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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教師和家長在溝通時會遇到的困境及遇到困境時的因應方式，依據研究者自編訪

談大綱，選擇臺中市幼兒園園長、幼教師及家長各 6 人，進行團體焦點訪談或個別訪談，並蒐集文件資

料，與訪談內容相互印證。根據研究發現，歸納結論如下： 

一、造成親師溝通困境的因素為：親師對問題解決的要求有落差、親師生未建立和諧關係、理念不同、

親師角色本質差異、未將心比心、家長質疑老師的專業、家長要求不合理和溝通技巧不足等八項。 

二、家長無經歷溝通困境的因素為：家長能自我要求、正向思考、家長兼具教師身份，以及私立幼兒園

重視服務品質。 

     

關鍵字：幼教師、親師溝通、困境 

 

前言 

過去的社會裡，老師受到大家的尊重，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在教室裡老師擁有絕對的主導權，可以

完全按照自己的理念來經營班級和課程，家長常以敬重之心請求其教導孩子，孩子對老師說的話不敢違

背，家長亦很少涉入學校教育，甚至全權交由老師教導(吳沐馨，2004；吳麗君，2008；陳美音，2003)； 

近年來，社會潮流的演化，家庭結構的改變，子女人數減少，家長越來越關心孩子的教育，紛紛進入校

園參與孩子的學習，因為家長的教育理念、主觀意識及需求的不同，改變了親師的互動關係，與老師的

想法可能產生衝突對立 (李宗杰，2009；吳麗君，2008；謝靜蕙，2001)。 

 溝通的目的主要是傳達彼此的意念，若在溝通歷程中，常因訊息傳遞不夠清楚，讓對方無法掌握所

欲傳達的正確內容，周而復始，將造成誤解，甚至讓彼此陷入溝通的泥淖中(陳美音，2003)。儘管有相同

的目標，但每個人的想法不同，家長及教師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樣，加上家長本身的價值判斷，往往容

易保有預設立場或先入為主的觀念(王秋絨，2001)，因此良好的親師溝通十分重要。 

 良好的親師關係，對於各個學習階段的孩子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親師間的關係並不是永久不變。洪

千惠(2005)指出，當孩子的年齡愈小，親師彼此之間的關係是較為緊密的；隨著孩子年齡增長，親師關係

也會慢慢地較為疏離。幼兒年紀較小，身心發展尚未成熟，口語表達不夠完整，家長無法了解孩子在學

校發生事情的經過，甚至會誤解孩子的表達意思，因此幼兒時期良好的親師溝通便顯得更為重要(阮惠華，

2002；吳信德，2010）。 

研究者翻閱了與親師溝通相關的文獻，發現進行親師溝通時常見許多困境(朱珊妮，2002；吳沐馨，

2004；吳麗君，2008；何香蓮，2003；周崇儒，1999；林淑慧，2004；林鳳婷，2010，洪千惠，2005；

洪怡芳，2005；洪明財，1997；胡珍瑜，2006；黃愛娟，2005)，但這些文獻大多是以老師的角度探討親

師溝通時遇到的瓶頸，從家長角度探討的內容卻很少，即使有也是僅作佐證而已，因此研究者擬從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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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師與家長三方的角度探討其對親師溝通的看法以及遇到困境時的因應方式，希望能夠幫助園長、幼

教師和家長更了解彼此的心態和難處，並能站在對方立場著想，增進親師間的和諧關係。 

 

親師溝通困境之相關研究 

 Katz指出因為幼兒年紀小，需要從老師那裡獲得如父母般的照顧和關懷，也需要父母協助他們學習

各種知識和技能，老師和父母在角色功能上有重疊之處，但因角色不同，所關心的向度也會有所不同(廖

鳳瑞譯，2010)，以下就七個層面探討分析父母和老師本質上的差異，如表1： 

表 1  

父母與教師角色本質的差異 

向度 父母 教師 

功能範圍 全面，無限度 特定，有限度 

關愛程度 強 弱 

依附程度 適度依附 適度疏離 

理性 適度非理性 適度理性 

自發性 適度自發性 適度目的性 

偏愛性 偏心 公平 

責任的範圍 個人 團體 

資料來源：廖鳳瑞(譯)(2010)。與幼教大師對談(原作者：Katz L.G.)。臺北市：信誼。 

 

由表1得知，父母和老師因角色的不同，對孩子關注的向度也會有所差異。父母對孩子的關注是擴

散而無限的，甚至會有偏愛的行為產生；但老師面對的是一個班級裡多位學生，對學生的關注是特定而

有限的，為了管理班級、為了取得公平，教師大多能以理性態度看待孩子的問題。 

 因為兩者角色的立足點不同，關注的焦點也會有所差異，導致雙方在合作期待上有所落差，造成親

師間的衝突。國內有許多學者針對親師衝突議題做研究，均提到親師溝通不良是造成衝突的因素之一(何

香蓮，2003；林淑慧，2004；姜政光，2008；洪怡芳，2005；陳素捷，2002；黃建清，2005；鄭淑文，

2000；蔡瓊婷，2003；賴秀英，2001；謝正平，2006；鍾婷婷，2004；羅永治，2006；蘇福壽，1998)，

更顯現和諧親師關係的重要性。 

Lombana（1983）認為老師與家長之間關係的障礙是由人性、溝通過程及外在因素引起的。 

Stacey（1991）認為親師溝通的障礙有缺乏信任、距離、表達不清楚、扭曲訊息、價值判斷、分心、

偏見及過度認同。 

周佳樺(2008)指出親師溝通的障礙有教師與家長的心理差距、認知歧異、斷章取義、指責說教及妄

下評斷。 

研究者找到數篇親師溝通困境之相關研究，分成幼兒園、國小及國中階段，整理如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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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親師溝通困境之相關研究 

