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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日本教育在 20 世紀初葉，就已經

普及至小學教育，後來隨著各級教育

發展，幼稚教育也成為基礎教育之一。

但日本幼稚教育，多年來面臨少子化、

核心家庭化（小家庭化）、都市化、資

訊化和國際化的挑戰。首先，少子化

造成幼稚園數量逐年遞減，為達成教

育公共化的理念，必須提供公平合理

的教育資源分配，因此偏鄉地區公立

幼稚園的增設逐年遞增；相對的，也

造成日本幼稚教育財政的窘境。核心

家庭化（小家庭化），造成幼兒在成長

過程中，接觸過少的人、事、物，特

別是日本傳統社會著重個體在組織內

的團結性和協合性下，此情況不利幼

兒人際關係發展。都市化所導致的許

多社會問題，例如：家庭功能的喪失、

家庭結構的解體、社區教育資源和力

量的下降等，皆影響幼兒在家庭的發

展。另外，快速的資訊化，也使得日

本幼稚教育，須面臨更新資訊和系統

的困境。為成為全球國際幼稚教育的

領先者，日本幼稚教育與國際化的接

軌，是身處國際競合地位的日本，更

需努力的方向。現今日本學者一般認

為，在日本社會脈絡下，日本幼兒普

遍存有：缺乏自制力和社交能力、不

良的生活和飲食習慣、運動能力低落、

社會規範意識薄弱以致難以融入群體

生活、無法適應小學生活等問題。 

對此，日本文部科學省在＜作爲

國家戰略的幼稚教育政策＞指出：幼

稚教育作為國家政策之戰略，應給予

高度重視，宜強化幼稚教育財政投資，

以促進幼兒階段堅強的生存能力。該

報告具體主張的政策有：幼兒園、保

育所功能的一元化，給予所有幼兒接

受幼稚教育的機會和對 3 歲以上幼兒

實施免費幼稚教育（大島理森，2005）。

但目前卻礙於財政問題，而使該主張

無法實現，卻也凝聚出重視幼稚教育

的共識。 

因此，日本近期的幼稚教育改革

具體方向有：擴大幼教機構的教育作

用、為所有適齡兒童提供教育機會、

提高幼稚園教師素質和專業水平、提

高家庭和社區的教育力、利用社區人

才和教育機構促進幼兒發展、設立幼

保一體化的綜合機構、強化幼稚園和

保育所的合作、強化幼稚園和小學的

銜接、確保幼童發展和學習的連續基

礎以提高幼稚教育和小學教育的質量

（文部科學省，2005a、2005b、2009）。 

在教育為百年大計，且幼稚教育

為各個教育階段之最重要基礎之理念

下，國家人力資源的培育，應以幼稚

教育為首要。本文因篇幅所限，擬對

日本幼稚教育的現況發展與挑戰進行

初步分析，將有助於理解日本幼稚教

育之特色與發展趨勢，也可作為國內

幼稚教育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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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幼稚教育制度 

日本幼稚教育在學制中，尚未列

入義務教育階段，但整體學前教育已

經非常普及，日本學前教育之學校型

態原分為幼稚園、保育所（托兒所）

等兩類（翁麗芳，2010：1）。日本政

府雖想推動幼托整合，但最後因財政

問題無法推動，而改推動教保一體化

（非一元化），另設「幼保連攜認定幼

稚園」（以下簡稱認定幼稚園）制度。

現行幼稚園為文部科學省所管轄，保

育所為厚生勞動省管轄，認定幼稚園

則是由文部科學省和厚生勞動省聯合

管轄。因此，日本幼稚教育體系，可

分為幼稚園、保育所（保育園）和目

前正在推動的認定幼稚園，其三者在

法律依據、教保內容、設置主體、人

員、設施、營運經費、保育費皆有不

同（如表 1）。 

 

