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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良好的教師專業能力為優質教育品質的必要條件。因此，師資培育素
為教育專業人士所關注，因事關全民而為社會所關心。幼兒階段之教
保服務，原分立為托兒所與幼稚園兩大體系，自 101 年起，整併為單
一的幼兒園。因此，在從業人員之培育上，也就由原有之保育員與教
師制度，轉變為現今之教保員與教師之整合規劃。然而，在調整培育
課程、培育系科認證與實習等各層面之規劃與實作過程中，已引發各
界不同的見解，因此亟需專注此議題之有識之士，提出睿智的評論與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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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教師為教育品質的核心要素，其專業素養與表現，攸關學生之學習成果與發

展，特別是在受教者仍為幼兒的情況下，教師之專業作為更顯得格外重要。然而，

優秀之幼兒園師資，必須仰賴優質之職前師資培育與後續之在職教師專業發展。

本期以此為主題，收錄 12 篇主題評論，內容包含對我國現今之師資培育面對之

挑戰、幼托整合前後之師資培育問題、實習課程安排、培用銜接、幼教師核心素

養等面向進行評論，並延伸至以不同的需求，包含，綠色人力資源、非營利幼兒

園、兒童產業等，來檢視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培育的問題，各篇作品均能對幼兒

園師資培育的議題進行深入的剖析、針砭與建議。而在自由評論的部分，本期共

收錄 23 篇評論，內容包含幼兒、小學與中學不同教育階段之論述，作者們分別

就課程、發展、親職教育、評鑑、創客教育、生命教育與特殊教育等議題進行精

彩的評論。期待本期之出版，能引發讀者們對相關議題之思考，並能持續引發後

續的關注與行動，共同致力於教育品質之促進。 

 

鄭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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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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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師資培育 主題評論 

 

第 1 頁 

當前幼兒園師資培育之轉變與挑戰 
陳昇飛 

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我國幼兒園師資培育自幼托整合

實施後，合格師資的任用與培育均有

明確的規範與制度。但隨著「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推動，各

個教育階段的課程皆以「素養」為課

程發展之主軸，幼兒園師資培育自是

其中一環。主管師資培育之師資藝教

司也召集師資培育大學主管，探討以

「素養」為師資培育課程之發展方

針。針對幼兒園師資培育部分，當前

的教保員與幼教師均為幼兒園職場之

師資，因此二者實應有共通之素養能

力，但也因培育階段與專業性的差

異，素養能力會有部分層次上的不同。 

教育部（2013）在師資培育白皮

書裡，提出應培育具備教育愛、專業

力、執行力的新時代良師的理想圖

像，並據此擬訂未來新時代教師應具

有關懷、洞察、熱情、批判思考力、

國際觀、問題解決力、合作能力、實

踐智慧、創新能力等九項核心內涵。

換言之，此一圖像應該適用各個師資

培育階段之培育方向，是師資素養能

力之方針。未來幼兒園教師素養能力

培育，教育部已委託專案進行研究與

擬訂，提供各師資培育大學未來師培

課程修訂之依據，相信研究團隊能擬

訂出符合現代職場需求與國人期待之

師資能力培育方針。 

值此更迭之際，筆者以任職幼兒

園師資培育工作之經驗，提出些許淺

見，期盼幼兒園師資培育能獲得更多

的重視與支持。 

一、教保員師資身份之認同 

幼托整合後，教保員與幼教師實

同為幼兒園之合格師資，然教保員因

過去托兒所之保育屬性聯結，在職場

上經常不被視為「師」，這對同樣為大

學幼教系/幼保系培育出身的教育夥伴

實為不公。以現行教保員與幼教師之

培育差別，除了取得師資生資格不易

外，幼教師比教保員多修 16 學分以上

之師資培育課程。未來以「素養」為

師資培育課程之發展變革，是否會有

更多學分之差異尚難定論，但素養能

力之培育仍以教保核心課程與師資培

育課程為前後之關聯。換言之，教保

員與幼教師在培育課程的邏輯結構為

─教保員是幼兒園師資培育的基底，而

幼教師則是精進。據此，教保員應被

視為幼兒園之「師」資，其主要工作

應為幼兒園之課程與教學。筆者認為

「教保員」一詞容易被誤解，或可改

為「教保師」，顯而易見地被視為幼兒

園之「師資」。其次，規劃適切之教保

師證照，一方面提升教保師之專業形

象，另一方面亦可因考照之檢定，逐

步汰換不適任之教保師。 

二、幼教師高階專業化之挑戰 

先進國家為提升國力與競爭力，

無不積極改善師資培育之質量。近年

來，芬蘭基礎教育之成功為世界各國

所稱道，其完善的師資培育制度實功

不可沒。王麗雲、徐銘璟（2015）親

赴芬蘭的訪問結果指出，芬蘭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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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崇高，與醫師、律師並駕齊驅，

然其地位崇高並非僅是社會的賦予，

更大一部分來自其師資培育課程的

「專業化」。 

就幼教師專業化之論點，未來以

「素養」為導向之課程規劃，應能深

化幼教師之教學實踐與反思能力。亦

即，當教保師與幼教師為幼兒園師資

培育之先後關係時，如何深化幼教師

之專業化能力，無疑是師培課程發展

之關鍵面向。以德國和芬蘭為例，他

們將教師培育提升到碩士學位，大學

和碩士的教育學分數有一定的差距

（梁福鎮，2010；廖容辰，2011）。雖

然我國未將師資培育拉到碩士層級，

但要提升或深化幼教師的專業素養能

力，似無可避免地會增加修課科目與

學分數。但近年來，大學教育一方面

降低學生的修課學分數；另一方面，

又因應時代變遷著重跨領域/科際整合

之發展，如何調整師資培育課程學分

數，不免產生製肘之現象。具體而言，

師培中心或師培學系不可能採取不斷

加課方式來增強幼教師之素養能力；

而教保員和幼教師的課程與學分數又

是連動關係，那麼過高的師培課程也

會壓縮教保員的教保學分數。 

其次，在時代變遷的影響下，我

們對教師素養能力的期待也更甚以

往。例如，教育部理想教師圖像裡即

納入「國際觀」之核心內涵，如何體

現在素養能力上，不啻是一項挑戰。 

在媒體對各層級教師的披露報導

與隱善揚惡的風潮下，教師聲望與社

會地位低落，早已不在話下。教師專

業化是提升教師專業形象的不二法

門，期盼新一期「素養」能力導向的

師培課程變革，能為幼兒園師資培育

建置良好體制，提升幼兒園之教育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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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托整合前後幼兒園師資培育問題之探討 
蔣姿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幼兒時期是人生最起始的階段，

也是最關鍵與重要的時期，心理分析

學家佛洛依德(Frued)曾言，人格在六

歲前底定，可見人格的養成在此階段

奠基，因此幼兒教育一直受到各先進

國家的關注與重視。近年來臺灣積極

推動幼兒教育的改革，例如幼稚園與

托兒所整合為幼兒園、訂定「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

公佈「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以

下簡稱「課程大綱」）、推動各項幼兒

學費的優惠措施、針對幼兒園進行輔

導與評鑑，以及最近積極推動的擴大

幼兒教保公共化政策，於各縣市成立

非營利幼兒園。上述諸多的變革，其

最終的目的主要希望能提供更多元的

幼兒教保服務，提升整體幼兒教育的

品質。基於此，為了使同年齡的幼兒

即使進入不同的學前機構，也能受到

相同的教保品質，政府於 2011 年完成

了重要的立法，象徵幼托整合重要的

法令，「幼照法」經總統公佈，已於 2012

年的元旦正式實施。此法令意味著存

在已久的幼稚園與托兒所走入歷史，

取而代之的是幼兒園。幼托整合後幼

兒園的新立，也面對師資培育的變革

與調整。本文所稱之幼兒教師，係泛

指服務於幼兒園的教保服務人員，包

括園長、教師、教保員與助理教保員

（「幼照法」，2016），並不包括服務於

0-2 歲托嬰中心的托育人員或從事居

家托育服務之保母。 

本文的重點在探討幼托整合後，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的培育與資格，

但為讓讀者有一清楚的瞭解，也會簡

單補充說明整合前幼稚園與托兒所教

師的情形，以便清楚瞭解改革後對整

體師資培育之影響。 

二、幼托整合前後幼兒園師資培

育之相關法令 

(一) 機構名稱與主管機關 

幼托整合前，負責幼兒教育的機

構，包括幼稚園與托兒所，其主管的

機關分別為教育部與內政部，幼托整

合後，幼稚園與托兒所一致改為幼兒

園，統一由教育部掌管。 

(二) 服務的對象與服務人員的職稱 

托兒所與幼稚園因轄屬的機關不

同，收托幼兒的年齡也不一致，根據「幼

稚教育法」第 2 條規定，幼稚園可以招收

四歲至入國民小學前的兒童，而依「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 6 條規定，

托兒所可以收托二歲以上學齡前之兒童。 

在服務人員的職稱方面，幼稚園有

園長與幼稚園教師（「幼稚教育法」第 12

條），而在托兒所有所長、教保人員與助

理教保人員（「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

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第 2 條），整合後

服務於幼兒園的人員統稱為教保服務人

員，包括園長、幼兒園教師、教保員與

助理教保員（「幼照法」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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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幼兒教師師資培育及資格相關

之法規 

幼托整合前與幼稚園教師有關的

法規包括：以促進幼兒身心健康為宗

旨所訂定的「幼稚教育法」、培育幼稚

園師資的相關法令，如：「師資培育法」

及「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與教師權

利義務及提升教師專業資格相關的

「教師法」。在托兒所的部份則有，訂

定收托兒童年齡、機構與服務人員的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以

及明定教保人員與助理教保人員資格

與訓練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

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在幼托整合後

「幼照法」中明定了收托幼兒的年齡

與相關服務人員的職稱與資格，此外

在「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

細則」與「教師法」中均說明了幼兒

園教師的資格檢定、審定與培育的相

關規範，另外在「幼兒園園長專業訓

練辦法」中規範了幼兒園園長須接受

的相關訓練課程，「幼兒園在職人員修

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辦

法」為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 48 學分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的相關規定，「幼兒教

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

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附表：教保

專業課程—科目與學分對照表)，主要

是成為教保員須修習認證的 32 學分科

目的規範。上述相關內容之對照請參

考表 1 所示。 

表 1 幼托整合前後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資格相關法規 

  整合前後 

 

項目 
整合前(2012 年以前) 

整合後 

(2012 年 1 月 1 日後) 

機構名稱 幼稚園       +         托兒所           幼兒園 

主管機關 教育部(教育局處) 兒童局(社會局) 教育部(教育局處) 

服務對象 滿 4 歲至入國小前

幼兒 

2 歲以上學齡前之

兒童 

2 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的幼

兒 

服務人員職稱 1.幼稚園園長 

2.幼稚園教師 

1.托兒所所長 

2.教保人員 

3.助理教保人員 

教保服務人員：在幼兒園服務

之園長、教師、教保員及助理

教保員 

教保服務人員 

資格相關法規 

1.師資培育法 

2.師資培育法施行

細則 

3.幼稚教育法 

4.教師法 

1.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設置標準 

2.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專業人員資

格及訓練辦法 

1.幼照法 

2.師資培育法 

3.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 

4.教師法 

5.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辦法 

6.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

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辦法 

7. 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

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

分學程認定標準(附表：教保

專業課程—科目與學分對

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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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兒教育師資之培育與資格 

幼托整合後，幼兒園的教師統稱

為教保服務人員，包括園長、教師、

教保員與助理教保員，其中幼兒園若

招收大班幼兒，則每班必須至少進用

一位幼兒教師，若收托之幼兒均為中

班以下，則僅須聘用教保員或助理教

保員即可，但助理教保員的總數不能

超過全園教師的三分之一，以確保教

保服務的品質。茲將幼兒園助理教保

員、教保員、幼兒園教師與園長的培

育與資格說明如下： 

(一) 助理教保員 

依「幼照法」第 22 條規定，幼兒

園助理教保員應具高級中等學校幼兒

保育相關學程、科畢業之資格。此一

規定與托兒所助理教保人員之資格大

致相同，均為高中職學歷，但須相關

科系畢業。整合以前，幼稚園並無此

職稱的人員編制。 

(二) 教保員 

依「幼照法」第 21 條規定，教保

員須具下列資格之一：1.國內專科以上

學校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專科以上

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

學位學程、科畢業；2.國內專科以上學

校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專科以上學

校非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

學位學程、科畢業，並修畢幼兒教育、

幼兒保育輔系或學分學程。教育部於

2012 年 7 月 26 日修法通過《幼兒教育

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

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其中第 2 條規

定，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保相關系、

所、學位學程、科、輔系或學分學程，

應獲教育部認可後，始得招收學生，

教保系科學生，依規定修畢教保專業

知能課程至少 32 學分，且成績及格，

經學校發給學分證明，並取得專科以

上學校畢業證書者，方能認定其具教

保員資格。有關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其科目與學分數之對照，如表 2 所示。

新的規定採用學分認證，故從上述學

分認定標準通過後，全國各大學校院

幼兒教保相關科系均以表 2 為主要參

考，修改其課程架構表。科技大學幼

保系的畢業學生，若在大學時沒有修

習教育學程，其畢業僅可取得教保員

之資格，畢業後除非其繼續就讀有辦

理幼教學程的大學，利用就讀研究所

的機會取得修習幼教學程，否則要成

為幼兒園合格教師，難另有其它管道。 

此外，幼托整合後，「幼照法」第

18 條規定，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除依

規定配置教保服務人員外，每園應再

增置教保服務人員一人，故目前各公

立學校會增置一名考試進用的教保

員。幼兒園的教保員如同托兒所的教

保人員，但幼托整合以前，幼稚園並

無此職稱的人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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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科目與學分對照表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幼兒發展 
幼兒發展與保育、兒童發展、兒童發展與保育、嬰幼兒發展與

評估、兒童發展與輔導、人類發展、幼兒發展與學習。 
   3 

幼兒觀察 

幼兒行為觀察、兒童行為觀察、嬰幼兒行為觀察與紀錄、行為

觀察與紀錄、兒童行為觀察與紀錄、嬰幼兒發展與行為觀察、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兒童行為觀察與評量、嬰幼兒行為觀察。 

   2 

特殊幼兒教育 

特殊幼兒教保服務、特殊兒童教育、特殊幼兒發展與輔導、特

殊幼兒心理與教育、嬰幼兒特殊教育概論、特殊教育導論、特

殊需求幼兒發展、特殊幼兒發展與輔導、特殊教育、U特殊兒童

心理與教學、特殊兒童心理學。 

   3 

幼兒教保概論 
幼兒教育概論、兒童教保概論、嬰幼兒教保概論、教保概論、

嬰幼兒教保理論與實務。 
   2 

幼兒學習評量 

幼兒評量與輔導、幼兒發展與學習評量、幼兒發展測驗與評量、

幼兒適性發展評量與應用、兒童評量、兒童學習評量、嬰幼兒

發展與學習評量、嬰幼兒發展與評估。 

    

2 

幼兒園教保 

活動課程設計 

幼兒園課程設計、幼兒園活動設計、幼兒園教保活動設計、嬰

幼兒課程設計、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教保活動設計、教

保課程模式、幼兒教育課程、幼兒教育課程設計、教保課程與

活動設計、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作、教保課程與教學、教保

課程理論基礎。 

   3 

幼兒健康與安全 

幼兒健康教育、嬰幼兒健康與安全、嬰幼兒照護、兒童健康照

顧、兒童健康與安全、嬰幼兒健康評估、嬰幼兒保健、嬰幼兒

保育、嬰幼兒疾病與照護、嬰幼兒疾病預防與護理。 

   3 

幼兒園、家庭 

與社區 

親職教育、親職教育方案規劃與評估、親師合作與溝通、親職

教育方案設計、家庭與親職、親職教育與實務、親師關係與溝

通、親職教育研究。 

   2 

幼兒園課室經營 

幼兒班級經營、幼兒園班級經營、幼兒活動室經營、幼兒園活

動室經營、幼保班級經營與管理、嬰幼兒班級經營、幼兒園課

室管理、幼兒園班級經營與環境規劃。 

   2 

幼兒園教材教法Ⅰ 

 

幼兒園教材教法、幼兒教育教材教法、幼兒教材教法與實習。 

(包括幼兒教保活動六大課程領域) 
   2 

幼兒園教材教法Ⅱ 

 

幼兒園教材教法、幼兒教育教材教法、幼兒教材教法與實習。 

(包括幼兒教保活動六大課程領域) 
   2 

教保專業倫理 

教保人員專業倫理、幼保人員專業發展、幼保人員專業倫理、

專業倫理、幼兒保育專業倫理、嬰幼兒教保專業倫理、教保人

員專業成長與倫理。 

 

   2 

幼兒園教保實習 
教保機構實習、嬰幼兒保育實習、幼兒園教學實習、嬰幼兒教

保實習、教保活動設計實習、教保專業實習、教保實習。 
   4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2018 年 1 月 20 日，

取自教育部教保資訊網，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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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幼兒園教師 

依師資培育法（2017）第 11 條的

規定，要取得合格的幼兒園教師證

書，必須依序完成下列四項規定：1.

大學畢業；2.修畢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並取得證明；3.通過教師資格檢

定；4.經半年實習且成績合格。上述條

文規定自 2018 年 2 月 1 日生效，故於

2018 年 2 月 1 日後才取得師資生資格

者，則適用新制，必須先通過教師檢

定，再經半年實習通過後，方能取得

教師證書。 

師資培育法（2017）第 3 條指出，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係指參加教師資格

檢定前，所接受之各項有關課程，包

括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

程。普通課程為培育教師人文博雅及

教育志業精神之共同課程；教育專業

課程為培育教師依師資類科所須教育

知能之教育學分課程；專門課程為培

育教師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長之

專門知能課程。依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

要點（2013）中「幼兒園教師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

對照表」之內容，幼兒園教師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應修

至少 48 學分（含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

課程）。 

以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兒教育學

系為例，幼兒教育專業課程共 16 學分

（含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

程、教育方法課程、教學實習課程，

各 4 學分），而幼教專門課程（教保專

業知能課程）為 32 學分。當前若非幼

教科系畢業的大學生，自 2014 年 8 月

1 日始修習教育學程者，均必須補修

48 學分（16 教育學分加 32 教保專業

知能學分），但在此之前即修習者，只

須修習 27 個幼教的教育專業課程（教

育學分）。從表 3 可以發現，2014 年 8   

月 1 日以前，不管是否為教保科系畢

業，均同樣須修畢 27 個教育專業課程

學分。自 2014 年 8 月 1 日起，若非教

保科系畢業者，必須補修 48 學分，而

教保相關科系畢業，若已抵免 32 個教

保專業知能課程者，則只須修習 16 學

分的教育專業課程。 

表 3 幼兒園教師必修之教育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之學分數 

 2014 年 8 月以前 2014 年 8 月以後 

教育專門

課程 

教育專業 

課程 

小計 教育專門 

課程 

教育專業 

課程 

小計 

大學非教保畢  27 學分 27 學分 32 學分 16 學分 48 學分 

大學教保系畢  27 學分 27 學分 可抵免 16 學分 16 學分 

國內各級教師的檢定，自 2005 年

開始，至今已邁入第十四年（2018），

根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

資格檢定辦法（2017）規定，幼兒園

教師資格檢定科目，共包括國語文能

力測驗、教育原理與制度、幼兒發展

與輔導，以及幼稚園課程與教學四個

科目，前二科為共同科目，後二科為

專業科目，茲將各考科之內容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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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語文能力測驗：包括「國文」、「作

文」、「閱讀」、「國音」等基本能力。 

2. 教育原理與制度：教育原理包括

「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及

「教育哲學」等；「教育制度」包

括與幼兒教育相關的制度、法令與

政策。 

3. 幼兒發展與輔導：包括「生理發展

與保育」、「認知、語言發展與輔

導」、「社會人格發展與輔導」等。 

4.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包括「幼兒教

育課程理論」、「課程設計」、「教學

原理與設計」、「教學環境規劃」、

「教學與學習評量」等。 

教師檢定通過的標準，為上述四

個科目平均必須達 60 分以上，且四科

中有二科不得低於 50 分，4 科中不能

有一科 0 分。本檢定考試每年舉辦一

次，於每年的三月舉辦。通過檢定考

試者，即可取得合格幼兒教師資格；

但近四年（2014-2017）幼兒園教師檢

定的通過率不高，分別為 27.6%、

38.5%、42.14%與 39.69%。也正因為

如此，教育部於 2017 年 6 月修正通過

師資培育法第 10 條規定，通過教師資

格考試者，始得修習半年全時教育實

習，且自 2018 年 2 月 1 日施行（師資

培育法，2017），採以先考試後實習。

換句話說，今年（2018）6 月即將畢業

的大四學生，仍採用舊制，依規定於

2018 年 8 月 1 日先到幼兒園實習半

年，實習及格後，明年 3 月參加教師

資格考試，但自 2018 年 2 月 1 日才開

始修習教育學程者，若欲取得教師

證，則必須先經教師檢定通過後，才

能至幼兒園實習半年。 

表 4 為新舊制師資培育流程比較

表，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是師資培育學系，故大一入學即具有

師資生資格，並開始修習教育學分，

故 2017 年 8 月（含）以前入學的學生

均屬舊制生，因舊制先實習後考試有

過渡期因素，教育部鼓勵學生適用新

制先考試（6 月）後實習，避免舊制過

渡期未於期限內通過考試等因素，導

致實習失效須重新實習，惟須注意舊

制有過渡期期限，須於 2024 年 1 月 31

日前通過考試，取得教師證，否則實

習失效，通過考試後須重新實習。 

 

表 4 新舊制師資培育流程比較表 

 修課  

 

取得修畢

師資職前

教育證明

書 

檢定  

 

取得教師

證書 

舊制 

(2018年 2月 1

日以前修教

育學程) 

1.修畢師

資職前教

育課程 

2.半年教

育實習 

 

3.教師資格檢定（3 月） 

新制(2018

年 2 月 1 日

（含）以後修

教育學程 

1.修畢職前教育課程 2.教師資

格考試（6

月） 

3.半年教育

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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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園長 

依「幼照法」第 19 條之規定，幼

兒園園長應同時具備下列各款資格：

1.具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資格；2.在幼

兒園（含本法施行前之幼稚園及托兒

所）擔任教師或教保員五年以上；3.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

委託設有幼兒教育、幼兒保育關科

系、所、學位學程之專科以上學校辦

理之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依據

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辦法（2012）規

定，園長專業訓練課程之授課時數至

少應為一百八十小時，且每一科目之

學習成績必須達到七十分以上，經訓

練期滿，成績及格者，則由教育局發

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證書。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曾於 2015、2016 與

2017 連續三年辦理過多期的園長專業

訓練班。 

四、幼兒園師資培育相關問題之

探討 

(一) 訂定教保專業知能 32 學分專門課

程，強化幼兒園教師的專業性 

從「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

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

準」觀之，幼兒師資之培育考量到幼

兒教保專業的重要，教保科系畢業與

否，學生的專業背景自然有所差異，

因此如同表 3 所示，同時選讀幼兒教

育職前課程，具有專業的教保系畢業

生，只須修習幼兒教育專業課程 16 學

分，非教保相關科系畢業者，則須修

畢 48 學分，由此可見，幼教專業漸漸

受到政府的重視。 

(二) 幼托整合後公立幼兒園增列教保

員產生之問題 

「幼照法」第 18 條規定，公立學

校附設幼兒園，除依規定配置教保服

務人員外，每園應再增置教保服務人

員一人，因此自 2012 年 8 月開始，全

國各公立幼兒園（含公立國民小學附

設幼兒園）大都增設一名教保員，幼

兒園若超過 6 班者，則可以增設二名，

自此每年 7 月或 1 月即有全國性的教

保員甄選，造成國內幼兒教師的異

動，服務於私立幼兒園的教師，會想

投入公立幼兒園教保員的考試。在公

立幼兒園服務的教保員並不須具有幼

兒園教師證，但根據陳美鳳（2013）

以全臺為樣本的調查研究指出，公立

學校附設幼兒園之教保員具有幼兒教

師證的比例為 76%左右，擁有同樣的

資格，在同一個場域工作，做大致相

同的工作，但職稱、薪資與福利待遇

等卻有極大的不同，此所產生的影

響，值得進一步的關注與探討。 

(三) 改制幼兒園後整體師資的改變 

幼托整合前，不論公立或私立的

幼稚園教師，均必須具備大學學歷，

經半年實習，並經國家檢定通過的資

格，因此整體的幼稚園師資品質較

佳；但改制後之幼兒園規定，只有五

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才須

設置一名幼兒園教師，五歲以下的班

級則可設置教保員或助理教保員，雖

規定助理教保員的人數不能超過全園

的三分之一，但整體而言，幼兒教育

的教保品質是否會因此改變，值得進

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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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師檢定與實習制度修正後更符

現況需求 

師資培育法（2017）修正前規定，

在修滿大學與教育學程之職前課程

後，可以取得實習教師之資格，進而

進入幼兒園現場實習半年，若半年的

實習通過，即可取得師資職前證明，

隨即可以參加由教育部所舉辦的教師

資格檢定考試。依據國家教育院每年

考試後公布的資料顯示，全國各級學

校的通過率大約六成左右，而幼兒教

育類科的通過率，歷年來是四類（幼

兒園、特殊教育學校、國民小學、中

等學校）師資中最低的，平均大概在

四成左右。在考量大多數人參與了實

習，最後卻未能取得資格的情形下，

教育部應現況進行修正，自 2018 年 2 

月起才開始修習教育學程者，一律改

為先考試後實習。 

(五) 公立與私立幼兒園教師之福利待

遇差異，造成私幼留不住人才 

公立幼兒園教師除了具有終身就

業的保障之外，因屬於師資培育法所

規範，因此其待遇與福利比照公立國

小教師，服務於公立幼兒園之教保

員，其薪資雖不如公立幼兒園教師，

但與多數私立幼兒園的教師相比，具

有較佳的工作保障，因此造成私立幼

兒園教師往公立幼兒園流動的現象，

此一現象在 2012 年公立幼兒園增設教

保員後產生，私立幼兒園教師轉而進

入公立幼兒園擔任教保員，造成私立

幼兒園人才流失的問題，人員的快速

異動，間接影響到私立幼兒園的教保

品質，以及幼兒園教保服務的穩定。 

(六) 教師合格率與學歷有逐年提升的

現象，強化了整體的幼兒教師品

質 

   同樣以中部地區幼兒園教師為對

象，根據林亞萱（2011）和劉品均（2011）

之研究顯示，大多數教師之學歷已在

大專以上，所佔比例約為 85%。郭美

秀（2013）調查的教保服務人員有效

樣本 882 個人中，專科學歷以上的教

師已佔 92.5%。唐玉馨（2018）以 1,178

人為對象，調查發現教保服務人員，

具大學以上學歷者佔 83.5%，專科以上

者已佔 94.5%，由此可見，臺灣高等教

育的普及，已帶動整體幼兒教師師資

水平的提升。 

(七) 臺灣近年來積極推動幼兒園的輔

導與評鑑，間接提升幼兒師資的

品質 

    為建立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專

業發展之支持系統，教育部於 2013 年

公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作業原

則」，幼兒園輔導自 2006 年開始施行，

經不斷的修正改進，透過教授進入幼

兒園與教師進行面對面的教學專業對

話與討論，對幼兒園教師而言，具有

提升其教保專業知能的效果。此外，

教育部並於 2012 年幼托整合後訂定

「幼兒園評鑑辦法」，對幼兒園進行基

礎評鑑，該法第 5 條規定，基礎評鑑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規

劃辦理，自 2013 年 8 月起，至多以每

五學年為一週期，進行轄區內所有幼

兒園之評鑑，幼兒園均應接受該評

鑑。因應此評鑑，教育部擬定「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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零二學年至一百零六學年幼兒園基礎

評鑑指標」，分別就幼兒園的設立與營

運、總務與財務管理、教保活動課程、

人事管理、餐飲與衛生管理，以及安

全管理等六個類別進行評鑑，期藉此

提升幼兒園的教保品質，並強化幼兒

教師之專業知能，經由近年來推動幼

兒園的輔導與評鑑，臺灣的學前教育

水平已有長足的進步與成長。 

五、結論 

    本文主要在探討臺灣幼托整合前

後幼兒園師資之培育及其相關問題，

幼兒機構的整合，是否影響到整體幼

兒教育品質仍有待觀察。而托兒所本

由社會福利性質的內政部管轄，轉而

由教育部門的教育部主管，在其相關

人員資格的調整與提升上，勢必會產

生衝擊。此外，公立幼兒園增置教保

員，對公立或私立幼兒園及其教師之

影響，值得進一步探討。總之，因為

臺灣近年來高等教育的發展，以及主

管機關積極推動幼兒園的輔導與評

鑑，整體而言，幼兒教師的學歷與具

專業化的資格均有提升的現象，因此

間接提升了整體學前教育的服務品

質，這是有目共睹，且值得肯定的可

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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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實習課程安排之挑戰 
孫麗卿 

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幼托整合後依據「幼兒教育及照

顧法」將幼兒園中的教保服務人員分

成了教師、教保員和助理教保員，要

取得教師資格者必須依據「師資培育

法」中規定修習相關課程，而教保員

的資格則需修畢幼兒教育或保育之學

分學程。依據師資培育法，「幼兒園教

學實習」是原有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必修之科目，另外師資生畢業後

得修習半年的實習稱為「教育實習」，

而為了讓師資生也能取得教保員資

格，針對 102 學年度入學的學生，各

幼教師資培育大學加入 32 學分的教保

專業知能課程，其中「幼兒園教保實

習」是規定為必修課程。面對師資生

在學期間的「幼兒園教學實習」和「幼

兒園教保實習」課程該如何規劃，讓

課程不重複而又能相輔相成，是所有

幼教師資培育機構面臨的共同課題。

作者有幸在法令變遷前後時擔任了此

二類實習課程的指導教師，當然也面

臨了下述的挑戰： 

一、課程銜接的挑戰 

(一) 實習課程間的銜接 

有些學校將教保實習和教學實習

排在同一學年，在時間和課程上的安

排就是一大挑戰，為了不影響其他課

程和幼兒園所作習，通常會分別排在

上下午時間，但因為園所的下午課程

大多較為彈性或是才藝課程，兩門實

習課程中的一門，時間上就會被壓

縮。若教保實習安排在大三，教學實

習安排在大四，就會面臨實習時間拉

長，配合的實習園所數量和時間的問

題，還有實習課程間如何做前後銜接

的問題。 

(二) 實習課程與其他課程間的銜接 

不管何種實習最大的目的都希望

是理論與實務作連結，但帶理論課程

與實習課程老師若不相同，則會有理

論與實務上無法銜接的問題，比如學

習區活動規劃在幼兒園實習課程中是

重要的技能，但在理論課程中教師並

未太強調，導致在銜接上會出現斷

層。又因近期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

綱的頒布，原有的教案格式和寫法都

在轉變中，每位授課教師要求師資生

學習的內容也有差異，因此授課教師

與實習教師間的討論就顯得格外重

要。 

二、實習園所和班級的挑戰 

(一) 合適的實習園所班級難尋 

要找到一間在教學理念與大學理

論能互相搭配的園所班級真的很困

難，好不容易尋著時又發現兩位帶班

老師理念不合，實習生常不知該聽何

者的，或是老師原有的教學理念不錯

但因園所常辦許多大型活動而無法發

揮，實習生在這類的實習班級中實質

能試教的機會也縮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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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習園所間的共識問題 

一班的實習生通常會分散在各個

園所，每個園所對於如何帶實習生是

有極大差異的，有些園所會將實習生

當打雜工使用，有些則當正式教師使

用將所有教師的工作包含書面資料的

撰寫都交給實習生，因此如何在各類

實習尚未執行前，就與實習園所達成

共識是相當重要的，如召開實習協調

會議讓園所知道每週實習生試教的時

間與內容，以及保育工作如何適度放

給實習生等事宜。 

三、實習指導教師間的挑戰 

(一) 觀點上的差異 

實習指導教師指的是大學端帶實

習生的教師，一班通常會有多位教師

共同帶領，每位教師帶實習生的風

格、想法各有差異，有些教師著重在

見習，會安排多次的參觀；而有些教

師則著重在多元，會邀請幼教相關行

業的業者作專題演講；而有些則著重

在教學技巧，會安排學生入園作試教

活動。因此在帶實習前須有實習會

議，一起討論與規劃實習的課程和帶

實習教師須注意的要點。 

(二) 評量上的差異 

每位實習指導教師對於實習生的

表現評比，會受到本身給分的傾向有

所不同，換言之相同的實習生面對不

同的實習指導教師得分就會有所不

同。此問題除實習指導老師需一起設

計適合的評量表外，也需討論分數等

級所代表的表現行為，讓評量的差異

距離縮短。 

實習課程強調理論在實務上的驗

證，但現實層面中大學端的課程該如

何銜接、教師間該如何縮短觀念和做

法上的差異，面對多變的幼兒園端之

人、事、物該如何應變，以及如何與

園所建立共識，我想這些挑戰都是需

要時間磨合與經驗累積，才有辦法讓

師資培育機構和幼兒園建立長期的合

作機制與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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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培」「用」之間—幼教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成長

的連續性 
黃月美 

臺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1994 年師資培育法修正實施之

後，臺灣幼兒教育師資培育走過「補

足式」(透過在職進修取得合格教師或

教保員資格)的歷史，邁向全面化「職

前培育」階段，也從一元、計畫制的

師範教育，邁向多元、儲備制的師資

培育；以個人自費為主、甄選制的師

資培育取代政府公費、分發制的師資

培育。2011 年幼托整合之後，教保員

培育和幼教師資職前培育的課程架

構，更體現幼托整合的精神，兼顧教

育和保育品質，培育幼教師具備對服

務對象的了解、教保任務的執行以及

教保職場的認識等教保專業知能，並

進而具備教育基礎原理、發展與輔

導、課程與教學原理、教學基本學科

知識、教學實務能力以及教師志業職

務等教育專業知能(盧美貴、黃月美，

2010；盧美貴、黃月美，2014)。 

目前臺灣幼教師資培育雖朝向精

緻化發展，但在幼教職場卻也衍生出

教保員和教師職涯轉銜與職涯發展等

議題，加上實施在即的新制度，從以

往「先實習後參加教師檢定考試」的

程序，改為「先通過教師檢定考試再

進行實習」的過程，「培」「用」之間

的差距就更令人關注了。在培育的實

務上是否會造成以通過教師檢定考

試、著重理論認知的教學導向，值得

進一步觀察。要拉近「培」「用」之間

的差距，一方面在於師資培育課程和

培育過程是否能夠提供貼近現場的情

境，讓師資生在真實的教學脈絡中理

解、進而運用專業理論，另一方面則

是師資培育機構是否能延續其影響力

和進修場域，提供教師樂於專業成長

的資源和動力。本文從幼兒教育場域

的獨特性出發，分析幼教師資職前培

育的現況和問題，並嘗試提出整合職

前培育和專業發展的可能，以接合幼

教師資職前教育和在職專業成長的連

續性。 

二、師資培育的共通性與幼兒教

育場域的獨特性 

有關師資培育的基礎架構以及教

師專業能力分析， Shulman(1987)將之

畫分為學科知識、一般教學知識、課程

知識、學科教學知識、學習者的知識與

特質、教育情境知識、教育目標等七類

型。Turner-Bisset(1999)則指出專家教師

教學知識基礎包含學科知識、綜合學科

知識、學科信念、課程知識、一般教學

知識、教學方法知識、學習者的認知知

識、學習者的實徵知識、自我知識、教

育脈絡知識以及教育目的知識等十一

項。另外，Darling-Hammond(2006)則

認為師資培育的專業課程內容必須涵

蓋學習者的知識、社會脈絡中的發展、

教學知識以及學科知識和課程目標。分

析上述三位不同時期學者對教師能力

的要求，雖然有些差異，但是都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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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理念、情意與認同)、教育情

境知識(文化與環境因素)、課程與學科

知識(教學內容、課程組織方式)、學習

者特質(學習者如何學)以及教學方法知

識(教師如何教)等，其共同點更指出在

師資培育過程，不僅要提供理論學習，

更需要協助師資生澄清自身的教育價

值並進行理論與實務的轉化與運用。 

然而，幼兒教育師資培育有其獨

特之處，不僅因為幼兒階段在人類發

展的過程中，是社會情緒、身體動作

以及認知發展的關鍵時期，更因為在

此階段幼兒開始形成其人格特質、生

活習慣以及溝通技巧，因此幼教師的

培育除了兼顧幼兒教育和保育的專業

知能 (盧美貴、黃月美，2010；盧美貴、

黃月美，2014)之外，還需重視教師本

身的特質。因為在幼教場域，教師提

供深刻的模範作用，幼兒透過觀察，

學習情緒的表達並建構其思考和行為

模式，因此，稱職的幼教師需要具有

某些特別的人格特質，包括較外向、

高覺察度、對各種經驗抱持開放，以

及低神經質(Vorkapić & Puljić, 2013) 

等特質。綜合上述，具專業的教師信

念、對幼教實踐的省思能力、適合從

事幼教的人格特質等，都是培育教師

專業能力過程中的重要考量(Aldemir 

& Sezer, 2009；Caudle & Moran, 2012; 

Han & Neuharth-Pritchett, 2010; Nolan 

& Sim, 2011)。 

對 照 國 際 幼 兒 教 育 學 會 (The 

Association for Childhoo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ACEI)於2011年國際兒童

教育協會全球指南評定量表第三版—

幼 兒 教 育 與 保 育 評 量 方 案 (AECI 

Global Guidelines Assessment- An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Program 

Assessment, GGA )提出具有全球化意

義且質量並重的 76 項指標，包含知識

與表現(knowledge and performance )、

個 人 與 專 業 特 質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倫理/道德

規 範 (moral/ethical dimensions) 三 大

項，專業能力(理論基礎與實踐能力)、

專業態度和特質以及專業倫理，都是

深受期待之幼兒教保師資水平的重要

面向。 

因為幼兒教育階段的獨特性，幼

教師資培育除了需要一般師資培育所

強調的教育目標、教育情境知識、課

程與學科知識、學習者特質以及教學

方法知識之外，更強調個人與專業特

質以及倫理/道德規範。因此，幼教師

資培育不只是教育專業知識的獲得，

也需要在培育過程引導師資生形構其

專業信念和身分認同，並透過「培」

「用」之間的合作，持續在職教師專

業發展的理念和行動。 

三、再思「培」「用」之間的差距

和可能性 

前文審視幼教師獨特的專業能力

和專業特質，其專業素養並非獲得學

術的孤立過程，不能只透過大學教師

的教學和學術活動來獲取幼教相關學

術知識，而是需要將理論知識與真實

且自然的情境緊密結合，在這個過程

中讓師資生可以有意義的建構和應用

理論知識，並且有能力在經驗學習的

基礎上進行專業的發展 (Beleslin & 

Vujić,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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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內外學者對幼教師資專業能