階段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親師溝通困境 

幼 

兒 

園 

朱珊妮 
(2002) 

一個幼兒園班

級 
觀察法 
深度訪談法 
文件檔案法 

影響親師溝通的因素包括了親師的個

性、特質、期望；家長的職業；過去的

經驗以及社會網絡等。其中以親師的期

望有衝突與落差，時間不足或時間無法

配合，及親師雙方想法、作法有差異，

是造成親師溝通障礙的原因。 

 鍾婷婷

(2004) 
10 位幼兒園

教師 
深度訪談法 
訪談手札 

發現親師衝突裡的溝通不良因素，又可

分為溝通時未能瞭解教師本意、家長對

事情的反應態度激烈、沒有溝通、不當

的傳話。 
吳麗君

(2008) 
合班教師、 
學 校 行 政 人

員、家長 

深度訪談法 

文件蒐集 

一、家長的溝通困境有： 

1、溝通時間太少。 

2、緊急事情無法立即溝通。 

3、家長不認同主題課程。 

4、工作忙碌。 

二、教師的溝通困境有： 

1、家長不認同主題課程。 

2、家長不重視幼兒的學習。 

3、家長無法配合協助課程。 
蔡毓書 
(2008) 

一所台中市私

立幼兒園裡三

個班級共五位

教師 

觀察 

深度訪談法 

文件分析法 

1、親師雙方時間不足。 

2、幼教師在親師溝通方面的儲備能力

不足。 

3、親師間缺乏共識，導致無效的溝通。 

國 

小 

趙聖秋

(1998) 

臺北縣市之公

立國小教師與

家長 

問卷調查法 發現「雙方時間不易配合」、「家長與老

師工作忙碌」、「部分家長教育觀念偏

差」是親師溝通的主要障礙。 

鄭淑文 

(2000) 

桃園縣公立國

民小學一年級

導師 

問卷調查法 親師衝突的原因有親師彼此教學理念

不同、親師責任歸屬不清、親師溝通互

動不良、家長對教師沒信心、親師彼此

不尊重對方。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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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親師溝通困境 

國 

小 

鍾美英

(2002) 

高雄市公立國

民小學參與親

師合作之學生

家長 

問卷調查法 家長與教師溝通時，常擔憂的原因有

「會打擾教師的時間」、「自己的溝通技

巧不足」、「對子女有不利的影響」、「自

己的教育專業知能不足」、「教師不能接

納自己的想法」、「受到教師的批評責

怪」等六個因素。 

國 

中 

林鳳婷

(2010) 

十位國中教師 深度訪談法 親師間溝通所遇到的困境整理歸納如

下： 

一、人格特質方面 

1、家長精神狀況差--歇斯底里及焦慮。 

2、家長主觀意識強烈--重男輕   

   女。 

3、家長的觀念偏差--不講理。 

4、家長專業知能不足--管不動小孩。 

5、家長的心態不正確。 

二、家長經濟因素 

1、家長時間無法配合。 

2、家長失業，經濟結据。 

三、親師溝通專業訓練缺乏 

1、缺乏親師溝通的研習。 

2、欠缺親師溝通專業領導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學者提出的立論與相關實證研究發現，發現造成親師溝通困境的因素均與「人」相關，除了外在

因素，如：溝通技巧不足、時間無法配合等，老師和家長的主觀意識更是造成溝通困境的主要因素；若

想要建立良好的親師關係，則必須以對方的立場和需求為考量點，才能創造出合諧的溝通氣氛(黃愛娟，

2005)。 

 

研究設計與實施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幼教師與家長親師溝通時遇到的困境及因應方式，採用訪談法可以瞭解受

訪者的想法、情緒反應、曾經歷的事件，以及在訪問當時所說的話語隱含的意義(高淑清，2002；陳向明，

2007)。訪談又可分成個別訪談和集體訪談(陳向明，2007)，研究者閱讀相關文獻，發現焦點團體訪談法

不但可以在同一時間內蒐集多位受訪者看待事情的不同角度和反應，隨著團體成員的相互影響，討論結

果常常超出研究者的預設，為研究者帶來許多珍貴資料(林淑馨，2010；陳向明，2007；潘淑滿，2010)，

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研究者決定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進行研究。 

當研究者在邀請訪談對象時，大部分的訪談對象表示時間可能無法配合，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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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決定採取權宜措施，若時間可配合者，盡量選取大家有空的時間進行 2~3 人的焦點團體訪談；若時

間無法配合者，便進行個別訪談，讓研究能夠順利進行下去。 

在文獻資料中顯示，親師間常使用聯絡簿、通知單、班級通訊及校園行事曆……等傳遞訊息，因此，

研究者亦蒐集幼兒園相關文件，從文件中獲得在訪談時未提及的訊息，也可以與其他方式獲得的資訊互

相補充和檢驗，使研究者所蒐集的資料能夠更加全面化。 

貳、研究對象 

研究者希望能夠全方位了解幼兒園親師溝通的現況，以期能夠分析、比較各種角色親師溝通的模

式、遇到的困境及因應方式，本研究選擇臺中市幼兒園園長、幼教師及家長各 6 人，依據個人時間分別

進行團體焦點訪談和個別訪談。 

參、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包含研究者、訪談大綱、錄音設備和文件資料，以下分別說明。 

