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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Gabungan Persatuan Guru-Guru Sekolah Cina Malaysia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2000 年-2014 年全国华小学生人数和学校数目的演变与现况 

（2015 年 1 月 9 日） 

 

1. 前言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包括了人口老化、新生代往城市迁移、生育率大幅度降

低、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价值观的转变等等，华小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在学校分布和学生人数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因为华裔生育率降

低，而导致近几年来华小学生人数减少的趋势，更是大家必须关注的。 

 

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华小在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方面的演变和最新的概况，教总

特整理和发表《2000 年-2014 年全国华小学生人数和学校数目的演变与现况》，以

作为华教工作者和文教团体的参考资料，希望有助于推动华教发展的工作。 

 

2. 2000-2014 年国小、淡小和华小的学生人数演变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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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一）、（二）和（三）显示国小、淡小和华小从 2000年至 2014年的学生人

数演变概况。由于各族人口的生育率下降，因此，三个源流小学的学生人数都有减

少的现象。 

 

虽然国小和淡小的学生人数近几年来都在减少，但情况没有华小严重，而且与

2000 年的学生人数来比较，这两个源流小学的学生人数还是增加的。反观华小，

2000 年的全国华小学生人数共有 623,343 人，不过到了 2014 年，就读华小的学生

人数只有 571,315人，减少了 52,028人，跌幅多达 8.35%。 

 

虽然近些年来华小的学生人数都在减少，但事实上，却是越来越多的华裔学生报读

华小。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高达 96%的华裔学生在华小受教育，比

2000 年的 92%增加了 4%。这种反差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华裔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所

造成的。根据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报告的数据，华裔的生育率从 2000年的 2.6下

降至 2010年的 1.5，土著从 3.5下降到 2.6，而印裔则从 2.5下降至 1.7。 

 

3. 各州华小学生人数概况 

 

表（1）2000 年-2014 年各州华小学生人数的演变 
 

州属 

华小学生人数 2000-2014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4 年 
学生人数

增减 

增减

（%） 

雪兰莪 96,778 116,296 122,448 119,184 22,406 23.15 

柔佛 109,639 117,168 111,748 103,433 -6,206 - 5.66 

沙巴 38,873 35,865 35,632 35,967 -2,906 - 7.48 

槟城 55,329 57,243 54,200 49,728 -5,601 -10.12 

砂拉越 77,310 75,314 72,480 68,738 -8,572 -11.09 

马六甲 21,081 21,149 19,760 18,558 -2,523 -11.97 

吉兰丹 7,459 7,010 6,466 6,123 -1,336 -17.91 

森美兰 26,251 25,489 23,019 21,498 -4,753 -18.11 

吉隆坡 55,047 57,960 49,082 45,004 -10,043 -18.24 

彭亨 26,586 24,952 23,358 21,524 -5,062 -19.04 

吉打 29,993 29,452 26,327 22,982 -7,011 -23.38 

玻璃市 2,952 2,592 2,304 2,251 - 701 -23.75 

霹雳 72,264 70,537 61,260 52,472 -19,792 -27.39 

登嘉楼 3,781 3,301 2,740 2,472 -1,309 -34.62 

纳闽注 1  1,341 1,240 1,381   

总数 623,343 645,669 612,064 571,315 -52,028 -8.35 

资料来源：教总整理自教育部年度统计报告 

注 1：2000 年的沙巴州华小学生人数包括纳闽华小的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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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进一步分析 2000年至 2014年各州华小学生人数的演变概况。 

 

资料显示，从 2010年至 2014年，雪州的华小学生人数有出现下跌的情况。不过整

体而言，若和 2000 年相比，到了 2014 年，雪州华小学生人数增加了 22,406 人，

即上升了 23.15%，是这 15 年来，全国唯一华小学生人数增加的州属。此外，雪州

目前也是全国华小学生人数最多的州属。 

 

其余 13 个州的华小在 2000 年至 2014 年期间，都面临学生人数减少的问题。其中

柔佛和沙巴州是跌幅较小的州属，下跌百分比少过 10%。不过，从 2010 年至 2014

年，沙巴州的华小学生人数小幅度增加了 335人。与此同时，在这段期间，纳闽的

华小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 

 

大部分州属的华小学生人数下跌百分比介于 10%-20%，包括了槟城、砂拉越、马六

甲、吉兰丹、森美兰、吉隆坡及彭亨，而登嘉楼的跌幅率则是最高，达到

34.62%。 

 

