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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日與在私立幼兒園服務的同學

A 小聚，出社會的我們自然地聊起各自

的工作甘苦談。看著同為教育投身的 A

關心的話多了幾句並仔細聆聽 A 在工

作上遇到的困境，想著給他一些建議和

鼓勵。A 便娓娓道出他在幼兒園服務時

經常碰到的親師合作的艱困任務。 

二、搭起親師溝通的橋樑 

「老師，你怎麼教這麼慢？」家長

經常這樣詢問 A「學生說回家都沒複

習，這一課都還未學好怎麼教下一課

呢？」A 很無奈地說出他的心聲。親師

問題百百種，解決的方法也不盡相同，

但面對親師問題時，老師與家長必定要

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樑，開始進行親師合

作。「親師合作」是指以學生為主體，

家長與學校中所有教育人員之間，有關

互助、交流與合作，共同擔負教育學生

的責任、權利與義務的一種互惠關係的

歷程（李建興，2013）。建立親師合作

的關係並非是單方面的，需靠家長、教

師雙方的努力，老師以聯絡簿、電聯、

家訪等方式傳達學生在校生活、學習情

形以及需要家長協助的事項；而家長可

以花些時間陪伴孩子與其對話，若家長

與老師在孩子的學習上、生活上遇到疑

問、難題，雙方應當互相提出、互相協

助，尋求對方的建議與支援並共同解

決。若成功搭起親師間溝通的橋樑、順

利的合作，對孩子來說將會是學習最大

的助益。 

三、親師合作的現況與問題 

(一) 家長的態度 

部分家長因過去自身求學生涯經

驗不佳、工作背景因素等認為讀書無

用，對學校、老師持觀望、不信任甚

至有敵意的態度，不利於老師去溝

通，老師若真的無法一人解決問題，

也無須單打獨鬥，應尋求相關處室協

助幫忙。 

(二) 工作繁忙、無暇兼顧 

家長因生活、經濟壓力被工作壓

得喘不過氣以致於無法抽出固定時間

去了解小孩在校生活及學習情形，其

實陪伴小孩不需在乎時間的長短，可

以透過每日用餐時間的閒聊去關心小

孩亦足矣。 

(三) 教育理念的差異 

家長與老師彼此教育理念的差異

造成誤會、衝突，從老師角度會認為

家長干涉教學，而家長則認為老師不

聽取意見。面對這類的問題，可以透

過親職日敞開心胸、開誠布公地討論

雙方如何從差異間做出對小孩最有利

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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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師的教育知能 

教師應定時參加研習來加強輔導

的知識、溝通的技巧，如此一來在面

對學生的問題更能以適當、正向的語

言去鼓勵學生並獲得家長的認同。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孩子是國家的未來的希望，在求

學的階段如何讓他們在安全的環境下

獲得快樂的學習、健全的身心發展，

是身為父母及教育工作者最甜蜜的任

務，所以我們應當攜手負起責任而不

是相互推託，能夠看著孩子從零開始

學習之後的每一步成長直到他們能夠

展翅高飛，這才是最重要的。 

(二) 建議 

1. 給教師的建議 

建立良好的親師溝通管道是十分

重要的，每位家長的背景、特性不同，

可以接受的溝通方式也不盡相同，所

以教師在這方面會比較辛苦，因為要

先行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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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等等，減少未來與家長溝通時而發

生不愉快的經驗。 

表 1 Williams,Alley,&Henson（1999）家長類型。 

家長類型 定義 建議 

無敵意、合

作型 

會配合教師

和學校對學

生的要求。 

大部分的家

長都是無敵

意、合作型

的家長。 

家長類型 定義 建議 

焦慮型或壓

迫型 

很擔心自己

的孩子會輸

給別人，主

觀性強。 

教師在討論

其子女優缺

點時應有限

度，點到即

可，然後教

師做個積極

的傾聽者。 

自我涉入型 聽到教師對

於孩子的評

論，總感覺

是 在 說 自

己。 

要明確告知

其子女的行

為表現，在

講小孩的缺

點同時也要

說優點。 

否定型 認為孩子沒

有任何問題

就是好事，

這樣教師最

好 不 要 找

他。 

學生表現適

當行為時，

教師要藉家

長在家中獎

勵學生的適

當行為。 

抵抗型 家長有自己

的 教 養 計

畫，往往不

聽 教 師 建

議。 

教師不要給

家長建議，

而是把問題

丟回去，協

助他們完成

自己的教養

計畫即可。 

嚴苛型 家長經常像

行政人員一

樣看待教師

的 管 教 行

為。 

提醒教師特

別注意體罰

是法令禁止

的，即使是

家長要求，

也不可以對

學生進行體

罰。 

懷有敵意型 對教師的管

教 極 度 不

滿，會到學

校來理論。 

若此類家長

找到學校理

論，當家長

發 洩 情 緒

時，教師不

應當回嘴，

要以專業人

員應有的態

度並且平靜

的等待適當

時機說明，

若家長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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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類型 定義 建議 

身攻擊的語

言，教師可

立即結束會

談並告知家

長需重新安

排 會 談 時

間，若教師

在會談過程

中 過 度 防

衛，可能會

使事情更加

嚴重。 
資料來源：整理自電子出版物－熱情、魅力、責任，青果

數據中心（2016）。 

2. 給家長的建議 

美 國 社 會 學 家 柯 爾 曼 等 人

（Coleman et al.，1966）的調查報告書

指出家庭是影響學生學習表現的重要

因素。譚光鼎（2010）指出對於兒童

發展而言，比較重要的是「父母親的

行動」（what parents do）（家庭歷程）。

家庭是人出生後最先接觸的小型社會

直至進入教育場所，即便進入教育場

所，我們依舊不能忽視家庭教育對孩

子學習的重要性，所以單靠學校的努

力是不夠的，尚需家長的配合教育才

會事半功倍。當然每位家長的教養方

式有所不同，但對於陪伴孩子學習成

長，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少些責罵、多

些鼓勵關懷；減少對孩子碎念、多些

傾聽孩子的心聲，並且以身作則。遇

到教養上的差異問題，父母之間也必

須有良好的溝通，才能避免父母教養

不一致的問題產生，若真的遇到較棘

手的教養問題，也不要不敢尋求外

援，可以向孩子的教師討論解決辦

法、尋求建議，因為教養孩子的責任

要單獨扛起並非易事，但筆者相信父

母看見孩子的成長後，教養的辛苦都

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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