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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论马来西亚的学校教育对民族发展的影响 

——以小学教育为例 

赖欣怡1 

 

摘要：马来西亚的民族矛盾问题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政府希望能通过一系列政

策加强民族融合，经过多次的努力却没有太大的成效。教育对民族意识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分析马来西亚的小学教育，我们发现以公平为由而成立的由不同教学媒介而形成的小学并不

利于民族的和谐发展，反而更进一步加大了民族矛盾。为了减少民族矛盾并促进民族融合，实现

三种语言共同为教学是较为可行的办法。 

关键词：民族意识，马来西亚，教育，民族融合 

 

    1. 马来西亚的民族关系 

 世界上几乎没有单一民族国家，所以说民族问题是每个国家的重大课题之一。在一个国家内，

民族融合是发展国家的基础，而民族分裂的现象只会拖慢国家发展的进程。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

种族的国家，如果用民族人口比例来计算，这个国家以三大民族为主，其中马来人占总人口的

68%，华人占 23.7%，印度人占 7.1%，其他民族占 1.2%2。 

    有人曾用以下这番话来形容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该国的族群差异和族群矛盾随处可见, 

族群纷争课题几乎无日无之, 连绵不断, 族群关系经常呈现异常紧张的态势。”
3
然而纵观 1957

年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各民族之间激烈的斗争是很少见的（5·13 事件除外）。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那就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三大民族是

可以和平相处的，然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三大民族之间的斗争却是不间断的。虽然这么说，可

是三大民族的矛盾问题还是不断产生，到近年来，各民族间的矛盾更是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地步，

从 2007年的黄明志事件
4
到 2013年的校园民族歧视事件

5
再到同年的肉骨茶风波

6
我们可以发现，

民族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2. 马来西亚小学教育概况 

 在殖民期间，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都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19 世纪前马来西亚并不存在正

                                                        
1 作者为北京大学 11 级社会学系本科生，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本文为课程作业。 
2 龚晓辉 蒋丽勇 刘勇 葛红亮 . 马来西亚概论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第 14 页 . 
3 廖小健 . 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研究  .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年,第 1 页. 
4 黄明志事件指的是黄明志在 2007 年把马来西亚国歌“NEGARAKU ”改编成网络歌曲，并将其命名为“我爱

我的国家”。改编歌曲中以各种语言混杂的方式来演唱，有马来语、中文、闽南语等。歌曲内容以讽刺马来西

亚政治不公平问题和马来西亚公务员在处理事情时的态度为主，这首歌曲刚被放上网络就被疯传，黄明志本人

也因这首歌爆红，政府本来打算就这件事情对黄明志采取行动，并提出可能会以消除黄明志的国民身份作为代

价，然而在多方面的协商讨论后，最后黄明志也没有被给予这么严厉的指责，只是以罚款道歉了事。 
5 2013 年是一个民族矛盾事件频发的一年，校园民族歧视事件在马来西亚并不罕见，在 2013 年发生的 2 件校园

歧视事件引起了引起了众人的关注。事件一：2013 年 7 月，一所马来西亚中学女校长在每周一早上的周会上

因现场秩序混乱而对非马来族学生高喊：“非马来族学生滚回中国、印度去！”事件二：差不多在同一段时期，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一间小学在斋戒月期间关闭食堂，让非穆斯林同学在浴室内用餐。 
6 肉骨茶风波指的是 2013 年 7 月，马来西亚华裔情侣在马来西亚穆斯林斋戒月期间发布微博照片，以“肉骨茶

贺开斋”的照片风靡网络。穆斯林是不能食用猪肉的，而肉骨茶是由猪肉熬成的，这张照片一传出引起众多穆

斯林的愤恨，认为他们这么做是不尊重回教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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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学校，1816年英国传教士创办的 Penang Free School(槟城义学)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被

引入马来亚半岛。这时候，一批英语学校逐渐开办，以英国式教育为基础的英语教育在马来亚半

岛逐渐普及。然而英国统治者为了维护本身的统治地位，并不希望当地人民受到普及教育。英语

教育在这时候成了“贵族”教育
1
，只有社会地位较高且富裕的家庭的子女才有受教育的机会。

除了英语教育之外，那时候还出现了由各种族社区内部开办的本地语教育
2
。英国政府对三大民

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一方面积极扶持马来语教育，另一方面对华语教育和印度语教

育则置之不管，促进了三大民族鼎力局面的发生。 

    1950 年，“拜恩斯报告”被提出，该报告主张废除不同民族、语言的学校教育，以此实现教

育上的统一。1952 年，联邦立法会议通过了 1952 年教育法令，指出马来西亚的教育在小学阶段

设立马来语和英语两种学校，并在马来语学校开设英语课程以及在英语学校开设马来语课程。与

此同时，任何学校中只要有 15名或以上的同学提出申请既可以开办教授华语和泰米尔语。同时，

这个法令也指出，原有的华文和泰米尔文学校可以保留下来，可是条件是要添加课程教授马来语

和英语，并逐步过渡到以马来语和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
3
。这一法令由于受到了华人和印度人