一、 研究者角色 

本研究以焦點訪談為主要蒐集資料的方法，研究者期許自己成為「隨和的主持人」，主持團體時，

在態度和情緒上應表現得自然，並建立團體互信關係；在訪談中，研究者亦是「客觀的訪談者」和「敏

銳的觀察者」，尊重受訪者的想法、表達方式，傾聽和同理對方的感受，並適時給予回饋，時時注意受訪

者的表情和動作，檢核受訪者口中說出來的和肢體語言所透露出來的訊息是否一致；分析資料時，研究

者是「意義的詮釋者」，應將主觀意識放下，以開放的心態詮釋所蒐集到的內容，避免對受訪內容妄下推

論，才能真實寫出受訪者的心聲。 

二、 訪談大綱 

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訂定訪談大綱，訪談前先將訪談大綱送交受訪者，訪談時將訪談大綱

做為訪談進行的指引，並適時做調整。 

三、 錄音、錄影設備 

為完整記錄訪談內容，徵求受訪者同意，在訪談過程中進行錄音和錄影，訪談結束後盡速將訪談內容

做摘要整理並轉為逐字稿。 

四、 文件資料 

蒐集聯絡簿、通知單、班級通訊及校園行事曆等資料，與訪談內容互相印證，使資料更為完整豐富。 

肆、資料整理與分析 

研究者蒐集資料後會及時整理和分析，先將訪談內容轉為逐字稿，再選擇可以彰顯主題的主軸概念進

行編碼，最後運用三角檢驗法，從研究對象、訪談內容與相關文件資料進行檢驗，在訪談過程中觀察受

訪者非口語語言是否與口語訊息一致，以確保資料的真實性和正確性。 

 

親師溝通困境之因素 

在訪談過程中，許多受訪者均提到大部分的親師溝通經驗都是愉快的，僅有少數經驗讓人有不愉悅之

感，顯示老師和家長都很重視親師溝通，也願意建立良好的溝通關係；只是有時人與人相處，也許只是

一句話、一個動作，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便會產生親師間的不愉快。 

有趣的是，也有受訪者表示沒有遇到親師溝通困境，因此本章將探討造成親師溝通困境的原因，並針

對無溝通困境的受訪者之親師溝通經驗予以分析。 

壹、造成親師溝通困境的因素 

研究者分析、歸納訪談內容，發現受訪者遇到的溝通困境經驗雖不相同，但造成困境的因素卻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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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處，整理之後分述如下： 

一、親師對問題解決的要求有落差 

親師溝通過程中，家長總希望老師多關愛自己的孩子，當老師或幼兒園的作法無法達到家長的要求

時，有些家長可能會產生無力感，不知該如何解決；有些家長則會有憤怒情緒產生，甚至不想讓孩子就

讀此幼兒園，這樣的作法易讓老師感到挫折，便容易造成親師間的不愉快。 

小真媽媽提到女兒就讀的班級換新老師，家長卻無法瞭解孩子的學習狀況，可能是老師和孩子都在摸

索、互相適應期間，請求幼兒園行政人員協助，但園方表示他們已經盡力了。小真媽媽覺得園方有推拖

之感，行政人員應去支援，這個部分讓小真媽媽對於園方的處理方式不甚滿意。 

我女兒升上來中班的時候，……結果老師有比較嚴重的身體狀況，她只能夠離職，後來找了一個新老師來補，我

發現新來的老師經驗上是比較不夠的，有一段時期小孩子在學校做什麼事情，我感覺都是一頭霧水，也有跟園

方反應啦！園方的反應好像他們也是沒辦法，已經盡量處理這樣子。……我就覺得說行政的人要去支援，不是推

給一個新老師，我們不是怪那個新的老師，而是會覺得那你們行政單位的支援性是在哪裡？ (M5-111225-12) 

 

珊珊老師班上的孩子生病了，家長請老師多留意孩子體溫，老師也持續注意孩子狀況，當孩子燒到38

度時聯絡不上家長，只好等到家長來接送時再告知孩子狀況，沒想到家長事後卻生氣的打電話來，覺得

老師沒有做好處理竟讓孩子發高燒，甚至不讓孩子再來就讀。 

這個事件讓珊珊老師感到難過，覺得自己盡心盡力關心孩子，卻得不到家長的認同，反而怪罪她未盡

到責任，抹滅了她一天的辛苦，讓她覺得非常沮喪。 

媽媽送他上課的時候，跟我說他有一點點發燒，我就一直留意他的體溫，然後到快五點，我幫他量體溫已經

38 度，我趕緊跟他媽媽聯絡，那時候媽媽沒有接電話，等五點多媽媽來接他，我告訴媽媽說他發燒到 38 度，

請媽媽趕快去看醫生，可是帶回去之後媽媽就打電話很生氣說，孩子已經燒到 39 度為什麼都沒有事先聯絡她，

可是我當天就是一直有在幫他測量體溫，可能孩子就是瞬間體溫升高，但是家長沒有辦法諒解老師……那時候

就比較……嗯……讓我情緒比較低落，因為那時候家長就是不想再讓孩子唸這個學校。(T4-120108-14) 

 

