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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透過質性研究中一次個案訪談的方

式，從一位任職11年教育現場的國小教師1訪

談中，藉由這位教師的觀點，歷經多次教育

改革之後，看學校教師與學校家長相互溝通

的模式當中，透露出哪些訊息，遭遇到哪些

難題、困境與衝突呢？由於是一次訪談的方

式，蒐集到的資料有限，為本研究的限制，

內容架構大部分是研究者自己對這位教師的

詮釋，所引發的省思。

壹、緣起

近年來，隨著社會快速變遷，政治民主

開放、經濟突飛猛進，教育的發展亦日漸多

元自由，尤其是在教育鬆綁與教育開放之

後，對於教師教學權和家長選擇權的倡導，

更受到重視（羅清水，民88），事實上，最近

的一連串教育法令的修改、教育政策的擬

訂，教育目標的實踐，都已經朝向教育革

新，如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方向發展。家長

參與學校教育或班級事務即為其中重要的政

策之一。家長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有最

深遠影響的人，而且家長和學校的合作關係

對孩子的學習、生活及人格上的發展，也具

有積極而正向的作用（引自林明地，民

90）；因此，就孩子的利益考量，學校應該

尊重家長對其子女之教育選擇權，強化家長

的參與，以回應時代的需求（四一0 教育改

造聯盟，1996）。

然而，「教育會愈來愈像是一種合夥事

業，學校只是其中一個夥伴。」彼得.杜拉克

（Peter.Drucker）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一

書中如是說（蘇育琪，民87）。家長是教育孩

子事業的重要合夥人，學校行政、教師及家

長的力量，勢必成為教育事業的金三角。由

以上諷刺的字眼，似乎闡述著家長與學校彼

此互相帶著利益的關係維持著⋯⋯⋯⋯。以

下將針對訪談內容，依教師與家長之間關係

作詮釋，本研究中的親師溝通議題大致分成

親師合作、親師衝突以及班親會、家長會的

運作三類，詮釋的方向主要分析教師與家長

間微觀行為的相處模式，以社會學分析的角

度出發，最後提出結語。

貳、教育基本法下親師關係的
變動（親師合作）

過去管理一所學校的模式，主要由三種

身份的人涉入學校，最明顯的管理人物是校

長，控制學校政策；教師控制教學；而家長

對學校提供支持（Malen,1994）。上述這種

傳統權力模式，本研究將其稱之為「專家控

曾詩涵/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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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模式」。

