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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男女同校的女子学校：金宝公立华文小学校的个案研究 

学生姓名：陈秋洁 

指导老师：黄文斌 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金宝开埠于 1886 年，由于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吸引了很多华人前来发展锡矿业。

随着金宝经济发展的蓬勃，华人也开始有能力发展其华教事业。金宝初期的华人教育

情况大部分都是家塾和私塾，只有大户人家有经济能力聘雇教师到家中为儿女教授知

识，而贫穷家庭的孩子却只无奈失学。当时在该华人社区里最早的教育机构只有由闽

籍人所在 1912 年创办的福建学堂，作为最早的一所公立学校。但是由于当时传统华人

观念里的重男轻女，金宝的女性依旧无法像男性那样受教育，直至金宝公立女子学校

的创立。本论文主要以马来西亚教育发展的切入角度来讨论金宝公立国民型华文小学

的校史发展，并从中探讨其与金宝社区的互动关系。 

文中开篇第二章节里主要以论述马来亚二战前女子教育的情况作为全文背景简

介，如关于男女同校之讨论、女子教育不发达之原因等，再从中带入金宝公立女子学

校的创校历史以反映该校在二战前后的办校情况以及当时候人们对于女子教育所持之

想法。 

文中第三章节,即金宝公立女子学校招收男同学的前后对比，文中内容将以该校

二战前后正式招收男生入学一决定和独立前后的办学情况作为章节谈论的切入视角。

因为该校在开放招收男同学后及我国独立后的一些教育政策之颁布将影响该校的办学，

并成为其在校史上的分割线之一。节选内容将基于采访该校校友所得资料，结合我国

华教发展史和报章的资料，论析该校招收男同学的因由及其在我国独立前的办校情况。 

 接着，在第四章节中，内容将透过梳理该校与中华华小的密切联系来论析金宝

华人社区教育中的“默契”，并浅析形成二校间联系的原因。其次，文中在探讨关于

该校和金宝社区之关系时，也综合了一些社会学研究理论，分析我国华小与社区的维

系，进而透过梳理该校所曾举办过的社区活动，微观金宝社区与该校的关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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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谢谢他们在这段时期里，陪着我熬夜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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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我国的华文教育萌芽于 19 世纪初。1898 年,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建立新式

学堂。于马来亚, 最早出现的新式学堂是于 1904 年在槟城设立的孔圣会中华学校, 而

接着则是吉隆坡尊孔学校(1906 年)、霹雳育才学校(1908 年)和吉隆坡坤成学校(1908 

年)等等。新马华人女子教育最早发迹于教会,第一间政府办的女校是于 1844 年建立的

莱佛士女校。新加坡第一所由华人专为华人女子创办的学校是于 1899 年建立的华人

学校。1但若提及我国的女子学校,人们最先想起的便是马来亚第一所女子华文学校—

—坤成女校,而却对金宝公立女子学校不甚了解。 

 金宝开埠于 1886 年，由于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吸引了很多华人前来发展锡矿业。

随着金宝经济发展的蓬勃，华人也开始有能力发展其华教事业。金宝初期的华人教育

情况大部分都是家塾和私塾，只有大户人家有经济能力聘雇教师到家中为儿女教授知

识，而贫穷家庭的孩子却只无奈失学。当时在该华人社区里最早的教育机构只有由闽

籍人所在 1912 年创办的福建学堂，作为最早的一所公立学校。但是由于当时传统华人

观念里的重男轻女，金宝的女性依旧无法像男性那样受教育，直至金宝公立女子学校

的创立。 

 关于金宝公立女子学校的创办史迹记录,其说法有二,据培元刘思聘校长(生卒年

不详)和老报人王境辉(生卒年不详)之意,最初金宝埠粤籍人创办“强亚学校”,客籍人

则办“正本学校”,该学校原在务边街租贷店铺充作教室。后来“强亚”和“正本”合

并,命名为“公立中华学校”,在惹兰巴鲁校舍(即今日的中华小学)上课,专收男生。过

后“公立中华学校”分设“公立女子学校”,专收女生。说法二则为:据战前曾在公立

女校任职的陈瑞莲(生卒年不详)老师言,公立女校原名本为“崇德学校”,民国 4 年

(1915 年)易名为“公立女校”。2 

 

 

 
1
 <战前新马华人女子教育>,《南洋商报》,2019 年 03 月 06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62014 。 
2
 章文华,《金宝华教发展史》(霹雳:金宝华人文华协会,2008),页 55。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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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本论文主要以研究金宝公立女子学校之校史,并从中了解二战前后金宝埠的女子

教育,并窥探当地华校与华人社区之间的联系。校史记录了一所学校的发展过程,从其

创办、迁校、制度变化、办校方针及至今的教育蓝图。金宝最早期的学堂是“福建学

堂”,即“培元学校”,但由于当时的学堂只是招收男生为学生,故此有了金宝公立女子

学校的创办以提供当地女子求学的机会,可见当时的金宝埠虽不及大城市繁华,但其居

民的思想已不再拘泥于传统社会“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而是意识

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此外,一所学校的校史也是组成该地方教育史的重要部分之一,因为其可作为该

教育史的论证以及反映该地方教育的发展和现状。金宝公立华小,原名为“金宝公立女

校”,创立于 1916 年,至今已有超过百年的校史,且经历过迁校、二战、兴建校舍、招

收男同学等转捩点,故本文其要研究的不仅仅只是一所学校之小学,而是以该校校史作

为切入点,观金宝的华教发展,并从中探讨金宝华人于二战前后对当地女子教育的看法、

简析金宝唯一的华文女校与其他当地学校之异同、进而了解其与当地华人社区的关系

以及后来招收男同学的原因和对社区所带来的影响。 

 不仅如此,随着时代的推移,金宝的采矿活动已不似从前光辉岁月,故导致金宝的

年轻一代均往繁华城市发展事业,而金宝逐渐变成一个居住者以老年人占大比例的老城

镇,其学校的学生人数也大不如前。所以,我此选题目的在于尽己微薄之力尽量整理与

撰写该校校史以留给后人作参考。一所学校能够从二战前创建并办校至今实属不易,其

不仅是一种华教传承的精神代表,更反映了金宝近百年来的教育发展。而且,一段漫长

的校史记录往往与当地的人文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故这所学校的校史发展固然有其值

得被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让后人作为研究参考的同时,提醒后人“以史为鉴”,不要在

重蹈前人的覆辙。 

 接着,我认为进行于地方社会相关的研究应该趁早而为,因为伴随时间的流逝,许

多的相关的文献资料可能没有被保存下来、其相关人物也或许已不在人世。所以,我们

应该在趁历史还没完全的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前,尽可能的将其收集、整理并记录下来。

这不仅有助于后人在研究相关课题时可提供可考的资料,也可避免遗憾的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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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金宝公立华小的历史久远,亦经历过二战的考验,其相关文献资料难免会缺

失,故我将使用间接相关的史料上为研究輔助,论证缺失之史料。本文对于该校的讨论

主要围绕其一些转捩点作为本文视角,如:其二战前后的办学、招收男同学前后的对比

及该校与当地华社的互动关系发展。以这些上述视角作为切入点, 我将探讨马来亚二

战前华文女子教育的发展状况、该校与社区间的关系等。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1. 直接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 

 在进行论文的资料准备时,我主要参考了由章文华所编著的《金宝华教发史》,

该丛书记录了金宝埠华教的发展史,其中也包括了本文所研究的金宝公立女子学校。章

先生在书中记载了关于金宝将近一百年的华教历史,其也许不是关于金宝华教最完整的

历史记录,但其却为我的研究题目提供了不少与金宝公立女子学校相关的创校记录与校

史发展,有助于我了解该校早期的校史,如:复兴董事部、兴建校舍等。 

 但此书籍却有着一个小缺点,即其一些事件及年份的记录会比较模糊,如其并无

记录该校招收男同学一事、其校舍是否二战时是否有遭受到破坏等。但是由于我已翻

查了拉曼大学的图书馆,其并无关于“金宝公立女子学校”以及“金宝公立国民型华文

小学”直接相关研究的资料,故我将从一些与此研究课题间接相关的书籍或论文中着手

以增加我对马来亚的教育发展、金宝的开埠历史和二战前新马华人对于女子教育的看

法。 

 

2. 间接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 

 关于马来亚二战前的华教情况,我首先参考了柯嘉逊所著的《马来西亚华教奋斗

史》第三版,因为作者在书中不仅描写了关于我国华教的诞生,其也大略记录了一些曾

由教育部所颁布的教育法令和政策,如:《1952 年教育法令》、《1956 年拉萨报告

书》、《1995 年教育法案》等。透过作者的描写,我得知马来亚的第一所华文学校是

由伦敦传教团是于 1815 年设立在马六甲的,但实际上推动马来亚华文教育发展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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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于 1890 年时所展开的教育改革。
3
柯先生在书中提及孙中山先生曾在 1906 年至

1911 年之间数次到访南洋,他认为中国改革派和革命派所展开的活动无可避免的对马

来亚华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而且据书中所写,1914 年至 1919 年间的马来亚华侨非

