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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 LINE 於班級親師溝通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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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教師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請問明天要帶的蠟筆，是 12 色的，還是 24 色的呢？」 

「我家小明今天忘記帶國語課本回家，有人可以拍給我們看嗎？」  

隨著智慧型手機日益普及，教師、家長人手一機，過去必須寫聯絡簿、挑時

間打電話給導師傳達的訊息，都化做 LINE 上一聲聲的叮咚，全天候敲打著導師

的手機。當親師溝通進入數位化時代，國小、國中甚至高中校園，開學第一次家

長日會議上，一定免不了有家長主動邀約導師和全體與會家長，或是請導師成立

一個班級專屬的 LINE 群組，方便大家隨時保持聯絡。 

《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第 3 條規定：「家長、家長會

及家長團體，得依法參與教育事務，並與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及教師共同合

作，促進學生適性發展。」另第 4 條第 4 項規定：「家長為維護子女之學習權益

及協助其正常成長，負有下列責任：與教師及學校保持良好互動，增進親師合

作」。由此可見，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既是權利也是義務，加上現今社會少子女化

現象，每個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寶貝，父母教育的重心及關切全落在家中僅有的

一兩個孩子身上，無可避免地，親師間對教養態度的共識便顯得更為重要，若能

建立良好且有效的親師溝通方式，能使教師在班級經營及教學推動上更加得心應

手。 

筆者服務的學校，大多數導師亦都有使用 LINE 與家長聯繫，做為親師溝通

及傳達訊息的平台，溝通的內容包括了訊息通知、學習及行為問題溝通、活動照

片上傳……等，每位教師在使用 LINE 與家長溝通的頻率皆不一樣，部分很頻

繁，部分則有需要時才使用。如何妥善運用才能讓教師和家長正向溝通？避免造

成誤會甚至引發紛爭？有感於此，本文主旨在探討 LINE 做為班級親師溝通平台

有哪些實務上的優缺點？並提出結語與建議，期提供教學現場教師們運用 LINE
作為班級親師溝通之參考。 

二、新型態的親師溝通—LINE 

親師溝通是學校的教師與家長，運用多元的管道進行訊息、情感的互動，建

立共識、滿足雙方需求，進而使學生能適切發展（石育倫，2011）。隨著網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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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興起，無論是教育、經濟或人際互動方面，都為社會帶來許多不同層面的影

響及改變，在資訊傳播如此迅速的時代，教育的生態也隨之產生變化，包括親師

生的互動模式也逐漸發展出數位化的溝通管道。 

LINE 的特點為用戶間透過網際網路，不需額外費用情況下即可與其他用戶

傳遞文字、語音、照片、圖片、影片及網站連結等數位化資訊。教師及家長間利

用 LINE 各項功能進行親師溝通之方式，筆者實際體驗如下： 

(一) 聊天室 

1. 班級群組聊天室：公布班級訊息及研討班級共同事務。 

2. 家長個別聊天室：討論孩子個別問題。 

(二) 相簿功能：建立班級相簿，家長可隨時瀏覽及關心孩子的在校活動情形。 

(三) 記事本：用於公布重要班級訊息，討論需投票表決的議題，或分享親子文

章、交流孩子的教養心得。 

(四) 免費網路電話：親師可隨時撥打免費網路電話作立即性的溝通，以增進親

師溝通之效率。 

惟親師溝通運用 LINE，仍有諸多困境。吳麗君（2015）提及，有透過 LINE
的串連，家長推舉代表至校長室要求更換老師。此已偏離預想的溝通本意。李釧

如（2014）認為，比起當面討論，LINE 增加了想像空間，容易造成人際間的誤

會。顯見溝通管道不同，對於使用者心理上，亦有相異感受。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Berlo（1960）即提出模型用以描述溝通行為，區分六個要素：發訊者、

編碼、訊息、管道、解碼及收訊者。LINE 無疑居於「管道」元素，具工具中立

性，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端視如何應用。林靜蘭（2019）認為，LINE 在
傳遞簡單的訊息上是絕佳的好工具，但在突發事件則建議視情況運用其他不同特

性的溝通管道。總之，有關 LINE 的使用規範，親師間宜事先約定，雙方並應視

情況兼採其他溝通方式，將有助親師間溝通品質。 

三、LINE 運用於班級親師溝通的優點 

LINE 的操作簡單便利，運用於班級親師溝通之優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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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突破時間、空間的侷限 