台灣地區自一九七０年以來經濟快速起

飛，隨著經濟起飛，社會與政治亦開始產生

極劇的轉變。基本上經濟發展會擴大政治的

參與。因此，經濟的自由化與政治的民主

化，使臺灣社會充滿了活力與生命力。展現

日趨民主、自由、開放和多元的面向。然而

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社會結構的

改變就會對教育形成一定的影響。

首先經濟發展以後，社會的上階層與中

階層相對擴大，而隨著個人社經地位提高，

個人的對於教育事務認知程度，亦相對的提

高。所以社會流動機會的存在與頻繁，提高

人民接受教育的期望。

其次經濟發展會改變社會結構。都市化

的結果會造成家庭結構改變；工業化的結

果，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離與文化貧乏。因而

學校、家庭與社會關係需要重新檢討與建

立。教育制度若不能滿足社會群眾對社會變

遷的需求，教育改革的呼聲就會日益增加。

另外，經濟發展會改變社會團體成員結

構。經濟發展以後，社會中的次級團體大量

湧現，由於個人對團體涉入的提高，加入團

體性活動的頻率也隨之增加。在教育方面，

他們就會經由次級團體的活動，表達自己對

教育事務的主張與看法。

因此，有教育基本法的訂定，更加強調

家長有權力管理學校事務，因此學校教師反

思到這個社會結構的變動：

「現在強調學校要本位呀！不能太自我，

要走出學校圍牆呀！要跟社區作結合。學校

要賦予社會教育之意義吧！其實最重要的是

學校教育基本法，不知道第幾條，可以回去

查看看，家長有權利參與學校事務，因為學

校要走向多元化，我個人覺得可能擔心有些

學校會閉門造居，可以透過社區的力量，有

些資源能幫助學校的發展，而且學校是社區

的一部份。（92.6.4）」

「教育，像過去家長都不太關心會學生在

學校的事情，通通都交給老師，啊，時代改

變，現今台灣經濟社經地位的改善，現在家

長會反過來關心孩子的需求，可是我覺得，

不過他們會參與是時代潮流、多元化呀！反

而會對學校有要求吧！(92.6.4)」

家長與學校的互動模式增加，家長選擇

權的開放，以及家長對學校事務參與權的增

加，可能會打破傳統親師互動模式與權力關

係。因此近幾年，學校經常舉辦一些親師互

動的活動，藉由這些活動可以增進學校、教

師與家長互動、了解的機會：　

「學校在推展親師溝通方面，如班級內的

活動，會舉辦親師會，如果說是全校性的活

動，學校會配合節慶來辦活動，像聖誕節、

母親節、運動會⋯.等等，都會配合節慶來發

展活動，尤其是運動會的名稱，像以往運動

會都是○○國小運動會，現在學校辦運動會

的名稱都會寫成○○國小運動會暨社區聯合

運動會。因為現在學校教育要跟社區互動，

因此運動會的性質是會安排教師、學生與家

長一起來參與活動，像大隊接力呀！看情況

來分，與以往的運動會有很大的不同，家長

參與活動是很少的 嗯！現在學校會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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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4)」

很明顯了解教師與家長互動機會增加許

多，教育基本法更保障家長能參與學校事務

權利的合法性；另外，隨著社會變遷，家庭

經濟狀況、生活素質的提高，也提升家長對

於子女在學校課業各方面的關注與投入，這

些都會增進家長對於學校單位與教師有更深

入的理解。

參、學校與家長之間的利害關
係（親師衝突）

教師與家長都認為，家長對其子女學校

教育的成功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這一點點出

學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然而教師與家長對

於如何達成這個目標並沒有共識性。或許是

兩方面所要求的過程是不一致的。學校與家

長間的緊張關係，猶如專業與顧客的關係，

在於爭論誰在政策的決定具有合法的權力，

以 及 學 校 是 否 提 供 合 適 的 教 育 服 務

（Malen,1994）。以下是學校教師的一段話，

透露出教師的無奈

「大家都上過學，大家都大致知道學校到

底是怎樣的組織，可是事實上大家大致會站

在自己立場說話，比較沒有辦法想到其他的

因素，所以教師智能要提昇，但是家長各方

面的智能也要提昇，才有辦法配合的到。就

像一位教授和一位沒有讀過書的人，兩位在

溝通理論或方法，是講不通的，他有他自己

的一套，他認為對的一套。（92.6.4）」

「學校常遇到學生與同儕或朋友之間玩時

發生的意外事件！曾經發生在低年級小朋友

在玩時，不知道被哪一個同學絆倒，責任歸

屬的問題，家長就怪罪給學校，說抓不到兇

手要學校負責。（92.6.4）」

家長認同教師的專業嗎？這是一個問

題，大家都上過學，大家就了解學校的狀況

嗎？顯然家長不時透露出我明白學校的運

作，我可以公正的參與學校事務，由家長的

角度是這樣詮釋的；然而學校教師卻不斷透

露出家長的智能應該要不斷提昇，顯然認為

自己是教育現場的人員，許多狀況是比較清

楚的，因此教師認為本身的專業性依然高過

於家長。由此可知，學校依然有其正當性

（legitimacy）的規範，教導學生。所謂正當

性涉及權力行使是否被視為合理和有效（王

振寰，1999）而言，因此教師教導學生知

識，是合理而正當的，因此家長會很放心把

孩子交給學校吸收「合理性」的知識。當小

孩在學校發生突發狀況，家長儘管不滿意學

校的處理方式，然而盡量制止自己憤怒的態

度回應學校人員：

「有些家長雖然很凶，但是基本上在學校

中還是不可能太過分，其實到目前本校還是

沒有看到很難處理的（92.6.4）」

或許家長處理自己小孩在學校產生的突

發狀況，要更加依賴學校人員的專業，然而

學校教師希望能擁有更多的教學即決定學校

事務的自主權，希望家長只是扮演支持及協

助者的角色。現今出現一個矛盾的現象，家

長卻希望能對學校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擁有

更多的實質權力，能扮演學校事務提議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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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者。雖然目前家長對於學校事務的參與

