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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幼教師的挑戰與輔導 
陳盈芬 

國立台南大學教育與經營管理博士班 

一、幼教師 1的高離職率與人力短缺 

隨著 2-6 歲幼兒就學率的提升，全台教保服務人員數量從 100 年的 45,004 
人增至 111 年的 59,501 人，顯示幼兒園對幼教師的需求持續提升（教育部，

2022）。幼教本科生選擇非幼兒園工作比例的增加，導致幼兒園仍無法聘得足夠

的幼教師（聯合新聞網，2024）。雖然台灣每年約有 4,200 位教保員畢業生，理

論上應可滿足人力需求，但實際投入幼教職場的比例遠低於預期（Yahoo 新聞，

2024）。根據 104 職涯的統計，幼兒教育學類畢業生中，僅 11.3% 擔任幼教班

老師，其餘多轉向行政、作業員、餐飲或其他行業，顯示即使具備幼教背景，許

多畢業生仍選擇離開幼教領域，進一步加劇私立幼兒園的師資短缺問題。 

整體而言，幼兒園的幼教師需求增加，然高離職率造成幼教人力短缺影響幼

教品質甚鉅，因此如何提升幼兒園的薪資福利與工作環境，並吸引更多年輕人才

願意投入幼教工作，是當前亟需解決的課題。 

二、幼教師的處境與挑戰 

台灣幼教師長期面臨「四高三低」的困境，即高工時、高情緒、高壓力、高

風險，以及低薪資、低社會認同、低職涯發展，導致高離職率與人力流失（聯合

報，2024）。薪資待遇與工作負荷不成比例，幼教師須負責教學、備課、行政、

環境整理與親師溝通，工時長且需額外加班，卻缺乏相應報酬，使許多幼教畢業

生選擇轉行。在幼教師的薪資結構上，公立幼兒園教師起薪依學歷區分，專科

38,011 元、學士 40,306 元、碩士 42,602 元，並隨年資提升（教育部，2024）。

相較之下，準公共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最高薪資僅 39,200 元，未滿 3 年者 31,200 
元，滿 3 年 34,200 元，滿 6 年 37,200 元，並於 2024 年 8 月再調升 2,000 元（教

育部，2024）。然而，截至 2024 年 5 月，台灣公立幼兒園僅占 35.4%，私立與

準公共幼兒園占 64.6%（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4），顯示多數幼教師待遇遠低

於公幼，削弱專業價值與社會認同。此外，社會普遍忽視幼教師的教育專業，將

其視為單純的「照顧孩童」工作，加上沉重的教學、行政與親師溝通負擔，卻缺

乏相應報酬與升遷機會，導致師資流失。薪資不均、低社會認同與職場困境已成

 

1 本文中的幼教師泛指在幼兒園工作的教師及教保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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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幼教師專業發展的障礙。 

而近年來，台灣幼兒園不當管教事件頻傳，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根據全國教

師工會總聯合會（全教總）統計，2020 年全國幼兒園違規總裁罰件數約為 1,733
件。《報導者》（2024）則指出，平均每月有兩所幼兒園的第一線教師，因情緒失

控或其他原因，有重大不當管教事件。在高度監督與家長和園方的雙重輿論壓力

下，幼教師在行為管理上需極度謹慎，進一步加深職場風險與離職傾向。 

三、新進幼教師的輔導策略與機制 

筆者在幼教職場多年且擔任園長職位，歷經與現場年輕教師互動中發現，若

無適切的支持系統，新進幼教師在適應期內將面臨更大的離職風險，不僅影響園

所的穩定運作，更對幼兒教育的品質與師生關係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提出以下

因應策略以提升新進幼教師的支持系統，減輕適應壓力，並強化其職場穩定性。 

（一）呼應 Z 世代的就職需求 

新世代教師的職場需求與價值觀已顯著改變，周祐萱（2024）指出 Z 世代

（1997 年後出生）難以接受「慣性加班」，並更強調工作價值與個人成長。此外，

2023 年 1111 人力銀行調查指出，九成 Z 世代求職時最重視薪資待遇、公司福

利、工作時間與職場氛圍，顯示他們對工作生活平衡的高度關注。而 Z 世代的教

師重視彈性工時、個人成長與工作生活平衡，並期望在專業發展上擁有自主權與

影響力。他們期望在尊重創意與個人意見的環境中發揮所長，並強調成長機會與

技能提升，透過進修與專業發展增強競爭力。此外，他們傾向選擇開放且合作的

工作環境，認為團隊支持與正向回饋對適應職場至關重要。以下分述說明。 

1. 營造支持性園所氣氛 

Z 世代年輕人講求「跟著感覺走」，園所宜塑造開放、互助的工作環境，並

在可能範圍內提供彈性工時，使新進幼教師能安心適應並享受教學。可安排管理

階層或資深教師定期與新進教師討論，協助其適應工作，同時建立傾聽與正向回

饋文化，透過資深教師與行政人員的鼓勵，使新進教師感受到被支持與認同。此

外，園所宜創造幼教師間的合作機制，如共同備課與合作教學，減少新進教師的

孤立感，提升團隊互動與合作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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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優化園所管理與福利，提升幼教師工作幸福感 

