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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一位幼教老師在教學現場與家長互動的歷程 

合音：如果從百寶箱中挖

掘，要穩坐威風的寶位並不

難的，但開始面對困境願意

審慎的思考，放棄熟悉的應

付方式，真切的探詢「該怎

麼改變」。 

交出權力的棒子！說得簡

單做來心如刀割般的需要

毅力與忍耐才有可能延

續，否則，很快就會打退堂

鼓，又縮回自己舒服的模式

去討生活了。 

一位幼教老師在教學現場與家長互動的歷程 

吳孟諭  忠孝國小附設幼稚園1
 

顧瑜君 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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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總覺得家長是我教學生涯的過客，我不用花太多心思在她們身上，甚至有些時候

還只是想敷衍過去就好的心態，與家長互動最多的情況是在小朋友功課的協助或是課程

需要家裡提供的物品，連小朋友的行為問題也因老師的高壓處理隱藏了起來，不需要太

多時間來與家長溝通。但這個想法因為課程的改變和職場的調動而有了轉變。 

課程和職場的變動  

早期傳統式紙筆練習的教學模式，並不需要很多的資源，也不需要了解社區的特性

是什麼，因此，與家長之間的關係是單向的，家長只要聽我報告學生在學校的表現，

或者教學上需要家長為學生提供材料的配合，家長只要照著

學校的要求去做就可以了，那時當老師的感覺還蠻威風

的，總覺得自己比家長們高一點點。曾幾何時開放教育在

台灣掀起的風潮，尤其是幼教界，方案教學、主題教學、

河濱街教學…一堆的教學法突然間都跑出來了，告訴我們

要以學生為主，教學型態要與社區融合、家長是最好的資

源等等。本來只要讓家長配合我，推展學校的政令，現

在一下子要將握在手中已久的權力棒交出實在有點

不知所措。學生的需要是甚麼?如何跟家長作雙向的溝

通?社區的跟我的教學有甚麼關聯?.....一堆的問號讓我不得

不重新思考一位老師在教室中的角色，教室中的主角該是誰?

家長與老師是否有合作的可能?從傳統權威到顛覆開放是不同的思考方式，我到底應

該如何做改變呢? 

  

另一個重大的轉變是職場上的調動。原本的學校是一班兩個老師三十個學生，在調

動後的學校是一個老師要帶二十九個學生，編制的縮小讓我頓時失去教學現場的支援，

在開放式的教學模式中可能要在同一時間內面臨學生多層面的需求時，人力的減少對我

來說是一大損失，雖然十多年的教學經驗可以預知現場的一些狀況也可以及時處理，但

畢竟我不是三頭六臂，向外尋求支援變成我最重要的課題了，家長、學生、社會這三種

資源我該如何運用？家長和社會資源這兩種力量牽涉到複雜的人際關係與細膩的互

動，就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在面臨課程與適應新職場的兩難之下，最後我想從與我切

身關係的家長開始---了解家長在想甚麼?需要甚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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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音：行動的成效往

往不是立即可以展

現的，可能是一年後

甚至更久。 

了解家長的想法 

 為了瞭解家長的想法，我有幾個做法。1.開學註冊做簡單的調查:如學生的基本資料

表中增添家長職業欄，一般家長對於填寫職業欄會故意忽略、隱藏的想法，必須老師說

明原因，家長放心後才會詳細填寫。對家長職業的了解幫助我可以較準確地尋找人力支

援，幼兒生活調查表我可以了解到家長在家裡是如何和幼兒互動，及教養觀念、對學校

的期許是甚麼等。2.利用學生接送時間和家長聊天，話題除了圍繞在學生的學習和行為

問題上，也聊教養的想法、家庭的生活、興趣，甚至是現代女人面對家庭角色和職業角

色兩難的想法等。這兩個做法讓我對家長有更深入的了解，對我日後再推行閱讀計畫和

讓家長成為課程的夥伴時都能減少阻力，也較精準的找到需要的資源。 

讓家長安心 

 同時為了要讓家長對我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概況有個了解，每週編寫「週活動曆」，