表 1 日本幼稚園、保育所、幼保連攜認定幼稚園的區分 

 幼稚園 保育所 幼保連攜認定幼稚園 

性質 學校 兒童福利設施 學校兼兒童福利設施 

依據法令 幼稚園設置基準 兒童福祉法 

幼保一體認定幼稚園

的班級編制、職員、

設備及經營的基準 

設置主體 

國家（含國立大學

法人）、地方公共

團體、學校法人 

無限制 

國家、自治團體、學

校法人、社會福利法

人 

教

保

內

容 

對象 
滿 3歲至就學前兒

童 

零歲至入學前，欠缺

保育的兒童 

 3 歲以上至就學

前的兒童 

 零歲至入學前，

欠缺保育的兒童 

開設日數 
39 週以上（有寒暑

假） 
約 300 日 

同幼稚園 

教保時間 以 4 小時為基準 以 8 小時為原則 
11 時開始、星期六可

營運（彈性運用原則） 

教育內容 幼稚園教育綱要 保育所保育指針 
幼保連携型認定幼稚

園教育・保育綱要 

教

保 

人

員 

配置基準 

1 班 35 人以下 零歲：3 位學生 1 位

教保人員 

1 至 2 歲：6 位學生 1

位教保人員 

3 歲：20 位學生 1 位

教保人員 

4 至 5 歲：30 位學生

1 位教保人員 

 1 班 35 人以下 

 未滿 1 歲：3 位

學生 1 位教保人員 

 1 歲以上未滿 3

歲：6 位學生 1 位教

保人員 

 3 歲以上未滿 4

歲：20 位學生 1 位教

保人員 

 4 歲以上：30 位

學生 1 位教保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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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 

幼稚園教諭 

專修證照（研究所

畢業）、 

1 級證照（大學畢

業）、 

2 級證照（短大畢

業） 

保育士（國家資格） 

園長、幼稚園教諭+

保育士資格。教導滿

3 歲以上的幼兒，最

好同時具有幼稚園教

師和保育士資格。教

導未滿 3 歲的教師，

具有保育士資格即

可。 

任免依據 
《教育職員免許

法》 
《兒童福祉法》 

《教育職員免許法》 

《兒童福祉法》 

財

源

與

支

付

費 

營運費用 

私立（私學助成

金） 

公立（提撥交付

稅） 

私立（國庫負擔金） 

公立（提撥交付稅） 

依市町村訂定保育

費，依所得調整負擔

費用 

認定幼稚園：私學助

成金 

保育費 

各幼稚園自訂保

育收費（政府依家

長所得發放就園

獎勵補助費） 

設施設備基準 
《幼稚園設置基

準》 

《兒童福祉設施之

設備及營運相關基

準》 

＜幼保連攜認定幼稚

園的班級編制、職

員、設備及經營的基

準＞ 

入所契約 

家長（監護人）與

幼稚園設置者訂

立契約 

市町村與家長（監護

人）訂立契約（依家

長或監護人之意願） 

- 

資料來源：整理自文部科學省（2014a），文部科學省（2014b），文部科學省（2015b），文部科學省（2015c），文部

科學省（2015d），翁麗芳（2013）。 

三、幼稚教育配置現況 

日本 2016年幼稚園數為 11,252所，

其中國公立為 7,076 所，私立為 4,176

所，私立占總園數 6 成（文部科學省，

2016a）；另外，認定幼稚園有2,822所，

其中國公立為 2,370 所，私立為 452 所

（文部科學省，2016b）。又根據《2014

年日本幼稚教育現況調查》研究，說

明現況如下： 

(一) 市村町設有公私立幼稚園、保育

所的情況設有幼稚園和保育所的

市町村有 1,357 個，占 77.9%。未

設幼稚園和保育所的市町村有 22

個，占 1.3%（文部科學省，2015a：

4）（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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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市町村設有公私立幼稚園、保育所情況 

 

市町村規模 

合計 
未滿 5 千人 

5 千至 1 萬

人 

1 萬至 5 萬

人 
5 萬人以上 

設置幼稚

園和保育

所 

23.1%(61) 61.5%(152) 87.8%(596) 99.5%(548) 77.8%(1,357) 

