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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如何與教師合作 ～ 

敬愛的家長們： 

    為了讓孩子確立學習態度、以及在校的學習能漸入佳境，您必須與老師密

切合作，以下是重點項目： 

一、 請您牢記孩子的年級、班別，並認識班級導師。 

二、 請您每天親自簽閱聯絡簿，並經常與導師聯絡。 

三、 請您可以主動關懷導師的班級經營，及善用學校各項資源。 

四、 請留下家中與您服務單位的電話、住址，以便在緊急狀況時即時聯絡。 

五、 當學校有事與您聯絡時，應儘速取得聯繫、也請將班導師的辦公室電話 

     與分機、手機號碼存入您的電話簿內。 

六、 請您應撥冗參加學校舉辦的親師座談會(班親會)與親職教育活動。 

七、 當師生間有了衝突，請勿僅聽孩子一面之詞，應同時向老師求證。 

八、 請不要在孩子面前責備、批評老師。 

九、 若您對老師的教學或管教有不滿意之處，請不要直接攻擊老師，而用委 

     婉的態度向老師建議、共商解決方案，或透過校長、主任、導師，表達 

     您希望老師改進之處。 

十、 學校家長會及各班級家長會，是您可以善用、參與和關心的組織。 

十一、 為避免影響孩子的專注力，請您務必叮嚀孩子要吃早餐、注意健康 

十二、請您要多花心思在孩子使用網路時，開始出現的言談、同異性友誼以及 

      金錢的往來等，以上將容易會是青少年時期行為脫序或偏差的來源。 



父母是孩子最初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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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篇 ～ 
 

一、父母如何幫助孩子適應國中新生活 

(一) 良好的親師溝通： 

    孩子的學習成效，有賴家長與老師共同努力，因此，建立良好的親師溝通相當重要，親師溝通的管道

包括親師座談會、聯絡簿、電話溝通、面談等方式。 

1、親師座談會：一個良好的開端 

    參與親師座談會是非常重要的，與導師見見面、聊一聊，透過面對面的對談，可以更了解孩

子的學習環境與情形。親師座談會每學期舉辦一次，請家長儘可能排除萬難參加，感謝您！ 

2、聯絡簿 

    這是一個頻繁但簡易的溝通管道，每天孩子會將學校的作業、注意事項、攜帶物品、心情留

言等記錄在聯絡簿，家長的任務即是每天檢查聯絡簿上的作業是否完成、攜帶物品是否準備

好……等，最後由家長簽名表示已經檢查完成。如果有任何問題，家長可以透過聯絡簿留言給導

師，導師隔天看到會給予回應。而導師也會適時透過聯絡簿留言給家長、告知孩子的狀況。雖然

每天檢查聯絡簿須持久的耐心，但這個小小的動作，可以幫助家長更了解孩子在學校的情形。 

3、電話溝通 

    透過電話，家長可以將孩子的問題或疑惑與老師們直接溝通；根據不同的問題，可參閱「學

校分機」及「學習篇生活輔導」找到適合的詢問窗口。 

4、面談 

    如果孩子有個別需求或問題，可以與導師、任課老師或資源班老師事先約時間，到校與老師

當面晤談，這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二) 協助孩子有效學習： 

    子女是否專心向學，是父母關心的話題，引導孩子學習的技巧是很重要的。 

1、父母的基本態度 

    群策群力，全家人蔚成學習風氣。給予實際的期待：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建議父母先

以身作則，與孩子分享喜樂，分擔憂慮，建立彼此互信、互相傾訴倚靠的心靈伴侶模式。 

2、做好學習準備 

    鼓勵或鞭策孩子自動自發、肯專心向上。基礎的東西先做準備、並踏實漸進，穩穩當當地收

穫成效而不是僥倖；當信心充足、態度行動都比較篤定時，學習自然又好又快。 

3、激發好奇心，產生持續的學習動力，必須掌握的原則仔細聆聽孩子的發問。 

    避免直接給孩子答案。給機會讓他想想。帶著孩子累積一些經驗並且反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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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隨時準備做最棒的回應 