Habermas(1979)認為溝通不單單只是意見的交流，更重要的是解決問題。本研究發現，家長十分在意

老師和幼兒園對於孩子的問題是否有確實解決，若沒有依照預期的方式處理，家長通常會覺得老師和幼

兒園沒有努力解決問題，致使家長覺得自己未受尊重；但老師和幼兒園有時並不是不願意配合，而是在

解決問題時遇到無法掌握的因素，因此老師和家長在解決問題的想法上應先溝通協調，否則易造成雙方

對事情解決程度期待的落差，便會產生親師間的不愉快，這正與陳素捷(2002)的研究中指出親師雙方對問

題解決的期望不同，以致溝通不良的結果相符合。 

 

二、親師生未建立和諧關係 

(一)老師與學生 

雖說親師溝通的主體在於老師和家長，但老師和孩子之間也需建立彼此認同、接納的關係，若老師對

待孩子不夠細心呵護，經由孩子的轉述，加上家長親眼看到的狀況，便容易對老師產生不信任感，造成

溝通時的困境。 

小庭媽媽發現老師對於孩子的照顧不夠細心，孩子被蚊子叮咬時未及時擦藥，讓媽媽覺得老師對待孩

子不夠親切，沒有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寶貝來疼愛，讓她對孩子所受的委屈感到心疼。 

我看到蚊子在咬，小孩都在那邊抓蚊子，結果我過去小庭被叮了三四個疱，我就拿那個茶樹精油幫她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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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覺得那個區塊老師都沒有很細心的說幫他們照顧，我就會覺得很不放心。(M3-111228-16) 

 

老師與孩子相處時，應讓孩子感受到老師對他的關愛，當孩子回家敘述師互動時，家長也會覺得老

師很愛孩子，無形中拉近親師間的距離；若師生間能夠建立良好的關係，孩子回家便不會向家長反應不

愉快的情況，亦能減少親師溝通的困境。 

 

(二)老師與家長 

Habermas認為溝通時溝通雙方應要建立彼此認同、接納的人際關係，才有機會達成共識(邱怡瑛，

2004；林俊瑩、林淑華，2000)，親師溝通中最主要的溝通者便是老師和家長，唯有溝通雙方建立和諧的

關係，聽者才不易對對方的話語產生誤解，而有不同的解讀方向，親師溝通才會更加順暢。 

小晴園長任職的幼兒園曾發生媽媽對於一直找不到孩子的棉被感到心急，便打電話表示她懷疑是幼兒

園老師拿回家，接電話的老師對於家長的激烈言語也表示了自己的不舒服，結果造成雙方的不愉快。 

有一個小朋友他的被子放在幼兒園很久，隔了二個月之後突然要來拿被子，因為安親班老師有點疏忽忘記放哪

裡了，可能因為那個東西比較珍貴，那東西是日本的正品就對了，媽媽想要找回來，結果她可能就有點心急，

打電話來跟我們會計講說：「我在猜是不是你們老師拿回去了，因為它是日本的正品。」我們會計跟他講：「媽

媽，你這樣講會讓人家覺得很不舒服。」然後媽媽對這句話很不高興。(P5-111221-13) 

 

Habermas提到在溝通過程中，雙方應盡量排除先入為主的觀念，排除摻雜非理性與情緒發洩的表達方

式，才能減少誤解、衝突，達到有效的溝通境界(邱怡瑛，2004；林俊瑩、林淑華，2000)。若家長在遇到

溝通困境時有先入為主的觀念，造成情緒反應和非理性的行為，往往造成老師很大的壓力，也令人感到

不愉快，這個發現與鍾婷婷(2004)提出家長對事情的反應態度激烈將造成親師衝突的研究結果相符合。這

時老師若能憑藉著自己的專業素養，冷靜沈著的態度來面對，將衝突減至最低，才能減少誤會和糾紛。 

 

三、理念不同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大多數受訪者都提到理念不同是親師溝通時很大的困難點，研究者整理

分析逐字稿後，將之分成親師教學理念不同、親師教養理念不同及教師之間理念不同三種，以下分述之： 

(一)親師教學理念不同 

小晴園長的理念較偏向開放式教育，目前任職的幼兒園也是屬於開放式教學，但是遇到一些觀念較

傳統的家長，希望幼兒園能夠及早教導孩子寫字；當小晴園長向家長說明太早讓孩子寫字不符合孩子的

身心發展時，家長通常都無法接受，讓園長覺得家長的觀念很難改變，在溝通時無法達成共識。 

我個人的理念是屬於比較偏向開放式教育，所以對方家長是比較傳統的話，我很難去跟他分析說說太早教小朋

友寫字什麼的，會帶給他們什麼比較不好的影響，我覺得比較困難的是這個部分。(P5-111221-13) 

 

(二)親師教養理念不同 

老師和家長之間對於教養孩子方式的觀點不同，亦會造成親師溝通的困境，尤其是現在孩子偏食問

題嚴重，站在教育的立場上，老師希望能運用方法改正孩子的飲食習慣，但有些家長卻不願配合。 

像孩子中午不睡覺或偏食，我可能會和家長分享孩子偏食的時候我會用少量的東西讓他吃或用得很小，或是找

一些方法讓家長回去做嘗試，可是家長會分享說沒關係他不喜歡就不要勉強，都不要讓他嘗試。(T4-120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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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敏老師提到她會將學習重點放在培養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行為表現或與同儕互動等方面，但向

