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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大事記
• 1月 高二教育旅行

• 3月 班級/校級優良生選舉

• 4月 社團成發

• 5月 春季晚會/社團評鑑暨社團交接

• 6月 畢業典禮

• 7月 返校打掃開始



社團生活

• 社團活動：依據高中課程綱要之規定，高一高二學生必

選一個社團（必修、零學分），請家長給予支持、指導

與規範；本校設有社團管理相關辦法（請參閱家長-學

生手冊p.123-p.136）。若有意願擔任社長或社團幹部，

須符合高一上學期或下學期之學業總平均成績達75分以

上、德行評量之日常生活綜合表現為「表現優良」以上，

且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請提醒孩子是否能夠兼顧社團

與課業，學校亦會妥適要求與輔導。



關於社團成發

• 為避免社團成發延後辦理，以致影響高三學業
準備，故本學年社團成果發表，除特殊狀況申
請通過外須於4/30前辦理完成。



關於出缺勤

– 學生當日未能到校上課，請家長於上午7時10分至9
時前致電教官室完成請假(TEL：2507-3148轉
307/308/309)，並提醒學生於返校5日內務必完成
銷假手續【未於5日內(不含假日)完成銷假手續者以
曠課登記】。

– 有關學生出缺勤及獎懲查詢，家長可至學校首頁下
方「常用連結」下「校務行政系統」，以家長身分
登錄查詢。(登錄帳號：P+學號，第一次登錄密碼：
學生之身分證字號)，以利及時了解學生在校狀況。

– 親子綁定以上訊息更即時



關於出缺勤

目前推動線上銷假,但請注意以下是需要使用紙本假卡
處理的狀況

● 定期考試前一日

● 定期考及補考等重大評量期間

● 請假三天(含)以上

● 逾期銷假的學生

● 未完成親子綁訂的學生



關於出缺勤

課堂上師長皆會實施點名，現在校規已經將
缺曠列入成績評量計算，請家長協助宣導學
生準時到校上課 。

朝會為學校各處室舉辦頒獎、必要事項宣達
的重要管道，請家長提醒孩子依時參加朝會，
以了解學校欲宣導之事務。



【高三校內準備備審資料-公假申請辦法】

➢第1階段放榜後，符合資格且有需求的同學可
至學務處領取公假單，每人得申請兩個半天(合
計一天)，一律填在同一張公假單內。

➢同學須經導師及各節任課老師同意後，始得提
出申請(承辦師長為導師)，於公假2日前完成申
請程序。

➢其餘時間同學若要整理備審資料者，應自行請
事假回家準備，在校內僅能依上述規定請公假
兩個半天，不核准事假，未到課者以曠課登記。



父母與教師共同功課
管教與輔導

管教是管理與教育的統稱，如果只
有管沒有教，或是只教不管，都是
無效的行為。

輔導是輔助並導正其行為使為善。



如何與高中生孩子溝通和相處？

• 資料來源https://helloyishi.com.tw/

高中是一個嶄新的時期，不少父母可能都會感覺，
自從孩子上高中後，彼此關係好像疏遠了，孩子變
得不太願意主動分享近況，而父母若開始窮追猛打，
反而容易引起孩子不悅，造成更嚴重的隔閡。這種
現象對大多數父母來說，都是最具挑戰性的問題，
高中這個階段，正屬個體成長與社會化最重要的時
期，所以父母們可以參考以下十點，來關心家中孩
子，並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1. 尊重與傾聽

• 孩子想表達想法時，請練習尊重孩子的意見，給
他機會說出心理的想法，表現出真心想傾聽孩子
的態度，可讓孩子較願意與您交談，也較容易說
出心聲。記得請先不要著急給意見或作評斷喔!



2. 避免只有單方說話

• 溝通應該是雙向的，並非都是單方面在說話，另
一方只是聽。先想一想自己是否會一味地傳達自
己的想法，而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和意見，最後不
自知地抱怨孩子不願意聽話。建議嘗試以交換想
法的方式，與孩子進行對話，如此才能有效溝通，
並能以身作則成功地教育孩子。



3.先別急著批判

• 父母要盡量先假設孩子有充分的理由，去做他們
所做的事，建議表達出你對他們做出的選擇感到
好奇，並尊重他們的想法。若父母消除了先入為
主的觀念，不預先判斷是非或對事物貼上標籤，
孩子就更有可能談論他們的想法，與分享更多事
情。



4. 避免講話落落長

• 請試著回想以前自己高中時期，是否曾在父母說
完話前，就忍不住想逃離現場的經驗，這狀況有
時也是現在自己孩子的心情。建議父母開口前先
想著小孩不喜歡被嘮叨的心情，並盡量將想說的
話，縮短至一半，才能精簡扼要地傳達你的想法，
避免說到一半孩子早就沒在聽的狀況，甚至進而
導致雙方衝突，父母最好是能在他們表現出反感
之前，就先把想說的話說完。



5. 利用場合和掌握機會教育

• 想要來個完美的機會教育嗎？其實機會往往在意
想不到的時刻出現，如果先跟小孩預告何時要來
場深度談話，其實對孩子與家長雙方，心理壓力
都很大，不妨利用平常偶然的場合與時機，例如
在車上或深夜時，與孩子在餐桌吃宵夜的偶然交
談，並給予孩子最真誠的想法與建議。



6. 令人舒適的動作與環境

• 其實肢體語言和眼神交流的方式，有很大的學問，
一點小改變，就可以改變和孩子對話時的感受，
大多數的高中生，比較接受開放性的談話空間，
對話時，也請減少直接看著孩子的眼睛說話。若
父母們總是直直盯著孩子的眼睛，說著重要訊息，
孩子會感受到攻擊性，而產生不安全感，不妨試
著在走動時或坐著時，偶爾望向別處進行對話。

https://helloyishi.com.tw/mental-health/other-mental-health-issues/tips-for-building-self-trust/


7.家長不是青少年、
應保持該有的成熟

• 有時候家長可能為了拉近與孩子的距離，開始揣
摩青少年說話的語氣，但別忘了自己已是位成人，
應保持成人應有的高度與智慧，成熟地和孩子互
動與對話。



8.展現願意幫助孩子的心意

• 如果您懷疑孩子有些未到法定年紀而有的行為
（如抽菸、喝酒)，或有些需要輔導的偏差行為，
請保持溫和的態度，別忘了以上幾點原則，並直
接地告訴孩子，如果需要協助，你會幫助他們解
決問題。

https://helloyishi.com.tw/womens-health/smoking-is-more-dangerous-for-women/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y-habits/5-ways-to-treat-alcoholism/


9. 孩子都在看！
家長別忘以身作則

• 教育無他,惟愛與榜樣

• 身教是最好的教育之一，若父母親曾表示決定要
做某件事，或戒掉某個壞習慣，就請努力實踐目
標與承諾，要曉得父母的一舉一動，孩子全都看
在眼裡。



10.高中生有想法、
幫助孩子獨立思考

• 高中生，並非如國中小時需要父母協助做決定，
此時家長應適時放手，並培養孩子獨立思考的能
力，例如討論不良行為的潛在影響，以輕鬆的語
氣，反問孩子對某事物的想法如何，幫助他們批
判性地思考，幫助他們理解如何面對生活中的挑
戰。此外，請適時地肯定孩子，使他們對生活和
未來，能夠充滿信心！



教育之於人生，如同黎明之於大地

期待我們一起

成為一個照亮孩子的旭日

照亮孩子

讓孩子能夠邁向充滿陽光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