力的期待，可以發現這些專業能力必

須在真實的幼教情境中展現，這也讓

我們需要深入省思臺灣幼教師資培育

課程架構之理論與實務銜接的議題，

例如黃月美等人(2015)的研究指出，在

幼教師資培育課程中，「幼兒教育概

論」之類的綜論式課程會介紹幼兒教

育的理想和圖像，然而實習生對幼兒

教育的實際體會，除了來自理論課

程，還有更多來自本身的教育經驗以

及見習和實習的現場體悟，其研究亦

發現實習生進入實習場域之後，對「幼

兒園」概念產生了理論和現實上的衝

突以及重新建構的過程。因此，除了

現行幼教師資培育「從理論到實務」

(theory-to-practice)的課程架構之外，

「 在 實 務 中 學 習 理 論 」

(theory-in-practice)則是幼教師資培育

課程可參考的另一種思維—運用幼教

現場豐富的實務資源，建構社群合作

的師資培育模式，在進行師資培育同

時，也能增進現場教師的省思能力和

專業發展。 

從師資生到初任教師、爾後成為

專家教師，是一段連續性的身分認同

和專業成長過程，除了自身的動力，

還需要社群的支持。Illers(2006) 指出

教師有條理的專業技巧包括三個不同

面向的群組：第一是對此專業意義化

的能力，也是個人在專業氛圍中展現

職能的基礎，包含知識、技能、態度

和信念(內容)；第二是心智和身體運作

平衡的能力，也是對此專業的感知力

以及促進專業發展的動力，包括動

機、情緒和意志(熱情)；第三則是結合

上述兩項互動，成為社會存在的主體

以及對其所屬社群的認同，包含溝通

合作和互動的能力(行動)。此論點除了

上述強調專業能力、態度和倫理之

外，又更進一步闡述高品質的教保需

要建構學習社群，社群成員彼此相互

分享與支持。 

臺灣的師資培育之大學若能在職

前培育的過程，透過與幼教場域合

作，提供真實的教學脈絡，讓師資生

得以在實務中學習理論，同時也能協

助在職教師建立專業社群，與師資培

育者、同儕和師資生進行對話，在真

實的教學脈絡中進行專業成長，不啻

為可以進一步思考的途徑。尤其目前

臺灣幼教場域「市場化論述」和「公

共化論述」的角力，衝擊著教師的專

業定位和角色認同，若能建立並發展

專業社群，不僅提供學界和與幼教師

合作的空間，也能透過對話，共同建

構幼教師的專業立場和定位。 

四、接合「培」「用」的連續性和

專業成長 

師資培育之大學和所處地區幼兒

園合作，可望開展職前培育和在職專

業發展的連續性。例如芬蘭的師培模

式結合了大學和教師訓練學校(或是一

般學校、實務學校)之間的夥伴關係，

可謂具體展現了這樣的理念。 

以師培端而言，王麗雲、徐銘景

(2015)指出芬蘭的師資培育強調研究

本位(research-based)、以證據為基礎

(evidence-based)的特色，透過理論研究

與實務結合，以研究促進教學省思，

並展現師資生的主體性和主動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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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強調研究本位的師資培育課程，相

當重視教師個人教育學理論(personal 

pedagogical theory)，這也是師資培育

課程的核心。因此，師資培育機構結

合專屬的訓練學校，提供實際練習教

學的機會。師資生自進入師資培育課

程起，便開始修習至少 20 學分的教育

實習課程，不僅從真實的教育場域了

解教學實務、也了解自己在教學上的

表現，提升其反省能力並建構個人教

學知識，進而奠定研究本位專業發展

的基礎。 

從「培」「用」合作的觀點看來，

芬蘭的師資培育是「一連串螺旋式的

理論知識、實務訓練和研究導向的教

學探究」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師

資生的實務學習和夥伴學校教師的教

學研究可以同時並進 (Sahlberg, 2012; 

kansanen, 2014 )。因為在師資生成為教

師的歷程中，最初的實務經驗是來自

訓練學校，所以這些訓練學校的「師

傅教師」和教職員需要有更優質的專

業水平，以確保教學技巧、督導、教

師專業發展和評量策略等專業能力。

「師傅教師」必須持續精進他們的教

育專業，除了需完成教學方面的專業

課程之外，也必須持續接受督導訓練

(Sahlberg, 2012)。「培」「用」之間的合

作提供職前師資培育和在職專業發展

並進的優勢。 

上述芬蘭師資培育大學所提供的

培育課程，並非單一在大學課堂進行

理論學習或學科內容學習，而是建立

在全程提供教學場域，在師資養成過

程中涵育教師專業能力與教師身分認

同，透過結合教學場域的學習行動與

省思，不斷地理解、反思、吸收、實

踐，逐步建構個人的教育學理論。 

師資培育機構和教學現場的夥伴

關係和深度合作，值得我國師資培育

制度省思與參考，因為臺灣傳統的職

前師資培育模式對於實習課程的安

排，多採集中實習模式，也就是在完

成大學課堂的師資培育基礎課程之

後，再安排到學校場域進行一段實習

課 程 ， 也 就 是 從 理 論 到 實 務

(theory-to-practice)的模式，即便在學期

中或有配合課程內容的見習或試教，

但點狀式的觀察或參與，並無法提供

完整的教學脈絡和文化。 

對師資生而言，將理論學習轉化

成教室實踐，這種教學實踐經驗的發

展，必須來自其對真實教學場域之教

育經驗脈絡所產生的認知、情緒和動

機等綜合的理解與應用。尤其是在幼

兒教育場域的師資培育更是如此，因

為幼兒所學習和發展的知識、態度、

價值、信念、情緒、溝通技巧、協商

技巧以及遊戲等，並非只是單一的目

的，也非獨立的學科，而是必須依靠

教師在幼兒園當中的社會情境，提供

真實的學習素材，並且與真實的其他

幼兒互動，從真實的互動過程中才能

形成幼兒的能力與經驗。 

因此，對於幼教師資培育而言，

提供真實的情境讓師資生將能夠了解

在課堂中所獲得的理論內涵，是一種

在認知上的真實性，能夠在有意義的

脈絡中建立專業素養，在真實的應用

中獲得專業能力。另一方面，師資生

因為參與實務社群，會有確切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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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發展歸屬感、理解以及對社群的

行動力和認同，合作的夥伴幼兒園教

師也會因為擔任師傅教師的角色而經

歷專業成長和職涯發展。 

五、結語 

幼兒教育師資培育有其獨特之

處，除了需要一般師資培育所強調的

教育目標、教育情境知識、課程與學

科知識、學習者特質以及教學方法知

識之外，更強調個人與專業特質，以

及倫理/道德規範的要求。而優質的幼

教師資職前教育，不能只透過大學教

師的教學和學術活動來獲取幼教相關

學術知識，而是需要將理論知識與真

實且自然的情境緊密結合，提供幼教

師資生可以有意義的建構和應用理論

知識，並且有能力在經驗學習的基礎

上進行專業的發展。 

良好的幼教品質有賴優質的職前

培育以及持續的專業發展，從師資生

到初任教師，進而成為專家教師，是

一段連續的身分認同和專業成長歷

程，不僅需要好的職前培育，也需要

發展教師成長社群。藉由幼教師資培

育之大學與幼教場域合作，提供真實

的教學脈絡，不僅有助師資生在實務

中學習理論，也能與在職教師建立專

業社群。幼教師透過與師資培育者、

同儕和師資生進行對話，提升其專業

成長，然而此策略有待落實在培育制

度、課程規劃以及教學實踐中。在臺

灣目前幼教「市場化論述」和「公共

化論述」相互角力的脈絡下，提供學

界和與幼教師合作的空間，讓來自教

育現場和理論研究的對話，開拓幼教

的「專業論述」，從幼教理論和實踐的

角度，建構臺灣幼教師的專業立場和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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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師資應具備之素養能力—從生手至專家的觀點

出發 
黃佩岑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邱珮滋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附設臺中市平等幼兒園研企組長 

 

一、前言 

如火如荼的「108 課綱」教育話

題，引出以「素養」或「能力」作為

課程與教學的主軸（陳雅慧，2017）。

話題延燒至 12 年國教總綱：「為落實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理念與目

標，茲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

之主軸，以裨益各教育階段間的連貫

以及各領域／科目間的統整。」這些

都是逐漸聚焦關切到素養能力。 

探究「素養能力」的分類大致有

二：二十一世紀關鍵核心能力或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以下簡稱 OECD）提出

2030 的核心素養能力等連帶影響著教

育的未來架構與啟發。第一，二十一

世紀關鍵能力（5C），包括溝通協調能

力（communication）、團隊合作能力

（collaboration）、複雜問題解決能力

（complex problem solving）、獨立思辨

能力（ critical thinking ）和創造力

（creativity）。第二，OECD2030 核心

素養能力的知識、技能、特質和後設

學習。知識包括學科知識、跨學科知

識和實用知識；技能包括創造力、批

判思考、溝通能力和合作能力；特質

包括正念、好奇心、勇氣、適應力、

倫理和領導能力；後設學習注重後設

認知、成長心態。 

二、幼兒園師資的專業核心指標 

大眾逐漸重視公民素養能力，反觀

幼兒園師資也該關切應具備的專業素

養能力。以臺灣的時空脈絡下，臺灣幼

兒教育經歷幼托整合後，幼兒園師資分

為教保員與教師，但是專業人員的核心

素養能力迄今仍需正視。本文試圖結合

關鍵能力和核心素養能力談論當今幼

兒園師資應具備的能力評論。 

現今臺灣建構出幼兒園師資的專

業核心素養指標，但較缺乏對於該情

境脈絡下的真實參與議題做出評論。

幼兒園師資專業能力指標的相關研

究，像是林清章（2012）提出幼兒園

教師專業能力指標之建構，歸納出幼

兒園教師專業能力指標有輔導、專

業、教學和服務等四個層面，十二向

度（行為輔導、班級經營、教室管理；

專業倫理、專業素養、專業成長；教

學準備、教學實施、教學態度、教學

評量；人際互動、園務參與）、五十四

個指標。陳盈詩（2015）在幼兒園教

師專業核心素養指標建構之研究提

到，三個構念（教保的工作職場的認

識、專業能力和專業知識）、十一個向

度（教保專業倫理、教保專業態度、

教學能力、保育能力、溝通能力、課

室管理能力、輔導能力、行政能力、

專業成長能力、教育專業知識與保育

專業知識）和六十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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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核心能力可作不同分

類，但所處的工作情境卻交織棉密。

上述研究不管是以層面、向度、構念

切割專業素養核心能力，但是成為一

位幼兒園師資時，所處的「教與學」

情境較不容易切割成各個層面、向度

或構念，每一個事件都可能交錯著周

邊的人事物，形成個體座落在該情境

下求生存。 

三、幼兒園師資應具備的素養能

力 

幼兒園師資應具備的素養能力，

猶如幼師求生存的關鍵能力，並且從

生手走到專家的歷程。當擁有幼兒園

師資的「身份」時，同時賦予該具備

的素養能力，能力不單只受限於認知

上的展現而已，更為重視的是實際「參

與」現場情境下「帶著走的能力」和

「即興（應變）能力」，參與投入的程

度引發出學習機會，牽引出生手逐漸

邁向專家的進程。 

以能力來界說生手與專家。本文

的觀點是持 Lave 與 Wenger（1991）合

法 邊 際 參 與 （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以下簡稱 LPP）、Wenger

（ 1998 ） 實 踐 社 群 (community of 

practice, 以 下 簡 稱 CoP) 和 Brown

（1993）課堂中各有所長的角度看待

師資生手與專家的能力。以筆者所待

的園所和社群的核心事業，目前我們

認為最為關切的能力有三： 

 

 

(一) 人際互動與溝通能力 

溝通、協調/協商的能力。這裡指

出言談（discourse）的重要性，談話之

中帶出認同與歸屬感的關係。談話的

對象，包括：同儕/同事、幼兒和家長

等。同儕間像幼兒園一班內有二位教

師（暫且細分教保員或教師）搭班，

教師間的同儕互動就是最基本溝通互

動的起始點。接續是班際間師資們，

接續逐漸到園內其他同儕間的互動，

甚至到教師的社群。為何特別提出班

內搭班教師的互動格外重要，雖然過

去的文獻仍提過，但迄今仍是挑戰著

行政端如何配班、班內兩位教師的互

動狀況直接影響到孩子，孩子的敏感

度、感受度極高，對於孩子的對談就

不贅述。成為溝通協商專家的過程，

不管是適時回應、運用行話或是採取

證據「說服」的歷程，都是成為身為

幼兒園師資為首所要栽培的能力。 

(二) 課程統整與評量連結的能力 

跨領域能力的展現，由於筆者所

任教學校朝向主題課程、學習區和方

案課程等，非採用簿本教學。幼兒園

師資進行課程時，需要採取跨領域、

跨學科的統整是必要的。但是，有些

領域對於幼兒園師資的能力來說，卻

是「生手」。 

學習區舉隅：科學角、木工角。

這兩個角落迄今仍是一大挑戰，科學

角常走向種植、飼養為主，種植就是

綠豆、白菜等等；飼養就是小動物等，

這類應屬「專家」。然而實踐運作過程

時，有些教師卻對於特殊昆蟲就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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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怯，像是蟑螂、毛毛蟲類；甚至蟑

螂、蜘蛛是不是昆蟲、蜻蜓和豆娘如

何區別、空氣的組成份子、力氣如何

展現等。對於幼兒園師資能力來說，

這些概念生疏的生手者不用帶著畏懼

的心，反而要秉持正念願意嘗試參與

和不斷投入的實踐歷程，師與生的能

力就徐徐地成長中。 

木工角，這是蠻特別的角落，對

於孩子來說卻是一種特別的體驗，一

般園所較少涉獵這活動，雖說安全問

題要多顧及費心，但是不能說較危險

就角落就不敢嘗試。學習材料中的鐵

鎚、鐵釘、鋸子等等，也許師與生也

都是生手，但是園方願意營造該學習

情境，何嘗不是一種成為專家的特殊

課程際遇。 

(三) 問題解決、批判思考的能力 

幼兒園師資成為專家的過程，不

僅增長教師個體的能力外，還帶動集

體教師的能力形成學習共同體的實踐

社群。由 Lave 與 Wenger（1991）的

LPP 理論關切個體師資秉持著正向心

理學的正念（mindfulness）特質，對事

不對人地待人處事。採取參與在結構

性資源（structuring resources）下不斷

的轉化中取得能力。意味著每位教師

座落的情境脈絡不同，場域中充斥著

新人、老手還有其他同儕，這些都可

以成為資源的人物；另外面臨到的事

件和工具等，思考為基本的素養，接

著仰賴問題解決和批判思考的能力

外，可適時展現既定的解法，亦可能

發展出新的解法。兩者解法都可滋補

能力。 

由 Wenger（1998）的 CoP 關切集

體師資具備三概念形成社群。當幼教

社群具備著共同事業、共同約定和資

源共享，成為一個社群。以課程紀實

的能力為舉偶，須具廣度和深度。但

現今的課程紀實較多流於廣度的鉅細

彌遺下的事件活動等；欠缺具有深度

的紀實，幼兒園師資需更投身在學習

經驗上具有意義的紀錄，意義本質瀰

漫著認同、擁有感（ownership）和歸

屬感，這些層面都影響著課程紀實的

品質。 

座落在該社群追求著共同願景，

同儕間的互動與回饋就格外重要。例

如：課程分享、課程紀實內容具有協

商的機會，讓意義進行流通、彼此交

流，能力才可能調整。這種經由大家

一起適切地省思、提問、表達想法和

切磋討論時，運用合作學習下培養的

能力，可為社群做出更有意義的貢獻。 

四、結論 

從生手至專家成為幼兒園師資的

歷程，評論師資應具備的能力時，應

注重有三：一、幼兒園師資培育與幼

教職場生態互相呼應該具有的能力。

二、幼托整合之後應更關注整合師資

能力，理論與實務的能力都該兼具。

三、協助師資從周邊到中心的情境參

與，可以更認同、投入和參與於學前

教育的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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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培育與多元族群文化教育 
郭李宗文 

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一、幼兒教育與多元族群文化教

育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起源於一九六○年代美國

黑人的民權運動，主要訴求為社區機

構的參與權及決策權，並要求教育機

構，能更精確地反應黑人的民族文

化，教科書中應展現黑人文化，並有

更多黑人的教師與行政人員參與學校

運作(黃森泉，2000；劉蔚之，1993)。

臺灣自民國七十六年解嚴，社會民主

化及本土意識的覺醒，也讓多元教育

的主張逐漸受到重視（譚光鼎、劉美

慧、游美惠，2001）。張建成(2000)認

為多元文化興起的原因為： 一、種族

觀念與運動的影響。 二、民權運動與

弱勢族群的影響。 三、文化多元主義

對同化主義的質疑。 四、社會批判理

論的多元文化觀。吳清山、林天佑

（ 1996 ） 對 於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multicultural education）的定義為，

讓學生了解各種不同族群文化內涵，

培養學生欣賞其他族群文化的積極態

度，避免族群的衝突與對立的一種教

育。教育部(2015)之＜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第七條指出，幼兒園教保服務應

以幼兒為主體，遵行幼兒本位精神，

秉持性別、族群、文化平等、教保並

重及尊重家長之原則辦理。當多元文

化教育已成為教育的重要內涵時，臺

灣的幼兒教育有何呼應的執行策略或

方法？尤其在實務工作上，教師是課

程與教學的領導者，教師們的多元文

化觀的培育為何？是值得關注的事。 

二、教師多元文化素養缺乏與師

資培育過程有關 

Hickling-Hudson (2005) 提出在多

元文化的時代裡，師資培訓系統應該

要加強教師們對不同文化的包容度和

認識度，並強調尊重不同文化差異性

的重要。李亦園和歐用生（1992）認

為臺灣原住民在歷史背景、文化習

俗、語言型態和生活方式上，都和主

流社會有頗大的差異，以致原住民族

學生會遭遇較多的學習困難，並且現

職的教師大多為非原住民，又未受過

多元文化教育的相關訓練，以致教師

無法給原住民族學生完全的學習協

助。多元族群社會中，具備多元文化

素養的教師必須能夠認肯他族，尤其

是對於族群的語言、宗教及文化活動

等，當群體差異不受認肯或被誤認，

會使得自身的認同受到威脅（Taylor, 

1994; Verma, 1990，引自王雅玄，

2009，頁 2）。＜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教育部，2015)的教保目標之一為「建

構幼兒文化認同」，當教師在肯認他族

能力上未加以培養，如何期待教師們

能協助幼兒建構自身的文化認同？或

是尊重他族的文化？ 

三、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培育課

程與多元文化 

教育部(2016)的＜幼兒園教保活動

與課程大綱＞，基本理念中提出「以個

體和生活環境的互動為基礎，形塑幼兒

心智能力為核心，顧及幼兒全人發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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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處文化環境的價值體系兩層面，規

劃幼兒學習的領域和能力」，並將家庭

和社區的文化納入課程中的重點，「文

化實踐」納入五大核心價值；並於實施

通則中提出「建立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的網絡，經營三者間的夥伴關係。透過

社會文化活動課程，以培養幼兒在地文

化的投入與認同。面對多元文化的社

會，培養幼兒面對、接納和欣賞不同文

化的態度。」關於文化面向，該課綱採

取 「 重 新 概 念 化 幼 兒 教 育

（Reconcepturaliz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ory & Practice）」的觀

點，認為教育應該要去殖民化，以本土

情境作為考量，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

的角度出發，探討幼兒與情境互動過程

中的現象和意義的價值。強調應將個體

的所在文化納入發展的考量，而不是將

文化視為發展的背景（引自幸曼玲等，

2015，頁 18-19）。 

然而，在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

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

定標準修正草案總說明中(教育部，

2017)的教保專業課程 32 學分，13 個

科目，對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015) 「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系科申請

培育幼兒園教保員複審申請審認作業

手冊申請學校篇」內，此 13 個科目的

課程目標，沒有任一目標直接與文化

有關。教育部(2017)公布幼兒園教師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

學分表之修正核定函（106 年 01 月 

10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60002452 號

函），其中有一門選修課為「幼兒多元

文化教育」，但是有多少大專學程單位

會開設此課程則無法判斷。但是，多

元文化的概念或作法，只能在相關課

程中提及或出現嗎？紐西蘭的幼兒園

教師都需要認識毛利文化，學習簡單

的毛利祝禱詞及兒歌 (郭李宗文，

2009)，臺灣的幼兒園教保人員，何時

可以學習不同族群的文化，更重要的

是具備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肯認他

族並能在課程與教學中展現出來？ 

Hickling-Hudson（2005）提出多元

文化教育可從五個面向來加以定義：1.

在基本的教育概念中，教師需要從說明

多種的微文化來舉例於課程內容的整

合；2.知識建構的過程在於分析其內容

中的偏見與架構，及其如何影響學科中

的基本概念與構成的參照；3.強調平等

有助於各種社經背景及文化特色的學

生，可透過有用的教學式態來促進其學

業成就；4.減少並處理學生帶來教室的

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的態度，並以各種

教學策略和多元文化的了解，幫助更高

層次的包容度的發展；5.賦權於學校和

社會結構，使其能更有效地幫助學生跨

越種族和族群的界線，並成為學校的一

份子。在多元文化的時代裡，師資培訓

系統應該要加強教師們對於不同文化

的包容度和認識度，並強調尊重不同文

化差異性的重要。教育部(2016)發布的

「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中，有

關文化的內涵僅放在標準七「掌握學生

差異進行相關輔導」，相關內容為：教

師應了解學生身心特質、同儕關係與次

級文化，尊重學生多元文化背景，體會

學生想法、感受與需求。所以我們的教

師專業的要求上，對於文化的觀點是用

在學生輔導方面，而非課程與教學中，

是了解與尊重而非肯定與認同。此與多

元文化教育的觀點有相當大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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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017)於「106 學年度國民教育幼兒班

教保訪視及巡迴輔導工作小組工作手

冊暨教保輔導手冊」中的「國民教育

幼兒班教保服務人員教學專業能力指

標」六大層面之一為「尊重與關懷」，

此層面中包含四個向度，就包含了家

庭支持與族群關注兩個向度。但此手

冊適用於國幼班的在職教師，無法回

推到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的職前培育階

段。 

四、結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的＜2007

年全球教育全民監測報告＞中，特別

強調幼兒保育及教育之重要性，強調

幼兒期是發展的關鍵期，也是教育上

高投資報酬率的時期。在可行的策略

中，則提到重視母語和多元文化的內

涵、降低師生比提供充足的教材教

具、及連續性的家長參與等等。王雅

玄(2009) 的質性研究發現，多數學校

老師並不具備多元文化素養，主因為

教育環境以主要學科如，國語、數學

為重，學校大環境如此，教師難以落

實多元文化理念於教學中。研究建議

除學校要塑造多元文化學習環境，

如，招募多族群類別的教師，以解決

多元文化師資養成的困難；多元文化

師資培育，更可透過「文化體驗」實

習課程，讓準教師的生命歷程有融入

不同文化情境的機會。如此，才能內

化其對多元文化差異共存共榮的認

同。 

 

臺灣的多元族群狀況存在已久，

在師資培育變革的現在，檢視幼兒教

師或教保員培育的相關政策與課程改

革，仍發現文化素養的培育並未被看

重。何時，臺灣的準幼兒教師們都能

於師資培育階段，對在地的相關族群

文化精神有一定的認識？有機會參與

該族群文化的事物？會用簡單的族群

語言打招呼？會唱該族群的兒歌？會

肯認自我與其他族群的文化？以使其

具備為未來的幼兒們開啟多元文化視

野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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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我在等你嗎？─談幼兒師資中的遊牧民族 
宋明君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楔子 

游老師來到”復祐幼兒園”，園長看

到游老師到來，馬上迎上去說：「游老

師您來了，請您先到二樓西邊的空教

室坐一下，我已經開好冷氣了，您喝

杯茶，我去帶小寶，馬上過去」。游老

師說：「園長好，我想去小寶的班上看

看小寶的上課狀況，順便看老師的教

學活動」。園長說：「就是老樣子啊!老

師在等你帶小寶離開，這樣他就可以

好好的上課了，所以您還是先去空教

室坐一下，我馬上帶小寶過去」。 

二、前言 

〈幕一〉去年的 11 月中旬，筆者

來到一所國小的禮堂擔任一場研習的

講師，這場研習講座是三個月前便敲

定好的。但特別的是，主辦單位在邀

約講座時，並沒有確定好的演講主

題，主辦單位似乎也不擔心本人可能

到時會掛在台上開天窗。於是筆者帶

著忐忑的心情，提早來到會場，看看

要如何準備這場研習講座。 

〈幕二〉走進研習會場，挑個位

子等待研習開場。研習者陸續進場，

主辦單位也忙著測試各項器材與準備

相關文件。筆者在等待時，順耳聽到

多位老師正與他人通電話，告訴對方

這裡的路要怎麼走，當時心想這與一

般教師多在自己學校研習真是不同，

這群研習的教師多像是游牧民族啊！ 

實際上這場研習來的教師們，正

是平時每日奔波於多處公私立幼兒

園，輔導特殊幼兒班級老師的學前特

殊教育巡迴輔導教師，他們雖然在職

稱上隸屬學校或借調特教資源中心，

但大多時間都接受教育局處的派案而

巡迴於公私立幼兒園。只要公私立園

所有特殊幼兒的輔導申請，這群教師

就會前往該幼兒園進行巡迴輔導特殊

幼兒的園所及班級。 

〈幕三〉研習正式開始，承辦研

習的主持人先說明了一位特殊幼兒的

個案背景狀況與學習上的相關問題，

接著讓參加研習的特幼巡輔教師們進

行十分鐘的分組討論，並腦力激盪出

可以對幼兒、家長、學校採用的輔導

策略。各組討論時間截止後，研習主

持人收集各組的討論單，並將各組的

討論單交給筆者，希望筆者對個案及

各組的討論單內容進行回饋與評論。

雖然無法事先準備，不過還好筆者每

天在學校任教的科目就是特殊幼兒教

育及早期療育系列課程，加上過去在

特殊學校教了很多年的特殊學生，因

此還算可以完成承辦單位交辦的任

務，在其規範的時間內，發表我對此

個案本身、家長及學校的建議輔導策

略，也對各組的討論內容及問題進行

回答。 

〈幕四〉研習講座雖已順利落

幕，但筆者仍在思考如何才能解決特

殊幼兒巡迴輔導教師在教學與專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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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之困境。這群巡輔教師要面對許

多不同類別及障礙程度的特殊幼兒，

又要面對型態多元的幼兒園及風格殊

異的班級老師，將是一項多大的挑戰

啊! 雖然他們要扮演的角色是輔導「班

級中有特殊兒的幼教老師」。然而現實

的狀況，卻是經常被該班級的老師及

該幼兒園的園長當成備份的人力，要

求將特殊幼兒抽離原班級獨立教學。 

筆者在任教特殊幼兒教育與早期

療育相關科目的十數年間，常認為特

殊幼兒教育雖然看似只是幼兒教育與

特殊教育的交集，但往往實際面對特

殊幼兒個案時，所需的專業是雙重

的，面對的困境與挑戰其實也是雙重

的。因此筆者思考著這片在幼兒師資

培育上常被遺忘的拼圖，要如何做才

能將它拼回去成為完整的圖像，亦讓

幼兒師資的培育架構更加的完整。 

三、從百思不得解到百人思其解 

雖然於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1998）第十三條規定，特殊教育學

生就讀普通學校後，該班教師應接受

特教老師或相關專業人員所提供之諮

詢服務；…載明特教老師或相關專業

人員巡迴服務之項目與時間。然有些

縣市的學前巡迴輔導班也缺乏實施辦

法或規定，造成實行沒有方向，也缺

乏整體的規劃（曾媖楟、劉明松，

2006）。鮑繼蘭（2012）的研究亦指出

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的教學困境包括四

項，第一項是在教學該輔導上，採用

直接或是間接教學常受制於普通班幼

教老師的態度；第二項是普幼老師進

行的主題課程常無法與特殊幼兒的個

別化教育計畫結合；第三項是則時間

的安排，例如面對突發狀況時的時間

運用彈性，服務人數突然調整時的時

間安排困難；第四項是行政業務、課

程研習、輪調機制…等困擾。而學前

特殊教育巡迴輔導老師來園時間太少

及二類老師的合作時間不夠，常造成

普通教師沒有辦法與特教老師充分討

論特殊幼兒教學上到的困難（許碧

勳，2003；卓怡君，2006；鐘梅菁，

2002；York &Thundior, 1995）。 

為試著解決特殊幼兒巡迴輔導教

師在教學與專業合作上面臨之困境，

筆者自己實驗一個課程模式，在每學

期都授課的特殊幼兒教育該科上，將

專業團隊合作該主題做了一些延伸，

讓這群未來的幼兒教育工作者了解特

殊教育專業團隊的相關法令(教育部，

2015)，增加許多與一般幼兒教育與特

殊幼兒巡迴輔導教師的團隊合作的相

關內容，並且放了更多融合式團隊合

作教學形式與方法，希望透過這個課

程實驗，讓這群未來的幼教老師或教

保員，增進與特幼巡輔教師進行團隊

合作的態度與知能。 

更奇妙的是，在筆者努力思其解

之時，筆者又接到與特幼兒巡迴輔導

教師有關的二場邀約。第一場是臺中

教育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的一位研究

生的論文計畫，該位研究生所撰寫的

論文題目也是有關特殊幼兒巡迴輔導

教師的現況與困境，由於該研究生亦

正擔任特殊幼兒巡迴輔導教師，因此

對此議題感受格外深刻。而在計畫口

試的過程中，與該研究生及另二位審

查教授的對話，讓我有更多對特幼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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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教師實際狀況的更深刻了解。第二

場邀約是國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的蔡

昆瀛教授，承辦教育部計畫編寫特殊

幼兒巡迴輔導教師參考手冊，於中部

舉辦一場專家諮詢會議。在會議中筆

者聆聽同場出席專家的精闢見解，深

覺受益良多。在這二場會議中，筆者

對這個百思不得解的困境難題，有了

更正向與光明的看法，認為特殊幼兒

的全面融合，在這塊土地上應該不久

的將來就可以完全實現，幼兒教育的

師資培育也將邁向一個新的里程。 

參考文獻 

 教育部 (2015)。特殊教育支援服

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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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學現場所需的師資培育 
温富榮 

南投縣草屯鎮中原國民小學校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黃郁潔 

南投縣草屯鎮中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 

 

一、前言 

現行的師資培育是相當嚴謹的，其

師資生名額受到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

術教育司的嚴格控管，並非只要就讀幼

教系或幼保系即有當幼教師的資格，還

須修畢幼教師資教育學程，且於畢業後

到幼兒園實習半年，再參加幼兒園教師

資格檢定考試，通過後才能獲得教師

證。在如此嚴謹的環境下，希望能維持

幼教師的品質來教育國家未來的主人

翁。但在教育現場除了教學技巧、教學

方法、教育理論的實踐與應用……等等

問題外，教師也須面對親師溝通、班級

經營及關於教師自身性情與心靈層次

的提升，這也是在任教之後必須面對的

問題。現今的師資培育課程中是否能夠

提供幼教師具備相關能力以解決在現

場遇到的狀況？ 

二、現況分析 

(一) 教師檢定考試科目的合宜性 

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經過專業

知識、專業能力的培養，半年實習的

過程並完成教師檢定考試成為一位具

有專業素養的幼教師。其教師檢定考

試科目能否真實測得當一位幼教師面

對現場問題時需具備的能力？在幼教

類科的教師檢定中的考試科目為：國

語文能力測驗、教育原理與制度、幼

兒發展與輔導、幼兒園課程與教學，

其國語文能力測驗的命題主要是以國

小教學為中心，在幼兒園的教育現場

並不實用（邱淑惠，2014）。再者，幼

兒教師檢定的通過率在往年都是四類

學程中最低者，可以多加思考其背後

的原因為何？ 

表 1 101-105 年幼教師資檢定情況 

學年

度 

應考

人數 

到考

人數 

通過

人數 

通過

率 

101 1,776 1,702 762 44.77 

102 1,572 1,481 575 38.83 

103 1,492 1,395 385 27.60 

104 1,393 1,322 509 38.50 

105 1,253 1,177 496 42.1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2012-2016） 

(二) 與時俱進的師資培育課程 

民國 100 年 6 月 29 日制定公布「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並自 101 年 1 月 1 日

施行。依幼兒教育照顧法第 12 條第 2 項

規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及服務

實施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為

提供合宜的教保服務內容，達成教育與

照顧的目標，爰於民國 101 年 10 月 5 日

發布「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並在歷經 4 年研修後，於 105 年 12 月 1

日修正發布為「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

綱」（以下簡稱課程大綱），並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在這段期間，師資培育

課程中是否有包含其內容？增加其專業

能力讓初任幼教師在教學中接觸課程大

綱能夠更容易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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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要透過身體動作與健

康、認知、語文、社會、情緒和美感

六大領域的課程規劃實踐，陶養幼兒

擁有六大核心素養以具備知識、能力

與態度來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

戰。教師在課程中扮演的角色有：班

級文化和學習情境的經營者、幼兒生

活與學習的夥伴、學習的引導者、幼

兒家庭的合作夥伴，並非只是單純的

課程設計者，而是須兼顧學校、家庭、

社會，以營造出適合幼兒文化脈絡的

情境，並引導幼兒學習與打造和幼兒

一同學習成長的環境，並與家庭建立

良好的溝通橋樑與連結。師資培育應

包含更多元化的課程，培養幼教師在

情緒智能、社會智能、協同教學的人

際關係……等能力，就如同培養幼兒

般使其能健全發展。 

(三) 教學現場與師資培育課程間的落差 

在幼兒園的教學現場，因各園所

所擁有的教育信念不同，亦會有不同

的教保模式課程。在課程大綱中認為

幼兒的學習內涵必須對其有意義，也

因此教保服務人員需要根據幼兒的興

趣，就地取材自編課程。但多數幼兒

園受到招生的競爭壓力之下，需迎合

大多數家長對子女的期望，「希望自己

的孩子不要輸在起跑點上」，進而有許

多園所配合使用非現階段幼兒應學的

坊間教材與簿本，甚至是填鴨式課

程，讓初入幼教職場的幼教師認為與

自己在培育過程中所學習到的資訊、

理念大相逕庭，因而認為非自己的教

學理念而離開幼兒園的教育現場，或

轉換其他相關的跑道或是透過公幼教

師甄試，希冀獲得錄取，以達成自己

所想要的教學環境並與自己的教育理

念相契合。 

(四) 實習園所的適切性 

實習園所的環境對一位幼教師的

教學模式、班級經營風格有相當的影

響。筆者於不同幼兒園教育現場中，常

聽到實習生受到在現場認真教學的教

師許多的啟發，但也常聽到有許多疑似

不適任教師存在，對幼兒施予不恰當的

管教或體罰，讓尚在實習的學生對於幼

教環境感到失望。即便實習生脫離實習

生的身分進入幼兒園服務，在職場上不

論公幼或私幼的不當管教甚至是體罰

都爾有耳聞。若實習期間在這樣的環境

裡，對幼兒或是實習生而言，皆是處於

一個身心不健康的狀態。 

三、問題探討與建議 

(一) 教師檢定科目應更貼近教學生活 

在教育原理與制度、幼兒發展與

輔導、幼兒園課程與教學選擇題與問

答題的題目都是相當生活化且能應用

於生活中；但國語文能力測驗命題方

向係包括「國文」、「作文」、「閱讀」、

「國音」等基本能力，以 2017 年幼教

師資檢定國語文能力測驗第一題為

例：「祝賀李醫師的耳鼻喉科診所開

張，最適合的題辭是下列哪一選項？

(A)濟世功深 (B)振聾發聵 (C)德業長

昭 (D)為民喉舌」其考試內容對於幼兒

園在語文領域的教學並無直接的幫

助，或是對於幼兒的教學較無啟發

性，可以請師培司思考其命題方向，

使其更為貼近幼兒園教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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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師資培育課程的規劃與整合 

在師資培育的課程中除了兼顧學

科知識外，並非為了通過幼教師檢定

或是教師甄試而教授專業。盼多規畫

關於自身性情與心靈層次提升的相關

課程，尊重學生的興趣，使其結合於

課程之中；亦可以安排幼兒園文化課

程實例，甄選優質園所到校進行分

享，讓學生多參考現場幼教師是如何

進行在地化的課程，並與課程大綱做

結合，思考自己若到現場可以如何利

用手邊現有的資源發展屬於自己與學

校的在地課程。 

(三) 增進多元文化的教學環境 

受到整個社會環境的影響下，與

家長對於兒女的期盼，讓幼兒園開始

有惡性的競爭，甚至是有劣幣驅逐良

幣的情況產生，致使整個教保服務品

質下降。幼兒無法選擇自己想要讀的

園所，需由家長幫忙把關，讓幼兒能

夠有一個快樂的童年，也讓幼教師發

揮自己的專業所長，扮演班級文化和

學習情境的經營者、幼兒生活與學習

的夥伴、學習的引導者、幼兒家庭的

合作夥伴，以提供幼兒健全的發展機

會，而非一味的追求技能上的學習，

而著重能力與素養的培養。 

(四) 建立實習園所的評選制度 

實習生在實習園所中會遇到許多

情況，也是第一次要接觸教學現場最

長的一段時期，實習生會遇到的指導

老師更是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盼能

建立評選機制，讓績優教師當作榜

樣，也能淘汰不適任的教師或園所，

若能提供實習生在挑選實習園所時有

資料能夠做參考，想必一定會給實習

的學生相當大的幫助，也能避免實習

生在實習時遇到幫園所做行政資料、

指導老師對幼兒進行不當管教或體

罰、讓實習生直接帶班…等等情況。

未來師資培育制度將改為先進行教師

資格檢定考後再實習，真的是一大佳

音，避免有實習半年結果沒考上教師

資格，解決這方面的爭議。 

四、結語 

我國現今的師資培育過程乃相當

嚴謹，人才亦受到周邊國家的重視。

雖有很好的幼教培育體系，但也希望

市場機制能夠珍惜我國的師資人才。

透過政府主管機關、幼兒園所、家長

及學生攜手共同合作，不僅提升幼教

師資培育的層級，更能營造卓越優質

的幼教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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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幼兒教育師資培育制度對臺灣之啟示 
施又瑀 

大葉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施喩琁 

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21 世紀以來，各國對於幼兒教育

的關注度空前提高，一些先進國家尤

其是英國的幼兒教師職前培訓的經驗

彌足珍貴。研究者選擇英國作為研究

對象，主要考量諸多先進國家中，英

國近年師資培育制度之改變最為顯

著，為英國教育界帶來嶄新的面貌。

盱衡實際，英國師資培育多元且饒富

彈性，除了國家師資培育課程，也同

時開放各式的師資培育機構，並發展

出學校本位的、在職本位的師資培育

模式，大步跨向自由市場競爭的機

制。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英國幼兒

教育師資培育模式及相關教育內涵，

希冀以英國幼兒教育教師培育的實施

經驗，作為我國未來規畫幼兒教師培

育制度改革之參考。 

二、英國幼兒教師必備之教學能

力 

    英國幼兒教師培育制度是以「能

力本位教育」作為理論基礎，由政府

依據課程標準授予合格教師證照

(DfEE,1998），其中規範了幼兒教師應

具備的專業教學知能，這些能力是依

學前幼兒的成熟準備度發展而訂定，

再就每一項幼兒能力指標，詳細條陳

幼兒常發生且易觀察的具體行為，並

據以列出教師應符應的相關教學能力

指標。現行英國幼兒課程標準與幼兒

教師教學能力培育手冊，涵括六個課

程領域:個人、社會與情緒發展，溝通、

語文與文學，數學的發展，對世界的

認知，體能發展，創造力發展等，以

及幼兒基本能力本位的教師教學能力

指標，共計 30 個，（Kwon, 2007; DCSF, 

2008；Reading Borough Council, n. d.；

魏惠貞、李來春、林欣毅，2011）彰

顯英國為確保幼兒教師教學能力的培

育品管，茲簡要摘述如下： 

(一) 個人、社會與情緒發展 

英國關注幼兒的「個人、社會與

情緒發展」面向，單獨劃歸一個課程

領域，包括性向與態度、自信與自尊、

廣結人際關係、行為與自我克制、生

活自理及社群能力等六個範圍，並揭

示具體的能力指標，鼓勵幼兒探索並

談論新的學習經驗，評價做事的想法

與方法；提供幼兒認同與因應彼此感

覺的機會，鼓勵幼兒嘗試技能與活

動，並達到熟練，學會自理、自制與

合群等。 

(二) 溝通、語言與識字 

此一領域包括能溝通的語言、會

思考的語言、結合聲音與字母、閱讀、

寫作與書寫能力等六大項，從相關教

學能力指標來審視，可以發現英國重

視從小就提供幼兒機會參與有意義的

聽、說活動，培養幼兒傾聽別人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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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別人及自己表達的想法；鼓勵幼

