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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的一生從家庭開始，家庭是學

生成長發展的基礎，也是第一個教育

場所，在學生尚未進學校之前，舉凡

生活習慣、人格養成和生活態度都受

家庭中重要他人的影響，所以家長是

孩子的第一個啟蒙師，對孩子是有相

當深遠的影響的。發展心理學家 R. J. 

Havighurst 說過：「家庭是學校的準

備，兒童在學校的表現大部分是依據

其家庭如何為其準備而定。」（吳武

典、林繼盛，1982）《三字經》中有提

到「養不教，父之過」，說明了家長在

孩子的教育上的重要性。 

1974 年知名的社會科學家布朗分布

列寧（Urie Bronfenbrenner）主張「家庭

積極參與孩子的教育，是任何教育課程

能否成功的關鍵。」研究結果顯示（吳

武典、林繼盛，1982；趙聖秋，1998）：

為讓學生在學業成就和生活適應方面能

有良善的成效，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必

須立場與態度一致。教育是由教師、學

生與家長三方面相互合作的事業，家庭

與學校必須相互配合，保持密切的聯

繫，才能對於學生的學業成就和生活適

應有助益，而學校與家庭聯繫的重要推

手就是站在第一線的導師。 

對於弱勢學生與弱勢家庭，教師

更應給予學生與家長關懷，同時改變

家長與學生，得到家長的支持與信

任，學生的問題才能有改善的契機（鍾

嘉明，1996）。研究者選擇了五個不同

背景的學生，將自身親師溝通的經驗

以敘說的方式表達，在這敘說經驗的

同時，希望能分享給在親師溝通這條

路上有困難或不好經驗者有所啟發與

感應。 

二、親師生故事 

在與弱勢家庭進行親師溝通的歷

程中，研究者以關懷為主軸，主動出

擊，和顏悅色為利器，與家長建立良

好友誼，編織親師人際網絡，彼此保

持長久互惠的關係。 

(一) 媽寶 v.s 寶媽 

誌銘（化名，以下皆同）在各方

面依賴母親甚多，在校的學習態度不

佳，我行我素，自我中心，導致人際

關係不良；母親非常寵愛誌銘，對於

誌銘的學習多有自己的主見，經常介

入教師的教學，意圖下指導棋，教師

因誌銘問題與行為，多次與母親溝

通，結果母親都是相信誌銘說的，總

是懷疑老師有偏見，導致親師關係不

良，甚至母親認為老師不適任，多次

質疑老師的作法，衝突有愈漸擴大之

勢，間接影響師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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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多次溝通失敗，教師自我

