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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親職教育座談會線上會議 家長意見彙整表 

班級 家長意見 行政單位回覆 

102 

高二後，若發現不適合，可否轉

組？ 

導師： 

可以轉組。在高二上學期結束後，可以提出

轉組申請。 

家長可以參考孩子的性向測驗結果、學習狀

況、個人興趣與將來職業期待等，跟孩子一

起討論，決定選讀自然組或社會組，若可以

快樂學習最好，若高二就讀一學期之後覺得

不適應或不適合，也是有轉組的機制的。 

教務處： 

如導師回復所述，學生若在不適應或試探後

改變性向，高二閞始每學期末均可申請轉

組。惟高二上學期申請轉組時，須留意部分

必修科目可能需要補修的問題，詳細規定與

說明請洽註冊組。 

104 

請問術科考試是只有特殊班級學

生(例如美術班)才可報考嗎？ 

教務處： 

術科考試是所有學生均可報考，註冊組會於

術科考試報名期間通知所有高三學生，依個

別意願決定是否報考並提供報名的協助。 

孩子就讀普通班，若想報考需術科

考試的科系該如何準備？ 

教務處： 

藝術類相關科系的升學準備重點，可以請教

學校的美術教師，術科考試的準備可考慮參

加校外經營之畫室練習基礎技巧。 

孩子想選社會組，但若想就讀的科

系要求學測數 A 成績，該怎麼辦？ 

教務處： 

今年的社會組有開數學A的充補課程及輔

導課程，教務處也持續的與數學教師討論下

學年的配套措施。 

106 

孩子是住宿生，無法觀察她讀書的

時間，問她讀書或人際狀況，也是

省話給簡短又模糊的回答，怎麼處

理? 

導師： 

現在孩子手機成癮，反而減少許多與同學實

際互動，也不懂怎麼和長輩(家長、老師)

說話，所以要藉由聊天拉長孩子說話的內

容，幾個建議如下: 

1. 回應正向好奇，不評論結果，重點是要

她誠實發現、面對自己的問題，所以只

問她打算怎麼做和家長可以怎麼協助、

建議她找哪些資源。 



2. 和孩子討學校活動照片或者和好朋友的

合照看，和她聊活動內容。 

3. 孩子不知道需要回應哪些細節，所以需

要從家長的提問訓練，慢慢拉長她分享

的內容。 

4. 利用導師前面講的參考資源，知道孩子

對哪些領域有興趣，就先看哪些學校的

老師、學長姐分享，記下有趣的內容和

孩子討論，觀察她對哪些有無興趣、有

無能力、有無特質，一來製造母女對話

的話題，一來慢慢蒐集納入考量的科系

清單，到三下可以做為選填志願時跟孩

子、導師的討論資源。 

孩子現在省話的情形嚴重，會影響與人溝

通、表達意見的成效，現在從與家長對話開

始練習，訓練她把心情說清楚，在家和家長

吵架若能表達不滿，也要給予肯定，讓她們

練習表達想法和情緒，再提醒她們說話用

詞，對親近的人可以開始表達想法，三下時

練習面試技巧時也較易上手。 

107 

希望高二社會組也能兼顧數 A，建

議學校可以照顧到這類學生的需

求。 

教務處： 

今年的社會組有開數學A的充補課程及輔

導課程，教務處也持續的與數學教師討論下

學年的配套措施。 

109 

語資班人數偏少影響學生參與校

內活動。 

導師： 

人數雖然會影響各項比賽結果及同學參賽

意願，但校方希望同學能多方嘗試並學習團

隊合作精神，凝聚班級共識，本次音樂比賽

獲得「特優」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體育科目是否能有一套明確的評

量標準並告知同學，不因教師不同

而導致同年級成績上出現明顯差

異。 

導師： 

學校尊重任課教師專業，但就評量上進一步

瞭解，力求公開公平，不影響同學權益。待

反映校內相關處室，另行通知處理方式及結

果。 

教務處： 

已提醒體育科教學研究會研議，同一科目同

年級之學生評量標準應具有一致性與標準

化，本案議題同時提請各科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