常关注当时中国的国内时事,故我推测创立于 1916 年的金宝公立女子学校,其建校或

许会和当时中国所提倡的教育思想有所关联。 

 其次,透过阅读莫顺生先生所著的《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和郑良树先生

所著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我得以大略了解到我国二战前新式教育的不同

于旧制私塾教育的一些课程编排。在清朝政府逊位以前,其国势已日渐衰败,故 1898 

年清廷推行维新运动以自强救国,其中便包括了教育改革、建立新式学堂。1900年,康

有为因维新运动推行失败而逃亡到新加坡。期间,他向当地华侨鼓吹新政纲之余,其所

推广之新式教育也获得了很多侨领的积极响应,以致新式华校的创办逐渐取代旧式的私

塾制度。5在此之前,马来亚的华文学校皆是以私塾的形式运作,其所提供的教育则是以

方言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之类的经典估计,同时也教导书

法和珠算等。6相较于之前的私塾教育,后来所被提倡的新式教育所教授的课程则是比

较多元化,其中包括:“修身”、“地理”、“历史”、“商业”、“算术”、“手

工”、“唱歌”等,
7
而新式小学也有似现在般采用六年制的教育。

8
此咨询有助于我了

解二战前,马来亚所被中国之教育思想影响的教育发展,并进而金宝公立女子学校建立

初期所处的一个宏观环境。 

 为了解关于二战前的马来亚华人对于女子教育所持之观点,我也参考了来自拉曼

大学中华研究院,廖穗芬前辈所写的硕士学位论文——《战前马来亚华文教育探讨》。

文中她提及:早期华人女子教育的普及层度并不似男子,其女校大部分置校于市区或城

市,反观郊区或乡镇里却无有女校的设立。她认为此种现象与当时华社的保守民情因为

尽管当时的中国和马来亚华社已经历了五四运动等新文化、新思想的社会运动,但是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已根深蒂固在华人家庭的思想里,所以尽管 1930 年以

 
3
 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第三版(雪兰莪:董教总教育中心,1999),页 18。 
4
 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第三版,页 19。 
5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0),页 16。 
6
 叶翰杰、余裕忠、翁诗健责任编辑,《华小建校、迁校和微型华小资料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

师会总会,2009),页 8。 
7
 郑良树,《马来西亚教育发展简史》(柔佛: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页 19。 
8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页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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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女校的数量甚多, 求学者却仍然有限。
9
而依我拙见,早期女子教育在发展上所遇到

的困难和阻碍诸多,而非只是来自华社家庭传统教育思想的牵绊,其中固然还会有其他

因数之影响,故我将在本研究课题讨论更多关于马来亚二战前女子教育不发达之原因。 

 为了了解二战前华人社区对于女子教育的发展,我也参考了范若兰教授所撰写的

《性别与教育: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分析》。从她的文章中,我得知了于华社家长

于二战前对于女子教育的期望、家长选择让女儿到学校接受教育的原因、华侨女子接

受教育为社会所带来的影响等。从其文中,我也了解到了在新马华文教育里纯在着性别

教育的差异,这便反映了华侨社会不平等的社会性别传统,而范教授也在文中谈及了华

人社会里性别教育差异的根源。范教授认为:从教育理念来说, 战前华侨社会已认识到

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而华侨精英也一直大力提倡女子教育,但是这些男侨领和男性教育

家支持女子教育的本意大多为培养出贤妻良母和相夫教子的女性,而非像刘韵仙这样的

杰出女子教育家,更注重培养女子的社会能力和社会责任。10故这导致了当时大部分的

华社家庭认为女子教育不如男子重要。 

 但是其文章内容中所提及之教育多是以中学为例子,而本文研究课题所涉及之学

校却是为一所华小,故范教授文中内容只能作为本文在讨论女子教育的篇章中之参考。

纵观以上我所阅览的莫顺生著《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郑良树《马来西亚华

文教育发展简史》、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出版的《华小建校、迁校和微型

华小资料集》和柯嘉逊所著的《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第三版等数本我国的教育史,其

内容只能够作为让我了解到我国当时大环境下所处的一个教育情况的参考。 

 基于本课题所研究对象是一所金宝的华小,故我也阅览了与金宝开埠历史相关的

书籍以丰富我对该校背景的了解。透过阅读由丹斯里拿督丘思东所著《金宝——浴火

重生的火凤凰》,我不仅得以知晓金宝市镇在 1886 年宣布成立时的背景和情况,也了

解到了金宝市镇目前正面对着人才外流的现实问题。作者在书中指出:由于金宝的工业

和商业并不发达,未能提供现市镇中年轻一代的居民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导致年轻居民

 
9
 廖穗芬,《战前马来亚华文教育探讨》(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页:52。 
10
 范若兰，<性别与教育 :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 年 12 月第 4 

期,页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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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到他州或异国就业,金宝人口逐渐减少。
11
于此,我想这必然会对当地华小的入学率

造成影响。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为了能够更加了解该校建校初期相关的校史发展,我会透过浏览新加坡政府机构

网站所整理的电子报刊来了解该校相关的一些大事件及当时候金宝华人社会的教育情

况。因为金宝于 20 世纪初期仍属一个经济繁荣、交通发达的地方,且其也有常驻金宝

的记者,所以通过翻阅以前的报章,我可以获得一些可靠的线索并从中探索问题意识以

及研究方向。而其他的文献研究方面,我则是以阅读一些与金宝华教和马来西亚教育史

相关的书籍,如:章文华所编的《金宝华教发展史》、莫顺生著《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

总)出版的《华小建校、迁校和微型华小资料集》、柯嘉逊所著的《马来西亚华教奋斗

史》第三版等。 

 由于本文的研究题目是与金宝公立女子学校有关,故此我首先会采用实地考察的

方式了解该校的事迹,透过到访该校,我得以了解到该校的校园环境,如校园后方便是金

宝古庙,亦得知该校早期和古庙或许有一些渊源。从到访该校,我或许从中观察到一些

关于学校的情况,如:学生人数、学习环境、教职员的职务分配等。这有助于我了解该

校目前的办校情况及其相较于金宝其他华小的优劣势。 

 接着,为了获得更多书籍以外的相关资料,我将以采访该校校长、董事部人员、

家教协会主席和校友会会长等,以作为口述历史的资料来源,为本文提供更多的可参考

资料,或者论证一些前人所做的校史记录。关于较近年的校史研究,我则是以该校和金

宝社区的互动关系作为切入点,观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化。 

 

 

 

 
11
 丘思东,《金宝——浴火重生的火凤凰》(金宝:近打锡矿工业(砂泵)博物馆,2018),页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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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章节结构 

 本论文开篇第一章节里，笔者主要论述马来亚二战前女子教育的情况以及金宝

公立女子学校的建校历史以让读者能够对于本文所讨论之课题有一基本的背景了解。

在第一章的第一小节里，透过《南洋商报》旧报章所曾刊登过的与男女同校之相关议

题的报道中，梳理并分析在二战前，马来亚华人对于男女同校受教育一事的看法。第

二小节，笔者将延续上小节之描写，从马来亚华人社会各方面浅析二战前女子教育不

发达的原因。而在第三小节中，结合上述所提及马来亚早期女子教育的发展以及马来

亚历史，笔者将讨论金宝公立华小在二战前后的办校情况，如其二战后复兴董事部和

建立新校舍等事宜。 

 第二章第一节选,即金宝公立女子学校招收男同学的前后对比，笔者将延续第一

章节中所提及的内容结合我国一些教育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再以金宝公立女子学校招

收男同学作为该校校史发展的分割线，论述该校在我国独立前后的办校情况。在本文

第二章第一节选,笔者将参考在采访该校校友所参与之采访资料，书写该校正式招收男

同学的因由，进而在下一节选浅述该校在我国独立前的办校情况。 

 第三章第一节选，内容将透过描写该校与中华华小的密切联系来论析金宝华人

社区教育中的“默契”，并从中探讨形成二校间联系的原因。第二节选中，笔者将透

过梳理该校所曾举办过的社区活动，微观金宝社区与该校的关系。 

 

第五节 研究难题与成果 

 此外，在书写该校早期董事部人员方面，由于这些人物已经逝世多年，在考证

他们生卒年上将会是一项难题。虽然知道他们均来自金宝各公会，但由于笔者本人在

撰写本文时并不在金宝，无法到会馆去查证他们生卒年，一直本论文中将会不断出现

“生卒年不详”的字眼。为此，我实属无能为力。 

 最后，关于最后一章节——金宝公立华小与金宝社区的书写，由于对相关理论

的缺乏，所以在撰写上会比较困难，尽管已经参考了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因为笔者

所参考之书籍和论文大部分都是英文资料，所以在翻译内文或引用上困难会有词不达

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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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战前后马来亚的华校女子教育 

第一节 二战前马来亚的华校女子教育概况 

 在清朝政府逊位以前，其国势已日渐衰败，故 1898 年清廷推行维新运动以自强

救国，其中便包括了教育改革、建立新式学堂。1900 年，康有为因维新运动推行失败

而逃亡到新加坡。期间，他向当地华侨鼓吹新政纲之余，其所推广之新式教育也获得

了很多侨领的积极响应，以致于新式华校的创办逐渐取代旧式的私塾制度。12在此之前，

马来亚的华文学校皆是以私塾的形式运作，其所提供的教育则是以方言教授《三字

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之类的经典古籍，同时也教导书法和珠算等13。

而后来所被提倡的新式教育所教授的课程则是比较多元化，其中包括：“修身”、

“地理”、“历史”、“商业”、“算术”、“手工”、“唱歌”等。本章节将探讨

二战前，新式女子教育与其他教育之异同及当时女子的择业情况，从中观察当时华社

对于女子受教育的想法。 

1923 年，我国报章《南洋商报》已出现关于女子教育的话题讨论，首先从<男

女同学>的文章中，投稿者认为当时之人反对“男女同学”的原因是受“出奴入主”的

成见所蒙蔽以及认为向来男女界限森严的华人社会一旦解放，便会滋生一些男女议题，

唯有提倡两性教育才能打破这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而学校有责任教育青年并斜正此

社会问题。 

其次，在同一时段，自《南洋商报》的几篇文章：<异哉——竟有反对男女同学

者>、<我也来说几句关于——男女同校问题的话>、<与老胡先生谈谈男女同学>、<对

于男女同校的我见><新加坡今日不宜创办男女同校的我见>和<男女同学之感想>里，纵

观文章内容，投稿者中赞成女性受教育者居多。二战前，欧美国家已经有设立男女同

校，男女交际已属一正常交际活动，而马来亚之女学则正处萌芽期，应从培养男女两

纯洁之道德为基础。当时人们虽认为男女在受教育一事应被平等对待，亦认同实行男

 
12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0），页 16。 

13
 叶翰杰、余裕忠、翁诗健责任编辑，《华小建校、迁校和微型华小资料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

