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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因應雙薪家庭的育兒需求，同時建構友善的育兒環境，以期提振年輕夫妻

生育的意願，托育政策近來成為中央及地方政府關注的焦點。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行政院祭出建置托育準公共化機制與擴大育兒津貼的雙軌方案，然而，依

據中國時報 2020 年 7 月的一則報導表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統計，國內

2 歲以下嬰幼兒送保母及公私立托育機構等家外送托率，總計僅 13.4%，明顯低

於 OECD 國家 30%的平均送托率（鄭郁蓁，2020）。2019 年 1 月親子天下雜誌「不

能自己帶孩子，能安心送托嗎？」一文的分析，74%未滿三歲幼兒的家長，希望

能自己帶小孩，但礙於許多現實的考量，僅有 51%的家長如願，而未能如願自己

照顧的家長，有 21%的家長是請長輩代為照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給別人帶不

放心」（蘇岱崙，2019）。從媒體報導層出不窮的托育人員因兒虐、照顧疏忽所導

致嬰幼兒傷亡事件，嬰幼兒是否要家外送托，確實成為家長陷入兩難的主要原因。 

王兆慶（2017）曾指出托育政策低度發展的主要原因為：政策無法提升 0- 2
歲托育的品質、可近性、可負擔性。也因此造成願意使用托育的家庭始終是少數。

從家長的擔心以及專家的見解可知，提升托育品質是改變現有家外送托意願並有

效推展托育政策的關鍵之一，而葉郁菁、楊碧琿及蔡淑惠（2017）則認為要提升

托育服務品質，除了以法規做為品質維護的基本門檻外，托育人員也需要有專業

提升及高品質教保活動的訓練。綜上所述，本文將從目前托育人員在職訓練現況

及相關規定，探討托育人員在職訓練對托育服務之影響，進而提出建議，以期供

立法、管理及辦訓相關單位參考，共同為提升托育品質盡一份心力。 

二、托育人員在職訓練之現況 

以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的角度出發，在職訓練是為了降低工作困擾、

追求永續發展、獲取競爭優勢、提升員工生產及服務品質的方法之一（趙若廷，

2014）。托育服務品質維繫關鍵在於人員的專業素養（陳姣伶，2009）。有鑑於此，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及「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

格及訓練辦法」皆規定托育人員每年應接受 18 小時在職訓練（衛生福利部，

2017、2020）。居家式托育人員另有規定每二年所接受之在職訓練應包括 8 小時

以上基本救命術，而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中則有提到：

訓練內容應採理論及實務並重之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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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地方政府委託辦理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課程的單位，皆依據 2018 年 1
月 11 日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修正函頒之「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課程實施計

畫」之相關規定及其所規劃之課程內容執行課程。該項計畫第七條規定：托育人

員應於三年內完成各課程類別至少三小時，且課程內容不得重複，如其他法令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上開計畫所提之「三年內課程類別至少三小時」之課程類

別依計畫附件所列可分為：托育服務導論、兒童發展、托育服務規劃及評估、兒

童保育、兒童健康及照顧、托育安全及危機處理、兒童生活環境及學習、親職教

育以及托育人員自我成長及專業發展等九大類。而在師資的部份則在計畫的第四

條規定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1)與授課主題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科

之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講師以上資格者；(2)與授課主題相關學院、系、所、學

位學程、科之大學以上畢業，且具實務工作經驗三年以上者；(3)與授課主題相

關之實務經驗五年以上者。符合前項第三款師資條件者，授課課程以保育及照顧

技巧課程為限。 

為符合上開計畫規定，同時能滿足托育人員每年 18 小時之在職訓練時數之

需求，辦訓單位多半依據該計畫附件之課程類別進行課程內容的安排，講師則以

大專校院之教師為主；在受限於經費、特殊功能場地不易租借、消化需求的人數

及配合托育人員的服務時間等諸多考量下，課程幾乎安排於週六及週日，並採大

型講座方式授課。除嬰幼兒基本救命術之外，幾乎無法安排其他實際操作或型態

之課程。 

三、托育人員在職訓練對托育服務之影響 

(一) 托育人員在職訓練對托育人員工作滿意度之影響 

Boshier 提出成人教育的參與者可具體分成匱乏動機者和成長動機者兩類。

成人參與者若屬匱乏動機者，是因為受到社會與環境的壓力，為改正不平衡與匱

乏或是為滿足他人的需求或期望，又或為達到某種目的而參加教育活動（吳友

欽、李嵩義、李素嫻，2019）。雖然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原因繁多且複雜，然而從