反思，先改變對誌銘與母親的態度，

能接納誌銘的問題行為，能同理與接

納母親的立場，進而發現母親的需求

是需要被認同，教師改變溝通策略，

先關懷母親與誌銘，再以溝通方式建

立親師共識，使母親正視誌銘的問題

行為，接納教師對誌銘學習行為與人

際關係的建議，共同改變誌銘的行為

問題。 

(二) 需要被認同的母親 

怡婷因為缺乏安全感，對於學習

環境適應不良而每天哭泣，原班老師

認為這是適應不良所產生的行為問

題，不是嚴重問題，只要時間到就可

以自然解決，所以沒有主動幫助她解

決適應上的問題，只是任由怡婷哭，

母親看到這情形，心裡感到不捨，想

要幫助怡婷卻被原班老師拒於門外，

母親感到不受尊重。 

原班教師又將怡婷適應不良的問

題怪罪於母親的寵溺，甚至認為母親

是外籍人士，不懂教育，母親感到非

常不受尊重，親師之間產生很多的誤

會，以至於學生行為問題非但沒有解

決反而擴大，連帶傷害家長與教師之

間的信任感，影響學生的受教權益。 

家長向學校求助，學校開會討論

結果先行轉班安置在研究者的班級，

經過觀察後，研究者發現家長的問題

更需要協助，先行協助家長建立自信

心後，讓家長成為班級經營助力，怡

婷也因為研究者的關心以及母親的轉

變，學習漸入佳境。 

(三) 沉默的小綿羊 

母親的寵愛，父親的放任，以及

認命且能幹的哥哥隨時協助國瑋做所

有的事情，所以國瑋的學習成效不

佳，甚至應該說是完全沒有所謂的學

習行為，連基本的常識認知也缺乏。 

在學校不寫任何的文字作業，只

想做他想做的事，遇到不想做的事

情，就會選擇用哭的方式或不合作的

行為來逃避。因此在學校毫無學習的

表現，國瑋的父母並沒有意識到國瑋

的學習行為已經屬於發展遲緩，不認

同老師的說法，並認為老師對國瑋有

太多要求，所以對老師所要溝通的事

情多是忽略的態度，老師在與學生哥

哥的交談中，發現有個重要關係人，

足以影響國瑋的父母親，所以便先與

重要關係人建立信任關係，再請託重

要關係人介入協助教師與家長進行溝

通，才使家長的觀念改變，接納並正

視學生在學習上的嚴重問題，進而接

納教師的建議對學生進行學習上的補

救。 

(四) 被父母忽略的孩子 

由於父母對於學習缺乏正確認

知，對於欣怡的學習表現毫不在乎，

甚至還會要求欣怡配合父母的工作作

息，以致於常常缺席、無故曠課。父

母對於學校的要求與規定毫不在乎，

造成欣怡也是如此，學習態度欠佳，

雖然是三年級的學生，但是卻不認識

國字，不會使用注音符號，問題很嚴

重，不過對欣怡來說，她的學習黃金

時期已過了大半，不僅是課業要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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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連行為也是有相當大的問題。現

