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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保環境規劃對嬰幼兒的生活、學習與成長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根據美國

幼兒教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AEYC）

的「適齡適性發展」（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DAP）原則，設計良好

的環境有助於嬰幼兒的發展。Montessori 在 1949 年（引自何素娟等譯，2014）指

出，幼兒是忠實的探索者，他們會「從環境中吸收，擷取環境中的每一件事物，

並具體化成自我」。Malaguzzi 在 1984（引自羅雅芬等譯，2000）也表示「環境

有能力去組織、提升不同年齡者之間的愉悅關係，創造出美好的環境，提供變化，

讓選擇和活動更臻完善，而環境的潛能可以激發社會、情意和認知方面的種種學

習，這些皆對幼兒的福祉及安全感有所助益」。對嬰幼兒而言，優質環境有助其

能力與潛力的發展；對教保人員而言，良好的空間設計能促進工作流程的順暢，

並直接影響教學與保育的效果。如果我們希望保育員工為孩子提供一個規劃良好

且愉快的環境，我們也應為他們創造一個同樣優質的工作環境（何素娟等譯，

2014）。 

嬰幼兒所處的環境也反映了教師對孩子及學習的教學理念、價值觀和信念。

教保人員的幼教專業知能直接影響環境規劃的合宜性。因此，在職訓練與專業成

長活動對於提升學前教育品質尤為重要（張志鵬，2001；Sandberg, Anstett & 

Wahlgren, 2007）。林育瑋（2008）發現，根據學校組織與教師需求，以學校本位

的專業成長模式規劃教師成長活動，透過循序漸進及多元的方式，如：講授、演

練示範、研究討論、教學觀摩、實地參訪等 ，能有效提升教保人員的專業能力

和環境規劃能力（林育瑋，2008；盧雯月、林佑齡譯，2008；林廷華，2019）。 

鑒於教保環境的重要性，本文將探討筆者在督導三所幼托機構時，協助建構

環境的問題、解決策略與發現，以及教師增能之相關議題。 

以下對本文重要名詞做如下之名詞釋義： 

(一) 幼托機構：指幼兒園及托育（嬰）中心。 

(二) 教保人員：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一章第 3 條第五款，教保服務人員

是指提供教保服務之園長、教師、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本文所稱之幼兒園

與托嬰中心之嬰幼兒照顧者（含園長、主任）統稱為「教保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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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托環境規劃之問題與改善   