的反对，并没有顺利执行。 

    1957 年 8 月 31 日，马来西亚宣布独立。1956 年发布的“拉扎克报告”的大部分内被马来西

亚联合邦立法议会接受，成为 1957 年教育法令的部分条款。该法令承认了马来语、华文、英语

和泰米尔语这四种不同语言的学校类型，同时也指出马来语和英语为所有小学和中学的必修课，

而其他民族语言的教学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有着不同的安排。1970 年起，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

学校逐渐被废除，马来语成为英语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而华文小学和泰米尔语小学仍然可以继

续以母语为教学媒介语，但是规定初中以上的教育必须统一以马来语为教学语言。 

    经过多次修改，按照教学媒介来划分，目前马来西亚的小学分为国民小学和国民型小学两种

类型，其中国民型小学又有华语和泰米尔文。马来西亚的小学教育一般分成三种，那就是以马来

语为教学媒介的巫小（也称国小），以泰米尔文为教学媒介的印小（也称泰小）以及以华文为教

学媒介的华小
4
。对于国民小学和国民型小学的学生来说，马来语和英语仍然是必修的科目。 

    3. 马来西亚小学教育与民族问题 

 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都有着各自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

化，如何把这样一个异质性高的社会转变为具有统一的国家民族认同的社会，是国家独立后首要

面对的事情。三大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到如此的地步，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然而国家目前采取的

教育政策对民族关系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都知道，民族意识和观念并不是先天遗传来的，

而是在后天环境中逐渐萌生、明晰并不断发生变化的
5
。社会学强调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同时面临

着社会化的过程，而民族意识也是社会化过程中重要的部分之一。 

 学校是人们社会化的场所之一，学校教育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课本上的知识，同时也基于

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引。教育是铸造共同文化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教育对一个人甚至

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我们都很清楚，然而我们却知道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纯教育”

性质的，它更多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历史等因素相互配合下产生的。 

    上文曾提到，马来西亚的小学教育一般上分成巫小、华小和印小三种不同教学媒介的学校，

这么做其实对民族融合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在这样的划分下，有着强烈民族观念的父母都分

别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相应的小学就读，只有少部分家长在情愿或不情愿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子女送

                                                        
1 庄兆声，《马来西亚基础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第 21 页 .  
2 同上 
3 王英杰等，1997，《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第 187 页。 
4 庄兆声，《马来西亚基础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第 58 页 . 
5 马戎，2006，《民族社会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2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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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以非本族语言为教学媒介的学校学习，民族之间的沟通机会进一步弱化。有关数据显示，2008

年全国 1290 所华小共有 63.9 万名学生和 3.3 万名教师，超过 90%的华人子女在华小就读。1这种

以不同语言为教学媒介的小学，表面上是以公平的原则来对待各个民族，实质上却是一种阻碍民

族融合的体制。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愿意主动让步，以实现在学校教育中统一

教学语言的局面。 

    我们可以从子女教育的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常有人用一句话来形容儿童的纯真，“小孩刚

出生之时就像一张白纸，你在白纸上任意的绘画都会影响这张纸往后的观感”。这句话很真实，

同时也很贴切地把儿童的本性表达出来。正如上文所说，民族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与“非

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的民族认同
2
。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就读，他们所接触的基本上都是

同一个民族的群体，“我族”意识逐渐产生。再加上他们长期在“我族”的环境下成长，面对“他

族”往往会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们相处，甚至对他们产生了排斥的心理。以我个人经验

为例，在华小除了大部分学生是华人，教师、校长等行政级人员甚至是负责打扫卫生的阿姨和叔

叔，大部分都是华人。虽然没有实质的证据证明这样的现象是刻意安排的，可是这样的情况在当

地的华小却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同族隔离使得民族隔离进一步加深，民族融合问题

无从谈起。 

    另外，华小和印小虽然被纳入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但其发展规模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

在数量方面，政府限制华小和印小的扩建，并增加了巫小的数量；在财政方面，政府在进行拨款

的过程中侧重于国小的津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96-2000 年）期间，华校和泰小的学生

分别占学生总数的 21.07%和 3.63%，但只分别获得了占小学拨款总额的 2.44%和 1.02%。而国小

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75.3%，却获得了占小学拨款总额 96.54%的拨款
3
。 