    津津有味聽孩子的分享、謙虛地問孩子問題(不先批判)。共同討論，分享彼此的生活。 

5、與老師合作 

    欣賞老師、支持老師、尊重老師，親師彼此了解、互有同理心。孩子也會潛移默化、尊師重

道，孩子將更有耐心細思老師的做法與指導。 

6、培養讀書技巧 

    瀏覽一遍，再耐下性子仔細的讀。要慢讀、熟讀。幫助孩子記憶。要具專注力。 

7、有效練習方式按照步驟教孩子。先做示範給孩子看。 

    時間短、密集的練習。錯誤即刻訂正。注意預習和複習。反覆的練習。 

8、保持警覺和彈性 

    注意孩子心情變化，隨著孩子年齡的成長，調整態度(先嚴格、後逐漸適度放鬆)。孩子是否

能進步向學，受父母影響很大，父母的主動學習、少看電視、多看書，孩子也會養成主動學習的

基本習慣，因而打下良好的學習基礎。 

【資料來源：家長學苑官網(臺北市家長協會)】 

 

(三) 父母如何與孩子溝通 

1、身教：父母的行為是孩子最大的示範看板，所以不得不注意。 

2、注意聲調、語氣、時間、場合。 

3、給予適當的承諾及合理的選擇。 

4、鼓勵孩子表達，並且傾聽別人說話。 

5、多引導與規勸，少批評與責備。 

6、接納並體會孩子的感受及想法。 

7、問答的方式盡量使用「問答題」方式，避免「是非題」。 

8、親子爭吵時，別一時衝動，可以冷靜想想辦法。 

 

二、輔導處可提供的協助 

(一) 安排專任輔導或認輔教師與學生進行每週一次的個別晤談。 

(二) 若經初步晤談評估學生有更深心理層面的問題需要處理，則轉介專業諮商心理師進行諮商輔

導。 

(三) 輔導處提供親職相關問題的諮詢。 

(四) 經由導師推薦，以抽離的方式，安排多元適性的教育課程、高關懷課程予弱勢高需求學生。 

(五) 本校學生輔導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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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高中學生轉介輔導流程】 
 



5 

 

 

 

三、 學生可以這麼做 

(一) 與自己信任的老師或是家人談（例如：導師、任課教師）。 

(二) 與自己信任的好朋友、學長姐談談。 

(三) 到輔導處來尋求協助（輔導處會安排合適的輔導老師幫助孩子）。 

(四) 可撥打相關協助電話：生命線1995、張老師1980 

 

四、 因應時代趨勢，國中生需培養的五大關鍵能力 

     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能力。這一代的青少年，最需要培養哪些關鍵能力？我們可以從兩個面向

來看： 

(一) 國中三年這個階段，孩子的身心發展最需要、也最有利於發展哪些能力？ 

(二) 現在的國中生將面臨什麼樣的工作趨勢，哪些能力在未來對他們最有幫助？ 

 

1、探索自我，培養獨立思考能力：了解自己喜歡什麼，適合什麼，以及自己的才能在哪裡。國中生

可以多透過嘗試來了解自己，例如：透過交朋友、看小說、玩樂器……等等，父母、老師都應該

鼓勵孩子探索自我。 

2、生涯的規劃與探索：藉由對未來生涯的探索與規劃，能幫助孩子找到更適合自己的選擇。讓孩子有

機會去感受他自己與生俱來的條件，了解自己的能力、興趣、價值觀與人格特質。透過體驗、學

習，慢慢去感覺自我是什麼，具有什麼能力， 我希望做些什麼、我該怎麼去調整、學習，也可以透

過大量閱讀、與他人對談等，了解各職業的內涵，以逐步實踐自己的夢想。 

3、玩的能力：代表的是一種探索、思考、能夠打破框框、創新、整合、熱情主動的綜合能力，會去思

考、判斷、做決定，並為所做的決定負責任。這是一種創造力，也是一種思考的能力。 

4、連結他人的能力：包含了同理心，能設身處地理解他人，也包含了能與他人溝通的能力。可以透過

文學、美術、音樂、電影、戲劇、舞蹈……，這些人文的接觸，我們可以與人類共同的經驗連結，

得到更多的感動與智慧，並把自己的體會傳達出去，與他人連結。 

5、面對逆境、失敗的能力：孩子如何看待失敗，如何從失敗經驗中學習，擁有不怕失敗的態度， 從

失敗中學到的智慧、堅強，增強未來生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