在要補救與改正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

與精力。 

年紀漸長的欣怡，開始感到外界

的異樣眼光給她的壓力，對於學習更

畏懼，寧可不動不寫不說，也不要讓

同學知道她的不足，老師多次與父母

要溝通關於欣怡的學習問題，父母都

不接電話來躲避，老師也曾經與欣怡

一起等父母，趁機與父母談，但父母

多是言詞閃爍，表面應允，過後又是

故態復萌甚至更嚴重，一周上課僅半

天，其餘時間都是曠課，父母都不接

聽電話。 

因為老師找不到父母，就找外婆

溝通，老師與外婆取得共識，請外婆

與怡婷的爸媽溝通要正視怡婷的學習

問題，但是父母還是逃避不肯面對，

最後老師便與外婆商量，暫由外婆擔

負照顧欣怡的重要責任，讓欣怡可以

正常到校學習，也鼓勵欣怡參加學校

校隊田徑隊，在田徑隊中，欣怡因為

天分好，表現愈來愈棒，得到了很大

的鼓勵，有了自信，欣怡後來的學習

逐漸有起色。 

(五) 父親「疼․愛」的單親孩子 

單親家庭長大的志偉，個性內向

安靜，父親對他的管教方式是打與

罵。志偉在只有打罵教育的家庭環境

中長大，學習對他來說竟是一件可怕

的事情，因為學不好會被打，考不好

會被打，缺乏自信與學習的動力，當

然就他的學習權益來說，也是受到忽

略而不被重視的。父親自成一格的家

庭教育模式，卻讓他在不知不覺中喪

失學習的興趣，甚至因為父親傷害他

的身心，讓他自尊受損，在學校是畏

縮與退卻的，人生觀消極，對於未來

沒有任何的期待，甚至認為自己是不

重要的人，在世界上可有可無，產生

了輕生的想法。 

老師在了解志偉的家庭背景之

後，發現父親對於教養的資訊不足，

此外家庭的經濟壓力，常常讓父親情

緒不穩，於是老師求助於社會局與心

理師，一方面提供父親正確的管教觀

念，一方面提供學生在校的補助，減

輕父親的經濟壓力，父親感受到老師

對志偉的關懷，慢慢的也改變對志偉

的管教方式，志偉經過輔導之後個性

漸漸開朗，學習漸入佳境。 

為建立志偉的自信，老師也鼓勵

志偉參加學校社團，老師與田徑教練

商量後，決定讓志偉參加，擔任練習

生，讓他在團隊中找到依靠，找到同

伴，甚至是自信心，如此志偉對於自

我的存在有期待，不再有輕生的念頭

了，課業的表現也有進步，學習態度

也積極許多。 

三、分析與評論 

在研究者藉由自身的教學經驗反

思中，發現一切的親師溝通皆起源於

教師能發現學生的需求、問題、困難

（方志華，2001）。但是教師要如何去

發現學生的需求、學生的問題以及學

生的困難？除了教師要深入認識學生

及其家庭背景之外，還要有一顆關懷

學生的心。認識一個學生並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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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是要真心關懷他，學生的學習

或行為表現不好，不應該只是指責學

生而已，事出必有因，應該往這個現

象的背後看去，去同理感受並找出真

正的因素。 

(一) 親師溝通中再造關懷關係 

研究者發現學生的學習或行為表

現不好時，先不把這個表象稱做問

題，而是用另一個角度—關懷學生—

切入，將學生行為或學習出現問題這

個表象，看成是學生的需求或是困

難，學生發生了問題行為，家長在溝

通中對教師產生不信任或敵意時，就

是在向外發出求救訊號，教師必須能

接住這個訊號，覺察學生與家長的困

境，如此便能將心比心，同理關懷他

們，以接納的態度而不以責備的態

度，去看待學生與家長（方志華，

2010）。 

研究者發現學生的學習或行為表

現不好時，先不把這個表象稱做問

題，而是用另一個角度—關懷學生—

切入，將學生行為或學習出現問題這

個表象，看成是學生的需求或是困

難，如此便能將心比心，以接納的態

度而不以責備的態度，去看待學生（方

志華，2004）。 

研究者在這些親師溝通的經驗

中，分析出應該由：關懷同理地發現

問題→提供解決策略和資源→看見新

關係的轉變→看見學生轉變，來達到

保障學生的受教權的目的。茲以本文

的故事為例分析如圖 1： 

 
圖 1  親師溝通中關懷關係的再造 

 

1. 提供家長適宜的資訊與資源 

家長愛子心切，但在教養方面卻

錯用方式，造成親子之間的緊張氣

氛，連帶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與人際

關係。研究者以關懷家長的心態與家

長訪談，發現家長的需要，便在適當

機會提供合宜的教養資訊，以及提供

經濟上的協助，解決家長所面臨的燃

眉之急，家長得到協助之後，能適時

的改變自身的教養態度與方式，學生

的需求就能迎刃而解了（如故事五）。 

2. 重整親師生的新關懷關係 

教師與家長之間溝通不良，以致

家長無法提供適當的協助，因為無法

立即改變家長，所以教師先自我反

省，敞開心胸後，改善溝通的態度與

方式，以關懷的心去接納學生與家

長，以關懷的態度，重新檢視學生與

家長的需求，建立新的親師關懷關

係，親師便能共同正視學生的需求與

困難，有此共識之後，就能攜手協助

學生解決困難（如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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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尋求新的關懷關係管道 

