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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親師生三贏局面的班級

經營策略

張德銳、吳明芳

本文從三位老師班級經營實例做分析探討，一位成功的老師

首先本身宜培養與學生期翠柏近的特質，讓學生樂於接近 。 挨著

創造師生情感交流的機會，增進師生感情，再輔以適度期望、適

度增強、有生竟能的溝通技巧，如此才能經營出亦師亦友的師生關

係 。 至於在營造支持性、合作的同儕闕係-上，教師應了解學生的

次級文化，引導其正向發展 。 同時在教學土以合作學習方式建立

積拯互助的同儕關 4壘，並運用一些教學活動來凝聚班級向心力。

最後在和諧、互助的親師關係的建立上，教師應吉畫家長感受到他

對孩子的用心與努力。且讓家長知道教師隨時敞開雙臂歡迎他走

入教室，為了核子的成長而盡力。然後以組織化的班親會舉辦各

種貌、帥、生活動，來強化貌、帥、生關係。如此一來，貌、

飾、生關 4乎在教師用心的經營下自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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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壹、前言

心理學家馬斯洛( A. H. Mas10w )認為人有愛與隸屬的需求，希望被

他人接受、關愛、與鼓勵。班級是人生初次接觸的團體，營造班級溫馨和

諧的人際關係'對於增進學習的效果，健全學生人格發展格外重要(葉興

華，民84) 0 Jones & Jones ( 1995 )也指出置身正向人際關{系的班級環境

裡'學生將快樂學習、發展良好行為、防範不正當行為的產生。班級人際

關係除了師生關係與同儕關係，近年來由於家長的角色轉變，由原本的教

育旁觀者轉為參與協助的合夥人，使得親師關係的合作也是班級人際經營

的重要工作。目前教育部所推動的小班教學的精神標誌( 1ogo )之內涵便

係以曲線巧妙連結「親」、「師」、 r .生」三個圓，象徵著親、師、生和

諧融洽的良性互動。因此，教師如何運用智慧與策略建立融洽的親、師、

生關係'創造優質的教學品質，將是一大考驗。本文藉自實務上的實例分

析探討並佐以專家學者的理論觀點，提出若干見解，供國民中小學教育有

關人員參酌，期能協助營造亦師亦友的師生關係﹒支持性、合作的同儕閥

係 ' 以及和諧、互助的親師閥係，進而創造出更佳的教育成就。

貳、亦師亦友的師生關係

學生自入學以後，與教師接觸的機會漸增，教師與學生闊的E動非常

重要(顏火龍、李新民、蔡明富，民87 )。教師有傳道、授業、解惑的職

責，如果師生闊的關係不適宜，這些職責都無法實現(林清江，民81 ) 

軍文經(民84)則指出課堂不斷增加師生的互動，有助於學生在課堂上工

作和學習的投入。林素卿(民88 )的研究發現良好師生關係是改進班級經

營最重要的基礎。 Jones & Jones ( 1995 )的研究也指出師生關係的品質影

響學生的學業成就和學生行為。綜言之，師生關係一方面影響教師的教

學，另方面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實是教師做好班級經營的首要任務。

駱芳美(民77) 認為良好的師生關係 ， 應具有人性化的關係 、 合宜的

期望、主動接觸、師生一起學習、一起成長的心態、以及彼此之間要E尊

互愛。國外學者 Thomas Gordon則認為，良好的師生關係是師生彼此坦誠

相對、衷心關懷、相互依賴 、 允許學生發展其獨特性、創造性、個別性，

以及符合師生雙方的需求(引自 Jones & Jones ' 1995 ' p. 63 ) 。 歸納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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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的觀點，可知良好的師生關係應建立在彼此lf.{吉、互尊、互愛的人性

化基礎上，滿足師生雙方需求，以適宜的期望、積極性的言語，讓學生適

位發展。

小班教學精神的基本目標之一是改善班級師生互動關係。小班教學學

生數減少之後，教師應有更多的時間和每一位學生互動，深入了解每位學

生的情感恩想、興趣需求、心事困擾，以達到因材施教、有效解決學生問

題，護自市生之間的關係可以更靠近些。以下讓我們從一位吳老師自述自己

教學經驗的實例中去探討如何增進師生和諧關係的方法:

退伍後，接任五年級導師，在軍中兩年的生活體驗，讓我在

班級經營時覺得「不使霹靂手段，難顯菩種心腸」、「有要求才

有績效」

聞學第一天，我板著臉孔ft學生的的鬧場白是「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每週秩序、堂?絮、種貌三項競賽，都必須得名次。從

學生害怕的表情中，我也沾沾自喜著....。

策略似乎奏效了，學生連續好幾週都拿到三料寇軍，為了不

讓他們得意志形，我卻冷冷地封他們說 r 不要太驕傲，第一名是

正常的，下次退步了，你們就糟糕了! J 

上課的氣氛總是死氣沉沉的，要他們發表總是扭扭捏捏要講

不講的，在大罵一頓後，索性由我自己唱獨角戲。

有一次下課時，我回到教室拿求函，小朋友原本震耳欲聾的

歡樂聲，頓時安靜了下來，按著本能似地一個一個溜到操場去。

班土有一位遠九九乘法都不會背的小朋友，實在非常困擾。

有一次我生氣地跟他講，從明天開始背熱九九乘法，不會就打手

心一次，連續好幾天，他都被修理。到最後只要看到紋，他的手

就自動伸出來，準備接受處罰。

一次偶然機會，在與幾位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聊天後，讓我

深深地位會到良好的師生關係'才是有效能班級經營的根本之

道。隔天起，我嘗試以笑容來面對班上的小朋友，核子有好的表

現，我也適度的給于鼓勵增強。從小孩奇怪的臉上，可以猜出他

們一定在想「老師吃錯了什麼禁? J 令我非常驚訝地，過了大約

一個星期，上課時小孩子比較敢於發表，態度也比較自然。接著

我利用導師時間或下午作業指導時間舉辦班上籃球比賽，我也下

去跟他們混合編組一起玩，從球技交流的歡笑聲中，早在于跟我的

距離似乎不再那麼遙遠。

- 35-



主題文章

那位不太會背九九乘法的小朋友，有一次我私底下把他叫到

辦"Ä'室，挨挨著他的頭說 r 老師很擔心你的功課，老師一直相

信你一定可以把九九乘治背起來，不唬得怎樣才能幫助你? J 最

後師生兩人共同約定每天只要背一個九九乘法。從那次謎語後，

我發現他好像變聰明了，另外只要他有一點點的進步，我就鼓勵

他，神奇似地，兩迪之後，他終於會背九九乘法了 。

在我改變與小朋友的相處態度之後，三項競賽成績的獎牌不

再常常獎 f答我的班上，但是看到他們下課時圍繞在我身旁說長說

短的情景，那種感覺真溫馨!

從吳老師的心路歷程中，我們可以體認良好的師生關係，老師本身應

建立在與學生期望相近的特質上去做調整。創造師生情感交流的機會，適

度期望、適度增強，使用有效能的溝通技巧，才能經營出亦師亦友的師生

關係。茲進一步敘述如下:

一、自我調整成為學生心目中的最愛:賈紅鶯(民 85 )認為在師生互動

中，師生關係不斷的衍變，教師讓學生燭服的不再是說教或訓誠，而

是實際的師生關係的感受。在學生心目中有他喜歡的教師行為類型，

如果教師行為類型與學生期望相近，學生將樂於親近老師，增進彼此

互相溝通了解的機會，提昇師生情感的品質。師生之間有深厚的感

情，學生才能將教師的人格特質經由認同而內化形成自己的人格，並

可提昇學習成效。朱文雄(民87)提出學生喜歡教師的四種特質:(1)