兒談論自己的感覺、編撰故事，讓幼

兒設想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學習從

對話中發展出假設，再從因果中獲取

驗證，一則培養幼兒系統思考的能

力，一則藉此引導教師發展以「幼兒

為中心」的教學能力。 

(三) 數學的發展 

此一領域的內涵，包括:1.數學符

號與運算；2.計算能力；3.圖形、空間

與測量三大項。從其內涵中分析察

覺，英國教師能充分「寓教於樂」，透

過詩詞、歌曲和故事等認識數學，並

且善用鷹架提問技術與創造思考發問

技術，激發幼兒解決問題的能力，藉

此以培養幼兒教師學習如何引領並發

展幼兒的數學能力。 

(四) 對世界的知識與理解 

此一領域旨在培養幼兒對世界的

好奇，期望孩子能擴展視野、放眼全

球，其內涵包括: 探索與調查、技能的

設計與培養、資訊及通訊科技、時間

感、區域感、文化與信仰六大項。 

(五) 體能發展 

此一領域的內涵，包括動作能力、

空間感、覺知健康與身體、運用設備，

以及使用工具與材料。英國教師會教導

幼兒動作的技能，鼓勵孩子探索不同表

達意見及動作的方式；適切的將動作與

空間結合，激發幼兒投入，引起其興

趣，發展或修正已有的技能等；這些也

都是教師應有的教學能力。 

(六) 創造力發展 

此一領域主要在培養幼兒與教師

的創造力，其內涵包括四大項:探索媒

體與物質、音樂、想像力:以及對經驗、

表達、溝通有反應。英國教師會提供

幼兒機會運用技能，並藉由渠等的表

現探索概念與想法；向幼兒展示各種

樂器的彈奏；讓幼兒瞭解圖片、畫作、

音樂、舞蹈可以表達出不同的想法和

感覺；以及協助幼兒評價各自的工作

並思考改善的可能。 

三、英國幼兒教師培育課程之內

容 

盱衡英國幼兒園教師的職前培訓

主要委由大學教育學系和高等教育學

院負責，主要包括三類課程，茲簡要

分述如下： 

(一) PGCE 課程 

 英國的教師大多採 PGCE 路徑取

得教師資格， PGCE （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主要提供給已

獲得學士學位，志在從事教師職業的

大學畢業生為培訓對象，培訓時間為

一年(共 38 週，分三個學期完成)，等

同於碩士級課程。目前，在英國的大

學教育學系或者高等教育學院中的教

師培訓課程以劍橋大學最為著名，劍

橋大學的 PGCE 課程主要包括理論課

程和教學實務活動課程（侯艷、趙旭

曼，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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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論課程 

理論課程包括核心課程、基礎課

程、專業研究三大範疇。在核心課程

方面主要為英語、數學與科學的教學

法。基礎課程方面主要涵蓋藝術、體

育、史地、資訊等科目。學生藉由學

習基礎課程，除了獲得相關理論知

識，還可以提升自身的素養。專業研

究方面包括兒童發展與兒童學習方式

研究，跨學科主題探究以及教學現場

中實務問題的探討，如計畫、評量與

常規管理等。專業研究領域旨在著眼

於提高學生的反思能力，增益渠等成

為擁有包容力及省思力的新一代幼兒

園教師。 

2. 教學實習 

英國劍橋大學教育系與當地多所

幼兒園和附設學前班的小學建立合作

夥伴關係，提供學生大量實習的機

會。一般的教學實習通常分成四階段

進行。第一階段主要在參與 PGCE 早

期或初等教育課程前，學生利用一週

時間到住家鄰近的幼兒園、小學或是

托育中心實施觀察活動。第二階段是

在入學後的第一學期，學生連續二週

到幼兒園或托育機構觀察教學和日常

活動。第三階段是在第一學期期末與

第二學期期初，學生親自到幼兒園或

托育機構中挑選一個班級，連續七個

星期投入參與班級的教學活動，並完

成正式教師 30％～40％的工作量。第

四階段的實習在最後一學期，學生需

要承肩一位正式教師的全部職責，獨

立完成接續八週的教學活動。這段時

間，學生除了實習尚且需要建立個人

的教學檔案，忠實紀錄及省思自己的

實習、成長情況。 

(二) CYES 課程 

 CYES 是兒童、青少年及教育研

究文學學士學位課程 (Childhood ，

Youth and Education Studies)的簡稱，

旨在提供未來從事幼兒園教育工作者

的課程，修業年限為四年，學成後可

獲得早期教育學士學位。CYES 學習內

容寬廣，第一學年的課程主要聚焦於

理解教育學和心理學的概念，熟稔相

關的兒童教育、兒童社會學理論以及

基本的心理學知識，比如兒童、教育

與學校，研究方法，兒童、青年與偏

差行為、精神與行為與教育哲學等。

在第二學年，學習則較偏向社會科

學，藉以拓展學生的學術視野，舉凡

社會心理學，教育社會學，語言、溝

通與學習，發展心理學，教育心理學，

兒童和青少年的臨床介入以及國際兒

童教育等。第三學年則為教學實習階

段，實習內容類似 PGCE 早期或初等

教育課程，藉此增進學生對教學工作

實務之瞭解，俾使理論實務相互印

證，並習得專業知識、專業技巧與經

驗。此外，在實習過程中，學生也須

尋找自己的研究興趣，為第四學年的

專題研究鋪路。第四學年為專題研究

課程，學生可根據自己的興趣或未來

工作需要選擇適合的專題研究課程，

俾為未來的專業化發展厚實基礎，也

有利於培養研究型幼兒園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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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TEEY 課程 

 TEEY 是英國幼兒園教師教育學

士學位課程[Teacher Education (Early 

Years)] 的簡稱，修業年限為四年，重

視理論與實務的結合。課程主要為四

大模組，即核心課程、職業發展教育、

專業課程和教學實習，率皆以專題的

形式出現，此種課程組織形式是 TESY

的一大特色。其中教學實習的內容相

當多元，不只含括教學活動，還須費

心於分析兒童學習的情況，指導兒童

活動，以及開創學習環境等。此外，

有些高等教育學院還為學生提供至少

兩所實習機構，給予模擬實習機會，

藉以協助學生熟悉不同的早期教育機

構，提升渠等規劃、設計組織教學活

動和經營等的專業 

四、英國幼兒教師培育課程之特

色 

綜觀上述三類課程的特色為： 

(一) 課程結構符應社會情境，回應學

前教育發展的需求 

英國幼兒園教師的培訓，重視教

師的職場專業知能，所以培訓除了重

視學用合一，兼容理論與實務外，也

源於學前教育機構日益多樣化，為了

滿足不同需求，高等院校尤為關注學

前教育的發展需求，大幅增設與現實

情境相關的專業課程，這些特別顯現

在 CYES、TEEY 的學士學位課程中。

比如，CYES 開設了兒童和青少年的當

代議題、態度與社會認知等與現實情

境息息相關的研究專題，學生可以挑

選有興趣的專題進行深入研究。而

TEEY 揭示的每一個專題都與現實情

境相關，旨在引導學生接觸學習多元

文化中的兒童教育、學前教育革新發

展、當今兒童的價值觀及其問題等與

現實情境相關的專題研究課程，冀期

學生熟稔這些相關課程，不只可以掌

握當前學前教育的新理念，而且可以

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 

(二) 培訓課程的核心著眼於教學實習 

教學實習主要為輔導未來的教師

瞭解教育對象及班級教學情境，演練

教學知能與班級經營管理知能，見習

並參與學校行政工作、瞭解學校運

作，從而體認教師職責及角色，培養

專業精神。我們審視英國的教學實

習，可以明顯見到它位居幼兒園教師

職前培訓的核心地位。綜觀上述三種

課程，可以發現教學實習的份量佔了

相當多的比重，如 PGCE 在 38 週的課

程中，安排了 18 週的教育實習活動，

讓學生有將近一半的時間親身踐行教

育理論的機會。而在 CYES 的第三學

年是教學實習時間，學生全年投入實

習工作，藉此體驗實際經營班級和教

學等實務，並強化理論與實務的融合

知能。至於 TEEY 的教學實習活動則

貫串 4 年，將教學實習與理論課程緊

密結合，輔導學生只要學習到相關的

某一教育理論科目時，隨時需要親自

到幼兒園或學前班進行觀察和教學活

動，以資檢視驗證，深入理解和應用

所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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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學實習方式多元化亦是

一大特色。除傳統的見習和實習方式

外，有些學校運用多媒體提供學生模

擬實習的機會，讓學生從互動中體驗

教學的情境。再次，教學實習內容包

羅萬象，除了共同教學，還廣納相關

的教學與活動，如分組教學、個別指

導、課外活動、環境營造及教學研究

等，裨益未來的教師深切體認幼兒園

或學前班的教學活動和日常生活，有

利於日後的班級經營。 

(三) 課程內容彰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 

2007 年，英國學校培訓與發展司

(TDA)訂頒《教師專業標準》，揭櫫「教

師應認知學習者的發展是如何受到社

會、宗教、道德、文化及語言等因素

的影響；瞭解如何將知識有效的傳授

給學生，包括母語非英語的學生或有

特殊需求的學生；面對多樣化的群體

能 夠 進 行 包 容 教 學 （ Inclusive 

Education）。英國幼兒園教師職前培訓

課程的內容符應此一標準的要求。比

如 CYES 則開設了國際兒童教育課

程，旨在引導未來教師認知不同國家

的兒童教育和兒童生活環境，裨益培

養學生的多元文化理念，有利於爾後

在教學中培養兒童彼此相互理解、尊

重與接納的精神。又如 TEEY 開設了

多元文化中的兒童與家庭課程，讓學

生認識不同種族兒童的家庭背景與語

言環境，以便日後實際從事教職能兼

顧到幼兒的興趣及經驗。 

 

 

五、臺灣當前幼兒師資培育問題

剖析 

我國《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於 2012

年元旦正式實施，原本分隸於教育部與

內政部的「幼稚園」和「托兒所」旋即

走入歷史，從而為 2-6 歲幼兒提供教育

及照護服務的機構，正式更名為「幼兒

園」，統歸教育部及各縣市教育局（處）

管轄（楊惠芳，2011；陳淑琴，2012）。

依照《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教育部，

2012）的規定，教保服務人員分為園

長、幼教師、教保員以及助理教保員四

種身分。其中，對於擔任園長的資格為

須具備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資格。在幼

兒園（含本法施行前之幼稚園及托兒

所）擔任教師或教保員五年以上，且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

設有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科系、

所、學位學程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之幼

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而擔任幼兒園

教師的資格為應依師資培育法規定取

得幼兒園教師資格；或在師資培育法相

關規定未修正前，適用幼稚園教師資格

之規定者。再者，如欲擔任教保員，其

規定為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

認可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幼

兒保育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

抑或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認

可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非幼兒教育、幼

兒保育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

並修畢幼兒教育、幼兒保育輔系或學分

學程。另外，擔任助理教保員則應具備

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兒保育相關學

程、科畢業之資格。綜觀上述，在幼兒

園服務者，除了教師必須依法取得幼兒

園教師資格外，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則

不需具備教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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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目前幼兒教師培育管道主要

是大學的幼教系或科技大學的師資培

育中心。而師資培育法嚴格規定，這

些學生要能修畢職前課程規定的學

分，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

專業課程，再接續半年之職場實習，

並通過教師檢定考試，檢定及格後才

能取得教師證。而幼稚園教師教育學

程則為出自幼教（保）系的學生，其

課程與幼教師資生職前 26 學分的課程

重疊性高，衍生複修習狀況嚴重，加

上必修科目未包含教師檢定考試科目

等問題，素為人所詬病。而來自非幼

教（保）系的學生只需修 26 學分，其

幼教專業則明顯不足（歐姿秀，2012；

王為國，2012）。綜上可知，幼教師應

修畢相關學分、學程及實習，並且經

過檢定及格後方具備教師資格；教保

員則只需修畢相關學分不必通過資格

檢定。爰此，衍生幼兒園教育品質良

莠不齊的詬病，誠如周佩諭（2011）

所指，師資培育管道應該聚焦專業核

心課程的合流，制定專業核心課群涵

括理論課程、實務/技術課程，以及半

年實習課程，以培育擁有專業知能的

幼教人員為旨。王靜珠（2014）亦指

出，無論是幼兒教育系或保育系畢業

者，都需經修習幼教專業課程，經過

檢定、甄選成為幼教師是教育工作者

的期盼。王為國（2012）亦認為，將

來幼教師及教保人員均應修習「教保

專業知能課程」，而有志擔任幼教師

者，則應修習較為進階的「幼教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並經由教師資格檢定

考試取得幼教師資格。另外，非幼教

系或教保相關科系的學生修習幼稚園

教師教育學程時，應加修若干「教保

專業知能」課程，以強化其教保專業

知能，並將兩類課程之設計朝向符合

銜接性，繼續性與區隔性方向規畫，

避免過多重複性，俾讓所培育的人員

都能達成優質目標。 

魏美惠、林珮伃（2013）指出，

現今專業幼教老師的養成階段重視教

學方法、教學技巧、教育理論基礎等

學科之專門及專業知識，反而忽略了

幼教師情性方面的陶冶，人格及心靈

層次的提昇。且在後現代社會不斷變

動的世代中，承擔起確保公民在幼兒

期健全發展的任務，因此，幼教師資

培育機構要強化幼教師多元能力的養

成，除了加強職前幼教師對於課程規

劃及實施的能力外，還需要培職前幼

教師在檢視課程完整性時的觀察力、

反省思考能力。而吳珍梅、程小蘋

（2012）歸納國內有關幼教師專業學

習現場的困境與缺失，指出:（一）從

進修的主題來看：偏重教材教法或教

學技巧的訓練，未能培養教師個人專

業成長之認知、動機與方法，或是從

本身的教學經驗、教學困境進行檢討

與反思，提出解決方案；（二）從課程

的設計來看：欠缺教師學習的整體規

劃，非針對幼教教學現場的需求，規

畫一系列由淺入深、由概念到實做的

實踐、體驗、回饋與修正的系統學習

歷程；（三）從進修的方式來看：大多

以專題演講為主，缺少教師間的互動

與其主體性，無法建構出以教師為主

體的知識系統；（四）從進修的主辦單

位來看：大多是縣市教育處（局）自

行規畫，而園方指派老師係被動參

與，未能回歸至園所的辦學理念、教

師的專業需求，實踐園所為本位的進

修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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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諸上述，我國學前教育面對的挑

戰委實不少，尤其面對幼托整合所衍生

的諸多問題，以及教師師資養成的困

境、幼教師資課程的檢討、規劃與整合

等，都亟待從相關層面匡正缺失，並輔

以適切因應對策，才能開拓幼教的康莊

大道。而師資的良窳攸關教育的成敗至

鉅，因此更不能等閒視之，幼教師資的

培育除了重結果（通過教師檢定）外，

也應重視過程(如教學實習)，才能符應

教學現場的需求。而目前國前署卻因師

培司不願意開放幼教學程，欲將幼教師

的培育制度脫離師資培育法，改由教保

服務人員條例規範，不但降低幼教師的

社會地位，在大量釋出幼教師名額後，

私立幼兒園更可以低薪聘用幼教師，更

易加速幼教產業的惡質化，凡此均值得

有識之士深思，唯有找出問題根源，審

慎思考，善謀對策才是幼教之福。 

六、結論與建議 

(一) 訂頒國家審核標準，落實教師證

照品管 

英國的教師大多透過 PGCE 途徑

獲取教師資格，渠等必須經由政府訂

頒的合格幼教教學能力標準，以及實

習生的自我評鑑與舉證，並且通過指

導教授與輔導教師的審核，嚴格控管

幼兒教師執照核發的品質。反觀臺灣

目前並無標準化的幼兒教師教學能力

觀察表與實作評量工具，職是，大學

培育單位應體察我國幼兒教育發展趨

勢與基層實務，規劃理想適切的國家

標準，建立常模，以落實幼教教師證

照的管控，方能有效提升我國幼教教

師之培育品質，扎穩幼教根基。 

(二) 符應個別差異需求，重視幼小銜

接議題 

參加幼兒教育教師培育的對象，

來自不同階層與教育背景，個別間的

差異頗大，因此，對幼兒教師的培育

除了幼兒教育的專業理論知識，也應

針對我國幼兒教師專業發展進行差異

化的培育，秉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的原則，提供不同需求的幼兒教師相

關的課程。此外，針對幼兒教師與小

學教師的不同點，也應進行相關的培

育，以處理幼兒園與國小兩階段間的

銜接課題:包括行政配合、上課方式、

師生關係、評量方法、常規教導等。

幼兒教師必須具備這方面的認知，才

有能力協助幼兒適應未來國小的生活

與學習。 

(三) 掌握社會發展趨勢，體現多元文

化課程 

我國高等院校學前教育專業很少

開設體現文化多元性的課程。時至今

日，構建多元化的學前教育已是大勢

所趨。因此，增設體現文化多元性的

課程很有必要，如少數民族兒童與家

庭、國際兒童教育、多種文化下的兒

童與家庭等。這些體現文化多元性的

課程可以促使學生形成多元文化理

念，有利於幼兒園準教師任職後運用

多元文化理念引導兒童，進而促使兒

童學會相互尊重，相互接納，以促進

社會的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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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幼教漸次轉公共化，提升偏遠幼

教素質 

臺灣幼兒教育任由私人辦理，衍

生良莠不齊的亂象，造成幼教品質無

法全面提升，幼教教師薪資偏低的窘

困。在面臨少子女化的衝擊下，欲提

升生育率，應仿效英國將幼兒教育納

入政府應辦事項，亦即將幼兒教育公

共化視為公共事務，才能有效全面管

控及提升幼教品質。此外，臺灣幼兒

師資鮮少有公費的培育名額，可以考

慮增加公費生，吸引優秀大學生投入

幼教行列，再予以分發至偏遠地區服

務，有效提升偏鄉的幼教品質。 

(五) 落實培育成效評鑑，精實幼教教

學品質   

英國相當重視師資培育機構的品

質，在培育機構申請認證中，除了通

過與不通過兩項，還必須重新認證；

若沒有做好培育品質的控管，即可能

在日後的評鑑中遭到撤銷認證。反觀

我國對於幼教培育機構並未實施認

證，對於師資培育的品質也鮮少追蹤

檢討。衡諸英國的幼兒師資培育成效

評鑑，包括自我評鑑、內部評鑑與外

部評鑑，作法相當慎重與詳細，頗值

得學習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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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綠色人力資源管理觀點探討教保員培育機制之變革 
陳惠珍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一、前言 

因應 2017 年《教保服務人員條例》

制定公布，2012 年訂定發布之《幼兒

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

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亦隨之修

正為認定辦法，並於 2017 年 9 月 1 日

施行（教育部，2017），第四條即明訂

幼兒園教保員之資格為「經認可培育

學校之教保相關系科學生，依規定修

畢教保專業課程至少三十二學分，且

成績及格，經學校發給修畢教保專業

課程學分證明書及畢業證書者，認定

其具幼兒園教保員資格。」其中，教

保專業課程之科目（學分）如下：幼

兒發展（3）、幼兒觀察（2）、特殊幼

兒教育（3）、幼兒教保概論（2）、幼

兒學習評量（2）、幼兒園教保活動課

程設計（3）、幼兒健康與安全（3）、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2）、幼兒園課室

經營（2）、幼兒園教材教法 I & II（4）、

教保專業倫理（2）、幼兒園教保實習

（4）（「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

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辦

法」，2017 年，8 月 7 日）。制度與課

程規劃雖稱完整，但幼兒是國家未來

中堅份子，規範訂定能否即落實專業

成長、課程修畢是否即等同能力養

成，皆是值得深思之重要課題。 

近年教保員虐童事件層出不窮，

諸如，臺中市某幼兒園幼童因上課不

專心或用餐太慢，即遭教保員徒手連

續拍打其手臂內側致紅腫瘀青（楊政

郡，2014 年，9 月 17 日）；彰化縣某

幼兒園教保員，在點心時間情緒失

控，短短 12 分鐘內，將幼童推倒在地、

痛打手掌心，一連體罰 5 名幼童，打

到全班幼童震懾無處可逃（吳敏菁，

2015 年，12 月 25 日）；臺南市某幼兒

園 3 歲女童吃飯較慢，因而遭教保員

掐臉（王捷，2016 年，6 月 22 日）；

臺南市某幼兒園教保員處罰幼童的方

式竟然是命令其他幼童挖走被罰幼童

碗裡的飯，使其沒飯可吃（林良齊，

2017 年，11 月 16 日）；基隆市某幼兒

園 4 歲女童午休睡不著，即遭教保員

摑巴掌（張穎齊，2018 年，1 月 3 日）。

上述事件發生後，不論判刑、開除、

罰款、賠償，都無法抹滅幼童心中的

傷害或陰影，然而，當教保員面臨高

工時、低薪資福利之惡劣工作環境，

倘若又缺乏嚴謹之專業培訓與政府監

督，或許可以另類詮釋教保員虐童之

潛在肇因所在。鑒於此，如何提升教

保員之專業核心知能，並有效改善勞

動條件與建立政府監督機制，成為刻

不容緩之重要課題。 

綠色人力資源管理（gree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簡稱 GHRM）

是近年人力資源管理實踐之新興領

域，由環保思維延伸而出，聚焦於為

環境可永續性做出重大貢獻（Opatha, 

2013），藉由改變人的思維，避免無誠

信行為、沒品質意識、只粗製濫造，

亦即落實不接受瑕疵品、不生產不良

品、不讓問題產品流入市場（林靜宜，

2014）。Yusoff、Ramayah 與 Othman

（2015）亦強調藉由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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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CSR）活動，增強考慮經濟、社會與環

境方面之利益相關者的永續性，以落

實符合組織文化與長期目標之人力資

源管理，持續提高成員士氣及承諾

度。據此得知，GHRM 係以永續經營

為主體之環保核心價值，爰為改善剝

削勞工以達工作永續、消除粗製濫造

以致經營永續、降低廢棄汙染以使環

境永續，期能確保教保員具備提供合

宜教保服務之能力。因此，本文運用

GHRM 觀點探討教保員培育機制之變

革，認為不僅須追求專業知能成長，

亦須兼顧工作與生活之平衡、薪資與

福利之提升、製程與品質之監控，以

保障幼兒接受適當之教保照顧。 

二、文獻探討 

GRHM 是從招募聘用、培訓發

展、績效評估及薪酬獎勵到勞資關係

之一系列指導組織人力資源的活動，

旨在藉由最小或無環境損害為核心之

政策和行動，達成確保環境之可永續

性、組織之可存續性的目標（Uddin & 

Islam, 2016）。Tariq、Jan 與 Ahmad

（2016）亦指出，人力資源是任何成

功組織之骨幹，而 GRHM 之綠色管理

激勵與知識資產保護的概念，對社會

永續性與組織生產力皆具有深遠影

響。Sharmin 與 Gupta（2015, January）

亦藉由使用人力資源管理實踐來定義

GHRM，包含倡導有效實踐之人力資

源規劃，提高員工對績效提升之認知

和承諾，以促進整體資源之虛擲降

低，達成環境可永續維持之宏觀觀

點。易言之，GRHM 強調效率、減少

浪費、改善職場互動態度、平衡工作

生活關係、提高員工績效與留存率，

以實現資源之可持續利用、社會之可

永 續 發 展 的 目 標 （ Margaretha & 

Saragih, 2013 , March）。 

Nagendra 和 Kansal（2015）則將

GHRM 描述為財務收支、跨域互動與

產業發展之綜效政策，藉由減少資源

浪費、降低無謂虛耗、提高員工留存

率，促進資源善用之環保意識。GHRM

之意義不僅彰顯減少不良品與瑕疵品

之環保認知外，亦著重平衡工作與生

活之社會關注，以及維持合理收益與

福利之經濟觀點，進而結合企業社會

責任觀點，以建構環境、社會與經濟

平衡一致之做法（Yusoff et al., 2015）。

GHRM 對 CSR 亦具有關鍵影響

（Buciuniene & Kazlauskaite, 2012），

而永續發展始於成功願景和策略規

劃，其中策略執行需要通過人才管理

和培訓，以提升工作流程與行為之績

效，因此藉由人才管理以有效實施

GHRM，可將其與組織存續發展聯

結，並為組織帶來長期利益（Wagner，

2013）。 

Arulrajah、Opatha 與 Nawaratne

（2016）認為 GHRM 須從人力資源管

理職能的角度進一步延伸，以發揮各

層面功能之無窮潛力。Ehnert 與 Harry

（2012）指出，GHRM 介於永續性和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之間，對經濟與

社會環境之關係，以及宏觀與微觀生

態之層面，皆具有密不可分之聯繫。

GHRM 亦可視為CSR與策略性人力資

源管理之概念結合，形成對社會負責

之人力資源管理，因此 GHRM 應超越

單純之法規遵守，且須融合損害預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3），頁 46-52 幼兒園師資培育 主題評論 

第 48 頁 

防、品質管理與 CSR 之概念，同時組

織亦應招聘與組織具有共同價值觀之

員工、鼓勵員工參與倡議活動並定期

查察、制定獎勵和評估機制以提高落

實度（Renwick, Redman, & Maguire, 

2013），期能藉由落實 GHRM 為組織

提供利潤極大化之機會，並可激發員

工落實環境、社會與經濟平衡之工作

思維。 

三、機制變革 

Harris 、 Wise 、 Gallagher 與

Goodwin（2001）指出永續發展具有三

個關鍵層面，包括經濟（economic）、

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

層面，其中，經濟需結合人力和社會

資本以持續生產精進、環境與資源保

護對價值之永續創造至關重要、社會

福祉體系則與生態多樣性及政府監督

相關。而永續發展策略亦可分為三類

（Jabbour & Santos, 2006），包括功能

專業化、系統整合度、持續競爭性，

Jabbour 與 Santos（2008）更指出，績

效結果需要人力資源實踐，以支持組

織管理體系之整體執行和維護。是以

在 GHRM 中，藉由工作分析、培訓計

畫、職能整合、激勵參與、績效評估

等各種人力資源管理職能規劃，可提

高培育流程效率與降低資源錯置虛擲

（Kapil, 2015; Uddin & Islam, 2016）。

因此檢視目前幼兒園教保員培育採用

審認之機制：書面審查與實際執行、

評鑑機制與規範效力、課程設計與專

業養成，當落差產生而束手無策，不

僅無法精進生產、無益創造價值、無

緣提升福祉，且造成資源虛擲與績效

低落，更可能影響整體教保員培育之

專業性，損及合宜教保服務能力之養

成。爰以系統整合與競爭提升兩大構

面，進一步論述教保員培育機制變革

之思考要項，而前者涵蓋職前教育、

實務訓育、專業培育等三項層面；後

者包括淘汰機制、精進機制、福利機

制等三項層面。 

(一) 系統整合 

1. 職前教育 

教保員培育乃是依據《專科以上

學校教保系科申請培育幼兒園教保員

審認注意事項》（2014 年，12 月 4 日）

之審認制，亦即申請認可學校填具申

請書、檢附計畫書，說明各年級開設

課程之架構明細、師資、抵免學分規

定、專業設備儀材等，並採取書審方

式。雖然亦有規範追蹤訪查與撤銷廢

止認可之條文，但非定期之常態督

導，而是於必要時之抽訪瞭解，其嚇

阻或實際效力，著實值得商榷。易言

之，申請培育幼兒園教保員之學校的

書面內容審查通過，並無法保證實際

執行與運作，是完全照章行事，倘若

兩造差異發生，攸關學生權益與幼兒

福祉，如何處理應縝密預做規劃。 

2. 實務訓育 

教保服務人員中之幼教師，需通

過國家考試之教師資格檢定（「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辦

法」，2017 年，8 月 24 日）；托嬰中心

之保母，亦需通過保母人員技術士技

能檢定（「技術士技能檢定各職類共用

規範」，2017 年，8 月 4 日），但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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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幼兒園數量約七成之私立幼兒園

（教育部，2017），其聘用之教保員卻

無任何資格檢定的機制，僅需依規定

修畢教保專業課程 32 學分，即具幼兒

園教保員資格（「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

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

認定辦法」，2017 年，8 月 7 日），條

件似乎過於寬鬆而易導致良莠不齊之

現象。易言之，政府實應思考設計資

格檢定之機制，而非僅是修畢課程，

以期藉由教保員培育後端之品質把

關，提高教保員專業素養與職能，確

保幼兒能受到專業之教保照顧。 

3. 專業培育 

師資培育學校固定接受師資培育

評鑑（「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

點」，2017 年，1 月 6 日），包括教育

目標與核心能力、行政運作與自我改

善、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教師質量

與課程教學、學生學習成效、實習與

夥伴學校關係等項目，以期維持專業

培育之水準。然而培育教保員之學

校，似乎並無相關機制，僅需依據《幼

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

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辦法》（2017

年，8 月 7 日）之規定，即能大量培育

教保員。倘若培育過程出現瑕疵，亦

無及時檢視與修正機會，極易大量複

製錯誤而使非專業之教保員流入市

場，造成無法彌補之重大傷害。易言

之，政府實應落實評鑑制度，定期評

鑑培育教保服務人員之大專校院，確

保專業培育之落實。 

 

(二) 競爭提升 

1. 淘汰機制 

聚焦績效提升乃是人力資源管理

之核心目標，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

因此政府宜倡導重視處理績效不佳之

幼兒園教保員與培育機構的管理思

維，在明訂處理原則與法源依據之

後，縝密思考建構公平之淘汰機制，

始能有效處理營運績效不佳、弊端叢

生之培育機構；情緒浮動、行為不當

之教保員，亦即藉由負增強以提振組

織效率、減少資源錯置、降低不適任

情形，進而彰顯減少不良品與瑕疵品

之環保認知。 

2. 精進機制 

雖然現行法令已有每年平均至少

18 小時之教保專業知能研習的規範，

但快速社會變遷使幼兒與家長之需求

隨之變易，唯有不停之自我精進，始

能維持高度專業之教保知能、提供符

應需求之教保服務。因此政府宜規劃

系統化之高質量研習課程，並訂定分

級制之研習進修制度，協助教保員進

行自我專業檢核與需求反思，亦可善

用網路線上課程，開闢不受時間與空

間限制之學習管道，持續創造永續發

展之社會價值。 

3. 福利機制 

私立幼兒園教保員普遍面臨薪資

福利不佳、工作時數太長、高壓情緒

過大之不利勞動條件，倘若沒有高度

教保服務熱情，的確留才不易。然而

熱情易磨滅，因此政府於推動擴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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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化教保服務之時機，應慎思如何改

善教保員之勞動條件與薪資福利，著

重平衡工作與家庭之生活品質、促使

均衡投入與產出之勞動報酬，以達成

維持合理收益與福利之經濟觀點。 

四、結語 

在現行法規與制度下，教保員是

幼教產業之主要成員，其良寙直接影

響教保服務水準，是以值得特別關注

其培育機制。然而目前教保員培育管

道相當龐雜且把關寬嚴不一，為避免

良莠不齊之素養危及幼兒權益，政府

實應縝密思考處理與預做規劃，因為

人力資源是組織最有價值之資產，而

落實人力資源管理則決定組織創新成

功性與策略有效性。GHRM 乃是 CSR

與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之結合，可藉

由工作分析之培訓計畫、績效評估之

汰劣擇優、激勵參與之職能提升等規

劃，提高流程效率與降低資源錯置，

落實經濟、環境與社會平衡一致之做

法。本文依據 GHRM 觀點探討教保員

培育機制之變革，提出涵蓋職前教

育、實務訓育、專業培育等三項層面

之系統整合構面，以及包括淘汰機

制、精進機制、福利機制等三項層面

之競爭提升構面，期能為目前幼兒園

教保員之培育機制變革，提出建設性

之思考要項，以達到保障幼兒權益、

維持教保專業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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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非營利幼兒園的核心價值談教保服務人員的專業 

培訓 
李淑惠 

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務系助理教授 

 

一、教保公共化政策之推動 

近幾年來，教育部積極推動教保

公共化政策，期待透過計畫提供優質

近便與家長可負擔之教保服務，增加

幼兒進入公共化幼兒園的機會，鼓勵

婦女就業，同時，也能增加教保服務

人員工作機會及合理之薪資待遇，提

升學前教保專業品質。 

在教保公共化政策中，最受矚目

的應屬非營利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

的設置型態為私立，其雖然和公幼都

屬於教保公共化計畫的一環，在招生

上也都以不利條件幼兒為優先收托對

象，但是在經營型態、收托時間、收

費、督導規範與機制等，均與公幼不

同。 

目前全臺灣已經有 78 家非營利幼

兒園開始營運，已招收名額為 8,769

名。按照教育部的規劃，預計從

106-109 年全國增設公共化幼兒園將

達 1,247 班，共收托 34,249 名幼兒，

同時，教育部期望到 109 年，幼兒就

讀公共化教保比例能從目前三成提升

到四成的目標(教育部，2017)。如果按

照預計增設的非營利幼兒園班級數來

推算，那麼，在此教保公共化計畫中，

至少需要近二千五百名教保服務人

員，這些教保服務人員的專業素養與

能力，也會影響整體教保公共化的品

質。 

二、非營利幼兒園的核心價值與

落實 

非營利幼兒園政策係從教育部原

先推動之友善教保服務計畫發展而

來。推動之初，歐姿秀、陳淑琦、李淑

惠(2013)從政策精神與發展，綜整出公

民參與、公平正義與優質平價三個核心

價值，作為非營利幼兒園持續規畫設計

與實務操作之參考。隨著非營利幼兒園

之政策與法令日趨完備，非營利幼兒園

的辦理目標，定調於政府委託公益法人

或核准公益法人申請興辦，為協助家庭

育兒、家長安心就業、推廣優質平價及

弱勢優先的教保服務，收費依營運成本

計算，保障教保服務人員薪資福利，提

供友善教保環境。也基於以上目標與上

述學者所提出之非營利幼兒園核心價

值，後續發展出更具體的核心價值內

涵，包括公私協力、平等尊重、專業整

合以及社區互動。公私協力是指公部門

與公益法人共同合作，建立良性互動的

夥伴關係(包括縣市政府、場地主管機

關、公益法人以及幼兒園的互動關係)，

共同運作非營利幼兒園；平等尊重係指

促進幼兒、家長與教保服務人員間的平

等互惠；專業整合則是致力於提升教保

品質之專業團隊的整合與發展；社區互

動則是重視學齡前幼兒之家庭需求，提

供育兒資源之連結與交流平台。這四個

核心價值，除了體現在非營利幼兒園的

行政運作體制中，同時也應落實在課程

與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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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營利幼兒園中教保服務人

員的專業培訓 

在幼教現場，教保服務人員的專

業是影響幼兒園品質的關鍵因素。然

而，因為非營利幼兒園的體制有別於

公幼與一般私幼，同時強調核心價值

的落實，因此，針對非營利幼兒園中

的教保服務人員所需具備的專業能力

就顯得相當重要。 

筆者從這幾年在非營利幼兒園現

場所觀察，發現非營利幼兒園中的教

保服務人員面臨的問題包括： 

(一) 不熟悉非營利幼兒園的政策與規

範 

根據觀察，許多教保服務人員(包

括園長)，對於非營利幼兒園政策的熟

悉度仍舊不足，一來因為此政策尚在

滾動發展中，教保服務人員普遍對此

政策內涵所知有限，影響其專業角色

認知；二來，若承辦的公益法人(母機

構)也未能對非營利幼兒園精神有清楚

的掌握，透過師訓將精神傳遞給教保

服務人員，就很難期待其將非營利幼

兒園精神具體落實。如果母機構、幼

兒園或是教保服務人員對於確保非營

利幼兒園品質所規畫之綿密的督導管

理機制不熟悉，更將使得整體機制在

運作效益上受到限制。 

(二) 不清楚非營利幼兒園與公幼之差別 

除了上述問題外，許多教保服務

人員雖然在非營利幼兒園工作，但是

對於非營利幼兒園與公幼到底有甚麼

不同，仍舊無法清楚區辨，影響其角

色認知與工作心態，同時也會在無意

中扭曲對非營利幼兒園的期待，影響

幼兒園組織文化與氣氛。 

(三) 不了解非營利幼兒園之精神與核

心價值 

筆者發現，這幾年教育部透過各

種不同方式積極宣導非營利幼兒園的

精神與核心價值，已經參與或是準備

投入的公益法人及教保服務人員對於

核心價值似乎也能朗朗上口，但是，

「能說」與「真正了解」似乎仍有一

段差距，以至於在工作中(包括行政與

課程)無法真正體現非營利幼兒園的精

神與核心價值，也使得非營利幼兒園

的特色未能凸顯。 

(四) 缺乏優質的幼教課程與教學之專

業 

雖然教保服務人員在進入幼教現

場前，均受過一定的幼教課程與教學

專業訓練，然而，不同年資與經驗的

教保服務人員，仍會因個人學習狀

況，以及專業社會化歷程不同，展現

出不同的課程教學能力。往往剛畢業

的教保服務人員，因為經驗不足，對

於所學的教保專業理論，較難轉換為

實務知識與行動，造成課程與教學上

運作的困難；而有經驗者，也常因其

過去經驗為分科簿本教學或是才藝教

學經驗，在轉換到強調正常化、統整

性課程教學的非營利幼兒園時，出現

轉換上的困難，影響課程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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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針對上述問題，以下提出

