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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家庭是每個人出生之後第一個接受教育的處所，父母親是最早的啟蒙教師，

在孩子的知（認知）、情（情感）、藝（技能）三方面扮演著相當重要潛移默化的

角色（林家興，1997），不論社會如何變遷，父母的教育方針與教養態度仍然深

受重視。然而，在出生率逐年降低，家庭人口結構與功能隨之改變的情況下，傳

統父母的角色與教養方式亦產生改變，父母需要經由教育與學習來增進父母自身

的效能，並且透過更多外部資源的支持，發揮原本可能無法順利進行的教養功能

（趙蕙鈴、林欣怡、符如玉，2010），因而親職教育顯得更為重要。 

有別於傳統學校教育重視師、生之間「教」與「學」的關係，筆者在和家長

互動的經驗中體會到親職教育的重要性，以及良好親職效能為家長及學童帶來的

助益。然而，教師在實施親職教育時，往往面臨家長參與親職教育活動的意願不

高、親師缺乏雙向的溝通管道與良好的互助合作關係等困境。因此，教師在親職

教育上採取的策略、對家長引導、協助的服務精神，以及對家長的關懷態度，遂

成為激發家長參與親職教育的重要關鍵之一。此種以教師服務為本，運用教育愛

引導家長參與親師合作、提供家長專業知識與諮詢、協助家長成長，以達到良好

親職教育目標的概念（楊雅惠、張耐、郭李宗文、孫麗卿、梁嘉惠、王淑清、沈

靜妍譯，2013），正好與服務領導（servant leadership）中，領導者以服務為優先，

秉持著奉獻、服務的精神，協助成員成長（張德銳，2013）的理念相同。是故，

本文將以服務領導的概念為核心，先行闡述服務領導的意涵與價值，接續說明教

師如何運用「服務領導」的特質，激發家長參與親職教育的動機。 

二、服務領導意涵與價值 

(一) 服務領導的意義  

 國內學者將服務領導翻譯為「僕人式領導」（蔡進雄，2003）或「僕人領導」

（吳清山、林天祐，2004）。服務領導的具體概念最早是由 Robert K. Greenleaf

於 1970 年所提出，Greenleaf 受到德國小說家赫曼·赫賽（Hermann Hesse）的作

品《東方之旅》（Journey to the East）之啟發，認為服務式領導是一種實踐哲學，

以服務他人的精神為優先，並將他人的需要、抱負及利益置於個人之上（引自林

思伶，2004）。張德銳（2013）認為領導者將服務視為最重要的信念，強調「服

務為先，領導在後」的理念，以奉獻、謙卑的精神來服務成員、關懷成員，同時

以人性化的領導方式協助成員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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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親師合作關係的帶領者，教師宜以奉獻服務為先的領導信念、共學的夥

伴角色，對家長發揮教師之教育熱忱，並透過自身的教育專業和對家長的關懷態

度，以及在教育工作中實際觀察到的現象，協助家長學習適切的親職技巧，並能

有效的運用在親職教育中。 

(二) 服務領導的內涵  

服務領導的內涵可以透過服務領導的行為特徵與服務領導者的角色兩個部

分來說明：  

1. 服務領導的行為特徵 

    學者 Spears（1998）提出服務領導之十項特徵分別為：傾聽（Listening）、

同理心（Empathy）、治癒（Healing）、覺察（Awareness）、說服（Persuasion）、

概念化 / 理念能力（ Conceptualization ）、遠見（ Foresight ）、服侍 / 管理 

（Stewardship）、承諾人們的成長（Commitment to the growth of people）、建立社

群（Building community）。 

筆者認為，教師在實施親職教育時，宜同理家長的角度，理解家長的想法與

感受，並且發揮教師的專業能力和影響力，帶領家長一同成長。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教師雖以帶領者的專業角色協助家長，但應和家長建立一個平等、尊重的

溝通機制，使家長有機會表達內心真實的想法，一同建構適合的親職模式。 

2. 服務領導者的角色 

 Covey（2002）提出服務領導人在團體組織中應該扮演的四種角色，分別

為：(1)楷模 /典範（model/example）；(2)先導（path finding）；(3)調正 /調整 

（alignment）；(4)增能（empowerment）其中以「楷模/榜樣」最為核心（引自林

思伶，2004）。 

  學校是具有教育與服務性質的組織，身為和家長第一線接觸的教育人員，教

師宜以謙虛、真誠、奉獻、誠信的態度做為家長的表率，建立和家長之間的信任

關係，使家長和教師進行雙向的溝通、討論，達成良好的親師互動。教師亦應對

家長的親職現況做一定程度的了解，面對不同的家長，給予不同的、適宜的協助

與建議，並幫助家長發揮自身的潛能，使家長在良好與適切的親職目標中，看見

自己的成長和親職教育的價值。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160-164 

 

自由評論 

 