筆者自 2010 年至 2020 年間，督導三所幼托機構，一所為托兒所（幼托整合

後為幼兒園，以下簡稱 A）；另兩所收托 0-3 歲嬰幼兒的機構（以下簡稱 B、C）。

督導期間，這三所機構皆面臨校舍空間設計、改造、裝修工程等挑戰（基本資料

及問題見表 1、表 2）。筆者從使用者——即嬰幼兒及教保人員的需求出發，進行

空間規劃設計與實施，並針對教保人員進行一系列環境規劃增能活動。 

筆者以協助者角色進入各幼托機構，包括協助規劃與執行。工作時間乃配合

工程規劃與施作需求進行安排，其餘並在機構 A 每週出席三日；機構 B、C 每週

出席一日，督導全機構各項事務。在環境規劃過程中，面對經費不足、空間有限、

相關法規限制等問題，首先透過檢視問題、研擬策略、解決問題，在此過程中持

續發現新問題，並嘗試發展新策略以解決環境規劃需求。與此同時，筆者同步進

行師資培訓，旨在提供優質的教保環境。（歷程見圖 1） 

表 1 三所幼托機構基本資料 

機

構 
機構類型 

收托     

年齡 

收托     

年齡 
教保人員人數 師資背景/經歷 

起訖    

年月 

A 
公辦民營托兒所

（含課後照顧） 
68 名 

2-12

歲 

8 名 

（含園長） 
大學幼保系教保員 

2010.01-

2011.12 

B 公共托育中心 65 名 
0-3

歲 

16 名（含中心

主任） 

1.幼教師、教保員、助

理教保員、保母 

2.經歷：傳統或開放

教學之幼兒園、機構

A 轉任、居家托育、

幼保科系剛畢業 

2014.08-

2018.08 

C 公共托育家園 12 名 
0-2

歲 

4 名（含中心

主任） 

2017.09-

2020.01 

表 2 三所幼托機構環境問題背景 

機構 機構類型 環境與問題 

A 
公辦民營托兒所

（含課後照顧） 

1. 原校舍發生建物安全問題，在公部門安排下進行搬遷 

2. 新園址為某國中之三間資源回收教室 

B 公共托育中心 

1. 由分齡照顧轉型為「家」概念的混齡托育（註），為配合混

齡托育之需求，進行環境規劃與改造。 

2. 因應混齡托育需求增設清潔台（尿布台、清洗槽）、嬰兒

床、活動櫃、安排活動區域，以及調整光源、水電管線。 

C 公共托育家園 

1. 新開辦機構 

2. 位於老人安養機構的 2 間辦公室 

3. 僅有 3 個月時間完成空間改造及立案 
註 ： 「家」概念的混齡托育--以「居家」的生活型態規劃一日作息與活動；混齡編組，營造家的情境；配合發展，環境

分區設置；分齡教保，協同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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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三所幼托機構環境規劃實施歷程 

以下就環境規劃與實作歷程中所面對的問題與解決策略，以及教保人員增能

之實施方式加以說明： 

(一) 校舍規劃實作問題與解決策略 

1. 發現問題：三所機構在硬體工程中面臨以下挑戰 

(1) 經費不足。機構 A 的裝修改建經費，僅能支付基本工程施作，如：隔間、

活動室內地板、廁所與廚房設置，但櫃體、桌椅則無法採購；機構 B 雖

希望透過設計師協助增購兼具實用性與美感的設施設備，但礙於經費，

無法一次達成。 

(2) 如何在有限的空間進行規劃改造。機構 A 的新校舍僅有三間教室大小，

需滿足 68 名兒童的需求，並設置辦公室、廚房、廁所與儲藏室；機構 B

活動室空間狹小，需同時滿足不同年齡嬰幼兒的躺臥、爬行、用餐、運

動及遊戲需求。 

(3) 相關人員對室內裝修、消防和立案法規不夠熟悉，使得設計與施工的進

度受到影響。機構 C 因聘請的廠商和建築師缺乏幼托機構室內裝修及立

案經驗，臨時更換建築師，險些未能按時完成立案程序，還衍生額外費

用。 

(4) 設計與施工理念差異。設計師及施工廠商不熟悉教保空間需求，堅持其

設計方式，導致後續使用不便。例如：機構 C 希望空間具可變性，但設

計師未依要求，導致櫃體固定，無法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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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施設備採購困難：因對 0-3 歲幼兒的尺寸需求不熟悉，且市面上難以

找到合適的設施設備，導致機構 C 採購困難並因訂製增加經費支出。 

(6) 工期短且遇突發狀況：機構 C 的施工期僅有三個月，原已時間緊迫，再

加上遇到建物結構問題，進一步影響進度。 

2. 解決策略 

(1) 經費不足的解決策略 

a. 採購材料並自行安裝或修繕，或直接找工廠採購。如：機構 A 利用透

明帆布製作捲簾式遮雨棚，並使用地板餘料鋪設走廊；機構 B、C 採

購軟質地墊和操作籃。  

b. 利用類似設施改造為所需設備，如：機構 B 將合適之尺寸的廚房調理

台改造成尿布清潔台。 

c. 使用回收材料，如：改造舊櫃體、桌椅；運用厚紙箱作為鞋架、圖書

架、操作櫃、鑽龍、躲藏屋、矮沙發…等；使用鞋盒作為玩具收納盒、

鞋蓋當作操作盤。 

d. 根據優先順序逐年編列預算，以解決裝修購置需求，如：機構 B 優先

安裝電源和水線，再逐步進行其他設施設備的採購與安裝。 

(2) 空間規劃的解決策略 

a. 改造走廊或公共空間以增加活動區域。如：機構 A 在走廊鋪設地墊，

規劃為體能和遊戲空間；機構 B 在公共迴廊設置自然探索區、體能區。 

b. 運用視覺穿透性減少空間狹小的壓迫感，如機構 A 在隔間時，將隔間

牆 120 公分以上部分使用透明玻璃，增加活動室內的視野。 

c. 採購具設計感的矮櫃進行隔間，既具功能性又富有美感。如：機構 B

為滿足不同嬰幼兒需求，採購符合學步兒扶站高度的矮櫃，用於收納

玩具並幫助幼兒站立。 

3. 設計師及施工廠商問題的解決策略：未來應審慎評估和嚴選廠商，確保其具備

經驗、專業能力，且願意溝通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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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室規劃之教師增能策略 