LINE 可隨時分享班級相片及影音，並可發布班級訊息於留言板及建立班級

相簿等諸多功能，除了使家長更能隨時掌握孩子在校的學習情形，也能即時與家

長溝通互動。 

(二) 大幅拉近彼此的距離 

LINE 貼圖式的表情符號，幫助雙方溝通與表達，建立面對面溝通的臨場

感，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打破親師雙方因個性問題、互動不足及沒時間等傳統

溝通障礙，強化親師溝通。 

(三) 促進親師生成為學習的共同體 

利用 LINE 的各項功能，提供學生在校資訊、輔助聯絡簿與分享教養、生活

資訊。也可進行班級事務的線上討論，讓親師生成為學習的共同體，進而凝聚班

級的向心力。 

(四) 經濟實惠的溝通渠道 

運用 LINE 免費網路電話與家長作語音通話，節省一般手機電話費用。和家

長溝通孩子的學習狀況時，較不必擔憂長時間通話費用，雙方較能充分表達。 

四、LINE 運用於班級親師溝通的缺點 

透過 LINE，不論身在何處，家長都能利用智慧型手機或電腦隨時掌握孩子

的學習狀況及行為表現，對於家長來說方便又快速，但對於教師或是孩子，隨時

隨地的 LINE，確也造成不少的困擾與隱憂。 

(一) 可能養成孩子惰性及弱化自我負責的態度 

「作業忘了帶回家、發下來的考卷不曉得怎麼訂正……」這些本來是孩子自

己該注意的問題，很多家長卻在 LINE 的幫助下，不知不覺成了孩子的代理人，

只要在 LINE 上問問，馬上就會有人提供協助。久而久之，反而失去了培養孩子

主動積極與反思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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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長把教師當作便利超商 

有些家長把教師當成好朋友，喜歡下班後和教師私訊聊天，談論太多自家孩

子的瑣事，讓教師不堪其擾。也有家長因為太擔心孩子的課業或在校表現，晚上

和教師頻頻私訊，佔用教師的休息時間，無形中造成教師的壓力，教師成了

7-ELEVEN，提供過長的服務時間。 

(三) 家長過度介入班級運作 

有些家長過度介入班級運作，從座位安排到每日功課、考試評分，什麼事都

要管，干涉班級事務運作，甚至只要稍有不滿，就在群組中公開質疑教師，讓教

師疲於應付。 

(四) LINE 群組淪為爭吵的戰場 

不同於實體面對面接觸，LINE 傳訊時並無法觀察對方表情及肢體動作，致

使常有誤判情況可能性，容易造成人際間的誤會，若是用語欠周，很可能言者無

心、聽者有意，造成無謂的糾紛。例如孩子間的紛爭，未及經教師的協調處理，

家長即各自在群組裡發言，甚而情緒性指控對方，或者串聯群起效應，有時教師

也深陷其中，這樣非理性的溝通，對親師生三方都沒有好處。 

五、結語 

LINE 於親師溝通的運用似無所不能、包羅萬象，惟因其功能強大，且具有

網路通訊突破時空限制特性，常造成家長於非上班時段傳訊、過度頻繁使用等過

當使用，造成教師困擾和焦慮，反衍生溝通之負面因素；實有必要建立共識，共

同制定親師間運用 LINE 的使用規範。且透由 LINE 溝通，以文字及貼圖等表達，

畢竟元素有限，常衍生誤解而不利良性互動。因此，妥善的使用規範亦有助於建

構合理的使用情境，營造相互尊重的氛圍。另一方面，各種溝通媒介有其特性，

除了取其長避其短，人際之間亦需要多元溝通管道，方能更圓滿地達成交流目

的。LINE 拓展了可用的溝通面向，但教師不宜慣性地只倚賴一種特定的溝通管

道，傳統親師溝通的方式仍不可偏廢，需妥善運用，且兩者相輔相成，定能建立

和諧信任的親師關係。 

綜上所述，面對現代社會幾乎人人使用的通訊工具 LINE，如何妥適且有禮

的運用於班級親師溝通，提出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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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展親師共識之使用規範 

教師可以在開學後舉行的家長日即與家長討論訂出使用規範，使彼此有所依

循。例如：發言使用的時段，不宜太晚或太早。倘教師不方便線上立即通話，可

約定回覆訊息的方式給家長。若有需要溝通孩子的個別狀況，應以私訊方式，或

事先約定好時間。一開始就把規範講清楚、約法三章，日後的誤解就能減少。 

(二) 理性發言，相互尊重 

LINE 群組是個多人共見的通訊平台，所有人在上面都應該理性發言，避免

情緒性用語，以免造成不必要糾紛，大家遵守發言禮節，溝通氛圍會更和諧。 

(三) 個別意見私訊溝通 

沒有人喜歡被公開指責，因此無論是家長對教師的發問或建議，屬於個人意

見的部分最好私訊詢問，避免造成教師的壓力，也排除可能被不相干家長錯誤解

讀而衍生副作用。 

(四) 採用多元化親師溝通管道，LINE 作為選項之一 

視溝通情節及條件，教師可兼採其他方式，權宜使用： 

1. 中學以下的學校多有使用聯絡簿，讓孩子自行整理回家作業、通知單，實為

一種責任感的養成教育。非急迫性的問題可在聯絡簿詢問，畢竟教師也不是

隨時都有時間看手機，善用聯絡簿可養成孩子為自己負責的好習慣。 

2. 情節較為複雜且需深入討論者，仍應採用面對面討論，或事先約定時間以電

話交談，於此種情境因已限制特定地點及較長時段，將有較深入對話及較高

的交談品質。 

3. E-mail 適用於需交換附加文件時機，及告知需考慮決策的事項。 

4. 班級網頁可達公告週知效果，且教師張貼後，家長即可隨時隨地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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