若以学生人数来计算，霹雳州华小学生人数下跌的情况最为严重，2000 年至 2014

年期间，学生人数少了 19,792人；接着是吉隆坡的华小，减少了 10,043人。 

 

除了各州华小的学生人数有一定的差距，事实上，由于州内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不

一致，使到郊区人口外流到城市地区，这也造成各县的华小学生分布不均。 

 

例如根据 2014 年的学生人数统计，柔佛州新山县（包括巴西古当）27 所华小的学

生人数共有 46,243 人，是州内华小学生人数最多的县属，占了 44.71%，而州内其

他县属如麻坡、昔加末、居銮和笨珍等则面对华小学生人数减少的困境。 

 

在雪州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根据 2014 年的统计，雪州有 35.81%，即 42,676 名学

生是集中在八打灵县的 22所华小。 

 

学生人数分布不均，导致了一些地区的华小面对学生不足问题，而一些地区华小则

学生严重爆满的两极情况。其中一些地区本来因为华裔人口密集，而建了多所华

小，但随着人口老化和迁移等问题，导致适龄学童剧减，并使到当地华小出现供过

于求的现象。而一些新兴的城镇则因为华裔人口的大量增加，导致当地的华小供不

应求，急须增建华小来容纳日益增加的学生。 

 

4. 就读各源流小学的种族概况 

 

根据《2013-2025 年马来西亚教育发展蓝图》，进入国小就读的土著学生从 2000

年的 98%，微跌至 2011 年的 97%；而进入华小就读的华裔学生则从 2000 年的

92%，上升到 2011 年的 96%；在淡小就读的印裔学生于 2000 年为 47%，2011 年则

增加到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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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群把孩子送到各自的母语学校，证明了各族群对本身母语教育的执着和肯定，

这是正常不过的现象。 

 

事实上，各源流小学都开放给各族群孩童自由报读。根据《2013-2025 年教育发展

蓝图》，2011 年在华小就读的非华裔学生占了 12%（土著 9%，印裔 2%，以及其他

族群 1%）。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华小是各源流小学不同种族学生就读比例最高的

学校。 

 

华小良好的学习风气、老师认真教学的态度，再加上华语华文在国际地位的日益重

要，使到就读华小的非华裔学生逐年增加。 

 

根据教育部 2014 年的统计，在华小求学的非华裔学生占了学生总人数的 15.31%，

即 87,463 名学生。而在 2010 年，华小的非华裔学生共有 72,443 人，占 11.84%。

从 2010年至 2014年，华小的非华裔学生增加了 15,020人。 

 

华小的非华裔学生人数日益增加，这说明了华小的办学获得友族的肯定，同时也在

在证明了华小是多元族群的学校，各族群孩子都可以在华小愉快地一起学习，不但

没有破坏国家团结，反而有助于促进不同族群间的认识与了解。 

 

事实上，在一些偏远地区，非华裔家长把孩子送进华小就读，甚至成了“保住”有

关华小不被关闭，让学校得以继续办下去的其中一个管道。 

 

5. 华小学生的流失概况 

 

表（2）2008 年-2013 年华小一到六年级学生人数的流失概况 
 

年份 
2008 年 

(一年级) 

2009 年 

(二年级) 

2010 年 

(三年级) 

2011 年 

(四年级) 

2012 年 

(五年级) 

2013 年 

(六年级) 

学生人数 98,171 97,225 96,273 95,082 93,839 93,020 

资料来源：教总整理自教育部统计报告 

 

表（2）显示，于 2008 年就读华小一年级的学生人数有 98,171 人，不过，这批学

生到了六年级后，只剩下 93,020 人，减少了 5,151 人（5.2%），或平均每一年流

失 1,030人。不过，比较同一个时期的国小和淡小学生人数流失的情况，国小没有

出现学生流失的情况，而淡小则是每年平均流失 113名学生。 

 

据了解，造成华小学生流失的原因包括了家长把孩子转送到国际学校或私立学校、

非华裔学生转到国小或淡小就读，以及移民到国外等等。华社必须对这个现象加以

关注和探讨，以找出真正的原因，并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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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华小学前教育班和特殊教育班的概况 

 

表（3）2000 年-2014 年华小学前教育班和特殊教育班的学生人数 
 

年份 2000 2003 2006 2009 2012 2014 

学前教育 631 1,612 3,197 7,632 11,518 12,158 

一至六年级 622,557 637,285 634,501 617,980 588,253 557,834 

特殊教育 155 324 438 738 1,160 1,323 

总数 623,343 639,221 638,136 626,350 600,931 571,315 

资料来源：教总整理自教育部统计报告 

 