個人淺見，作為非營利幼兒園教保服

務人員專業培訓上之建議： 

(一) 強化對於非營利幼兒園政策之認

識 

目前教保服務人員的專業訓練主

要以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中所規定之科

目學分為主，所學習之內容主要以課

程與教學居多，教保政策的介紹則放

在幼兒教保概論的課程中。然而，非

營利幼兒園作為目前國家幼教重要政

策，應於職前專業訓練課程中，多加

著墨其政策內涵以及運作規範與方

式，讓教保服務人員透過對非營利幼

兒園政策的認識，能區辨其與公幼之

差異，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與責任，

同時建立正確的職場態度，以利非營

利幼兒園的整體運作。 

(二) 深化基本教保專業知能 

作為一位專業的教保服務人員，

正確的幼教課程與教學的能力是最基

本的要求，然於幼教實務運作現場，

卻也常發現教保服務人員在理論與實

務轉換間出現困難，而這並不是非營

利幼兒園單獨會面對的問題，而是幼

教現場全面性的問題。因此，建議未

來教保服務人員於基本教保專業知能

訓練中，除了透過見習與實習強化理

論轉化到實務的能力外，也應強調正

常化、統整性教學之觀念，並進一步

考量規畫教保專業能力之檢核機制，

確保每一位教保服務人員進入幼教職

場時具備課程與教學能力，以提升幼

教專業之品質。 

(三) 強化對非營利幼兒園核心價值的

了解 

非營利幼兒園的教保服務人員除

應秉持著教保服務實施準則之規定進

行課程與教學，強化幼教課程專業能

力，並將此能力實踐於幼教現場外，

同時還需精準掌握非營利幼兒園的精

神與核心價值，才能將信念轉化到教

學行動中。例如，在「平等尊重」方

面，幼兒園於日常對待師生與家庭均

能平等尊重，建立友善工作職場，尊

重幼兒的個別差異性以及家庭的多元

文化；在「專業整合」方面，幼兒園

可以透過整合幼教與早療專業，連結

母機構相關專業協力，善用社區資源

來具體實踐；在「社區互動」方面，

幫助幼兒認識在地社區，連結家長資

源，課程活動與社區深度結合並持續

性發展，透過多元管道方式向社區推

動非營利幼兒園概念等；在「公私協

力」部分，縣市政府與公益法人、場

地主管機關協力、成立社區自治委員

會以及非營利幼兒園聯繫會議等，都

是具體的做法。 

四、結語 

綜觀目前教育部學前政策推動方

向，非營利幼兒園應是個永續經營的

政策，教保服務人員唯有清楚掌握非

營利幼兒園的政策內涵、規範與制

度，並且熟悉精神與核心價值，才能

將其真正落實於現場，確保整體的運

作品質，讓所有幼兒都能從高品質的

非營利幼兒園獲得完整的發展與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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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兒童產業發展趨勢談學前教育階段人才的培育 
黃志雄 

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一、前言 

許多國家將幼兒的教育品質視為

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之

一 ， 國 際 經 濟 合 作 發 展 組 織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

OECD）便要求各會員國制定與推動學

齡前兒童教育與照顧的政策，將提升

幼兒教育與照顧品質視為國家的優先

政策（OECD, 2012）。而為了能夠有效

提升幼兒教育和照顧的品質，肩負照

顧和教育學齡前兒童的教保服務人

員，便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

也因此更需關注學前教育階段人才的

培育議題。 

近年來，我國人口結構發生了「少

子女化」「高齡化」和「異質化」等變

化，其中又以「少子女化」為其根本

原因，其結果將對國內產業、社會和

教育發展產生重大的衝擊（林文樹，

2013）。而少子女化的趨勢，對於首當

其衝的學前教育而言，更顯得影響深

遠和重大，包括對於市場供需和產業

結構的改變，以及反應在學前教育機

構經營和人才培育上的問題。因此，

本文將從少子女化的發展趨勢下所導

致的市場供需和產業結構的改變，從

目前兒童產業的發展趨勢，探討我國

學前教育階段人才的培育。 

 

 

二、少子女化下的危機與挑戰 

少子女化對學前教育階段的影

響，包括直接影響學前教育機構的經

營，以及間接影響學前教育階段的人

才培育。其中，對於學前教育階段人

才培育的影響更鉅，雖說，教育是十

年樹木百年樹人之業，但在供需失衡

和市場導向的現實社會環境中，亦不

得不面對此一重大的危機與挑戰。 

大約從十年前開始，學生在選讀

高中職的科系，許多家長便因著社會

媒體對於少子女化的相關報導，擔心

孩子大學畢業後的出路不多、工作不

好找，而建議孩子不要選讀幼教和幼

保相關科系。處在這樣的輿論氛圍和

社會環境下，不只是高中職階段的幼

保科學生人數減少或關閉，就連大學

階段的幼教/幼保相關科系，亦面臨相

同的危機，在生源減少和就讀意願降

低的情況，許多科大幼保系面臨轉型

和更改系名的挑戰，許多幼教系亦從

原本完全師培的學系，轉型為非師培

學系，並開始增設幼教產業相關課程。 

面對越來越嚴峻的少子女化問

題，身為學前教育階段人才的培育

者，應先思考人才培育和轉型的目的

是什麼？轉型後的目標後是什麼？因

此，除了要思考教導學生哪些核心的

專業與能力外，更要思考人才培育的

市場在哪裡？所培育出的人才適合在

什麼市場？或是所培育的人才是否符

合目前的市場需求？如果學校沒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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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產業人才的需求，以及人才培育目

標與未來就業市場的銜接與準備，再

多的轉型和更名，只是流於形式而徒

勞無功。 

其實，一件事情可以涵蓋許多的

面向，不能單純只從某個角度思考。

以少子女化對學前教育階段人才的培

育而言，雖然，有不少人認為因為少

子女化，會使得學前教育階段的工作

機會與選擇減少，然而，也可能因為

少子女化，而使得學前教育階段凸顯

其重要和加值性的效果。因此，不能

只從「現在的問題」看「未來」，應該

要從「未來的需求」看「現在」。危機

其實亦是轉機，因為少子女化的趨

勢，我們可以兼顧市場和產業的需

求，藉此讓學前教育朝著多元化、產

業化和專業化的方向發展，方能從「未

來的需求」看「現在」，找到有效的因

應之道。 

三、學前教育階段人才培育的危

機 

過去，臺灣在學前教育階段的人

才培育，採取教育和照顧雙軌制，由

高教和幼教師資培育為主所培育的人

才，大多投入以教育為主之幼稚園，

另一方面，由高職和技職校院所培育

的人才，則是投入以照顧保育為主的

托兒所。然而，回顧我國這幾年來在

學前教育人才培育制度的發展，受到

開放大學教育和高教普及化的影響，

我們在學前教育階段人才的培育顯得

有些「不正常」。原本的學前教育人才

培育制度，規劃從大學、專科和高職

等不同學制，分別培育幼教師、教保

員和助理教保員等不同性質和能力之

學前教育階段人才。但曾幾何時，原

本的專科和技術學院都已紛紛升格為

科技大學，臺灣所培育的學前教育階

段人才，一下子均提升到大學學歷，

雖然大大地提升學前教育人才的素質

和能力，然而，臺灣的幼教和兒童產

業市場，並沒有同步跟隨著改變和提

升。 

追求專業與提升幼兒教育品質，

一直是臺灣教育界努力的方向，2012

年開始實施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將分流數十年的「學前教育」與「托

育照顧」成功整合，將原來「幼稚園」

與「托兒所」整併改制為「幼兒園」（梁

佳蓁，2016），並訂定一系列提升教保

服務人員培育的辦法，以確保學前教

育階段人才培育的品質，以及展現幼

教專業（教育部，2011；2012；2016）。

然而，由於臺灣在學前教育階段，以

私立幼兒園和機構的比例較高，受到

少子女化和臺灣社會環境的影響，許

多幼兒園和機構在市場供需失調和經

營成本的考量下，難以聘任足夠的人

員和提供友善的工作環境。使得學前

教育階段的人才，雖然已普遍具備大

學學歷和幼教專業，但在薪資所得方

面並未獲得同等的提昇與重視。 

由於臺灣社會高教的普及化，學

前教育人才培育的銜接也大受影響，

原本的雙軌和不同學制的銜接已不復

見，高等教育中的幼教系和技職教育

中的幼保系均可培育幼教師和教保

員，再加上社會上對少子女化危機的

輿論，使得有許多高職幼保科學生對

未來的出路感到迷茫，或是認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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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當幼教師或教保員一途，總覺得

讀了高職幼保科就只能繼續升學。在

高中職階段只以準備考試和升學為考

量，而忽略了很重要的職涯和興趣的

探索，以及基礎實務經驗和能力的累

積。特別是在技職教育體系中，若強

調升學而不強調實務能力，人才培育

便會出現很大的盲點和危機，最後導

致經常被人詬病的學用落差問題。事

實上，學用落差的問題，並非只受到

大學這四年的影響，而是目前國家整

個人才培育制度未能符應社會市場的

改變所導致。 

常言道，無法改變現況，就要去

面對。面對上述學前教育階段人才培

育的問題，我們需能掌握國內外兒童

產業的發展與趨勢，以思考未來該如

何因應。因此，在進行學前教育階段

人才的培育時，除了考量幼教專業和

課程需要外，更需能將社會發展和市

場需求一併納入，使我國學前教育階

段人才的培育，能夠化危機為轉機。 

四、學前教育和兒童產業的發展

趨勢 

受到少子女化和社會環境改變的

影響，兒童產業的發展分別朝向精緻

化、專業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等多元

角度開展。雖然，少子女化問題嚴重

衝擊了學前教育機構的經營，以及學

前教育階段的人才培育，但隨著家庭

人口結構的改變和子女人數的減少，

家長在子女教育的投資上也產生了改

變，少子女化促使家長投資在子女教

育上的意願和金錢增加，而當市場中

的需求增加時，因著市場供需的調整

與改變，服務的內容與品質亦會隨著

改變和提升（徐達光，2015），也因此

帶動了兒童產業的興盛和精緻化的發

展。 

一直以來，臺灣社會或是整個華

人社會，對於學前教育的觀點，總認

為照顧好孩子就好，並不需要太多的

專業。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少子

女化所帶來的教育精緻化，現在的學

前教育則更需要能展現「專業」，學前

教育階段的人才需要能瞭解每個年齡

層的兒童發展，需要給兒童什麼樣的

學習內容，以及那些活動適合哪個年

齡層的兒童等，使得學前教育階段逐

漸強調精緻化的服務內容，並提供專

業化的服務。從近幾年相關法令和辦

法的制定，包括《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特殊教育法》、《幼兒園教保服

務實施準則》以及《幼兒園教保活動

課程大綱》等的訂定可知，無非都是

在提升學前教育的專業和服務品質。 

同時，也是因為少子女化的關

係，學前教育階段的服務觸角需向上

和向下延伸，將幼兒的服務範圍擴

大，從原本以收托 2 至 6 歲的幼兒園

為主，向下至 0 歲的托嬰中心，從出

生的嬰幼兒開始便提供服務，向上則

為 6 歲以上至 12 歲的兒童，提供才藝

班、安親班及課後照顧服務，此外，

過去的幼兒園不用怕招不到孩子，且

還可以有所選擇，但現在因為少子女

化，孩子一來就要收托，再加上《特

殊教育法》的修訂，將特殊教育服務

對象的年齡，從原本的 6 歲，向下展

延至 2 歲，要求學前教育機構和學校，

必須保障孩子的受教權（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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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使得有越來越多的發展遲緩兒

童或疑似特殊需求的孩子進入幼兒園

就讀，教保服務人員亦需能提供其所

需之個別化教育和融合教育，以滿足

其需求。換言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

的市場化過程，使得兒童產業的服務

範圍擴大，所有 0 至 12 歲的兒童，都

是學前教育階段服務的對象，而且不

只是照顧到兒童本身，就連兒童的家

庭也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此外，現今許多海外華人地區開

始重視華文，國外許多學前教育機構

開始教授華文課程，包括：新加坡、

馬來西亞、美國和澳洲等，同時也發

現缺少具備幼教專業的華文教師問

題。以新加坡為例，近年便積極到臺

灣招募具備幼教專業的華文教師，由

於臺灣在學前教育階段的人才培育較

為完整且專業，相較於中國所培育的

幼教教師，臺灣的學前教育人才在幼

教專業和課程實施的素質較高，因此

成為海外市場的主要招募對象。也因

此，使得兒童產業和學前教育階段人

才的市場，隨著全球華文熱和華文教

師的需求，邁向國際化的發展趨勢。 

五、幼兒專業實務人才之培育趨

勢 

在少子女化的趨勢下兒童產業面

臨著市場轉型和產業轉型，學前教育

階段的人才培育，已逐漸朝向培養幼

兒專業實務人才的方向發展。在市場

轉型方面，受到少子女化的影響，消

費者的需求改變，兒童產業的市場也

跟著改變，目前兒童產業市場朝著兼

顧親子和家庭需求，滿足包括孩子、

家長和家庭其他成員的需求發展，也

就是說滿足全家人的需求，就可以成

為一個成功的兒童產業，另外也可以

跨足海外市場，人才、圖書、玩具輸

出到各個國家。而在產業轉型方面，

產業的發展必然跟著市場改變，因少

子女化而發展出的兒童產業精緻化，

例如：托嬰中心、坐月子中心、玩具

客製化、親子餐廳等都需要更多幼教

專業知識，玩具的精緻化及優化服務

的品質，更可以吸引家長購買，同時，

提供多元的服務項目，並整合消費者

的需求以提供個別化的服務。 

過去在學前教育領域的人才培

育，似乎只聚焦在以幼教老師、教保

員和保母為主的教保產業上。但，事

實上在整個學前教育領域中，以教育

和保育為導向的教保產業，只是其中

的一部分，若以整個市場導向來看，

學前教育領域的人才，應可擴展到兒

童產業中，涵蓋與兒童有關之食、衣、

住、行、育、樂等各項活動，包括兒

童教育事業、兒童福利服務、嬰幼兒

食品和副食品、兒童服裝、玩具、圖

書等，或為兒童（嬰幼兒）專門設計

之各式商品等相關經濟活動。而在上

述的許多產業中，都需要有學前教育

專業的投入，像是幼教玩具產業，玩

具的開發過程及完成都必須測試，而

如何玩、如何操作、適合那些年齡層

的孩子等，也都需要學前教育的專業

來因應，此外，像是兒童（親子）餐

廳和親子旅館等，亦須能應用教保專

業，來滿足現代父母在育兒時兼顧休

閒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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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同心圓來闡釋教保產業和兒

童產業，兒童產業是外圍的大圈，有

許多不同市場需求所組成的服務內容

和產品，教保產業則是在大圈裡的核

心小圈，兒童產業的發展，需要仰賴

核心小圈的教保專業，兩者應是相輔

相成、共存共榮。因此，學前教育階

段的人才培育，亦應能兼顧教保和兒

童產業的發展趨勢，培養具備幼兒專

業與實務能力之學前教育人才。 

作者認為要能落實幼兒專業實務

人才的培育，人才培育單位需能配合

市場和產業的轉型，從系所轉型中開

展符應兒童產業趨勢之人才培育活

動。除了教保核心專業能力的培養

外，亦應發展與兒童產業相關之正式

和非正式課程，增加學生對兒童產業

市場和實務的認識與理解，並能從中

瞭解自己未來可能的職場和所需的能

力。在培育學前教育階段的人才時，

可以配合正式或非正式課程，安排學

生進入未來可能的職場裡去看看，引

導學生先去思考自己適不適合，再去

思考自己欠缺了什麼？同時，從兒童

產業見習及實習的過程中，學生或許

會發現自己不適合從事教學工作，便

可以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考可以有哪些

不一樣的就業職場。 

從大同心圓的兒童的產業架構來

看，不是僅僅侷限在幼兒園的工作

裡，而是引導學生從中發想和思考，

未來可以和適合從事甚麼工作，在人

才培育過程中多增加實務現場認識，

可以幫助學生知道自己的未來職場在

哪裡，以及反思自己適合往哪個職場

發展，以便能盡早準備該職場所需的

對應專業實務能力。從教育心理學的

角度來看，當學習者能清楚自己想做

甚麼、要做甚麼後，再去學習他所需

要的內容，這樣方能在「有意義的學

習」下，有效的將理論與實務結合，

也從能夠「學」以致「用」。 

以作者服務的單位為例，配合市

場和產業轉型，除了以幼兒教保為核

心的專業課程外，亦規劃了嬰幼兒照

護、課後照顧和特殊教育三個模組，

每位學生至少需選擇一個模組學習專

業課程，以培養教保核心的專業能

力。同時，安排兒童產業機構志工見

習、四年一貫產學見實習、專題實務

製作、幼兒園見習、海外職場見實習

和全學期之校外實習等活動，讓學生

到托嬰中心、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托

育資源中心、親子館、故事屋和親子

餐廳等非幼兒園的職場，以提升學生

對兒童產業的認識和實務經驗。此

外，透過跨領域學程的開設，如兒童

美語教學學程、兒童文化產業學程、

兒童造型美學學程、早期療育就業學

程和海外實習增能課程等，讓學生有

更多元化的學習。 

除此之外，為使人才培育單位發

展能與產業實務接軌，除以學校三所

附設幼兒園，提供人才培育過程中的

觀摩、見習、實作和實習外，更承接

四間公辦民營之兒童福利服務機構，

包括托嬰中心、托育資源中心和居家

托育服務中心等，提供學生職場體

驗、實務增能、專題實務製作、見實

習、和就業銜接等實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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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展望未來 

展望未來，在學前教育階段的人

才培育，需能以兒童產業發展趨勢為

藍圖，重新架構符合市場和產業需求

之多元和精緻化的專業課程十分重

要，不單純只著重在教保專業，而是

能兼顧兒童產業的發展，分別滿足精

緻化、專業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多

元發展需求。此外，若從兒童產業發

展需求的人才培育角度而言，不論是

高中職端、大學端或是業界端，都肩

負著學前教育人才培育的責任，因

此，應該從高中職端開始，辦理一條

龍式的人才培育架構，在高中職相關

課程中，加入兒童產業探索和實務課

程，而大學則是需要擔任高中職與業

界間的轉介點，提供更多職涯探索和

實務增能的學習內容。如此，才能讓

未來的學前教育人才，從高中職開始

便能規劃自己的未來，瞭解適合自己

的兒童產業和服務對象的年齡層，並

進而提升自己的幼教實務專業及就業

能力。在少子女化的趨勢和衝擊下，

帶著專業及信心逆風飛翔，讓大學畢

業成為新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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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話直說：關於「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吳樎椒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育學院訪問學者 

 

如果用一個完整的「人」來形容

一所幼兒園，硬體設備應是骨幹、教

保服務人員就像血與肉、行政系統與

親師關係則如皮膚毛髮、而幼兒園的

課程則如一個人的靈魂主導著幼兒園

的思維與行動。長久以來，教育被許

多職場人士批評為不符合真實生活需

求、落後時代趨勢數十年的知識加工

廠。即使百年前 John Dewey 即提出的

進步主義已提醒人們「教育即生活」；

然而，今日教育場上的流行語「翻轉

教育」只不過是冷飯重炒、用百年前

的眼光看現在、卻未必看得到未來的

「事後諸葛」！誰能前瞻未來生活所

需要的關鍵能力？誰又能重視扎根幼

兒教育的課程是一切學習的基礎？ 

若說師資培育是教育成功的基

石，那師資培育的核心莫過於培養師

資生與在職教師對「幼兒園的靈魂」--

課程--的多元思維與實務建立了。幼兒

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暫行綱要的發想

與實驗耗費了不少時間和金錢，在 106

年正式宣布正式生效。站在師培教育

者的立場，筆者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喜的是，時代的巨輪往前了數十年，

新課綱終於往前滾動了一些，替代了

舊課綱以分科和知識導向及教師為主

的學習模式。憂的是，新課綱的培育

重點、模式、與修正反思的機制皆有

更進一步改善的空間，如今卻成了法

令，想必許多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

然的「應付措施」又要相應而生。以

下列出筆者的拙見： 

一、師資培育應兼重職前教師與

在職教師 

多數國家在進行教育改革之前，

非常重視師資培育先於政令的實施。

不管是實施前之職前師培的提升、或

是針對在職教師利用暑假規劃回流教

育等，都是確保職前教師或在職教師

的培訓到達一定的人數和水平之後，

政策才能實施。因此確保了孩子的受

教權(不是實驗的白老鼠)、並保障在職

教師的教學品質，讓教師在進行教學

之餘不用被速成的進修課程壓得喘不

過氣來；而職前教師也能利用充分的

職前課程中習得紮實的課綱理論與實

務。但反觀臺灣在實施幼兒園教保活

動課程大綱時，卻多以在職老師進修

為主，缺少職前師培教育的行動；且

多數在職教師一邊接受研習課程、一

邊實施新課綱，理論與實務的磨合時

間漫長，是否造成師、生雙輸的現象

值得探討！ 

二、課程模式缺乏多元面貌 

在近幾年許多幼兒園的得獎課程

中看見許多令人感動的課程與學習，

但隱藏在背後的許多的問題是華麗外

表下不被承認的假象！有多少人願意

視課程本就是幼兒的生活與經驗而非

過度包裝的故事和聲光效果十足的報

告？！有多少人在讚揚這些卓越課程

之際，希望找到自己的課程精神而非

複製「卓越的課程模式」！在推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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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的過程中，或許太高估了幼教人

員的能力，想把十幾年前九年一貫課

程失敗的產物(主題統整課程)一股腦

兒的塞進幼教人員的腦中。又或許太

低估幼教人員，把原本開放的幼教課

程設計與多元的幼教課程模式，導向

Frederick W. Taylor 的課程設計工學模

式。缺乏多元的課程模式、步驟化的

課程設計、許許多多的教師手冊、及

優質學校的課程設計範例等等。幼兒

園本是唯一可以實踐多元教育理念與

開放教育的殿堂，或許或因為評鑑與

法令，花園中不再百花齊放了，老師

課程設計之自主權與能力也被削弱

了！筆者不禁想問：教學是門藝術？

還是技術？！ 

三、缺乏證據支持的指標內容與

課程發展 

新課綱學習指標的建立乃強調以

幼兒發展為基礎，但在課綱的推行中

遍尋不著文獻的探討與分析、亦不見

公開的實驗研究報告以支持指標的建

立。多年來，推行新課綱的學者們致

力於這個大工程，卻僅有少數的書籍

和文章發表在學術界。綜觀臺灣的幼

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乃是國際上具

前瞻性的創舉，若能更積極的結合學

術與實務界的實徵研究，發表致內國

內外期刊，透過更多學術同儕與實務

的檢核機制，如此更能彰顯新課綱的

價值。 

四、缺乏多項溝通與滾動修正的

機制 

從事教育改革需要多方的認同與

努力才有成功的機會，新課綱的推動

是否真的做到：凝聚多方教育學者們

的共識、傾聽來自不同城鄉差距幼教

人員的心聲、並努力與社會大眾溝通

理念等重要工作的落實，值得深

思？！若政策制定缺乏多項溝通，在

信者恆信、而不信者仍不信的狀況

下，多頭馬車的政策終將臺灣的幼兒

教育重新撕裂。 

幼兒教育是臺灣升學主義下的最

後一片淨土，在教育城鄉差距仍極鉅

的情形下，筆者認為新課綱的推行亦

要以幼教人員與孩子的先備經驗為起

點，以開放教育的理念為起點。「學習

指標」與所有課程設計的要領只是提

醒教師孩子學習重點的參考值，切勿

矯枉過正、走火入魔；而幼教人員也

要具有智慧與不斷學習的能力，帶給

孩子有意義且概念化的學習。期許社

會上賦予幼教人員的錯誤印象：「只是

帶孩子玩而已」、「教書像工廠作業

員，按照一定步驟就好了」能一一被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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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保課程綱要和十二年國教課綱之核心素養的

銜接 
陳得文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系兼任助理教授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我國即將實施的「十二年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教育部，2014，以

下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綱）期許學生能

獲得社會適應力和應變力，「素養」

（competency）成為關鍵性觀念，為落

實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理念與

目標，茲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

展之主軸，以裨益各教育階段間的連

貫以及各領域/科目間的統整（教育

部，201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即

將於 108 年實施，在 106 年八月教育

部也宣布正式實施《幼兒園教保活動

課程大綱》(教育部，2017，以下簡稱

幼兒園新課綱)，這也是幼稚園和托兒

所近百年來的重大變革，更是幼托整

合之後幼兒園的主要課程依據。 

相對於許多國家自幼兒園開始實

施國民教育，整體規劃 K-12 或 K-16

等課程政策，我國在近年來陸續針對

國民教育和幼兒園教育進行重大課程

政策改革，是否藉此機會適當銜接，

使國民所受到的教育更具整體性、一

貫性、統整性，值得探討。 

本文針對十二年國教課綱之核心

素養、幼兒園教保課綱與教學規範的

最新變遷，探討其間相關聯的理念銜

接性，整合執行的實務性，以作為後

續研究和實施的參考。 

二、核心素養：課程改革的 DNA 

十二年國教課綱中，「素養」是相

當重要的關鍵性觀念。素養也是聯合

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a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 (UNESCO, 

2009)、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等國際組織的關

注教育議題，以及芬蘭、日本、法國、

紐西蘭等國家的國定課程核心（蔡清

田，2014）。因此素養的意涵和理念，

對於未來課程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根據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素

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

面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

力與態度』。「核心素養」強調學習不

以學科知識及技能為限，應關注學習

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力行而彰顯

學習者的全人發展，強調培養以人為

本的「終身學習者」，包含「自主行

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等三

大面向，再細分為「身心素質與自我

精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

劃執行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

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

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

民意識」、「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

元文化與國際理解」等九大項目（教

育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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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清田（2014）將素養界定為一

種涵蓋認知、技能和情意的複合構

念，不只重視知識，也重視能力、更

強調態度的重要性。簡言之，素養的

內涵包括知識、能力、態度之統整，

超越工業社會經濟框架對於職業和工

作的技術能力的強調。 

此外，蔡清田（2014，39-50）指

出，因此，素養除了重視知識和技能，

更重視「全人」或「全方位」的教育，

是包括知識、能力、與態度多層面統

整之「整體性」。而素養並非與生俱

來，而是從學習中獲得，需要透過教

育規劃設計。社會已經由工業時代、

轉變為複雜多變的新經濟時代，教育

也已經不適合再用過去標準化的職業

工作導向教導學生。因應未來全人面

對多元生活環境所需，教育應該將個

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結合，培養學生的

統整性素養。 

素養之中，最重要的「核心素養」

（key competencies）可說是一個人為

了生存、延續生命和未來發展應具備

的素養，能夠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

來挑戰，進而成為一位有責任和教養

的公民（吳清山，2017）。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於

2003 年所提出的核心素養包含三個主

要層面，包括運用互動工具（using tools 

interactively ）、 異 質 性 團 體 互 動

（interacting in heterogeneous groups）

與自主性行動（acting autonomously）

等（吳清山，2017）。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也提

出廿一世紀所需的基本技能（skill）將

包括基本素養（foundational literacies）

如語文素養、數字素養、科學素養、

資訊科技素養、財務金融素養、文化

和 公 民 素 養 ； 以 及 能 力

（ competencies）：如何應對複雜挑

戰，如批判思考/問題解決、創造力、

溝通、合作；和個人特質（character 

qualities）：如何應對環境變遷，如好奇

心、主動性、堅持力/耐力、適應力、

領導力、社會和文化覺察，最後成就

全人終身學習的能力（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可見面對未來多元變動

的複雜社會，培養統整性的素養是一

個頗受各界肯定的教育方向。 

三、幼兒園課程與教學規範的發

展 

(一) 幼稚園課程標準 

臺灣早期沒有幼稚園課程標準或

類似文件，1945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

臺，就將國民政府南京時期 1936 年修

訂公布的《幼稚園課程標準》，引用為

臺灣幼稚園課程實施依據，後續在臺

灣又有 1953、1975、1987 三次修訂（翁

麗芳，2017）。 

1981 年《幼稚教育法》公布，1987

年再修訂《幼稚園課程標準》，強調幼

稚教育的實施應以健康教育、生活教

育、倫理教育為主，不得為國民小學

課程的預習和熟練；並以活動課程設

計型態做統整性的實施，採用單元（主

題）教學，打破學科界限，而以問題

或實際的活動為中心來聯絡貫穿各科

教材，使幼兒在學習過程中獲得完整

的知識和經驗，以幼兒為主體，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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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學習，重視教材之選編（幼稚園

課程標準，1987）。 

教育部 2012 年 10 月 5 日發布「幼

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2016

年 12 月教育部正式修定《幼兒園教保

活動課程大綱》，取代了《幼稚園課程

標準》；成為幼托整合後幼兒園課程的

法定依據。 

(二)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教育部於民國 106（2017）年 8 月

1 日正式實施幼兒園新課綱，研修新課

綱之主要背景，是因應幼托整合。 

新課綱主要背景為： 

1. 確立教育與照顧的綜合性服務，解

決「幼托分離」造成的體制紊亂。 

2. 提升幼兒教育與照顧的品質，以符

合幼兒需求及現代社會期待的新

課綱，打造優質的教保環境。 

3. 厚植幼兒教育的多元發展，透過新

課綱，建構幼兒課程規劃與實踐的

溝通平臺，提供幼兒有意義的學習

方向，也協助幼兒園建構特色課

程，關注各學習階段的銜接，以利

未來的學習。 

4. 以全球視野發展在地行動，參照全

球化造成的國際同質性，連結家庭

和社區，提供幼兒在探索生活環境

中認同本土，了解文化，接納多元

(教育部，2017)。 

由幼兒園新課綱修訂背景可知，

新課綱取代數十年前的課程標準和教

保手冊，具有時代意義，著重幼托整

合的銜接和連貫，以及全球化環境的

時空背景對於幼兒教育的衝擊。然而

對於與國小以上的國民教育銜接，雖

有提及，並未有太多著墨。 

幼兒園新課綱將幼兒園課程分為

身體動作、認知、語文、社會、情緒、

及美感六個領域。在總綱中說明新課

綱的宗旨，是立基於「仁」的教育觀，

承續孝悌仁愛文化，陶養幼兒擁有愛

人愛己、關懷環境、面對挑戰、踐行

文化的素養，並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為其宗旨；使幼兒成為重溝通、講道

理、能思考、懂合作、有信心、會包

容的未來社會公民。 

總綱中設定了六大「核心素養」，

意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

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

度，希望透過統整各領域課程的規劃

與實踐，陶養幼兒擁有核心素養，六

大核心素養簡述如下（教育部，

2017）： 

(一) 覺知辨識：運用感官，知覺自己

及生活環境的訊息，並理解訊息

及其間的關係。 

(二) 表達溝通：運用各種符號表達個

人的感受，並傾聽和分享不同的

見解與訊息。 

(三) 關懷合作：願意關心與接納自

己、他人、環境和文化，並願意

與他人協商，建立共識，解決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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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理賞析：運用舊經驗和既有知

識，分析、整合及預測訊息，並

以喜愛的心情欣賞自己和他人的

表現。 

(五) 想像創造：以創新的精神和多樣

的方式表達對生活環境中人事物

的感受。 

(六) 自主管理：根據規範覺察與調整

自己的行動。 

這些核心素養正呼應幼兒園新課

綱的重要任務，亦即針對幼托整合下

的幼兒園。 

研編小組主持人幸曼玲歸納新課

綱特色有六點：1.發掘與建構臺灣孩童

的圖像。2.以能力作為串接整合領域的

方式，也以各領域能力作為培養幼兒

的主要目標。 3.以本土的實徵研究建

構課程目標與學習指標。4.強調培養幼

兒的能力。5.考量華人重要的文化價

值。6.重視幼兒的發展需求與主體性並

重視幼兒所處的文化環境（幸曼玲

等，2015：43-50）在此並未提及與其

他教育階段的銜接。 

由總綱可知，幼兒園新課綱的理

念由幼兒發展出發，六大領域由領域

目標、課程目標和分齡學習指標架構

而成，六大核心素養則是統整各領域

能力而來，未來並希望順利銜接至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所培養之核心素

養，以成為健全之社會公民（教育部，

2017）。 

 

綜合討論幼稚園課程標準和幼兒

園新課綱的歷史發展脈絡，早在 1953

年，幼稚園課程標準已經以幼兒需要

為考量，依生活教育的原理，將『知

能』融入『生活』之中。1987 年的修

訂也強調幼稚教育應以活動課程設計

型態做統整性的實施。 

2012 年的新課綱，雖敘明要陶養

幼兒擁有愛人愛己、關懷環境、面對

挑戰、踐行文化的素養，並奠定終身

學習，卻未說明所謂立基於「仁」的

教育觀之理論依據，以及所承續孝悌

仁愛文化之內涵為何。新課綱似乎對

於幼托整合的幼兒園課程領域較為重

視，對於核心素養的說明、乃至與國

小國中的銜接，雖有提及，卻未具體

說明。 

四、幼兒園與國小課程與教學課

綱的銜接 

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於 1958 年正

式成立，教育部 2004 年才在國教司成

立幼兒教育科。 

2000 年代教育部對於幼兒教育的

關注焦點，主要在於宣導「幼稚園正

常化教學」。2006 年教育部編寫《幼

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暫行大綱》，

2016 年修定公布為《幼兒園教保活動

課程大綱》，同時宣告自 2017 年 8 月 1

日生效。 

教育部 2014 年發布的《十二年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成就每一

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

景，以「自發」、「互動」與「共好」

為課程理念，呼應核心素養的三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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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主行動」、「溝通互動」、「社會

參與」，以及其下包括的九大核心素

養。 

本文作者結合十二年國教課綱總

綱和幼兒園新課綱所臚列之核心素

養，編制為表 1。 

表 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和幼

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所臚列之核心素養關

聯表 

幼兒園教

保活動課

程大綱六

大核心素

養 

十二年國

教課程大

綱九大核

心素養 

十二年國

教三大面

向 

(一)覺知

辨識 

1.身心素

質與自我

精進 

5. 科技資

訊與媒體

素養 

自主行動 

 

 

溝通互動 

(二)表達

溝通 

4. 符號運

用與溝通

表達 

溝通互動 

(三)關懷

合作決問

題 

8.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9. 多元文

化與國際

理解 

社會參與 

(四)推理

賞析 

2. 系統思

考與解決

問題 

自主行動 

(五)想像

創造 

6.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溝通互動 

(六)自主

管理 

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7.道德實

踐與公民

意識 

自主行動 

社會參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由表 1 可知，十二年國教課綱和

幼兒園新課綱，似乎在涵義上具有對

應性和相似性，但十二年國教課綱以

「自發」、「互動」與「共好」為課程

理念，呼應核心素養的三大面向：「自

主行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

以及九項核心素養，而幼兒園新課綱

以「仁」為基本理念，卻較難看出與

其六大核心素養的關聯性。 

另外，在幼兒園新課綱的十項實

施通則中，只有第九項提到「自幼兒

園到國民小學是幼兒從非正式教育到

正式教育的一大轉變。幼兒園宜主動

扮演銜接的角色，協助幼兒面對新情

境的挑戰」。陳惠珍（2009）認為，幼

小課程教學銜接應該包含課程結構、

教學型態、上課形式、與作業評量四

個項目的銜接。據此葉郁菁（2012）

指出，課程的銜接及幼兒學習評量的

結果如何對應小學課程和學習活動，

在新課綱的規劃中並未具體呈現；幼

兒園新課綱規劃的發展與學習領域仍

可與九年一貫課程產生對應，不過仍

以幼兒發展脈絡為主軸。 

反過來說，十二年國教課綱中，

也並未考慮與幼兒園新課綱之銜接，

甚至整本綱要之中，搜尋不到「幼兒

園」三個字。簡言之，2014 年發布的

十二年國教課綱、以及 2012 年公布暫

行版、2017 年實施的幼兒園新課綱，

似乎都沒有善用同步修訂、將核心素

養縱貫銜接的絕佳時機。 

五、結論與建議 

近年臺灣教育改革成為相當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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矚目的公共政策，本文檢視 2017 年發

布實施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與課程大

綱、以及 2014 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之核心素養銜接，總結為以

下發現，並提出改革建議： 

(一) 核心素養概念不易理解，造成民

眾失去信心 

如同美國核心課程標準（common 

core standards）起始目標為「更少、更

清楚、更高的標準」（fewer, clearer, 

higher standards），最後編成五百頁的

鉅著（Main, 2012）. 臺灣的課程大綱

也有類似問題，所費不貲編出來的課

程最高指導原則，因為理念高深或過

於抽象，不易理解，後續又不斷追加

說明、範例等補充資料，以至於文本

與使用者距離愈來愈遠。 

蔡清田（2014）對於素養的研究

非常精闢完整，唯教育行政主管單位

推動課程實施時，是否可以再研究，

如何將理論和理念簡明介紹給第一線

教育工作者和社會大眾，避免因為異

化產生的疏離。 

此外，教育主管機關可加強師資

培訓，包括幼教老師的職前和在職專

業發展，以使教師更能理解和接納新

課綱核心素養的理念（Main, 2012）。 

(二) 十二年國教課綱和幼兒園新課

綱，雖在 2012-2017 年間陸續進行

編輯、發布，卻似乎並未同步進

行適當的溝通和合作，兩套系統

關聯性不大 

當然幼兒教育和國民教育基本上

就屬於不同領域，在教學法、教學對

象等各方面有許多不同，但在核心素

養和理念方面，似乎可以嘗試進行一

貫性的統整思考。 

Main（2012）建議採取合作方式，

共同發展高品質的標準、課程和評

鑑。幼兒園和國小甚至國中，也可考

慮進行跨教育階段的合作，以加強課

程與教學的銜接和整合。 

(三) 幼兒園新課綱應為較高指導原則 

即明示學生被期待學習的內容，

甚至因為績效考量，必須伴隨相關的

測驗評量（Main, 2012），但一份課程大

綱勢必無法滿足所有幼兒園學生的學

習發展需求，因此課程綱要應該就核

心素養、實施原則等部分進行理念上

的深度探討，成為較高的指導原則。 

然而，目前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

程大綱在基本理念和核心素養方面著

墨甚少，且並未清楚呈現其關聯性與

必要性。 

(四) 幼兒園在臺灣仍未納入國民基本

教育 

事實上，許多國家都將國民基本

教育向下延伸至大班或以下，國家課

程綱要的發布，也有自二歲不等即提

出建議（Baker et al., 2015）。對於幼兒

之教育和保育，應該具有相當的彈

性，但國家可以提出原則性建議，及

早規劃，以供幼兒園安排課程與教學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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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疑處有疑：定見、道理和真理 
邱淑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幼兒園教師工作繁忙，通常到園

後片刻不得閒，下班時筋疲力竭。這

樣的生活，教師更該謹惕，例行生活

是否讓自己的思緒麻痺，沒有時間停

下來想想，所做所為，背後支撐的道

理是什麼？這道理在任何情況下都適

用嗎？它是永恆不變的真理嗎？ 

「真理」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培

育下一代少數不變的真理，是讓幼兒

長大後，能擁有幸福、智慧以及健康。

在這個目標之下，教師規範幼兒吃飯

不能挑食、分組工作要在同一區域活

動、道別說謝要九十度鞠躬等等，都

只是道理。所謂「道理」，是此一時，

彼一時，看狀況而言的，就像是俗說

「士可殺，不可辱」或「識時務者為

俊傑」，都是道理，但到底何時該堅

持，何時該讓步，是要因時制宜。教

學現場的道理很多，但道理跟真理不

同，教師心中的道理，是要時時反思，

隨時自問：這麼做，真能邁向真理嗎？ 

在培訓教師與輔導幼兒園的過程

中，筆者常發現幼兒園教師遵守的道

理，是需要再反思的。本文列舉三件

幼教現場的實務現況，與老師們一起

反思。第一，學習區一定要壁壘分明

的隔離嗎？第二，團討時沒舉手發

言，老師就要忽視他嗎？第三，告訴

小孩你一定做得到，沒有問題嗎？  

 

二、需要時時反思的道理 

(一) 學習區一定要壁壘分明嗎？ 

教育部（2017）在「幼兒園教保

活動課程大綱」中建議：教室情境安

排須考慮活動形式，乾濕、動靜分離

等 等 。 美 國 幼 教 協 會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AEYC, 2009）在發展適切

