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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教育是人類進步的根源，為了充分發揮

教育的功能，教育由個別性的私塾教育到集

體性的班級教學，教育型式雖有改變，但教

育的本質卻從來沒有改變過。教育係以家庭

教育為根本，學校教育必須與家庭緊密結合

在一起，才能充分發揮教育的功效（侯世

昌，2002）。研究指出，在十八歲以前，
兒童生活中13%的時間用於學校，亦即另外
有87%的時間是受家庭的影響（Kellaghan, 
Alvarez & Bloom, 1993），由此可知，家庭對
學生學習的影響程度很大，學校與家庭應該

是互補的，學校教育的發展雖然承續許多昔

日家庭教育的教養責任，但基於對孩子教育

的關心與興趣，許多家長並未完全將孩子的

教養權責「讓渡」到學校，學生的學習成就

除了受學校課程安排及教師素質良窳的影響

外，家長的參與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如果沒

有家庭的支持，學校教育是很難發揮其預期

的功能的，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可說是十分重

要的。

世界人權宣言第廿六條三項：「父母對

於提供子女的教育種類，擁有優先的選擇權

利」（楊惠琴，2000）。聯合國兒童福利宣
言第七條亦指出:「兒童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有責任教育、輔導兒童者，應以兒童的最佳

利益為其指導原則，此責任家長居首要地位」

（黃淑苓，2001）。美國2000年教育法案（
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將父母參與
列為第八項國家教育目標，期望「公元2000
年時，每一所學校將促成夥伴關係以增進父

母的參與」，此一目標預期達成的事項有

三：（一）每州將制定協助地方學區及學校

的政策，俾建立促進夥伴關係的計畫，以配

合各種家庭及父母的需要。（二）每校將積

極鼓勵家庭及父母參與，以協助孩子的課業

及學校決策。（三）父母及家庭將協助確保

學校獲得充分支持，同時也要學校、教師抱

持高的績效水準。

我國民法第1084條規定：「父母對於未
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與義務」，

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三項更規定「國民教育

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

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

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足

見家長參與教育在我國也漸受重視，從近年

來修訂的教育相關法令中，更處處可見政府

欲促進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努力，大大地促

進了家長實際參與學校人事、課程、決策及

其他校務的機會與權利，尤其是2006年7月6
日教育部為維護並保障國民教育階段學生學

習及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公布「

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

明訂學校應主動公開六項資訊：（一）學校

校務經營計畫；（二）班級或學校年度課

程規劃、教學計畫與教學評量方式及標準；

（三）學校年度行事曆；（四）學校輔導

與管教方式、重要章則及其相關事項；（五）

有關學生權益之法令規定、權利救濟途徑等

相關資訊；（六）其他有助學生學習之資訊。

且家長請求與其子女教育有關之資訊時，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教師或學校均不得拒絕，

更是為我國家長參與學校的法源及模式，奠

定良好的基礎。

家長參與㈻校教育的意義與途徑
侯世昌／國立台㆗教育大㈻教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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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家長參與㈻校教育的意義

一般而言，學校、教師及家長常常將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parent participation in 
schooling或parent involvement in schooling）
視為家長到學校參與或協助各項事務，主張