资料显示，2000 年至今，华小学前教育班和特殊教育班的学生人数都逐年增加。

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全国共有 465所华小设有学前教育班，而开办特殊教育班

的华小则只有 74 所。由于开办特殊班的华小不多，这造成许多需要这类型教育的

华小学生被拒于门外。这是华社必须正视，并加以深思的问题，以确保有特殊需求

的华裔学童也能够接受母语教育。 

 

7. 微型华小概况 

  

表（4）2014 年各州微型华小城乡分布概况 
 

 

 

 

 

 

 

 

 

 

 

 

 

 

 

 

 

 

 

 

资料来源：教总整理自教育部统计数据 

 

表（4）资料显示，2014 年全国有 453 所华小是微型学校（学生人数少过 150

人），占了全国华小总数的 35%，其中 41所微型华小是位于城市地区，其余的 412

所则位于郊区。 

 

州属 
微型华小 

城市 郊区 总数 

柔佛 1 80 81 

吉打 3 39 42 

吉兰丹 - 3 3 

马六甲 - 19 19 

森美兰 1 37 38 

彭亨 2 26 28 

霹雳 7 64 71 

玻璃市 1 2 3 

槟城 7 12 19 

沙巴 2 24 26 

砂拉越 14 89 103 

雪兰莪 2 14 16 

登嘉楼 1 3 4 

总数 41 412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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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全国大约有 780所华小是在郊区，这也意味着有超过一半的郊区华小的

学生人数不足 150人。 

 

砂拉越州有 103所华小的学生人数不足 150人，是全国最多微型华小的州属，接着

是柔佛（81所），以及霹雳（71所）。 

 

在上述 453所微型华小当中，有 44所的学生人数不足 20人，如果学生人数继续下

跌，没有新生报读，这些学校就会面临被关闭的危机。无论如何，在没有学生来源

的情况下，董家教和华社都会争取把有关的学校搬迁到有需要华小的地区，以“保

住”有关的华小，避免被关闭。在当前不公平的国家教育政策下，增建华小的申请

不容易获得批准，因此华社被迫尽一切努力来捍卫现有的华小，包括通过迁校的管

道让濒临关闭的华小继续生存，以确保华小的数目不会被减少，并让更多华裔子弟

受惠。 

 

8. 2000-2014 年华小数目演变概况 

 

表（5）2000-2014 年各州华小数目演变概况 
 

州属 

华小数目 2010-2014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4 年 华小数目增/减 

柔佛 213 215 214 215 +2 

马六甲 65 65 65 65 - 

森美兰 82 82 82 82 - 

吉隆坡 40 40 41 41 +1 

雪兰莪 101 104 108 111 +10 

霹雳 189 188 186 186 -3 

槟城 90 90 90 90 - 

吉打 90 90 90 90 - 

玻璃市 10 10 10 10 - 

吉兰丹 14 14 14 15 +1 

登嘉楼 10 10 10 10 - 

彭亨 75 75 75 74 -1 

砂拉越 220 219 221 221 +1 

沙巴 83 83 83 83 - 

纳闽 2 2 2 2 - 

总数 1284 1287 1291 1295 + 11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14 年全国共有 1295 所华小，但这个数目也包括了两所

目前已经没有学生来源，而暂时停办的华小，即霹雳太平联合华小，以及砂拉越马

鲁帝侨南华小。目前，这两所华小正在进行迁校工作，其中联合华小将越州搬迁到

雪兰莪州的赛城，而侨南华小则会搬迁到美里东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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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0年至 2014年，马六甲、森美兰、槟城、吉打、玻璃市、登嘉楼、沙巴和纳