Alderfer 的 ERG 理論（Existence, Relatedness, and Growth Theory）可知每個人都

有生存需求、關係需求及成長需求，當需求越能獲得滿足，則滿意度越高（洪若

寧，2014）。 

Lopez、White 與 Carder（2012）則認為成為一個有技巧的專業人員，是促

進工作認同的重要元素，而持續的訓練能改善與增加工作技巧。在職訓練能促進

工作者取得可運用的智識，也能提升工作人員對其能力技巧的自信，成為一位更

好的工作者。此舉能增加工作人員對自己認同（引自吳慧菁、賴擁連、胡淳茹、

李思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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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托育品質的影響 

Abell 等學者（2014）在其研究中提出 Porter 等人在 2010 年針對美國聯邦基

金會資助的家庭兒童保育積極性發展計畫，其中的兒童保育人員培訓方法包括：

講習班、技術的援助與培訓、圖書館的書籍借閱以及視頻培訓。在每個培訓措施

的審查發現，訓練後的兒童保育品質幾乎都能通過「家庭日托評分量表」之評估，

與培訓前相比兒童照顧的品質確實有所提高。因此提出高品質的托育服務，是無

論在什麼狀態下都必須具有安全、穩定、教育性的特點，而要能持續符合此特點

則需透過持續性的培訓課程（Abell, Arsiwalla, Putnam, & Mille, 2014）。張佳菁及

蔡幃麒（2020）的研究也發現托育服務的異動與托育服務品質息息相關，而透過

托育人員參與在職訓練課程、托育過程相關諮詢服務、到宅訪視輔導以及協力圈

的運作等措施，是目前政府藉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有效提升居家托育服務品質的

積極作為。王青萍（2009）針對臺中市南區的保母系統為對象的研究，也發現保

母系統（現今的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每年所安排之保母在職訓練課程，對於托育

工作的服務品質有正向的提升效果。 

由國內多位學者針對工作滿意度與服務品質關係的研究中發現，工作滿意度

與服務品質呈現正向關係（毛筱艷，2010），綜上所述，可見托育人員的在職訓

練對於托育人員工作滿意度與服務品質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影響力。 

四、對居家托育人員在職訓練之建議 

從以上國內外各項研究可發現，在職訓練對工作者之工作滿意度及其服務品

質皆有直接且正向的影響，因此，研究者依目前托育人員在職訓練之實際狀況提

出以下建議： 

(一) 課程管道及型態的多元化 

因受 COVID-19 疫情影響，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 2020 年特別開放在

職課程三分之一（6 小時）時數可採認「線上課程」時數，在此之前，托育人員

大多參加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委託或補助團體、學校辦理之實體課程，

且極大部份課程採大班制、團體性的講課型態，托育人員上課形成是為應付每年

18 小時之規定，而缺乏對專業能力提升之動機；透過數位學習除了傳統的文字

與圖片外更多加了聲音與動畫，不僅能有效提升學習者對於課程內容的興趣及學

習意願，學習也可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不僅能依照學習者學習吸收的情況調

整進度，也能透過重複學習加強學習印象，另一方面還能有效降低學習成本（李

勇輝，2017）。除開放線上課程之管道外，相關單位應從課程型態著手規劃，如：

工作坊、專業技能實作或觀摩活動等不同型態之課程。地方政府則應協助辦訓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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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向擁有適合課程運作場地之大專校院或相關單位洽商，以較優惠甚至可免場