教师会总会，2009），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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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校的好处在于能够节省办学开销、社会达到女子解放和教育普及化并促使社会进

步，但大多数人却比较偏向于提倡男女分校，而学制和学科由政府统一管理。 

 

第二节 二战前女子教育不发达之原因 

 辛亥革命以后，从教育理念为出发点，二战前的华人不仅意识到教育对于国家

和社会的重要，亦认为教育的的推行应男女并重，因为若女子能够受教育，便能辅助

社会事业之发达、为男子所不及之事。可见当时的人们已不再认同传统社会里“女子

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据 1925 年 3 月 25 日，《南洋商报》所刊登过的文章<论女子教

育之必要>，当时之国家社会未有显著进步的最大病端为女子女子不受教育。若女子教

育得以推广，其好处“大则为国家之福、小则无远弗届、其生活且日进高尚”,可见当

时的人们已察觉女子受教育于国家、社会的好处，只是如俗话言：“万事起头难”，

故至当时女子受教育的情况并非如男子般普遍。据《南洋商报》于 1925 年 3 月 26 日

起所刊登的数篇以<女子教育不能发达之原因>，在家庭方面，女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

为当时的社会思想主张“男子主外，女子主内”，故女子多以母亲为榜样，而当时我

国待发展地区的女性居民多好崇拜偶像、迷信巫觋。14 

 经济问题方面，当时的华人家庭的部分开销会依赖其女婿供给，故因此“拜金

主义”思想，当时父母会将其未入学的女儿嫁予他人为妾，甚至令女子辍学并“囚于

深闺”以待安排婚事15。此原因将延伸至讨论当时的女子面对着并无自由选择，而受父

母专制之原因。其四，则是师资问题中的聘任学校教席之人选，因教师本有着“为人

师表”之效用，故校方在聘用教师时会格外要求教师之品行端正。校方对于教师的严

格筛选或许将间接放缓了女子教育的推行。因为在早期的华人传统社会里，人们对于

“人才”的观念是具有道德化的，他们对于人才的选择是以其自身道德修养为先，而

非相关行业的专业程度。但我认为当时人们的此种想法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在华人

的观念里，教育的最根本是为了推行“德育”。 

 
14
 <女子教育不能发达之原因（一）>，《南洋商报》，1925 年 3 月 26 日。 

15
  <女子教育不能发达之原因（二）>，《南洋商报》，1925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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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战后马来亚的华校女子教育概况 

 二战结束后，我国华校纷纷复校，但华校的数目在 1948 至 1951 年的期间却有

减少的现象16，因为当时一些华校面对着战乱所带来的经济困境而被迫合并。虽然我国

的华校于数量上减少了，但是其学校的学生人数却骤然激增。华校停办了三年八个月，

适龄儿童固然无法上学，超龄学生更是无学可上，所以当学校得以重开时，将有大量

学生回到校园，导致华校在不仅要解决校地丧失、校舍残旧和校具不足的问题之余17，

还要面对学生人数突增所带来的压力。 

 但在早在二战发生的前一年（1941），由于金宝公立女子学校学生人数日渐增

加，当时校方所租借为教室的金宝古庙店铺（务边街门牌 102 号）已不宜再作为学校，

故校方向政府申请安邦街一段地作为兴建新校舍用途18。1953 年，金宝公立女子学校

向教育局申请新薪制获得批准19并在同年的六月九日，董事部成立建校设计小组委员会

探讨建校计划。其中成员包括陈应轶（1886—1971）、林瑞湛（生卒年不详）、伍英

芳（1901—1975），林珠（生卒年不详）和周清鸿（生卒年不详）。五日后（六月十

五日），金宝公立女校董事部在当时地址为务边街六十二号的马华公会礼堂，召开该

校赞助人大会以讨论建校事宜。20据该报章资料，该校校舍已在 1951 年时不敷容纳，

故开会讨论建新校舍事宜，以便日后可以容纳更多的新生。当时的地点选择为校舍后

面的空地，但由于面积过小，所以考虑往邻地扩建。 

同年八月六日，该小组委员会召开会议，陈应轶作出报告：“政府保留校地

（暗邦街）只有一吉一律，只可建教室四间一座和五间一座。”21虽然当时的公立女校

校地资源非常缺乏，但该校董事部并没有放弃该校的建校计划。十一月十日，金宝公

立中华学校及公立女校召开赞助人大会，出席人员有：陈应轶、林瑞湛（生卒年不

 
16
 叶翰杰、余裕忠、翁诗健责任编辑，《华小建校、迁校和微型华小资料集》，页 9。 

17
 郑良树，《马来西亚教育发展简史》（柔佛：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页 108。 

18
 章文华，《金宝华教发展史》，页 58。 

19
 <金宝公立中华学校申请新薪制尚未获批准因教室学生因超过班数当局现进行增建校舍 

 >，《南洋商报》，1953 年 7 月 15 日。 

20
 <金宝公立女校计划添建新校>，《南洋商报》，1953年 6 月 15 日 

21
 章文华，《金宝华教发展史》，页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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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伍英芳和孔七（生卒年不详）等人。该会议除了审核两校的收支数目，也透过

报章新闻公布关于召开两校赞助人当年大会。22 

1954 年，鉴于该校新生历年激增，校舍不敷容纳，董事部以致认为添建新教室，

实急不容缓之举23，故决定筹建新校舍并在翌年一月十四日，刊登报章呼吁当地居民积

极参与筹款活动。当时其募款方式分为：捐赠教室、热心人士捐助和销售券。24该校建

设新校舍一事从 1941 年开始策划，直至 1961 年 6 月竣工、开幕25，费时 20 年，耗资

十万元26，可见当时华教办校之不易。 

 

三、金宝公立女子学校招收男同学的前后对比 

 上篇文中讨论了我国二战前后的女子教育以及金宝公立女子学校的办校情况，

本文此篇将探讨该校于招收男同学的前后对比，以及我国独立前后的教育情况。我选

择此主题作为该校二战前后经历研究之后一篇章的原因除了因为其事件的发生是排列

在二战后之外，我认为该校招收男生入学一决定可算为该校校史发展上的转捩点之一，

而且我国独立后的一些教育政策之颁布或许也将影响该校的办学。 

 

第一节 金宝公立女子学校招收男同学的因由 

 有关金宝公立女子学校招收男同学一事之资料来源，我有幸采访该校现董事部

财政沈树森先生以及校友会会长邝佩珍女士。沈先生目前是金宝旧街场锦记书报社的

老板，他年幼时曾就读于金宝公立华小，且曾于 1994 年时担任过该校的家教协会主席，

故他对于该校的事情可谓是有一定了解，并在谈论该校的办学理念和教育蓝图时是有

 
22
 <金宝公立中华学校及公立女学校定期召开赞助人大会>，《南洋商报》，1953 年 11 月 10 日。 

23
 <金宝公立女校决筹建校舍>，《南洋商报》，1954 年 11 月 3 日。 

24
 <金宝公立女校积极筹建新校舍公布捐款者奖励办法>，《南洋商报》，1955 年 1月 15 日。 

25
 <金宝女子小学新舍将近完成六月开幕>，《南洋商报》，1961 年 3 月 27 日。 

26
  <金宝公立女子小学由吡教育局长开幕致词赞扬该校董教合作>，《南洋商报》，1961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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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独到见解的。
27
邝女士是于 1951 年入学金宝公立女校就读，她毕业于 1957 年，就学

期间她留级了一年。毕业后，她在老师的推荐下加入到该校校友会。 

 据沈先生口述：在该校正式招收男同学入学前，其实已有一部分的男孩随着姐

姐到学校里去上课，但并非与姐姐一同听课，而是被校方依据其年龄编排入班级，与

其他同年龄层的女同学一同学习。但是作为非被正式招收入学的男同学，校方规定只

有其姐姐是为该校的学生，弟弟才可以随同姐姐到校学习。而且，该校亦以男同学独

立适应校园生活的能力为由，规定非被正式招收入学的男同学只能在该校念到小学三

年级，后转学到中华小学继续其学业。28 

 1959 年，金宝公立女子学校开始招收男同学，当公立女子学校招收第一届男同

学时，其只有一位男同学入学，是为当时在该校任职教师的孩子。该校招收男同学的

第四年（1963 年），沈先生也入学到学校学习，其家长选择 让其就读于该校的主要

原因为沈先生的二位姐姐当时也在该校就读。沈先生入学的那一届的同学里，分别有

两班同学，共有 80位左右的女同学，而男同学则是只有 11 位， 其中并无同学是来

自异族同胞家庭。相较于女同学，男同学的比例不达 15%。由于是公立华小之缘故，

校方并没有向学生收取学费，只是收取了杂费，沈先生称之为“徒弟费”29，但邝女士

将之称为“图体费”，即“图画”和“体育”的器材费用。30  

 直至 1962 年，据南洋商报报道，当时校内已有 22 名男学生就读，而该校校长

李翠芳（生卒年不详）亦否认了关于“男女校应界限分明，绝对不能兼收男女生”的

条规。该报章也说明了当时金宝各民族学校都是男女兼收的，可见当时金宝埠的居民

已经不在有如上篇所言之关于男女同校的顾虑。31 

 据邝女士叙述，金宝公立女子学校并未在正式招收男同学的那年更换校名，亦

不曾刊登报纸关于正式招收男同学入学和易名一事。32关于金宝公立华小在在招收男同

 
27
 受访人:沈树森,采访人:陈秋洁,日期:2020 年 11 月 29 日,时间:下午 2 点,地点:金宝锦记 

书报社。 
28
 受访人:沈树森,采访人:陈秋洁,日期:2020 年 11 月 29 日,时间:下午 2 点,地点:金宝锦记 

书报社。 
29
 受访人:沈树森,采访人:陈秋洁,日期:2020 年 11 月 29 日,时间:下午 2 点,地点:金宝锦记 

书报社。 
30
 邝佩珍,作者简讯访谈资料，2021 年 1 月 27 日。 

31
 <金宝两校校长否认督学团主任曾有表示男女校应界限分明>,《南洋商报》，1962 年 6 月 2 日，页

13。 
32
 邝佩珍,作者简讯访谈资料，2021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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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后易名一事，是由其第 11 任校长——廖志明校长（生卒年不详）在该校任职期间所

