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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的根是苦澀的，教育的果是甜美的」（鄧運林，1995），臺灣人口出現

少子化型態，開放式教育讓家長、孩子對規範法律及社會倫理的價值觀無限上

綱，導致孩子被過度保護及驕寵，以致家長對學校、老師的態度與社會風氣讓老

師每日教學如坐針氈，一位老師要照顧多位幼童實在壓力不小，每日上班前調整

心態，希望今日上班能無風無災幼童安然無大小事發生？常因少子及過度保護造

成親師間認知不同的衝突與不信任，幼教師漸漸退場的現象也開始出現，嚴重影

響整個教育生態，長久以往，不知還能留住多少老師。尤其是優秀的幼教師資流

失，更是國家基礎教育的損失。故本文探討學前教育階段親師衝突之原因，並提

出解決之道，以供托嬰中心家長及幼教師資參考。 

二、探討親師溝通的衝突 

教師與家長間的教育理念經常出現不一致的情形（盧信如，2020），因家長

就是很單純地愛孩子，很擔心才會口出惡言，但內心其實沒有惡意，親師之間只

是對於彼此生長背景、生活經驗的不同有所不瞭解，對學校、老師持觀望、不信

任甚至有敵意的態度，因此會造成未見而先否決掉值得信任的一面，也因有道聽

塗說的誤解，更加阻礙了雙方的溝通與瞭解，一點小事都可能吵成大事甚至牽扯

到法律。教師親師溝通具有多元性溝通內容，與家長溝通時能夠把握溝通時間、

善用有限的資源，達到彼此互助合作的橋梁（林慧婷，2021）。以下探討親師衝

突的原因。 

(一) 老師與家長角色不同，彼此心態的差距 

校園事件發生當下老師的態度一定要冷靜面對，先道歉再完整敘述事件的發

生經過，「因為孩子正處於模仿階段，過程中家長跟老師都要留意言行舉止。」

事情常因身分的不同及當下心態上的不對稱產生一些溝通不良的觀感，親師溝通

時也常發生以為對方的說法因配合盡速改善而產生過度依循校正，忽略了自身專

業，或者因對方言語太偏激而完全不願採納，顯現出有些「差距」問題。 

(二) 同理心，圓滿溝通 

對於發生同一件事情，若雙方無法靜下來思考、互不退讓，則會形成雞同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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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情形，若能以對方角度來思考處理發生的事件，並盡量從同一個角度來看待

應解決的問題，攜手尋求解決之道，以「同理心」來思考，應可讓事情圓滿大事

化小、小事化無。 

(三) 斷章取義，偏離主題 

古云：「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曲解了原話意，凡是就會偏離主題。由於家

長和老師所處的立場不同，聽者也常聽對自己有利的話語，因此，看待同一件事

情的角度也各不相同，也常因為一句話讓聽者不舒服造成斷章取義偏離了事故的

緣由，所以「著重點」不要夾雜講述者的判斷，詳盡跟家長交代並且說明整個事

件發生的來龍去脈，處理的過程中更要「自然」提及現場處理的用心處及未來如

何防範及改善。 

(四) 指責說教，態度強勢 

有的怪獸家長認為幼童在校學習，認為教育與學習應該都是老師的事，常出

現以指責說教的不講理強硬態度出現，而呈現出一副興師問罪的狀態，破壞親師

間的和諧溝通，形成質疑老師的專業態度，以道聽塗說，妄下評斷。 

三、親師衝突的解決之道 

人與人間不可能不互動或接觸，如食、衣、住、行、育、樂任何一項都需與

人際互動打交道，孩子上學也有親子與親師的互動衝突問題，因此溝通技巧就是

減少互動中衝突很重要的角色，溝通做得好才能讓孩子學習上有最大的助益，如

何減少親師衝突呢？說明如下： 

(一) 安心時機 

教師應把握第一次新生入托的幾分鐘初始接觸，就詢問照顧者孩子在家生活

照顧方式及家長教養方式，請照顧者將日常應有共同關切的正題讓老師知道，老

師也應該讓家長知道孩子每日在校學習及生理需求與學習表現狀況。親師溝通中

語言技巧應讓溝通中家長感受到關心、愛心、耐心，不要有不耐煩的感覺，以傾

聽家長語言的態度，當家長有疑慮或抱怨時，以傾聽方式讓家長訴說，勿直接否

決或不耐煩的態度。 

(二) 教師的態度 

教師應給家長的第一印象介紹自己讓家長知道老師的專業背景、教學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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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學生方法，做好前置溝通及傾聽，在溝通前托育人員先內化自己，並以角色

互換心態作為前提，並能耐心溝通及傾聽。以累積的工作經驗取得家長對老師及

學校的信任，家長感受到教師的教學、做事、對話都審慎，感受到你是專業的。

溝通時以學校為主軸，建立良好的親師關係，因有好的團隊才有好的托育人員，

不好的團隊，其隊員也是豬隊友而已，最後要會借力使力，化阻力為助力當遇到

阻力，以正向思維、方法、想法及態度應對，期化阻力為助力，切忌不要怨天尤

人。 

四、結語 

「好態度贏得好溝通」所有的溝通問題就不會是問題，溝通是在談「如何使

用語言」讓彼此的情緒與共鳴能互相瞭解，而並非僅止於在於口才或演說技巧，

能力的根源在於「工作習慣」與「工作態度」（事的了解），以及「對人深入了解

的習慣」（人的了解）。在與對方溝通訊息前應重視說者並注視對方，然後有適當

的回應，盡量專心聆聽也不要打岔（區辨訴說者呈述是事實或個人推論、偏見），

切勿有不耐煩的小動作，在對談到一段落後，給對方回饋，讓對方瞭解自己的感

覺舉看法；養成「工作習慣」、「工作態度」，以及「對人的了解」，就能夠改善溝

通的能力。隨著少子化嚴重，雙薪家庭只選擇生一個孩子，集寵愛於一身，愛子

心切有關孩子的大小事都會特別關心，「家長陪伴孩子，我們陪伴家長。」期望

孩子能順利成長，很大原因來自於良好的師生關係，當老師用心對待孩子，家長

一定感受的到，同時有助於孩子學齡前的成長。因此，學校應積極主動、更深、

更廣、更具體、更普遍推行各項親師合作、親師交流；行政人員應整合資源讓學

校相關資訊公開並傳達，達到親師網絡不間斷。 

學校只是輔助，家庭教育才是最重要的。期望家長應主動義務參加子女學校

教育，不要存有「教育非家長的事」之觀念，家長以協助非干預的角度與學校、

老師溝通及互動，勿以權威、抱怨、自大、自卑、與學校造成相當的誤解、疏離。

老師觀察孩子的時間越長，其實可看出家庭環境及學習模式，而且能提前發現潛

在的發展問題，能及早發現，經由復健一段時間後，孩子與其他孩子沒有什麼不

同。「人之兒女，己之子女」，托育人員應以主動替代被動抱持正向態度，讓每位

不同背景、特性不同，的家長都可以接受溝通，雖然方式會不盡相同，托育人員

也比較辛苦，在面對家長的檢核是共同解決、一起探討孩子教育問題，因此托育

人員應事先了解每位家長的特性、家庭背 景，例如對小孩的教養態度、學習期

望，減少與家長溝通時而發生不愉快，進而給予家長適切的建議及反應，使意見

交流能順暢進行。老師會因應不同孩子的個性、本質，幫助需要補強的地方從孩

子的差異間與家長溝通出對孩子最有利的調整與學校、教師應有共識與認知，以

改善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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