的課程實務中，對環境規劃沒有如此

具體的建議，但強調教師要注意自己

的安排，有沒有科學依據，對小孩、

家庭與社會而言，是不是有意義？ 

上述建議哪一個是「真理」，哪一

個是「道理」？我們不難發現，教師注

意情境規劃「對幼兒而言，是不是有意

義的」，這種通則性的建議，會比較接

近真理。越是具體的規範，如「乾濕、

動靜分離」，越需要因地、因時制宜，

並反思這個原則背後真正的用意。乾濕

分離，目的是容易打掃清潔，動靜分

開，是避免干擾。目的換了，原則就不

一定適用。當目的換成：鼓勵跨學習區

的創作，這時學習區之間的交流，是創

意發想的源頭，不再視為干擾。 

道理值得參考，就怕當局者把道理

當真理，拿雞毛當令箭。「教室應規劃

三至五個學習區」是道理，但食古不

化，一定要在教室裡看到空間上有三至

五個小區隔，就是把道理當真理，忘了

設置學習區的目的。情境規劃，只要能

提供多元素材，讓幼兒自發探索、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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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使用方便，操作後素材容易清楚歸

位，能發揮教育功能即可。就像家裡的

環境規劃一樣，餐具櫃放在餐桌附近，

固然方便，但使用上一定要將餐廳、客

廳、書房做嚴格區隔嗎？難道不能因時

制宜把餐桌當全家共用的書桌？不能

在客廳放置書櫃，拿了書躺在床上享受

閱讀的樂趣？ 

情境規劃，不變的真理是什麼？戰

亂時代，窗戶設置要小，因為防禦功能

比較重要，度假聖地，大片視線通透的

窗景，是為了接近自然，沈澱心靈。所

以，真理是什麼？無非是達到使用目

標。教師該時時反思，情境規劃的目標

是什麼？能不能發揮應有的教育功能？

而不是不加思考的拘泥於原則當中。 

(二) 沒舉手發言，老師就該忽視他？ 

筆者在幼兒園觀課時，常發現團

體討論時間，教師拋出一個問題後，

有幼兒脫口回答，教師會特意裝作沒

聽到，重申「我要請有舉手、坐好的

小朋友回答」。如果該名幼兒持續回

應，教師會質問「你有舉手嗎？」。持

續多次被忽略或制止後，幼兒開使東

張西望，按耐不住。在教師口中，這

個幼兒被貼上太過自我，漠視規範的

標籤，有礙其他幼兒表現。所以，教

師抱持的道理是，忽視沒舉手發言的

幼兒，是要讓他學習團體規範。 

「舉手發言」是道理。但我們該

反思，這個道理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養成一個規矩？還是讓團體討

論順利進行？當我們三五好友坐下聊

天時，我們需要舉手發言嗎？不需要

的理由是當別人講話時，我們會傾

聽，等他人停下後，才開口回應。這

是一種相互尊重，也是幼兒在團討時

該學到的教育目標。舉手發言，是達

到目標的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當

教師在團討時刻意忽視，以及三申五

令，要舉手坐好時，是否該反思，這

種方式能否讓幼兒學會相互尊重。 

讓幼兒養成遵守規範的習慣，是

道理，尊重幼兒個別差異、讓孩子樂

於參與討論也是道理。當兩個道理相

互抵觸時，教師該反思的是，有沒有

更好的執行方法。如果愛因斯坦幼時

參與這樣的團討，他應該也會被視為

問題兒童吧！如果目標同時包含「學

習彼此尊重」和「讓幼兒樂於參與討

論」，或許下次當幼兒忘記舉手，脫口

回答時，教師可以回應他的看法，然

後說「我也想聽聽其他小朋友的想

法」。當太多小朋友同時回答時，教師

可以點出「太多聲音，我聽不清楚」

的事實，強調規範背後的原因，而不

是強調表面上的舉手動作，讓幼兒知

其然，也知所以然。 

(三) 「你一定做得到」，是真的嗎？ 

在網路上曾經流傳一段影片，影

片中是一群日本家長觀看一個小男孩

跳馬。那堆疊的跳箱比小男孩高，小

男孩多次沒跳過，用手拭淚，旁邊的

老師告訴小男孩「你可以的」，後來老

師一個指令，同班小孩出列圍著小男

孩打氣，口號一致的呼喊「你可以

的」，奇蹟似的，男孩成功跳過，贏得

全場讚嘆（可在 youtube 上以日本小學

生跳馬關鍵字搜尋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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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的」，在許多心靈雞湯

中，也如此正面的激勵讀者，它的確

有短期的激勵效果。但試想，影片中

的小男孩在如此的氛圍中，如果仍然

沒跳過呢？一次兩次三次的嘗試，在

聽過許多的「你可以的」，然後失敗，

長期而言，難免懷疑：為什麼大家說

我可以，我卻失敗？ 

「相信自己做得到」是道理，「努

力之後，仍可能失敗」才是不變的真

理。當教師鼓勵孩子「你可以的」，只

說了部分的道理，成功需要努力、方

法和運氣，是影片中隱沒的道理。醫

生有救不活的病人，律師有打不贏的

官司，老師有改變不了的學生，人不

是真的可以勝天。 

小男孩跳馬的氛圍，強加「你一

定可以」的期望。教師該反思的是，

在一群家長面前挑戰極限，是誰設定

的目標？是大人在炫耀訓練成果，還

是小男孩自定的挑戰？教師該把挑戰

失敗變成無法承受的結果嗎？挑戰失

敗，是應該避免的事嗎？ 

愛迪生發明燈泡之前，嘗試了五

千多次的試驗，但他堅信一定可以把

電能轉變為光能。在他成功之前，記

者問他：你失敗了五千多次，為什麼

不放棄？愛迪生的回答是：我沒有失

敗啊！每一次實驗，我都可以刪去一

個方法，朝成功邁進。 

教師該檢視，自己是如何在言行

舉止中，不經意傳達成人對失敗的看

法。「你一定可以」，傳達的不僅是過

於美好、不真實的遠景，也輕忽「失

敗」的學習價值。教育的目標，難道

不是讓孩子養成習慣，失敗時想的

是：還可以怎麼做？是不是疏忽什麼

細節？並接受再次失敗的可能性？ 

三、結語 

對愛迪生而言，能量可以轉換，

是一個真理，每一次的試驗嘗試，是

道理的應用，刪掉不可行的道理之

後，真理終將出現，是愛迪生的定見。

有智慧的定見，來自能區分「真理」

和「道理」。 

教育界常有的現況，是不經過反

思，將「道理」當「真理」的專業誤

用。本文以教師經常應用的學習區設

置原則，團討紀律規範以及善意不真

實的鼓勵作為討論實例，希望教師能

養成在不疑處有疑的反思習慣，擁抱

具智慧的定見。 

教育部（2017）新近頒布的「幼

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是學者們過

濾許多文獻後，保留下來的道理。其

用意良善，想藉以提升幼兒教育的品

質。當道理變成政策，推動執行更應

謹慎，保留彈性。謙虛接受課綱中的

道理、原則總有不合時宜的可能。面

對教育現場實際發生的應用困境，筆

者期許教育主管、學者、課綱輔導人

員以及教師，有反思的勇氣與習慣，

隨時檢視自己所擁抱的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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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生師比之我見 
邱碧凌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老師，我不會！老師，我要上

廁所！老師，我想媽媽……」，孩子們

的呼喚聲，這是幼兒園教室內每天為

聽到的聲音，而身為老師的我們必須

像快遞廣告中的名言：「使命必達」！

除了費盡心力照顧好每位孩子外，教

學上我們還需設計有趣、在地化、貼

近孩子們生活經驗的課程。 

「老師，我的小孩要吃藥、老師，

我的小孩不會擦屁股……」，家長的各

式各樣問題，我們都必須耐心的相互

溝通，及給予良好的建議！ 

「幼兒餐點表、事故傷害統計

表、加額補助款……」等，各種大大

小小的行政事務，任職於國小附設幼

兒園的老師們都需要自身處理，行政

業務量彷彿是個小型的國小。 

然而，國小附設幼兒園的人力不

像國小，有專職或兼任的行政老師，

我們每天除了要給予孩子們最高品質

的教學活動及保育工作外，還得處理

諸多的行政事務，而我們師生人數比

仍然維持在 1：15，這樣的比例及工作

量，老師似乎無法全心投入在教學工

作上，間接影響了孩子的受教權。故

筆者認為「降低幼兒園的生師比」是

當前迫切的議題！ 

 

二、各國幼兒園生師比之比教 

(一) 師生比之定義 

師生比是指教師與學生人數的比

例，通常都以每一位教師平均要教導

的學生人數為準。一般而言，理論上

教師所要教導的學生數越少，則每位

學生可得到的關注就越多。 

(二) 我國學前教育人員生師比之發展 

我國過去的學前教育分為托兒所

和幼稚園。在民國 44 年制訂的《托兒

所設置辦法》中規定：「二至四歲之幼

兒，每十三至十五人幼兒需置保育員

一名；四至六歲之幼兒，每十六至至

二十人名需置教師一名。」民國 70 年

的《幼稚教育法》則指出「幼稚園教

學每班兒童不得超過 30 人，且每班配

置二師」意即師生比 1:15。 至民國 104

年修訂《幼兒照顧及教育法》第十八

條明訂幼兒園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

兒，每班以十六人為限，且不得與其

他年齡幼兒混齡；三歲以上至入國民

小學前幼兒，每班以三十人為限。但

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之幼兒

園，因區域內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

之人數稀少，致其招收人數無法單獨

成班者，得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同意後，以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

學前幼兒進行混齡編班，每班以十五

人為限。故知，2-3 歲的生師比已下降

至 1：8，但 3-6 歲生師比於民國 70

年至今扔維持在 1：15。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3），頁 76-79 自由評論 

第 77 頁 

(三) 各國 3–6 歲幼兒園生師比之比   

較 

反觀國外的生師比呢？〈簡楚

瑛，2003〉曾提出，歐美澳各國間國

3-6 歲幼兒教育機構的生師比差異極

大，但芬蘭、瑞典、丹麥等國家皆低

於 1：15 甚至更低。亞洲國家中的日

本，根據張子嫻、曹純瓊（2012）曾

指出幼兒園生師比為 1：35，卻遠高於

我國。 

表 1  各國 3-6 歲幼兒園生師比 

國 家 生 師 比 

中華民國 1：15 

美國 1：10-1：20（各州不等） 

英國 1：8(遊戲團體) 

1：13(保育班) 

1：30（預收班） 

澳洲 1：10 

丹麥 1：6 

芬蘭 1：7 

瑞典 1：6 

日本 1：35(幼稚園) 

1：30(保育所–四歲以

上) 
資料來源：簡楚瑛(2003)  

          張子嫻、曹純瓊（2012） 

三、降低生師比之益處 

由上可知，我們發現各國的生師

比會因各國的國情及需求而有所不

同。筆者認為，我國因少子化的趨勢

家長越來越重視孩子們的個別性，我

們應當與時俱進，如同歐美國家調整  

3-6 歲的生師比，筆者也提出降低生師

比之益處如下： 

 

(一) 教學更深入，提升教學品質 

在公立幼兒園 3–6 歲的班級中師

生比過高，教師為了方便管理只能不

停地告訴孩子要做什麼、不能做什

麼，使得教學方式較封閉無法像歐美

國家讓孩子可以有較多開放及自由的

時間自由探索；若降低師生比教師在

課程安排上能較靈活，可因孩子的個

別差異改以分組教學的模式，以增進

教師在教學歷程中與學生的互動的機

會，課程發展可較深入精緻。 

(二) 孩子更能被看見 

回憶起四、五十年代，每個家庭

孩子生得多，只要孩子們吃得飽、穿

得暖就夠了！而現今家長無論在孩子

們的學習或是照顧上都更加重視，對

處於學齡前階段的孩子是加倍呵護！

更是希望老師能把焦點放在自己的孩

子身上。但班級人數多，老師負擔教

學及保育的工作外，又需戰戰兢兢的

盯著較活潑好動的孩子，而比較沉默

的孩子就會被忽略！若能降低師生

比，孩子就更能被看見，老師可以更

仔細的照顧好每位孩子，給予需要幫

助、較沉默的孩子更多的協助。 

(三) 保障幼兒就學安全 

近日校園安全亮起紅燈，以往都

歸咎於個人疏忽，但從沒想過教保人

員的工作繁雜，如：幼兒午睡猝死問

題，教師中午常要忙於親師聯繫或是

處理行政業務等，過多的雜事的確會

造成一些疏失，過大的壓力及繁雜的

工作內容，也易造成老師情緒失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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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幼兒等情形，這些例子每年都在發

生；而年紀愈小的幼兒越容易發生意

外傷害，常常只是轉眼間就有孩子不

小心跌倒之類的事件。我想每位幼兒

都是父母心中的寶貝，任何的閃失都

是家庭一輩子的傷痛，教師需背負著

孩子安全的責任，倘若 2 位老師照顧

20位幼兒絕對比照顧30位幼兒安全且

有保障。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瑞典幼兒園教師爆離職潮，也就

是因為政府擬將師生比提升，他們認

為，這樣的幼教環境對孩子並不好，

因此寧願選擇遠走他鄉。而看看我

國，也因幼兒園的師生比極高，幼教

師須背負沉重的壓力，所以許多幼教

系畢業的學生不願意從事幼教業。 

幼兒是國家未來的希望之苗，我

們應該更加重視此階段孩子受教的權

利，況且此階段的孩子較懵懂無知更

需要老師仔細照顧，更加適合小班教

學的模式，改善師生比人數，誠乃根

本之道。 

(二) 建議 

綜合以上，為了讓學前教育階段

的孩子們能受到更好的照顧及安全的

學習環境，筆者給予建議如下： 

 

 

1. 建議公立國小附幼生師比逐年調

降至 1：10 

為了讓老師可以照顧好每位孩

子，並且提升幼兒園的教學品質走向

小班精緻化的教學模式，故我認為降

低師生比勢在必行，應將原有的師生

比 1：15 逐年調降至 1：10，讓家長可

以無後顧之憂願意送孩子上學，提升

幼兒階段的就學率。 

2. 增設助理教保員充實幼教人力 

年紀越小的孩子需要更多的人照

顧，若班級人數無法降低，可以改為

增加教室內教師的員額編制方式，

如：助理教保員、或是受過專業訓練

的保母等方式進班協助教師保育相關

工作，讓每位孩子等能受到妥善的照

顧。 

3. 減低行政業務，把教師還給孩子 

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應比照國小

或是私立幼兒園有專職行政的人員處

理行政業務，有效的減低行政業務

量，讓教師能將時間全心的投入在教

學及照顧孩子上，讓孩子享有應有的

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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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師生比下降教育品質提升 
丁雅筎 

新北市文聖國小幼兒園教師 

 

一、前言 

「老師我小孩今天狀況如何?」

「老師他一直哭，不來上課。」「老師

他昨天跟小朋友互撞，你怎麼沒說。」

「老師他昨天水壺忘記拿了，希望你

今天可以提醒他。」每日從踏入校園

那一刻，幼兒園教師／教保員就必須

開始聆聽並解決每位家長、幼兒各種

不同的問題需求。 

從提醒穿衣、帶水壺，到注意每

位幼兒健康狀況，像是有沒有異常情

形、發燒，甚至咳嗽是不是有緩解…

等等。除各個家長要求的「注意事

項」，以及各種疑難雜症之外，同時還

必須協助幼兒儘快將自己的身心準備

好，使其能進入狀況面對學校的學

習，而這僅是一天的開始而已。從幼

兒進入校園，到放學回家前，幼兒園

教師／教保員除了基本教學活動外，

還必須滿足幼兒各種不同需求、紀錄

每位幼兒的個別狀況，像是:吃飯、如

廁、飲水、交友及學習狀況…等，以

及預防並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突發狀

況。每位幼童都是國家未來的棟樑，

也是每位父母的心中寶，在教育幼兒

時，教師／教保員往往希望能傾其所

能幫助每位幼兒，協助其成長茁壯。 

每位幼兒都是一個個體，有著不

同的特質及需求，幼兒園教師／教保

員都希望可以因材施教，協助每位幼

兒成長，但現實層面卻讓教師／教保

員有力有未逮及力不從心的感受。《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法規規定，師生比

為 1:15，一位教師／教保員需同時照

顧並注意 15 位幼兒。試想最熟悉自己

幼兒的家長們，當面對同時照顧 2 個

或甚至 2 個以上的幼兒時，都無法周

全，甚至有無力感，更何況幼兒園教

師／教保員面對的是 15 位來自不同家

庭的學生呢？即便幼兒園教師／教保

員是專業人士，受過完整教育訓練，

但在太高的師生比下授課，想做到面

面俱到，仍有很大的困難點。 

二、師生比下降的必要性 

民國 105 年教師節前夕，全教總

幼教委員會於臉書發表的「幼教老師

教師節快樂嗎? 」新聞稿中，提出於

「幼教老師／教保員」臉書調查「教

師節快樂之幼教教師甘苦談」問卷統

計結果發現，其中有 80%的公私立幼

教保人員認為 ,目前最迫切的政策便

是，降低師生比率（全國教師工會總

聯合會，2016）。也因此可知「降低幼

兒園師生比」已成為刻不容緩的事

實，說明如下： 

(一) 照顧幼兒適性教育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法令中公

私立幼兒園的師生比為 1:15，另外公

私立幼兒園的班級也不像其他學制一

樣以年齡分班，而是規定二歲以上未

滿三歲幼兒，每班以十六人為限，且

不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另外三歲

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每班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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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為限（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2015），顧名思義 2 歲以上未滿 3 歲不

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外，其他年齡

若人數未滿 1:15，可採用混齡。而在

現實層面上，因少子女化的問題，在

各所幼兒園混齡狀況早已成普遍現

象。 

(二) 輔導個殊行為 

一個 1:15 人的班級裡，可能會存

在 3~6 歲不等的幼兒，造成幼兒園教

師／教保員教學與保育的不易，如想

要照顧到每一位幼兒，就容易因現實

施行問題，變得力不從心。且在公立

園所中一班為 2 位教師／教保員及 30

位幼童，幼兒園教師／教保員為求管

理好 30 人的班級，而要求班級一致性

的行為，也易忽略個人的行為及需

求。但若能降低師生比，幼兒園教師

／教保員則可擁有足夠的時間及精

力，了解每一位幼兒的個別狀況並提

供合適的輔導，使幼兒身心靈得到滿

足，健康的成長茁壯。 

(三) 提高親師教育互動 

無論幼兒在哪個階段的學習，教

師／教保員及家長都是幼兒最大的推

手，因此，親師之間的溝通互動，就

顯得極為重要，而要有良好的親師互

動，就需足夠的溝通時間、管道及品

質，但是在師生比如此高的情況下，

幼兒園教師／教保員除了要教導幼

兒，還要與家長有效的溝通，不論任

何一方，在精力、時間等等因素，都

有實際施行的困難。若能降低師生

比，幼兒園教師／教保員除更能關心

及照顧每一位幼兒，也可以針對幼兒

的狀況與家長溝通，每一位家長分配

到與幼兒園教師／教保員溝通的時間

也相對提高，使親師溝通現況改善，

進而增進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理念。 

(四) 降低幼兒意外事故發生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12 條提

出幼兒園應提供營養、衛生保健及安

全之相關服務（教育部，2015），對幼

兒園而言，不管從事任何的活動，安

全是首要守則。但幼兒活動力旺盛，

加上本身肌肉發展、肢體協調以及外

在環境等等不同因素，意外傷害的發

生防不勝防。尤其當師生人數比太高

時，安全維護的困難度，更是以等比

級數增加。意外的事故及傷害，是幼

兒園教師／教保員及家長們都極不樂

見的，若幼兒園教師／教保員照顧幼

兒的人數降低，相對就能有較多的心

力及時間注意每位幼兒，將會大大減

少意外事故發生的頻率。 

三、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幼兒的成長是無法等待，且他們

都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教育是刻不

容緩的問題，希望政府能積極作為，

讓幼兒在成長的路上，能受到最優質

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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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1. 修正《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修正《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18

條，將原先的師生比 1:15 下降為

1:12，讓幼兒教育成為小班教學，使每

位幼兒都能受到更好的照顧及學習。 

2. 中央補助施行優良的縣市。 

中央補助比《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的師生比例更低且辦學績效優良的縣

市，應視年度預算核予經費獎勵，激

勵各縣市政府對幼兒教育的投資。 

3. 加強教師／教保員教保專業素養

的提升。 

提供更多的教師／教保員研習或

進修課程，增強教師／教保員的教保

專業素養能力，並運用於教學現場，

是確保幼兒教育品質提升的重要前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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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歲前定終身：臺灣三歲前幼兒的關鍵教育 
邱暐婷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中國有句諺語「三歲定終身」是

很有道理的，因為小孩的大腦發育在

零到三歲已經完成了 80%，到六歲完

成了 90%（安雯，2013）。 

從出生到三歲之間的幼兒，是人

類腦部活動最活躍而密集的時期，所

以也是人腦最容易受到外界影響的時

期，幼兒此時所接受的各種感官經驗

將奠定日後腦部的發育。 

紐約「家庭與工作研究院」的神

經學家證實，從最早的胚胎時期開

始，人腦的發育就深深受到後天環境

（營養、照顧、刺激與教育）的影響。 

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教授梅根·

甘娜實驗證實，從出生到三至四歲這

段時間，如果缺乏細心的照護和富有

刺激的環境，小孩的腦部發育就會受

損。因此，嬰幼兒時期的照顧與培養，

對於個人的發育、學習與自我調節情

緒等能力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長遠

影響（陳怡年，2016）。 

根據上述的資料顯示，幼兒三歲

前腦部發展是如此重要，臺灣三歲前

的幼兒主要照顧者是誰呢?他們如何

教育三歲前的幼兒幫助腦部發展呢？ 

 

 

二、臺灣三歲前的幼兒主要照顧

者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之統

計指出，15 至 49 歲已婚女性子女(未

滿三足歲前)之主要照顧者統計表顯示

（表 1），過去 15 年間，主要由父母照

顧未滿三足歲前幼兒的比例，從 2000

年的 67.7%降至 2016 年 51.6%，而親

屬(多為祖父母)照顧未滿三足歲前幼

兒的比例，從 2000 年的 23.9%上升到

38.2%，雖然父母還是主要照顧者，但

所佔的比例逐漸下滑，親屬（尤其是

祖父母）為照顧者迅速提升，此趨勢

某程度也顯示出在雙薪家庭增加後，

父母越來越難以承擔主要照顧者的角

色，加上父母考慮孩子年紀小送去托

嬰中心，會有安全健康疑慮及經濟壓

力，所以大多選擇由祖父母照顧未滿

三足歲以下的幼兒。 

表 1 15 至 49 歲已婚女性子女之主要照顧者

單位：千人 

註：1.本表係指子女未滿３足歲前之照顧情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 

 

 

年別 總計 小孩

的父

母 

親屬 其他

(血

緣以

外) 

 百   分   比   （％）    

2000 100.00 67.78 23.90 8.32 

2010 100.00 54.90 34.74 10.36 

2016 100.00 51.66 38.32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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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祖父母照顧方式，能幫助三

歲前幼兒腦部發展嗎？ 

前言有提到出生至三歲的幼兒要

提升其腦部發展，必須接受各種感官

經驗，但是祖父母照顧三歲前的幼兒

是什麼情況呢？以下用案例說明： 

恩恩 1 歲，主要照顧者是阿嬤，

阿嬤買了一個柵欄城堡，大多數的時

間都把恩恩放在柵欄城堡裡活動或是

阿嬤把恩恩背在身上，盡量不要讓孫

子拿家中物品、不要讓孫子爬沙發、

爬樓梯，因為「這是女兒的小孩，如

果有點閃失，我要怎麼跟女兒和女婿

交代。」所以阿嬤會給孫子看卡通來

消磨時間。 

阿嬤希望恩恩能健康強壯，快快

長大，所以恩恩不吃食物、不喝羊奶

時，阿嬤會追著恩恩餵食。 

從上述的案例說明祖父母照顧三

歲前的幼兒有以下三種不利於幼兒腦

部發展的行為 

(一) 限制幼兒活動範圍 

祖父母深怕孫子爬樓梯、練習走

路、拿家中物品把玩會受傷，所以盡

量限制幼兒的活動範圍，常和孫子說

「不可以」，祖父母的照顧方式，減少

了幼兒利用感官探索環境的機會。 

(二) 選擇 3C 產品和幼兒互動 

祖父母在家中除了照顧孫子外還

要處理家務事，為了抽出時間做家務

事，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打開電視，

選擇卡通台去吸引幼兒的注意力，此

時祖父母就可以去做家務事，幼兒常

看電視會妨礙腦部發展，無法專注更

會降低思考能力。 

(三) 祖父母的溺愛 

祖父母願意幫忙帶孫，一定是非

常愛孩子，常常追在孫子後面餵食、

收拾孫子丟一地的玩具，把所有大大

小小的事打理好，此照顧方式，幼兒

減少了基本自理能力的養成，影響大

腦建立更多重要的網絡。 

以上三點均為不利於三歲前幼兒

腦部發展的照顧方式，如果要增進三

歲前幼兒腦部發展，照顧者應該在安

全範圍內，讓幼兒親身探索環境，經

常抱抱孩子、搖搖孩子，還要多和他

說話、給予機會嘗試社交活動，照顧

者提供許多視覺、聽覺、觸覺、前庭

覺刺激，才可使三歲前的幼兒大腦活

躍，全面發展其高階層的功能。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隨著社會的變遷，雙薪家庭越來

越多，家長考量經濟壓力或是擔憂保

母、托育機構虐待嬰幼兒，所以祖父

母照顧三歲前的幼兒必定是未來趨

勢，隔代教養能讓祖孫長久相處建立

深厚親情，但祖父母的身心無法負荷

時，照顧孫子將是個既甜蜜又可怕的

負擔，還會影響幼兒腦部發展的關鍵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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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希望透過筆者以下的建議，能減

低祖父母帶孫的壓力，享受含飴弄孫

的天倫之樂及讓家長有更多元的選

擇，幫助三歲前孩子的腦部開發。 

1. 利用離家近的社區資源 

祖父母帶孫不敢讓幼兒在家探

索，因為家中有許多不安全的硬體設

備，害怕孫子受傷，建議政府可以在

社區活動中心、運動中心、圖書館、

保母系統托育資源中心以及民間單位

設置安全舒適的幼兒感統空間並設計

幼兒腦力開發的課程，由專業人士帶

領幼兒活動，這樣既能刺激幼兒的腦

部發展，祖父母在旁協助陪伴幼兒，

可以減緩三歲前幼兒的分離焦慮的狀

況又可以減少祖父母體力上的負擔。 

2. 妥善計畫三歲前教育政策 

我們的政府應該把握幼兒三歲前

學習的關鍵期，著重嬰幼兒三歲前教

育的政策計劃，如：增設公共托嬰中

心，減低家長育兒的經濟壓力；培訓

優良保母，家長才不會擔憂虐嬰事

件，保母有正確育兒觀念才能盡早啟

發三歲前幼兒的大腦，培育具國際競

爭力的主人翁。 

3. 雇主提供員工托育服務 

雇主因為員工請育嬰假的關係，

帶來某部分的困擾，為了改善此狀

況，建議政府能積極主動和父母親的

工作雇主規劃員工專業托育服務，相

信有了政府、雇主與父母的支持，臺

灣三歲前幼兒的教育會越來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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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分離焦慮之探究 
楊馥榮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系心輔組博士候選人 

 

幼兒園開學常可以見到不願意與

媽媽或爸爸分開，而止不住哭泣的孩

子，這些幼兒對於面對新環境感到焦

慮。分離焦慮症 (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是指與所依附的人分離時表

現與成長階段不符合的過度焦慮或恐

懼。研究指出童年時期的分離焦慮可

能會是造成其他焦慮症(例如懼曠症)

的危險因子(Masi, Mucci, Millepiedi, 

2001)，亦有研究顯示多於三分之二的

分離焦慮兒童有其它焦慮症之共病現

象，且有二分之一會產生憂鬱症狀

(Mash & Wolfe, 2010) 。 Mash 與

Wolfe(2010)更指出有三分之一的分離

焦慮兒童及青少年之症狀將會延續到

成年期，他們比其他人更容易經驗到

關係困擾(如拒絕結婚、婚後容易分

居、或離婚)，也更容易有其他焦慮症

及心理健康問題(尤其是恐慌症與憂

鬱)，而影響其社交與個人生活。幼兒

分離焦慮症是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 

一、分離焦慮在幼兒生命早期心

理的重要發展意涵 

Bowlby 的依戀行為系統理論

(attachment behavior system)指出發展

中的嬰兒會經歷一系列不同的階段，

而發展出對主要照顧者(通常是母親)

的依戀關係。而當嬰兒在探索環境或

面臨分離時，會以此依戀關係作為「安

全基礎」。依戀型態的發展具有長期的

效果且具有個別差異，每個嬰兒經歷

與不同照顧者的不同互動，家長在回

應嬰兒需求的程度也不同，這些差異

使嬰兒形成不同的依戀型態。其中焦

慮-矛盾型依戀關係的幼兒與母親分開

及重聚時都有障礙，他們的行為混合

了彆扭地懇求被帶著走與堅持留下的

矛 盾 (Ainsworth &Bowlby, 1991 ；

Ainsworth, Bleher, Waters, & Wall, 

1978)。依戀行為分析在分離焦慮的處

置上扮演重要且關鍵的角色，幼兒認

為主要依戀對象可以給他支持、保謢

與照顧，如果幼兒能夠確定依戀對象

在附近、是可接近的、是關注自己的，

那麼他就會感到受到關愛、安全與自

信。 

客體關係學者 Mahler(1975)將客

體關係的概念用於解釋個體心理的誕

生(psycho-logical birth)之發展過程，指

嬰兒與母親產生心理上的分離後變成

獨立個體，個體是經由共生、分離到

個體化的過程，此為自我(self)的發展

與形成。而分離焦慮之產生在於個體

經歷與母親的共生期時，分不清與母

親的界線而產生退化的傾向，即在分

離個體化的過程中無法與母親產生心

理上的分離，導致無法順利地個體

化，且無法忍受分離及孤獨(陳孟吟，

1999)。因此，孩童打從出生就與母親

共生共存，認為與母親是一體的，在

與母親分離時就會產生焦慮而無法順

利達到個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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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離焦慮對幼兒心理健康的

影響 

(一) 分離焦慮的生理因素 

內側前額葉調節杏仁核活動，其

功能為消除害怕、運用情緒調節策略

以掌控情緒。杏仁核是恐懼迴路的一

部分，恐懼迴路有許多神經傳導物質

與焦慮症有關，並且焦慮症與血清素

功能不佳亦有相當大的關聯性，腎上

腺素濃度超過正常值均可能造成焦慮

的症狀。迦瑪氨基丁酸(GABA)會抑制

大腦活動，其效果為減輕焦慮，若

GABA 功能不佳會造成個體焦慮

(Kring, Davison, Neale, Johnson, 

2007)。焦慮症的幼兒連結內側前額葉

與杏仁核的管道或連接性有缺陷，焦

慮症的幼兒杏仁核特別活化，此生理

的因素使幼兒呈現較多的焦慮症狀。 

(二) 分離焦慮的診斷標準 

分離焦慮症是與所依附的對象分

離時表現與成長階段不符合的過度焦

慮或恐懼。害怕、焦慮或逃避時間在

幼兒及青少年個體至少持續 4 週，成

人 持 續 六 個 月 或 更 久 。 依 據

DSM-V(2013)，八項焦慮症狀中出現至

少三項症狀：  

1. 當離開家裡或與父母親分開時，一

再出現痛苦。 

2. 一直擔心會失去父母親，或擔心父

母親受傷。 

3. 一直擔心會發生不幸事件，導致和

父母親分離(例如迷路或被綁架)。 

4. 因為害怕和父母親分開，所以不願

意上學或去其他地方。 

5. 害怕獨自一個人。 

6. 因為害怕父母親不在身邊，以致於

不敢睡覺。 

7. 反覆做有關分離的惡夢。 

8. 當與父母親分離時，會一直抱怨身

體不舒服(例如頭痛、胃痛、嘔吐)。 

幼兒在進入新的、陌生的場域時

或多或少都會帶有一些情緒上的不安

與焦慮，但值的特別注意的是，當孩

子呈現拒學症狀時，除了以上的診斷

標準，也需更進一步來探究孩子當下

焦慮的成因是否是受到其他因素所引

發，教師與主要照顧者在面對分離焦

慮的幼兒的覺察，有助於幼兒分離焦

慮症的診斷。 

(三) 分離焦慮的共病 

Doobay (2008)的研究指出，有

79%分離焦慮症的孩童同時也會有另

一種焦慮疾患；大約有一半的機率隨

著分離焦慮症的發病而發展成憂鬱

症，也可能藉由迷路或怕黑等特定事

物恐懼顯現分離焦慮的症狀；此外，

最常見的是有許多分離焦慮症的幼兒

都出現抗拒上學的情形，以及伴隨拒

學症的狀況，其比率高達 30%~38%。

另外，Dallaire, D. H., &Weinraub, M. 

(2005) 指出患有分離焦慮的孩童常常

被發現也伴隨著有其他程度的焦慮症

或精神失調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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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理幼兒分離焦慮策略的理

論基礎 

Bowlby(1969)指出「孩童分離焦

慮」是幼兒在離開原本熟悉的人事物

後，因為擔心、恐懼跟所依附的對象

分離，不確定分開後是否可再聚在一

起，或擔心害怕自己受到傷害，所表

現出的焦慮或不安的情緒。幼兒需要

與母親維持緊密相繫的情感，若親子

之間未能形成安全依附，幼兒可能會

以大量的依附行為、需求做為訊號，

希望獲取母親注意，而出現分離焦慮

之情形(Ainsworth et al., 1978)。 

客體關係學者認為，當幼兒感受

到父母能給予自然流露的關愛，並對

其需求做出及時且優質的回應時，幼

兒便會感到滿足，進一步可以幫助孩

子培養對他人的信賴感滿足感，而這

種信任感非常重要，能幫助孩子建立

起對他人及自己的信任，例如母親能

在幼兒飢餓時及時餵食，滿足其生理

的需求，孩子將瞭解到母親是可信

賴、且能夠滿足其需求的，並使幼兒

開始認為這個世界是個安全的地方。

另一方面也因為自己的行為能有效地

從母親那兒獲得滿足的回應，使其自

信心逐漸增強，幼兒會開始了解到自

己是值得他人關愛的，並能開始肯定

自我價值，因此在分離焦慮幼兒的治

療上，若治療者能適切地扮演一個「良

適母親(good enough mother)」般的「優

質客體」，同時秉持對幼兒絕對的真

誠、接納、與尊重關懷，將能幫助幼

兒培養信賴感，對建立治療關係亦是

關鍵因子(林沛螢，2012)。 

家庭是個體肯定自我、建立人生

觀與世界觀的地方，若家庭無法提供

幼兒安全感，也將無法幫助幼兒肯定

自我價值，並且可能導致其未來的人

際關係無法順利發展，甚至於無法積

極面對生命中艱困的挑戰；反之，若

家庭提供幼兒安全感，將能培養其自

信心，肯定自我價值，在與他人相處

中建立正常的人際關係，未來將有足

夠勇氣與信念去面對挑戰。因此在分

離焦慮幼兒的治療上，客體關係學者

認為除了須將治療室佈置成像家庭一

樣有安全溫馨的感覺之外，治療師也

應該扮演如同良適母親一般的客體，

同時也要對家庭成員，如幼兒的主要

依附對象進行諮商，同時處理幼兒分

離焦慮的議題(柳慶茂，2004)。家庭對

分離焦慮的幼兒有很大的影響力，在

治療期間納入主要照顧者的訓練並成

為共同治療者，對治療具有正面的助

益。 

四、分離焦慮症的處遇方式 

分離焦慮是造成拒學的原因之一

(Doobay, 2008)，幼兒仍然仰賴成年人

的照顧，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因此

在治療的介入上，除了針對幼兒本身

的認知、與情緒介入之外，專業協助

人員、老師以及家長的諮詢以及合作

一樣重要，分離焦慮症的介入方法如

下所述： 

(一) 認知行為治療 

認知行為治療包含了幼兒的焦慮

管理訓練，引導幼兒藉由身體和認知

上的控制進行放鬆練習，以及對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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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問題解決策略的練習，以增加幼

兒的自我效能以及自我控制感。

Dia(2001)針對幼兒的分離焦慮，施以

四個月認知行為治療法，結果顯示在

治療期間透過認知行為法的演練，例

如：突發事件處理、內在自我對話、

放鬆與注意力分散技術等治療策略的

運用，認知行為治療法可以改變信

念，增加自我效能感而使幼兒的分離

焦慮狀況獲得改善，並且在治療期間

父母親和幼兒一起學習與更有助於改

善幼兒分離焦慮。 

(二) 家庭治療 

幼兒與母親分離是成長過程中必

經的過程，母親、幼兒、學校之間的

互動若產生不安的狀態，則會造成分

離困難，進而形成上學恐懼症。對幼

兒來說學校是一個新環境，要花大部

分的時間進行社會互動及學習的地

方；對母親來說，孩子入學是一種測

驗，檢測媽媽是否是個稱職的母親；

學校的老師與孩子的接觸時，老師必

須讓孩子感到自己是受到老師關心和

包容。因此，若各自的角色都感到是

自在的，幼兒就能夠得以成功地進入

新的環境；反之，如果父母或老師有

些猶豫，自我懷疑或者是衝突，則可

能對上 學感到 恐懼 (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70)。 

有些學校老師會覺得分離焦慮是

來自於父母的問題，而非來自於孩

子，父母親的表現影響著孩子的情緒

(Balaban, 2006)。父母的不正常信念及

較低的父母教養效能，和幼兒焦慮呈

現顯著的正向關係(Herren, In-Albon, 

Schneider, 2013)。每個家庭都有維持家

庭平衡以及運作的系統，當家庭的系

統過於僵化導致沒有辦法應付突發的

狀況或生活中的壓力時，家庭就會出

現問題。幼兒焦慮的症狀在家庭中可

能是為了補足某一部分僵化或喪失的

家庭功能，因此，一個分離焦慮的幼

兒，其背後必然有一個放不了手的父

親或母親。 

幼兒分離焦慮症所產生的拒學，

有時候也會連帶影響父母的日常生活

行程，時時刻刻需要面對一個緊黏自

己的孩子，也讓父母覺得喘部過氣

來，因此造成父母許多的情緒，此情

緒又發洩在孩子的身上，讓孩子更沒

有安全感，形成親子關係的惡向循

環，以下三點在家庭治療中給與父母

建議。 

1. 提供父母有關幼兒分離焦慮症的

相關知識 

讓父母了解幼兒分離焦慮的成因

以及因應策略，以協助他們可以更了

解自己的小孩為什麼不願意去學校，

以理解的眼光來看待幼兒因分離焦慮

而產生的拒學的問題。 

2. 父母本身的心理衛生照顧 

許多分離焦慮症幼兒的父母，本

身也有心理上或情緒上的困擾與問

題，提供相關心理治療的資源與建

議，協助父母照顧好自己的心理健

康，以提供幼兒一個良好的照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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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父母親子教育的諮詢 