當教師無法經由溝通讓家長認同

教師的理念，亦無法在學生的需求權

益上，提供必要協助時，教師必須由

學生、家長的重要人際脈絡中去尋求

重要關係人介入與協助：途徑之一是

讓關係人影響並協助家長，改善親師

的關懷關係，讓家長認同教師的理

念，善盡應負責任，並提供必要的協

助，維護學生權益（如故事三）。如重

要關係人適合的話，教師就須以學生

權益為重，轉而與重要關係人建立良

好的關懷關係，請求重要關係人替代

家長之職，照顧學生（如故事四中的

外婆），解決學生當前迫切的需求，將

學生導入學習的正軌。 

4. 發現並展現家長優勢，創造四贏 

若發現家長心有餘而力不足，教

師便需要先從關懷家長開始，幫助家

長找出他的需求與困難，給予家長適

當的協助，家長對於教養之責感到無

法勝任，教師就協助家長建立自信，

學生的需求就能順勢解決，且家長的

優勢也能成為教師在教學歷程中的助

力，創造四贏—教師、家長、該名學

生和全班同學(如故事二)。 

(二) 關懷取向的親師溝通金三角：學

生受教權、家長責任、教師關懷 

教師與學生、家長在這學習共同

體中是彼此緊密相關的，親、師、生

此三角關係，如同 Heider 平衡理論的

P-O-X 模式（徐西森、連廷嘉、陳仙子、

劉雅瑩，2002；楊錦登，1999)，無論

如何都要達於三角平衡，而教師在這

關係中必須是主動協調的靈魂人物，

以關懷的心維護學生的權益，以關懷

的態度尋求家長的協助與支持，親師

共同打造優良學習環境，讓學生可以

快樂學習、快樂成長，此親師生的三

角關係趨於平衡，學生的學習表現與

成就便能向上提升。研究者將關懷取

向的親師溝通的三個重要因素稱之為

「關懷取向的親師溝通金三角」，如圖

2。 

 
圖 2  關懷取向的親師溝通金三角 

 

關懷取向親師溝通啟動之源是學

生的受教權益，溝通的目的是喚起家

長的責任，溝通的黃金密碼是教師的

關懷行動。 

(三) 弱勢家庭的親師生關懷關係就好

比是一棵成長中的樹苗，教師輸

送家長到學生間的養分 

學生的受教權，受憲法第 21 條的

保障的，學生到學校受教育，學校要

確實公平的給予每一個學生相同的機

會，教師要平等的對待，此外，家長

也應要為保障學生受教權而努力。家

長對於孩子是負有教養責任的，對於

他的學習也該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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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弱勢家庭的孩子，常因為家

庭經濟的弱勢、家長的教養觀念的偏

執、家長過度的保護與干涉，使得他

們的受教權益受到了損害，身為教師

應關注並正視這個問題，為學生爭取

和保障公平的受教權益。 

教師以關懷取向的態度所建立的

良好親師溝通，改善弱勢家庭中家長

的態度，持續與改善弱勢家庭教育的

功能，除保障弱勢家庭的學生有公平

的受教權益，也保障了弱勢家庭的學

生的所接受教育的品質，建立學生受

教的優良環境，學生得以有安全無虞

且品質保證的學習環境，能快樂的學

習，培養學習的興趣，建立終身學習

的習慣。 

研究者認為弱勢家庭的親師生關

係就好比是一棵成長中的樹苗，家長

就是那樹根，教師就是那樹幹，學生

就是繁茂的枝葉和果實。家長給予大

樹成長的基本養分，藉由教師的轉化

力量，給予學生更大更豐富的養分並

輸送給學生，學生在獲得來自家長與

教師的充足養分之後，便能成為獨具

風格的大樹。家長就是那棵大樹的

根，不停的吸收與供給大樹成長所需

的養分，教師就是大樹的重要枝幹，

確定這些養分的補給可以確實的分類

送達，支撐著大樹，也能將大樹所自

行建構的養分回送給根部，就如學生

對家長的回饋。 

 
圖 3 弱勢家庭親師生關懷關係 

 

因此，以學生受教權為前提，提

供家長必要與適當的協助，把握「三

心二意」（關心、耐心、用心、善意和

敬意）的溝通態度，尊重和接納家長

也和學生一樣，都有的個別差異。親

師溝通的啟動要適時，進而經營良好

的親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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