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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加国，理由万千”，但对大多数有子女的华人移民而言，“教育”却绝对是名列前茅的主要因

素，配偶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不惜分隔两地，成为“太空人”家庭。但是注重子女教育的华

人家长，在本地教育工作者及学校老师眼中，却是不折不扣的“稀客”。

　　列治文学务委员区泽光就表示，在华人学子超过六成的学校中，往往只有一位，甚至没有任何华

人家长参与家长会等学校活动。三联市亚裔家长会主席梁杨彩明 也说，在她担任学校家长会副主席的

时候没有其他华裔参与。而华人家长与学校沟通不良，也成为了本地教育界中一个难解的现象。

　　语文、制度不通

　　梁杨彩明认为，“英语能力”绝对是移民家长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大多数来到加拿大的移民在

日常生活中的会话都不成问题，但一碰到子女教育问题却开不 了口， 因为怕有些事情会“越说错越

糟糕”，或是孩子被学校贴上“英语不好”的标签，因此就算学校有不合理安排，甚至连小孩被欺负

，都不敢联络学校，反而要孩子自 行向老师寻求帮助。

　　曾经担任学校家长会义工，现任学校教师张丰如表示，其实华裔家长都相当关心子女教育，也试

着参加学校活动，但往往在知书这一关就败下阵来，心灰意冷下就不再出席学校活动。但她认为，虽

然英语是个难题，却可靠时间和毅力弥补，但教育制度的差异，才是家长无法跨越的“鸿沟”。

　　张丰如回忆，当她刚进入家长会担任义工的时候，虽然可以与老师们对话，但在学校举行研讨会

或是座谈时，她却是“鸭子听雷”，不理解老师们在讨论的议题，让她惊觉到加国与原居地学制的巨

大差异，她在经过多个月的学习后，情况才逐步改善。

　　区泽光对此表达同意，与其他国家比起来，加拿大的学制较为复杂多变，各个城镇都有一套独立

教育系统，与原居地学制更是南辕北辙，移民家长必须从头学 起。但 本地学制对于土生土长的本地

教师及民众而言，却完全不是问题，因此本地教师无法理解移民家长的难处，也不会主动伸出援手，

让移民家长与学校的距离越来越远。

　　“改变心态” 必修课

　　担任多年的亚裔家长会主席，梁杨彩明发现“冷漠”及“匆忙”是华人家长的通病。学校为了解

华人家长对教学环境、书本、以及ESL课程等议题的想法，都会特别印制中文问卷给家长填写，但回收

率可能不到两成，让学校感到好意被华人家长的冷漠打了回票。

　　本地民众也觉得华人家长似乎特别匆忙，在上学和放学时间接送子女后就消失无踪，甚少看到华

人家长陪同子女一同进入学校走动，或是与老师讨论。

　　区泽光认为，这个现象显示华人家长仍没有跳脱“看成绩单就可对子女状况掌握八成”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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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家长主动出击的重要性。他表示，在加国，家长主动投入 相当重 要，并非有问题才找老师，反

而应该与老师像主动交朋友。如果家长不主动出击，老师又不了解华人家长心态，就会造成孩子出现

严重问题后，家长才第一次与老师 见面。

　　此外，无法适应“加国自由学习环境”，也是华人家长与学校难以沟通的原因之一。区泽光说，

华人家长不能理解为何本地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几乎不给学生 家庭作 业，因此常要求老师多给一点

，但本地老师也不了解为何华人家长对子女学业如此急迫，甚至放学后还到处补习，感到与华人家长

无法沟通。

　　梁杨彩明认为，家长觉得孩子来到加国已经比原居地自由，因此给多一点补习有其必要，却忽略

小孩亦需要时间调适。孩子们面对“生活”、“朋友”、 “学 业”，肩头的重担并不比成人轻松，

因此华人家长必须改变心态，理解在加拿大的教育体制下只需给小孩适当辅导，也可以避免与学校老

师发生误会的机会。

　　“角色倒错” 怪现象

　　2003年10月，治安良好的西温哥华市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案件，一名13岁华裔少年持刀将同学

