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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数理政策卷土重来
——蚕食华小本质   不利学生学习

随着2018年5月全国大选，国阵败选，希望
联盟上台执政，马哈迪再度担任首相后，提出政
府将重启英语教数理政策。

在2019年4月8日英文《新海峡时报》专访
报道中，马哈迪表示将重启英语教数理政策，并
已与教育部长马智礼多次讨论，以了解推行此政
策面对的问题。4月25日，教育部长马智礼拜会
砂拉越首席部长阿邦佐哈里后宣布，砂拉越将成
为首个重启英语教数理政策的州属，并协助教育
部落实之。5月4日，砂拉越教育、科学及工艺
研究部长麦哥马英宣布，砂拉越将于2020年实
施英语教数理政策，当地所有国小必须参与，惟
不涉及华小。砂拉越政府将探讨是否先从小学一
年级或是中学初中一开跑。

回顾过去，前朝国阵政府在时任首相马哈
迪领导下，不顾各族反对声音，强硬推行英语教
数理政策（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Sains	 dan	 Matematik	 Dalam	 Bahasa	
Inggeris,	 PPSMI）。此政策于2003年起从各
源流小学一年级、国中一年级和大学先修班一年
级开始实行，到最后所有年级和班级都全面以英
语教数理。政府也宣布拨款50亿令吉推行此政
策。

当时，国小和淡小的数学和科学科目全改
以英语教学。在实施第一阶段，华小一至三年
级则实施“2-4-3”方案（英文2节，数学4节用英

语教学，科学3节用英语教学。另有数学6节和
科学3节皆用华语教学）；到了第二阶段，即四
至六年级实施“6-2-3-2”方案，又称“4-2-2”方案 
（英文4节，数学2节用英语教学，科学2节用英
语教学。另有数学6节用华语教学，科学3节用
华语教学）。

英语教数理政策下各源流小学第一阶段	
（一至三年级）的英语、数学和科学的上课节数

国小 淡小 华小
英文 8节 2节 2节
数学 7节

（以英语
教学）

7节
（以英语 
教学）

6节（以华语教学）

4节（以英语教学）

科学 3节
（以英语
教学）

3节
（以英语 
教学）

3节（以华语教学）

3节（以英语教学）

注：每节上课30分钟。

英语教数理政策下各源流小学第二阶段	
（四至六年级）的英语、数学和科学的上课节数

国小 淡小 华小
英文 7节 4节 4节
数学 7节

（以英语
教学）

7节
（以英语 
教学）

6节（以华语教学）

2节（以英语教学）

科学 5节
（以英语
教学）

5节
（以英语 
教学）

3节（以华语教学）

2节（以英语教学）

注：每节上课30分钟。

编采组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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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英化事件简介
2007

2003

2006

2009
英语教数理政策正式推行。

英语教数理政策维持不变，但
同时推行“初期英语识字计划”。

首次测验政策成果，考试
成绩及格率为数学40%至

50%，科学30%。

3月，废除英语教数理联
盟(Gerakan Mansuhkan 

PPSMI，GMP)召集近万人请
愿，要求取消英语教数理政策。
7月，时任教育部长慕尤丁宣布

取消该政策。

这项违反语文教学原理的政策最
终失败，不但没有提升学生的英语水
平，更对学生学习数理科知识带来负
面影响，两头不到岸。2009年6月23
日，时任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坦
承，已实行6年的英语教数理政策效
果并不显著，成效只有2%至3%，并
于同年7月宣布政府废除英语教数理
政策，改为推行“巩固国语加强英语
政策”（Memartabatkan	 Bahasa	
Malaysia	 Memperkukuh	 Bahasa	
Inggeris,	 MBMMBI）。各源流小学
逐步恢复以母语教数理，国中也逐步恢
复以国语教数理，大学先修班则继续以
英语教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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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组织和社会人士，要
求继续在小学和中学实行英语教数理。

2016年起，前朝国阵政府在“巩固国语加
强英语政策”下，推行“双语课程计划”（Dual-
Language	Programme,	DLP），在一些小学
和中学以英语教数理科，各校可申请参与该计
划，惟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学校，才获准在一
些班级或全部班级，实行双语课程计划。有关
条件是：（1）学校有充足资源，包括教科书、
参考书、教具和其他教学支援设备；（2）校
长和教师已做好准备，包括校长同意执行双语
课程计划，与县/州教育局合作拟定长期和短期
计划，以确保有足够的教师和学生参与人数； 
（3）家长的要求和支持，包括家长书面同意其
孩子参与，在子女的教育中扮演积极角色，以
支持学校执行该计划；（4）学校的国文科成绩
必须达到或超越全国国文科成绩的平均值。教
育部也规定，每一个DLP班必须至少有15名学
生，全面以英语教数理。在国小和国中，没有
参与该计划的其他班级则以国语教数理。

