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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環境對個人的影響經行為主義推動下受到重視，環境的規劃已是學校課程的

必要條件，從學校整體到教室內部的環境設備和空間布置等，在學校行政者和教

師等環境決策者有計畫、有目的地安排，來滿足學生學習經驗的需求；但是環境

決策者有意或無意透過環境傳遞的價值意念、管理風格、組織文化等潛在課程，

直接或間接影響環境使用者（包含教職員和學生）的反應，例如學生在行政區和

教室的表現不同，通常在行政區的表現拘謹，主要是行政人員（包含管理者）因

社會權力賦予空間公有化的自主權－決定行政區可以開放讓他人使用的程度，也

就是開放程度愈多，空間公有化就愈高。 

關於環境面向的潛在課程研究常以軟硬體環境所代表的意向和價值去討論

學習環境對使用者的可能影響；相對地，若從學生使用環境的表現去探討學習環

境的潛在課程特質，應能窺知環境中隱含的價值意念、管理風格、組織文化等，

再依環境行為論觀點，物質環境系統與人的系統之間存在相互依存關係，除了探

討個人內在的議題，亦研究集體行為、社會價值、文化觀點等與環境有關的廣泛

問題（何昕家、張子超，2012），人的行為是個人內部動力和環境刺激交互作用

下的結果，所以探討行為時可從個人因素和環境去分析，同樣地也可以從人的行

為和個人特質去討論環境因素。此為本文之研究動機，並依提出本研究目的在了

解幼兒園潛在課程對幼兒行為的影響，針對行政空間公有化進行討論。 

二、空間公有化 

空間公有化雖屬學校課程的環境議題，因涉及社會權力，從潛在課程去定

義，更貼近其特質。 

(一) 潛在課程 

以課程為經驗的觀點，將學生在學校或教室中與教師、環境、物品等人事

物交互作用的所有經驗視為課程，例如學校的組織特性、價值氣氛、學校文化、

環境設計、教室結構或過程、同儕團體、師生互動、教師期望、標示作用、道

德教學、政治社會化，也包含正式課程所反映的意識型態、權力結構等都與學

生的學習經驗有關（湯志民，1987；陳伯璋，1984），而學習過程和情境蘊含著

社會控制、權力分配、價值導向等社會學特性，在這個由規則、規定、儀式、

傳統形式組成的網絡中，每人扮演特定角色並在一起工作（湯志民，1987）。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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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潛在課程是潛藏在所有的教育措施之中，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學生的態

度和情感（林素卿，2009a），其範圍包含學習環境、學習影響及學習結果等方

面（林素卿，2009b）。 

鑑於潛在課程對學生的影響，Wren（1999）提出檢視學習情境中的可能因

素，首先是學校規則儀式和例行活動，例如全校性活動或校際競賽、學校獨特

的理念或圖案意象、學生能知道學習成果成績、學校以學習成就和安全著名，

其次是檢視學校文件的訊息，例如學校公告和傳單、學期行事曆等。除了 Wren

以學校具體可見的活動和文件作為評估工具外，亦可以研究人與人周遭環境之

間相互關係的環境行為學（何昕家、張子超，2012），透過學生的行為去釐清學

校環境對校園生活品質所產生的結果。 

(二) 行政空間公有化 

空間公有化是對於空間開放的概念，這是將空間視為個人或群體所屬的領

域，依人們對空間可要求或保護不受他人侵入的程度，而分出私人空間、半私人

空間、半公共空間、公共空間等。而與空間公有化有關的名詞，則有設計用來與

他人共用和易於他人接近的空間私密性程度（何昕家、張子超，2012）。 

學校空間公有化有多層面意涵，第一種層面是空間對外公有化，這是開放學

校環境和戶外設施等資源，讓社區民眾無償使用，例如因應少子化推動校園活

化，透過政策發展現有校園社區化（教育部，2020）。 

第二種層面是空間對內公有化，因應學校組織權責分配而有各個獨立權責空

間，例如行政辦公室、校長室、班級教室等，受社會權力的合法規範下，有權責

的個人能自主決定空間是否開放他人參與或使用，以行政辦公室來說，管理者對

組織賦有監督管理責任，且行政檔案涉及機密隱私需保密保存，普遍而言，行政

辦公室空間公有化程度較低，也受到管理者或行政人員的個人意念、領導風格，

乃至於組織文化等影響。不過在重視開放教育的趨勢下，教學空間逐漸取代行政

空間成為學校建築主體（湯志民，2000），所以行政空間公有化的觀點應能愈受

管理者或行政人員的支持。 

本研究探討的幼兒園空間公有化即是第二層面，指對內的空間公有化，特別

針對行政空間開放情形進行探討。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園行政空間公有化對幼兒行為的影響，故採準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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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三所幼兒園 5 歲幼兒為對象，各園 6 位幼兒，共 18 名。 

研究流程採相等時間樣本設計進行個別測試，由研究者提供每位幼兒任務提

示語「請幫忙把盒子拿到辦公室外的桌子上（桌上放有同物件和標示牌）」，接著

幼兒從教室出發往辦公室方向執行任務，當幼兒完成任務後返回教室。透過觀察

方式蒐集測試歷程資料，依觀察記錄編碼整理分析及階層實驗的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接受成功大學研究倫理委員會監督，從取得受試者家長和幼兒園同意