家長參與僅限於家長在校內所參與學校所規

劃的所有教育活動，這種觀點較為狹隘，且

忽視教育的整體性。胡邦欣（2000）認為家
長參與學校教育為任何足以讓家長加入其子

女教育歷程的活動形式，包括學校提供家長

參與之各項活動，以及家長為主張其子女之

教育利益而主動參與學校之運作或對學校措

施提出建言等；林俊瑩（2001）亦主張家長
參與學校教育係指家長在塑造子女良好的教

育環境，使子女有健全發展的前提下，基於

本身能力與意願，以不同的方式與學校合作，

在整個子女的學校教育歷程中共同參與，前

述學者，雖未指明家長參與的內容僅限於學

校，但其也未釐清學校以外事務的參與是否

涵蓋在內。

相對於這些學者，林明地（1999）的說
明就明確多了，他認為家長參與係指任何足

以讓家長加入教育過程的活動形式，這種參

與包括在學校內發生的，也包括於校外與家

中進行的活動。Chavkin和Williams（1984）
也將家長參與定義為：「家長在家或是在學

校的教育歷程中，參與子女各種的活動」。

家庭教育本就是整體教育的一環，從學

校及家庭層面來思考家長參與的問題，格局

確實較為寬廣，但卻仍忽略了學校與家庭都

不能置之於社會之外，教育既然被視為個人

社會化的歷程，社會對教育的影響自然不能

被忽略。Epstein和Connors（1993）從較廣
義的角度來定義家長參與，將它擴展到學校

及家庭以外的社區，認為家長參與是學

校、家庭、社區合作關係的一部分，並將家

長參與的內容可以分為五類：家長的基本的

責任（教養、提供良好的成長環境）、學校

的基本責任（學校主動與家長溝通）、家長

參與學校的活動（出席學校的活動、擔任義

工）、家長參與家中的教育活動、家長參與

決定或倡導活動等。楊惠琴（2000）的觀點
與Epstein和Connors相近，認為家長參與是
家長為提升學校效能，促進兒童的學習與發

展，在家庭、學校和社區中，所從事與子女

教育有關的一切活動」；黃淑苓（2001）也
持同樣的看法，認為家長參與係指家長在孩

子受學校教育（含幼兒教育）過程中，因為

關心孩子教育而所採取的各種行動，包括在

校園中、在家庭中或是社會上所有活動。

由上可知，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係指家長

基於對教育事務的關心，以個人方式或結合

社區、團體，於學校或家庭中參與的所有與

自我成長或學生學習有關的教育活動，亦即

只要是家長關心自己子女的教育所採取的一

切行動，都屬於家長參與。包括家長到學校

參與教育活動、在校外或家裡協助子女進行

學習活動及結合社區團體所進行所有有助於

教育活動及學生學習的行為或活動，透過家

長與教師的密切合作，使學校教育與家庭教

育互相配合，促使兒童學習更加有效。

侯世昌（2002）綜合學者的看法，認為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重要性有以下幾項：

（一）幫助家長了解學生在學校的學習狀

況，增強親子關係：家長參與學校

教育可減低家庭與學校間的不連續性

對學生的影響，使學生的學習更具有

連貫性及整體性。同時亦可透過一些

活動設計，增強親子關係。

（二）有利於學校政策的推動，提昇學校效

能：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使家長和學

校有更多的溝通管道，家長因而可了

解學校辦學的目標與方向，不致產生

誤解，學校的政策計畫也因此更可獲

得家長的支持與協助，使學校更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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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家長的意見，多數代表學生的