负责，故笔者推断易名一事发生在 1995 年至 2003 年间。33“金宝公立女子学校”在易

名“金宝公立国民型华文小学”后，其依旧使用“SJK(C)Kampar Girls”的名称。因

为马来亚政府曾颁布《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其中学校申请注册的表格内，所需呈

送的文件包括校址、男女校、校地、课程、上课时间表、假期、教员资料、薪金、学

费、校产、租约及负债等34，故该校只能在其华语名称上作出更改，而不能更改其之前

在注册时所填写的“Kampar Girls”。 

第二节 该校在我国独立前的办校状况 

 20 年代，马来亚的华人社会，无论是精神面貌、实质内涵以及社会架构模式，

都是中国在海外的一个“移植社会”35，但柯嘉逊博士却认为 1920 年是马来亚殖民地

政府教育政策的转捩点。当时的华文教育原是马来亚联邦和海峡殖民地内唯一没有接

受联邦政府经济资助的主要学制，但华人社会中的政治运动及民族主义却引起了当时

政府的干涉。36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颁布《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要求对学校暨

教员实行登记与管制，同时设置华校提学司及华校视学官，用以监督学校。这是英殖

民政府管制华校的开始，其主要目的在引导华校脱离中国的政治影响37，因为其中有一

项条例规定教师本土化。38为此，当时政府也为一些华校开办师训班，以提供它们本土

师资。可是，据《南洋商报》曾在 1936 年报道的文章——<分宝公立女校新聘女教员>

中，当时的第二任校长——黄文生校长曾托人从上海聘请一位毕业自上海东南女子体

育师范学校的新教员来担任该校的体育、音乐艺术等科目老师。39可见 1920 年所颁布

的法令，并为对金宝埠造成影响，该校不仅依旧面临师资短缺的问题，政府所提倡之

教师本土化依旧在多年后没有得到广泛的实行。 

据章文华先生《金宝华教发展史》记载，当时英殖民地政府有规定凡满十名学

生必须注册，并且在课程，行政和卫生方面必须符合英殖民地的需求。40翌年，培元受

 
33
 章文华,《金宝华教发展史》(霹雳:金宝华人文华协会，2008)，页 71。 

34
 郑良树，《马来西亚教育发展简史》（柔佛：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页 60。 

35
郑良树，《马来西亚教育发展简史》（柔佛：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页 54。 

36
 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雪兰莪：董教总教育中心，1999），页 21。 

37
 <[马来西亚华教常识]第八章：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的变迁>，各类教育文章分享，2020 年 10 月 20 日

https://justkiddngok.blogspot.com/2020/10/blog-post_20.html。 
38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0)，页 36。 

39
 <分宝公立女校新聘女教员已经抵校>，《南洋商报》，1936 年 7 月 30 日。 

40
 章文华,《金宝华教发展史》(霹雳:金宝华人文华协会，2008)，页 3。 

https://justkiddngok.blogspot.com/2020/10/blog-post_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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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令以及经费影响，被迫停办 3 年（1921 年—1923 年），可公立女校不仅符合当时

的办学条件，并且在 1922 年时学生人数达 180 位。可见当时公立女校的办校不仅得以

顺应时代的需求，其也反映了金宝居民对于女子教育的支持。 

1953 年，我国华教的发展虽然已经很普及化，但是其却面对着经费的问题。据

《南洋商报》报道：当时殖民地的各校学生人数共有 16 万 3 千人，而华教人数则是占

了 8 万 1 千。41不似当时马来学校的办学开销由政府赞助，印人学校和英校享有相同的

政府津贴率，华校的大部分经费皆由华人自行赞助，较少获得政府的帮助。故华人为

维持办学，只好在校舍建筑、教学设备，甚至教师薪金上节省开销。当时华小的全职

教员每月薪金介于 140 至 200 元，而中学老师的月薪则是介于 240 至 400 元。虽然薪

金偏低，但有些教员会因“身居多职”而获得来自校内贩卖部、校车和售书的盈利作

为补助。42 

同年 2 月，在教育局公布施行新薪制后，金宝公立女校便在 7 月被通知申请通

过。43与此同时，当局也通函所有学校，书明从 1955 年开始，所有已接受了 1953 年新

薪金建议书的学校，若多聘教师或增设教室，政府将不会再给予任何薪金补贴。44在<

华文学校—两国语文教育与增加津贴白皮书>中，政府虽同意提供华校经济上的帮助，

但也为此对于华校的课程提出其应提供学生应用英文及中文学识作为条件。45 

1956 年 6 月，联合邦立法议会通过接受以“集中各族儿童于一个全国性的教育

制度，采用马来文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为政策目标的《拉萨报告书》，并在翌年 7

月根据该报告书的建议制定教育法令。46根据纲领的制约和昭示，新教育报告书建议的

新教育制度首先必须“为全联合邦人民所接受”，且是“全国性”的；其次，该教育

制度也定要能够“满足民族需求”，并且促进文化及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47在该报告

书的第 5 章第 54 条明列了小学分为两种：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标准华小，和以华语、

 
41
 <华文学校—两国语文教育与增加津贴白皮书>，《南洋商报》，1953 年 12 月 11日。 

42
<华文学校两国语文教育与增加津贴白皮书>，《南洋商报》，1953 年 12 月 11 日。 

43
 <金宝公立中华学校申请新薪制尚未获批准因教室学生数超过班数当局现进行增建校舍>，《南洋商

报》，1953 年 7 月 15 日。 
44
 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雪兰莪：董教总教育中心），页 49。 

45
 <华文学校—两国语文教育与增加津贴白皮书>，《南洋商报》，1953 年 12 月 11日。 

46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0)，页 66。 

47
 郑良树，《马来西亚教育发展简史》（柔佛：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页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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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语或英语为教学媒介的标准型华小。
48
 于马来西亚独立同年的 11 月 27 日，公立

华小接受政府全部津贴制并在翌年一月起成为“公立标准型华文小学”，简称“公立

华小”。49 

据邝女士口述，她与妹妹邝佩珠（1946—）曾在分别在我国独立前的 1951 年和

1954 年入学金宝公立女子学校。邝佩珍女士出生于 1944 年，在 7 岁（1951 年）时到

该校就读一年级并本该在 1956 年于该校毕业，但其却在求学期间留级了一年，直至

1957年才毕业。当时一同毕业的第卄五届毕业生共有 45人。而邝女士的妹妹邝佩珠则

是出生于 1946 年，其原应于 7 岁（1953 年）时入学，但其父母却以孩子害怕老师为

由，邝佩珠女士便才于 8 岁（1954 年）到校就读，12 岁（1960 年）毕业。50以上邝女

士姐妹的求学经历反映了我国在独立以前，民办教育机构在办学制度上所面对的不统

一的现象。直至《1957 年教育法令》的颁布，我国小学的相关入学、留级、退学及超

龄的准则才有所统一。51 

 

四、金宝公立女子学校与金宝社区 

浅析金宝公立华小的校史发展，其发展是和其所服务的社区息息相关的，因为

从其建校时期开始，社区领袖、家长、行政人员等，都在学校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社区与华校的关系并非只仅限于资助者与被资助者，因华校在社区中扮演着为社会培

育人才的角色，故其在社区享有崇高的地位。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学校与社区间

沟通的重要性来源于互相了解对方的需求，并做出相关决策以达到期望。而从社区的

角度出发，民众对于学校的意见应该受到校方重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公立学校是

属于公众的,故学校领导才会越来越重视校方和社区的关系。52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家长

相信学校和社区间的建立联系是成功教育的基础，学校和社区的发展史相辅相成的,如

若取消这种联系，教育的过程和目的将会变得无效且毫无意义。
53
 

 
48
 郑良树，《马来西亚教育发展简史》（柔佛：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页 144。 

49
 章文华,《金宝华教发展史》(霹雳:金宝华人文华协会，2008)，页 61。 

50
 邝佩珍,作者简讯访谈资料，2021 年 1 月 27 日。 

51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0)，页 64。 

52
 Douglas J. Fiore, “School-Community Relations(Fourth edition published 2016)”(New 

York:Routledge,2016)1. 
53
 Hamdan Said, Iqbal Ahmad, Lokman Tahir, Roslee Ahmad and Zainudin Hassan, “Effec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n School Community Relations”Middle-East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rch 2013),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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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立女子学校与中华小学之关系 