闽的华小数目没有变化，而其他州属的华小数目则出现增减的情况。详情如下： 
 

 雪兰莪州 
 

雪兰莪州从 2000 年至 2014 年，一共增加了 10 所华小，当中包括 7 所新增建的华

小，以及 3所从外州搬迁过来的微型华小。 
 

雪州 7 所新华小包括了八打灵培才华小二校（2001 年）、首邦市敦陈祯禄华小

（2002 年）、康乐华小二校（2005 年）、帝沙再也华小二校（2007 年）、安邦华

小二校（2008 年）、万挠爱美乐华小（2012 年），以及布特拉高原敦陈修信华小

（2013年）。 
 

至于 3所从外州搬迁到雪州的微型华小是哈古乐华小（原址位于霹雳爱大华，2008

年搬迁到蒲种）、白沙罗中华华小（原址位于霹雳巴力士那坡，2009 年搬迁到白

沙罗新村，使用空置了 8年之久的白沙罗华小原校校舍），以及竞智华小（原址位

于彭亨加叻，2014年搬迁到蒲种）。 
 

另外，雪州还有两所新的华小，即双溪龙华小和沙登岭华小原本计划在 2015 年新

学年开课时启用，而且教育部也已经安排了所需要的师资，但却因技术问题而导致

这两所华小无法如期在 2015 年开学时就启用。目前还有待各有关方面的协调和处

理，以便这两所新华小能够尽早启用。 
 

 柔佛州 
 

2000年至 2014年，柔佛州增加了两所新的华小，即大古来华小（2001年）和柔佛

再也华小（2001 年）。柔佛州于 2010 年的华小数目只有 214 所，这是因为 2008

年获得批准搬迁到新山的居銮巴罗培智华小在迁校工作进行至半途时，已经没有学

生来源而暂时停办，以致柔佛州华小数目少了一所。不过，随着这所微型华小于

2012年成功搬迁后，柔佛州的华小数目又回升到 215所。 
 

无论如何，在 2015 年柔佛州哥打丁宜边加兰培正华小会暂时停办。这所华小因石

化工程而被迫搬迁，新校址位于古来太子城。虽然新校舍还未竣工，但学校已经被

指示必须先让路给石化发展工程，被迫暂时停办。新校舍预计会在 2016 年竣工启

用。随着学校停办，培正华小原有的学生转到其他华小就读，而学校老师也被安排

到其他华小执教。 
 

 吉隆坡 
 

甲洞华小三校是吉隆坡从 2000年至 2014年期间，唯一新增建的华小。不过，随着

旺沙玛珠华小的建校工程已经完成，并会在 2015 年新学年正式启用，因此，吉隆

坡华小的数目将从目前的 41 所增加到 42 所。事实上，早在 90 年代初期，华社就

提出要求政府在旺沙玛珠兴建华小，但却一直没有进展。直到 2008 年大选前，政

府才批准在当地兴建华小。旺沙玛珠的华社等了 20 多年，好不容易才盼望到一所

华小的设立。这也真实反映了华社要求兴建华小的艰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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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霹雳州 
 

霹雳州从 2000年至 2014年，有一所华小停办，另外有 2所华小迁离该州，这使到

州内的华小数目减少了 3 所。已停办的华小是务边培民华小，该校于 2003 年没有

生源后就停办。虽然在 2004年大选前获得批准搬迁，但至今已有 10年，迁校依然

遥遥无期。迁离霹雳州的华小是位于太平的哈古乐华小及中霹雳县的中华华小，这

两所没有学生来源的华小都是搬迁到雪州。 
 

与此同时，随着太平联合华小在 2014年没有生源而停办，并将于 2016年搬迁到雪

州赛城，因此，霹雳州的华小将进一步减少至 185所。 
 

 彭亨州 
 

彭亨州加叻竞智华小于 2014年搬迁到雪州蒲种，使到彭亨州的华小从原有的 75所

减少到 74 所。虽然关丹中菁华小分校苦等 13 年后，终于在 2013 年启用，但由于

该校的行政仍然属于中菁华小，因此，中菁华小分校还不是一所新的华小。 
 

 吉兰丹州 
 

经过长时间的争取后，吉兰丹话望生华小分校于 2011 年成功获得教育部批准，成

为一所新的华小，并命名话望生埔莱华小，使到原本只有 14 所华小的吉兰丹增多

一所华小。 
 

 砂拉越州 
 

砂拉越州在 2014 年的华小数目是 221 所，这包括已经因没有学生来源而停办的马

鲁帝侨南华小。 
 

从 2000 年至 2014 年，砂州增加了两所华小，即美里杜丹中华华小（2007 年），

以及民都鲁中华华小二校（2009 年，原为民都鲁中华华小的分校）。与此同时，

也有 2 所微型华小则因没有生源而停办，即 2014 年停办的马鲁帝侨南华小，以及

2010年停办的古晋峇哥中华公学。 
 

从 2000年至 2005年期间，砂州少了一所华小，这是因为位于加拿逸的育兴华小当

时因没有生源而停办。育兴华小于 2009 年越县搬迁到林梦，使到砂州华小数目有

所回升。 

 
总结上述各州的情况，从 2000 年至 2014 年，全国一共增建了 11 所新的华小；此

外，也有 2所华小分校获得批准成为拥有独立行政权的华小，这使到华小的数目有

所增加。不过，在这段期间，也有 4所华小因没有学生来源而停办，当中的 2所正

在筹建新校舍，而另外 2所已停办多年的微型华小，即霹雳务边培民华小和砂拉越

古晋峇哥中华公学则没有任何迁校的动静。 

 

