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向家長建議轉介 

對於家長來說，知道自己的子女出現問題，需要轉介接受服務，並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所以當

教師向家長表達有關建議時，需要特別留意措詞和溝通技巧。 

一、與家長溝通時要留意的地方 

措詞要 

簡單清

晰 

1. 使用淺易、常用的字眼，避免誤解。家長對於一些病症的字眼會非常敏感，所以

與家長講述有關兒童的問題時，應盡量避免使用病症的名稱。 

2. 比較好的表達方法，是直接描述兒童的學習或行為表現。 

回應對

方的疑

慮 

1. 不妨多聆聽家長的觀點，理解他們的想法。 

2. 留意家長的反應，如發現他們有疑慮或誤會，可嘗試澄清或解釋。 

強調共

同的基

礎 

1. 強調大家的出發點都是為兒童着想，希望找出方法幫助處理兒童的問題。 

2. 盡力與家長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讓他們明白，提議轉介只是想幫兒童，並不是

嫌棄兒童或推卸責任。 

X 「小明可能有過度活躍症，最好轉介去見醫生。」 

V 「小明上課時經常離位，又不留心聽書，我提議轉介他到，讓醫生

看一看他的情況。」 

家長：「你說小聰的學習能力比較弱，即是指他智障嗎？將來是否要

讀特殊學校？」 

教師：「小聰的學習能力比較弱，並不等於智障，可能有很多不同因

素影響他的學習，所以建議轉介給專家評估，找出問題的成因，這樣

才能有效幫助小聰。」    

家長：「你當然想我的孩子去見醫生，一旦評估之後發現他有問題，

你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要他轉校！」 

教師：「請你明白我建議孩子見醫生，只是關心他的情況。孩子的成

長發展有很大的改變空間，及早轉介接受評估和找出適當的方法幫助

他，對他的發展會有好處。其實大家都是為孩子着想，都希望他可以

健康地成長，開開心心。或許你可以再花點時間考慮一下。」  



尊重對

方的想

法和選

擇 

1. 若家長拒絕作出轉介，亦不要強迫對方。 

2. 給予多些時間和資料，讓家長慢慢了解兒童的情況。 

留意非

語言的

表達 

1.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除了語言方面的表達外，非語言的溝通，例如表情、聲調、

語氣、身體語言，亦會傳遞很多訊息。所以可多留意家長在這方面的表達，幫助

了解他們的情緒反應。 

2. 與家長談話時，亦要留意自己非語言的表達： 

⚫ 可以的話，找個清靜地方坐下來與家長溝通，這樣大家都會比較專注和放

鬆。 

⚫ 坐時身體微微向前傾，讓對方感覺自己的誠意和善意。 

⚫ 聆聽時要專心，保持眼神接觸。 

⚫ 保持平靜的聲調和語氣，以及適當的說話速度，不要說得過急。 

⚫ 留意自己的面部表情，一般可以面帶溫和的微笑。當家長流露較為負面的情

緒時，則收起笑容。誠懇及專注地聆聽，亦可以點頭或輕拍家長。 

⚫ 避免太多或太大幅度的身體動作，令對方誤會自己反應激動。 

留意自

己的情

緒反應 

1. 溝通時要留意自己的情緒反應，盡量保持平靜。 

2. 很多時人與人之間的情緒會互相感染，假如對方表現憤怒，語氣表情充滿惡意，   

自己亦會不期然越來越激動，最終吵架收場。 

3. 所以當家長顯得情緒激動時，教師亦要提醒自己深呼吸及放鬆身體，冷靜地表達   

自己的意思。 

4. 若感覺自己無法冷靜，不妨告訴家長有事要辦，稍後再詳談，避免越鬧越僵。 

 

  