引入年輕一代的管理思維，創建休閒空間讓教師適時放鬆，以優化工作流程

與環境。此外，提供生日禮金、員工旅遊或藝術治療等福利，營造輕鬆友善的園

所文化，提升幼教師的工作幸福感，提高留任意願。幼兒園亦可透過國內外旅遊

與幼教參訪與楷模學習來寓教於樂，讓幼教師接觸不同的幼教模式與優良教學實

例，除了增進共同出遊與幼教師向心力外，也可增強專業能力與對幼教的認同感。 

（二）培養幼教師實務知能 

職場壓力與不安定主要來自不能勝任，而新進幼教師雖擁有教學熱忱，但在

實際教學現場往往因經驗不足而面臨挑戰，導致教學執行力不從心，甚至因課堂

上的混亂與挫折感而逐漸消磨熱情。為確保新進教師能夠順利適應並穩定發展，

園所宜提供以下三方面的輔導機制，分述如下： 

1. 協助新進教師適應班級經營與親師溝通 

園所宜積極協助新進教師適應幼兒行為管理與班級經營，幫助其快速融入教

學現場並提升專業信心。可透過師徒制，由資深教師提供常見幼兒行為問題及輔

導策略，並進行課堂示範，使新進教師透過觀摩與實踐掌握有效的教學技巧與班

級經營方式。此外，透過討論與回饋機制，協助新進教師解決實務挑戰，提升課

堂掌控能力與教學成效。同時，隨著家長意識提升及教育現場的不當管教事件增

加，園所應指導新進教師建立良好的親師溝通管道，適時主動回報幼兒學習進度，

例如透過照片或影片記錄幼兒成長，使家長直觀了解孩子的進步，減少焦慮。並

提供實際的親師溝通技巧與應對策略，幫助新進教師有效回應家長疑慮。亦可透

過親職講座與親子活動，促進家長對園所理念的認同，強化親師互信關係，使新

進教師能建立專業信心，確保幼兒的學習發展與家長的積極參與。。 

2. 掌握幼教課程與專業應用 

教育乃國家之本，幼教師對幼教理論與實務「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透過專業讀書會與課程研討，深化教師對新課綱的理解，幫助新進幼教師掌握以

幼兒為中心的學習模式、探究式教學與遊戲融入課程的核心理念，將理論轉化為

實務操作並靈活應用於課程中。此外，新進教師亦可透過觀察與紀錄幼兒學習歷

程，了解幼兒的興趣與發展需求，進一步調整教學方法，使課程更具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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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幼教師自身的專業認同 

幼教師自身的專業認同與自主性對教育品質至關重要，然而台灣的幼教師資

培育體系往往較忽略幼教師專業自主地位的建立。戴文青（2005）指出，幼教工

作者需透過對話與關係建構，提升自我覺醒意識，進而強化專業認同。張純子

（2010）亦指出幼教師的專業認同包括專業養成、持續專業更新與反思、專業自

我意象、專業具體展現以及專業再確認等面向。因此，園所應提供持續且長遠的

在職培訓，幫助新進幼教師透過對話、反思與實踐深化專業認同與教育理念，進

而發揮更深遠的教育影響力，促進幼教發展。 

（四）提升幼教師的專業地位與職場穩定性 

為提升幼教師的專業地位與職場穩定性，應從薪資結構、職涯發展、社會認

同與專業價值等面向著手。首先，縮小公私立薪資差距，使準公共幼兒園教師薪

資逐步接近公幼標準，並確保年資與學歷對應薪級調整，減少待遇落差。同時，

強化職涯發展，設立資深教師、教學督導等多元晉升管道，並導入績效獎勵與專

業津貼，確保薪資與工作負荷匹配，提高教師滿意度。再者，應推動專業認證制

度，提升教師資格與專業研習，確保幼教師的專業能力獲得認可。修訂《教師法》

及相關法規，明確幼教師的教育專業定位，使其待遇與其他教育階段教師相對等。

並透過政府與媒體合作，加強學前教育公共宣導，改變「僅是照顧孩童」的刻板

印象，提升社會認同。這些措施將有助於穩定師資，提升專業地位，確保學前教

育的永續發展。 

四、結語 

新進幼教師面臨高離職率、人力短缺的工作環境，以及來自家長與園方的壓

力。園所宜理解 Z 世代的職場需求，透過營造友善的工作氛圍，優化福利與彈性

工時，並提供國內外旅遊與幼兒園參訪，提升工作幸福感。此外，宜透過實質培

訓，提升幼教師在教學、保育與親職溝通方面的理論與實務能力，進而強化其專

業認同及幼教師的專業地位與職場穩定性，方能真正回應新進幼教師的挑戰，確

保幼兒教育品質，讓幼兒在優質環境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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