家長提及時，家長的反應都不太熱絡，反而比較擔心孩子在學習上的表現，與家長的想法無法達成共識。 

我後來發現家長會來跟我們聊，比較擔心的是他們的學習上，就是說有沒有專心丫？老師在上什麼？可是我發

現老師在跟家長講都在講他挑不挑食丫，他睡覺乖不乖，就是我們好像比較放在生活自理，跟小朋友一些應該

有的行為表現或是同儕的互動方法。 (T2-111218-7) 

 

從上述可知，老師和家長都希望孩子在各方面表現均有進步與成長，但由於兩者的生活環境與自身

經驗並不相同，因此會產生不同的教養觀點。若老師能瞭解家長想法背後的原因，家長體會老師對孩子

的用心，將能減少親師溝通時所遇到的困境。 

 

(三) 教師之間理念不同 

幼兒園裡大都是兩位老師帶一個班級，若兩位老師的理念相同時，合作起來便十分愉快；反之，另一

位夥伴教師的理念若與自己不同，甚至和家長站在同一陣線，與家長溝通成了更痛苦的經驗。 

譬如說你明明已經跟 A 媽媽說小朋友應該要怎樣怎樣，A 媽媽可能會心疼就會去跟另外一個老師講，另外一個

老師：「啊！沒有關係，怎樣怎樣。」A 媽媽就會回來跟你說其實另一個老師也覺得不用這樣，其實就是更痛

苦的事情，就變成他們兩個達成了共識，我管太多了，那個反而是更痛苦的地方。(T2-111218-14) 

 

親師在課程安排、教養方面均有自己的想法，不論是親師對教學、教養理念不同，都將造成溝通上

的困擾。洪怡芳(2005)提出親師間信念和生活照顧的差異、教養問題的爭議均會造成親師間的不愉快；鍾

婷婷(2004)亦指出親師對幼兒園幼兒認知課程的安排、對教學方式的看法、教育觀念的不同也會造成親師

衝突。由此可見，親師之間理念不同，的確會增加老師與家長溝通的困難度。 

不過，本研究發現老師與同事朝夕相處，若教師間理念不同，加上同事又與家長站在同一陣線，亦

會造成親師溝通的困境，加深老師與家長溝通時的困難度，令老師產生無力感，這是之前的實徵研究中

未曾提到的部分，老師應該特別留意。 

 

四、親師角色本質差異 

Katz指出，因父母和老師角色的不同，對孩子的要求和關注點也不一樣(廖鳳瑞譯，2010)，因而產

生溝通困境。老師和園長都表示，家長常站在自己的立場看待事情，沒有考慮到較專業、全面性的部分，

玟玟老師便提到，家長要求老師要特別照顧自己的孩子，但老師必須公平對待每個學生，即使已向家長

說明自己的考量點，家長還是無法接受。 

我覺得一直有個衝突點是家長會一直要求老師你應該要做什麼，可是其實老師會有老師班級經驗的方式或是他

認為應該是合理的，那個衝突點就會出現。……後來其實花了一些時間做溝通，家長可能還是會覺得這個老師不夠愛

他的孩子，可是老師覺得就我的職責我要公平的對待每個孩子(T3-111218-12) 

 

敏敏老師班上早已規定借還書規則，但孩子總是忘了準時還書，家長都會表示是自己的錯誤，忘記

提醒孩子，將錯誤歸在自己身上，沒有讓孩子負起他該盡的責任。 

規定星期二是借還書時間，已經 12 月了，每一次都忘記，都星期三或四跟老師說：「老師，是我的錯，我忘記

叫他帶了，可不可以拜託一下讓他借一下。」我們幫忙寫是 OK，可是家長沒有把責任交給小孩，家長覺得小

孩什麼活動都要參加，要需做到的、要求的沒做到沒關係，很奇妙的點。(T2-1112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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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因角色的關係，會以理性的角度及規則來教導孩子，但家長對孩子的關係和期待參雜著非理性

的關愛和包容，因此在教育孩子方面會產生理念上的衝突。這個發現正與鍾婷婷(2004)的研究中提到，對

於幼兒的日常生活管教問題，常會因親師間的立場要求不同而產生衝突的結果相符合，因此老師要如何

調適這些差異，讓家長認同老師的理念和作法，可說是當前老師要努力的一項課題。 

 

五、未將心比心 

符號互動論指出溝通時應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想像自己說這些話，做這些事是否會讓人誤會，適時

修正自己的措詞與行為，並設身處地接納對方的感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將更加和諧(蔡東鐘，1999)。 

 小芬園長表示，老師只有一個人，又要教孩子知識，又要看顧孩子，加上孩子突發狀況又多，有時

真的忙不過來，她很希望家長能夠多體諒老師的辛勞，不要拿著放大鏡直盯著老師的小錯誤瞧。 

我們希望家長能夠體諒老師，因為老師只有一張嘴巴要讀書，兩隻手要看孩子、安撫孩子，如果今天沒大便了，

我們會希望家長能夠體諒，因為有時候可能我們有忽略到，這部份大家互相(體諒)。(P3-111215-20) 

 

家長和老師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背負著不同的責任，但同樣都非常辛苦的為孩子付出，老師和家長

應多多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感謝對方對孩子的協助，若對方的行為未達到自身的要求，體諒他可能有不