想法，家長的參與可充分反應消費者

（學生與家長）的需求，透過家長的

參與，學校政策更可貼近學生需求。

此外，政策決定前，如能適時參考家

長的意見，可減少政策推動過程中，

因家長不夠了解而產生之來自家長的

阻力，故家長參與可謂是改善學校教

育和增進學校效能的重要因素。家長

在學校的各種事務上提供資源與意

見，將可使學校更能有效發揮其應有

的功能。

（三）建立家庭與學校間的聯絡網，共同承

擔教育孩子的責任：學生學習的成

就，同時受到家庭與學校的影響，學

校的許多問題並非是由學校內單純

的因素所造成，而是受到社區或社

會環境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從社會帶

進校園的問題，單靠學校一方之力是

沒辦法解決的，故而結合社區的主

要構成單位－家庭的力量，來使學

校內部產生一些有效能的轉變，以促

進學校－家庭的緊密聯繫，增進家長

與學校間的信任感，使父母更加了解

學校教育目標與方向，增進親子間的

互動機會，並可藉此讓家長與教師共

同負起教育小孩的責任。

（四）豐富學校教學資源，激勵行政革新及

教師專業成長：成功的教育之實施，

充裕的經費與專業人才的協助，是不

可或缺的，邀請不同背景的家長參與

學校教學活動，借助家長的專業知識

來豐富教學內容，不但可以避免學校

關起門來辦學的窠臼，也有益於親師

之間的溝通，更可以取得家長的認同

與支持，為學校帶來更多人力及經

費上可使用的教學資源，使學校更

具有長遠的發展性。此外，因為家

長來自不同領域與階層，常可為學校

或教師帶來新的觀念或啟發，激勵學

校對行政革新及教師對教學工作的再

省思，促進教師專業知能的成長，及

學校效能的提昇。

（五）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減少學生問題

行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可以提

昇學生的學業成就、培養學生積極

的學習態度與行為，並增強學生的學

習動機，進而發展出自信、積極的自

我概念，讓孩子喜歡到學校學習。

Thomas（1980）指出家庭參與學校
教育所產生的正向結果，學生的出

席率增高至96%，且沒有學生因訓導
問題而被留置。Nord（1998）的研究
亦顯示，父親積極參與下，學生的表

現較佳，成績較高、也較喜歡學校，

學生重讀、休學或退學的比率也較父

親消極參與者低，僅約為其比率的一

半而已。

（六）社會的多元化與民主化的促進：由於

時代的變遷及多元文化與民主化的趨

勢，學校不再是一個封閉的組織系

統，而是一個開放的組織系統，學校

與外在環境的互動日益增加，有助於

學校文化和社區結合，以往家長把子

女送到學校後，就把教育的責任丟給

學校與教師，此種觀念現在已被揚

棄。民主化的社會強調人人可以表達

其意見，家長是孩子教育過程中的重

要他人，自然有參與的必要性，故家

長參與學校教育，既是其責任，也

是其權益，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可促

進社會多元化與民主化的發展。

㆔、家長參與㈻校教育的途徑

與內容

對於家長參與途徑的研究，大多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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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實際運作的情形為依據，如任秀媚（1985）
將家長參與的途徑分為1.文字通訊：家長藉
由文字資料與學校及教師傳達訊息；2.家庭
訪視；3.家長與教師個別會談；4.家長在教
室中參加活動或觀察；5.團體式參與：包括
母姊會、組織委員會、家長會等；吳景峰（

1995）則將家長參與的途徑分為家長會、學
校義工隊及親師協會三方面。

陳麗美（2003）認為家長參與的活動大
致可分為人力、物力及財力三方面，其中以

提供人力資源的參與方式最為多樣。有些學

者（吳璧如，民89；Sui－Chu & Williams, 
1996）則將這些學校實際運作的情形加以統
整歸類，以學校與家庭實際的互動方式為區

分方式，將家長參與的途徑區分為四種有效

策略：1.與親職有關的策略：與父母親談
話、討論學校課程、討論活動，如辦理成長

團體；2.與溝通有關的策略：父母與學校聯
絡、學校與家長聯絡，如面對面的一對一或

全校性的雙向溝通方式；3.與學校的參與有
關的策略：擔任義工、參加家長會會議，如

組織家長後援會人力資源網、舉辦愛校服務

活動等；4.與作決定有關的策略：參與學校
的重大決策、課程或人事安排，如社會人士

或機構的配合或駐校服務、學區內校際間師

資與資源共享等。

綜上，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途徑有許多

不同的管道，藉由這些途徑，家長不僅可以

對學校提供建言，更可實際參與學校計畫的

擬訂與決策過程。本文歸納家長參與學校教

育的途徑有以下七項：

（一）在家庭中的參與：學生在家中的時間

遠多於學校，家長在家中指導孩子家

庭課業或課外的學習活動，或藉由家

庭中身教的示範，潛移默化中學生均

由其中學到許多知識或態度。

（二）書面或電話的聯絡參與：透過家庭聯

絡簿、習作或電話、E-mail等方式，

了解孩子在校的情形，同時讓老師知

道孩子在家中的情形，並與老師做意

見交換或溝通。

（三）參與學校相關會議及計畫的擬訂：如

參加校務會議、教評會、學生申訴

會…等會議，或參與學校各種計畫

的討論與擬訂，藉此，家長可以參與

學校重大政策的決定、人員的遴聘、

經費的審議、課程的發展等。

（四）參與學校活動：參與班級懇親會、運

動會、母姊會、教學觀摩會、研究發

表會等各項活動，以了解學校課程的

安排及教學的實施。

（五）協助學校行政或教學活動的進行：如

擔任導護義工、圖書館管理、教具管

理、教學助理等，或直接協助部分課

程教學活動的進行或教學，藉由實際

的投入，參與實務工作。

（六）經費的捐助：捐助學校充實設備或辦

理活動所需的經費。

（七）參與家長團體：參與學校家長會、班

級家長會或其他校外民間成立的家長

團體，藉由班級家長會或學校家長

會，提供班級性或全校性的意見或

建議，並透過組織的力量，使學校更

易接受家長團體所達成一致性的建議

。亦可透過參與或組織民間教育團體

的方式，來處理學校層級以上的教育

問題。

家長參與教育的內容與學校的意願及教

師的態度有很大的關係，學校及教師對家長

的信任度愈高，家長參與的內容就愈廣泛，

反之，家長參與就十分的少，甚至有可能淪

為僅是配合學校要求事項的執行。

就一般的觀念而言，大多數的家長仍僅

偶而與學校以文字或電話方式了解孩子在學

校的情形，其餘時間，則主要關心孩子回家

後的行為，其參與的內容可說是十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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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Patrikakou 和 Weissberg（1998）研究顯
示，父母在家中參與的型式，74%父母的型
式是在家檢查孩子的功課，68%的父母是積
極幫助孩子家庭作業。在參與學校校務方