設置幼稚

園 
6.4%(17) 3.2%(8) 0.7%(5) 0.4%(2) 1.8%(32%) 

設置保育

所 
62.5%(165) 34.8%(86) 11.5%(78) 0.2%(1) 19.0%(330) 

未設有幼

稚園和保

育所 

8.0%(21) 0.4%(1) - - 1.3%(22) 

※(   )為市町村的村數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2015a：4）。 

 

另外，自 2005 年至 2006 年，市

町村在幼稚園和保育所的設置雖有大

幅增加，但此後至 2014 年皆呈現穩定

狀態。再者，市町村幼稚園的設置，

自 2005 年至 2006 年，在個數和比例

上皆呈現減少狀態，但 2007 年卻又增

加，2008 年至 2012 年呈現遞減狀態，

2014 年又微幅上升。第三，關於市町

村保育所的設置，自 2005 年至 2006

年期間，雖有大幅的降低，但 2007 年

至 2012 年卻呈現穩定狀態，直至 2014

年又有微幅上升狀態。第四，未設有

幼稚園和保育所的市町村自 2005 年至

2008 年逐年遞減，雖在 2010 年有上升

趨勢，但 2012 年至 2014 年呈現逐年

下降情況（如表 3）。 

表 32005-2014 年市町村設置幼稚園和保育所的概況 

 2005 2006 2007 2008 2010 2012 2014 

設置幼稚園和保

育所 

72.7% 

(1,744) 

79.1% 

(1,457) 

78.2% 

(1,428) 

78.7% 

(1,425) 

78.9% 

(1,381) 

78.8% 

(1,373) 

77.9% 

(1,357) 

設置幼稚園 
3.0% 

(73) 

1.6% 

(30) 

2.4% 

(44) 

1.8% 

(33) 

1.5% 

(27) 

1.5% 

(26) 

1.8% 

(32) 

設置保育所 
22.6% 

(543) 

17.7% 

(327) 

18.0% 

(328) 

18.1% 

(328) 

17.9% 

(313) 

18.1% 

(316) 

19.0% 

(330) 

未設有幼稚園和

保育所 

1.7% 

(40) 

1.6% 

(29) 

1.5% 

(27) 

1.4% 

(25) 

1.7% 

(29) 

1.5% 

(27) 

1.3% 

(22) 

※(   ) 為市町村的村數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2015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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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私立幼稚園在市町村設置的情況 

市町村規模未滿 5 千人者和 5 千

至 1 萬人者，以僅設立公立幼稚園居

多。市町村規模 1 萬至 5 萬人者，以

僅設私立幼稚園居多。市町村規模 5

萬人以上者，以公私立幼稚園者居多。

簡言之，公立幼稚園的設立，多數以

偏鄉地區為主，而私立幼稚園的設立

多數發展在都市地區（文部科學省，

2015a：5）（如表 4）。 

 

表 4 市町村公私立幼稚園設置概況 

 

市町村規模 

合計 
未滿 5 千人 

5 千至 1 萬

人 
1萬至5萬人 5 萬人以上 

公私立幼

稚園 
5.1.%(4) 3.8%(6) 27.8%(167) 59.5%(327) 36.3%(504) 

公立幼稚

園 
80.8%(63) 63.8%(102) 28.5%(171) 4.2%(23) 25.9%(359) 

私立幼稚

園 
14.1(11) 32.5%(52) 43.6%(263) 36.4%(200) 37.9%(526) 

※(   ) 為市町村的村數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2015a：5）。 

 

另外，設有公私立幼稚園的市町

村自 2005 年至 2006 年雖有大幅的增

加，但自 2006 年以後則呈現穩定狀態，

但在 2012 年有微幅下降的情況。其次，

僅設有公立幼稚園的市町村，自 2005

年至 2012 年逐年遞減，但 2014 年又

呈現微幅上升。第三，僅設有私立幼

稚園的市町村，於 2005 年至 2006 年

期間，雖有小幅增加，爾後 2006 年至

2008 年呈現穩定，2010 年至 2014 年

逐年提升（如表 5）。 

 