总的来说，扣除了上述 2 所停办多年的华小，从 2000 年至 2014 年的 15 年期间，

全国华小总共增加了 1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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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争取增建新华小的概况 

 

2008 年大选前，政府批准兴建 6 所新的华小，分别是雪州 4 所（加影新镇、双溪

龙、沙登岭、万挠）、吉隆坡 1所（旺沙玛珠华小），以及柔佛新山 1所（新山培

华华小二校）。到目前为止，将近 7 年的时间，只有万挠爱美乐华小在 2012 年竣

工启用，而在 2015 年新学年开学时，也只有吉隆坡旺沙玛珠华小正式启用。至于

双溪龙华小和沙登岭华小虽然已经竣工，但却因技术问题而则无法如期在 2015 年

的新学年开课。 

 

加影新镇华小和新山培华华小二校的建校工程还在进行中，预计将会在 2016 年启

用。 

 

虽然双溪龙华小、沙登岭华小及加影新镇华小的建立将有助于减轻雪州华小学生爆

满的情况，但这还不足以全面解决雪州华裔人口密集区华小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

蒲种一带，包括了蒲种乌达玛和富吉镇；以及巴生一些新的屋业发展区，如实达阿

南等地，都需要增建多所华小，以满足当地华裔居民对母语教育的需求。 

 

在柔佛新山华裔人口密集区，也同样面对必须增建华小的问题。从 2000 年至 2014

年，共有 6所微型华小从柔佛州其他县属搬迁到新山，这在一定的程度上舒缓了当

地华小学生人数严重爆满的情况。不过，当地的一些华小依然出现学生人数过多的

情况，目前新山 27所华小当中，学生人数超过 2500人的学校就占了 9所。为了进

一步缓和学生拥挤的情况，让老师和学生有更理想的教学和上课环境，并朝向全日

制发展，新山的华裔人口密集区，特别是屋业蓬勃发展的东北区和西北区都需要增

建更多华小，以符合实际的需求。 

 

10. 华小迁校概况 

 

从 2000年至 2014年，全国共有 85所华小获得批准进行搬迁。当中有 44所华小因

面对没有生源的困境，为保住有关的华小，而搬迁到华裔人口密集区。 

 

其他 41 所华小迁校的原因则包括了校地属私人产业，地主要拿回校地另作发展；

与其他华小、独中或国民型中学共用同一个校园，空间不足；学校属于危楼；学校

环境不理想，以及发展受限制等。 

 

截至目前，在上述 85所进行搬迁的华小当中，有 72所华小已经完成搬迁工作，另

外 10 所华小的迁校计划则还在进行当中。不过，有 3 所华小的迁校计划受阻，至

今都没有新的进展，包括了霹雳务边培民华小（已经停办）、柔佛昔加末中央华

小，以及雪兰莪呀吃 18里中华华小。 

 

教育部在《2013-2025 年教育蓝图》中把搬迁微型学校列为其中一项解决微型学校

问题的建议。不过，教育部至今都没有制定搬迁微型学校的机制，让有意搬迁的微

型学校作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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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落实有关迁校的建议，并彰显教育部要解决微型学校问题的决心，教总促

请教育部尽快制定一个完善和透明的迁校机制，包括必须由政府拨地拨款进行迁校

工程，以确保各源流微型学校的搬迁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11. 结语 

 

从 2000年至 2014年，全国华小学生人数和分布起了很大的变化，对华小的发展是

一大挑战。 

 

一直以来，只要谈到微型学校，华社所关注的焦点都是乡区或偏远地区的华小。如

今，一些位于城市地区和市中心的华小也因社区人口老化、年轻华裔家庭往其他新

兴发展区迁移，以及商业发展等因素，而开始面对学生流失的问题，有的甚至还变

成了微型学校。但同个时候，一些新兴住宅区却因为华裔人口密集，而急须增建华

小，以容纳不断增加的学生。事实上，绝大部分的华小都是创办于国家独立前，随

着时代的变迁和人口结构的演变，当中一些华小的分布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实际需

求。 

 

基于情况的演变，华社必须认真看待当前各州华小学生人数和学校分布的发展趋

势，并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以根据社区的需求来重新规划华小的分布和发展，

进而确保华小能够更完善和全面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