关于公立中华小学与公立女子小学之联系，本人认为其最早体现于章文华先生

所著之《金宝华教发展史》一书中所撰写的“公立女子学校创办史”的篇章里。章先

生推测目前在惹兰巴鲁校舍（即现今的中华小学）是原金宝埠粤籍人所创办的“强亚

学校”和客籍人所创办的“正本学校”合并而成“公立中华学校”，但由于其只招收

男同学，故而分设“公立女子学校”以为金宝的女性提供受教育机会。54 

除了可从两校的创办推断出二者最原始的交际点外，据我曾所阅览过的《南洋

商报》旧报章，于这两所学校成为男女校之前，有不少报道皆是把这二所学校一同报

道的，如：<金宝中华男女校登记两校赞助人>、<金宝中华暨公立女校校友今后决分别

组会，在校肄业学生不得加入>、<金宝中华及公立女校次皆联合运动会下月杪请李金

煌开幕>、<金宝公立中华男女二校将召开赞助人大会选举下届新董>、<金宝中华及公

立女学校抽签分配董事任期>、<金宝中华女校运会下月举行>等。 

1940年 3月 14日，金宝公立女校赞助人大会主席孔七在会议中以覆准该校该校

赞助人大会会议章程为该会议讨论要案。最终会议成果为：依据中华学校章程为女校

并一例施行。55散会后，中华学校和金宝公立女校便召开职员会议以及决定定期召开赞

助人常年大会。而且，在二战结束的几年后，当二校决定重新赞助人时，二校于同日

派出传单和选举票，并定期在同日于各校礼堂召开战后的第一次赞助人大会，以为二

校选出新董事负责推动二校校务。据《南洋商报》报道：当时公立中华学校共有 140

名董事，而公立女校则是有 119 名董事,其中有来自开社团、会馆、商店等各界人士。

56可见虽然公立女子学校的创立虽无法证实是否属于“公立中华学校”的分设，但两校

行政执行工作的高度统一与联系，反映两校密切的关系。 

对于在行政上的统一，二校的密切联系其实是建立于二校董事部人员的几乎皆

由相同的人员组成,如伍英芳、徐雄洲、周清鸿、许议、苏可贵、陈应轶、孔七和林珠。

以上几人在 1951 年时，均在二校董事部复选董事后，在二校董事部担任着不同的职务，

 
54
 章文华，《金宝华教发展史》，页 55。 

55
 <金宝公立女校通过章程定期廿五日晚开赞助人大会>，《南洋商报》，1940 年 3月 16 日。 

56
  <金宝公立中华男女二校将召开赞助人大会选举下届新董>，《南洋商报》，1949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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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董事长、财政、稽查、文书等。
57
在 50 年代时期，二校的董事部组成人员大同小异，

且二校早期的密切联系多数体现在一同召开赞助人大会以及刊登报纸上。二校也曾于

1953年 11月 9日，设座金宝马华支会楼上，召开两校董事联席会议，一同复准校务前

期议案、审核收支数目和商讨召开二校赞助人常年大会。58由于二校董事均来自同一批

人马，故二校选择采用抽签的方式分配董事任期。1959 年 4 月 8 日及 9 日，二校分别

举行董事会议以商讨相关董事会的组织和章程。59据<金宝中华及公立女学校抽签分配

董事任期>报道，二校董事的分配结果是每位董事在校任期不超过 3 年，最短任期为 1

年，但是由于时间安排的问题，二校未能在在籍学生家长群组中选出 3 位代表加入董

事部。60 

当时二校不仅有着行政上的统一，而且二校也一同举办过联合运动会，简称

“联运会”。在金宝公立女子学校开放招收男同学的同年，即 1959 年，二校决定于 8

月 1 日举行首届两年一度的联合运动大会，地点为金宝街场尾大草场。据《金宝华教

发展史》记载，二校所举行之联合运动会，盛况空前，成绩美满，61因为该会不仅欢迎

二校校友参加赛跑项目，也邀请了金宝各校学生参加竞赛节目。621961 年 8 月 26 日，

中华小学和金宝公立女校在金宝公共球场举行了第二届联运会，大会主席为张灵甫

（生卒年不详）。63相较于首届联运会，主办当局不仅特邀请金宝英华中学铜乐队莅场

演奏以及培元中学圣约翰救伤队到场服务，也为大会流程增加了一些项目，如团体操、

田径、拔河、男女接力赛等。64可见当时金宝公立女校不仅和中华学校关系密切，且二

校也尝试透过举办联运会来增强金宝各华校间的联系，以及增进社区居民或者校友间

的感情。 

接着，二校校友会间的同时筹备也体现了二校之密切联系。中华学校之校友会

建立于 1956 年，而金宝公立女校之校友会则是建立于 1968 年，二者之创立虽相隔了

13 年之久，但沈女士却认为其早期曾有一同创立之意。1957 年 7 月 21 日，二校校友

在中华学校礼堂举行筹备大会以讨论相关校友会之注册问题。65最终会议结果为：二校

 
57
 <金宝中华学校公立女校分别复选董事>，《星洲日报》，1951 年 11 月 28 日。 

58
 <金宝公立中华学校及公立女学校订期召开赞助人大会>，《南洋商报》，1953 年 11 月 10 日。 

59
 <金宝中华及公立女学校抽签分配董事任期>，《南洋商报》，1959 年 4 月 10 日。 

60
 <金宝中华及公立女学校抽签分配董事任期>，《南洋商报》，1959 年 4 月 10 日。 

61
 章文华，《金宝华教发展史》，页 83。 

62
 <金宝中华女校运会下月举行>，《星洲日报》，1959年 7 月 18 日。 

63
 <金宝中华与女校联运会热烈举行>，《南洋商报》，1959 年 8 月 29 日。 

64
 <金宝中华及女子学校联运会今日举行各界人士纷报效银杯>，《南洋商报》，1961 年 8 月 26 日。 

65
 <金宝中华女校校友会筹备会订明日举行>，《星洲日报》，1957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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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接受注册官的意见，将二校原日拼合之校友会作分别组会并各自进行办理有关申

请注册事宜，对于所致二校职员之变动，中华小学将补选 5 名男校友为职员以替代原

已委定之女校友，且二校亦宣布凡在校肄业之学生俱不接受参加为会员。66直至 1968

年 10 月 23 日，公立女校之校友会在陈宝珠老师（生卒年不详）的积极带动、协助申

请成立公立女校校友会，并推选陈玉玲女士（生卒年不详）为主席。67公立女校与中华

学校之校友会虽已分别组会，但中华学校校友会铜乐队却受邀莅临大会并演奏助兴。68

可见虽然二校校友会虽决定分别组会，但二者却仍然有保持联系。 

若论及二校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本论文之受采访人皆有不同看法。沈树森先

生和陈震翔校长他们二人虽然表示二校有着在早期约 1940 至 1970 间有着较为密切的

联系，因为二者董事部不仅由大部分相同的人物所成立，其也有着统一的行政章程。69

而邝女士则认为二校关系最为密切之时属江达章于 1986年至1996出任该校董事长时，

因为其同时在 1979 年至 1998 年间出任为中华小学的董事长。江先生任职二校董事期

间，规定中华小学礼堂只出租为婚庆晚宴用途，而公立华小则以羽球场用途出租。70其

此举不仅为平衡了二校收支问题及避免了收入、利益上的冲突，无形间也促成了一种

华校间的友好关系。此关系被后来该校第 16 届校长—陈震翔校长定义为“华校间的默

契”。71从以上的口述资料，可以看出两校有很长的时期一直维持友好的关系。以上两

方说法皆为正确，只是二者是在以不同年代为视角讨论时间。 

 

第二节 公立华文小学与社区间的互动 

 自一个社区的学校建立起来，其便在社区的教育与文化活动中扮演主导性的角

色，因为学校可以透过举办一些活动或工作坊来提高该社区的文化水平，故学校与社

会的活跃互动更是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之进步的最好证明。 

 
66
 <金宝中华暨公立女校校友今后决分别组会在校肄业学生不得加入>，《南洋商报》，1957 年 7 月 24

日。 
67
 邝佩珍,作者简讯访谈资料，2021 年 3 月 28 日。 

68
 <金宝女子学校校友会成立礼日前举行>，《南洋商报》，1968 年 10 月 25 日。 

69
 受访人:沈树森,采访人:陈秋洁,日期:2020 年 11 月 29 日,时间:下午 2 点,地点:金宝锦记 

书报社。 
70
 邝佩珍,作者简讯访谈资料，2021 年 3 月 28 日。 

71
 受访人:陈震翔,采访人:陈秋洁,日期:2020 年 11 月 23日,时间:上午 11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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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宝公立华小最早的社区活动基本上都是以筹募建校资金为目的，如在二战后