書，且在保障受試者權益的原則進行研究，對於受試者資料及記錄皆編碼保密保

存。 

四、研究結果 

(一) 管理兼安全功能的幼兒園行政空間 

幼兒園行政辦公室包含門前空間常是園所接待區，放置桌椅提供會客休憩。

在辦公室包含園長和行政人員辦公區，代表園所的決策和管理權力所在，亦放置

園所文件和財產資料，同時也會是師長開會或會談的地方。從三園的行政辦公室

位置發現皆緊鄰大門（表 1），顯示除了管理功能外，亦進行監督機構安全作用，

管控內外人員的出入狀況。 

而從 AB 園行政辦公室的門整日保持開啟、C 園則是在上課時間關閉的情形

來看，各園的管理規則是有差異，尤其 C 園行政辦公室處於教室和戶外遊樂場

及大門之通道上，辦公室的門在上課時間關閉的作法，顯示對人員和幼兒安全的

特別重視。 

表 1 幼兒園行政空間比較表 

園 鄰近區域 辦公室進出規則 與受試者教室分布 

A 
緊鄰家長接送區和

大門 

行政辦公室的門全日保持

開啟 

為不同棟且不同層建築物，並

間隔樓梯和兩間教室 

B 緊鄰遊樂場和大門 
行政辦公室的門全日保持

開啟 

為同棟的一樓建築物，中間間

隔一間教室 

C 

內接教室、外接遊

樂場和大門，兩處

皆有門區隔 

行政辦公室的門在上下學

時開啟，但在上課時間關

閉 

為同棟的一樓建築物，中間間

隔一間教室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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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幼兒在行政空間的行為分析 

1. 距離與規則因素 

從幼兒完成任務的時間來看（表 2），A 園幼兒完成任務時間皆比 BC 園較長，

主要是 A 園教室在二樓，且與行政辦公室為不同棟建築物（表 1），教室與辦公

室距離最遠，所以時間會較長。 

但是教室與行政辦公室都是同層同棟的 BC 園，C 園幼兒完成時間皆較 B 園

費時，這可以從 C 園幼兒進入辦公區會敲門的行為，發現幼兒需等園長或行政

人員回應開門才進辦公區完成任務，而 AB 園行政辦公室的門隨時保持開啟，幼

兒執行任務時不需報備可獨立完成，顯示規則影響幼兒使用行政空間的行為。 

表 2 受試幼兒完成任務時間統計表 

園 s1 s2 s3 s4 s5 s6 M SD V 
完成率

% 

A 7m31s 6m18s 7m01s 10m24s 7m22s 9m55s 8m06s 1.59 2.52 100 

B 3m02s 4m07s 3m10s 3m17s 4m11s 3m32s 3m53s 0.65 0.65 100 

C 4m18s 5m07s 4m52s 5m11s 5m01s 5m20s 5m32s 0.54 0.54 10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2. 互動關係因素 

觀察個別幼兒執行任務表現發現，A 園有 2 位幼兒找不到桌子而跑回教室求

助的情形，除了教室與辦公室距離遠增加任務難度外，兩名幼兒遇到問題時，不

是就近到辦公室向行政人員或主管求助，而是返回教室向班上同學求助，再由已

測試過同學協助去完成任務，表示幼兒尋求幫助時會以同學為對象，而非行政人

員或主管，這可能與互動關係有關，班上同學與幼兒較親近，而行政人員或主管

與幼兒相處時間較短，顯示互動關係的親疏影響幼兒使用行政空間的行為。 

3. 熟悉因素 

幼兒面對任務完成率 100%來看（表 2），涉及幼兒個人因素如抑制控制、視

覺工作記憶、注意力轉換、模組轉換、認知彈性、口語流暢度等執行功能（林芳

如，2012），對任務執行影響低，表示任務是幼兒能力可達到的範圍，且幼兒對

園所環境是熟悉的，所以皆能完成任務。 

綜合上述，三所幼兒園的行政辦公室皆具備管理與安全監督的功能，但是對

於空間開放的時間和規則不同，顯示不同幼兒園對行政空間公有化程度是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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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另一方面，幼兒的執行功能的個人因素在此研究中並不影響幼兒行為，然而

教室與行政辦公室的距離確實與幼兒執行時間有關，尤其行政空間的規則和互動

關係才是對幼兒行為有所影響。  

五、結論與建議 

幼兒園行政空間代表這個機構的形象，在以開放教育和幼兒為中心的學前教

育主流理念下，幼兒園行政空間公有化愈高，愈能彰顯此一特色，從中衍生的人

際關係和組織氛圍亦會隨之改變，但如何平衡此一措施對行政事務保密與管理的

挑戰，則是幼兒園環境決策者不得不重視。無論環境設計與安排兼具管理與安全

的功能，但是也在人員的管理下呈現不同的行政空間公有化情形，這種隱藏在空

間中無形的權力關係，透過規則和互動關係影響其它人在進入或靠近這區域時的

行為反應，有趣的是幼兒並不是這個組織架構的成員，而是環境使用者、教育服

務消費者的身分，仍然受到行政空間公有化的影響，使得不同園所環境的幼兒表

現出不同的行為特質，因此，環境決策者在規劃與管理時，應考量及觀察環境使

用者的反應，作為檢視可能提供學生學習經驗時可能未在意的問題與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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