真誠感知學生的心理和體諒學生、 (2)設身處地7解學生的學習過程、

(3)尊重學生的人格、情感和意見、 (4)信任學生具有發展的潛能，允許

他們有機會選擇自己的學習方式。高強華(民 84)掏出受學生喜愛的

教師特質是公平、不偏心、不生氣、賞罰分明;不受學生喜愛的教師

特質是不公平、發脾氣、處罰太多、嚴格、場切。王家通(民 75 )研

究中學生心目中的教師特質為:(1)教學認真、 (2)和藹可親、 (3)教學方

法好、 (4)富有責任感、 (5) 了解學生心理。 Kratz研究學童心目中最好教

師的特質如下:(1)具有教學技巧、 (2)開朗、和諧、有耐心、 (3)友善、

(4)了解學生。、 (5)公平無私、不偏袒(引自謝臥龍，民 86 )。在前例

中臭老師在了解學生所喜愛的教師類型後，自我調整，每天笑容滿

面，將歡樂帶進教室中 。師生情感關係就在以 r 學生為第一」的考量

下，日愈深厚。而不是在「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自以為是的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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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破壞師生情感。

三創造師生情感交疏的種會、促進正向的師生關係:對孩子而言，和老

師並肩對談的深刻感受，永遠大於老師面目掙撐的咆暐叫囂。臭老師

在日常生活中應用各項時間、活動製造與學生相處的機會，增加彼此

的了解，讓原本彼此緊張的關係鬆了下來，進而發展親密的師生關

係。此外一位教師可運用增進師生關係的方式尚有以下幾種方法(1)

舉辦並參與學生感興趣的活動，讓學生感受到老師可親的一面 (2) 分

組與學生共進午餐、話家常維繫情感; (3)安排師生互訪活動，教師可

利用運動會時， t崗眷參加，護同學有機會認識老師家中的成員，並在

安全、不干擾的原則下，言育學生至家中做客 ;ω)親自做小卡片，鼓

勵、慰勞學生，讓學生感受到老師的闕，懷與用心 (5)藉著要求學生寫

日記，來了解學生上課情形、人際翱係及心中較難以啟齒的疑惑等。

為師生間搭起一座溝通聯繫的橋樑，師生之間更頻繁且良性溫馨的主

動，讓學校教育發揮其更大功能。

三適度期望、適度增強:當吳老師冷冷的說「不要太弱傲，第一名是正

常的師生關係在缺乏激勵情況下，師生關係趨於冷漠。反之，對

那位不會背九九乘法表的小朋友說「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九九乘法背

起來 J 讓小朋友知道自己是有能力的，於是朝著老師的目標前進。

再加上老師的鼓勵，小朋友對自己更有信心。可知在「適度期望、適

度增強」情況下建立的師生關係才是正向的。

間使用有效能的溝通技巧、引導學生培養人際互動的能力:良好的溝通

技巧可增進師生之間的人際互動，對於有效的班級經營是重要的

( Jones & Jones ' 1995 )。金樹人(民 84)指出在處理學生問題時，

一位好老師的溝通技巧應「就事論事」、不陽明、不發言風、以第一人

稱的方式表達老師自己的感受，然後在老師的引導下與學生共同解決

問題。吳老師後來在處理不會背九九乘法表的這位學生時，即是在闕

，懷接納、共同面對問題的情境下，師生一起解決了問題。從社會學習

理論而言，學生可能從教師溝通模式中習得接納、傾聽、和 r'我的訊

息 J 的有效溝通技巧，並學會尊重別人、體諒別人、關懷他人，同時

也培養學生的人際E動技巧，師生關係自然更加和諧融洽(王干倖，

民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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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營造支持性、合作的同儕關係