砍杀成重伤，案件除了让社会各界发现“有钱子女没人管”的问题外，也让华人家长惊觉自己并不了

解子女在学校的所作所为。

　　区泽光表示，在华人移民中，“角色颠倒”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家长由于语文等因素不愿与

学校主动联络，而是都是透过子女来了解学校的事务及老师的 想法， 但却忽略子女也会有犯错及撒

谎的时候，孩子在发现自己的微小过错可以瞒过父母后，就会犯下其他更严重的过错，直至不可挽回

。过去就曾有华裔学生经常翘课， 父母直到孩子被退学后才发现的个案。

　　区泽光表示，如果父母过于依赖子女和学校沟通，可能会让子女出现“我比爸妈行”的心态，父

母在子女心中地位严重下降，子女也不听从父母的管教，造成冲突。

　　张丰如认为，孩子应该是在父母的保护下成长，但本地华人家长确实给子女“超龄”的压力，除

了要求子女成为与学校沟通的“桥梁”外，更会把成人应该负 担的工 作转嫁给“英文比我好”的子

女，却忽略这对年幼的孩子是一件相当沉重的负担，也给子女做了坏榜样，因为连爸妈都不肯好好“

学习英文”，又凭什么叫子女用 功，造成学校、子女、及家长三方面的困扰。

　　两岸家长 不同调

　　虽然本地华人家长有与学校缺少沟通的问题，但梁杨彩明认为，香港移民来加国历史较长，也较

为了解本国教育体制运作，加上语言能力较佳，与学校沟通上较为顺 畅。而台湾移民则较懂得“集体

行动”，台湾家长都会主动邀请好友或邻居组成小团体，彼此商量后再与学校沟通，因此沟通管道也

算顺畅。

　　张丰如则认为香港移民懂得争取自己权利，台湾移民则会多方面打听后再出击，避免给学校和孩

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但梁杨彩明和张丰如都认为中国移民在与学校沟通方面问题较多，梁杨彩明表示，中国家长可能

因为移民时间较短，凝聚力比港台家长低，较少出现集体与学校共商教育大计的情况。

　　张丰如则感觉，中国家长大多将事务交给学校处理，自己则忙于工作，因此在学校也较少看到中

国家长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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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出击” 最重要

　　对于如何突破华人家长与学校沟通不良的困境，区泽光、梁杨彩明、及张丰如都认为“主动出击

”是最好的方法。

　　梁杨彩明建议华人家长，如果无法即刻参与学校的事务，那可以先参加“教学旅游”等较外围的

活动，让学校老师及其他家长有个好的印象，那以后就可以更 容易的 融入学校体制。而且对于年幼

的孩子来说，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爸妈出现在家长会或运动会，如果华人家长不踊跃出席学校活动

，除了让子女误会爸妈对自己毫不 关心外，也会让教师及学校误解家长并不在意子女在学校的课业及

行为。

　　张丰如认为，当子女就读小学的时候，家长应定期去学校拜访，除了与老师讨论子女课业外，也

可和其他家长闲聊孩子的教育经，对孩子和家长都有帮助。但 张丰如 提醒，孩子进入中学后，家长

就应该做出改变，因为子女进入青春期后，开始希望有较多的独立空间，不想让父母介入太多，因此

在这个时期家长可以减少去学校的次数，但绝对要与老师保持联络，除了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日常行为

及交友状况，也可以让老师知道与家长取得联系的方式，在第一时间做直接的沟通。

　　区泽光就呼吁华裔家长多参与学校家长会，只要家长会里多一位华裔发挥影响力，那学校在制定

相政策时就会更加考虑华裔学子的权益，对于学校、家长及子女将是“三赢”的局面。

来源：世界日报　朱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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