1955年至 1960年间为增建新教室所办的捐赠教室等活动，直到该校校友会的成立才开

始有了一些可以和金宝社区居民增强互动的活动，如：于该校转换成男女校的早期，

1968 年 12 月 10 日，该校校友会曾举办土风舞班供各界男女参与，以提高本地之舞蹈

水平及介绍各国土风舞72。除此之外，该校校友会还公开为校友以及社区居民举办周年

庆晚会、烹饪班、太极健身班、绘画班、健康讲座等。据邝女士所言，该校友会所办

之兴趣班的教师，除了是有来自外地的专业人士外，也有部分是精通相关兴趣的校友。

73校友会此举不仅可以联络校友间的感情，也可以以一种成本较低的方式为社区居民组

织社区活动，而且有的如：烹饪班、绘画班等是只向参与者收取一或两块材料费的。

不仅如此，1986年 10月 18日，在该校校友会庆祝母校 70周年纪念日时，其也举了一

场办义卖会并为母校筹得九千余令吉活动基金。除了本着为母校筹备基金的初心，其

也在会庆当日早晨举行“施赠贫老”的活动，到万邦刁湾（Mambang Diawan）及务边

（Gopeng）的老人院去派发粮食。 

 据邝佩珍和沈树森校友所言，该校与社区有着较为频密互动的时期是处于陈震

翔先生（1963—）任职校长期间，即 2010 年至 2016 年间。2012 年，霹雳州童军协会

于该校举行了为期 3 天的“新马国际幼童联谊交流计划”，参与者为来自新加坡、吉

隆坡和金宝的童军，共 74 人。74该计划以“打造一个干净与绿色的地球”为主题，带

领参与者们到残障中心做义工、举办营火会、到养鱼场访问学习等，参与的学校有金

宝公立华小童军团、联邦直辖区吉隆坡坤成华小童军团、新加坡德喇撒小学童军团、

盛刚国小童军团、南山国小童军团以及富华国小童军团；而协助筹备的则是有霹雳州

罗浮童军群会、童军团包括有金宝培元中学童军团、培元独中童军团及金宝综合中学

童军团。75 

翌年，该校举办了“国际童军交流会”，其中童军交流及社会服务计划活动长达 6

天，共吸引了 27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童军出席参与一系列活动，包括在金宝公立华小

进行社会服务，美化该校校园环境，如香港童军在金宝公立华小的食堂后方绘画了壁

 
72
 <金宝女校校友会将举办土风舞班>，《南洋商报》，1968 年 12 月 10 日。 

73
 邝佩珍,作者简讯访谈资料,2021 年 3 月 28 日。 

74 <马新幼童联谊交流计划.74 童军齐打造绿色地球>，《南洋商报》，2012 年 3 月 14 日。 
75 <马新幼童联谊交流计划.74 童军齐打造绿色地球>，《南洋商报》，2012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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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新加坡童军粉刷了墙壁和种树绿化校园等。
76
提及此活动时，陈校长表示：虽然公

立华小并非大型学校，但他仍希望能够多举办社区活动，以促进各界交流，从而提供

该校学子更多课堂以外的教学。77 

同年，11月 14日，为增强该学校和金宝社区的联系，该校举办了“2013年公立之

夜：恳亲晚会”并公开给金宝居民和公众人士免费参与。78此外，活动也邀请了金宝的

养老院和残疾中心的的长者和残疾人士参与舞台表演，因为陈校长办晚会的目的不仅

是为了透过为学生提供舞台表演机会来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其也志在提倡打造一个爱

心社会。79 

在陈校长任职的 6年里，其不断为学校策划社区活动，拉近校方与居民的联系外，

其也在 2015 年里举办了环保活动——“环境之声”，该活动不仅吸引了不少来自金宝

各小学的学生报名参加，当时也有几名来自拉曼大学的外国生一同参与，和孩童们一

起进行了绘画大自然环境、环保垃圾分类等活动。80在陈校长的办学理念里，他认为学

生们不应该只是在教师里墨守成规地受教育，故他任职时期亦很欢迎大专生到校园举

办社区服务活动、与学生互动，因为这有助提高小学生的社交能力以及开阔他们的视

野。81 

2016 年 8 月 30 日，校友会也曾协助母校在当时老板娘是张婉薇校友（1929—2016）

的金陵酒家举办 “教师节及筹募建校基金晚宴” 以欢庆创校 100 周年并欢迎民众踊

跃支持。该筹款活动的所得款项将用以兴建课室、办公室、多元化活动天地、食堂、

篮球场及停车场。不同于之前所采用捐赠教室，该活动透过以售卖票价为 60 令吉的席

劵、举办 “百年好声音” 华语卡拉 ok歌唱比赛等。为中和该活动的开销并提高筹款

效率，大会规定凡是报名参加 “百年好声音” 歌唱比赛者，须购买 2 张“教师节曁

筹募建校基金”晚宴席劵及缴付 20令吉的报名费。82 

 
76
<270 童军齐聚公立华小参与国际童军交流会>，《星洲日报》，2013 年 8 月 11 日。 

77
 陈震翔，作者简讯访谈资料，2020 年 11 月 23 日。 

78 <金宝公立华小 11 月 14 办恳亲晚会>，《星洲日报》，2013 年 10 月 19 日。 
79 陈震翔，作者简讯访谈资料，2020 年 11 月 23 日。 
80 <金宝公立华小环保活动小学生大专生互动>，《星洲日报》，2013 年 10 月 19 日。 
81 陈震翔，作者简讯访谈资料，2020 年 11 月 23 日。 
82 <金宝公立华小百年校庆 8 月 30 办晚宴筹基金>，《星洲日报》，2016 年 7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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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该校当时只筹募到了 25 万令吉，距离原目标 30 万令吉仍有差距，需向居

民寻求支持。2016 年 11 月 13 日，该校在星洲日报的主导下，与其联办了“我爱百年

公立情义嘉年华”。该活动入场免费，现场有多个文化及游戏展区，如彩绘手工粘土、

脸部彩绘、书法展览、捞小鱼等娱乐项目、填色比赛比赛、民俗艺术展区和幸运抽奖

等。83为达到目标款项，活动项目以所贩卖之固本付费，每本固本为 10 令吉，凡是捐

赠 100 令吉，将获赠一本固本同时时固本时捐献 300 令吉或以上者将被受邀成为剪彩

人。84为了能够为母校的建设出一份力，该校校友会除了在办理上给予协助外，其也捐

献了 3万令吉予母校。85 

2017 年 10 月 21 日，金宝公立华小协助举办了星洲日报及海鸥基金所联办的“爱

华教义演”活动，晚宴地点为万邦刁万总校礼堂，共有 94 席宴席。据《星洲日报》报

道，该活动经社会热心人士的慷慨解囊，共筹得了 56 万 6000 令吉，突破了原计划的

50 万令吉，使得建校工程可以顺利开展，为学校增建三座两层教学楼，其中涵盖四间

教师、一间教员办公室、一间行政办公室及升级礼堂、食堂设备和增建有盖活动厅。86

活动结束后，公立华小董事长江日凌向大众致谢，他也指出该校的学生人数逐渐增加，

原有之校舍已不敷容纳，因此才会展开筹募建校基金计划，以为学子提供更好的学习

环境，可当前所筹获的百万令吉款项只足以支付该校的硬体设备，而该校尚需 20 万令

吉来添置桌椅及软体设备。87以上江先生一席话不仅表达了关于该校的发展目标，也反

映出了该校在办学上所面对的资金问题。 

纵观公立华小所曾筹划的社区活动，该校早期主要透过以筹款活动的方式和社区

建立联系，财力居上的社区居民提供学校资金资助，而学校则是对社区履行教育责任。

直到后来学校稳定发展后，便会提供社区更多样化的社区活动，以帮助其提高发展，

让居民受惠。除了和社区中的其他教育机构维持良好关系并为社区提供教育服务外，

金宝公立华小也提供社区场地租借服务。该校不仅开放让居民租借礼堂、球场等，其

也曾借出校舍供其他学校作为教学用途。1965 年 1 月 1 日，政府在金宝埠设立了两间

初级中学，即“金宝初中男校”和“金宝初中女校”。由于当时二校的场地问题，故

 
83
 <金宝公立华小筹建校金 11 月 13 嘉年华盼支持>，《星洲日报》，2016 年 10 月 29 日。 

84
 <金宝公立华小筹建校金 11 月 13 嘉年华盼支持>，《星洲日报》，2016 年 10 月 29 日。 

85
 邝佩珍,作者简讯访谈资料，2021 年 3 月 28 日。 

86
 <社会人士慷慨解囊.金宝公立华小筹获 56 万>，《星洲日报》，2017 年 10 月 23日。 

87
 <社会人士慷慨解囊.金宝公立华小筹获 56 万>，《星洲日报》，2017 年 10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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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初中男校”借用中华小学校舍采用下午班制，而“金宝初中女校”则是暂用公

立女校校舍上课。88直至同年的 2 月 1 日，金宝初中男校与金宝初中女校合并为“金宝

初级综合中学”，搬迁到金宝以北二公里的瓜拉米棚路校址上课，借用教室事宜才停

止。89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与社区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疏离。在江达章（生卒年

不详）校长卸任金宝公立华小与中华小学校长一职后，二校也显然减少了联系。直至

陈震翔校长的任职，该校在举办社区活动方面才又活跃起来，因为在其办校理念里，

其认为：学校自身本犹如一个微型社区，透过鼓励学子参与互动式教育的社区活动，

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合作与领导能力，甚至可以建立学校社区关系为孩子们

提供了更广泛的机会，使其可以接触到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社区生活。 

 

五、结语 

 金宝公立女子学校的创立于 1916 年，可见当时金宝埠的居民已经意识到女子教

育的教育性，总结当时报章上关于男女是否同校等问题讨论，虽然华人虽不赞同男女

在同一空间里受教育，但是却还是主张女性教育的。该校校名中“公立”一词，反映

了创校之人对于女子教育普及化所做出的贡献。因为早期的华人对于女子教育的疏忽，

大部分均因家庭经济状况的限制，而公立女校办的是免费教育，这解决了女性受教育

的经济烦恼，进而大大提升了金宝女性受教育的机会。 

 回顾当时我国华人对于办女学以及男女是否应同座受学一事，人们大部分想法

依旧是受民国所影响，这可从我国从私塾教育转换成现代化的新式华校中详见端倪。

文中第二章节，笔者透过整理《南洋商报》旧报章关于“男女同学”之议题，推断当

时华人对于此言论的发表，有可能是受到蔡元培的影响。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里，关

于男女平等的倡导、小学实行男女同校是其教育思想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他反对男尊

