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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 
杜依瑾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幼兒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本，幼兒的生理、心理、認知、社會、情緒等方面

發展，均與早期的教養環境有關（邱志鵬，1988）。臺灣育有未滿 6 歲子女的婦

女勞動參與率逐年攀升，2006 年還未達 60%，至 2020 年已達 72.49%（行政院

主計總處，2020），幼兒對於幼兒園教育的需求增加，幼兒園教師對於幼兒健全

發展也越顯重要。 

筆者在國小附幼服務將近十年經驗，發現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面臨許多

壓力，除了投入學生與家長的許多班級與教學事務，還要面對許多硬體設施與學

校制度上的限制，必須撥出時間支援行政，時常令人分身乏術，而力不從心。若

幼兒園教師無法全心投入幼兒教育工作，將難以保障幼兒教育品質。本文探討幼

兒園教師工作壓力與困境，提出可行的因應策略，期望臺灣的幼兒教育能一步一

步往更好的方向邁進。 

二、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之工作壓力來源 

於工作情境中，當個體面對具有威脅性的刺激時，在其生理或心理上所形成

負面情緒感受與緊張狀態即是工作壓力（曾瑞譙、凃柏原，2010）。國小附設幼

兒園教師的職務包含班級經營、課程教學、學習情境營造、多元評量、親師溝通、

專業進修、環境衛生維護、行政支援等工作，常常需要一人身兼多職，又必須面

臨現行制度造成的困境，時常感受工作壓力繁重。以下臚列五項常見且難解的壓

力來源： 

(一) 幼兒園教師須兼任繁瑣行政工作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與《幼兒園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標準》，除園主

任可依招生人數設置專任外，組長均為兼任。幼兒園教師沒有空堂，沒有下課時

間，幼兒在校期間須時刻有教師照顧，難以抽身離開。日常需要進行的備課、學

習成果展示與整理、教保會議、課程發展與研討、教室與教具清潔消毒、因應主

題教學更換教室情境布置等，已經必須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與下班時間來辦理，

另還須依縣市規定協助承辦年度教保研習與親子講座。行政項目繁多，即使有專

任園主任也無法一人負擔，通常這些工作就由園內教師共同分擔，兼任組長者多

一些，其餘教師再分擔部分。因此，現今幼兒園教師的工作內容，已遠超過正常

上班時間所能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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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幼兒園與國小作息不一致 

因幼兒與國小學童的生理需求不同，在課程安排上的作息不同，時常會遇到

同一校園活動空間彼此干擾的問題。當國小已經午休時，幼兒園正在準備午休；

當幼兒園午休時，國小已經開始上下課，造成雙方的午休都可能受到干擾。筆者

所在的幼兒園若逢國小期中、期末紙筆評量時，幼兒園學童則無法進行戶外活

動。如此，對於幼兒園教師在進行教保活動上，產生諸多不便與困擾。 

(三) 國小行政資源僅部分業務支援幼兒園 

常見的問題是國小與幼兒園資源的衝突，當公文並未特別提及「含幼兒園」

時，該項資源便不會分享給幼兒園。以護理人員為例，依據《幼兒園行政組織及

員額編制標準》第 7 條：「國民中、小學班級數逾二十三班，且附設幼兒園招收

人數逾二百人者，得專任護理人員一人。」但未達此標準者，須倚賴國小校護。

部分國小校護因業務量繁重，希望幼兒園自備藥品，但幼兒園教師並非專業護理

人員，替學生上藥是否符合規定？哪些藥品是教師可以使用的？皆會造成教師額

外的心理壓力與負擔。 

(四) 短期代課教師資源短缺 

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總會長何明德曾在 2019 年表示，幼教現場目前的困

境是「師資嚴重短缺」，幼兒園聘不到教保人員（引自林曉雲，2019）。筆者在教

學現場的感受也是如此，幼兒園代課資格基本上需教保相關科系畢業，要找到合

格的長期代理教師已經不易，合格且短期收入不穩定的代課教師更是難覓，特別

在公立幼兒園招生期間所需代課人力，提早半年徵詢代課教師，更是困難重重。

每當公假派代之時，教師就要開始擔憂能否順利找到代課。教學現場缺乏足夠的

代課教師資源，也缺乏有效方便的找尋代課教師的途徑。徵詢退休教師協助則常

常因為鐘點費較高，而被校方拒絕。 

(五) 研習進修不友善  

幼兒園教師不同中小學教師，每週有安排固定時間可以進行領域會議與研習

進修，幼兒園教師在幼兒上課期間就是全時陪伴，而國小有週三下午完整空堂時

間可以彈性運用，但幼兒園教師並無類似研討進修專用時間可以進修研習，教學

備課及各項會議均須使用到下班時間進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 4 月 13 日

北市教人字第 1103038862 號函第二項第四點：「至研習部分，本局暨所屬機關學

校應減少假日派訓情形，改以自由報名參加性質；如屬依法指定教師應完成之研

習（如環境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等）或寒暑假期間從事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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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係屬教師之義務，不另給予補償。」平日辦理的研習，教師因代課教師難