父母的教養態度對於幼兒在分離

焦慮症上有很大的影響。父母需要先

清楚看見自己過去是如何與幼兒互

動，對於幼兒的影響是什麼？能夠清

楚知道對於幼兒的拒學行為要如何回

應，並且進一步的思考什麼時候提供

幼兒獎勵、什麼時候又應該堅持底限。 

(三) 遊戲治療 

有些分離焦慮症的幼兒，其自尊

較低，依賴別人為自己做決定，同時

由於情緒的緊繃影響其能力的展現。

透過玩具、遊戲等各種藝術媒材，協

助幼兒在遊戲中能夠表達或者重新經

驗。在遊戲治療中與幼兒互動，協助

幼兒在遊戲中培養各種生活上必須的

能力，如:人際互動的能力、自我決定

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忍受挫折

與不確定的能力，提升幼兒安全感、

自尊、自我概念，以增進幼兒獨立自

主的能力。 

(四) 藥物治療 

藥物的使用大多並非針對引發幼

兒「分離焦慮」的問題，而是協助減

緩幼兒分離焦慮所引起的症狀，例如

注意力不集中、憂鬱、情緒緊張等等，

大多數當幼兒的分離焦慮已經面成一

種慢性疾病時，例如社會恐懼或強迫

症等等，才會使用藥物的介入。目的

在於協助幼兒能夠減緩生理上的不

適，進一步有能力去適應及學習獨立

自主的能力。 

五、幼兒教育現況分析與建議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簡稱「兒

照法」）於 101 年 1 月 1 日施行後，我

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完成幼托整合的國

家，兒照法實施後，幼稚園及托兒所

改制為幼兒園。對許多幼兒來說，進

入幼兒園是第一次與主要照顧者分

離，且嘗試學習團體生活，進入幼兒

園是一個新奇又感到擔心的場域。面

對新環境，分離焦慮幼兒可能以哭泣

反應自己內心的焦慮，在教室內可能

感染其他幼兒的焦慮反應。 

在幼兒園的情境方面，建議幼兒

園可針對分離焦慮的幼兒設計活動，

如認識環境、同儕合作活動，讓分離

焦慮兒童熟悉新環境，並且在同儕合

作活動中，藉由遊戲結交新朋友，讓

分離焦慮幼兒在情感上除了教師，也

能與同儕建立關係，產生情感的依附。 

在幼兒園教師方面，建議幼兒園

教師保留足夠時間觀察分離焦慮症的

幼兒在學校的行為，針對分離焦慮的

幼兒設計教學活動，讓分離焦慮兒童

能夠對幼兒園生活感到興趣，同時幼

兒園教師與家長充分的溝通，了解家

長的教養態度，與家長一同擬訂輔導

策略。另一方面，鼓勵幼兒園成立專

業學習社群，專業學習社群有助於激

發幼兒園教師專業知能(劉乙儀、張瑞

村，2017)，幼兒園教師可藉由專業學

習社群進行專業對話，分享討論分離

焦慮幼兒的可行策略，藉由專業的對

話讓分離焦慮兒童得到專業的照顧，

以協助適應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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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幼兒與主要照顧者分離是成長過

程中必經的過程，幼兒、主要照顧者、

幼兒園之間的互動若產生不安的狀

態，則會造成分離困難。幼兒園是幼

兒要花大部分的時間進行社會互動的

地方，若主要照顧者及老師在各自的

角色都感到是自在的，幼兒能夠得以

成功地進入新的環境；反之，若主要

照顧者或老師有些猶豫，自我懷疑或

者是衝突，可能因此讓幼兒對於上學

產生懷疑或是焦慮。 

幼兒分離焦慮造成幼兒及家庭的

壓力，分離焦慮造成的拒學造成父母

的困擾，並且相關研究指出分離焦慮

與成人初期的焦慮症呈正相關(Kins, 

Soenens, Beyers, 2011;Manicavasagar, 

Silove, Curtis, Wagner,2000; Silove, 

Rees, 2014))。若能在幼兒早期建立面

對與重要他人分離的適應能力，當這

些孩子能夠在重要的關係中找到自己

的價值，自然能夠學習真正的獨立以

及為自己的生命找到出口，對於幼兒

的未來發展具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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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銜接之行政規劃可行策略 
鍾乙豪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自

2017 年 8 月生效以來，使得以兒童為

中心的幼兒教育，有了明確的定義與

規範，幼兒教師可以多元發展幼教課

程，有利於幼小銜接（翁麗芳，2017）。

成功的幼小銜接，有助於幼兒喜愛、

適應國小一年級的生活，也是幼兒未

來在學校環境學習、成長成功與否的

關鍵因素（李麗鳳，2012；劉惠君、

陳麗卿，2010；Sink, Edwards, & Weir, 

2007）。六歲是我國學制中學前教育與

正式學校教育之分野，從學前跨越到

小學階段，其學習、生活與環境差異

甚大，差異主要來自五個層面：課程

設計、教學型態、學習評量、環境佈

置與生活常規（陳惠珍，2009）。這五

個層面，則可透過行政規劃擬定有效

策略進行改善。本文可為自 2013 年幼

托整合政策實施以來，所面臨到的幼

教托育品質、教保服務評鑑、幼兒園

師資與課程和學校行政規劃等問題，

提供一個以幼小成功銜接為導向的思

考模式與檢核參考。 

二、相關議題與研究成果 

(一) 幼小銜接 

幼小銜接（articulation）是指幼兒

從學前教育階段進入小學教育階段，

發生「場所轉換」或「角色變換」的

過程，對幼兒而言，成功的銜接經驗

是重要的，且會對日後的學習產生長

久 影 響 （ Sink, Edwards, & Weir, 

2007）。常見的幼小銜接差異，包含身

體動作發展、認知發展、社會化發展、

情緒發展與語言發展等（劉惠君、陳

麗卿，2010）。由於學前教育與小學階

段的課程、環境、教材和教法之差異

甚大，常會導致學生適應不良、情緒

焦慮不安情緒，影響學習動機，甚至

排斥上學（陳英豪，2017）。因此，如

何成功完成幼小銜接，是小學重要的

行政規劃策略。 

目前我國幼教市場中，公私立幼

兒園的比例約為三比七，由於市場競

爭激烈，佔了多數的私立幼兒園，因

此發展出連鎖美語型、蒙特梭利、傳

統教學法、方案教學、角落教學、大

自然課程、藝術教育與華德福教育等

多元教學樣貌。公立幼兒園則在提供

優質教保的呼聲中，也有非營利幼兒

園、開放式教學與實驗型態等模式產

生。翁麗芳（2017）認為我國幼教界

多元發展，可概分為傳統式與開放式

教學的兩種型態，「傳統式教學」是指

勤管嚴教、偏重知能訓練、小學先修

班模式的幼稚園課程；而「開放式教

學」則採取縮小班級人數、不做紙筆

作業，多時間、空間讓幼兒遊戲，從

遊戲中學習。無論何種型態或模式，

都希望能夠達到建構幼兒學習的新模

式，為進入小學教育做好準備。 

陳英豪（2017）以生態系統理論

的居間系統（meso-system）解釋幼小

銜接的生態樣貌，認為幼小銜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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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前和小學教育搭起橋樑。居間系

統是生態系統理論的一環，為重視個

體的微觀系統（micro-system）與所處

環境即外圍系統（exo-system）的交互

作 用 而 來 ， 會 受 到 時 間 系 統

（chrono-system）影響而不斷同步改

變，產生動態效果，進而發生轉變。

如家庭與學校、家長與教師，兩兩之

間的關係之關聯性愈強，對個體的影

響力也愈大。換句話說，幼小銜接是

一種隨時間慢慢改變而持續不斷影響

個體狀態的動態系統。因此，幼小銜

接成功的關鍵，在於每一次的場所轉

換或角色變換時，如何有效誘導學童

調整情緒、適應新變化。 

(二) 行政規劃策略 

學校行政是經由計畫、協調、執

行、評鑑等步驟，達成有效解決教育

問題為目標的連續過程，因此，幼小

銜接是學校行政重要的一環。李麗鳳

（2012）認為幼小銜接可由幼稚園向

上銜接、或小學向下銜接思考四個面

向以規劃策略：幼小銜接規劃與專業

交流、設計幼稚班大班幼小銜接課程

與活動、設計一年級新生幼小銜接課

程與活動、規劃全校性共同活動進行

幼小融合及促進交流。具體來說，可

以歸納為作業端和執行面。 

陳惠珍（2009）的研究發現，影

響幼小銜接的因素在於學前與小學階

段的教育差異，包含課程設計、教學

型態、學習評量、環境佈置與生活常

規等，並進一步發展出幼小銜接衡量

指標。幼小銜接指標共涵蓋六大面

向。即學校行政支持度、幼小師資合

作度、課程教學銜接度、常規訓練延

展度、生活環境適應度與家庭社區參

與度。其中，學校行政支持度的指標，

包含：學校成立幼小銜接小組、學校

擬定學年幼小銜接計畫、學校鼓勵教

師參與幼小銜接之研習或觀摩與學校

主管積極關切幼小銜接相關事宜。而

學校行政規劃應以學生為本位，強調

人性化與尊重個別差異，具體的行政

規劃策略為課程統整化、教學活潑

化、教材生活化、評量多元化與親師

合作化等五個方向作為考量（李麗

鳳，2012；翁麗芳，2017；劉惠君、

陳麗卿，2010）。課程統整化包含幼小

師資合作與課程教學銜接，教學活潑

化包含課程教學銜接，教材生活化包

含課程教學銜接、常規訓練延展，評

量多元化包含課程教學銜接、常規訓

練延展與生活環境適應，親師合作化

包含生活環境適應、家庭社區參與，

因此，可將行政規劃策略縮減為兩大

主軸，即學校行政（作業端）與課程

活動（執行面），彙整如表 1。 

表 1 幼小銜接之行政規劃策略構面與指標 

策略構面 指標 

 

 

 

 

學校行政

（作業端） 

學校成立幼小銜接小組 

 

學校擬定學年幼小銜接

計畫 

 

學校鼓勵教師參與幼小

銜接之研習或觀摩 

 

學校主管積極關切幼小

銜接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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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構面 指標 

 

 

 

活動課程

（執行面） 

課程統整化（幼小師資

合作、課程教學銜接） 

 

教學活潑化（課程教學

銜接） 

 

教材生活化（課程教學

銜接、常規訓練延展） 

 

評量多元化（課程教學

銜接、常規訓練延展、

生活環境適應） 

 

親師合作化（生活環境

適應、家庭社區參與） 
資料來源：翁麗芳（2017）；陳惠珍（2009）；劉惠君、

陳麗卿（2010） 

三、分析與討論 

幼小銜接為小學行政中重要的一

環，牽涉到幼兒個體與學校環境間，

其互動歷程之交互作用。為確保幼小

銜接成功，學校、家庭與社區扮演了

不可或缺的角色，愈是重視家庭、學

校與社區相互之連結，愈有益於幼兒

個體由學前進入小學一年級後的發展

與適應。從學校行政面來看，其行政

規劃策略著重於學校師長與行政人員

的組織分工與增能；從活動課程面來

看，其行政規劃策略著重統整、活潑、

合作、生活化與多元化。以幼小銜接

觀點，可視為幼兒園向上銜接小學，

或小學向下銜接幼兒園的整體連續面

思考。由於學區制分配了生員的來源

與背景，因此，經由長年行政資源的

積累，可以有效運用知識分享的平

台，作為歸納過往經驗與判斷未來趨

勢發展的依據，進而據以依照學校屬

性之差異，擬定合宜之幼小銜接計

畫，延續學校特色，建構安全、可信

賴、有保障的學習環境，以最大化幼

小銜接的成功率。 

四、結語與建議 

教 育 家 盧 梭 （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曾說：“Nature 

to children before adult would be like 

children.”。意即兒童在成人以前，就

要該像個兒童應有的樣子，這是大自

然的守則。根據上述，本文提出三項

建議，作為幼小銜接策略之參考： 

(一) 建構親師合作的夥伴關係 

親師生之間的外圍系統（家庭、

幼兒園與社區）人員間之互動（幼小

教師、小學教師間互動；家庭、學校

與社區之間的互動），形成合作的夥伴

關係動態系統。 

(二) 建構與自然共同成長的連結 

發展生活化、在地化、活潑且多

元的教材與教法，讓幼兒與土地產生

連結，共同生活與成長，並可連結全

校生命共同體之概念。 

(三) 行政增能與知識分享 

學校行政團隊為學校作業端之靈

魂，掌控校務發展與規劃，因此建構

完善的知識分享平台，有助於教師、

行政人員之增能，增加家長與學童之

信心和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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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公孫丑上》提到「揠苗

助長」的故事，感嘆當時『天下之不

助苗長者寡矣』，反觀現局，幼小銜接

常被廣告化為「不要輸在起跑點上」。

本文從學校行政規劃的觀點，具體提

出可行策略之建議，由親師合作、自

然共構與知識增能三個面向著手，思

考耕耘之道，裨益我國幼小銜接成功

之行政規劃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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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回應幼兒常見的性好奇行為 
曹恬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 

 

一、前言 

「林老師，我們家承諺最近常常

會在家裡玩自己的小雞雞，要怎麼辦

才好？」  

「黃老師，萱萱最近在問我，糖

糖老師怎麼會肚子這麼大？寶寶是怎

麼進去媽媽肚子裡的？」               

在幼兒園現場常常會遇到家長提

出相關的疑問，國內許多相關研究亦

指出，大多數的家長很少與子女談論

有關「性」方面的話題(晏涵文、蘇鈺

婷、李佳容， 2001)。探究父母為何不

與幼兒談論性背後的原因，除了保守

的傳統觀念外，大多數的父母在自身

的成長過程中，他們的父母很少甚至

未曾公開地和他們談過性(余坤煌， 

1996；晏涵文，  2005；Larsson & 

Svedin, 2001)。 

然而目前社會形態改變，雙薪家

庭逐漸取代傳統家庭的角色，父母皆

忙於工作，幼兒的教育責任幾乎完全

交付予幼兒園內之教師及教保服務人

員，再加上許多父母本身未具備足夠

的性知識、性觀念態度保守，不敢或

不願意對子女討論與「性」有關的話

題，此時便需要學校、托育中心的補

充與協助，以順利協助個體形成正常

的性心理和提供正確的性知識。 

因此，幼兒園中的教教保服務人

員在面對幼兒產生的性好奇行為，該

如何應對便成為非常重要的議題。 

二、幼兒常見的性好奇行為 

幼兒對環境中的種種事物具有旺

盛的好奇心，並且會想要去接觸和探

索(蘇建文， 1995)。「好奇」是一種強

烈的學習動機，幼兒對「性」的好奇，

就如同對其他生活周遭事物的好奇，

常會藉由語言、行為坦率的表現出來

(Rubin & Kirkendall, 1968)，成人可從

中了解幼兒的想法，並且幫助他們正

確的學習他們想要知道的事物。幼兒

常見的性行為有以下五種： 

(一) 提出疑問 

分為兩大類：一為提出關於身體

的疑問，像是男、女身體(包括生殖器

官)的不同；另一是提出關於生命來源

的疑問，如嬰兒如何出生的(毛萬儀，

2001)。其問題內容類型分述如下： 

1. 提出關於身體的疑問 

(1) 提出關於自己身體構造的疑問。例

如：「肚臍是做什麼的？」、「這是

我的陰莖嗎？」等。 

(2) 提出關於男、女生身體構造差異的

問題。例如：「為什麼女生沒有陰

莖？」、「為什麼男生要站著小

便？」、「為什麼女生要坐著小

便？」、「為什麼我是男生 (或女

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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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出關於兒童與成人身體構造差

異的問題。例如：「為什麼爸爸(媽

媽 ) 的生殖器官 ( 乳房 ) 比我的

大？」、「我長大以後也會有乳房

嗎？」等。 

(4) 提出關於成人第二性徵的問題。例

如：「那是什麼(乳房、陰毛、鬍子

等)？」、「為什麼女人的乳房比男人

的大？」、「那是什麼(衛生棉)？」、

「媽媽怎麼流血了？」等。 

2. 提出關於生命來源的疑問 

幼兒對懷孕、生育、分娩、乳房

及嬰兒的來源與成長等相現象特別有

興趣，幼兒提出關於生命起源疑問的

內容類型為： 

(1) 嬰兒從哪裡來？ 

(2) 嬰兒怎麼進入母親體內？ 

(3) 嬰兒如何生出來？ 

(4) 胎兒在哪裡？如：我出生之前在哪

裡？胎兒在母親體內什麼地方生

長？等。 

(5) 胎兒在母親體內的生活情形。如：

母親的活動不會傷害到肚子裡的

胎兒嗎？胎兒如何吃東西及吃什

麼東西？胎兒在媽媽肚子裡如何

上廁所？等。 

(二) 探索身體 

當幼兒對性的好奇心無法滿足

時，便會嘗試去探索，而其直接探索

的，便是自己或其他異性兒童的身

體。幼兒身上最引起他們興趣的是肚

臍、肛門、生殖器官，他們也會同樣

好奇地想看其他兒童或是成人的身體

是否和他們的身體一樣。歸納 Davies , 

Glaser & Kossoff (2000) 、 Kellogg 

(2009) 所述，幼兒探索身體的類型包

括： 

(1) 探索自己的身體。 

(2) 探索其他兒童的身體。如:想要看

女孩是否真的沒有陰莖等。 

(3) 探索成人的身體。 

(4) 窺探別人的裸體或浴廁活動。 

(三) 進行性遊戲 

幼兒在性遊戲中，扮演爸爸、媽

媽、護士、醫生等角色，或從事於搔

癢、嘲弄、探索等，提供了幼兒學習

性生理結構及練習、消化他們所累積

的 學 習 和 知 識 的 機 會 (Rubin & 

Kirkendall, 1968)。幼兒性遊戲的方式

類型如下： 

(1) 裸露身體、暴露生殖器官。 

(2) 扮家家酒。 

(3) 使用女性(男性)成人的用品、衣

物。 

(4) 玩醫生和護士的遊戲，互相檢查身

體和生殖器官。 

(5) 模仿成人結婚，或說「我要和某某

人結婚」；模仿成人親吻、性交等

親密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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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話語中故意用各種與生殖器官有

關的字眼，如：大便、屁股、乳房

等。 

(四) 對性行為的好奇及關心 

現今的社會上，存在著許多「性」

的訊息，引發了幼兒更多對於「性」

的好奇，幼兒對於性行為好奇的方式

類型如下： 

(1) 對電視上的親密畫面感到好奇。

如，電視上的阿姨和叔叔在做什

麼？ 

(2) 對男、女裸體的圖影片感到好奇。 

(3) 對動物的性行為感到好奇。如，

那兩隻狗在做什麼(交媾)？ 

(4) 對成人的親愛關係感到好奇，

如：什麼是「戀愛」？每個人長

大都要結婚嗎？為什麼大人才能

結婚？ 

(5) 窺伺成人的親密行為。如，爸爸

媽媽為什麼要在床上做運動？ 

(五) 自慰 

綜合江漢聲  (1986) 、毛萬儀 

(2001)所述，幼兒自慰的方式類型如

下： 

(1) 將手放入內褲中把玩、摩擦。 

(2) 雙腿夾住被單。 

(3) 兩腿交叉互摩。 

(4) 在桌腳、椅背或床柱上磨擦。 

(5) 俯在地上，身體上、下擺動、晃

動。 

(6) 以毛筆、刷子刷生殖器官。 

三、幼兒園中的性好奇行為 

幼兒園中的教師與教保服務人員

往往在幼兒教育現場會遇到許多不同

的幼兒性好奇行為，針對不同的行為

與情境，教保服務人員有不同的回應

方式，以下將幼兒教育現場最常見的

性好奇行為與幼教師處理的回應方式

分為四個類別做說明。 

(一) 自慰 

幼教師遇到幼兒自慰行為的處理

經驗，雖然大多數皆為個別處理，然

而個別處理的方式卻有所不同，分為

以下兩點：轉移注意力、制止與衛教

宣導。 

1. 轉移注意力 

部分的幼教師反應遇到幼兒自慰

行為時間大多為午休時間，且採取的

行動不會直接阻止他們，而是請幼兒

去做當下該做的事、或轉移注意力、

做其他不相干的事，像是：躺好趕快

睡覺、或是棉被蓋好，不會直接提其

自慰，在處理時都是採取個別方式，

運用這些回應方式的最終目標是希望

幼兒停止自慰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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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接制止與衛教宣導 

幼教師若是在課堂上遇到幼兒自

慰行為時，除了轉移幼兒的注意力

外，還會採取口頭上的直接制止，請

幼兒立刻停止當下的動作，處理時大

都採取個別方式，且請幼兒停止動作

以後，會再就衛生教育的宣導做說

明，並不會直接提及這個行為為自

慰，也顯示出幼兒的自慰行為其實都

是不被認可，且被要求立刻停止。 

(二) 偷看 

幼教師遇到偷看事件，會在當下

先了解該事件的發生經過，接著會處

理幼兒之間的糾紛，最後會視偷看事

件的嚴重度分為幼兒糾紛處理完即

可，或是利用課堂上的時間，公開和

幼兒做團體討論或是健康教育宣導。 

(三) 生命來源的疑問 

有遇過幼兒提出關於生命來源疑

問的幼教師，大致上都會直接進行教

學與講解，並且運用坊間的繪本、影

片輔助說明，然而在生殖器的稱呼方

面則出現歧異，而有關於男女性交的

部分，則是直接運用其他字詞替代，

像是：在一起、睡覺，對於性交這一

用詞，會顧慮家長的感受，因此不會

直接明說。 

(四) 探索自己身體 

幼教師對於幼兒在探索自己身體

的部分，最後都會以保護自己的身體

為最高指導原則，並且在課堂上運用

繪本或影片公開直接教導，或與幼兒

討論出共識，部分教保服務人員還會

發下相關學習單，請幼兒回家與家長

共同完成。 

綜而言之，幼兒對於「性」的探

索是充滿高度的興趣，由於未知的事

實加上充滿了好奇與躍躍欲試的衝

動，所以產生許多與「性」相關的行

為，幼兒園中的教師與教保服務人員

與幼兒的關係相當密切，在教學場域

中皆有機會遇到幼兒性好奇行為，回

應幼兒性好奇行為時還是有其基本原

則可遵從。 

四、回應幼兒性好奇行為的基本

原則 

(一) 和幼兒互動的時候，持續使用正

確的性器官名稱，例如：陰莖、

陰道、卵子等，使用曖昧不明胡

謅的話語解釋生殖器，容易帶給

兒童生殖器是「不對勁」與「不

能說」的誤解 (游乾桂，2004) 。 

(二) 與幼兒討論性相關的議題時，教

師應使用溫和而堅定的態度，聲

調、表情等肢體語言都是傳遞性

教育的重要因子，勿使用的態度

如：歇斯底里或是帶有其他評論

的意味、或是失控的聲音與幼兒

討論其相關的性議題(龔如菲，

2005)。 

(三) 試著了解幼兒的觀點、經驗和關

切的重點所在，並且應該要有敏

銳的觀察力，同時教導幼兒學習

要如何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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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面對幼兒性好奇的問題，「聆聽」

是第一步，因為傾聽，才能得到

幼兒的信任，幼兒會樂意與教師

分享他的問題。 

(五) 教師必須讓幼兒理解，家庭結

構、行為、以及身體類型的多樣

性。此外教師應該在真實的場景

中，教導保持健康的方式，並且

讓幼兒練習衛生習慣，如廁後擦

乾淨、洗手等等，在這些場景中，

教師應該解釋身體運作的正常現

象。教師更應該在幼兒發生如廁

意外問題時，以不批評的方式，

幫助幼兒清潔，避免使用責備或

是會造成幼兒羞恥感的用語、或

是暗示著不愉快的說詞。 

五、結語 

從幼兒園教師與教保服務人員實

際面對幼兒性好奇行為的應對方式與

指導原則相較之下，似乎仍有些許的

差異，像是避而不談的自慰行為、或

是難以啟齒的生殖器名稱，都是現場

的教育工作者還有待於學習的部分。 

蒐集目前臺灣師資培訓機構之相

關課程發現，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在

接受師資培育過程中，大都未曾接受

完備的性教育課程訓練 (莊錦英， 

2009)。實際進入到職場領域後，幼兒

性教育的增能研習更是少之又少，反

觀性別平等的推廣研習，則是每年都

在推動與實行。 

 

幼兒性教育目前在臺灣仍是難以

推行，因為傳統既定的刻板印象，認

為幼兒年紀還小，什麼都不知道，也

沒有學習的必要，然而隨著電視網路

媒體的傳播讓幼兒更容易的接觸到性

相關的議題，隨著近年來幼兒受到性

侵害的比率節節升高，使得性這個議

題探討的重要性越來越受重視。 

除了幼兒的性好奇行為需要有適

當的回應外，教育工作者更需要教導

幼兒保護身體的自主權，強調身體是

屬於自己的，幼兒也是有向成人說

「不」的權力。 

幼兒因年紀較小易受侵害，因此

性教育的重點除了放在正常性發展

外，避免幼兒遭受性侵害更是重要的

議題；與其讓幼兒從傳播媒體獲得性

相關的知識來源，不如由老師及照顧

者提供正確的性知識和價值觀，澄清

幼兒對性的好奇與疑問，進而建立幼

兒正向的性態度和觀念才是正確之道

（邱世伶，2004）。 

與幼兒談性並不困難，健全態度

的培養，遠比死背知識來得重要，所

以「如何教」比「教什麼」更重要，

不論是現場的教育工作者或是家中的

照顧者在遇到幼兒性好奇行為時都要

秉持著開放與自然的態度才是最佳上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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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合作：教養孩子的任務 
莊凱博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 

 

一、前言 

近日與在私立幼兒園服務的同學

A 小聚，出社會的我們自然地聊起各自

的工作甘苦談。看著同為教育投身的 A

關心的話多了幾句並仔細聆聽 A 在工

作上遇到的困境，想著給他一些建議和

鼓勵。A 便娓娓道出他在幼兒園服務時

經常碰到的親師合作的艱困任務。 

二、搭起親師溝通的橋樑 

「老師，你怎麼教這麼慢？」家長

經常這樣詢問 A「學生說回家都沒複

習，這一課都還未學好怎麼教下一課

呢？」A 很無奈地說出他的心聲。親師

問題百百種，解決的方法也不盡相同，

但面對親師問題時，老師與家長必定要

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樑，開始進行親師合

作。「親師合作」是指以學生為主體，

家長與學校中所有教育人員之間，有關

互助、交流與合作，共同擔負教育學生

的責任、權利與義務的一種互惠關係的

歷程（李建興，2013）。建立親師合作

的關係並非是單方面的，需靠家長、教

師雙方的努力，老師以聯絡簿、電聯、

家訪等方式傳達學生在校生活、學習情

形以及需要家長協助的事項；而家長可

以花些時間陪伴孩子與其對話，若家長

與老師在孩子的學習上、生活上遇到疑

問、難題，雙方應當互相提出、互相協

助，尋求對方的建議與支援並共同解

決。若成功搭起親師間溝通的橋樑、順

利的合作，對孩子來說將會是學習最大

的助益。 

三、親師合作的現況與問題 

(一) 家長的態度 

部分家長因過去自身求學生涯經

驗不佳、工作背景因素等認為讀書無

用，對學校、老師持觀望、不信任甚

至有敵意的態度，不利於老師去溝

通，老師若真的無法一人解決問題，

也無須單打獨鬥，應尋求相關處室協

助幫忙。 

(二) 工作繁忙、無暇兼顧 

家長因生活、經濟壓力被工作壓

得喘不過氣以致於無法抽出固定時間

去了解小孩在校生活及學習情形，其

實陪伴小孩不需在乎時間的長短，可

以透過每日用餐時間的閒聊去關心小

孩亦足矣。 

(三) 教育理念的差異 

家長與老師彼此教育理念的差異

造成誤會、衝突，從老師角度會認為

家長干涉教學，而家長則認為老師不

聽取意見。面對這類的問題，可以透

過親職日敞開心胸、開誠布公地討論

雙方如何從差異間做出對小孩最有利

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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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師的教育知能 

教師應定時參加研習來加強輔導

的知識、溝通的技巧，如此一來在面

對學生的問題更能以適當、正向的語

言去鼓勵學生並獲得家長的認同。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孩子是國家的未來的希望，在求

學的階段如何讓他們在安全的環境下

獲得快樂的學習、健全的身心發展，

是身為父母及教育工作者最甜蜜的任

務，所以我們應當攜手負起責任而不

是相互推託，能夠看著孩子從零開始

學習之後的每一步成長直到他們能夠

展翅高飛，這才是最重要的。 

(二) 建議 

1. 給教師的建議 

建立良好的親師溝通管道是十分

重要的，每位家長的背景、特性不同，

可以接受的溝通方式也不盡相同，所

以教師在這方面會比較辛苦，因為要

先行去了解每位家長的特性、家庭背

景，例如對小孩的教養態度、學習期

望等等，減少未來與家長溝通時而發

生不愉快的經驗。 

表 1 Williams,Alley,&Henson（1999）家長類型。 

家長類型 定義 建議 

無敵意、合

作型 

會配合教師

和學校對學

生的要求。 

大部分的家

長都是無敵

意、合作型

的家長。 

家長類型 定義 建議 

焦慮型或壓

迫型 

很擔心自己

的孩子會輸

給別人，主

觀性強。 

教師在討論

其子女優缺

點時應有限

度，點到即

可，然後教

師做個積極

的傾聽者。 

自我涉入型 聽到教師對

於孩子的評

論，總感覺

是 在 說 自

己。 

要明確告知

其子女的行

為表現，在

講小孩的缺

點同時也要

說優點。 

否定型 認為孩子沒

有任何問題

就是好事，

這樣教師最

好 不 要 找

他。 

學生表現適

當行為時，

教師要藉家

長在家中獎

勵學生的適

當行為。 

抵抗型 家長有自己

的 教 養 計

畫，往往不

聽 教 師 建

議。 

教師不要給

家長建議，

而是把問題

丟回去，協

助他們完成

自己的教養

計畫即可。 

嚴苛型 家長經常像

行政人員一

樣看待教師

的 管 教 行

為。 

提醒教師特

別注意體罰

是法令禁止

的，即使是

家長要求，

也不可以對

學生進行體

罰。 

懷有敵意型 對教師的管

教 極 度 不

滿，會到學

校來理論。 

若此類家長

找到學校理

論，當家長

發 洩 情 緒

時，教師不

應當回嘴，

要以專業人

員應有的態

度並且平靜

的等待適當

時機說明，

若家長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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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類型 定義 建議 

身攻擊的語

言，教師可

立即結束會

談並告知家

長需重新安

排 會 談 時

間，若教師

在會談過程

中 過 度 防

衛，可能會

使事情更加

嚴重。 
資料來源：整理自電子出版物－熱情、魅力、責任，青果

數據中心（2016）。 

2. 給家長的建議 

美 國 社 會 學 家 柯 爾 曼 等 人

（Coleman et al.，1966）的調查報告書

指出家庭是影響學生學習表現的重要

因素。譚光鼎（2010）指出對於兒童

發展而言，比較重要的是「父母親的

行動」（what parents do）（家庭歷程）。

家庭是人出生後最先接觸的小型社會

直至進入教育場所，即便進入教育場

所，我們依舊不能忽視家庭教育對孩

子學習的重要性，所以單靠學校的努

力是不夠的，尚需家長的配合教育才

會事半功倍。當然每位家長的教養方

式有所不同，但對於陪伴孩子學習成

長，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少些責罵、多

些鼓勵關懷；減少對孩子碎念、多些

傾聽孩子的心聲，並且以身作則。遇

到教養上的差異問題，父母之間也必

須有良好的溝通，才能避免父母教養

不一致的問題產生，若真的遇到較棘

手的教養問題，也不要不敢尋求外

援，可以向孩子的教師討論解決辦

法、尋求建議，因為教養孩子的責任

要單獨扛起並非易事，但筆者相信父

母看見孩子的成長後，教養的辛苦都

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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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5E 教學模式融入桌遊促進學童社會情緒學習之教學

實務分享－以溝通技巧為例 
許國忠 

高雄市莊敬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曹家綺 

 高雄市莊敬國民小學教師 

 

一、前言 

根據《親子天下》2014 年調查四

到九年級中小學生及中小學輔導教師

發現：人際困擾與課業壓力，是中小

學生最大痛點 (蘇岱崙、方翊涵，

2014 )。兒童福利聯盟 2016 年的兒童

心願與煩惱調查，發現孩子的煩惱的

第二名是「交友問題」，而「交到好朋

友」也為孩子心願的前三名( 兒童福利

聯盟文教基金會，2016)。這兩項調查

不管是人際困擾或交友問題，皆指向

學童急需一種如何與他人互動建立正

向關係的能力。這也就是近年來全世

界掀起的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簡稱 SEL）風潮中

的一部分能力。2002 年，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向全球 140 個教育單位，發布

社會情緒課程實施原則，SEL 成為一

種新興的學習工程（杜大澂，2017 )。 

SEL 是一種學習過程，經由這個

過程，兒童和成人能夠獲得並有效應

用有關理解和管理情緒，設定和實現

積極目標，感受和表達對他人的同情

心，建立和保持積極關係，做出負責

任的決定等所必需的技能、知識與態

度(CASEL, 2017)。它包含五項核心素

養：1.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2.社

會覺察(social-awareness)；3.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4.人際關係技能

(relationship skills)；5.負責任的決定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五項核

心 素 養 下 又 各 自 包 含 數 項 能 力

(CASEL, 2017)。 

從王為國(2016)之分析，有關 SEL

的核心素養也大部分呈現在 97 年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課綱，以及十二年國教

綜合活動領域課綱的核心素養、學習

表現與學習重點中。顯示十二年國教

綜合活動領域內涵，符合現行重要的

教育趨勢。但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

來，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一直未受到學

校的重視，在學校常被挪為他用，大

幅縮少真正進行綜合課的時間(王為

國，2015)。此現象可能造成兒童的社

會情緒能力，不足以因應其目前的學

校生活，就如《親子天下》與兒童福

利聯盟所顯示的調查結果。  

為何綜合課淪為實務教學的邊緣

課程？根據相關研究(丘愛鈴，2006；

周水珍，2004)其主要原因可能有：教

師對綜合活動的存在目的、定位、課

程與教學實施仍多所疑惑、課程設計

能力不足等。本文嘗試以中小學輔導

教師所感受學童最缺乏的社會情緒能

力，以及學童最感困擾之問題，作為

綜合活動領域的教學主軸之ㄧ，喚起

教師對綜合課程存在的目的與定位，

並提供經實踐有效之教學模式，作為

教師課程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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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親子天下與兒童福利聯盟的

兩項調查，臺灣中小學生所顯示的人

際困擾與交友煩惱，是屬於 SEL「人

際關係技能」核心素養的面向。在

CASEL(2017) 人際關係技能面向所指

的是：能與不同的個人和群體建立並

維持健全與互惠關係的能力，能溝通

清楚，善於傾聽，與他人合作，抵制

不適當的社會壓力，建設性地協商衝

突，並在需要時尋求和提供幫助，它

包 含 四 項 子 能 力 ： 1. 溝 通

(communication)； 2.社會參與 (social 

engagement) ； 3. 關 係 建 立

(relationship-building) ； 4. 團 隊 合 作

(teamwork)。 

本文嘗試運用桌遊人際互動的特

質，透過 5E 教學模式(5E instructional 

model)情境式的學習，在國小綜合活動

領域進行 SEL 內涵中，人際關係核心

素養面向的溝通能力教學。 

二、桌遊與社會情緒學習 

桌上遊戲（英語：Tabletop game），

通常被簡稱為桌遊，又被稱為不插電

遊戲，是針對如卡片遊戲（又包含集

換式卡片遊戲）、圖板遊戲（Board 

Game）、骰牌遊戲（Tile-based games），

以及其他在桌子或任何多人面對面平

面上玩的遊戲的泛稱，相較其他遊戲

類型，桌上遊戲較注重多種思維方

式、語言表達和情商的能力及鍛鍊(桌

上遊戲，2017)。 

由於桌遊具有多人面對面接觸的

遊戲特質，相關研究(吳承翰，2011；

林子淳，2014 )探討其在促進人際互動

的功能。研究發現，桌上遊戲對於人

際溝通的幫助可適用於大多數人口背

景不同者，但需要挑選適當的遊戲機

制與共同參與之同伴，並且進行越多

次遊戲則最終之效果可能越佳(吳承

翰，2011)；運用桌上遊戲教學能指導

國小五年級學生以合宜的態度待人進

而處理人際互動問題（林子淳，

2014）。 

從桌遊的特性與相關研究顯示，

桌遊在社會情緒的學習是有效的一種

教學媒介。本文教學實務採用一款名

為「眾口難言」的桌遊，此遊戲之主

要玩法為：將各種不同語詞卡(如捉迷

藏、灌籃、紅包等)放置一位同學的頭

頂上方(這位同學自己看不到)，另一名

同學則可看到語詞，以表情動作表達

「語詞」意涵，但不可直接說出卡上

的字或同音的字，但可借助四周的物

品或人當成道具協助表達。頭頂上方

有卡的同學需專注傾聽，猜測另一位

同學表達的語詞。遊戲中每位同學依

序輪流擔任傾聽猜測與表達語詞的角

色。 

三、5E 教學模式與社會情緒學

習 

有效的社會情緒學習需符合學習

理論，Bybee(2002)根據 Bransford、

Brown 和 Cocking 等人(2000)在「How 

people learn」一書中，三個有關學習的

關鍵發現，指出一個可符應學習關鍵

發現的教學模式，這個教學模式是「生

物科學課程研究」(Biological Sciences 

Curriculum Study,簡稱 BSCS)的 5E 教

學模式(instructional model)，分別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7%89%87%E9%81%8A%E6%88%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4%E6%8F%9B%E5%8D%A1%E7%89%87%E9%81%8A%E6%88%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4%E6%8F%9B%E5%8D%A1%E7%89%87%E9%81%8A%E6%88%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6%E6%9D%BF%E9%81%8A%E6%88%B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A%B0%E7%89%8C%E9%81%8A%E6%88%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C%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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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Engage)、探索(Explore) 、解釋

(Explain)、精緻化 (Elaborate)、評鑑

(Evaluate)共五個階段。 

5E 教學模式的投入階段(E1)聚焦

於學生的情境、事件或問題等；探索

階段(E2)則提供具體、動手作的經驗，

讓學生運用現有的概念和說明，澄清

在 E1 階段的疑惑或探討問題；解釋階

段(E3)是要求學生運用在 E2 階段探究

的經驗對情境、問題或事件進行解

釋，教師再引導至科學概念解釋；精

緻化階段(E4)的目的是促進學生將 E3

階段的概念和能力應用至相關的情境

活動；評鑑階段(E5)則鼓勵學生評量自

己的理解和能力(Bybee, 2014)。 

雖然社會情緒學習的教學上鮮少

運用 5E 教學模式，不過 5E 教學模式

符合學習理論是適合各種概念與技能

的學習，如科學教學（王怡人，2015）、

音樂（邱郁雯，2009）、藝術（王明麗，

2007）及社會（黃雪欣，2010）等其

他科目，也都有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

學習態度的結果。 

此外，Jones 等人(2017)提出社會

情緒學習有效方案的教學策略有討

論、教導(didactic instruction)、書寫、

影片、技巧練習、遊戲等，亦能運用

在 5E 教學模式各階段，如 E1 階段可

運用影片， E2 階段可運用遊戲，E3

階段可運用書寫、討論與教導，E4 階

段可運用技巧練習，E5 階段可運用書

寫等。 

 

