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師合作無間 孩子成長無限                

    孩子的家庭教育是為人父母的責任，學校教育是老師的責任；在日常生活，孩

子早晨去學校、傍晚回家，在家裡的事由父母作主，在學校的事交由老師決定，如

此原則簡單、合理，容易依循。 

    然而，孩子的一些狀況或問題，需要父母與老師相互配合，採取一致的態度或

方式，才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孩子昨天忘了交作業，今天忘了帶

課本，老師提醒孩子明天再忘記，下課時間就不能出去玩，要「留」在教室幫忙整

理教具，並在聯絡簿上寫「請家長協助孩子整理書包！」但如果爸媽覺得「協助」

只需要提醒，於是跟孩子說：「好好整理書包！」結果竟然是忘了帶聯絡簿，因為

家長看完、簽了名放在桌上，只說了一句「記得放進書包！」孩子聽見，沒有馬上

去做，一轉身就「忘光光」。家長如果在孩子就讀小一時就費心指導、陪伴孩子一

起整理書包，確實檢查要交的作業、要用的課本和學用品放進書包裡，養成自我整

理物品的好習慣，孩子忘東忘西的事情就不會常常發生了。 

    家長基於考量孩子的最大利益，有充分的理由參與學校教育，與老師討論怎麼

教育孩子，彼此溝通如何要求或對待孩子；但也必須理解──孩子的「這位」老師，

同時也是「全班」的老師，每天面對全班的孩子，要做到公平與一致，不能只是顧

及一個孩子或考慮一種狀況；孩子在學校是團體中的一份子，全班同學中的一個，

需要的是老師而不是爸媽，因此老師不應該被要求像是父母般的「照顧」孩子。    

    學校老師基於教育的專業、負責的態度，在教導孩子的過程，確實要向家長說

明教學的目標和方式、溝通處理的原則。例如：孩子跟同學爭執，老師分別詢問孩

子和同學為什麼要吵架、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而不是對方做了或說了什麼，以避

免小朋友慣性的先指責別人、卻不檢討自己；爸媽從孩子「片段」的敘述得知老師

處理的方式時，恐怕會以為孩子是被認定做做了什麼而「挑」起爭執。家長可能不

完全贊同老師的處理原則和方式，但與老師溝通、了解老師的用意後，應該要尊重

老師在學校裡對孩子的事具有「管轄權」，尤其不要因為大人們的意見「分歧」產

生混淆，讓孩子以為到學校可以像在家裡「撒嬌」，回到家跟爸媽「告狀」也會有

用。 

    親師若能良性溝通、合作無間，孩子才能養成負責任的態度、快樂學習、健康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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