家長：「我絕對不會帶我的孩子去見醫生！」 

教師：「我明白一時之間你很難去接受和做決定，沒關係，學校和老

師絕對尊重家長的意願。這裏有些關於小朋友成長及發展的資料，你

有空的時候可以閱讀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歡迎你隨時與我們聯

絡。」 



二、如何面對家長不同的反應 

對於自己的子女需要轉介接受評估，每個家長的反應未必一樣。有時教師可能要根據家長的反應，

採用不同的方法與家長溝通，幫助他們明白孩子的情況。 

忽略或

低估問

題的嚴

重性 

有些家長可能並未意識到孩子的問題，他們可能完全忽略或低估問題的嚴重性，故從

沒考慮轉介。 

面對這類反應的家長，教師可以： 

1. 讓家長明白及早識別和接受服務的重要性。 

2. 提供多些資料給家長， 

3. 鼓勵家長多觀察孩子的情況，例如安排他們到學校觀課，讓他們更了解孩子與其

他兒童的差別。 

4. 鼓勵家長多參與家校活動，包括家長講座和親子活動，使他們有機會與其他家長

多作交流，並與教師增強溝通。 

5. 鼓勵家長多觀察孩子的表現。 

否認有

問題存

在 

有些家長可能心裏也察覺到孩子有問題，但一下子難以接受現實。當教師提出轉介建

議時，他們可能會斷然否定孩子有任何問題並拒絕轉介。 

面對這類反應的家長，教師可以： 

1. 與家長建立正面及互信的關係，讓家長明白教師都是想幫孩子。 

2. 給予時間和耐性與家長傾談，了解家長的顧慮。 

3. 鼓勵家長表達感受，提供情感支援。 

4. 提供有關資料，讓家長了解孩子的情況。 

5. 不要強迫家長即時接受轉介，這樣會弄巧反拙，應讓家長慢慢適應和接受。 

完全忽略 ─ 「成績不好沒什麼，很多孩子都是這樣！」 

低估問題的嚴重性 ─ 「通常男孩子都比較慢才懂得說話，他長大一些自然就

會好了，不用轉介去見醫生那麼嚴重吧！」 

「我認為我的孩子沒有任何問題，他什麼都懂，我覺得他很正常，你不要再對

我說什麼轉介。」 



怪罪教

師 

有些家長在未能接受教師的提議下，可能會表現得非常憤怒，甚至遷怒於教師，認為

他們要為孩子的問題負上責任。 

面對這類反應的家長，教師可以： 

1. 首先要平心靜氣，千萬不要與家長爭辯，令事情越鬧越僵。 

2. 嘗試易地而處從家長的角度出發，明白他們的想法和感受。 

3. 給予時間讓家長冷靜。 

4. 與家長多溝通，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出發點也是為孩子設想，然後在互信的關係上

提供多些資料給他們，讓他們慢慢接受孩子的情況。 

5. 回應家長的投訴，但對過分偏激的行為作適當的限制。例如： 

⚫ 家長惡意中傷或侮辱教師，可暫時停止討論，請家長冷靜情緒：「我明白

你現在心情不太好，不過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討論。無論是什

麼建議或安排，最終都是為孩子好。今天我們談到這兒為止，以後有時間我們

再談吧。」 

⚫ 家長向教師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時，教師可清楚表明立場，不要給予模稜兩可的

答案令家長誤會，但亦可向家長建議其他解決方法：「黃媽媽，我希望你明白

學校會盡一切努力去教好孩子，但是你要求在課堂上要有老師單獨教導小明，

這方面我們實在難以辦到，一方面人手不足，而且老師亦要照顧其他孩子。不

過我會與其他老師商量，在課堂上盡量給予小明多點幫助和照顧。」 

出現情

緒問題 

有些家長會表現得很擔憂和難過，他們可能會感覺很無助，甚至會怪責自己。 

面對這類反應的家長，教師可以： 

1. 鼓勵家長表達想法和感受。 

2. 留意家長是否過分憂慮，發現他們將事情看得災難化，可以給予正確的資料。 

3. 留意家長有否過分悲觀，提供成功個案的資料以作鼓勵。 

4. 提供情緒上的支援，讓家長知道在學校裏教師會盡量關注和協助孩子，令家長感

覺有人支持他們面對困難。 

5. 有需要時建議家長到相關支援處接受輔導。 
 

「你說我的孩子有問題？你是老師，我付了學費給你，你就有責任教好我的孩

子！如果你認為他有問題，你就應該想辦法教好他！」 

過分擔憂 ─ 「老師，我的孩子是不是智障？是否要讀特殊學校？將來能否工

作謀生？可不可以照顧自己？」 

怪責自己 ─ 「其實我也感覺到他學東西很慢。可能因為我經常都要工作，只

將他交給傭人照顧，沒有時間教導他。導致現在這樣，全部都是我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