尋，時常被迫放棄，或乾脆放棄不予考慮。假日辦理的研習，教師需要犧牲自己

的家庭時間去參與，不會有任何補償。在如此不夠友善的環境下，難以鼓勵幼兒

園教師積極參與進修。 

李幸芳（2014）發現 2000 年至 2014 年幼兒園教師工作壓力來源均出現了過

多的工作負荷，她建議教育行政相關單位應擴增幼兒園之人力編制、調整行政作

業程序。時至今日，七年後幼兒園教師依舊存在相同的困境。 

三、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因應壓力之策略 

以下針對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所承受的壓力，提出相關因應策略： 

(一) 建立團隊意識，合理分工，彼此分攤協作 

現行制度下，工作繁多，人力不足，但幼兒園的教育工作是現在進行式，沒

有暫停按鈕，教師們唯有團結合作，互相體諒，共同承擔，有餘力的時候多幫忙

一些，才能讓幼兒園以有限的人力維持有品質的行政運作與教學。 

(二) 關注並參與國小行事曆訂定與重大活動 

雖然幼兒園的工作已經忙碌不堪，但仍須關注並參預國小的各項安排，才能

在整體的運作上達到協調一致，最大限度的減少彼此的干擾，這份額外的付出，

可以大大減少教學中的突發狀況，讓教學更加順暢的進行。 

(三) 明定校內各項資源分配規則 

對於幼兒園需要的部份極力爭取，但制度上無法做到之處，也只能坦然接

受，並擬定配套措施。在所有人力、經費、物資等資源都與國小共同明確規範的

狀態下，幼兒園可以更清楚的規劃，提早做好配套方案，因應教學或行政的需求。 

(四) 利用網路社群建立代理代課教師資源網路 

網路社群軟體發達的今日，教師們可以利用網路社群將代理代課教師資源集

中共享，同時也享有快速即時的優點，方便交流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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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理性行事，正向思考 

研習制度無法改變的狀態下，教師只能更加審慎的選擇與安排研習，同時也

要能理解，研習進修可以增進自己的本職學能，這些多付出的部份能得到相應的

回報，凡事多採正向思考，讓樂觀積極陪伴自己進行幼兒園教師的工作，保持正

向愉快的心情。 

(六) 建立良好抒壓管道，促進心裡健康 

園內或鄰近區域學校可以適度安排交流活動，包括心理層面的交流對話、心

得分享、生理層面的團體運動等，在繁忙之餘也不忘要安排團體活動，增進彼此

感情，交流意見想法，妥善的將工作壓力釋放，抱持身心健康，同時讓幼兒園的

工作有更多元美好的回憶，將愉快經驗與幼兒園工作連結在一起。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教師的本職是教學與班級經營，繁雜過多的行政工作要求教師兼任，並不符

合教育專業化的規準，綜而言之，現行的教育現場人力資源不足。 

制度不改的狀態下，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在有限的人力與資源下，盡可能與

國小溝通協調出最佳模式，多犧牲奉獻維持教育品質；多樂觀進取保持教學的熱

忱；多正向積極的思考維持心理的健康。 

要根本解決這些壓力來源，有賴於制度面的改變，仰賴中央能大刀闊斧的改

革，才有可能根治教育現場長久以來的困境。 

(二) 建議 

1. 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1) 增置專任行政人力：幼兒園教師須全時投入教學與班級經營，兼辦行政業

務時常會中斷教學，影響學生受教權益，打亂班級經營節奏，影響教師工

作情緒。若有專任行政人力，將可保障教師全時全力投入教學。 

(2) 明定國小附設幼兒園之定位與人力資源分工：主管機關規劃人力與分配資

源時，應徵詢教學現場之需求與限制，對於人力分工與資源分配有更加明

確具體的定義，例如校護對附幼的支援項目應明確規範，而非國小行政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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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對幼兒園支援採自由心證，方能確保彼此都有足夠資源。 

(3) 健全幼兒園短期代課教師資源：合格的短期代課教師難尋，主管機關應統

合資源協助地方快速找到代課教師。此外，退休教師是優質的代課資源，

卻因鐘點費較高，校方採用意願低，若主管機關能協調出校方與退休教師

均能接受的鐘點費方案，必能有效充實代課資源庫。 

(4) 建立標準進修制度，給予固定時間供教師進修：若主管機關能調整現有上

課時數，建立配套措施，讓幼兒園教師在學期中也能有正常的會議時間與

進修機會，而非壓榨幼兒園教師只能夠透過加班或假日時間，進行各項會

議與進修。 

2. 對公立國小 

(1) 給予幼兒園獨立運作區域與作息時間：在空間允許的狀態下，室內外活動

空間應該盡可能劃分於不同區域，將彼此的活動動線區分開來，減少彼此

的干擾，保障國小與幼兒園安全的活動空間。 

(2) 增加國小與幼兒園教師交流的機會，進一步了解彼此業務與需求：現行制

度下不論是職務或資源，均有額外需要協調的地方，唯有雙方了解彼此的

需求與難處，體認同舟共濟，才能讓校務運作更加順暢。 

3. 對公立國小附幼 

(1) 建立合理的行政業務安排制度：現行制度下有許多教學以外業務須共同分

擔，園內教師應凝聚共識，建立合理職務分配與輪替制度，方能保障園務

順暢運作。 

(2) 建立小型代理代課教師資源群組：現行制度下代理代課教師得自行尋覓，

聯合鄰近區域內各幼兒園與附幼建立群組，可獲得更多代課教師資源。 

4. 對公立國小附幼教師 

(1) 建立良好的夥伴教師關係：與夥伴教師保持良好關係，再多的困難也能相

互扶持，逐步處理，有助於團隊順暢運作。 

(2) 保持身心健康，正向思考：面對困難挫折時，調整自己的工作節奏，尋求

夥伴或專家的幫助，保持生理與心理的健康，正向積極的面對工作。唯有

健康的教師，才能帶給幼兒健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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