內容除了說明教學內容，更將對幼兒學習的狀況以雜記的方式讓家長可以在「週活動曆」

上看到自己孩子的名字和狀況，另外，「親子橋」有幾個目的－教養觀念的溝通、學校

活動的宣導、學生所需帶學習物品的叮嚀。「每週學習評量」也能讓家長大約明白自己

孩子的學習狀況。 

 平常資料的呈現只能讓家長明白孩子在學習上的概況，但對於整個我在班級的經營

家長並無法了解，因此班親會的運用就很重要了。首先我會跟著學校訓導處舉辦的親師

懇談舉行第一次的班親會，選舉出召集人、副召集人、文書、總務藉由這些幹部聯絡家

長們之間的感情，例如第二次以後的班親會，通常是我來規劃活動，活動之間所需的材

料或是地點、人力上的支援都會請這些幹部來聯絡或協商，在幾次活動後這些家長因為

要協商或聯絡就有了私人互動，久而久之性情合得來的也成為好朋友了。這對我日後在

推展閱讀計劃的時候有很大的助力。 

 班親會活動上的規劃除了一般大家熟悉的每人帶一樣菜分享外，我也會針對課程的

需要設計一些評量的活動或者是請才藝老師帶活動，讓家長在娛樂之餘也同時看到孩子

學習的一面，而班親會的參與，我也特別邀請父親的參加，最好是全家一起來，所以班

親會後來也成為有些家庭的家庭日了。班親會也是宣揚我的教學法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通常會在會上說明我在環境規劃的目的，教學法對學生的影響，經過這樣的教學後，

學生的哪些能力是可以凸顯的，家長又可以如何配合，我也會說明根據我的經驗學生會

有哪些學習狀況和私立幼稚園的學生相比會成短暫性的差異，這些現象將會在一年級下

學期因學生的成熟而減少甚至迎頭趕上，請家長放心。這些說明減低了家長的疑慮，所

以今年畢業的學生去上小學先修班的人大幅減少。 

家長的參與 

 家長的參與可分成兩部分： 

一、教學上：在我進行主題教學「哈利波特」，是以自然科學

實驗為主軸，我先發一張通知單給家長，讓他們了解這個主題發

展的重心，在信中我請家長和孩子一起尋找可以發表的實驗遊戲，當時約有十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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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音：相信家長不