朱經明(民70 )研究發現學生之間友伴關係與學業、德育、群育成績

有正相闕，建立良好的友伴關係，學習態度較為積極，班級氣氛更和詣。

吳清山(民的)指出同儕關係不僅影響本身群性發展，而且亦影響班級行

為。國外的研究( Jones & Jones ' 1995 )也發現班級正向的同儕互動可以

滿足學生的親和需求，影響學生的學業抱負及學習過程中參與的程度，並

有助於減少學生的問題，建立一個良好的學習氣氛。

班級成員組成多元複雜，成員間可能產生利害衝突、疏離、分立、競

爭、紛爭。當學生受到友伴排斥峙，親手日需求不能滿足，將使學生失去學

習重要社會技能的機會，對自我人際關係的能力較沒信心，影響人格健全

發展( Burton ' 1986 )。讓我們再從一位林老師自遂自己第一年教書經驗

的實例中去檢討一位教師應如何掌盤人、事、地、物等因素，採取適當的

措施，輔導學生建立支持性的友伴關係，培養班級意識，凝聚班級成員闊

的團隊精神，促進辦性發展及良好的學習。

剛接這個班級時， /!p 感受到一般不尋常的氯氣 。 想讓班主同

學共同參與教室{布置，銜，發現他們興趣缺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心態，好像是老師在故意找他們麻煩一樣。班際躲避球比賽

時，刺耳正此起彼落、震耳欲聾的加油聲響徹登個操場，反看自己

的班紋，加油~稀稀落落，好像輸贏是他家的事，一付事不開己

的樣子。另外成績好的同學都自私自利，不願意、擔任小老師工

作，好像怕別人的功課贏過他們。

總覺得這個班級就像一盤散沙，沒有共識，成員問冷漠缺乏

互動。於是我嘗試用「合作學習教學法」來改變班級同儕之間的

關係及班級凝聚力。首先讓他們自由選擇小組成員，但是有些小

朋友沒有人想跟他同組，最後在抽籤決定下，才搞定這個分組難

題。各組討為時，有的組七嘴入苦，有的組則嗓若寒蟬，輪到各

組報告討論結果時，你.fft我，我推你，似乎小朋友都覺得上台報

學就像土斷頭台一樣恐怖。當我告訴他們小組的成績就是組內每

一個人的成績時，有的小朋友直呼不"A'平，因為莘莘人都沒有在

做事情，為什麼跟我們相同分數呢?持續了兩迎的「合作學習教

學法 J 就在效呆不見顯著和超教學進度的壓力下草草結束。

- 38-



營造親師生三贏局面的班級經營策略

我就在這樣冷漠、自私、散沙般的班紋中，度過了我的第一

年教學生涯。

省恩上述實例，林老師雖然想用心凝聚班級向心力，促進良好同儕關

係'改善不良的學生次級文化，卻在不得要領的情況下無法見效。下面我

們從幾個面向探討林老師應如何營造和諧、支持的同儕關係:

一了解學生的次級文化、引導其向積極面發展: J. S. Coleman指出同儕

次級文化有的有益於學習成就，有的則有害於學業成就(引自林清

江、民 81 )。林老師的班級充斥著反知識的次級文化，影響學生的學

習意顧及成就。林老師應加以了解、導引和改變。林清江(民 81 )提

出改變學生文化，可以運用幾種重要的技術:(1)以競賽方式形成團體

共同工作的氣氛，協助團體有利於優良文化的形成 (2)公開場合中，

表揚有助於形成優良文化的行為表現; (3)以良好師生關係引導學生認

同，進而影響或導正學生不良的次級文化。如果依林清江的三種改變

學生文化技術'林老師宣利用開學四至五週的時間，去探討班上次級

文化的特徵'並且歸納出優缺點，選擇學生文化中的優質項目，於班

會中例行性舉辦 r 每週一星 J 活動以表揚優秀學生，讓其他同學見賢

思齊，形塑班級文化。對於劣質文化，則以在亦師亦友的師生基礎

下，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以身作則，對學生產生示範作用。例如

教師如要改變班上暴力文化，教師在平時面對學生吵架問題，應以理

性、同理、尊重的原則下處理，而不應以暴制暴 ， 學生在耳禱目染

下，自然學習到「理性、同理、尊重」的問題處理文化。

三運用合作學習的方式建立積極的同儕闕係:黃德祥(民88 )認為合作

學習有下列特徵:(1)學習者在團體中有均等成功的機會 (2)協助學生

積極性的相互依賴 (3)促進學生面對面的互動 (4)學生可以學習積極

的社會互動行為與態度。 Schaps & Solomon則認為合作學習的特色在

於強調成員間密集的互動;為群體目標共同合作;班級成員分工合

作、互相幫忙;成員問清楚的溝通;對群體活動價值澄清與討論(引

自林素卿，民 88 )。林老師在過程中有使用到小組合作來改變班上情

況，卻因沒有掌遲到合作教學設計的要領而導致失敗。根據合作學習

的特徵，林老師的班級在進行合作教學設計時，應注意下列幾個原

則:(1)小組人數:小組人數不要太多，以增加每個小組成員參與學習

的時間與互動機會 (2)學生分組:小組的組成應具有異質性，可考量

學習能力、學習動機、學習風格、社交關係、人格特質、男女族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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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進行分組 (3)分配組內角色:安排組內成員的角色，護每個人都

有參與的機會，並且定期調整所擔負的角色 ， 讀學生有更好練習不同

角色的機會 (4)說明小組學習任務:學習的開始，教師必須明確說明

學習目標和作業的程序; (5)建立小組積極互賴性:讀學生知覺到自已

與小組同學是生命共同體，自己的成功有賴於小組獲得成功，小組若

失敗，自己也就失敗 (6)設計個別績效評鑑:每一個學生在小組中都

應該盡到學習的責任，而不是什麼都不傲，卻跟組內其他同學拿一樣

拿相同分數。所以，合作學習是由小組學生共同學習，但評鐘時必須

注意小組肉每個人的學習成果，確實掌畫畫每個人都能達成小組學習目

標(黃政傑、林佩旋，民88 ) 

三建立班遍及凝聚力、培養良好岡儕闖係: Jones & Jones ( 1995 )提出建

立凝聚性的群體( cohesive group )去培養同儕間良好的關係。有凝聚

力的團體可提供成員之間溫暖善意的互動，讀學生擁有安全感、歸屬

感、與被尊重的環境和經驗 。 林老師可運用以下的方法:(1)自已當小

主人:讓學生參與教室環境的規劃與佈置，以增加對班級的向心力;

(2)營造班級精神特色 : 由師生共同討論能代表或期許成為什麼樣特質

的班風，選出具代表性的班級吉祥物、班旗、班服、班歌，並常在適

當場合、時機運用，凝聚班級向心力 (3)紀錄班級歷史、喚起共同回

憶:準備一本活動紀錄本，將每次班級活動以文圖並茂方式呈現 ， 並

在紀錄本上寫下每個人的心得感想，並簽名留念，以便護孩子們在事

後有共同的話題與共同的美好回憶 (4)我好你也好:公布欄設立笑的

分享，寫出對他人的欣賞或對自己的肯定，愛人愛己的情懷是孩子拓

展人際關係與建立信心的重要很基，也是凝聚班級向心力的原動力。

(5)利用放學前的十多分鐘，帶著小孩子到操場，三五成群的分享今天

在學校的心情故事，在分享中位近復此的情感。

肆、創造和諧、互助的親師關係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是不可逆的教育趨勢(顏火龍、李新民、蔡明富，

民87) 0 Hoover-Dempsey & Sandler指出假如學校沒有家長參與，對幫助

學生在學校學習的成效會相當有限(引自趟聖秋，民87 )。張德銳(民

的)也認為家長是學生生活中最重要且最具影響力的人，其對學校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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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與否，會明顯地影響學生在校的學習行為和表現。是故有效能的老師

會秉持著「家長是教育合夥人」的理念，體認到家長參與學生學習活動的

重要性。一方面增強與家長的聯繫'建立良好親自闖關係'另一方面善用家

長資源，納為教學資源，親師攜手投入學生的教育而努力。

良好的親師關係，家長與老師共同合作，會使教學的效果相得益彰;

不良的親師關係'親自何不相往來、互相衝突，則將影響教學的成效。良好

的親師互動是教學工作的協助夥伴、教學資源的支援夥伴、共同成長的學

習夥伴、彼此坦誠相待、溝通良好一起為孩子的成長而盡心盡力的最佳拍

檔。一位老師要如何經營一個溫馨和善的親師氣氛，發家長扮演著關心孩

子教學、完全支持老師、全力支援班上各項服務義工的教育事業合夥人，

讓我們從下列蔡老師的實例去探索經營之道。蔡老師是一位基層園小教

師，教書今年邁入第八個年頭，在一次偶然機會參與了小班教學精神與開

放教育的研習，對於親師關係有另一層想法，以下是他自述經營觀師關係

的經驗:

問學後，成先從角落f布置著手。先後設置了學習角、塗鴉

角、操作角、玩偶角、圖書角、戲劇角(角落f布置視實際需要而

做調登)。實施之後，我發現孩子們留在教室內的時間越來越

長了。下課時間，他們寫在自己喜愛的小角落，或畫圖、或閱

讀、或玩積木，甚至有時候，他們只是抱著玩偽，坐在一起聊

天。放學後，子盒子們常留連在教室內，不肯田家。家長們常取笑

孩子 r 這麼愛教室，乾脆把教室背回家好了。 J

也由於家長常需要三教室帶回孩子，相對的跟我見面的織會

也增加了，親師之間的互動也變頻繁了。家長們越深入了解徒的

玉作，越會發現:教師除了教學外，還有許多繁瑣的事亟需處

理。在愛屋及鳥的心態下，家長們開始主動幫義處理一些班紋中

瑣碎的事情，譬如打掃教室、收發簿本、協助孩子們用中餐。

為了更有效的運用家長資源，班上也組織了班級家長會，並

由熱心的家長擔任幹部，協助老師處理班級庶務及教學活動，包

括製作教具、 f布置教室、協助課堂教學、校外教學、補救教學......

。家長們不僅關心自己的孩子，也將愛自己核子的心推廣到其他

孩子身上，整個班級氣氛就像個大家庭，彼此關心，不分你我。

家長們彼此熟識後，教室也變成了媽竭們才藝交流的好去

處。旅行蛋黃酥製作、蛋糕製作、草、油餅製作教學。舉辦這些活

動時，我所需要的只是提供場地和負責發邀請函，其餘的自有熱

- 41-



主題文章

下:

心的家長待$.，辦妥。

隨後我舉辦了一場親子同道奇美博物館之旅，這次活動更提

供了各個家庭彼此熟識的好機會。~也認識了早在子們家庭中的其

他成員，對他們的家庭生活有更進一步了解。史棒的是:有了這

次經驗後，家長們彼此史熟識，生告個班祝會的組織更是在固 。 所

以，以後的聯誼活動吹自班親會主辦，JjI.親會幹部會先以電話邀

約其他家長，並協調相鬧事宜，我只負責發通知萃，便能坐享其

成 。

家長們總愛戲稱我的教室為 〈石門國小托兒所 ) ，因為班上

的學生常在教室內不肯回家，所以媽媽們也留在教室內陪核子。

學生們的兄弟姊妹放學後，會很習慣的到我們的教室內找媽媽 。

家長臨時有事時，便會將孩子留在教室，請我代$.，照顧，而我也

很高興能有機會替家長們盡一點心力，來回饋他們 。 家長與我就

像朋友般，在彼此需要幫助時，互相扶持。家長文援我班級經

營，我則幫他們照顧孩子，彼此相瀉以沫，所以親師闊的感情越

來越好。

從蔡老師的經驗中我們可以分析出一個成功的親師關係其經營之道如

一、教師的用心，要員農家長看得到L. Canter 的研究發現，要使家長協

助、支持學校最好的方式是讓家長了解教師對其子女的關心(引自林

天祐，民的) 。 蔡老師用心佈置的班級學習角，留住了孩子的心，讓

家長需要到教室帶回小孩。藉此機會，家長看到了教師為了孩子精心

設計的學習角，下了課還陪著孩子一起遊玩。愛孩子的家長，看到自

己的心肝寶貝，有這麼用心與關心的教師，自然顧意以最大的力量支

持老師的各項活動。

三周開放、接納的心，敞開雙臂歡迎家長的加入: W. B. Ribas 的研究指

出，家長若覺得不受老師歡迎，是親師溝通的障礙(引自蔡福壽， 民

87 )。要家長走入教室，其實並不難。只要有一顆像蔡老師一樣溫

柔、接納的心 ， 讓家長感受到教師是親切的，同時感受到自己是受歡

迎的，家長自然就願意走入教室。

三組織班級觀師會、妥善運用家長資盟軍:吳春助、林淑女(民 81 )的研

究結果顯示我國應組織親自市協會，多方擴充教師與家長之間的溝通管

道。家長們其實是頗願意協助老師的，只是他們不知從何著手。蔡老

師組織了班級家長會，詳細規劃家長會組織，並自家長主導整個家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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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運作，依據老師需求及家長專長妥善運用家長資源，協助老師處