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礼教信条对于女性的摧残和压迫，认为要提高女性

 
88
 章文华，《金宝华教发展史》，页 84。 

89
 章文华，《金宝华教发展史》，页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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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地位，发挥女子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作用，就是要使男女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
90

此外，观该校聘请中国籍教师任职一事，可见当时该校的办学理念是与中国有关系的。 

 纵观该校校史发展，笔者认为其中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便是其虽然是为一所女

子学校，却通融男学子在该校上课。直至我国政府有意加强管理、统一万多的教育发

展，推行一系列的教育政策，该校才统一了其与教育局的发展步伐。可见正式招收男

同学和国家独立是为该校校史发展上的一个分水岭，区分了其制度上的转换。 

虽然该校不仅如其他学校办学初期般经历过迁校和校地不足的问题，但其也经

历过二战和为了迈向新时代而招收男同学入学，故其办学所体现之传承精神是很值得

我们学习的。本文之研究主题虽以研究该校校史为主，当由于其校历之历史久远，该

校的校史也具备作为反映金宝一地方于一历史阶段的社会情况和教育情况。而该校与

当地社区关系发展的逐渐疏离也反映了该校现阶段所面对的办学困难，如学生人数渐

少、校址偏僻导致其无法被居民熟知等。 

 

 

 

 

 

 

 

 

 

 

 
90
 梁柱，《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页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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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0915-1.2.37.1?ST=1&AT=filter&K=%E5%A5%B3%E5%AD%90%E6%95%99%E8%82%B2&KA=%E5%A5%B3%E5%AD%90%E6%95%99%E8%82%B2&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23&QT=%E5%A5%B3,%E5%AD%90,%E6%95%99,%E8%82%B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0915-1.2.37.1?ST=1&AT=filter&K=%E5%A5%B3%E5%AD%90%E6%95%99%E8%82%B2&KA=%E5%A5%B3%E5%AD%90%E6%95%99%E8%82%B2&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23&QT=%E5%A5%B3,%E5%AD%90,%E6%95%99,%E8%82%B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01-1.2.42.1?ST=1&AT=filter&K=%E7%94%B7%E5%A5%B3%E5%90%8C%E6%A0%A1%E5%95%8F%E9%A1%8C&KA=%E7%94%B7%E5%A5%B3%E5%90%8C%E6%A0%A1%E5%95%8F%E9%A1%8C&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nysp&CT=&WC=&YR=1923&QT=%E7%94%B7,%E5%A5%B3,%E5%90%8C,%E6%A0%A1,%E5%95%8F,%E9%A1%8C&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01-1.2.42.1?ST=1&AT=filter&K=%E7%94%B7%E5%A5%B3%E5%90%8C%E6%A0%A1%E5%95%8F%E9%A1%8C&KA=%E7%94%B7%E5%A5%B3%E5%90%8C%E6%A0%A1%E5%95%8F%E9%A1%8C&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nysp&CT=&WC=&YR=1923&QT=%E7%94%B7,%E5%A5%B3,%E5%90%8C,%E6%A0%A1,%E5%95%8F,%E9%A1%8C&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01-1.2.42.1?ST=1&AT=filter&K=%E7%94%B7%E5%A5%B3%E5%90%8C%E6%A0%A1%E5%95%8F%E9%A1%8C&KA=%E7%94%B7%E5%A5%B3%E5%90%8C%E6%A0%A1%E5%95%8F%E9%A1%8C&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nysp&CT=&WC=&YR=1923&QT=%E7%94%B7,%E5%A5%B3,%E5%90%8C,%E6%A0%A1,%E5%95%8F,%E9%A1%8C&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01-1.2.42.1?ST=1&AT=filter&K=%E7%94%B7%E5%A5%B3%E5%90%8C%E6%A0%A1%E5%95%8F%E9%A1%8C&KA=%E7%94%B7%E5%A5%B3%E5%90%8C%E6%A0%A1%E5%95%8F%E9%A1%8C&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nysp&CT=&WC=&YR=1923&QT=%E7%94%B7,%E5%A5%B3,%E5%90%8C,%E6%A0%A1,%E5%95%8F,%E9%A1%8C&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01-1.2.42.1?ST=1&AT=filter&K=%E7%94%B7%E5%A5%B3%E5%90%8C%E6%A0%A1%E5%95%8F%E9%A1%8C&KA=%E7%94%B7%E5%A5%B3%E5%90%8C%E6%A0%A1%E5%95%8F%E9%A1%8C&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nysp&CT=&WC=&YR=1923&QT=%E7%94%B7,%E5%A5%B3,%E5%90%8C,%E6%A0%A1,%E5%95%8F,%E9%A1%8C&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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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男女同校的我见>，《南洋商报》，1923 年 10 月 17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17-

1.2.65.1?ST=1&AT=filter&K=%E5%A5%B3%E5%AD%90%E6%95%99%E8%82%B2&KA=%E5%A5%B3%

E5%AD%90%E6%95%99%E8%82%B2&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

&WC=&YR=1923&QT=%E5%A5%B3,%E5%AD%90,%E6%95%99,%E8%82%B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17-1.2.65.1?ST=1&AT=filter&K=%E5%A5%B3%E5%AD%90%E6%95%99%E8%82%B2&KA=%E5%A5%B3%E5%AD%90%E6%95%99%E8%82%B2&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23&QT=%E5%A5%B3,%E5%AD%90,%E6%95%99,%E8%82%B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17-1.2.65.1?ST=1&AT=filter&K=%E5%A5%B3%E5%AD%90%E6%95%99%E8%82%B2&KA=%E5%A5%B3%E5%AD%90%E6%95%99%E8%82%B2&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23&QT=%E5%A5%B3,%E5%AD%90,%E6%95%99,%E8%82%B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17-1.2.65.1?ST=1&AT=filter&K=%E5%A5%B3%E5%AD%90%E6%95%99%E8%82%B2&KA=%E5%A5%B3%E5%AD%90%E6%95%99%E8%82%B2&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23&QT=%E5%A5%B3,%E5%AD%90,%E6%95%99,%E8%82%B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17-1.2.65.1?ST=1&AT=filter&K=%E5%A5%B3%E5%AD%90%E6%95%99%E8%82%B2&KA=%E5%A5%B3%E5%AD%90%E6%95%99%E8%82%B2&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23&QT=%E5%A5%B3,%E5%AD%90,%E6%95%99,%E8%82%B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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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今日不宜创办男女同校的我见>，《南洋商报》，1923 年 10 月 13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13-

1.2.45.1?ST=1&AT=filter&K=%E2%80%9C%E5%A5%B3%E5%AD%90%E6%95%99%E8%82%B2%E2%8

0%9D&KA=%E2%80%9C%E5%A5%B3%E5%AD%90%E6%95%99%E8%82%B2%E2%80%9D&DF=&DT=

&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23&QT=%22%E5%A5%B3%E5%AD

%90%E6%95%99%E8%82%B2%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13-1.2.45.1?ST=1&AT=filter&K=%E2%80%9C%E5%A5%B3%E5%AD%90%E6%95%99%E8%82%B2%E2%80%9D&KA=%E2%80%9C%E5%A5%B3%E5%AD%90%E6%95%99%E8%82%B2%E2%80%9D&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23&QT=%22%E5%A5%B3%E5%AD%90%E6%95%99%E8%82%B2%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13-1.2.45.1?ST=1&AT=filter&K=%E2%80%9C%E5%A5%B3%E5%AD%90%E6%95%99%E8%82%B2%E2%80%9D&KA=%E2%80%9C%E5%A5%B3%E5%AD%90%E6%95%99%E8%82%B2%E2%80%9D&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23&QT=%22%E5%A5%B3%E5%AD%90%E6%95%99%E8%82%B2%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13-1.2.45.1?ST=1&AT=filter&K=%E2%80%9C%E5%A5%B3%E5%AD%90%E6%95%99%E8%82%B2%E2%80%9D&KA=%E2%80%9C%E5%A5%B3%E5%AD%90%E6%95%99%E8%82%B2%E2%80%9D&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23&QT=%22%E5%A5%B3%E5%AD%90%E6%95%99%E8%82%B2%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13-1.2.45.1?ST=1&AT=filter&K=%E2%80%9C%E5%A5%B3%E5%AD%90%E6%95%99%E8%82%B2%E2%80%9D&KA=%E2%80%9C%E5%A5%B3%E5%AD%90%E6%95%99%E8%82%B2%E2%80%9D&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23&QT=%22%E5%A5%B3%E5%AD%90%E6%95%99%E8%82%B2%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231013-1.2.45.1?ST=1&AT=filter&K=%E2%80%9C%E5%A5%B3%E5%AD%90%E6%95%99%E8%82%B2%E2%80%9D&KA=%E2%80%9C%E5%A5%B3%E5%AD%90%E6%95%99%E8%82%B2%E2%80%9D&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23&QT=%22%E5%A5%B3%E5%AD%90%E6%95%99%E8%82%B2%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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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公立中华学校及公立女学校定期召开赞助人大会>，《南洋商报》，1953 年 11 月 10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11101.2.