面，71%的家長是根據孩子的通知單，81%
的家長幾乎很少是自願性到孩子的班上，

71%的家長極少參加母姊會。此外，53%的
家長從不或幾乎不曾要求見孩子的老師。

除此之外，經費的支持及屬於安全維護

的導護工作，也是家長經常參與的項目。陳

麗欣、鍾任琴（1997）認為家長最常參與的
校務的工作項中，最普遍的是校務活動經費

支援、學校重要活動計畫之擬訂及推動、上

下學交通安全導護、學校與家長或地方人士

之聯繫、協助解決教師與家長之間的衝突等。

陳良益（1996）則參考學校現有行政制度，
將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內容歸納為政策、教

務、訓導、總務、人事、公共關係等六項。

侯世昌（2002）認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
的內容主要如下：

（一）學生的學習與輔導：如在家課業的輔

導：回家作業的分量與輔導、學生安

置、學生申訴等事項。

（二）教師的教學：如參與學校課程規劃工

作、教科書評選、課堂教學監督、指

導社團活動、協助教學環境布置等。

（三）學校的行政決定：如校務會議、重大

政策的決定。

（四）人力的支援：如導護、圖書整理、資

源回收、環境整理美化、午餐及自習

秩序維持等義工，校外教學支援等。

（五）研習：參與家長成長工作坊與親職教

育活動。

（六）人員聘任解聘：校長、教師的聘任、

續聘與解聘。

（七）資訊的提供與交換：聯絡簿簽名及其

他電話或書面聯絡事項。

（八）捐資：捐款或捐贈教學所需設施或設

備。

㆕、促進家長參與㈻校教育的

策略（㈹結語）

陳麗美（2003）研究指出，班級數越少
的學校，家長參與班級家長會及各項委員會

的情況，就越不積極；偏遠地區的家長參與

的情況也較不理想。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改革

的必然趨勢，學校教育工作者應能體認此一

趨勢，不但不應排斥，更要以各種計畫措施

來促進家長的參與程度，以結合更多的資

源，協助學校各項教育活動之進行，以期能

共同提昇教育的品質，創造雙贏局面。家長

的參與既然如此重要，則如何使更多家長認

識家長參與教育的意涵，使其願意且有適當

的管道來參與是十分重要的。要增進家長參

與學校教育的意願，可以由下列幾個方面著

手：

（一）強化家長組織之功能：班親會與家長

會為支持及支援學校的重要組織，其

對全校所有家長亦具有一定的意義與

指標性作用，學校如能與家長組織建

立良好的溝通管道，並培養進行規

劃、執行、檢討改進的能力，再透過

其支持或宣導，爭取家長的配合或協

助，必可發揮正面的功能，以促使家

長對於校務參與的意願。尤其是班親

會組織的運作，可以使家長有參與班

級活動、班級課程的管道，對班級教

學品質的提升必定有所助益。

（二）推動「父母護照」，辦理親師共同成

長的研習：以利家長了解學校的各項

措施與決策內容，讓家長藉由認識、

了解學校與家庭的生命共同體，一起

為學生教育素質的提升努力。

（三）加強學校－家長及教師－家長間的溝

通管道：許多家長未能參與學校教育

係因其對學校不了解，因此，透過電

話、聯絡簿、校刊、通訊或小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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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讓家長了解學校的目標及需家長

配合的事項，可使家長更願意參與。

（四）規劃適合家長參與的途徑與內容：有

些家長想對學校或教師提出建議，但

卻缺乏管道，或是怕自己並非專業，

不適當的意見會造成學校及教師的困

擾，因此規劃適合家長參與的途徑與

內容，如列入學校溝通窗口、活動行

事曆及需協助事項等，將有助於家長

選擇較適合自己的參與方式。

（五）舉辦與學生學習有關的各項活動：如

學校日、教學觀摩會、成果發表會

等，以其子女在學校的學習成就展

示，增加家長參與的意願。

（六）用孩子的成績來鼓勵家長參與：例如

以給孩子記功嘉獎的方式來鼓勵家長

參與。曾有學校對願意到校參與家長

成長研習的家長，給予其子女嘉獎之

鼓勵，結果參與研習的家長人數大

增。一般而言，多數家長仍十分在意

學生的在校表現，如能給予學生一些

鼓勵，家長參與的意願必定大增。

（七）妥善規劃家長參與的時間：除在家中

的參與外，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

往往受限於時間的因素而未見積極，

再者，現在多數家庭為雙薪家庭，家

長在上課期間根本無暇參與學校各項

事務，因此，了解各個家長不同的特

性與需求，多規劃假日的參與機會，

將可使家長的參與更加熱絡。

（八）成立「家長中心」：以提供家長與教

育有關或教養子女的專業知識，並可

給予家長必要的諮商與協助，更重要

的是，它可成為促進家長參與的研究

發展中心，集合各家長的專長或特

性，為學校提供更多的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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