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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和家長可以一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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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過中小學書展、講座，與師生接觸、交談，不下五、六百次，從未見過學校

和家長的關係像某校搞得那麼密切的。該校由一位著名教育家當校長，在 2002 年  

作為「3+5+3」（現在學制是 6+5+2）的「十一年中小學直通車」模式創新實驗的       

學校，只不過只有六、七年光景，已成為好評如潮的學校。 

該校值得稱讚的地方很多，但若論叫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家校「一家親」的合作

關係。 

 

家校關係夥伴關係 

該校從 2007 年 2 月創辦的校刊，迄今已不定期地出了六期，幾乎全由「家長會」

中的積極分子主辦；一般學校都會有聊備一格的刊物，但百分之九十九都作為    

「校訊」，而該校校刊居然是作為「家長會會訊」而出版，可見家長會陣容和能力之

強。許多學校的「家長」只是協助學校做做義工，了不起搞一場親子講座；但該校

竟由校長做總指揮，其夫人做鋼琴伴奏，組織了規模浩大的合唱團。2007 年至 2008

年兩度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的公開演出，參與的家長都逾百人；2007 年校長又率   

多達兩百人的「家長合唱團」，應邀到廣西柳州獻唱，獲得很高的評價。2007 年      

12 月 15 日學校家長會舉辦「聖誕黃昏燒烤聯歡會」，參加的人數竟多達 1120 人。

活動當然得有人參加，但這麼多家長參與就不簡單。更為人樂道的是其公開課，    

家長最多時多達兩百人來聽，這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家長的大力推動、參與和支持，

令該校很有生氣。 

對家長的重視，源於校長對學生家長的定位和看法。他在接受內地一家教育報

的記者訪問時，曾說過這麼一段話：「在我的觀念中，學校和家長應該是一種夥伴   

關係。我通過親自面見家長，還可以更多地了解他們為什麼不選擇其他學校而選擇

我們這所學校，他們滿意於我們的是什麼，他們不滿意於其他學校的是什麼，以便

更快地朝我們的教育理想邁進。」還有一位教育學者道出了該校的優點：香港教育

界同行普遍感到面對的重大挑戰，是來自不同的問責體系的不同訴求，以及相互   

關係欠佳，缺乏有效的溝通和充分的理解。 

 

Teachers’ Reading 



家校溝通為學子好 

該校在協調影響學校辦學的各種關係時，引入了「持份者」的概念。所謂的     

學校「持份者」，指對學校教育有著利益關係的個人和團體，大致包括三大系列：    

政府系列，各級教育部門均要向上級行政管理負責；學校系列，包括教職員、校董

會等；「顧客」系列，即教育直接服務的對象，如學生和家長，還有學生將來的就業

部門（僱主）等。不同的「持份者」對學校教育都有著利益訴求，都擁有對學校       

問責的權力……。 

這個「持份者」是一個很有趣且頗為感性和形象化的概念。油然令人聯想到    

一家公司的「股份」，如果學校被作為「培育優質人才」的基地和場所，那麼，家長

就該「持有」一「份」，不能只被當著無關者、旁觀者，因為，學生是他們辛苦養育

的子女。 

然而，目前不要說在香港，恐怕在其他許多地方也沒兩樣，家長的角色，鮮有

被視為「持份者」。一般學校均將校長、教師作為中心和權威，不需要家長的認同。

他們的情況，也如上述學者所說的：「認為學生對學校和教師就應該服從，家長的   

『配合』只是為了與學校保持一致，家校之間的溝通實際上是學校或教師向家長的

通告或指令。不少校長教師仍認為與家長平等合作，讓家長參與學校事務，只會給

學校添亂；許多家長也不願與教師有太多的接觸，甚至最怕老師約見，認為老師    

約見無非就是告孩子的狀。雖然許多學校都建立了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會等組織，

但不少流於形式或徒有虛名。」 

 

家校師生共同進步 

這一段話說得真好，真是一針見血。將家長視為「局外人」的學校，是傳統學校

流傳下來的舊觀念，必須改變。一些學校不敢舉辦公開課，當然也談不上邀請家長在

觀課之後向老師提意見，顧慮是多方面的。比如，擔心門庭冷清，沒有家長會來聽；

即使來了，又恐他們水平有限未能提什麼問題；反之，若提意見，更擔心將公開課    

主講老師置於與家長對立的境地。說來說去還是不敢放手，缺乏信心、少有策略所致。 

該校校長說：「老師為了應對家長，他們肯定會來尋求我們的支持，我們會把    

學校的辦學思想、秉持的教育理念進一步地傳達給老師，老師再把它傳給家長，最後

老師、家長都在不斷地受到我們的辦學思想、教育理念的熏染，大家都在不斷提高，

學校與家長的親和力也就越來越強了。」五、六十名家長那麼早（上午 8 時半）就來

到該校禮堂觀課，實在難得。有那麼多真正關心孩子成長的家長「族群」，還怕辦學

不出色嗎？而我們香港目前卻太過執著和偏重於教學語言的討論和改革，未能重視 

家校關係，尤其未能為「持份人」家長「正名」，實乃學界一大弊端啊。 

 

資料來源：http://www.takungpao.com/news/09/03/24/LTA-105394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