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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的目的在於協助教學進行得更順利－教務處行政實習 

親師溝通的藝術 

  暑假在教務處實習一個月，收穫最大的莫過於在辦公室裡看老師如何和各式各樣的家長溝通，其

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對雙胞胎的家長和註冊組長的對話…… 

  某天下午，一對新生雙胞胎的父母來到教務處，告訴註冊組長他們看到新生編班公告，發現這對

雙胞胎兄弟竟然不在同一班，這對爸媽希望學校可以讓他們同班，畢竟兩兄弟剛上國中不熟悉環境也

不太認識同學。老師告訴家長現在已經編完班，所以學校不能擅自調動學生班級，如果真的要調整，

必須向教育局申請。學生的爸爸一聽之下非常生氣，說這是老師們的官話，不過只是老師不想要麻煩，

所以不幫他們調到同一班而已。老師溫和地向兩位家長解釋在編班之前有發通知請學校所有的雙胞胎

帶回家，詢問家長是否要將雙胞胎編在同一班。學生的爸爸沒有聽老師解釋，走到教務處外面，學生

的媽媽則告訴老師因為平時事情繁多，所以他對通知單沒有印象。老師告訴學生的媽媽學校除了發通

知單之外，也有一個一個打電話去家裡面問家長對於學生分班的意見，但當時他們說不用編在同一班，

所以才沒有將他們的孩子排進編班委員會討論。不過如果他們現在還是希望讓孩子在同一班，可以寫

下原因，老師會協助家長向教育局提出申請。至於怕麻煩這件事，如果學校真的怕麻煩，直接幫他們

調動就好了，不需要大費周章向教育局申請。而目前學校的雙胞胎幾乎沒有同班，老師也針對升上國

中的學生可能會有的現象和雙胞胎同班的壓力和媽媽討論，爸爸也從外面走進來加入討論。後來學生

的媽媽告訴老師，他想起來有收過通知單也有接到老師電話的事情，他會回去和孩子討論，如果真的

需要讓他們在同一班，會再過來請老師幫忙。 

  短短十幾分鐘的對話，讓一旁的我大開眼界。如果今天是我面對憤怒的家長，可能會一時之間不

知道該怎麼應對，也不知道可以怎麼做來緩和家長的情緒。透過觀察老師和家長的互動，讓我學會不

疾不徐、不卑不亢的態度同理家長的需要，告訴家長現況如何、學校可以提供哪些協助，來和家長一

起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 

  這個經驗讓我想到之前閱讀許多「怪獸家長」的文章，以前我總是非常害怕自己年紀輕，不懂得

如何回應家長比較急切的要求。但這次看到老師和家長的互動，讓我發現其實家長提出要求，不過是

希望學生在學校可以有比較好的受教環境，能夠健康快樂地成長。這和學校希望給予學生的學習環境

照理說是一樣的，因此老師和家長更有機會可以站在同一陣線，一起為學生努力。不過老師或家長可

能都有一些限制，需要和對方合作才能一同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經驗，所以在和家長溝通的時候，

除了告訴家長哪些事情是我們可以努力嘗試的之外，沒辦法做到的事情也必須有界線地清楚告訴家長，

瞭解彼此的能力與侷限，雙方的溝通和合作或許會因此更順暢。 

教育藏在生活細節裡－不可忽視的境教 

  由於蘇迪勒颱風過境，使得學校除了滿地倒榻的樹和散落的樹葉之外，毀損的公物也不在少數。

最令人有感觸的是原本精彩豐富的佈告欄變得一片狼藉，一時之間讓人意會到平時張貼學生作品與宣

導海報的佈告欄有多重要。不僅張貼的內容珍貴，對於校園環境美感的

營造更有畫龍點睛的效果。因此八月第三週開始，我和實習夥伴在設備

組長指導之下，開始佈置校園各領域的佈告欄。 

  比較特別的是國文領域橫跨二樓至三樓的樓梯間，陽光從樓梯間的

窗戶滲入，帶來生機盎然的感覺，於是我們讓整片佈告欄充滿鳥語花香

意象，結合國文書香氣息，營造生動的學習環境。 

國文領域 



               

  活潑的社會領域    溫暖有活力的綜合領域 

  為配合學校本土語言活動，每個月都要設計一張結合時令或在地文化的本土語言海報，主要以閩

南語、客家語、阿美族語和泰雅族語為主。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既有趣又富有挑戰的任務，因為這是我

第一次接觸原住民語言，也是第一次深入了解客家

文化，讓我對於平興國中的風俗民情，又有更深一

層的體會。身為一名輔導活動科實習老師，這個經

驗更刺激我思考設計多元文化課程時，可以怎麼運

用學校本位特色，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融入課程中。

至於海報的美術設計，雖然只是搜尋網路上的圖片

剪剪貼貼，但也非常考驗美編和排版的能力，將美

化學習環境的因素納入考量。 

注重貼心的細節－研習實習 

  暑假以來舉辦了非常多場研習，參與每一場研習籌備的過程中，都在細節學習到許多待人接物需

要注意的地方，很開心老師給我們這些學習和討論的機會，我能變得更加細心。舉例而言，像是校內

舉辦新進教師研習，我們在裝訂資料的時候，會考慮因為資料太厚，釘書針可能會刺到手，於是在釘

書針的位置貼上膠帶；我們也討論到參加研習的新進教師、實習教師與行政實習學生可能彼此不太熟

悉，校長、主任以及與會教師也不太認識這些老師，因此臨時決定要來設計桌牌，並刻意將名字放大，

方便老師觀看。 

  舉辦校外研習則有比較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像是研習場地指示，

我們必須自己從校門口走進來，看看動線是否順暢，並且能用最少的

指示，清楚指引來參加研習或會議的貴賓；校內研習或會議的簽到處

可以放在會議場合裡面，但有校外貴賓到校的時候，可以盡量將簽到

處移至會議場地外的走廊，讓與會的貴賓可以在走廊上就可以清楚看

見研習地點直接走過來，不用再花時間找。簽到也是一門學問，為了

避免簽到處大量湧進人潮，讓與會人員等待簽到的時間太久。如果舉

辦開放校外教師參加的教師研習，我們會依照學校的第一個字筆畫排

列，只要詢問老師任教的學校，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老師的名字，減

少簽到時花費的時間。另外，在簽到同時，如果可以同時提醒與會人

員茶水與廁所的位置，對他們而言會是非常貼心的喔！ 

  從協助辦理研習活動的過程中，不僅學到做事情的細心與謹慎，也學習到待人接物的禮貌與體貼，

對我而言，這不僅是師資培育過程需要學習的，也是身為一個人需要擁有的能力。我很感謝這段實習

期間有這麼多機會可以讓我學習、探索與反思，期待未來的我能夠繼續成長與進步。 

健體領域佈告欄臨近游泳池，因此我們為配

合水上運動，佈置成海底世界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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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新進教師研習名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