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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宜强化母语教育功能

	

林国安

我国首相纳吉在《马来西亚教育发展蓝图（2013－2025）初稿》推介礼
上致词，表示我国现有教育系统充分体现民族多元化与融合的特色。在这个
教育系统内存在各类型学校，诸如国民学校、国民型学校、华文小学、淡米
尔文小学、宗教学校、教会学校、华文独中、私立学校等，相信是世界所罕
见，甚至绝无仅有的。因此，教育部规划教育发展应确保各源流学校教育的
发展。

诚如纳吉首相所言，“我们长期以来就承传先贤的‘遗产’。”今天我
国教育系统形成统合国民教育体系与多元民族教育体系并存的格局。这种教
育系统的特色，应予以保留，并作为缔造一个和谐多元教育体系的基础。

然而，《马来西亚教育发展蓝图（2013－2025）初稿》亮点之一的“延伸
义务教育年限至11年”，却把华、印族母语教育局限于小学阶段，忽略其长
远的发展。教育部希望各源流小学毕业生都选择升读国民中学，因而规划了
一系列强化国民型小学国文教学的措施，包括国民型小学4－6年级采用与国
民小学同等水平的国文课程纲要与教学模式、为国文学困生提供补习课程、
取消小升初预备班，以提高国民型小学国文教与学水平，为学生升读国民中
学辅路。

基于此，教育发展蓝图对华族母语教育中等学府——华文独中的定位与
发展问题一字不提。这对华族母语教育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民族语文学校及民族母语教育对于一个族群文化的承传发扬，甚至整个
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华文独
中建议书》就明确指出：“中小学十二年的教育是基本教育，华文独立中学
即为完成此种基本教育的母语教育”；“华文小学六年级不足以维护及发扬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必须以华文独中为堡垒，方能达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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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言：“作为21世纪人才的基本素养，第一是母语能
力，第二是外语能力，第三是信息能力。”

世界中等教育母语教学目标强调：母语教育是提供优质教育和实现基本
教育需要的先决条件。母语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对于学生学好其它学科、
今后工作和继续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董教总《母语教育宣言》：“母语教育是最直接有效的教育，有助于培
养具有民族自尊、自信及民主和宽容精神的公民。”

由此看来，对于学校教育而言，母语教育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学科的学
习，它是本民族开发族群智力、造就民族文化繁荣进步的最普遍、最灵便、
最有效的手段与途径；母语习得为人们所提供的，远非单纯交流的媒介，而
是一种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文化归属意识”，乃至正确价值观构建的媒介。
母语教育这些价值功能的发挥有赖于一套完整的12年中小学母语基础教育体
系为之奠定坚实根基。

从教育部规划国家教育发展蓝图的谨慎、用心看来，我们深信教育部是
理解民族母语教育价值功能的。那么何妨开放与开明，一视同仁提供便利条
件让各族群发展其母语教育教学，鼓励并扶持多元民族各层次学校教育的发
展，以凸显各语文源流学校的特质和教育功能，构建和谐团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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