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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教师：学习的榜样 



 

• 师资培育是很重要的教育工程，更是教育
品质发展的核心要素。 

• 教师专业的成长是让自己成长，更为了学
生有效的学习，因此，华文独中行政人员
和教师需不断精进，以提升自己的专业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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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独中教师职前培养机制历程： 

 1984年        密集式半年期教育学分进修课程 

 1987年        保送师资生计划 

目前          各校自行聘任 

 

2.职前培养 

2.1 华文独中师资培养历程简述 

注：教师最高学历毕业地区依序为：马来西亚本地大学（59.34%）      台湾地
区大学（26.55%）     中国地区大学（7.26%）           欧美地区大学（4.9%） 

资料来源：《2017年全国华文独中教师基本资料调查》 



 

 

  2.2.1 每年面对师资短缺的挑战 
教师薪金福利缺乏竞争性 

国际学校与私校吸纳独中优秀教师 

 

  2.2.2.不具教师专业资格的挑战 
 4年内（2013-2016）具教专资格教师增长7.7% 

进展迟缓 

 

2.2. 师资培养的挑战 

2.职前培养 



 

 

 2015年启动“华文独中师资培育专案计划” 

                       与具有师资培育机制的中、台大学合作， 

              提供四年奖学金给有志从事教育工作的高三毕   

              业生。 

                       鼓励马来西亚在籍留台生修读教育学程，提     

              供贷学金至大学毕业，获贷者履行合约到独   

              中执教，即可免还贷款。 

2.职前培养 

奖学金 

贷学金 

2.3 应对措施  



 

 

 

 发展华文独中师资培育专属机构，建立本土完善的独
中师资培育体系。 

 与国内外师范体系大学合作，为新进教师开办教育学
程课程，培训每一名教师入职前就具有教专资历。  

 整体升级规划迈向培育优良素质教师。 

 

2.职前培养 

2.4. 未来发展与建议 



3.在职培训 

     3.1  

进修管道 

     3.2  

面对的难题 

    3.3  

未来发展与 

建议 



 
   

  3.1.1. 董总主办在职培训课程 
举办教师在职培训活动，包括邀请国内外讲师举办各
类教学专业课程外、组织教师赴国外研习。 

    3.1.2.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994年启动“在职独中师资培训课程”，目前与高雄
师范大学合作开办“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3.1.3. 校本教师专业发展 
较具规模的华文独中具备设立教师进修部的能力，以
推动校本教师专业发展。 

3.在职培训 

3.1. 进修管道 



 

 

  3.2.1.工作时数高 
全国华文独中教师每周平均工作时数为56.2小时。若参
照TALIS 2013年34参与国的数据，比本地政府的45.1小
时及日本的53.9小时还高； 

多数教师每周工作时数为45-60小时（51.1%）； 

多数教师每周课堂教学时数为14-19小时（约21-29节）
。 

 

（资料来源：华文独中教育蓝图“2016全国华文独中调查计划”） 

 

 

 

3.在职培训 

3.2. 面对的难题 



  3.2.2. 进修意愿问题 
工作时数过长，教学负担过重，影响主动进修的意愿。 

  3.2.3. 进修目的现实导向 
只求可以即时解决教学问题，忽略专业成长目的。 

  3.2.4. 进修课程与方式问题 
缺乏师资培育中心，独中教师在各种管道的培训过程中
可能断续、零碎，无法形成有系统的职能培训。 

  3.2.5.经济支援不足 
教师薪金福利不够优渥，若无获得全额或部分资助，将
大大影响教师的进修意愿。 

3.在职培训 



 
 

 

  3.3.1.深耕教师培训 
加强教师培训需求评估机制。 

依据教师生涯发展阶段，强化培训课程的内容与形式。 

组织专业的国内讲师群，贴近学习需求。 

组织种子教师团队，走入有需要的独中，协同诊断教学
难题。 

 

3.在职培训 

3.3. 未来发展与建议 



3.3.2. 倡导教师自主学习 
强化进修奖励、进修时间、进修方式等问题。 

促进独中的校际经验交流机会，推广校本培训或校本
研修的经验。 

强化教师进修的运作模式，建制e化进修研习系统。 

完善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充实数位教学资源。 

 

3.在职培训 



3.3.3. 推动校本师资培训 
在校内成立专责的组织结构，负责统领教师专业成长
发展工作。 

重视不同教师社群的需求，推动多元的校本教师发展
活动。 

建立鼓励与奖励机制。 

组织区域校际教学交流活动，发挥区域教师协同合作
的力量，挥别独中各自单打独斗的困境。 

3.3.4.董事部、州董联会提供经济支援 
设立独中教师培训基金（资助教师参与培训、校本教
研活动、硕博课程等）。 

 

3.在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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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教师工作条件的三大因素： 

   4.1.1. 薪金福利 

需关注与提升教师薪金福利措施。 

  4.1.2. 工作时数 

减少教师的工作负荷，才有更充裕的时间承担与教学
工作相关的专业职责。 

  4.1.3. 班级人数 

重视和解决班级人数过多所产生的高负荷量。 

4.工作条件及地位 

4.1. 工作条件 



 

 

  4.2.1.董事部与学校行政领导层 
提升学校管理人员的领导技巧； 

让非教学支援人员处理文书和行政工作； 

有效运用资讯科技处理行政事务、利用电子系统管理； 

给予相应的支援，协助教师取得工作和生活上的平衡； 

提倡教师专业发展的培训，不时更新知识，提高效能； 

关注和提高工作环境的质素。 

 

4.工作条件及地位 

4.2. 支援教师服务 



 

  4.2.2.教师 
 具备良好的时间管理和组织教学能力； 

 学会自我管理，与人和谐相处； 

 优化健康生活的技巧，如积极的人生态度、 

   养生之道和良好的价值观等。 

 

4.工作条件及地位 



 

 

  教师应被视为华文独中宝贵的资产： 

提高教师基本薪金 

制定保障教师基本权益的规章 

关怀教师身心健康 

设立教师奖励金等 

 

4.工作条件及地位 

4.3. 教师专业形象与地位 



5.专业成长 

  5.1  

建立教师专业发展
支援机制，加快专

业化进程 

    5.2  

建构发表平台，提
倡教学研究风气 

    5.3  

推动教师自主性学习，
增强竞争力 

               5.4  

设立基金资助教师
提升专业水平 

     5.5.  

提倡师德教育，使
教师产生强烈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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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董总“种子教师”人才库 

• 深化支援与培训华文独中新手教师和学科教师教学 

• 协助小型独中 

 

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育学术研讨会 

• 独中教师发表教学研究论文和教学成果的学术平台 

• 促进独中教学研究的风气 

 

 

 

5.专业成长 

5.1  建立教师专业发展支援机制，加快专业化进程 

5.2   建构发表平台，提倡教学研究风气 



 

 

5.3.1.成立校本培训活动  

5.3.2.提供教师教学发表平台 

 

 

5.3  推动教师自主性学习，增强竞争力 

5. 专业成长 

5.4  设立基金资助教师提升专业水平 

5.5.提倡师德教育，使教师产生强烈的职业投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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