有越來越多發聲管道：

「家長對學校有怨言、不滿，有的可能是

老師本身的問題，也有可能是家長之間觀念

的問題啦，不過鬧大的也有登上報紙！上面

會來處理，也就是說有上級長官來學校看看

的。現在要投訴都很方便，E-Mail、打電話

都可以直接投訴教育局的管道，而且家長會

也有這方面的功能（92.6.4）」

但是家長影響有限的證據相當明顯，例

如家長很少對於學校關鍵性的經費、人事與

方案涉入其中，也許家長有很多機會參與校

務，然而實際上仍是以「專家控制」的主要

互動模式。

此外，教師與家長的潛在衝突在於他們

角色與關心的面向不同。父母對於子女的愛

護，使他們傾向於保護並將高度感情投資在

孩子身上，家長的看法是將焦點至於自己小

孩身上，對他們的孩子有特殊的期待、目標

和強烈的感情。教師則賦予理性指引的文化

角色與兼具道德倫理感，其責任範圍是整個

班級，而教師卻被期待對任何孩子都不會任

何偏愛。

此種一般性的期待（universa l i s t i c

expectations）-團體生活所要求的，與特殊

期待（particularistic expectations）-與個別

需求有關，兩者之間的衝突，被視為教師與

家長間關注點的差異，以及兩方評價上的落

差（Blas?,1995），因為不同的要求，所導致

的可能是不同資源的分配。

肆、親師互動的模式（班親
會、家長會的運作）

教師與家長間的利害關係（爭議的焦點）

是彼此間潛在衝突形成的原因，然而所謂的

「家長」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概念，不同家長對

學校事務或是教師有著不同熱衷的程度與影

響力，包括性別、種族、階級、教育程度、

經濟能力⋯⋯.，都會影響家長與教師間互動

過程（楊巧玲，2000）。例如說，教育程度

較低的家長大多是老師說什麼就配合作什

麼，個人意見比較少，而經濟能力較差的家

長，對於學校教師的邀約也會產生卻步的情

形（黃傳永，1999）。或者因為必須工作賺

錢沒有額外的時間參加學校活動。

這些現象透露出家長參與學校事務都有

不同的異質團體形成，家長這一團體造成分

化，然而家長們彼此可能產生某些合作關

係，不過大致上家長與學校這兩大團體的分

隔線是很清楚的，即使家長或教師之間內部

會分化，不過一遇到小孩的事情上，都會站

在同一陣線上，因此由教師訪談中不斷透漏

出家長不信任學校的心聲：

「目前還是沒有看到很難處理的，如果真

的很難處理的話，基本上可以透過家長會的

成員來協調，由家長與家長溝通，因為有些

家長認為學校處理的話，會偏向學校立場著

想，不會秉公處理，所以家長會有這方面的

功能存在。而且畢竟家長會的成員是家長組

成的，會從家長的觀點處理，比較公平。因

此學校大多會採納家長會的意見作為處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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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考量（92.6.4）」

由此可知，家長意見對教師有著重要的

影響與壓力。就小學階段來說，家長就常經

由班級的親師會，此管道是家長普遍使用的

參與途徑。事實上家長對於學校或班級事務

的參與，除了要幫助自己小孩有更好的學習

之外，也是家長們累積自身影響力的策略之

一。而家長不一定直接向教師提出意見，有

些會使用脅迫策略，例如像學校行政人員、

校長、家長會等人抱怨，來獲得更特惠的處

理方式。

或許，家長與教師彼此之間的立場都注

重孩子的學習成長，最終的目標是相同的，

兩方面的關懷都出自於善意，如何協調教師

與家長之間緊張的關係，將是現今教育最具

關注的議題之一。

伍、結語

經由一次訪談的方式，整理出訪談內容

的資料，作為研究者本身的詮釋與心得省

思。在結語的部分，對親師溝通的衝突，將

作以下幾點建議：

教師應加強教學專業以尊重家長的教育

選擇權。在教師法頒佈施行以後，教師在行

使專業自主權時，其專業自主的措施，一定

要建立在教育專業理論上；同時也必須相對

去考慮學生與家長的意見，如此才能有效溝

通相互間的教育觀念，使教學實務上更能獲

得家長的協助，得到教育效能的事半功倍。

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應主動接觸學生家

長，以溝通彼此間的教育觀點。在價值多元

的現代社會，學校或教師所作為的教育措

施，經常是無法滿足多層次家長的需要，因

此主動接觸溝通說明，對教育觀念的釐清是

絕對有幫助的，並可化阻力為助力，讓學校

教育措施更能得到社區資源的協助，而幫助

學校達成教育目標。

校長與教師應隨時面對角色的調整，來

調整新的角色行為。要適應快速的社會變

遷，每位校長與教師必須在適應新時代的工

作環境裡，適應新的角色作為。校長遴選制

與教師的績效評鑑使校長與教師的角色期

待，由過去單純來自學校、教育行政機關與

自己，增加來自家長與社會的期待壓力。新

時代的國民「教育選擇權」內容已是多元，

學校選教師、家長選教師、學生選教師；教

師選校長、家長選校長、家長選學校等，此

皆考驗校長與教師對新角色的重新調整與定

位。

將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家長與社區人

士，列為協助學校施政的重要對象。學校教

育事務為一公共事務，端賴多數人的參與和

支持，才能使學校教育措施更臻完善。目前

家長的教育專業知能日趨理性成熟，有更多

的家長或社區人士加入教育事業，使學校更

能獲得人力與物力的支持。且彼此都為學生

共構一良好的教育環境之共識下，若大家都

能進行專業性的對話，建立良好互動的關

係，則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更能獲致良

好的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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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目前擔任台中市○○國小科任老師兼訓導處的行政工作，經歷11年的教學工作，隨教育改革

的過程，由他的角度出發了解學校教師與家長之間關係的轉變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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