表 5 2005-2014 年市町村公私立幼稚園的發展概況 

 2005 2006 2007 2008 2010 2012 2014 

公私立幼稚園 
30.9% 

(562) 

37.3% 

(554) 

37.2% 

(548) 

38.3% 

(558) 

37.6% 

(529) 

37.0% 

(518) 

36.3% 

(504) 

公立幼稚園 
35.3% 

(642) 

28.4% 

(423) 

28.1% 

(414) 

27.0% 

(393) 

26.3% 

(370) 

25.7% 

(360) 

25.9% 

(359) 

私立幼稚園 
33.7% 

(613) 

34.3% 

(510) 

34.6% 

(510) 

34.8% 

(507) 

36.2% 

(509) 

37.2% 

(521) 

37.9% 

(526) 

※(   ) 為市町村的村數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2015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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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幼稚教育特色 

(一) 幼稚教育政策具統一性與連續性 

日本學制自明治五年開啟幼稚教

育，將幼稚園視為學校類型，期間經

過無數次的質量調整，直至目前幼稚

教育在機構上的類型已包含幼稚園、

保育所與認定幼稚園（幼保連攜認定

幼稚園），其幼稚教育政策的推展在

因應國際與國內挑戰而與時俱進，其

政策推廣並非一蹴可及，政策特色更

包含統一性與連續性，每項幼稚教育

的政策推動，經過多方審慎評估後，

依據長程目標，另設中程和短程目標，

短程目標下更研擬出每一機構（文部

科學省、都道府縣教育局、當地教育

委員會、公私立幼教機構等）需達成

之具體目標，逐步推動並針對政策執

行成效進行評估，以作為下一步政策

方向的修正依據。 

(二) 開始啟程整合幼稚教育與照顧服

務 

日本幼稚教育與照顧服務的整合

過程中，雖因財務問題，無法完成「幼

保一元化」，但日本目前現行推動的認

定幼稚園（幼保連攜認定幼稚園），卻

是幼稚教育與照顧服務的整合啟程，

其目的為使日本幼稚教育機構能滿足

目前日本社會中家庭的需求，進而使

每位小孩子都能得到完整的照護與教

育。雖說幼稚園（幼保連攜認定幼稚

園）發展過程中，曾面臨法律定位、

師資質量、軟硬體設施等問題，但幼

稚教育與照顧服務的初步整合，使得

幼稚教育機構在功能上呈現多元性，

幼稚教育人力活化運用的同時，也使

照顧服務與幼稚教育產生連結，幼童

成長階段得以順利銜接。 

(三) 幼稚教育機構因應需求數量逐步

普及 

透過認定幼稚園（幼保連攜認定

幼稚園）的設立，使得幼稚教育機構

整體數量逐年成長，除因應日本財務

問題外，也初步解決日本現代社會家

庭對於幼稚教育機構的廣大需求。 

(四) 推動幼稚教育機構的標準化要求 

幼稚教育機構普及化的過程中，

日本政府要求民營認定幼稚園（幼保

連攜認定幼稚園），無論在師資質量、

機構經營、軟硬體設備等方面，須比

照國公立幼稚機構的標準，如此方才

能領取國家經費補助，進而提升民營

幼稚教育機構的質量，以求幼稚教育

的完善發展。 

五、幼稚教育的挑戰 

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而言，其主

張整併幼稚教育及照顧服務成單一行

政系統或創立合作機制，係有利於兒

童中心主義及兒童最佳福祉的實踐。

反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則認

為，所有提供給學齡前兒童的各類照

顧與教育服務，不論稱幼稚園或托兒

所都應視為同一專業領域，而整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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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具實益。若綜合兩大國際組織意見