方便之處，便能讓親師互動關係更協調，這正與符號互動論提出「角色取替」觀念相符合，亦與洪千惠

(2005)、趙聖秋(1998)的研究提出，若親師間能互相體諒，多做溝通，便能減少彼此間的糾紛相互印證。 

 

六、家長質疑老師的專業 

在幼兒園中，與孩子接觸最久的便是老師，對孩子影響最深遠的也是老師，因此家長會希望老師有一

定的素質和足夠的專業能力，才能照顧這些年幼的孩子。 

有次小安需請假，媽媽已向其中一位老師請假，但另一位老師卻又打電話來詢問孩子為何沒來上

課，讓她感覺到老師似乎不夠專業，沒有做好聯繫，心裡感到不太舒服。 

老師很多很棒，可以照顧很多小孩，可是我發現他們溝通不是很 OK，比如我跟 A 老師講，B 老師不知道，比

如小朋友請假，我跟 A 老師請假，B 老師打電話來問我為什麼小朋友沒來，心裡會有一點點不舒服。

(M2-111230-12) 

 

小晴園長提到，園長有責任培養適合任教的老師，但培養老師的專業能力並不容易，當老師的專業能

力無法達到家長的需求，也會造成溝通上的困境。 

園長他還有一個就是要訓練老師嘛，當老師一直達不到家長的需求的時候，我們又沒辦法一直讓這個老師有所

成長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感覺也會讓人家覺得不太愉快。(P5-111221-12) 

 

蘇愛秋(2001)提到老師應不斷充實知識，展現個人的專業和魅力，與家長談話時侃侃而談並舉證歷

歷，說出來的話才更有說服力。本研究發現當老師專業能力不足時，家長對老師便產生不信任感及誤解，

園長面對親師間的溝通困境，需協助解決雙方的誤解，對園長的協調能力進行著重大的考驗；若老師能

提升自我的專業，這些親師溝通困境便會減少。 

 

七、家長要求不合理 

幼兒園林立，彼此競爭大，為了提升招生率，通常會盡量配合家長的要求，但是有些家長的要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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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與幼兒園教育理念不符或超出幼兒園所能負擔的範圍，令老師和園長感到為難。 

孩子的成長需要家長和老師共同配合，才能學習得更加順利，但小琴園長卻遇到家長因自身太過忙

碌，將教育孩子的責任全部推給老師，不願協助孩子完成學習單，讓老師覺得十分困擾。 

其實很多學習單是要親子共同做的，他不能接受這個，他就說：「老師，你要出那個作業的話你就要出孩子自

己會做的，我是沒有空教他的。」就覺得我孩子就交給你們學校了，你學校就一切幫我搞定了，他什麼該會，

你就是要給我教到會。(P2-120118-17) 

 

幼兒園的學費並不便宜，加上家長消費意識抬頭，動不動便希望幼兒園給予特別待遇，或要求一些

較難達成的目標，幼兒園做不到便以孩子不就讀來當作威脅，讓園長們不勝其擾。 

他要求月費要九折，可是我們就沒有這個例啊，他就硬要，就會語帶威脅那不念了。(P6-120202-12) 

 

本研究發現，私立幼兒園林立，幼兒園為了吸引孩子前來就讀，會盡量滿足家長的需求，有些家長

抓住幼兒園的心理，會做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導致親師間的觀念無法獲得協調，此與林淑慧(2004)、陳

玟甄(2005)、蔡瓊婷(2003)、鍾育琦(2001)和鍾婷婷(2004)的研究中發現家長要求不合理亦是造成親師衝突

的結果相呼應。 

 

八、溝通技巧不足 

Clay(2005)和郭明德(2003)均提到溝通時應掌握溝通技巧，若善用溝通技巧，不但能解決問題，亦能

讓家長瞭解老師關愛孩子的心意，展現親密的親師互動關係。 

在親師溝通的過程中，孟孟老師曾遇到溝通瓶頸，她的本意是希望家長將疑似得了腸病毒的孩子帶

回家，避免將病毒傳染給其他同學，但家長聽了卻很生氣。孟孟老師回想，可能是自己的說話方式太過

直接，讓家長感覺不悅。 

可能我講的方式不對，我就打電話跟他說：「媽媽不好意思，他好像疑似腸病毒。」我就很直接這樣講，他媽

聽到這樣就很生氣，我就說：「那可以麻煩來接他回去嗎？」可能媽媽聽到這樣就更不舒服，可能早上就把小

孩送來，你又打電話叫我帶他回家。(T6-120112-12) 

 

琪琪老師分享當她與家長談話，尤其是提到孩子需要改進的地方時，她會運用更婉轉的措辭表達，

以免讓家長覺得老師不喜歡他的孩子，造成不必要的誤會。 

我覺得是講小孩要改進的地方吔！可能他需要改進的地方必須要很婉轉的去把它講得好聽一點。

(T5-120112-16) 

 

親師溝通時除了要有誠懇的態度，體諒他人的善解人意之心外，溝通技巧亦是不可缺少的元素之

一。本研究發現，溝通時應使用適當的措辭表達意思，避免有讓人誤解的機會，溝通的技巧也要運用得

宜，面對不同的談話者應隨之變化，若溝通技巧不足將造成親師間的溝通困境。 

 

雖然幼兒園中的親師溝通困境不少，幸好理性的家長佔大多數，因此發生不愉快時，大多是潛在性

的消極抵制或言語上的爭執；老師應留意容易造成親師溝通困境的因素，培養自己面對問題的處理能力，

並積極主動與家長溝通，讓家長感受到老師關愛孩子、認真教學的熱情，使得親師間的聯繫能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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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無溝通困境之原因 

