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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competing in new era, every country improves in education, hoping to make it prosperous. As time goes, being more

conscious of democracy and the trend of fewer children, parents emphasiz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more than before. Thus, more

parents ask for taking part in school work to make the education partnership between school and parents. The purpose of a study on

the School Parents Committee participate in school's affairs. We interviewed the SPC(School Parents Committee) members, school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in Taichung City. As followings are the results: 1.The SPC presidents can show their leadership in

knowledge, social economy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2.The proces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chool work is usually volunteer,

class representative, and then committee member, vice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of SPC finally. 3.In the process of taking part in

school we found: the difficulty of fund raising, devoting unselfishly but usually had no appropriate feedback, and the difficulty of

some parents had no strong desire to participate. 4.Taking part in school work can change oneself cognition to school, and also

knowledge, relationship and sense of h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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