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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面對親師溝通的困境及因應之道 
薛逸珊 

臺北市立永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 

一、前言 

現今的教育觀念，已不再是只有學校教育，家庭也佔很重要的角色，親師溝

通即成為一個必須好好重視的課題，適當地結合家長才能共創雙贏局面。 

依據《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第七條：「家長或學校家

長會對學校所提供之課程規劃、教學計畫、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評量、輔

導與管教學生方式、學校教育事務及其他相關事項有不同意見時，得向教師或學

校提出意見。教師或學校於接獲意見時，應主動溝通協調，認為家長意見有理由

時，應主動修正或調整；認為無理由時，應提出說明。」由此可知親師溝通在孩

子學習路上是相當必要的。 

理想情況是彼此擁有友善、開放、雙向的溝通模式與合作關係（張耐，2004），
但社會變遷瞬息萬化，家庭結構改變、雙薪家庭增加、隔代教養替代等種種因素

下使我們所希望到達的境界充滿阻礙。 

二、親師溝通的困境 

    親師溝通是指教師與學生家長之間的相互交流溝通的歷程，可探討學生的學

習表現、興趣發展、生活常規、行為態度等學習訊息（張慧玉，2017）。但親師

溝通仍有其執行上的困難，以下述說親師溝通所面臨到的困境： 

(一) 親師教育水平逐漸拉近，教師不再獨掌教育 

臺灣傳統社會觀念，認為學歷高就是高人一等，因此過去家長易信服與教師

間的溝通和觀念。而現今我國教育相當普及，幾乎人人都擁有大學或更高的學歷，

家長與教師學歷漸漸趨於同一水平，再加上現代產業型態日趨複雜與精緻，邁入

高科技及服務導向的時代，也給予現代家長知識水平提昇的機會（陳展宇，2016）。
家長的社會經驗比教師來得豐富，對於教育也有自己的主觀性與看法，有些甚至

有能力介入教師專業，此時親師溝通就會出現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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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與家長的認知差異大 

教師和家長來自不同生長背景，又因彼此角色、價值觀不同，而有各自的教

育認知與觀念（江岱蓉，2013）。教師當久了可能會有身為知識份子的優越感，

但有些教師帶小孩的經驗未必豐富，當教師認為自己的教育不能被侵犯之時，與

家長間的溝通就會產生磨擦。 

(三) 溝通工具容易變成誤解根源 

資訊流通快速帶來許多便利，社群網站如臉書、通訊軟體如 LINE 等，逐漸

取代了傳統的聯絡簿及電話，但就是因為這麼方便，家長可能過多介入班級運作，

遇到突發或緊急事件，也可能發送出情緒性字眼，王韻齡（2015）認為家長的情

緒性指控會發酵，只要有一個人首先發起，暗示老師偏心或教學不認真等，就易

引起其他家長跟進，進而演變成一股反對老師的勢力。文字真的無法表達完整的

心情感受，每個人的認知也不盡相同，最後造成誤會，甚至關係破裂，難以收拾。 

(四) 家長忙碌於工作，造成溝通鴻溝 

根據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統計資料，國內 2016 年已婚女性就業比例為

57.24%，相較 1979 年將近多了 25%，且資料顯示逐年增加（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6）。多元開放的社會，雙薪家庭大增，許多忙於工作的家長沒有時間來接送

孩子，轉由爺爺奶奶、安親班老師代接，能夠與教師面對面溝通的機會少之又少，

也可能家長已被工作壓得身心俱疲，又如何有充足的心力顧及孩子的學習狀況和

親師間的溝通呢？ 

三、因應之道 

不論教師或家長，都希望孩子能夠接受最完善的教育、擁有美好的童年，所

以親師要攜手合作，凝聚共同意念，突破彼此相處溝通合作的困境。以下提出因

應之道供教師參考： 

(一) 精進教師專業知能 

進入教育職場後，因為單純安逸環境，許多教師就停止學習了，但社會持續

變遷、進步，家長面對競爭力工作環境，一直在提升自我能力，身為教師更要跟

著社會的步伐持續精進，在親師溝通觀念上擁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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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透過社會觀察補足教師社會歷練不足 

許多教師一出社會就當老師，既是第一份工作，也是最後一份工作，失去了

接受社會歷練的機會，筆者擔任教職以來也相當感同身受，真的很難去理解、體

會外在社會的辛酸苦辣，教師應該要踏出去多認識、觀察教師以外的社會群體，

多接觸社會的不同面向，豐富社會經驗後，相信能夠拉近與家長間的社會距離。 

(三) 訂定親師皆同意的通訊工具使用規則 

 資訊是工具，可由家長代表與教師共同討論通訊工具使用的必要性，若確定

要使用，教師須建立規則及界限，讓家長一起遵守，像是若非緊急狀況晚上時間

不使用通訊工具聯繫教師、班級通訊群組中（LINE）只討論與班級事務相關事

宜…等，在校時間由於教師要陪同孩子好好學習，另外也必須擁有個人休息時間，

而個別意見要私下並且當面與教師溝通，在彼此衡量協調下始能減少不必要的誤

會。 

(四) 轉換方式與缺乏時間的家長溝通 

現今家長工作繁忙，親自與教師談話機會甚少，而面對面溝通的替代方案為

電話聯繫，親師可彼此交換較能好好電話談話的時間，互相配合遵守，靜下心來

且沒外務干擾的情況下，溝通時間雖短卻能夠達到較好成效，再者可使用迷你通

訊卡與家長溝通，內容用字遣詞要好好思量。 

四、結語 

教育我們的下一代，除了家長願意參與教育事務、教師積極主動關心孩子，

更重要的是親師雙方共同經營良好的親師溝通與合作關係，密切合作就能達到事

半功倍之效，親師溝通合作愉快，孩子會獲得更好的學習，教師也能夠激勵自我

成長，家長與孩子間的關係也更貼近了，一起共築美麗的新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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