在同年6月12日召开的华团联席会议，董
总、教总、华总、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校友
联总、留台联总、留华同学会议决联合发动签
名运动，反对在华小推行双语课程计划，并吁
请华小董事会和家教协会站稳立场，坚决拒绝
接受参与教育部双语课程计划的献议，以免影
响学生的学习，并打开华小变质的缺口。

10月5日，七华团提呈备忘录和1,004所
（78%）华小的签署表格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张盛闻，表达反对在华小推行双语课程计划的
立场，冀望教育部正视该计划在华小推行的负
面影响。截至2016年11月7日，共有79.88%或
1,036所华小签署。

2011

2013

2015

大马家长行动教育组织（Parent 
Action Group for Education 

Malaysia，PAGE）向教部提出让学
校自行决定采用英语教数理。

时任国家语文出版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DBP）总监

阿旺沙里央表示认同前首相马哈迪，
认为英文作为数理知识传播的媒介语

较为合适。

教育部表示将选出300所小学 
参与2016年推出的DLP计划， 

非强制性，由家长选择； 
华淡小在2017年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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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卡力表示，参与双语课程计划的学校共
有1,216所，包括587所小学和629所中学，而
参与的13万9,167名学生，占全国学生总数的
2.9%。同年8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卡马拉纳
表示，全国有1,214所学校参与双语课程计划，
其中394所是乡区学校，分别为218所小学和
179所中学；另外820所是城市学校，分别为
367所小学和453所中学。此外，根据教育部
统计，截至2018年10月31日，全国有666所小
学和700所中学参与双语课程计划，而在华小
方面，只有一所砂拉越的教会华小参与双语课
程计划。

2003年起强硬推行的英语教数理政策，
对众多学生的学习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浪费巨
额公帑和教育资源，政府最终承认失败，并
于2009年废除该政策。现在，政府重启该政
策，实是重蹈覆辙，再次把学生当作试验品，
牺牲大部分的学生，不利国家教育发展。

母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优越性和有效性，
已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全世界的认可，
尤其是作为启蒙教育的小学阶段，更是必须以
学生最熟悉的母语来学习各知识学科（包括数
理），才是最有效的做法。基于此，本着母语
教育的基本原则，我们坚决反对政府在小学以

双语教学课程的预备期
（2009-2016）

2012

2014

2016

PAGE在八打灵再也广场（Dataran 
PJ）举办“家长要求复办英语教数理

政策”和平请愿。

时任教育总监凯尔莫哈末尤索夫 
强调，不论是国文或英文教数理 

都需要家长的同意。

教育部公布4项参与条件， 
以及参与计划的学校名单，共148所
国小、144所国中和8所国民型中学
参与首阶段的双语教学课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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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P的发展简介

The	Star在
2017年11月12日

所整理的DLP相关资料

2016年的学生成绩

英语教数理科，以免学生的数理科学习受到负
面影响，并破坏小学母语教学的特征与环境。
事实上，《1996年教育法令》规定，各源流小
学的主要教学媒介语是各自的母语，因此，英
语教数理政策不但违反教育法令，而且侵蚀学
校的母语教育本质。

以华小为例，一旦以英文教数理科，不但
以华文进行教学的总上课时数大幅度减少，而
且在小学六年级评估考试（UPSR）中，就只剩
下华文理解和作文的试卷是以华文进行，而其
他科目，包括马来文、英文、数学和科学都是
以非华文来出题和作答，这已经完全破坏了华
小的特征。

我们全力支持政府提升学生的英语掌握能
力，但不是通过以英语教授数学和科学的不当
做法，而是必须依据语文教学的原理，从英文
科本身着手进行全面的改善和提升，才是正确
和有效的做法。要提升学生的英语水平，就必
须改善英文科的教学目标、课程、上课时数、
教材、教学法、师资和设备等，这才是对症下
药提升英语水平，符合教育原理的做法。

我 们 吁 请 全 国 关 心 母 语 教 育 的 人 士 和 团
体，特别是砂拉越所有的华团，以及各华小董
事部、校友会、家教协会及相关的机构站稳立
场，坚决反对数理科以英语教学，以捍卫华小
的母语教育本质，保障学生继续以母语学习数
理科，以获得最大的学习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