地租金的方式，租借辦訓單位使用，以促成課程型態的多元化。 

(二) 課程內容符合理論與實務兼顧 

目前所施行之托育人員在職課程實施計畫中所規劃之九大類課程包含：法

規、工作倫理、兒童發展、保育照護、環境規劃、安全維護、危機處理、親職教

育以及托育人員自我發展與成長。從內容上來看，對於托育專業知能確實有全面

性之規劃，惟辦訓單位大多聘請大專校院教授擔任講師，以闡述學理性的知識為

主，缺乏貼近實務上的互動，授課內容對托育人員形成只是外在的規範，而未能

引發內在的共鳴與價值，因此，建議可採講師與具實務經驗者協同教學的方式上

課，以促進理論與實務兼顧，托育人員也可從實務面對照理論，活用於托育服務

上。 

(三) 依托育年資、專業背景及需求安排分級課程 

從陳淑慧（2012）對托育人員的適任性與托育品質研究結果可見，托育人員

的專業素養表現，會因年齡、教育背景、年資等之不同而有所不同；而適任特質

程度，也會因年資、在職進修時數不同而有所差異。然而目前之托育人員在職課

程初、進階課程內容較偏向以兒童年齡為基準進行規劃；研究者則認為課程的

初、進階應以課程內容的廣度與深度做為分級的依據，若能針對初、進階課程內

容的關係性及參訓對象的條件做詳細之規劃，將更有助於符合托育人員參與課程

之期待。 

五、結語 

托育品質是關鍵政策成效的指標，托育專業性的不足則使得托育品質良莠不

齊（王舒芸，2016；程秀敏，2019）。因此，身為一位嬰幼兒心智發展啟蒙以及

促進其健康成長的托育人員，其專業知能的與時俱進是相當重要的。美國華盛頓

州要求托育人員需接受 10 小時的「繼續教育」課程，主要原因為：(1)托育人員

的信心增強，並滿足了提供優質托育服務需求的能力，同時提升了社區的尊重；

(2)托育人員對於自我角色的認定從保母轉變為幼兒早期學習的專業人員

（Lanigan, 2011）。我國各地方政府每年出錢出力所辦理的托育人員在職課程，

若能再從管道與型態的多元化、課程內容實務化以及初、進階課程規劃符合需求

等方面著手做調整，則托育人員在職訓練所獲得的知識，將轉化為有助於托育人

員對自我角色的認知以及實際運用於嬰幼兒服務行為上的能力，參訓也不致淪為

滿足 18 小時在職訓練時數規定的例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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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為因應雙薪家庭的育兒需求，同時建構友善的育兒環境，以期提振年輕夫妻生育的意願，托育政策近來成為中央及地方政府關注的焦點。自2019年8月1日起，行政院祭出建置托育準公共化機制與擴大育兒津貼的雙軌方案，然而，依據中國時報2020年7月的一則報導表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統計，國內2歲以下嬰幼兒送保母及公私立托育機構等家外送托率，總計僅13.4%，明顯低於OECD國家30%的平均送托率（鄭郁蓁，2020）。2019年1月親子天下雜誌「不能自己帶孩子，能安心送托嗎？」一文的分析，74%未滿三歲幼兒的家...
	王兆慶（2017）曾指出托育政策低度發展的主要原因為：政策無法提升0- 2歲托育的品質、可近性、可負擔性。也因此造成願意使用托育的家庭始終是少數。從家長的擔心以及專家的見解可知，提升托育品質是改變現有家外送托意願並有效推展托育政策的關鍵之一，而葉郁菁、楊碧琿及蔡淑惠（2017）則認為要提升托育服務品質，除了以法規做為品質維護的基本門檻外，托育人員也需要有專業提升及高品質教保活動的訓練。綜上所述，本文將從目前托育人員在職訓練現況及相關規定，探討托育人員在職訓練對托育服務之影響，進而提出建議，以期供立...
	二、 托育人員在職訓練之現況
	以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的角度出發，在職訓練是為了降低工作困擾、追求永續發展、獲取競爭優勢、提升員工生產及服務品質的方法之一（趙若廷，2014）。托育服務品質維繫關鍵在於人員的專業素養（陳姣伶，2009）。有鑑於此，「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及「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皆規定托育人員每年應接受18小時在職訓練（衛生福利部，2017、2020）。居家式托育人員另有規定每二年所接受之在職訓練應包括8小時以上基本救命術，而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
	目前各地方政府委託辦理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課程的單位，皆依據2018年1月11日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修正函頒之「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課程實施計畫」之相關規定及其所規劃之課程內容執行課程。該項計畫第七條規定：托育人員應於三年內完成各課程類別至少三小時，且課程內容不得重複，如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上開計畫所提之「三年內課程類別至少三小時」之課程類別依計畫附件所列可分為：托育服務導論、兒童發展、托育服務規劃及評估、兒童保育、兒童健康及照顧、托育安全及危機處理、兒童生活環境及學習、親職教育以及托育人員...