理班級庶務及教學活動。家長的力量與愛就在有組織、有效率的親師

會得到適當的發揮與擴展。因此，有誰能說親師關係的建立僅是老師

一種額外的負擔呢?

風舉辦獨子之旅、才華藍交流活動，穩固班頓會組鐵:學生家長彼此若能

互相熟悉，對於班親會的業務推展將有莫大的成效。蔡老師舉辦了親

子之旅，讓親、師、生彼此之間在玩樂中進一步了解。才藝交流時閱

讀親、師、生彼此在色、香、味俱全的情境下，互相學習互相成長。

在如此深厚感情下建立的親自市會，不僅親、師關係良好，孩子在感染

到和諧親師關係的氣氛下，會更認真快樂的學習。

五妥善輝劃與家長聯繫時間:蔡老師讓家長知道，教師在下課後那段時

間都在教室中，如此一來，家長有事想找老師，就可彈性規劃自己的

時間與老師溝通，這點讓家長知道何時何地可找到老師，將可強化與

教師溝通聯繫的意顧。

伍、結語

從以上三個實例的探討中可知，一位成功的老師首先本身宜培養與學

生期望相近的特質，讓學生樂於接近。按著創造師生情感交流的機會，增

進師生感情，再輔以適度期望、適度增強、有效能的溝通技巧，如此才能

經營出亦師亦友的師生關係。至於在營造支持性、合作的同儕關係上，教

師應了解學生的次級文化，引導其正向發展。同時在教學上以合作學習方

式建立積極互助的同儕闕係，並運用「自己當小主人」、「營造班級精神

特色」、「記錄班級歷史 J 、「我好你也好公布欄」、「心情故事時間」

等教學錦囊來凝聚班級向心力。最後在和諧、互助的親師關係的建立上，

教師應讓家長感受到他對孩子的用心與努力，且讓家長知道教師隨時敞開

雙臂歡迎他走入教室，為了孩子的成長而盡力，然後以組織化的班親會舉

辦各種親、師 、 生活動，來強化親、飾、生關係。如此一來，親、師 、 生

關係在教師用心的經營下自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班級經營事務千頭萬緒，人的經營是有效能班級經營的關鍵，在一個

孩子喜歡老師、家長信任老師、孩子支持孩子的學習環境下，教學上已經

算是成功一大半。賢明的老師們若能以有效的方法整合家長力量，凝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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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共識，使親、師 、 生三者隨著教育的脈動，一起努力，一起歡呼，當可

共創班級經營「三嬴局面」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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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Classroom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Establishing a Win-win Result for Teach

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Derray Chang* 、 Wu ， Ming-Fa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dentify the strategies that will yield the best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ults in elementary c1assrooms. Three cases of c1assroom activities 
were examined and then three dimensions of c1 assroom manage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he first dimension of c1assroom management strategies is that a 
teacher should act not only as a teacher but also as a friend. Teachers should make 
efforts to establish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students and become the students' most 
likable frÎend. In addition , teachers should give the students appropriate expecta
tions and reinforcements. However, all these strategies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the most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second dimension is that a teacher 
should help develop cooperative, supportive peer relationships among students. To 
nurture and maintain the relationships , teachers should design some common activi
ties for students. Finally , teachers should develop and maintain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Teachers should inform parents of efforts to educate their children. 
Teachers should make parents feel welcome to visit the classroom. Teachers also 
can organize teacher-parent associations to provide educatonal and leisure activi
ties for parents and students. 

Keywords: c1assroom management, c1assroom manage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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