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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教育，孩子的成長離不開家長與

學校老師的共同努力，通過良好的溝通聯

系，家長和老師才能成為孩子的盟友，互

相協助令孩子從小健康愉快，學習成功。

家長與老師都是孩子的老師，孩子的優秀

離不開家長與老師的共同努力，所以兩者

之間的溝通是最重要。可惜兩者之間又因

孩子的教養問題未能一致或信息傳遞不暢

通而產生令人揪心之事，最終導致孩子情

緒不安，孩子在成長中出現的問題，老師

不能不聞不問，家長亦不能掩蓋，只有透

過合作，好好傾談，共同為孩子創造一個

快樂的空間，讓他們成長，這一點比甚麼

都重要。

“親師童行動”
義工隊的成立的由來

東南學校自 2004 年起由畢漪汶校長

提出教學改革，誠邀澳門教育家劉羨冰博

士到校指導教學改革，提倡從幼稚園起以

中英雙語教學促進幼兒智力發展。經過

十七年的改革，漸見成效，獲特區政府支

“親師童行動”家校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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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社會及家長的認同，於 2021 年更獲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推薦，代表澳門參加由

亞洲教育論壇聯合日本學前教育協會、新

加坡幼兒教師學會、新加坡智源學院、財

團法人幼稚教育基金會等機構聯合舉辦的

“2020 亞太學前教育影響力 50	強”評

選。最終評選結果東南學校幼稚園獲選為

“2020亞太學前教育影響力50強”之一，

另外在網絡投票選舉環節中，東南學校幼

稚園獲得了	4,486,504 張選票，	50 強中

排名第七。	

作為啟發潛能學校，家長是我們最好

的伙伴，透過完善的溝通渠道，與家長保

持良好及緊密的關係，十多年的教學改革

才能成功。教學改革要不斷向前發展，教

學取得初步成功後，下一階段就是培養學

生成為一個優秀未來的人才，優秀是教出

來的，要讓孩子從小就擁有良好的中華文

化品德的傳承，高尚的品格。要培養如此

高素質的種子，家校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深信身教比言教重要及有效，但往往

在管教子女是否要贏在起跑線上都有很多

亦師    亦友



亦師    亦友

72 教師雜誌．第六十九期

謬誤的見解及分歧，學校老師就要尋找機

會與家長多溝通、多探討、多了解、多關

注孩子在整體發展上的需要及均衡性。家

長過嚴、過寬的管教態度對孩子成長都有

嚴重影響，為進一步加強家校溝通及家長

教育，東南學校決定於 2018 學年度增設

了“親師童行動”的義工組織，感謝教育

發展基金資助，由學校主導，輔導室社

工及老師協助，招攬了一批 40 多人的幼

兒及家長作為試點（至 2021 年已發展至

120 對親子義工），邀請家長義工參與學

校各班每月校內外教育活動，到校義務協

作校內活動，從而了解幼兒的發展和需要，

與老師一同協調分工，更能體會老師在教

學工作上的難處，由不諒解到支持老師的

教學，家校合作對孩子的主要益處，是建

基於一個有建設性的互助協調關係。	這合

作關係除了令孩子獲得益處外，亦會提升

老師和父母雙方在教育孩子上取得共識，

以及幫助兒童成長發展的能力。雙方有了

充分的溝通，便能創造出一個“無縫”的照

顧環境，減少錯誤發生，從而更有效地將學

“親師童行動”成功事例分享
〈事例一〉

4-6 歲的孩子需要發展自理能力，能

讓孩子有獨立性、自信心，情緒也會更

穩定一點。在“親師童行動”義工隊裏，

有一位家長平常都很緊張孩子的成長，也

很擔心孩子在學校的情況，原因是家長覺

得孩子在家裏的表現多為被動、每件事情

校與家庭教育連貫起

來。鼓勵家長積極參

與學校活動、當義工

爸爸媽媽、從協助到

籌辦活動外，更着力

發掘家長資源，支援

學校發展。學校現行

不少的重要發展策略，

都有賴家長貢獻所長

而取得有效的進展。

東南學校教職員是一支有愛心的專

業團隊，竭力在教育專業上為學生在學習

及個人成長發展而努力。以啟發學生智力

及潛能，創造安全、關愛及和諧的學習

環境。除關注學生的學習成果外，更重

視學生品德素質的培養，包括積極探究、

善於思考、樂於溝通、勇於嘗試、具備

知識、重視原則、頭腦開明、具有愛心、

均衡發展、自我反思，以迎接二十一世紀

的挑戰。期望透過家校合作讓學生的特

質充分發展起來，做一個守規、愛讀書、

感恩、自重兼尊重別人的優秀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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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家人協助，孩子慣用發脾氣來要求

家人，令家長十分頭疼及焦急。常問及老

師及輔導員，孩子在校狀況。都不敢相信

老師對孩子的良好評定。在一次參加“探

訪老人中心”義工活動中，老師需要義工

幫忙搬運物資時，小朋友第一位主動舉手

協助，當小小的身板想幫忙拿最大袋的物

品時，媽媽見狀立即開口說 :	“孩子太細，

做不到，大人拿吧 !	”及想出手協助，被

老師提示媽媽等一等，靜靜觀察，隨後媽

媽發現小朋友的另一面，原來他很主動、

會嘗試、能思考解決問題方法、能獨當一

面。當孩子發現不夠強大去搬動一個大

袋時，他就開始思考是否減少袋裏物品 ?	

邀請同學一起搬運 ?	還是轉運另一個較

少的袋？家長觀察到小朋友懂得自行解

決，喜出望外地對認知了小朋友原來已

成長了，對他的能力有了信心，更知道

要調整自己對孩子未來的家庭教育方式。

這個簡單的事例若單靠平日的溝通未必

立刻見效，但透過“親師童行動”活動中

的機會可以令家校合作的效益立竿見影。

〈事例二〉

6 歲前的小朋友多親近媽媽，學校活

動也多以媽媽擔任義工為主，爸爸的出席

也不多，其實學校甚歡迎爸爸多參與。有

一位小朋友平常都是媽媽陪伴出席活動，

有一次因工作關係，需要爸爸陪伴出席活

動。爸爸起初覺得十分不自在，平常工作

忙與孩子也不是很親近，對活動不太主動，

只想活動快點完畢。剛巧那半天的活動是

需要親子合作及溝通來完成不可能的任

務，起初爸爸感到不知所措且不習慣，於

是輔導員就在旁不斷鼓勵爸爸，經不起老

師及輔導員的囉唆，爸爸慢慢嘗試與孩子

溝通，不抗拒慢慢的靠近自己的孩子，最

終“一次生兩次熟”的方式，父子合作完

成所定任務，爸爸高興起來還與孩子來個

大大的擁抱。經過這次活動後，一家三口

必一起出席活動。一年過去，爸爸在義工

組還向其他家長分享他的育兒經驗，如何

突破自已將高高在上的父親角色以平易近

人的態度與孩子共處，很開心享受孩子帶

給他的樂趣。其實每一位孩子表達愛和親

近父母都是很直接的，就如銀行存款一樣，

每天透過陪伴、陪玩、陪聊天等等慢慢積

累。當孩子對家長產生信任、有安全感時

就會主動靠近、分享生活，遇到困難時亦

會懂得與信任的人尋求幫助及意見。

“親師童行動”不是一個突發其想的

活動，它是很自然地按照孩子的需要組織

起來，自然組成，把照顧教導孩子身邊不

同的人，家長、老師和輔導員串聯起來為

孩子的成長發展大家一起互動、關注起來，

天時地利全力以赴，成功就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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