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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企劃命名為「媽」的力為校苦力：多
元家庭與家長的子女學校教育參與，紀念幾年前甫
過世的加拿大女性主義教育學家 Alison Griffith 和
高齡仍寫作不綴的社會學家 Dorothy Smith 合著的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一書。這本書從她們作為
單親媽媽的自身經驗出發，探究當代的教育體系、性
別社會關係與勞動市場的安排如何共構、相互作用，

形塑她們的母職經驗，包括自責、愧疚和挫敗交織
的感受。這本精彩的建制民族誌著作，經由呂明蓁、

林津如和唐文慧三位學者合作翻譯、審訂，中文版
本《母職與學校教育的拔河》得以出版。中文書名的
討論經多方腦力激盪，在當時由南部女性主義學者
共組的建制民族誌讀書會中，「媽的力為校苦力」曾
被提出作為可能的選擇。直白的翻譯，鮮活地指出學
校的每日運作，仰賴的其實是家長們所付出的勞力、

心力和情感工作，多數是孩子的媽媽。但他們無償的
工作，經常不被看見、重視，甚至不被價值。

本專題的兩位主編是社會學者，也是媽媽，唐文慧老師與我用不同的方式參與 ( 或不參與 )
孩子的學校教育，企劃構思來自於我們自身的經驗以及研究的觀察。專題目的主題，從學校賦
予身分的「志工家長」開始，擴及不同形式的家長參與，顯見的或隱形的，同時，嘗試納入處
於不同社會位置的家長經驗，包括：同志、單親、勞動階級、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等等。藉由
這些家長們的具體經驗，我們期待能邀請大家一起反思當代臺灣標準的家庭意識形態 (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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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引言

中產、異性戀、漢人和雙親 ) 如何限制我們對於家庭的想像，進而排擠和邊緣化非主流家庭。

原本應該達到機會與資源重新分配的教育現場，卻成為了複製各種社會不平等的場域，對於特
定群體的家長而言，他們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勞動和心力，協助孩子順利的上學，以及照顧孩
子因汙名和被排除的經驗而受傷的情感。

唐文慧的論文〈志工媽媽「現象」〉闡述強調家長參與的學校教育政策和方向，背後預設
的是彈性、高度性別化的勞動力，不僅造成無法參與之家長的壓力，也再製和強化親職性別分
工的不平等。林允霏和黃珮婷的論文，分別從勞動階級單親爸爸和肢體障礙者母親的立足點
出發，討論學校體系與教育現場缺乏對差異的認識和理解，使得缺乏資源的單親爸爸和不符
合「標準」的障礙者媽媽，在實踐親職與參與子女學校教育的過程中，困難重重。這些經驗反
映出標準的家庭意識型態如何影響家長們日常的親職實作。胡郁盈的文章〈成家之路〉，清晰
地論述以異性戀核心家庭為標準的家庭定義，如何限制同性伴侶家長的生養子女和親職實作。

同性婚姻的法制化雖鬆動一男一女的異性戀婚姻基礎，但我們需要解構標準家庭的單一圖像，

讓更多承受汙名的、被問題化的、邊緣的家庭和親職經驗，被主流社會看見和肯認。

除學術性的小論文外，本專題規劃系列的經驗分享，藉由非主流親職實踐的書寫，這些家
長們不僅直言他們因為性別、性傾向、族群身分等，在參與子女學校教育過程中遭受的困境，

更指出他們如何發展策略和學校權威互動、倡議他們重視的性別或是族群文化等價值，甚至改
變學校制度環節的安排。如同唐文慧在〈志工媽媽「現象」〉一文提出的，親職實踐不只是個

人經驗，更需要被放在更大的社會脈絡下檢視和理解，親職實踐雖受到結構限制，但個人的能
動性亦能創造出行動和改變的可能。在〈給說故事的志工的叮嚀和提醒〉一文中，諶淑婷分享
看起來短短的晨光時間，透過繪本我們或許能開啟孩子對閱讀的興趣，或許能讓孩子感到被理
解，或許能讓平日覺得自己被排擠、與大家格格不入的孩子，在故事裡找到安身之處，包括那
些不符合主流性別規範和期待的孩子們。

現今的教育制度的設計與安排，需要大量志工家長的人力和參與，讓學校的日常運作更加順
暢，校園志工的存在有其歷史，但長期以來缺乏明確的規範。響應網友們的連署，教育部於去年
訂定〈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注意事項〉，規範志工的資格、訓練、工作範
圍和權利義務等等，確保家長的參與不能只強調熱心，而必須以保障孩子的利益為核心原則。 

最後，藉由本專題，我們想邀請讀者一同反思校園志工制度、鼓勵家長參與子女學校教育
的政策方向，以及鑲嵌於其中的不平等。再向前一步，我們又要如何創造更友善、多元的校園
環境，納入不同家庭和孩子的經驗，看見並回應他們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