    目前马来西亚政府表面上主张“一个马来西亚”，即提倡民族融合，可是实质上却对各民族

从各种方面从小进行制度性的民族隔离，阻碍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相处，各民族之间无法相互理

解、沟通。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问题只会进一步加深，并且以“我族”为主的思想会越来越偏激，

长期下来将会影响国家的和谐发展。 

     4. 思考 

 在历史的影响下马来西亚社会有着一个特殊的局面，即在马来人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华人在

经济上享有特权，“我族”与“他族”的概念在马来西亚人心中变得异常重要，民族不仅仅是一

个区分文化和信仰的概念，更多的是变成了一个获取权力和利益的手段。虽然说目前马来人的权

力逐步壮大，法律方面也允许马来人在各方面也享有着特权，然而华人在经济实力上的影响力也

是不容忽视的。华人和马来人在经济和政治上各自掌有特权，然而马来人却希望让马来西亚成为

一个“马来人的马来西亚”
4
。为了改变国人的意识形态，他们试图通过其在政治上的特权改变

教育制度，形成统一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小学教育。然而，华人清楚明白到，要是真的这样的

话，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地位会进一步削弱，马来人势力会进一步扩大。为了阻止这件事情的

发生，华人纷纷反对马来人的做法，在相互制衡的情况下，以三大源流为教学媒介的小学教育制

度形成了今天马来西亚小学教育制度的局面。 

    我们都知道，教育是实现民族融合的根本，然而在马来西亚教育导致民族分裂的原因之一。

怎么样的小学教育才是最好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会发现不同的答案。从民族

融合的角度来看，统一教学媒介是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华小、巫小和印小等具有民族割裂性

的制度将会被彻底消除，实现各大民族同坐在一个课堂上上课的情况。我认为，“我族”与“他

                                                        
1 龚晓辉、蒋丽勇、刘勇、葛红亮，《马来西亚概论》，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第 194 页 . 
2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4) 第 5 页 . 
3 马燕冰、张学刚、骆永坤，《列国志:：马来西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358 页 .  
4 庄兆声，《马来西亚基础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第 4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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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这一概念是在相对的情况下出现的，要是真的实现各大民族同坐在一个课堂上课，由于孩子

从小就接触到别的民族，他们就不会主动地去想“我”和“他”这个概念，“我族”和“他族”

的概念也不会这么容易产生。 

    同时，为什么说不同民族的小学生一起上课会促进民族融合呢？这个做法除了可以促进民族

之间相互交流，还可以让孩子们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在与不同民族相处的过程中，孩子

们学会互相理解、互相容忍、互相接纳。以信奉回教的穆斯林不能吃猪肉的例子来说，在与不同

民族的同学相处时，他们会明白不同的民族之间有着各自的文化和习俗，并在相互尊重的情况下

相处以促进民族融合。 

 然而，从公平的角度来说却又着不同的答案。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公平。第

一，就是取消马来西亚的三大源流小学教育，对其他民族来说是否公平？第二，就是即使消除三

大源流的小学教育，那么应该以什么语言为教学媒介才是最公平的？首先，很多人把语言当做是

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象征，他们认为消除三大源流的小学教育而制定出一个统一的小学教育，就

意味民族的消亡。可是事实并不一定这样，人的一生除了学校教育，还有家庭教育，本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的教导不一定要在学校教育中实现，在家庭教育中同样可以完成，所以说我并不认为这

样的举措意味着民族的消亡。然而，我同意这个举措会在无形中壮大某个民族的权力以及在无形

中削弱了某个民族的权力。正如我在上文提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和马来人在经济和政治上分别有

着优势，以任何一方的语言为教学媒介都会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所以我认为，消除马来西亚的

三大源流小学教育，对无论那一个民族来说，不能算是公平的，但却是必要的。 

 另外，即使消除三大源流的小学教育，我们也很难说出到底以什么语言为教学媒介才是最公

平的。马来西亚以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为三大主要民族，所以我认为，应该同时以这三种语言

为教学媒介，让学生在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同时还能学会其他民族的语言。当然，每个政策的施行

不可能可以脱离其所在社会的背景而存在的，马来西亚以马来人享有特权的规定是一个无法改变

的事实，所以说在推行三种语言同时为教学语言的时候，马来语的教授学时可以适度地得到提高，

这种做法既能保留马来人在教育上享有特权的理念，同时又能学会多种语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

同时还能促进民族融合。所以说我认为小学教育不应该是以语言为教学媒介划分的，而是应该让

各民族在同样的环境下成长、学习。然而，要实现教育改革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经过长

时间的推动以及多方面相互配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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