只是代工與資源的

提供者，很簡單的

概念，但從剛剛開

始有意識，到實踐

可行的方案，是一

段很長的時間，思

考、探索、小計畫、

修正…循環後漸漸

形成的策略。 

合音：權力的分享是建立

關係與互信的基礎，但釋

出權力往往是基層老師猶

豫與擔心的，害怕自己喪

失了主導權，好像是危

機，但危機就是危險的機

會，能化危機為轉機的，

就開創了更多的資源。 

學生有實驗的回條，其中一個家長甚至犧牲準備空大考試的時間陪孩子去圖書館找

資料。過程中常需要一些材料例如紙箱，鐵絲等不易從學校取得的材料，家長了解

需求後都相當願意協助提供，當整個教學進行到最後以闖關來綜合整個教學時，我

請每個發表實驗的學生家長親自參與這次的活動，當天不是假日，可是每位家長也

都想辦法到了。這點讓我覺得很驚訝，因為之前所屬的學校是市郊的一所中型小

學，家長大部分是務農、隔代教養、單親、做生意，對教學的參與度並不高，忠孝

雖是都市型小學，同樣有隔代教養、單親，家長大部分做生意或上班，他們的時間

並不比之前的家長來得自由，可是在參與度上卻有明顯的差別，最後我的分析是關

鍵在於我是否讓家長真的了解我在做什麼？我對他的孩子的影響是如何？孩子因

上學有了改變？是否也讓家長感受到了？另外從學生上才藝班的比例高也了解到

都市型的學校的家長的確比較重視孩子的教育。 

「哈利波特」主題教學，家長的角色仍只是提供者、協助者，接下來我更大膽

的請家長進入我的教學活動中，在「我的家人」主題教學中，同樣的我發了一張通

知單，讓家長明白教學的目的後，我請家長在時間之內自行安排時間到班上介紹自

己給其他小朋友認識，每位家長要在介紹後準備一項自己的專長和小朋友進行活

動，目的是讓所有的小朋友都能認識自己以外的家人的專長，這個活動也有一半的

家長參加，當然有些家長想要面對十幾個學生（當時的人數），還有老師也在旁看

著，他心理是有壓力的，所以有一半的家長的參與事實上我已經很滿意了。但是那

另一半沒來的家長也是我注意的對象，當時心理也盤算著，如何讓他來學校參與教

學。 

「花蓮的曼波魚」、「麻糬」兩個鄉土教學的活動後，我更

相信家長不只是代工、材料提供者的角色而已，他可以成為

現行制度中缺乏資源和支援的現場老師的教學夥伴，班級經營

的好幫手。當家長信任我的教學模式，熟悉和我的互動後，他們

通常會熱心的關切正在進行中的活動是否需要協助，有時當他們

有想法時，也會提供給我做參考。當「曼波魚」議題變成家中的

議題時，家長們在假日休閒的地方會選擇與課程相關的七星潭，

拿一些相關的資料、相片給我，甚至提議是否帶小朋友去了解曼波

魚上岸的情形；「麻糬」的課程中，有個活動需要每天有人煮糯米飯，當我一提出

時，幾個家長就自行安排輪流帶糯米飯來學校，後來聽了我說糯米飯的軟硬度會影

響麻糬的 Q度，他們還互相研討糯米飯要怎麼煮硬度才剛好恰當，學生也會關注自

己媽媽今天煮的飯搗起來的口感如何，「媽媽今天的糯米飯煮太爛了，我們的麻糬

都黏在一起了」（孩子的意思是麻糬太軟了）他們也會做如此的評論。雖然家長並

沒有站在講台上直接授課，可是他們對教學的關心已不只是父母的角色，

透過與學校的互動中，他們再學習，和孩子一起學習成長。而與

其他家長互動的同時，尤其是媽媽們漸漸從家枷鎖中走了出來。 

剛才談的參與度較不高的家長，在學期末的闖關

評量活動，我特地安排一些平常對教學會有疑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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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我不教注音符號（事實上是小學的課程，非學前階段需要的課程）的家長來當

關主，在闖關前這些關主必須和我約時間學習評量的內容和方法，我的用意其實就

是讓他了解課程的內容，也讓家長們當場看看自己孩子與其他孩子的表現，我相信

了解是可以減輕他的疑慮的。我也認為這是我的責任。 

二、學校活動的參與 

 除了教學的參與，透過參與學校的活動了解學校的願景與理念也是很重要的。

於是我在「哈利波特裝扮活動」中，安排家長當評審委員，讓家長覺得自己在學校

是重要的。雖然當時有人會質疑家長會偏袒自己的小孩無法做公平的判斷，但我相

信如果要家長成為教育的夥伴時，必須相信家長他是有這個能力排除私心，所以我

堅持家長會為自己的孩子做人性善的一面的示範。 

 學校園遊會家長們出錢的出錢，出力的出力為班上賺了五千多塊，這五千多塊

在一位家長說了一句「學校的書比我家的還少，老師你們這樣怎麼上課啊！」，而

我自覺慚愧，自己竟漠視這個問題這麼久，在和班親會幹部商量後，決議買書。於

是，我帶著十幾位小朋友到書店，每位學生選自己最喜歡的一本繪本買了回去，五

千多塊買了二十幾本的繪本，也催生了我的閱讀計劃了。 

閱讀計劃的推展 

一、我發現「全語言」的教學觀，很適合閱讀的推展，於是我透過班親會的幹部們

去找對說故事有興趣的媽媽們到學校來說故事，時間是老師朝會的時間，為期必須

能到校服務一個學期以上的時間。當然，這樣的限定家長的參與就無法很多了，但

我卻能得知媽媽們對閱讀的興趣有多少，有利於我在推展閱讀計劃人力上的篩選。 

二、「貓頭鷹圖書室」的成立：我的教室隔壁是一間國小幾乎廢棄不用的教具室，

在一次的評鑑過後我們向校方爭取到這間教室作為餐廳和辦公廳雙功能的使用，而

我自己本身也接到「管理圖書教具」的職務，因此我有了推展閱讀的想法了。 

因為有之前和故事媽媽的接觸，發現有一位 a 媽媽曾經在小大讀書會待過，我告訴

他希望提供我們的學生閱讀的機會這樣的想法時，每想到他竟一口答應協助我，讓

我受寵若驚，沒想到這麼容易。不過有了這位家長的協助，讓我信心大增，因為當

初我只是單純的想法，想讓學生們多一個閱讀的機會，可是我對書籍的編輯，圖書

館那一套管理辦法完全不了解，現在想起來有點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傻勁。有了大幫

手，事情大致有個輪廓後，我積極向家長說明成立圖書室的想法，找了幾個家長可

以利用下午時間來可以來幫忙的，首先就是將這間陰暗晦氣，沒有人想要的教室整

理成可用的教室，家長們一面工作，一面聊天，一會聊孩子，一會聊和婆婆抗爭、

和先生鬥氣的事，雖然辛苦，不過彼此的情感卻在一畚箕又一畚箕的灰塵、一袋又

一袋的垃圾中增加了。同時間我也注意到每個媽媽們背後的故事。 

 空間整理出來了，接下來書籍的編冊就由 a媽媽來主導了，因為我有班級要帶，

事實上這個辛苦編冊的過程我參與不多，僅在我沒課的時候參與，家長們會自己安

排時間，召集媽媽們來參與，就像早期農春時期，大家為了完成收割或播種各家互

相幫忙的情況，有的人帶點心，有的人規劃工作，有的人負責雜物，每個人都暫時

放下家中的事情為了圖書室而忙。書總算編好了，上架了。接下來經過了兩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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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音：其實應