有趣的是，在六位家長中，小涵媽媽和小妤媽媽均表示沒有遇過任何溝通困境；小睿媽媽則是因為

爸爸對老師不滿意才去向園長反應，自己本身也沒有與老師有過摩擦，研究者對她們所分享的無溝通困

境經驗感到十分好奇，仔細詢問之下，發現她們與老師溝通時有某些相似處，因此將之歸納為四種，分

述如下。 

一、 家長能自我要求 

小安媽媽認為教育孩子是父母應盡的責任，盡量以不加重老師的負擔為原則，除非孩子的狀況她無

法掌握再請老師協助。小安媽媽能體諒老師的心態，正與前述若未能將心比心將造成親師溝通困境互做

對照。 

我的想法就是要跟家長講其實老師要照顧很多孩子也是很辛苦，然後我覺得我的小朋友有什麼問題，我這邊方

面我可以去跟他講的、告知的，我就盡量從我這邊做起，真的不行的話我才會去跟老師講。(M2-11123020) 

 

當家長將教育孩子視為自己責任的時候，便不會動不動就要求老師要達到他所期望的地步，反而對

於老師的作法會無條件配合；當發現孩子行為需要糾正時，會在家中教育孩子，而不是將責任推給老師，

家長如此為老師設想，無形中便減輕老師的負擔，老師也能感受到家長認真教養孩子的心意，雙方自然

而然便沒有溝通困境產生。 

 

二、正向思考 

小妤媽媽對於孩子每天換兩、三套衣服，導致她要洗很多衣服感到很困擾，因為小妤已是大班的小

孩，老師會讓她自己換穿衣服，每次她總是把自己打扮得很不得體，可是後來小妤媽媽發現孩子從中不

斷學習，搭配衣服的色彩觀念越來越棒，也不禁讚美小妤越來越厲害囉！ 

衣服啊，我覺得很困擾，不懂為什麼一直換一直換一直換，……我也覺得這種枝微末節的小事去麻煩老師實在

是很不好意思，我只好一直罵我女兒。後來我發現她配衣服越來越厲害，剛開始搭得很好笑，每次我學姊來的

時候，小妤又黑黑的，她說：「你幹嘛每次都把姊姊打扮得像公主，妹妹像流浪漢？」(大家大笑)可是她上次配

出來我說：「好漂亮喔！」因為我都會給她帶幾件衣服幾件褲子，我說是老師配的嗎？「不是，是我配的。」

我就「讚讚，有搭出那個顏色出來。」無形中的訓練。(M4-111228-16) 

 

 家長看事情的角度亦會影響親師間的溝通，當家長遇到問題時，將危機視為轉機，以一種輕鬆、正

向的態度面對，便能化解可能產生的衝突；有些事情的產生在於我們的一念之間，換個角度思考會更加

海闊天空，小妤媽媽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三、家長兼具教師身份 

研究者目前在國小任職，因此找到了三位願意接受訪談且同樣也是老師的家長，分別是小涵媽媽、

小妤媽媽和小睿媽媽。在與老師溝通的歷程中，她們均提到因為自己本身是老師，更加了解老師的辛苦，

與老師溝通時，會尊重每個老師不同的特質，相信老師的專業，不加以干涉老師的教學和管教方式；遇

到問題時盡量自己解決，除非有重大事件需要協助，才會向老師反應。 

因為我自己也是老師，老師會遇到問題我自己也能感同身受，所以我才會覺得說老師在教我就放手讓她去，我

相信她的專業。(M1-1112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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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真的覺得可能也是因為都是一樣是教職人員，就覺得沒有什麼事情就不用溝通了，因為我們自己也比較了

解這種狀況，所以這點可能跟一般的家長比較不一樣，我們就可以比較了解、比較體會，也會多一層將心比心

啦，就會覺得說「沒什麼大事情不要去跟老師......(台語)」，真的是這樣子。(M4-111228-13) 

 

因為我們自己都當老師，所以我們會尊重每老師有不同的個性。(M6-120112-14) 

 

研究中發現，具有老師身份的家長，並不會以家長的角度來要求，反而站在老師的立場看待事情，

同理老師的辛勞和心情，相信老師的能力，親師間便不容易產生溝通困境。朱珊妮(2002)的研究中發現，

有些家長因為自己同樣也擁有老師的身份，不但能會老師的心情，也更信任老師、感激老師，正與本研

究結果相符合。 

 

四、 私立幼兒園重視服務品質 

小睿媽媽和小真媽媽的孩子均是就讀私立幼兒園，因為招生壓力，私立幼兒園很重視服務，如果家

長對幼兒園的設備、作法、教學方式等不滿意，可隨時將孩子帶離開幼兒園，因此當家長提出要求時，

私立幼兒園會積極配合，希望能夠滿足家長的期待，如此一來，便會降低親師溝通發生的比例。 

最主要是我們是私立的，講不通我就轉嘛，我轉到會聽我的那個地方去就好啦。(M6-120112-13) 

 

溝通的管道都算很暢通，所以其實......私立學校都會很重視服務吧！我們這邊是還好，也不會很over，就是你

有跟他講，他看到你會跟你溝通那些狀況。(M5-111225-20) 

 