教保人員在進行活動室規劃與布置時，經常出現如何安排學習區、動線、收

納、美感…等問題，故此，筆者使用機構內研習、實作示範、觀摩討論、觀察與

指導、會議、實地參訪等方式，教育並協助教保人員增能，具體作法如下： 

1. 辦理機構內研習 

(1) 協助三所機構人員檢視教保理念與教學，並凝聚共識。特別是機構 B 首

次實施混齡托育，筆者在第一個月內，首先講授混齡托育的理念與作法。 

(2) 講授環境規劃原則，並配合影片觀賞學習適齡的環境規劃。 

(3) 辦理遊戲與學習情境規劃、美感課程與體驗活動，提升教保人員的環境

規劃與美感能力，並應用於情境布置中。 

2. 環境規劃實作示範、觀摩與討論：教保人員首次規劃布置活動室後，筆者帶領

全機構人員逐一進班檢視情境、討論並協助調整動線。此後，每季進行一次

各班的觀摩與討論。 

3. 進班觀察、個別指導：每週進班觀察教保人員操作及嬰幼兒活動情形，透過實

地觀察教保人員與幼兒及環境的互動，並檢視教保日誌、教材內容以及情境

布置的美感，以提供修正建議。同時，協助教保人員在日常活動中進行省思，

並提出操作上的問題與需求。 

4. 機構參訪：參訪其他優質幼托機構，學習分析、判斷與轉化至個人的教保活動

設計與環境規劃中。 

5. 會議分享與討論：經由會議分享與討論在機構內各班觀摩之所見、校外參訪機

構之發現與運用，以及日常面對的困擾…等等議題，以促進專業成長。 

三、發現與省思 

歷經 10 年督導三所幼托機構，筆者透過分析整理觀察記錄、教保日誌、會

議記錄、培訓回饋與訪談等資料，發現教保工作者因素是影響環境規劃的重要關

鍵，面對經費不足、空間有限等環境規劃的各種困境時，可運用策略找到解決之

道。此外，透過多元的在職訓練策略及落實教師增能措施，有助於規劃出更專業

的教保環境。值得注意的是，幼兒園與托嬰的環境規劃及培訓應有所區別，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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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詳述相關發現與省思： 

(一) 教保工作者是影響環境規劃的重要關鍵 

教保人員的信念、專業認同與能力、學習態度、個人特質及問題解決能力，

皆影響環境規劃之成效。 

教保人員如何定位自己與幼兒的角色，以及是否優先考量幼兒的需求，直接

決定其改善幼兒學習環境的調整意願。以某次督導為例「我協助調整好學習區，

於是幼兒開始停止四處衝撞，且開心地、有次序地取拿教具；但 15 分鐘後回到

該活動室，所有的操作櫃又靠牆邊擺放」（觀察日誌 104.04）。顯示，該教保人員

更傾向於自己的便利，而非考量幼兒的需要及興趣進行空間規劃。同時，不同的

專業養成背景與教保經驗，也會影響教保人員在職訓練的成效和環境規劃的能

力。例如：某位曾任職傳統幼兒園多年轉任至托育中心的教保員，將活動室內的

教玩具集中，並在教具櫃蓋上布說「讓他們自己拿會亂，要讓小孩玩的時候再打

開」（觀察日誌、討論 105.05）許多未具開放理念的教保人員習慣主導幼兒的活

動，限制其自由探索及教具操作。這與陳淑琴（2007）的研究發現「教學信念足

以影響幼兒教師教學行為，實際影響教師教學行為的因素相當複雜，包括教學信

念、過去的相關經驗、以及園所的教學情境和支持系統。」相呼應。 

此外，教保人員的學習態度積極與否；個人特質傾向接受挑戰還是安於現狀，

是習慣事前規劃強調次序還是喜歡隨興變化，皆會影響專業能力的提升與環境調

整的動機和頻率。再則，教保人員的問題解決能力亦決定了環境規劃的成效。例

如：一名主管能靈活應變且擅長修繕，因此其負責之機構在環境的修繕速度更快，

且節省經費。 

面對這些關鍵因素，筆者透過監督與輔導，致力於傳遞正向教學理念，鼓勵

教保人員積極學習並勇於接受挑戰，並協助建立協同合作的關係。儘管已見成效，

但由於涉及”人”的因素，仍偶有力有未逮的情況。如何更全面地促進教保人員的

專業成長並提升環境規劃的整體質量，仍是一項亟待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 

(二) 面對環境規劃困境，找到解套措施 

「經費不足，空間有限」是教保環境規劃中常見的挑戰。筆者不斷探索突破

這些限制的可行途徑，並認為嬰幼兒的需求應該優先於這些困難。專業的幼教人

員面對困難應提出有效的策略，以滿足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需求。這一觀點與 Dr. 