27.5?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

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11101.2.27.5?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11101.2.27.5?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11101.2.27.5?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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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公立女校计划添建新校>，《南洋商报》，1953 年 6 月 15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30615-

1.2.38.8?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

%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30615-1.2.38.8?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30615-1.2.38.8?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30615-1.2.38.8?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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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公立女校积极筹建新校舍公布捐款者奖励办法>，《南洋商报》，1955 年 1 月 15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50114-

1.2.37.12?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P=2&D

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

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50114-1.2.37.12?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50114-1.2.37.12?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50114-1.2.37.12?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50114-1.2.37.12?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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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公立女子小学由吡教育局长开幕致词赞扬该校董教合作>，《南洋商报》，1961 年 7 月

28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728-

1.2.22.5?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

%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728-1.2.22.5?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728-1.2.22.5?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728-1.2.22.5?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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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学校申请注册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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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宝公立女校新聘女教员已经抵校>，《南洋商报》，1936 年 7 月 30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360730-

1.2.22.2?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2%80%9D%E2%80%9C%E5%

85%AC%E7%AB%8B%E2%80%9D&P=6&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22,

%22%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华文学校两国语文教育与增加津贴白皮书>，《南洋商报》，1953 年 12 月 11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1211-

1.2.26.14?ST=1&AT=search&k=%E9%87%91%E5%AF%B6%E6%B4%A5%E8%B2%BC&P=16&Display=0&fil

terS=0&QT=%E9%87%91,%E5%AF%B6,%E6%B4%A5,%E8%B2%BC&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360730-1.2.22.2?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2%80%9D%E2%80%9C%E5%85%AC%E7%AB%8B%E2%80%9D&P=6&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22,%22%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360730-1.2.22.2?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2%80%9D%E2%80%9C%E5%85%AC%E7%AB%8B%E2%80%9D&P=6&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22,%22%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360730-1.2.22.2?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2%80%9D%E2%80%9C%E5%85%AC%E7%AB%8B%E2%80%9D&P=6&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22,%22%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360730-1.2.22.2?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2%80%9D%E2%80%9C%E5%85%AC%E7%AB%8B%E2%80%9D&P=6&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22,%22%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1211-1.2.26.14?ST=1&AT=search&k=%E9%87%91%E5%AF%B6%E6%B4%A5%E8%B2%BC&P=16&Display=0&filterS=0&QT=%E9%87%91,%E5%AF%B6,%E6%B4%A5,%E8%B2%BC&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1211-1.2.26.14?ST=1&AT=search&k=%E9%87%91%E5%AF%B6%E6%B4%A5%E8%B2%BC&P=16&Display=0&filterS=0&QT=%E9%87%91,%E5%AF%B6,%E6%B4%A5,%E8%B2%BC&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1211-1.2.26.14?ST=1&AT=search&k=%E9%87%91%E5%AF%B6%E6%B4%A5%E8%B2%BC&P=16&Display=0&filterS=0&QT=%E9%87%91,%E5%AF%B6,%E6%B4%A5,%E8%B2%BC&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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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公立中华学校申请新薪制尚未获批准因教室学生数超过班数当局现进行增建校舍>，《南

洋商报》，1953 年 7 月 15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0715-

1.2.38.7?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P=2&Display=0

&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南洋商报》，1962 年 6 月 2 日，页 13。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0715-1.2.38.7?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0715-1.2.38.7?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0715-1.2.38.7?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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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邝佩珍女士所提供之 1957 年金宝公立女校高小第卄五届毕业生曁全体教师合影。 

 

<金宝中华及女子学校联运会今日举行各界人士纷报效银杯>，《南洋商报》，1961 年 8 月 26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826-

1.2.27.16?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2

%80%9D&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

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826-1.2.27.16?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2%80%9D&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826-1.2.27.16?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2%80%9D&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826-1.2.27.16?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2%80%9D&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826-1.2.27.16?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2%80%9D&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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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中华女校运会下月举行>，《星洲日报》，1959 年 7 月 18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90718-

1.2.38.19?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2%80%9D&

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金宝中华学校公立女校分别复选董事>，《星洲日报》，1951 年 11 月 28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90718-1.2.38.19?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2%80%9D&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90718-1.2.38.19?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2%80%9D&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90718-1.2.38.19?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2%80%9D&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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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11128-

1.2.58.6?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5%AD%B8%E

6%A0%A1%E2%80%9D&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5%AD%B8%E6%A0%A1%22&o

ref=article 

                 

 

 

 

 

<金宝公立中华学校及公立女学校订期召开赞助人大会>，《南洋商报》，1953 年 11 月 10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1110-

1.2.27.5?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

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金宝中华及公立女学校抽签分配董事任期>，《南洋商报》，1959 年 4 月 10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90410-

1.2.23.6?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

F%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11128-1.2.58.6?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5%AD%B8%E6%A0%A1%E2%80%9D&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5%AD%B8%E6%A0%A1%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11128-1.2.58.6?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5%AD%B8%E6%A0%A1%E2%80%9D&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5%AD%B8%E6%A0%A1%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11128-1.2.58.6?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5%AD%B8%E6%A0%A1%E2%80%9D&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5%AD%B8%E6%A0%A1%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11128-1.2.58.6?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5%AD%B8%E6%A0%A1%E2%80%9D&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E5%AD%B8%E6%A0%A1%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1110-1.2.27.5?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1110-1.2.27.5?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31110-1.2.27.5?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90410-1.2.23.6?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90410-1.2.23.6?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90410-1.2.23.6?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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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公立中华男女二校召开赞助人大会选举下届新董>，《南洋商报》，1949 年 11 月 11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491111-

1.2.38.2?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

F%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491111-1.2.38.2?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491111-1.2.38.2?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491111-1.2.38.2?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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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中华与女校联运会热烈举行>，《南洋商报》，1961 年 8 月 29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829-

1.2.21.4?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

F%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829-1.2.21.4?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829-1.2.21.4?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829-1.2.21.4?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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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公立女学校复选下届常务董事林瑞湛蝉联董事长>，《南洋商报》，1955 年 11 月 29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51129-

1.2.41.9?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

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51129-1.2.41.9?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51129-1.2.41.9?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51129-1.2.41.9?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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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女子学校校友会成立礼日前举行>，《南洋商报》，1968 年 10 月 25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681025-

1.2.48.16?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P=2&Display=

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681025-1.2.48.16?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681025-1.2.48.16?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681025-1.2.48.16?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P=2&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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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公立女校通过章程定期廿五日晚开赞助人大会>，《南洋商报》，1940 年 3 月 16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400316-

1.2.220?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

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金宝中华及公立女校次届联合运动会下月杪请李金煌开幕>，《南洋商报》，1961 年 7 月 13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713-

1.2.43.4?ST=1&AT=filter&K=%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KA=%22%E9%87%

91%E5%AF%B6%E4%B8%AD%E8%8F%AF%22&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

WC=&YR=1961&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400316-1.2.220?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400316-1.2.220?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400316-1.2.220?ST=1&AT=search&k=%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QT=%22%E9%87%91%E5%AF%B6%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713-1.2.43.4?ST=1&AT=filter&K=%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KA=%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61&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713-1.2.43.4?ST=1&AT=filter&K=%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KA=%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61&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713-1.2.43.4?ST=1&AT=filter&K=%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KA=%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61&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610713-1.2.43.4?ST=1&AT=filter&K=%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KA=%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DF=&DT=&Display=0&AO=false&NPT=&L=&CTA=&NID=&CT=&WC=&YR=1961&QT=%22%E9%87%91%E5%AF%B6%E4%B8%AD%E8%8F%AF%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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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中华女校校友会筹备会订明日举行>，《星洲日报》，1957 年 7 月 20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70720-

1.2.43.22?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2%80%9D%E2%80%9C%E5%85%AC%

E7%AB%8B%E2%80%9D&P=7&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22,%22%E5%85%AC

%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70720-1.2.43.22?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2%80%9D%E2%80%9C%E5%85%AC%E7%AB%8B%E2%80%9D&P=7&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22,%22%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70720-1.2.43.22?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2%80%9D%E2%80%9C%E5%85%AC%E7%AB%8B%E2%80%9D&P=7&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22,%22%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70720-1.2.43.22?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2%80%9D%E2%80%9C%E5%85%AC%E7%AB%8B%E2%80%9D&P=7&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22,%22%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70720-1.2.43.22?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2%80%9D%E2%80%9C%E5%85%AC%E7%AB%8B%E2%80%9D&P=7&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22,%22%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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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中华暨公立女校校友今后决分别组会在校肄业学生不得加入>，《南洋商报》，1957 年

7 月 24 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70724-

1.2.45.15?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2%80%9D%E2%80%9C%E5

%85%AC%E7%AB%8B%E2%80%9D&P=6&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2

2,%22%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70724-1.2.45.15?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2%80%9D%E2%80%9C%E5%85%AC%E7%AB%8B%E2%80%9D&P=6&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22,%22%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70724-1.2.45.15?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2%80%9D%E2%80%9C%E5%85%AC%E7%AB%8B%E2%80%9D&P=6&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22,%22%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70724-1.2.45.15?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2%80%9D%E2%80%9C%E5%85%AC%E7%AB%8B%E2%80%9D&P=6&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22,%22%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70724-1.2.45.15?ST=1&AT=search&k=%E2%80%9C%E9%87%91%E5%AF%B6%E2%80%9D%E2%80%9C%E5%85%AC%E7%AB%8B%E2%80%9D&P=6&Display=0&filterS=0&QT=%22%E9%87%91%E5%AF%B6%22,%22%E5%85%AC%E7%AB%8B%22&oref=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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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10 月 18 日，公立女校校友会为庆祝母校 70 周年纪念日，其举办义卖会并为母校筹得

九千余令吉活动基金，下图为当天的剪彩仪式。 

 

2016 年 8 月 30 日，金宝公立华小在其校友会的协助下，在金陵酒家举办 “教师节及筹募建校

基金晚宴” 以欢庆创校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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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星洲日报主办、金宝公立华小联办的筹款活动——“我爱百年公立情义嘉年华”。 

 

2017 年 10 月 21 日，金宝公立华小协办星洲日报及海鸥基金所联办的“爱华教义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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