第 162 頁 

(三) 服務領導在親職教育上的價值 

1. 服務領導的核心價值—「服務」精神的實踐價值 

 教師因為看見家長在親職教育上的實際需求，因而發自內心，真正的想服務

家長，提供家長專業的親職知識與諮詢，以協助家長落實良好的親職功能。同時

鼓勵並實際帶領家長一同參與親師合作，使家長成為教師的「教育合夥人」，使

學童、家長及教師自身，都能在良好的親師合作關係中成長，並且從中獲益。 

2. 服務領導的核心基礎—「愛」的精神的實踐價值 

隨著家長角色的改變與親職教育需求的增加，教師不僅擔負起學生教育的責

任，同時也以「教育愛」協助家長進行親職教育，除了提供家長專業的親職知識

與技巧的學習之外，亦提供家長情感上的支持，降低家長在實踐親職教育過程中

所感受到的孤獨、焦慮與不確定，使其獲得更多的陪伴與支持感。 

三、服務領導激發家長參與親職教育之策略 

筆者針對 Spears 所提出服務領導的十項特徵，綜合個人親職教育之經驗，

提出激發家長參與親職教育之四點策略如下：  

(一) 同理傾聽，提供關懷 

在親師互動的過程中，傾聽為良好溝通的第一步。透過用心的傾聽，教師可

以清楚了解家長的觀點、需求與內在思維，並做出有效的回應。教師是家長信任

的專家，當家長遇到親職教育上的困難時，教師宜同理家長的心境，以真誠的態

度表達關心與支持，使家長獲得更多的支持，減少在親職教育上產生的焦慮感與

力不從心的感受。 

(二) 服務奉獻，建立信任 

如同服務領導的核心價值，親師合作強調教師以服務家長的信念為優先，對

家長發揮教育愛與教育熱忱，並藉由教師的帶領與協助，使家長瞭解身為父母應

有的責任與義務，藉此學習良好的親職技巧。教師在扮演如同管家角色的過程

中，亦能以奉獻、服務與關懷的態度來帶領家長，建立與家長之間的信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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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落實專業，協助成長 

  教師在實踐親職教育時，能藉由不同的學習管道與方式來提升家長的學習經

驗與知能，分享教師的專業親職知識，並從過去處理學童事務的經驗與教師的專

業見解中，提供家長經驗、技巧的分享，使家長有機會從中學習並且成長。此外，

教師受過專業的教育訓練，家長可以經由與教師溝通、交流的過程中，傾聽、學

習、並且觀察親職教育的技巧所在，增進自身的能力。 

(四) 建立社群，發展願景 

教師在多元的親職學習管道中，以親師間的夥伴關係為主軸，發展其他的親

職教育網絡。教師在學校中亦可提供家長成長團體的學習管道，使家長在團體課

程中，能藉由教師所分享的專業知識與技巧，建構出適合自己的親職教育模式。

成長團體同時能提供家長情感分享與技巧交流的機會，幫助家長與家長之間進行

溝通、討論和意見的交換，藉以拓展自身經驗以提升親職教育的效能。因此，教

師可以經由建立團體的共同願景，使家長在互助的氛圍下，一同享有資源，朝向

良好的親職教育目標發展與前進。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服務領導的理念，在於領導者以真誠的、想要服侍他人之心，看見他人的需

求，並帶領追隨者成長，往共同的目標邁進。教師將服務領導的理念落實於親職

教育中，即是以關懷、同理的接納態度以及無私奉獻的精神，與家長建立良好的

親師互動關係，使家長成為和教師一同努力、成長的教育夥伴。同時提供家長親

職教育之專業知識與經驗，協助家長學習正確、有效的親職知能，使親、師、生

三方都能從中獲益，真正發揮親職教育的效能，進而提升親職教育的成效。 

(二) 建議 

1. 學校應營造一個友善的親職學習環境  

    在時代變遷，家庭結構與功能的改變之下，學校應提供家長友善的、多元的

親職學習管道，使家長有機會學習較佳的親子溝通技巧、兒童（青少年）教養方

法、兒童（青少年）心理發展等專業親職知識。學校亦應定期提供教師親職教育

相關研習與訓練，使教師的專業知識與能力能夠與時俱進，發揮教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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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應具有僕人領導的襟懷與態度 

教師應秉持著服務領導的信念，以謙虛、奉獻、正直、真誠、誠信，發自內

心想要服務他人的精神來服務、關懷家長，並且能看見家長的困難，了解家長的

需求，和家長組織共同的願景，一同努力。同時重視家長的個別需求，提供家長

適切的親職教育，以適合家長的人性化領導方式帶領家長成長。 

3. 家長應有同理關懷的信念 

    家長在班級或者成長團體中，應秉持同理關懷的信念，彼此傾訴、彼此關心，

分享在親職教育中所遇到的困難，這對於家長的壓力紓解、情感支持是十分有效

的。家長亦可以在開放式的團體中，經由傾聽、觀察或情境模擬的互動方式，表

達彼此的想法，進而建構出適合的親職教養模式，以達成良好的親職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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