Olds 的主張不謀而合，他曾說：「孩子是個奇蹟。我們應該為了「奇蹟」設計其

發展的環境，而不是僅僅設計最低限度的空間」（Olds, 2001）。因此，教保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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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在有限的經費與空間條件下，探索突破困境的途徑。 

為應對這些挑戰，筆者在規劃時採用了現有設施設備與回收資源進行創意改

造，並通過直接向廠商採購或自行安裝等策略有效降低成本。同時，筆者協助機

構主管根據工程施作的必要性與急迫性安排採購的優先順序，逐年編列預算，以

確保經費得到最有效的運用。這些策略的運用，確實幫助機構在有限的經費及空

間條件下，提供了較為優質的嬰幼兒與教保人員的環境。 

(三) 多元在職訓練策略、落實教師增能以規劃專業環境 

在督導過程中，筆者通過研習課程、進班觀察、會議討論、實地指導和個別

約談等多種方式進行，並得出以下發現：首先，統一傳遞教保理念與教學模式，

不僅能使教保人員提升教保專業，也在理念上達成共識避免爭議，還能由實作與

會議中的協調溝通，有效促進班級的規劃與運作。此外，定期且穩定的在職訓練

已被證明能顯著提升教保人員的環境規劃能力。在眾多的師訓方式中，進班觀察

與實地指導的效果最為顯著。例如，有教保人員反映：「老師，你知道你直接教

我、陪我搬動學習區對我幫助很大，因為你不是只跟我說要改，卻沒說怎麼改，

如果那樣會讓我很焦慮…」（會議討論 10708）。這表明，實地指導與即時操作示

範能有效提升教保人員專業能力。 

正如林育瑋（2008）研究發現，以學校本位的專業成長模式規劃教師成長活

動，確實能有效提升教保能力。然而，這一過程往往耗時費力，督導與培訓人員

不僅需要具備教保相關專業知能，還需要對人具有高度的敏銳性，能夠識別教保

人員的個別差異，並以適切的方式陪伴和引導使其專業成長，以確保教師增能更

具成效。 

(四) 幼兒園與托嬰環境規劃之培訓應有區別 

不同年齡的幼兒有著各自的需求，因此環境規劃應該有所差異。除了設施設

備的尺寸外，尤其是遊戲與活動的空間與內容，更應根據幼兒身心發展進行規劃。

然而，在幼托機構現場經常見到的情況是，環境規劃與活動設計偏向 3-6 歲幼兒，

忽視了 0-3 歲幼兒的需求。是在托育中心工作的教保人員，經常將幼兒園的教保

形式與概念直接應用在托育中心的環境中。 

正如 Ann Clare 所言：「非常小的嬰幼兒環境經常被規劃得很像三歲或以上

的環境，這是不合適的。環境必須滋養嬰幼兒，使其感到安全，形成依附關係，

並讓其有機會與個人經驗連結」（ 周淑惠譯，2014）。又如張世宗（1996）所述：

「考慮幼兒教育服務的族群──幼兒所具有的獨特特質…同屬幼兒族群而彼此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0），頁 121-129 

 

自由評論 

 

第 128 頁 

之間卻又具有相當大的差異，如果只有唯一的標準解答反而是一件危險的事」。

許多現場教保人員因主要接受的是幼兒園教保訓練，因此在規劃托嬰環境無法進

行轉換。師培者應思考如何幫助學生在求學階段掌握相關專業知能，並學會從被

照顧者需求的角度規劃活動環境。 

此外，督導過程中還發現了其他影響環境規劃的因素，包括教保人員對美感

的感知力不足，情境布置偏向剪貼、護貝，需提升美感與創意，且學習使用天然、

環保、可再利用的素材；同時，適用於 0-3 歲嬰幼兒的設施設備與家具尺寸的研

究有十分匱乏。這些問題皆是在規劃幼托機構之物理環境所需面對的挑戰，亦是

身為教育工作者亟待解決的課題。 

四、結語 

擔任機構督導期間，規劃學習環境與師資訓練是一項既耗費體力又耗費心力

的工作。然而，經歷多次挑戰，筆者深切感受到其中的收穫與滿足。儘管過程中

充滿汗水與淚水，但看見教保人員們的熱情與成長，筆者深感欣慰，他們的努力

令人感動。在實踐過程中，許多夥伴發現自身的潛能，學習協同合作、彼此接納

互相幫浦。他們的努力不僅提升了教保環境的品質，也使嬰幼兒能在更優質的環

境中生活、成長。這一切更加堅定了筆者持續投入教保環境規劃與建置的信念，

因這項工作對促進機構穩定發展、提升教保人員專業成長，以及幫助嬰幼兒健康

快樂生活具有深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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