四、教學實務分享-溝通技巧 

筆者即運用5E教學模式融入桌遊

於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本校高年級某

一班綜合活動課進行 2 週每週 2 節，

共 4 節社會情緒學習-溝通技巧的教

學，各階段主要教學分述如下。 

(一) 投入(E1) 

聚焦於學生藝術與人文領域的生活

情境：播放一組同學「討論綠建築製作」

的影片，請同學仔細觀看小組成員的討

論情形，如何進行溝通？影片約 5 分鐘，

影片中的小組成員表達的速度過快，有

些成員做自己的事，未專注傾聽。 

(二) 探索(E2) 

引出探索的問題：教師提問，請

學生根據影片的資訊，推論小組成員

能否完成綠建築的製作。學生多數推

論不能完成，教師詢問為什麼？學生

回答，因為講不清楚，沒有認真聽等。

教師說明影片中學生缺乏的是溝通的

技巧，進一步引出探索的問題「促進

理解的溝通技巧有哪些？」 

教師說明，溝通包含表達和傾聽兩

個部分，目的是促進理解，請同學在「眾

口難言」桌遊中探討如何表達與傾聽，

幫助同學理解你的意思，獲得分數？ 

教師說明「眾口難言」以小組方

式進行的規則，之後進行桌遊。每位

同學輪流擔任傾聽猜測與表達語詞的

角色，並探討「促進理解的溝通技巧，

要如何傾聽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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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釋(E3) 

小組討論解釋桌遊的體驗中「促

進理解的傾聽與表達技巧」，並寫在白

報紙上，師生再共同評量各組技巧的

合理性。最後教師連結學生的解釋至

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根據研究提出

可以促進理解的溝通技巧如下(蘇曉

憶，2014)。 

1. 傾聽時的技巧 

(1) 先安靜的坐著或站著。 

(2) 注視對方的眼睛，觀察表情、動

作。 

(3) 以態度關心對方（如點頭、搖

頭）。 

(4) 專注聆聽對方講話。 

(5) 不打岔，讓對方把話說完。 

(6) 問他一些相關的問題，讓自己知

道更多。 

(7) 要向對方確認自己理解的意思，

是對方要表達的意思。 

2. 表達時的技巧 

(1) 音量要讓對方聽得清楚。 

(2) 眼神要專注的看著對方。 

(3) 咬字要清楚，一字一句慢慢說。 

(4) 適當用非口語行為(表情、手勢、

動作)當作輔助的工具。 

(5) 確認對方是否理解，(舉例、換句

話說、能歸納大意)，必要的時候，

再說一次。 

(6) 對方和自己意見不同時，要先說

一些肯定讚美對方的話，再清楚

的表達自己的想法。 

(7) 不說髒話或損人的話，減少不必

要的廢話。 

教師解釋後，再播放綠建築討論

影片的正確溝通技巧版。 

(四) 精緻化(E4) 

教師說明實踐溝通技巧的實踐作

業，在一週內學生應用課堂上所學的

溝通技巧完成。實踐作業以表格呈

現，學生要簡要說明溝通的對象、時

間、內容摘要，以及應用技巧和見證

人簽名。傾聽和表達的事件各兩件，

其中一件見證人為家中成員。  

(五) 評鑑(E5) 

學生在完成實踐作業後填寫單元

回饋單，學生評量感受的班級氣氛、

課程內容與活動安排、實踐的溝通技

巧檢核，以及對課程的收穫與建議。 

五、教學影響與反思 

本溝通技巧教學，為社會情緒學

習課程的一部份，由筆者 1 帶領筆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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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設計。筆者 2 於 105 學年度先進行

教學，筆者 1 根據筆者 2 之教學回饋進

行課程修改，於 106 學年度進行教學。 

筆者根據單元回饋表，以及社交

技巧量表(蘇曉憶，2014)，探討教學對

學生的影響並進行反思，分述如下。 

(一) 單元回饋表 

1. 班級氣氛 

學生在 E5 階段的單元回饋表 (採

5 等第級距) 中的班級氣氛 5 個項目平

均數介於 3.72~4.26(詳如表 1)皆高於

量表的中間值（3），可見學生對於自

我教學中之班級氣氛傾向於正向的班

級氣氛。整體而言，學生覺得上課氣

氛是溫暖的、活動流程是井然有序

的、老師是友善、教學活動是活潑的、

感覺是輕鬆的，其中以「老師是友善

的」平均分數最高，其次的項目是「上

課氣氛是活潑的」，第三則是「教學活

動是活潑的」。 

表 1  單元回饋表班級氣氛統計表 

其中班級氣氛是井然有序的平均

數為 3.29 最低，從學生的心得與建議

中；「如果還要玩眾口難言的話，我覺

得音量要適中，不然有可能吵到別

班。」、「我覺得玩遊戲時聲音有點大

聲」。所以此項目平均數較低，其可能

原因是在玩「眾口難言」桌遊時，學

生為在時間內表達卡上的語詞過於激

動所致。 

2. 課程內容與活動安排 

由單元回饋表統計結果（詳如表

2）學生對課程內容與活動安排之評

量，平均介於 3.92~4.20 之間，高於量

表的中間值（3），整體而言，學生覺

得課程內容與活動安排是有趣且富有

變化的、時間安排很適當、學習內容

很有收穫、且喜歡老師的上課方式，

其中以「學習內容很有收穫」、「喜歡

老師的上課方式」，「活動安排富有變

化的」三項目的平均數最高，皆為為

4.20。 

表 2  單元回饋表課程內容與活動安排統計表 

其中「時間安排很適當」這項的平

均數為 3.92 最低，從學生的心得與建議

中：「遊戲時間可以再長」、「合作討論的

時間能再長一點」，顯示可能是學生希望

玩桌遊和小組討論時間增加的原因。 

 

課程內容與活動安排 平均 

1.我覺得這個單元內容很有趣。 4.00 

2.學習這個單元讓我覺得很有收穫。 4.20 

3.我喜歡老師上課的方式。 4.20 

4.我覺得這個單元的活動安排很有變

化。 

4.20 

5.我覺得這個單元的時間安排很適

當。 

3.92 

班級氣氛 平均 

(1)冷漠的……溫暖的 3.72 

(2)混亂的……井然有序的 3.29 

(3)敵意的……友善的 4.26 

(4)沉悶的……活潑的 4.01 

(5)緊張的……輕鬆的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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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我評量 

從自我評量傾聽技巧做到與否的

統計結果，25 位學生自陳能做到的人

數介於 14~24，顯示過半數以上的學生

能做到傾聽的 7 個技巧。最多人數的

前二名是：我會專注聆聽對方講話(24

人)、我會安靜的坐著或站著(23 人)。

最少人數的前二名是：我會問相關的

問題，讓自己知道更多(14 人)、我會向

對方確認自己理解的意思，就是對方

要表達的意思(19 人)。 

顯示對於需主動提問，幫助理解

的傾聽技巧，能夠做到的人少於其他

的傾聽技巧，可能提問的能力是屬於

較高層次的傾聽技巧，具有較高的難

度。 

又從自我評量表達技巧能做到與

否的統計結果，25 位學生自陳能做到

的人數介於 16~24，顯示過半數以上的

學生能做到表達的 7 個技巧，最多人

數的前二名是：我的音量能讓對方聽

得清楚(24 人)、我的眼神能專注的看著

對方(23 人)。最少人數的前二名是：我

會適當地用表情、手勢、動作當作輔

助的工具(16 人)、對方和我意見不同

時，我會先說一些肯定讚美對方的

話，再清楚的表達我的想法(18 人)。 

由結果顯示需要以非語言表達，

以及在不同意見時，先做肯定讚美的

技巧對學生來說，能做到人數較少，

可能此二技巧是屬於難度較高的表達

技巧。 

 

(二) 社交技巧量表 

以蘇曉憶(2014)社交技巧量表(採

用李克特 4 點自陳量表，依照沒有如

此、很少如此、有時如此、常常如此

等不同反應程度分別給於 1 至 4 分，

行為、認知、情意三向度各 10 題)，進

行前後測。溝通層面分量表之行為、

認知、情意三向度的前後測相依 t 檢定

結果如表 3。 

由表 3 顯示：行為向度的前後測

平 均 數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t=-2.36, p 

=.03)，認知向度與情意向度雖然後測

平均數高於前測，但皆未達顯著差

異，若從認知與情意的前測平均數已

經高達 35 以上(滿分 40)，未達顯著之

原因，可能是「天花板效應」。又從三

向度的前後測平均數來看，行為向度

平均數遠低於認知與情意向度，顯示

學生雖然知道與認同溝通技技巧的意

意與價值性，但在實踐上是有落差的。 

表 3  溝通層面三向度前後測 t 檢定 

 

層面 

前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t(26) p 

行為 30.88 

(4.24) 

32.65 

(3.78) 

-2.36* .03 

認知 35.88 

(3.35) 

36.19 

(3.27) 

-.576 .57 

情意 35.38 

(4.12) 

36.27 

(3.49) 

-1.81 .25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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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反思 

溝通是學生維持友誼，建立良好

人際關係的核心能力，本教學在班級

氣氛，以及課程內容與活動安排皆顯

示正向的結果，且提升學生在溝通行

為向度的實踐，在教學實務上具有可

行性與有效性。根據教學之影響資

料，對於後續溝通技巧的教學，可作

如下之擴展與調整。 

1. 跨領域與生活情境的學習和練習 

對於實踐較少的兩項傾聽技巧

「我會問相關的問題，讓自己知道更

多」、「我會向對方確認自己理解的意

思，就是對方要表達的意思。」，這需

要較高層次的「提問」能力，可運用

語文領域的教學強化學習。至於實踐

較少的表達技巧「我會適當地用表

情、手勢、動作當作輔助的工具」、「對

方和我意見不同時，我會先說一些肯

定讚美對方的話，再清楚的表達我的

想法。」，則可於藝術與人文領域之「表

演藝術」教學，提供學生學習與練習

的機會。 

另外教師可將此技巧，列入家庭

實踐作業一段時間，藉由日常生活情

境的練習養成習慣。 

2. 教學內容的調整 

本溝通技巧教學在「眾口難言」

桌遊的探索過程中，主要提供學生以

語言方式進行表達，未來教學可增加

「不能用言語表達」的探索活動，如

此學生強迫必須以表情、手勢、動作

來表達。而且猜測的學生也更需要藉

由「提問」來增進理解。由此調整可

增進實踐較少與難度較高的溝通技巧

之探索的機會。 

六、結語 

今日學生課程中充滿了認知學習

的教學，較忽略以 SEL 為主軸的綜合

活動課教學。但 2015 年世界經濟論壇

（WEF）指出，接受過社會情緒訓練

的學生比沒有接受訓練的學生，平均

成績高出 11％（杜大澂，2017 )。又根

據腦神經科學的研究，情緒引導認知

的學習（周加先等譯，2016）。本教學

實務嘗試以符合學習理論的 5E教學模

式，並融入需人際互動的桌遊，藉此

提升學生溝通的能力。根據初步的研

究結果是具有可行性與有效性，可提

供教學實務教師，藉由綜合活動課提

升學生認知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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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差異化教學於國小教學之實踐 
劉欣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 

 

一、前言 

近幾年，臺灣對於跨國婚姻的態

度漸趨開放，同時也產生「臺灣新住

民」與「新住民子女」等等重大議題。

根據教育部 105 學年新住民子女就讀

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統計報告書來

看，臺灣近 10 年受到少子化的衝擊，

國中、小學生總人數減少，但新住民

子女總人數卻從 8 萬人成長為 19.6 萬

人。其中，有新住民子女就讀之國中、

小高達 96.76%，校內新住民子女占總

學生人數的比率以 10%~20%的學校最

多，約 40.86%。 

在國民小學教育現場中，一位教

師需要同時帶領二十幾位學生，學生

背景多元且存在個體差異。在教學上

如何因材施教、回應個體差異，幫助

學生有效學習，乃教師不可輕忽之議

題。學生在背景、學習等等方面的差

異，為搭建教學與學習之間的溝通橋

梁，因此教室中應提供不同學習管

道，以滿足不同學習需求。 

不同於傳統教學，差異化教學將

個體差異視為教學活動設計的出發

點。由於在同一班級有不同背景、學

習準備度、學習興趣、學習風格與學

習需求的學生，教師可於教材內容

（Content）、教學過程（Process）、教

學成果（Product）等三個面向進行差

異化教學（教育部，2013）。 

 

另一方面，不同於個別化教學，

差異化教學依據教學內容或是不同學

習需求等等，有時全班一起上課、有

時學生各自分頭學習、有時分組學

習。在分組學習方面，則是根據學生

的學習準備度、興趣、學習風格、學

習任務等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分組

形式。 

差異化教學並不是一種新的教學

理念或方式，它奠基於許多大眾已知

的理論基礎之上。本文將針對大腦導

向研究（Brain-based Research）、學習

風格（Learning Styles）與多元智能

（Multiple Intelligences）理論，闡述差

異化教學的教學理念。 

本文從國小教師在教學現場中實

踐差異化教學的經驗，了解下列幾點： 

(一) 了解差異化教學在國小領域的教

學現況，包含目前教師所使用的

差異化教學方法，以及對學生的

評估。 

(二) 了解國小教師執行差異化教學的

原因、困境與解決方式。 

二、大腦導向研究 Brain-based 

research 

大腦是人體器官的總樞紐，主宰

人類在思考、記憶、情感、語言等等

方面的功能。吳清山（2012）指出若

教師了解大腦導向研究，將有助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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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察覺什麼樣的具體因素會影響學生

學習，並據此提供學生在學習上的相

關支援。許多相關研究結果均顯示大

腦功能對於學習具有重要的影響。 

Greenleaf（2003）表示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會受到情感（emotion）與

行為（motion）的影響而有不同的學習

表現，例如：當課程內容與學生的個

人情感具有連結時，學生將會更容易

掌握學習主題並學習之；而學生的視

覺、聽覺、觸覺等等的感官動作，在

學習過程中扮演整合個體學習經驗的

輔助角色。 

三、學習風格Learning Styles與

多 元 智 能 Multiple 

Intelligences 

在差異化教學的教室中，教師運

用不同的教學方式，幫助學生了解自

己的學習風格與多元智能傾向，善用

合適的學習方式以全心投入學習中。 

(一) 學習風格（Learning Styles） 

學習風格理論主要從個體的學習

過程與人格特質兩方面解釋個體學習

上的差異，其中較為人所知的理論學

派為 Kolb（1984）學習風格理論，以

及 Silver、Strong 與 Perini（1997）學

習風格理論。 

Kolb（1984）依據個體在資訊知

覺（information perception）與資訊處

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上的行為

表現，將個體的學習過程分為：具體

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反思觀察

（Reflective Observation）、抽象概念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主動實

驗（Active Experience），並提出四種學

習 風 格 類 型 ， 包 括 ： 聚 斂

（convergent）、發散（divergent）、同

化 （ assimilation ） 、 適 應

（accommodative）（田芳華，2007）。 

Silver、Strong 與 Perini（1997）

依據個體吸收、判斷資訊上的差異，

從感受（Feeling）、思考（Thinking）、

感官（Sensing）、直覺（Intuition）四

個面向之交互作用，將學習風格分成

四種類型：精熟型（Mastery）、理解型

（ Understanding ）、 自 我 表 達 型

（ Self-expressive ）、 注 重 人 際 型

（Interpersonal）（田芳華，2007）。 

(二) 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 

多元智能為每個人都具備的能

力，即個體在解決問題、創造作品等

等方面的能力，且這些能力在個體所

處之文化或社會中，被視為是最重要

的能力（陳瓊森譯，1997）。 

Armstrong（1994）表示教師可觀

察學生在課堂上的特殊行為，以辨別

學生較發達的多元智能，例如：搶著

發言－語言智能；塗鴉－空間智能；

坐立不安－肢體動覺智能等等，這些

行為暗示教師應協助學生運用特定智

能傾向進行學習，才能使其專注於學

習活動上（李平譯，1997）。另外，觀

察學生在課餘時間選擇從事哪些活

動，亦能發現學生在哪一方面的多元

智能較為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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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差異化教學原則 

差異化教學若能搭配良好的班級

經營能力，應能成功地處理應對教室

中各種可能出現的學習狀況。據此，

Tomlinson 與 Kalbfleisch（1998）提出

三個建議： 

(一) 建立令學生感到安全的學習環境 

當教師以嚴格的方式進行教室管

理，需要相對自由氛圍的學生便會感

到不舒服；當學生向同儕或教師提問

時，卻得到同儕或教師不耐煩地回

應，提問的學生會感到受挫。上述這

些令學生感到不安全的情況，都會使

其將專注力放在自我保護，而不是專

注於學習上。 

(二) 教學內容稍高於學生的學習準備

度 

當學習課程遠超出學生的學習準

備度，其便會感到有壓力，以致於阻

礙學習；當學習課程低於學生的學習

準備度，其亦會缺乏學習興趣。因此

課程的難易度須適中，學生在適當程

度的挑戰下才能進入學習狀態。 

(三) 協助學生建構有意義的學習 

概念導向的教學能使學生專注於

課程中，並建構自我理解的學習架

構。唯有當學生親自面對問題，建構

屬於自己的理解，而非直接吸收教師

處理過的資訊，才能從課程中獲得學

習。 

五、差異化教學實證研究評述 

根據三篇國小教師實踐差異化教

學的實證研究，以了解有關國小教師

進行差異化教學的現況、原因、困境

與解決方式，以下分述之。 

(一) 國小教師進行差異化教學的原因 

1. 舊有的教學方式無法解決學生程

度落後之情況 

一名任教於四年級的國小英語教

師，為精進教學專業素養而就讀碩士

班，進修期間曾參與差異化教學工作

坊一年；個案教師有感於教學只是一

味填補學生學習上的漏洞而無法真正

解決問題，因此希望透過差異化教學

提升學生在學習英文上的自信心（朱

庭萱，2016）。 

2. 單一的教學模式無法回應個體在

學習上的不同需求 

某國小四年級英語科任教師，有

感於一個班級內學生背景差異甚大，

單一的教學模式已無法回應個體的學

習差異，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維持穩定的學習狀態，因此進行英語

差異化教學為期三個月，期許該行動

研究能改善教學瓶頸（徐文琴，

2016）。 

3. 班級內學生程度差異大，且低成就

學生學習動機低落 

某國小六年級英語科任教師，有

感於班級內學生英語程度落差大，但

教學設計無法兼顧所有學生的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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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需求，期望透過英語差異化教學，

提升低成就學生之英語學習成效，因

此進行三個月的英語差異化教學，期

望藉由行動研究改善低成就學生之英

語學習成效與態度（魏秀妤，2016）。 

從上述三位個案教師的背景可

知，教師進行差異化教學的轉折點，

最主要的原因即期望改善在教學現場

中發現的問題，而在實踐差異化教學

的心態上皆是主動積極的。 

(二) 國小教師進行差異化教學的現況 

藉由三位個案教師在教學現場所

使用的差異化教學策略，了解國小教

師在執行差異化教學時，主要使用哪

些教學策略： 

1. 提供各種學習資源 

教師以簡報進行單字與課文教

學，輔以圖片及動畫補充說明；設計

肢體－動覺活動幫助學生背誦單字；

提供繪本教材，幫助高成就學生延伸

學習（朱庭萱，2016；徐文琴，2016；

魏秀妤，2016）。 

2. 迷你課程 

教師為低成就學生設計迷你課

程。當在小組內教學時，教師能放慢

教學速度，針對低成就學生學習上的

盲點多加解釋；學生在同質小組內學

習時，也感到較有自信且樂於回答問

題（朱庭萱，2016；徐文琴，2016；

魏秀妤，2016）。 

 

3. 多層次活動 

在英文單字、句型、課文內容的

部分，教師學生分為基礎組與精熟

組，搭配迷你課程、個人學習單、雙

層能力學習單、桌上型遊戲等活動，

不同的教學活動交錯進行（朱庭萱，

2016）。另外，教師亦可設計分層任務

單，供學生選擇，包括：相同內容、

難易度不同的任務；相同主題、不同

形式的任務；相同任務、另可選擇額

外挑戰任務（徐文琴，2016）。 

4. 彈性分組 

根據不同教學情況，採用彈性分

組學習。全班共學時，以教授基礎核

心概念為主；同質小組授課時，教師

可依據小組需求，提供合適的補充說

明，或是延伸學習的教材；兩兩練習

時，彼此都有對話練習、分享、聆聽、

討論的空間；異質小組學習時，高成

就的學生協助低成就的學生學習，雙

方都能從中獲得不同的成長（朱庭

萱，2016；徐文琴，2016；魏秀妤，

2016）。 

5. 錨式活動 

當全班在進行相同學習任務時，

學習速度較快的學生，可以先進行有

挑戰性的錨式活動，輔以獎勵制度鼓

勵學生挑戰練習（朱庭萱，2016；徐

文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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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站學習 

教師設計分站闖關活動，搭配九

宮格的分站學習單，每一關卡包含

聽、說、讀、寫的能力，學生可自行

選擇要挑戰的關卡，但至少要通過五

關並連成一條線，或是至少連成兩條

線才算過關（朱庭萱，2016；徐文琴，

2016）。 

7. 讀者劇場搭配同儕評量 

讀者劇場包含聽、說、讀、寫能

力之展現，學生可改編課文內容進行

演出，最後教師發下同儕評分表，讓

學生為彼此的表現評分（朱庭萱，

2016；魏秀妤，2016）。 

(三) 國小教師進行差異化教學的困境

與解決方式 

1. 差異化教學的課程需要花費較多

時間規劃與執行 

差異化教學不僅需要花費較多的

備課時間，在執行過程中也需要給予

學生較多時間，以完成任務與發表學

習成果。除此之外，還需要配合全校

性的既定評量時程，因此差異化教學

的進行時常被迫中斷或是壓縮時間

（朱庭萱，2016；徐文琴，2016；魏

秀妤，2016）。 

教師在執行差異化教學之前，必

須清楚執行這樣的教學目的為何。在

配合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下，並非每

一堂課都需要進行差異化教學。經過

教師的事前評估，確認學生已掌握基

本核心概念後，根據學生的學習需

求，穿插差異化教學活動的進行。差

異化教學並非全面替代舊有的教學模

式，而是在適當的時機回應學生不同

的學習需求。 

2. 教師在評估學生學習方面仍有進

步空間 

使用舊有的教學方法時，教師可

藉由課堂反覆練習的時間，掌握學生

的學習吸收狀況；將原本的練習活

動，改成差異化教學活動時，由於多

數的活動以撰寫分層學習單的方式進

行，無法進行全班解說，也無法針對

個別學生給予即時的回饋（朱庭萱，

2016；徐文琴，2016；魏秀妤，2016）。 

不同程度的學生對於學習的專注力

不同，因此教師需要為不同程度的學生

設計不同的學習任務，目的在於幫助學

生從作業中獲得成就感。當沒有教師的

協助時，作業是輔助學生學習的工具。 

若教師無法即時處理學生的問題

時，遇到問題的學生可以先請教各科的

小老師，或是將問題記錄在個人的學習

日誌中，稍後尋求解決。另外，教師亦

可準備個人記錄簿，記錄當日對學生的

觀察，以對照學生與教師的記錄。了解

學生的實際表現、學習需求等等方面

後，再視情況調整教學內容或是小組座

位。 

3. 學生在彈性分組過程中的突發狀況 

差異化的教學常常需要搭配彈性

分組機制進行，學生不只學習知識，

更要學習如何與他人合作完成任務。

同儕之間相處難免會出現不知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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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人討論、意見不合、不負責任等

等情況，教師有時甚至也必須介入處

理；另外，分組活動時，亦常常發生

學生不清楚教學指令、排列分組座位

的場面混亂等等情況（朱庭萱，2016；

徐文琴，2016；魏秀妤，2016）。 

教室內除了學生的固定座位之

外，因應不同教學活動的需求，教師

需事前安排不同活動的座位，並教導

學生排列新座位的不同動線。另外，

為了確保每一位學生都能清楚教學指

令，可將關鍵的教學指令列於任務卡

或是學習單，或是事先交代各組的小

老師，請他們協助小組同學。 

4. 缺乏差異化教學的共同備課團隊  

目前在國小教學現場，教師進行差

異化教學的情況並不普遍，且差異化教

學方面的專家教師也不多。在沒有共同

備課團隊，以及其他可以一起討論差異

化教學過程之夥伴等等的情況下，初次

嘗試差異化教學的教師往往只能獨自

邊做邊摸索、調整（朱庭萱，2016；徐

文琴，2016；魏秀妤，2016）。 

雖然目前持續進行差異化教學的

國小教師並不多，但是透過相關的工作

坊、大學教授的指導、專書的閱讀、交

流差異化教學的實踐經驗等等管道，即

便資源有限，教師仍可進修關於差異化

教學方面的專業。另外，透過跨校備

課、雲端備課、視訊等等方式，集合各

校有意進行差異化教學的教師，搭配差

異化教學方面的專家指導，例如：大學

教授、專家教師等等，以師徒制的方式

往差異化教學的最高殿堂邁進。 

5. 教師無法確定是否成功實踐差異

化教學 

由於目前較少實際的差異化教學

案例可提供教師參考、對照，教師僅

能憑藉對差異化教學專書的理解與詮

釋，轉化成教學實務之應用。但是在

過程中常常碰到其他書本外的問題，

像是：初期對差異化教學的方向模

糊、進行差異化教學的時機、教學時

間的安排、教學策略的選擇與搭配、

彈性分組的應用與轉換、教室管理策

略、學生在初期轉換的不適應、教學

前後的評估方式等等（朱庭萱，2016；

徐文琴，2016；魏秀妤，2016）。 

進行差異化教學時，教師及學生都

需要從各自準備好的起點出發，以自己

的速度循序漸進，才能慢慢找到適合的

差異化教學軌道與學習的軌道。透過不

同學習任務，適度給學生彈性發揮的空

間，讓學生為自己的學習負責，例如：

記錄自我工作進度、安排自我學習項

目、為他人的作業或任務提出建議等

等。另外，教師可定期與學生分享進行

差異化教學的想法，讓學生了解教師對

他們的期望與信任，彼此都能從意見交

流的過程中有所成長。 

6. 家長對差異化教學的疑慮 

由於家長對差異化教學並不熟

悉，常常憂心這樣的方式是否會影響

學生的學業表現，或是質疑分層作

業、同質分組等等方式的學習效果（朱

庭萱，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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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教學的關鍵要素之一為教

師的教學理念。教師必須堅定信念，

才能與學生、家長分享差異化教學的

理念，以及相關的進行方式，讓他們

瞭解進而接受這樣的作法。在家長

會、定期成果發表等等場合，分享學

生的學習表現與成長，讓家長了解學

業成績無法代表學習的一切，真正的

學習在於學生能否學以致用，甚至在

教師放手後，亦能獨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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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提升校務效能運作之策略 
鄭福來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校長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博士生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校長協會第 11 屆理事 

 

一、前言 

學校是一個非營利服務型組織，

所面對的經營壓力來自於服務親師生

的需求，然而現況正值人口少子化、

知識經濟與智慧創新等考驗時期，學

校校長、行政人員及教師應共同思考

學校未來有效校務經營策略，以吸引

家長願意將孩子送到學校就讀並爭取

更多教育資源，始是學校長久經營發

展之計(吳清山，2007)。目前學校面對

的挑戰之課題，分別為各項評鑑

(evaluation)機制牽動學校績效責任擴

大、學生多樣性學習態度及需求增

加、全球化(globalization)政治與文化等

衝擊、基於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的家

長教育選擇權擴張、學校與社區關係

的日趨複雜、人口少子化等事實情境

(謝傳崇，2011)。Donald(2006)認為：「如

果你不為所有的孩子做出高成就，服

務的目的是什麼？」，Dan(2011)認為：

「學校被認為是改善學生的社會和經

濟機會的主要因素」。換言之，身為教

育人員在校務經營必須關注學校教育

是學生學習展能、教師專業增能及行

政運作效能等之重要課題。 

本文探究以學校本位為系統思

惟，透過行政創新提升服務親師生的

自我實踐之成果，激勵組織成員自主

學習、凝聚共識及倡導創新，塑造共

學、分享及標竿觀摩的正向氛圍，並

連結學校及社區的網絡資源，精進教

師專業、優勢學生學習、友善親師合

作及強化行政效能的具體成就，期待

有效解決兼任行政教師大逃亡、不願

意、輪流只做一年逃避行政的困境，，

激勵教師擔任兼任行政意願與自我實

踐；其次，高品質教師專業成長的研

究指出:促進教師教學增能的專業成長

活動，不能孤立於學生的學習需求，

而必須與實際的教學脈絡，也就是任

教的班級與學校相連接，才能學用合

一(教育部，2009)，透過本研究推動知

識管理應用原則、行動學習載具融入

各領域教學及發揮教師專業共同備課

與對話，有效促進學生學習成就，期

許打破僵化雞蛋盒的教室文化、單一

獨立的教師文化、封閉自我的教學模

式和自我感覺良好的教師專業文化；

再則，在校園行政組織運作以知識管

理為鷹架基礎，連結資訊科技及行動

載具等應用，促進教師專業對話聚焦

於學生學習，發揮知識領導建立具體

願景、策略與環境，提升知識的分享、

創新與運用，及深化智慧領導的傳

播、意義及價值，達成減少行政處室

本位思惟，習慣性制式僵化思考、面

對傳統情境問題的狹隘意識。知識管

理係指組織成員能夠運用現代資訊科

技，對於組織中的知識進行搜尋、組

織、儲存、轉換、擴散、移轉、分享、

運用的過程，以促進組織知識的持續

創新與再生 (鄭崇趁，2017)。Karee, 

Denise, Lo & Garrison(2014)認為:「對

於教師成功使用數據來改變學生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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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必須在技術上，統計學和教學上

精明」。因此，應用行動載具和網路科

技融入全校師生活動、領域學習成

果、整合行政會議及資料數位資訊化

等目標，進行提升教育行政科技數位

之智慧資本、知識管理、資訊平台、

資料分享、無紙化及環境永續成效之

目標。本文以筆者目前服務於臺北市

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為案例，藉此說

明與分享提升校務效能運作之策略。 

二、提升校務效能之策略 

(一) 知 識 管 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以知識科技化為核心的校務經營

是促進行政數位化建構教師專業與學

生學習的具體鷹架，由「資料定量與

數字呈現事實」為基礎，發展有新時

代的石油資源之稱的大數據分析，將

「資訊有目的、系統和分析傳達意念」

的雲端系統，連結「知識匯聚價值和

功能直接材料」的互聯網網絡之鷹

架，展現「智慧透過行動、實踐和應

用 創 造 價 值 」 的 人 工 智 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決策，匯聚並

架構數位化知識管理金字塔，詳如圖

1。由圖 1 可知，結合校長「知識科技

化管理」視野與素養，領導教師專業

團隊進行精進課程及教學，使用雲端

資料庫來處理校務領域之行政會議與

教學對話資訊，逐漸地累積知識化管

理模式由行政逐漸分享到各學年，逐

步落實提升知識科技化的管理能力應

用到協同教學、統整課程及專業發展

(鄭福來，2016a)。數位化知識管理金

字塔為綜匯系統蒐集事實與數據，將

網際雲端分享機制連結行政與教師社

群互聯網絡，展現高效能智慧決策模

式，創造國小校務數位化知識管理金

字塔之運作績效。 

綜上，期待建置數位化知識管理

之互學與分享平臺，發揮行動學習載

具及雲端網路科技融入各項任務型會

議等互聯網絡，進而提升國民小學校

務經營品質之行政智慧決策、知識互

聯網路、資訊雲端系統及資料大數據

分析等績效之目標。 

圖 1 數位化知識管理金字塔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於吳清山、賴協志(2009)、陳竑濬

(2017)。 

(二) SMART 目標管理 

SMART 目標管理包括有明確的

(specific)、可測量的(measurable)、可

達成的(achievable)、實際的(realistic)

及時間期程(time-related)等規準(吳清

山、林天祐，2007)，前後如圖 2。提

升國民小學校務行政創新之運作，應

結合目前學校之相關背景條件，運用

目標管理策略中的 SMART 原則加以

分析，藉以發掘問題及尋求解決途徑

(如圖 2)，透過科技化及賞識化等方式

分析具體明確的目標；利用制度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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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品質化流程分析可測量的；分析

可達成的目標則由專業人才賞識及制

度化作業評估；分析達成實際的目標

由專業人才賞識及品質化流程評估；

透過科技化及品質化兼具分析時間期

程，綜合 SMART 的互為應用及影響，

循序漸進建構知識、人力、物力及績

效管理等層次架構，進而有效提升目

標達成及展現行政創新經營成果(鄭福

來，2016b)。校務運作首重視凝聚團隊

成員的共識，在對話歷程分項對話實

施階段的 SMART 等影響因子，並逐項

條列困難與問題解決導向，協同團隊

夥伴聚焦在 SMART 的實施階段及步

驟，在歷程統整思考數位化知識管理

的策略，朝向推動及關注在以終為始

之 SMART 經營策略。 

圖 2 SMART 經營策略圖 

資料來源：吳清山、林天祐(2007:p.8-9)。 

(三) E-PDCA-R 方案運作 

「E-PDCA-R 方案運作」以 PDCA

循環圈的品質管理為基礎，分別加上

在第一項評估(evaluate)與最後再回饋

(re-feedback)，藉由評估、計畫(plan)、

試做(do)、檢討(check)、行動(action)

和再回饋的循環過程，詳如圖 3，

「E-PDCA-R 方案運作」是動態的循環

過程模式，進行檢覈總結與修正，對

成功的經驗加以肯定，未解決的問題

延續到次循環之「E-PDCA-R 方案運

作」，促進達成國民小學校務品質運作

的預期目標 (鄭福來，2017a)。方知

「E-PDCA-R 方案運作」奠基於校長領

導校務經營行政團隊評估中長程校務

發計畫，並著手訂定學校本位行政經

營創新方案，以行政夥伴協同合作與

運用資源彙整，執行「E-PDCA-R 方案

運作」，依循「校務願景-中長程計畫-

處室經營-行動策略-成效評估-回饋省

思」等程序，在執行推動評估廣納親

師生等校務互動關係人意見與想法，

輔以「數位化知識管理金字塔、SMART

經營策略」為執行策略，定期檢核執

行的成效、蒐集滿意度與展現學生學

習成就，適度開創與分享校園美學建

築、教學與課程之教師專業平台、融

入以學生為主體之實驗教學試辦課程

和爭取分享與競爭式計畫與舞台，系

統化再回饋與對話分析目標達成率及

不足之範疇，廣納再出發的團體智慧

與能量，循序漸進地達成校務發展之

進程。 

 

圖 3 E-PDCA-R 方案運作 
資料來源：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小校務經營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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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轉化魚骨圖(Fishbone Diagram) 

魚骨圖是由日本管理大師石川馨

先生所研發出來的(臺灣 WORD，無日

期)，魚骨圖是一種發現問題「根本原

因」的方法，它也可以稱之為「因果

圖」，向右側思考探究原因，向左側則

是針對問題尋求策略，透過集思廣

益、發揮團體智慧，從各種不同角度

找出問題所有原因或構成要素的會議

方式。 

發展定期評量  (assessment to 

relearning)魚骨圖為例，詳如圖 4，看

見老師們用心在命題評量試題的專業

與用心，由題幹的說明，完整題目的

敘寫及正確答案，這是培養孩子學習

閱讀整題內容的理解能力，更是提供

孩子有完整「再學習」的機會，掌握

「一題一評點、完整的語境、多元的

題型」關鍵命題重點，加深加廣命題

評量試題的難易度及鑑定度，教師專

業用心指導孩子在定期評量活動的學

習，並期待在未來以學年協作團隊模

式，以教師專業關注及重視孩子透過

評量活動完成「再學習」的歷程(鄭福

來，2016c)。可知轉化魚骨圖是促進國

民小學校務運作效能之具體策略與作

為。 

 

圖 4 以定期評量為例之魚骨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小校務經營發展計畫。 

轉化魚骨圖提升校務運作效能之

作法，在主骨幹的左邊為校務現況之

描述，以「計畫、組織、溝通、管控」

等四項具體實施策略為次骨幹要素，

持續發展並推動主骨幹右邊設定之經

營目標。再由次骨幹研擬實踐做法為

基本骨幹，歷程融入「數位化知識管

理 金 字 塔 、 SMART 經 營 策 略 及

E-PDCA-R 方案運作」為執行重點，有

效提升校務運作之效能。 

 

圖 5 校務經營魚骨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小校務經營發展計畫。 

(五) 360 度 螺 旋 發 展 創 意 漏 斗

(Innovation Funnel) 

「創新漏斗」需要包含目標、團

隊、合作、行動及結果等五大面向，

創新行動會受制於頸部的目標和團隊

文化所影響，透過成員間合作與行

動，執行及推動創新計畫，產出的結

果和設定的目標相對照 (吳清山，

2007)。透過「360 度螺旋發展創意漏

斗」為歷程，詳如圖 6，在評估治理校

務情境問題與方案之初，優先第一步

360 度螺旋發展以數據事證為根本，此

為整體思維的初衷，數據具體描述事

實與困境，事證具體呈現事實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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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進而依序訂定先後輕重之治理目

標，依照治理目標律定相關配套執行

策略與步驟，在治理目標與執行策略

必須跨處室協作及融化本位僵化為前

提，啟動第二步 360 度螺旋發展的行

動及合作，形成性運作歷程面對困境

和挫折，必須再一次螺旋發展回到第

一步的數據事證為本的思維初衷，持

續進行並有所成就及產出時，以「360

度螺旋發展創意漏斗」更需進一步檢

視產出的成果與設定之標竿 (bench 

mark)是否一致性，更需要審思周延如

同濾網(filter)地協作檢閱，兼具標竿及

濾網等雙重檢視流程  (鄭福來，

2017b)。 

實踐「360 度螺旋發展創意漏斗」

促進校務運作效能之作為，回歸行政

團隊面對校務情境問題時，妥適蒐集

事證和分析數據等數位化知識管理、

協同教師夥伴聚焦於 SMART 合作步

驟、關注於推動與實施 E-PDCA-R 方

案運作及轉化魚骨圖各項行動策略，

透過標竿及濾網式評估方法對照成果

與目的之達成度，有效提升校務運作

之效能。 

 

圖 6 360 度螺旋發展創意漏斗 
資料來源：作者修正自吳清山(2007)。 

三、結論與建議 

茲就提升國民小學校務效能行政

運作，發展推動具體行動策略等，臚

列結論與建議說明如後。 

(一) 結論 

提升校務運作效能主要範疇分別

是關注學生學習成效、精進教師教學

素養與圓融行政運作效能等三大課

題。以關注學生學習成效而言，如系

統蒐集及分析學生學力基本評量之大

數據資料，實施差異化教學行動策

略，依序執行形成性診斷評量與補救

教學計畫等，檢核並回饋學生總結的

學習成效；其次為精進教師教學素

養，客製化提供教師專業成長與課

程，聚焦課程設計、教學策略、有效

評量、資訊科技融入、班級經營、親

師溝通及正向輔導管教等行動學習策

略；最後是建置科技數位化雲端提升

圓融行政效能，涵蓋師生共學行動載

具和教育行政資訊互聯網絡等，兼具

導入領域備課行動學習社群、分享教

學歷程與成果、建立學生自主學習之

態度及建構親師生學習數位科技鷹架

等目標。 

(二) 建議 

本文依據上開結論，構思提升國

民小學校務運作之效能之具體建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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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維價值共榮化 