可知，幼稚教育與照顧服務似應朝向

「擴大提供」與「普及近便」的原則

發展，並透過中央與地方連結跨部門

服務，促進專業性與一致性（立法院

國會圖書館，2015）。 

為因應上述方針，日本推動「幼

保一元化」，但因財政問題，因此無

法推動，現行仍以私立幼稚園和保育

所為主，整體政策改為「幼保一體化」

之概念。然現今幼稚教育挑戰可包含：

幼稚教育經費、教職員負擔和確保專

任教師（保育士）人力等三者，說明

如下： 

(一) 幼稚教育經費不足 

日本推動「幼保一元化」，期待解

決過多待機幼童問題，但因經費無法

一步到位，而改以設立認定幼稚園（幼

保連攜認定幼稚園）模式進行，並給

予私立幼稚園申請補助經費方式，以

提高私立幼稚園軟硬體設施，進而使

國公私立幼稚園軟硬設施標準一致。

但私立幼稚園的補助經費對整體日本

教育財政是一大負擔。所以，如何有

效逐步解決為提昇日本幼稚教育機構

品質所需的經費，是日本幼稚教育當

前面臨挑戰之一。 

(二) 幼稚園教職員職務負擔過大 

因日本幼稚教育機構內的幼兒保

育服務人員，工作繁重，除每天例行

工作外，尚須進行幼兒課程教學、協

助幼童養成良好生活習慣，課後仍須

準備教案和教具、整理環境、處理親

師生關係、進行工作檢討會議等工作，

致使多數幼稚園教職員工作負擔過大。

另外，在認定幼稚園（幼保連攜認定

幼稚園）設立後，私立幼稚園因在軟

硬設施上，須調整至國公立幼稚園標

準，以致私立幼稚園教職員在工作和

進修的負擔有增無減。所以，如何減

輕幼稚教育機構教職員工作負擔，是

日本幼稚教育當前面臨挑戰之二。 

(三) 無法確保專任教師（保育士）的

人力資源 

因日本幼稚教育機構內的幼兒保

育服務人員，多數在婚後投入家庭，

致使日本幼稚教育機構內的師資就業

年限不長，人力長年不足，特別是在

認定幼稚園（幼保連攜認定幼稚園）

設立後，私立幼稚園在師資上須與國

公立幼稚園教師達成一致水準，導致

私立幼稚教育機構人力更顯不足。所

以，如何確保幼稚教育機構人力的充

足，是日本幼稚教育當前挑戰之三。 

六、結語 

藉由日本幼兒教育現況與挑戰的

初探，可提出思考的中心問題為-日本

比臺灣先進，甚至比臺灣更早提出幼

托整合的概念，為何臺灣已實施，日

本卻延遲至今才開始初步的整合。但

是我國很快推動幼托整合至今，卻仍

存在許多問題和後遺症，必須繼續滾

動式調整。透過這個相對作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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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發現臺日對於幼托整合的速度差異，

乃來自民族性對於處理事情的態度、

思考和作法的不同。教育政策的推動，

意味一個教育理念的推進，需緩緩徐

之，藉由全民對該項議題進行無數次

深度與廣度的討論後，復再經過一段

長時間的沉澱後再討論，這樣的思考

討論沉澱循環，才會使一個政策所隱

含的觀念，經由大眾討論，浮現檯面，

接受全民檢視。歷經無數次的逐步思

考再修再行的階段，除使該項教育政

策在推動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

政策推動後，更是經得起全民檢驗。 

當然，這樣的政策推動過程需要

全民對於該項公共議題具備一定的專

業性與成熟度。所以，花費時間等待

民眾對於該項教育政策在認知和思考

上的成長，有其必要性。同理，當教

育政策進行擬制和推動的過程中，除

需要時間思考、討論和沉澱，鉅細靡

遺地規劃每個層級單位，在此項教育

政策推動上的任務目標、策略、層級

計畫和執行實施方法，並將獲得之成

果和檢討作為下一階段計畫修正依據，

亦是非常重要，因為這樣徐徐緩之的

政策推動過程，可使民眾及幼稚教育

機構逐步適應和調整在政策推動過程

中所產生的變化。因此，日本在幼兒

教育政策上的推動模式，是臺灣幼兒

教育政策在推動時，可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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