私立幼兒園林立，競爭激烈，幼兒園們無不希望能夠提供優質的服務吸引學生前來就讀，建立多元

的溝通管道，傾聽家長的意見，期望家長能感受到幼兒園為家長、為孩子服務的熱忱，因為有這樣的理

念存在，就讀私立幼兒園的家長才會表示與老師之間無溝通困境。 

 

 從家長分享的經驗中，研究者發現除了幼兒園重視服務品質，會盡量滿足家長要求，讓家長感到滿

意這項因素外，其餘三項皆與家長的心態相關，可見家長認同老師，同理老師的辛苦，並扛起教育的責

任，盡力協助老師、配合老師，親師之間的關係自然變得更加緊密，也不會因為觀念不同而有所衝突，

便不容易產生溝通困境。 

 

結論與建議 

壹、結論 

一、親師溝通大多是愉快的，但有時難免會產生溝通困境 

進行訪談時，多數老師和家長均表示大部分的親師溝通是很愉快的經驗，只是有時因為親師對問題

解決的要求有落差、親師生未建立和諧關係、理念不同、親師角色本質差異、未將心比心、家長質疑老

師的專業、家長要求不合理和溝通技巧不足等因素，造成親師間產生矛盾與衝突。 

二、家長心態改變及幼兒園重視服務，能減少親師溝通困境 

本研究發現，每個人的生活經驗、看待事情的角度、身份不同，加上有時會對彼此的話語產生誤解，

便容易產生溝通困境；老師和家長應學習用正向、積極的想法和態度面對溝通困境，盡量站在對方立場

上著想，尊重彼此不同的意見，並增進自我溝通能力，學習將危機化為轉機，以降低溝通困境所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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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助和挫折感。 

 

貳、建議 

一、對園長之建議 

(一) 運用各種管道向家長傳達理念 

本研究發現，除了公立幼兒園園長會進行教學之外，大多數的私立幼兒園園長只負責行政業務，與家

長接觸的機會較老師減少許多，因此園長可以運用各種溝通管道，如園訊、親師座談會等方式與家長聯

繫，讓家長瞭解幼兒園的理念，或運用文章分享傳達教育觀，提供家長教育孩子的資訊。 

(二) 處理親師溝通困境時應保持中立 

當老師與家長有溝通困境時，通常會尋求園長的協助，這時園長應站在中立的立場，運用委婉的語詞

及圓融的方式協調雙方意見，但又不能讓人感覺自己偏袒某一方，因此用語要特別謹慎，以免造成親師

雙方更大的誤會。 

二、對老師之建議 

(一)主動與家長溝通 

剛接任班級時，老師若能主動與家長聯絡，給予家長的第一印象便有加分效果；平時即時告知孩子

在學校的情況，讓家長能夠掌握孩子資訊，可以促進雙方共識的達成，也能夠提升家長對老師的信任。 

(二)站在家長的立場上著想 

因為老師和家長角色本質不同，難免會產生不同的想法，老師若能站在家長的角度去看待事情，也

許更能體會家長的心態，和家長溝通時，便不會以自己的觀點詮釋事件，看待事情的角度將變得更寬廣。 

(三) 增進專業知識與溝通技巧 

老師本身若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能提供有說服力的建議，並適時的運用溝通技巧，委婉且堅定的表

達自己的看法，以解決孩子的問題為前提，家長將較能夠認同老師的做法。 

三、對家長之建議 

(一)尊重老師的專業 

本研究發現，老師是接受養成教育並經過檢測方能到幼兒園任教，對孩子的認知發展、教育方法比

家長來得豐富，若家長能夠尊重老師的專業能力並提供與孩子相關的資訊，老師帶領孩子將更得心應手。 

(二)應負起教育孩子的責任 

雖然幼兒園擔負起教育幼兒的責任，但家長不可將教育孩子的責任全部推給老師或學校，若老師和

家長能互相配合，家長在家中延續老師的教育方式和教學，孩子的學習在雙方的協助下亦能更順利。 

四、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方法 

研究者發現，在團體訪談中，受訪者的談論內容會因別人的分享，激發出更多的相同經驗，便能採

集更多資訊，建議未來在探討親師溝通困境之相關研究，若能採取質性研究中的團體訪談方式，輔以量

化的數據，與訪談內容相互佐證，更能顯示親師溝通困境的實際情形。 

(二)研究地區 

因地緣關係，研究者大多尋找原臺中市的幼兒園進行研究；自從縣市合併後，臺中市也包含了許多

原本位於臺中縣，位置較為偏遠的幼兒園，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大研究地區，探討城鄉幼兒園造成親師溝

通困境的因素並比較其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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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ed at investigating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within preschool teacher-parent 

communication, and the solving methods applied during communication. Based on a self-designed interview 

outline, the study included six kindergarten principals, six teachers, and six parents in Taichung City through 

focus-group interview or one-on-one interview. All data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concluded were 

as the following: 

First, factors that cause the difficulties include the gap between parents’ and teachers’ demands on 

problem-solving, failure in maintaining peaceful relationship, concept differences, innat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oles, inability to feel for others, parents’ suspicions of teachers’ proficiency, unreasonable demands by parents, 

and inadequacy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Second, the difficult situations will be improved if parents can have self-demand and positive thinking. 

Parents who work as teachers are also helpful. Besides, private kindergartens need to emphasize quality of 

service. 

 

Keywords: Kindergarten teachers , Teacher-parent communication, Plight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