题，

聘请临时教师以纾缓师

资荒。1976年10月30

日，全国各地800多名华

小临时教师在吉隆坡参

加和平请愿，要求受训

为合格教师。

　 1975年至今，董教

总提呈了许多备忘录给

政府，并与官方和政党

领袖交涉，要求解决华

教问题，包括要求教育

部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

题，调走及停止调派不

2011年11月14日 
，董教总提呈“制
度化公平发展各源
流学校，发挥国家
优势，促进国家进
步”备忘录予首相
拿督斯里纳吉。

l

具华文资格教师。华社各界也不断提出心声和要求。但是，人民的心

声和要求长期遭漠视，问题没解决，民怨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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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副部长
魏家祥。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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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小长期面对的师资短缺和不具华文资格教师
问题，并非不能解决，而是在于教育部“为”
与“不为”。

　问题根源是当局不断贯彻教育法令和单元化教
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实现以马来语为主要教
学媒介语的单一源流学校制度。这导致华小和淡
小等源流学校，无论是在师资、建校和拨款等方
面，长期遭受不公平对待。

　当局想方设法企图改变华小以华语为主要教
学、考试和行政媒介语的华校特征本质。因此，
华小师资长期短缺，不具华文资格教师或国小过

起来吧！起来吧！万众一心，捍卫华教！

华小长期师资短缺的背后议程

剩教师派到华小担任行政高职和执教各个科
目，使问题更加严重。

　这引起华社的强烈反对和不满，非常担忧
华小变质，失去华文学校特征，及影响教学
水平和中华文化的传扬。

　华小是华文教育的根，一旦华小变质，华
教大树的根就被腐蚀，最后就是枯萎倒下，
华文教育体系遭连根拔起，到时华文独立中
学、改制中学（国民型中学）和华社民办高
等学府也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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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华教的平等地位与公平合理对待！

2011年底发生临教聘约风波，
华小临教在教育局前和平请
愿，抗议不公平对待。

1976年10月30日，全国各地800多名华小临
教在吉隆玻参加和平请愿。

l
l

　另一方面，教育部致力把国小打造成“首选学
校”，把绝大部分教育资源分配给国小。当局更
把申请华小组的部分师训学员转移到国小组，及
把华小组部分师训毕业生派到国小，加剧华小师
资短缺问题。

　华社坚持华小的主要教学、考试和行政媒介语
必须是华语，派到华小的师资必须符合华小以华语
为主要媒介语的本质；要求当局制订新教育法令，
实施多元化教育政策，确保各源流学校地位平等，
享有公平合理对待，保障各源流学校的生存与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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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官员报小数？给假数据？

华小师资短缺真相，是不能说的秘密？！

31-12-2003剪报

5-3-2012剪报

5-3-2012剪报

l

l

l

l2003年11月，教
育 部 表 示 ， 华
小缺乏4726名教
师。

l

l

l

2012年3月15日新闻报导，教
育部长慕尤丁表示，国小目
前并无师资短缺问题。

2012年3月16日新闻报导，教
育部长慕尤丁表示，国小短
缺3000多名教师。

教育部官员给假数据?

华小师资短缺人数4726人
对比9000人，教育部报小
数?

2003年12月，教总引
述校长职工会统计，
华小缺乏9 0 0 0名老
师。

16-3-2012剪报

15-3-2012剪报

14-11-2003剪报

华小师资
短 缺 真
相，是不
能说的秘
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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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各州临教人数
(截至2010年1月31日)

州属/直辖区 国小 华小 淡小
玻璃市 0 8 2
吉打 0 129 145
槟城 0 223 50
霹雳 0 378 329
雪兰莪 0 769 291
博特拉再也 4 0 0
吉隆坡 0 173 35
森美兰 0 241 133
马六甲 0 92 10
柔佛 37 925 269
彭亨 1 180 63
登嘉楼 0 24 0
吉兰丹 0 19 7
沙巴 0 199 0
纳闽 0 12 0
砂拉越 379 410 0
总数 421 3782 1334
资料来源：2010年8月5日新闻剪

报，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

丁书面回答士布爹区国会议员郭素

沁的提问。

2009年各州临教人数（准聘人数）
州属/直辖区 华小 淡小
玻璃市 8 0
吉打 127 204
槟城 87 43
霹雳 535 433
雪兰莪 706 338
博特拉再也 － －
吉隆坡 360 54
森美兰 220 108
马六甲 55 3
柔佛 781 264
彭亨 204 70
登嘉楼 13 0
吉兰丹 31 5
沙巴 91 0
纳闽 7 0
砂拉越 453 0
总数 3678 1522
资料来源：教育部人力资源管理组

2008年12月1日公函。

各源流小学师资短缺人数（1968-2012年）
年份 师资短缺人数 资料来源
1968年 华小：1172 教育部在国会书面回答范俊

登国会议员的提问国小：1095
淡小： 568

1973年 华小：3504 教育部在国会书面回答范俊

登国会议员的提问国小：1630
淡小： 581

1980年 华小：1630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陈声新在

国会答复陈德泉国会议员的

提问
1984年 华小：2137 教育部长苏莱曼道勿回答萧

汉钦国会议员的提问
1987年 华小：5688 教育部副部长云时进在国会

回答蔡锐明国会议员的提问国小：6820
淡小：2486

1990年 华小：4369 教育部副部长廖迈克在国会

回答黄新南国会议员的提问国小：6371

1995年 华小：2483 教育部在国会的书面回答
国 中 / 国

小：5777
淡小：792

2000年 华小：4114 教育部长丹斯里慕沙在国会

的书面回答淡小： 885

2003年 华小：4726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韩春锦
2006年 华小：2274 教育部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

在国会的书面回答国 小 ： 3 5 8 4

（过剩）
淡小： 295

2008年 华小：4172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魏家祥博

士
2011年 华小：2288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魏家祥博

士
2012年 华小：2337 教育部学校组（截至2012年

1月1日）
资料来源：教总提供（2012年2月29日）

　华小长期面对师资短缺问题至今没解决。教育
部“暂时”聘请“临时教师”的措施，竟然实施了
几十年。高官说，华小师资短缺将在三几年内解
决。左三年，右三年，眨眼间就过了四十年，高官
换了一个又一个，喜欢空洞保证又承诺，最后没解
决师资短缺问题。够了，够了，够了！

华小师资短缺何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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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务实”权宜之计方案，有解决问题吗？

保证，承诺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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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012剪报

23-2-1992剪报10-8-2000剪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