該是是代工變

朋友，朋友是

一種互惠的關

係，不是利

用，朋友是一

種整體的互

動，而不是點

狀的焦交集。 

合音：行動研究的循環常是

自然發生的，當我們因為一

個問題開始進行行動研究

後，另一個問題就會在我們

行動中浮現，然後，我們繼

續面對新的問題，繼續行

動，繼續研究，循環不止的

狀態會與我們的工作結

合，變成我們工作的一部

分，久而久之，我們不會覺

我們又覺得圖書室的環境不夠吸引孩子，其中有一位媽媽就號召爸爸們來整理，男

性家長幫我們黏上塑膠地板、把原本暗綠色的黑板被漆上粉紅色的，a媽媽帶領著

其他的媽媽在牆壁上畫上繪本的故事情節，圖書室換然一新。這些過程我跟著做的

時間不多，只在下課或空檔時間問候一下，所以對於他們如此的投入，心中只有感

謝，也對於他們能將對自己孩子的愛擴大到所有的孩子上，這個精神令我感動。 

 現在圖書室不但提供幼稚園兩班的學生閱讀，更擴大到國小一、二年級，成為

學校在推廣閱讀的重點之一。這些轉變如果沒有這些家長的參與合作，單靠老師一

人是無法達成的。當然，圖書室的完成我還運用的社區的資源，首先我帶著家長一

起拜訪社區中的議員，像他們說明推展閱讀的理念，成功的募到買書的款項，再者

我們向安親班、補習班蒐集即將報廢的櫃子，這樣一來圖書室最基本的設備書和櫃

子就有了。在拜訪議員時有些家長會有政治上的意識型態而排斥，但我向他們說

明，民代在民主時代的意義就是為民服務，不管政治理念是否贊同，當百姓有正確

需求時，是可以向他們請求支援。在溝通之後這些家長贊同我的做法一起募款了。 

 從當初一個簡單的想法—讓孩子多一個閱讀的機會，到圖書室的完成，有時和

家長們聚會時談到這個過程，每個人的感受就是真的不容易，也無法想像真的走過

來了。我和家長們為了共同的想法而努力，這中間我們互相合作，有困難家長們沒

有推辭，一起找解決的辦法，一起享受事成的快樂。貓頭鷹圖書室的成立更讓我深

信家長在學校的角色絕不止於代工，他們可以是教室的夥伴，也可以成為學校推展

教育的合作對象。 

家長變朋友 

    在這三年多的互動關係中，我和家長已經不只是老師和家長而已，最

初關心孩子的課業、行為，後來傾聽他們訴說家庭中的故事，婚姻的困擾，

我們變成了朋友。但有一點是我堅守的分際，我不直接介入他們的家庭，

例如 a媽媽他患有憂鬱症、長期服藥，和公婆、先生在教養上有相當大

的衝突的問題；另一個 b媽媽有家庭暴力的問題，先生和公公因為反

對他的信仰而強迫他離婚，甚至施暴於他，不准他接近孩子。當他們

情緒低落時，我建議他到尋找專業人士諮詢，介紹律師免費諮詢，同

時我請與他感情較好的家長安撫他，鼓勵他走出家庭，走入人群與人

互動。我想我不是婚姻諮商專業人員，魯莽介入不但無法協助家長解

決問題，同時易將自己陷入危險當中，因此從旁協助是較適合的。 

  與家長的互動中，你很容易就可以聽到家庭、婚姻上的抱怨甚至

是悲傷的故事，尤其是女性家長。我發現我們現行的教育對女性在自

覺、對抗權威並沒有明顯的鼓勵，甚至是漠視，而女性在家庭的地

位仍被視為附庸較多。聽到越來越多的家庭暴力，讓我好奇「家」

這個避風港不再是避風港的原因是什麼？，了解這群家長背後

的故事後，對女性議題和家庭觀需要從新看待，悄悄地在我心

中種下了種子。下一步我還可以為他們做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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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一位幼教老師在教學現場與家長互動的歷程 

淺在的危機 

  九十三年六月學期結束，貓頭應圖書室媽媽的成員在增減之中僅成長一名，但服務

對象卻倍數增加。這個現象顯示出堆展閱讀理念後續的發展淺藏了隱憂。一般家長到校

服務以女性為主，男性的參與相較之下顯得不積極，但幼教職場偏又幾乎是女性，這不

同性別上的溝通技巧變成我的新課題了。 

        家長與我較熟悉之後，她們會藉機批評學校的政策或某位老師的不是，這對我其實

是一種衍生出的煩惱，對於學校政策通常我會說明學校立場、用意或分析利與弊家長自

己選擇，但當學校政策連我都無法贊同時，我也會站在家長立場向學校建議。但無論如

何總會遇到兩難的時候，我想這是我人生歷程的新課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