	為符合上開計畫規定，同時能滿足托育人員每年18小時之在職訓練時數之需求，辦訓單位多半依據該計畫附件之課程類別進行課程內容的安排，講師則以大專校院之教師為主；在受限於經費、特殊功能場地不易租借、消化需求的人數及配合托育人員的服務時間等諸多考量下，課程幾乎安排於週六及週日，並採大型講座方式授課。除嬰幼兒基本救命術之外，幾乎無法安排其他實際操作或型態之課程。
	三、 托育人員在職訓練對托育服務之影響
	(一) 托育人員在職訓練對托育人員工作滿意度之影響
	Boshier提出成人教育的參與者可具體分成匱乏動機者和成長動機者兩類。成人參與者若屬匱乏動機者，是因為受到社會與環境的壓力，為改正不平衡與匱乏或是為滿足他人的需求或期望，又或為達到某種目的而參加教育活動（吳友欽、李嵩義、李素嫻，2019）。雖然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原因繁多且複雜，然而從Alderfer的ERG理論（Existence, Relatedness, and Growth Theory）可知每個人都有生存需求、關係需求及成長需求，當需求越能獲得滿足，則滿意度越高（洪若寧，2014）。
	Lopez、White與Carder（2012）則認為成為一個有技巧的專業人員，是促進工作認同的重要元素，而持續的訓練能改善與增加工作技巧。在職訓練能促進工作者取得可運用的智識，也能提升工作人員對其能力技巧的自信，成為一位更好的工作者。此舉能增加工作人員對自己認同（引自吳慧菁、賴擁連、胡淳茹、李思賢，2018）。
	(二) 對托育品質的影響
	Abell等學者（2014）在其研究中提出Porter等人在2010年針對美國聯邦基金會資助的家庭兒童保育積極性發展計畫，其中的兒童保育人員培訓方法包括：講習班、技術的援助與培訓、圖書館的書籍借閱以及視頻培訓。在每個培訓措施的審查發現，訓練後的兒童保育品質幾乎都能通過「家庭日托評分量表」之評估，與培訓前相比兒童照顧的品質確實有所提高。因此提出高品質的托育服務，是無論在什麼狀態下都必須具有安全、穩定、教育性的特點，而要能持續符合此特點則需透過持續性的培訓課程（Abell, Arsiwalla, Pu...
	由國內多位學者針對工作滿意度與服務品質關係的研究中發現，工作滿意度與服務品質呈現正向關係（毛筱艷，2010），綜上所述，可見托育人員的在職訓練對於托育人員工作滿意度與服務品質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影響力。
	四、 對居家托育人員在職訓練之建議
	從以上國內外各項研究可發現，在職訓練對工作者之工作滿意度及其服務品質皆有直接且正向的影響，因此，研究者依目前托育人員在職訓練之實際狀況提出以下建議：
	(一) 課程管道及型態的多元化
	因受COVID-19疫情影響，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2020年特別開放在職課程三分之一（6小時）時數可採認「線上課程」時數，在此之前，托育人員大多參加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委託或補助團體、學校辦理之實體課程，且極大部份課程採大班制、團體性的講課型態，托育人員上課形成是為應付每年18小時之規定，而缺乏對專業能力提升之動機；透過數位學習除了傳統的文字與圖片外更多加了聲音與動畫，不僅能有效提升學習者對於課程內容的興趣及學習意願，學習也可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不僅能依照學習者學習吸收的情況調整進度，...
	(二) 課程內容符合理論與實務兼顧
	目前所施行之托育人員在職課程實施計畫中所規劃之九大類課程包含：法規、工作倫理、兒童發展、保育照護、環境規劃、安全維護、危機處理、親職教育以及托育人員自我發展與成長。從內容上來看，對於托育專業知能確實有全面性之規劃，惟辦訓單位大多聘請大專校院教授擔任講師，以闡述學理性的知識為主，缺乏貼近實務上的互動，授課內容對托育人員形成只是外在的規範，而未能引發內在的共鳴與價值，因此，建議可採講師與具實務經驗者協同教學的方式上課，以促進理論與實務兼顧，托育人員也可從實務面對照理論，活用於托育服務上。
	(三) 依托育年資、專業背景及需求安排分級課程
	從陳淑慧（2012）對托育人員的適任性與托育品質研究結果可見，托育人員的專業素養表現，會因年齡、教育背景、年資等之不同而有所不同；而適任特質程度，也會因年資、在職進修時數不同而有所差異。然而目前之托育人員在職課程初、進階課程內容較偏向以兒童年齡為基準進行規劃；研究者則認為課程的初、進階應以課程內容的廣度與深度做為分級的依據，若能針對初、進階課程內容的關係性及參訓對象的條件做詳細之規劃，將更有助於符合托育人員參與課程之期待。
	五、 結語
	托育品質是關鍵政策成效的指標，托育專業性的不足則使得托育品質良莠不齊（王舒芸，2016；程秀敏，2019）。因此，身為一位嬰幼兒心智發展啟蒙以及促進其健康成長的托育人員，其專業知能的與時俱進是相當重要的。美國華盛頓州要求托育人員需接受10小時的「繼續教育」課程，主要原因為：(1)托育人員的信心增強，並滿足了提供優質托育服務需求的能力，同時提升了社區的尊重；(2)托育人員對於自我角色的認定從保母轉變為幼兒早期學習的專業人員（Lanigan, 2011）。我國各地方政府每年出錢出力所辦理的托育人員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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