行政運作惟有以學生是教育的主

體為優先考量時，建議國民小學進行

教育作為之評估，應以學生學習為最

優先之立場，共同維護學生受教權之

最優先意義化，賦予現今校務經營思

維價值共榮化。 

2. 情意關懷共好化 

行政運作績效量化基礎在於信任

尊重與情意關懷，建議國民小學支持

質性指標和量化目標的背後之鷹架基

礎，是教師與行政團隊協同服務及付

出的成績，展現人性友善情境、人心

信任感受、人情尊重情誼等氛圍，充

分營造行政運作情意關懷共好化。 

3. 經驗學術共享化 

行政運作之效能目的，在於建立

傳承與共學平臺，建議國民小學透過

專業對話、回饋與分享循環系統，達

成由 A 提升 A+之永續經營之高績效，

展現校務經營現況思考資訊與策略活

水之經驗學術化共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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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策規劃與課程架構提出對小學師培的反思 
陳韻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候選人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專任教師兼研發處課程組長 

 

一、前言 

受全球化風潮影響，世界各國紛

紛吹起一陣教育改革風。尤其針對教

師角色扮演與轉變、專業知能提升與

深化、教師素質培養與增能等議題，

更是多有關注。就臺灣而言，西元 2010

年教育部舉辦的「第八次全國教育會

議」就曾將「師資培育與專業發展」

列為十大中心議題。後續也建置資源

整合平台，持續推動行動研究與教學

評鑑，檢視職前師資培育機構與制

度，以平衡師培訓練階段與教學現場

實務工作的落差。 

正如王世英、張德銳(2006)所言，

優秀教師的培育乃是長程的過程，為

達到確保師資素質、持續提升教學效

能的目的，除了橫向地加深、加廣教

學專業以外，尤其必須掌握「職前教

育─導入階段─在職教育」等三階段歷

程，持續而不間斷地提升教師專業知

能與教學效能。從師培養成階段開

始，歷經實習階段的師資導入、初任

教師到資深教師等貫穿整個教職生涯

的連續歷程，才是教師專業成長與課

程發展能否紮根的關鍵所在。 

二、小學師培政策規劃的反思 

位於北歐的小國芬蘭，自西元

2000 年起即在國際 PISA 閱讀、數學

與科學競賽中屢次居冠、表現傑出，

更吸引全球各地的教育家紛紛前往取

經，發現其教育體系之所以成功的因

素主要奠基於由下到上草根性專業主

義的以「研究為基礎」之師資培育(黃

源河、符碧真，2010)。《中華民國師範

教育學會年刊》(2009)亦曾以「師資培

育的危機與轉機」為主題，收錄多篇

國內外師培教育改革之相關論文。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更自 2009 年起，以在學及畢業師資

生、師資培育機構與教師為對象，透

過個人層級的長期追蹤、資料蒐集，

建置「師資培育資料庫」以進行縱貫

性及橫斷性的比較研究，試圖處理師

資培育數量、素質、課程、機構、師

資培育教師等核心問題，在在顯示師

資培育政策規劃與實踐相關研究受到

的關注。 

教育部(2008)相關統計年報也強

調師資培育乃教育根本之一，良好的

教育品質有賴於教師專業素質之提

升，而為因應少子化趨勢，師資培育

亦面臨更多元化的任務挑戰，因此對

師資養成、教育實習、資格檢定、教

師甄選、教師專業發展等向度的機制

建構都需重新做更全盤性的考慮。李

麗玲、陳益興(2009)回顧國內師資培育

政策的歷史發展，據此分析為基礎，

進一步討論當前師資培育面臨的問題

與困境並試圖建構專業師資培育政策

系統模型。此政策系統模型顯示教師

圖像應是師資培育政策的上位思維、

教師專業標準應是師資培育政策的依

循規準，而管道多元、條件專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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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汰劣應是師資培育機構進退場之三

大政策規範，正為教師專業發展的歷

程與師資培育的整合做了番完善的註

腳。 

過去，在臺灣的歷史進程中，計

畫式國家公費師資培育制度的貢獻不

容抹滅。然而，隨著時空更迭、社會

變遷快速與少子化現象，造成出生人

口急劇下降、教師缺額日減，政府以

往師資培育開放政策竟造成今日教師

超額的現象，皆顯示出重新思考師資

培育國家政策與供需問題的迫切性。

自民國 83 年 2 月《師資培育法》公佈

實施後，以往一元化的、計畫制的師

範教育轉型成為多元化的、儲備制的

師資培育。時至今日，究竟臺灣的師

資培育該如何有效整合師資養成階段

訓練、教育實習、教師資格認定考試

與聘任制度、新手教師輔導乃至專家

教師分享等階段的有關資源，協助師

資生、新手教師及專家教師等不同階

段的教學專業人員共同提升教學品

質、進行反思、開展教學專業，勢必

須重新從國家政策層級加以規劃統

整。 

根據吳武典(2005)等人的分析，師

資培育政策變動不明、師資培育機構

之審定不夠嚴謹、師資培育中心定位

不清且素質不一等問題都是師資培育

現階段所面臨的挑戰，間接也造成後

續師資養成課程設計欠佳、師資安排

欠理想、未能嚴格篩選修習學生、公

費名額銳減且過少，及目前師資供需

嚴重失調的現象。事實上，國家政策

面的師資培育多元化不應被當成解決

當前教育問題的唯一萬靈丹，而是相

關教育政策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

選項。為因應不同學生特質、回應教

育改革風潮，師資培育制度更應在不

同時空脈絡下有不同的作為。目前，

究竟該如何推動師資多元化理想的結

構組成與比重，是另一個需思考的方

向，對涉及其中的目標、內容與型塑

歷程更需反映社會期待與教學現場需

求(張鈿富、吳慧子、吳舒靜，2010)。 

三、小學師培課程架構的反思 

隨著國際化浪潮興起，做為教師

專業發展初啟階段重要推手的師資培

育機構與相關制度是否已然回應社會

期待與學生學習需求？針對不同教學

對象的學習型態與組成，如何從調整

師培課程結構、擴展教師研習進修管

道等方向，持續吸引並培養優秀人才

獻身教職？其他先進國家的做法如

何？ 

全面性移植他國的成功經驗，固

然未必能全然運用於我國的情境，但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透過跨

文化的比較研究或可做為參照規準之

一。黃源河、符碧真(2009)即指出過去

教育研究比較偏重各國制度與實務的

比較，近年來則採行文化比較角度，

強調深入探究之所以形成某種制度與

實務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為何。兩位

研究者在比較美國與臺灣師資培育機

構轉型與教師質量現象後發現：兩國

師資培育機構形式發展的歷史軌跡雖

然相似，但是師資的質與量卻大異其

趣。長久以來，美國因受西方教僕文

化影響，已面臨專業教師數量不足、

素質低落的困境。相對應之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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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受聖賢文化、教師社會地位較高以

及薪資相對較優渥等因素影響，反倒

是競爭者眾、師資素質可能相對之下

比較優秀。 

但是，梁福鎮(2010)認為以往我國

國民小學師資主要來自教育大學，中

等學校師資則來自一般大學和師範大

學。由於受到師資培育制度由國家提

供公費計畫性培育轉為學生自費儲備

制訓練，加上因少子化造成減班調

動、職缺減少以及教師缺額逐漸飽和

的影響，近年來已逐漸從過去計畫培

育模式轉變為儲備制的師資培育制

度，恐怕會因為無法招收到素質較優

秀的學生，反而間接造成我國師資素

質逐漸低落的問題。 

此外，即是關於如何透過更完整

的師資培育課程提升準教師的學科內

容知識(CK)與學科教學知能(PCK)的

課題。事實上，不同的學科各自有不

同的知識組織方式，而其用以進行探

究的模式也不同。無論是教學者或學

習者，針對不同的學科屬性所能提供

證據的邏輯以及最終能被說服而相信

的理由也不盡相同。由此可知，在某

特定領域中的所謂專業知能並非只需

要一套通用的問題解決策略，更要有

一套有組織的知識概念與研究方法 

(Bransford、Brown & Cocking，2000)。 

反觀國內，各師培大學或因師培

生生源減少、或因科系重整轉型，各

系學術課程與教育實習相關科目多有

編整，都可能造成師培階段的課程規

劃與未來現場教學工作需求不一定相

符的問題。許多師資生在學時並未充

分得到教學的基本訓練，多半遲至大

三、大四修習各領域教材教法、進行

教育實習時方有機會進入教學現場見

習。因此，師培機構學術訓練與師資

導入階段的實習輔導即再三考驗師培

生、師培機構與學校實習輔導系統三

方面的資源整合。根據吳武典(2005)

等人的分析，師資導入階段的教師專

業發展正面臨許多考驗，諸如：教育

實習內容名不符實、新制實習教師的

角色尷尬、教育實習時間太短、教育

實習指導工作流於形式、實習輔導教

師遴聘不易、先實習再檢定徒增困

擾、檢定考試科目的爭議，以及辦理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的機構有待商榷等

等，以上這些因素都造成教師專業形

象型塑與後續教師專業發展的困難

度。 

教育實習做為師資培育生導入教

育現場的重要階段，實則扮演極其關

鍵性的角色。在此階段中，參與教育

實習的準教師必須嘗試將其在師資培

育階段所習得之相關教育理論轉化為

實際的教學活動，更需面臨直接處理

學生問題、進行親師溝通等挑戰。其

中涉及的教學信念型塑、教學方法開

展、教學理論運用，都可能決定其日

後的教師角色扮演模式 (郭諭陵，

2006)，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四、結語 

過去，由於教育不甚普及，有機

會受教者不多，故知識代表某種權威

與地位。當大多數人的知識來源主要

為教師及其所代表的學校教育體系

時，教師做為社會上知識的詮釋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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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人，確實地位崇高，備受尊重。

但時至今日，知識更新速度快速，各

項產業日新月異，傳統價值觀與學科

內容皆備受挑戰。學校，或被視為學

術象牙塔，或被視為社會最後一股清

流，都暗指學校教育似乎略與社會脈

動脫節，教師不懂時勢變化，因而掀

起一波波教育改革風潮，引發學校教

學方針與教師地位的重大改變，首當

其衝的就是開放設立師資培育機構與

師資來源多元化的取向，間接使得傳

統師資皆來自師範院校的狀況已然改

變，也使得教師專業成長的軸線從師

資培育階段起始，必將延續制整個教

學生涯，成為教師投身教育志業的重

要礎石。 

教育的成功奠基於優良的師資，

面臨未來十二年國教的挑戰，師資培

育的政策規劃、課程內容，乃至於教

師資格檢定、實習輔導等相關配套措

施與制度，都須重新再做更具系統性

的全盤考量。自分析全球風潮趨勢、

理解教學現場需求出發，從師培階段

即為教學做好準備，點燃教師投入專

業工作的熱情，方是成就宏觀教育希

望工程的動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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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CIPP評鑑模式面對學校評鑑的因應之道—以高雄市

學校評鑑為例 
熊治剛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伍嘉琪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唐太宗曾言：「以銅為鏡，可正衣

冠；以古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

可明得失。」學校評鑑正如同一面明

鏡，透過學校全體教職員工蒐集資

料、呈顯真相，完成自評工作，再由

外部評鑑專家給予價值判斷，以利鑑

別結果，提供學校檢視各面向辦學績

效之機會。 

學校評鑑存在的價值，在於透過

評鑑手段和過程，可以協助學校教育

人員和主管教育機關，了解學校運作

績效，診斷與改進學校教育缺失，確

保學校教育品質，促進學校永續發

展。並且提供有關學校教育優缺點及

校務發展需求與策略，確定學校績效

責任，發揮引導功能，讓學校發展更

有方向（陳寶山，2013）。 

二、高雄市國小學校評鑑內涵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於縣市合併

後，為整合各項訪視評鑑更趨於完

善，於 104 年初公布「高雄市政府教

育局所屬學校整合訪視評鑑實施計

畫」（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15a）、「高

雄市立國民小學學校評鑑實施要點」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15b）及「 高

雄市國民小學 104-107 學年度學校評

鑑計畫」（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2015c），評鑑朝時間和項目整合、指

標簡化及數位化方式辦理為原則，期

待凝聚共識及共同發揮智慧，以提升

行政效能，落實有感、有效的訪視評

鑑，進而強化學校教育力與學生學習

力。 

晚近，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國

民小學評鑑期程自104學年度起至107

學年度止，皆須完成受評一次。為使

讀者明瞭學校評鑑實施計畫之政策內

涵和執行規畫，就評鑑目的、內容與

指標、種類、結果、獎勵機制、追蹤

輔導等臚列如下： 

(一) 評鑑目的 

1. 瞭解學校現況，提供改善建議，促

進學校永續發展。 

2. 落實領導管理，精進課程教學，整

合資源全面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3. 建立改善機制，促進自我成長，精

進整體教育品質。 

(二) 評鑑內容與指標 

評鑑項目包含五大項，分別為「校

長領導與行政管理」、「課程教學與評

量」、「學生事務與輔導」、「教學資源

與整合」、「學校特色」，再依每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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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分別設計指標，例如，在「校

長領導與行政管理」的指標列有三

項：1-1 校長能依教育政策，帶領團隊

透過經營領導與行政管理，有效達成

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1-2 依據願景，

擬定、執行與檢討各項具體行動方

案；1-3 能透過內部檢核機制，分析執

行困境及解決策略，以提升學校教育

品質。每項指標又列有評鑑具體內

容，例如評鑑指標 1-1，其參考內涵包

括：1-1-1 校長的學校經營理念；1-1-2 

校長對教育政策的落實；1-1-3 行政領

導的團隊組成；1-1-4 學校領導的重點

作為。 

(三) 學校評鑑種類 

1. 自我評鑑：由學校組成自我評鑑小

組，校長擔任小組召集人，小組成

員包括行政人員、教師及家長會等

代表，小組人數 5 至 9 人。學校依

據評鑑指標辦理自我評鑑，必要時

得邀請專家學者參與。 

2. 委員評鑑：委員評鑑由教育局聘請

具備評鑑領域相關學者專家、教育

行政人員、校長團體、教師團體、

家長團體等代表，組成委員評鑑小

組，小組人數 5 至 11 人。委員須

由取得學校評鑑相關研習者擔任。 

(四) 評鑑結果 

依據各校評鑑之總分，依標準決

定評定等第為符合或不符合；受評學

校評鑑指標符合項目達 80％（含）以

上者為績優。更明確的給予符合項目

達 90％（含）至以上者列為優等，符

合項目達 80％（含）至 89％者則為甲

等。 

(五) 獎勵機制 

評鑑結果符合項目達 80％（含）

以上者，列為績優學校。按符合項目

比率換算成該校可敘獎之教職員工人

數，獎勵額度為：優等學校，符合敘

獎標準人員每人敘嘉獎 2 次；甲等學

校，符合敘獎標準人員每人敘嘉獎 1

次。 

(六) 追蹤輔導 

評鑑指標符合項目未達 80％者，

學校應於評鑑結果公布後一個月內提

出改進計畫，由教育局追蹤輔導，並

將輔導結果送評鑑委員確認。 

三、CIPP 評鑑模式介紹 

Stufflebeam所大力倡導的CIPP評

鑑模式，是以幫助行政人員作好決策

為主，他認為評鑑是一種歷程，將評

鑑設計與教育計畫相連接，從教育目

標的選擇、決定到教育活動進行時會

運用到的資源、實際進行狀況，以及

最後的成效等，每一部分都加以評

鑑，且前後又可相互提供修正、調整

與回饋（王全興，2009）。 

從 CIPP 評鑑模式的評鑑層面而

言，背景評鑑、輸入評鑑、過程評鑑

和成果評鑑兼顧了評鑑的目標、設

計、過程、結果與回饋，是一個良好

的評鑑（曾素絲，2006）。CIPP 評鑑

模式應用在學校評鑑時，其內涵有四

（王元仁，2003；張惠玲 2005）：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3），頁 135-140 

 

自由評論 

 

第 137 頁 

(一) 背景評鑑（Context Evaluation） 

亦稱為環境評鑑主要目的即在審

視評鑑者的地位與環境，如學校在規

劃各項教育工作時，可將學校教育目

標、教育政策、環境因素、社會或產

業需求等重要背景內容納入考量。 

(二) 輸入評鑑（Input Evaluation） 

又稱為資源評鑑，主要目的在了

解學校於特殊背景、條件因素下，為

達成其各項教育目標所挹注如組織、

經費、設備、人員、工作計畫等各項

資源。 

(三) 過程評鑑（Process Evaluation） 

旨在預測或發掘教育計畫在實施

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或缺失，並持續

地監視、紀錄整個計畫之運作過程，

將缺失回饋給決策人員，以供改進之

用。 

(四) 成果評鑑（Product Evaluation） 

主要在測量和評估目標達成的程

度，通常對預訂之效標和實際展現的

成果加以比較，並將結果提供給決策

人員，以決定是否繼續、修正或中斷

原計畫方案。 

 

 

 

四、以 CIPP 評鑑模式面對學校

評鑑的因應之道 

(一) 背景評鑑 

1. 解析學校評鑑指標，解構準備資料 

在教育局公布評鑑指標後，主責學

校評鑑業務的行政人員，有責任先進行

指標的理解，其有助於帶領全校教職員

工準備各項佐證資料，並能將學校的重

要背景（學校願景、教育目標、學生圖

像、SWOTS 等）適時呈現於各項指標

成果；因此，在進行佐證資料準備前，

須先將易混淆的指標釐清。 

例如：第二項評鑑項目「課程教學

與評量」，指標「2-5 教師積極參與專業

成長活動與分享，提升專業能力」，其

具體內容「2-5-2 研習、進修與專業學

習社群」與第四項評鑑項目「教學資源

與整合」，指標「4-1 整合規劃各種適切

的在職進修活動，促進成員專業成

長」，其具體內容「4-1-1 專業學習社群

規劃、實施與成效」、「4-1-2 週三進修規

劃、實施與成效」，乍看之下，易誤認

二項評鑑指標皆指向呈現教師專業發

展之規畫與成效等，細究評鑑指標分別

隸屬不同評鑑項目，此時就可理解評鑑

指標 2-5 係指行政針對校內教師之教學

需求或基於學校特色發展等因素規劃

的教師專業發展計畫及落實情形，或指

教師因應教學需求，所研擬之教師專業

發展計畫；而評鑑指標 4-1 則強調為促

進教師專業成長，行政整合各項可用資

源的情形，例如運用縣市國教輔導團資

源、策略聯盟等資源導入教師專業發展

計畫。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3），頁 135-140 

 

自由評論 

 

第 138 頁 

2. 解讀前次評鑑結果，避免重蹈覆轍 

四年一次的學校評鑑，其投入準

備的時間至少需一年以上，方能蒐集

較完整之評鑑資料，以呈顯真相，俾

利評鑑委員以其雙眼看出真相而給予

價值判斷。通常，在評鑑結束後的一

個月，教育局會以函文方式，通知學

校評鑑結果，並詳述評鑑結果之優、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在有品質的目標管理流程中，以

規劃（ Plan ）、執行（ Do ）、查核

（Check）、行動（Act）四階段循環進

行，以確保每次目標都能有效達成；

因此，在準備評鑑資料之前，學校教

職員工都須先熟知上一次學校評鑑結

果和建議改進事項分別有哪些，以利

再次進行相似計畫時，能周延研擬計

畫並執行，以獲得更優質化的教育效

益。 

(二) 輸入評鑑 

1. 舉辦校內說明會議，有效進行分工 

學校評鑑含括「校長領導與行政

管理」、「課程教學與評量」、「學生事

務與輔導」、「教學資源與整合」、「學

校特色」等項目，是全校同仁須協力

合作的大事；若主責業務處室能帶領

學校同仁熟悉評鑑指標，並依據每位

教職員工之業務職掌進行明確分工，

定期召開會議做準備情形之檢視與檢

討，則面對學校評鑑就能游刃有餘。 

尚須費心著力的部分，還包括教

師教學檔案之製作，可蒐集他校優良

之教學檔案作品提供給教師參考，並

設計教學檔案自我檢核表，引導教師

先進行自我評鑑，再規劃小組評鑑，

促進教師間之專業合作，透過他評讓

教學檔案呈現更能符應評鑑指標之內

涵。 

2. 設置網路雲端平台，跨越時空限制 

因應資訊爆炸時代，評鑑佐證資

料主要以數位化方式呈現，輔以紙

本、實體型態展示，這是為了讓委員

能於實地評鑑日前，閱讀大部分的佐

證資料，因此，設置網路雲端平台成

了必然條件。但如學校之各項手寫的

會議紀錄等資料，則無須多花費時間

進行逐頁掃描，有經驗的委員能掌握

學校每年例行性各項會議，且能依據

會議記錄比對出會議召開之真實性、

可靠性及有效性。 

以數位化方式蒐集評鑑資料，跨

越了時空限制，讓學校同仁們不受限

於上班時間整理資料，隨時隨地可進

行資料上傳與下載；行政處組也能定

期在線上檢視各項評鑑資料的準備情

形。 

3. 進行佐證資料編碼，呈現成果檔案 

為梳理大量的評鑑資料，行政處

組須先依據評鑑項目、指標、具體內

容準備數位及紙本資料夾，再依據學

校實際情形，進行佐證資料的編碼。

例如：在具體內容「1-1-1 校長的學校

經營理念」中，我們可以準備的佐證

資料包括「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SWOT 分析、發展願景、辦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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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學校本位課程」及相關會議資

料等，此時建議將「學校中長程發展

計畫」編碼為 1-1-1-01，以此類推。 

有邏輯地編碼並造冊，有助於學

校教職員工明確彙整資料，也有助於

評鑑委員快速找到並檢視佐證資料，

可達事半功倍之效。 

(三) 過程評鑑 

1. 條列自我評鑑內容，展現辦學績效 

在進行佐證資料編碼後，各處室

行政人員可以開始編寫自我評鑑表；

編寫原則為依據評鑑具體內容，詳述

各項政策之辦理情形、推動成效、檢

討與改進機制及相關佐證資料或成

果；舉一簡例來說明，以具體內容

「1-1-4 學校領導的重點作為」為例，

可以「規劃學校長程發展計畫」、「健

全組織運作」、「走動式管理」、「建置

處室網頁及發行校刊」等為標題，再

詳述實際推動情形、成效等。 

2. 製作精華評鑑簡報，分區陳列資料 

通常在學校實地訪視中，會規畫

約三十分鐘進行簡報，在有限的時間

下，內容呈現以能精準掌握學校教育

目標與計畫、執行過程與成果、自我

評鑑與修正學校特色等為原則，讓評

鑑委員能快速對學校辦學成效有清楚

的輪廓，並引導委員於座談時有效提

問。 

 

在評鑑現場，提供委員可供線上

查詢資料的電腦數台，依據評鑑項目

與指標劃分資料陳列區域，依序呈現

非數位化的資料，例如：巡堂紀錄本、

各類已核章的會議紀錄、聯絡簿、作

業或作文、學習護照等，然學生輔導

及健康資料，因涉及個資，則擺放在

原有存放的櫃子中，待委員問及相關

資料，再引導委員到存放處查閱。 

(四) 成果評鑑 

1. 深化委員專業對談，扼要紀錄重點 

在簡報、實地參觀、檢閱資料、

晤談教職員工生及家長、評鑑委員會

議等流程中，委員會將所觀察到的一

切真相及改進建議提供給學校隨行人

員，並在綜合座談清楚陳述每一個評

鑑項目的優、缺點及建議，學校在徵

求委員同意後，可進行錄影、錄音，

留下評鑑紀錄。 

在檢閱資料時，各行政人員要掌

握與委員深入對談的機會，委員會以

其敏銳雙眼查找出蛛絲馬跡，例如：

在巡堂紀錄中，是否紀錄了教師待改

善事項，其後續輔導的流程與成效為

何；是否成立了學校採購需求小組以

決定經費編列順序等。與委員面對面

深談並記錄，能查察行之已久的盲

點，其能協助學校強化行政引導功

能，重新檢視並修正教育發展計畫，

提升教育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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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視委員回饋建議，轉為實際作為 

縣市教育局通常在訪視一個月後

函文各校評鑑結果及量化、質性兼具

的結果報告，除敘明通過之評鑑指標

及總通過百分比，以作為敘獎或追蹤

評鑑之依據外，亦會清楚陳述評鑑結

果之優、缺點及建議改善事項；學校

除了將評鑑結果於校內公告週知外，

更應將建議改善事項具體列為未來研

擬計畫、執行方案及行政領導等發展

方向。 

五、結語 

學校評鑑最重要的功能在強調學

校教育品質的持續改進，亦就是「績

效責任之確保」與「品質之持續改

善」，以協助國民中小學獲得品質之轉

化，並認知到評鑑在校務發展過程中

之重要性（陳寶山，2013）。 

學校評鑑有一項「能」創造之附

加價值，除了「能」協助學校改進外，

學校評鑑亦可帶給學校一項發展契

機，透過評鑑之準備過程，可以凝聚

學校教、職、員、生之共識與互相合

作，使學校成員更認識學校本身的定

位與願景、優勢與劣勢、問題與困難

所在，亦可帶給學校成員共同合作和

協調行動的機會（王如哲，2010）。 

以開放的態度接納學校評鑑，視

之如身體的健康檢查，找出學校的病

徵，不啻為組織持續發展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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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教育融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教育實踐與省思 
蘇傳桔 

屏東縣立新埤國中校長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近幾年來，在我國現階段推動探

索教育已逐漸受到學校與社會團體的

重視，熱衷於探索教育的伙伴們，總

是不斷地汲取探索新知，取其精華將

其運用在生活上、教學上、學習上、

社會服務……等的多元應用，且已見

成效亦得需求。隨著多元文化所形成

的思維，探索教育活動也迅速不斷地

在求新求變。 

現今國民中小學課程之「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的範圍包含各項能夠引

導學習者進行體驗、省思與實踐，並

能驗證與應用所知的活動，包括符合

綜合活動理念之輔導活動、童軍活

動、家政活動、團體活動、服務學習

活動，以及需要跨越學習領域聯絡合

作的學習活動（教育部，2008）。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可統整發展探索教育活

動，藉由活動課程實施，現行的童軍

教育與輔導活動可透過探索教育活動

之領導與輔導之知能，從體驗活動到

經驗反思，來增進綜合活動的教育效

益（李義男，2003）。 

二、探索教育的概念 

探索教育（Adventure 

Education,AE）起源於英國，發展自美

國，1997 年正式引進國內。因考量到

國內教育風氣及教育推廣的意義，採

用較易為大眾所接受及明瞭的名詞—

「探索教育」來表示。國內亦有用冒

險教育、體驗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PA 課程等諸多別稱（廖炳

煌，2007）。 

探索教育活動原本乃是針對童軍

所設計的體驗活動，日後結合自然教

育、戶外教育和探索課程之活動原理

與方法，而推廣到學校、社教、醫療、

休閒和法務單位的教育輔導活動（李

義男，2000）。蔡居澤、廖炳煌（2001）

認為探索教育活動是強調戶外體驗學

習，並以體驗學習與情境塑造為特色

的系列性團體活動，這些活動旨在透

過團體歷程，發現個別差異，促進相

互學習，並加深人我互信，促進團體

發展。 

隨著國內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

探索教育便融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在

學校中進行操作相關活動，然而因不

同學習階段，有其生理及心理發展之

特殊性，研究部分則以國民中小學居

多，大學最少則有可能是因為大學生

自主性較高，課程內容為自由選擇性

為主，不像國民教育階段經由體育或

綜合活動領域相關會議開會討論就可

融入課程直接進行（石偉源、李一聖、

郭添財，2013）。 

蔡居澤、廖炳煌（2007）將探索

教育活動內容分成三大類，第一類為

高冒險性活動，如登山、攀岩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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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求生、獨自露營等活；第二類為

中冒險性活動，如低空繩索與高空繩

索課程；第三類為低冒險性活動，如

平面活動等，常依團體歷程分為認

識、溝通、合作、解決問題、信任等

活動，因為容易實施，較不受場地限

制，是目前國內實施探索教育活動較

常見的活動類型。 

三、探索教育活動融入綜合活動

領域教學 

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旨在善用知

識統整與協同教學，引導學習者透過

體驗、省思與實踐的心智及行為運作

活動，建構內化意義與涵養利他情

懷，提升其自我發展、生活經營、社

會參與、保護自我與環境的生活實踐

能力。然而，「探索教育活動（Adventure 

Education Activities）」強調體驗是最好

的學習，注重活動經驗的批判與省

思，正與九年一貫「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的課程精神不謀而合，適合於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實施。 

探索教育活動主要目的是讓學員

遇到問題時，可以互相討論並思索如

何達成目標，發現問題如何去解決，

從錯誤中學習經驗，並由互助合作擬

定決策完成中難度活動。 

(一) 從教學活動中學習經驗 

九年一貫課程之所以會將綜合活

動設計成為一個領域，是因為許多課

程專家及學校教師都承認活動的重要

性。學生僅僅學得課本上的知識是不

夠的，必須學會理解與應用，讓資訊

變成生活的智慧，如此才能具備帶著

走的能力。吳清山（2003）認為所謂

的體驗學習是指學生在學校或教師安

排之下，體驗各種學習活動，從活動

中能習得四種學習意義，包含：經驗

學習、行動學習、反思學習、能力學

習，俾能應用在實際生活情境中。反

觀在現行的教育體制下，許多學校只

強調知識的取得與了解；殊不知唯有

透過活動讓學生超越記憶與背誦，他

們才有機會思考如何將技能與知識應

用到現實生活環境，甚至能從舊的程

序或原理中發現新方法與新思維。 

另一方面，活動課程在目前學校

教育中始終屬於附屬的地位，主要原

因在於學校授課型態還是傳授系統知

識的升學科目為主，藝能科與其他活

動課程則淪為附屬科目。雖然配合九

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活動課程是否能

在所有科目中佔相當比例，其他科目

老師是否願意以活動課程型態授課，

是否願意花時間研究如何將課程活動

化，值得我們深思與警惕。 

(二) 從教學活動中增進團隊動能 

群體生活中成員多元，當然有時

難免會因意見不一而起爭執，所以不

定時透過探索體驗活動讓學生在過程

中遇到問題時，可以互相討論並思索

如何達成目標，發現問題如何去解

決，從錯誤中學習經驗，並由互助合

作擬定決策完成中難度活動。活動特

色是學員充分發揮團隊精神，以小團

體的力量克服難題、突破難關，不強

調個人英雄主義，而強調團體合作結

果，以培養團隊動能（蔡居澤，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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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教學活動中培養學生省思能力 

探索教育課程有別於一般的團康

活動之處，即在於它不是透過小組競

賽而分出勝負劣敗，而是在每一個活

動課程均包括情境引導、活動體驗、

及分享討論等三個階段，當中最重要

的是分享討論階段。老師於活動後適

時引導學生去省思、覺知剛才活動的

歷程與結果隱含的意義，並共同參與

討論及分享心得。而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中的教學要領，也指出老師應提供

學生充足的時間與機會，鼓勵學生以

多元的方式，表達自己的體驗與省

思，建構個人意義。在教學原則也提

到老師應引導學生省思，並運用多元

的方式分享，且即時回饋。由上述可

知，探索教育課程和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都強調學生省思的能力（柯景耀、

鍾才元，2011）。 

四、探索教育融入綜合活動領域

教學的省思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為培養國民應具備之基本能力，提供

學生學習之七大學習領域，「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即是其中之一。課程綱要

中將「綜合活動」視為一學習領域，

其中明確的指出其設置理由、基本理

念、課程目標、教學內涵等等，由此

可看出綜合活動在時間分配或課程地

位上的重要性，此亦為九年一貫課程

中，改變最大亦為最具突破性與挑戰

性的學習領域。然而現行的教育制度

下，許多學校只強調知識的取得與瞭

解，唯有透過活動讓學生超越記憶與

背誦，他們才有機會思考如何將技能

與知識運用到現實的生活環境，甚至

能從舊的程序或原理中發現新方法和

新思維（蔡居澤，1999）。 

(一) 探索教育不等同於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之精神乃在將各領域的

概念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設計成條件

式知識的活動課程。最典型的活動課程

以指定單元呈現，而探索教育是其中一

種形式。因此綜合活動是可以多元化的

體驗活動方式呈現，如故事、演戲、繪

本等體驗活動，不限於任何一種。如果

只侷限於一種形式的活動課程，那將會

忽略了多元呈現體驗活動的機會。 

一旦瞭解綜合活動的真精神，就可

以再創造更多樣化的而不偏離宗旨的

活動課程。探索教育在綜合活動領域應

用的優點是：探索教育可以充分發揮綜

合活動實踐、體驗、省思的精神，缺點

是很多人會將探索教育等同於綜合活

動，導致忽略其他形式的活動課程。 

(二) 探索教育活動帶領注意事項 

在教學活動進行過程中，教師必

須有領導特定團體的經驗與訓練，並

且不能領導超越他們經驗與訓練的團

體。所以本身必須對活動過程熟悉並

能掌握突發狀況及帶領學生討論。此

外，必須告知參加學生運用在團體的

焦點、目標、技巧和活動，並且清楚

地指出活動中所可能產生之心理與生

理的危險。最終在教學活動裡引導人

員必須清楚傳達希望學生所達到的目

標，但是切記不可將本身的價值觀及

看法灌輸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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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缺乏引導反思帶領技巧訓練 

筆者在大學即將畢業之際接觸了

蔡居澤教授所開設的探索教育課程，

發現這是一套可以讓學生在活動、遊

戲進行中漸漸體會到自我探索、人際

關係建立、與自然共存的良好教學題

材，但許多教學現場的教師都只是將

探索教育課程中的活動或遊戲帶進教

學現場，卻往往忽略了探索教育中最

重要的「反思」，雖然目前各版本的教

科書也慢慢引進這類型的教材，但依

舊在無法綜合活動課程中有系統、有

組織的進行。因此，如何提升引導討

論的技巧是現場教學者在探索教育課

程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五、結語 

在探索教育課程中學生為主動的

參與者，它著重於學生親身體驗與自

我探索、強調學生省思的能力、重視

學生與同儕的合作和互動的能力。在

理念與目標上，探索教育課程與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有許多共通與相

似之處。因此，將探索教育課程融入

於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中，必定可以

更有效的達到「體驗、省思與實踐」

的課程目標，讓學生在課程之中獲得

成長，並將所學實踐於日常生活之中

（柯景耀、鍾才元，2011）。 

探索教育活動的內涵，可從體驗

學習的意義中，提供社會民眾在全人

的終身學習中得到體認，從探索教育

在學校教學發展中得到效果，透過引

導的技術和身歷其境的體驗學習經

驗，來增進我們的反思能力。此外，

探索教育的精神就是一種教學的方

式，而不是某些特定的活動。我們深

刻的體認教式的教學活動應會充滿探

索教育精神的內涵，如果教師在上課

時能設計並實施使學生充滿驚奇的活

動，不僅能提供機會讓學生完成他們

原本認為不可能的事，更可讓完成任

務的驚喜的歡呼成為日後建立自信克

服問題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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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推動 12 年國教新課程綱要理念、目標、核心素養及

其面臨之挑戰—以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為例 
曾清旗 

國立鳳山商工教師兼進修部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研究所工學博士 

 

一、前言 

教育研究學者黃淑娟、吳清山認

為課程發展之目的在於提供學生學習

之重要依據。知識經濟及全球化發

展，各國之課程政策隨之而變，而課

程改革應符應國家發展需要及學生身

心需求，進而適時研修與調整（吳清

山，2010；程玉秀、葉錫南、蘇順發，

2011；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自民

國 57 年實施九年國民教育以來，以培

養健全國民為宗旨，為我國人才培育

奠定良好基礎。近年來家庭日趨少子

女化、人口結構漸趨高齡化、族群互

動日益多元、網路及資訊發展快速、

新興工作不斷增加、民主參與更趨蓬

勃、社會正義的意識覺醒、生態永續

發展益受重視，加上全球化與國際化

所帶來的轉變，使得學校教育面臨諸

多挑戰，課程政策必須因應社會需求

與時代潮流而與時俱進（教育部，

2014）。為「確保品質」及「社會公義」

等原則，積極啟動十二年國民基本教

育，以期符合世界教育發展潮流，行

政院於民國 103 年 8 月 1 日正式核定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全

面實施。 

2008 年 1 月 24 日，教育部杜部長

頒布《新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

要》，通稱的《95 暫綱》。新課綱原訂

於 2009 年 9 月（民國 98 年）開始實

行，故坊間又通稱為《98 課綱》。2008

年 11 月，經過多次舉行的「說明會」，

重新審定通過的《98 課綱》則預定於

民國 99 年施行，坊間又改口稱為《99

課綱》。而原擬於 107 年實施之 12 年

國教新課綱，因課審會分組委員組成

比例違法，部分組別委員中，曾擬訂

課綱草案成員比例超過法定 1/5，教育

部因而決定改聘部分委員重審課綱，

將課綱之實施延後 1 年，從 108 學年

度開始實施。 

本文主要是以教育部頒定之 12 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之課程

基本理念、課程目標與核心素養、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架構與特色為

內文基本架構，再與現行 99 課綱作差

異性比較，依作者多年教學及行政經

歷，提出 108 新課綱對技術型高中學

校行政、教師及師資培育機構等相關

單位所衍生的困境及挑戰，以作為技

術型高中在實施 108 新課綱時提前思

考準備及應對問題之解決之道。 

二、課綱基本理念 

依據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2014）明文記錄課綱的基本

理念，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

展本於全人教育的精神，以「自發」、

「互動」及「共好」為理念，強調學

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

善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引導學

生妥善開展與自我、他人、社會、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7（3），頁 146-154 自由評論 

第 147 頁 

及自然的各種互動能力，協助學生應

用及實踐所學、體驗生命意義，願意

致力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

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依此，

新課程綱要的理念是以「學生為主

體，去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

務實致用、終身學習、及職涯發展

等」，並兼顧個別特殊需求、尊重多元

文化與族群差異、關懷弱勢群體，以

開展生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

育，激發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活的自

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

氣，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

成為具有社會適應力與應變力的終身

學習者，期使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

命更為美好（教育部，2014）。 

三、課程目標與核心素養 

教育部於 2014 年頒定的十二年國

教課程綱要總綱在基本理念引導下，

明訂四項總體課程目標，以協助學生

學習與發展；四項總體課程目標有：

（一）啟發生命潛能；（二）陶養生活

知能；（三）促進生涯發展；（四）涵

育公民責任。 

分別擇重點說明之在：（一）啟發

生命潛能：啟發學習的動機，培養好

奇心、探索力、思考力等各種能力，

及積極的態度、持續的動力進行學習

與探索；進而激發更多生命的潛能，

開展健康且均衡的人生。（二）陶養生

活知能：培養基本知能，在生活中能

融會各領域所學，統整運用、手腦並

用地解決問題，以適應社會生活，勇

於創新，展現科技應用與生活美學的

涵養。（三）促進生涯發展：導引適性

發展、盡展所長，且學會如何學習，

陶冶終身學習的意願與能力，激發持

續學習、創新進取的活力，奠定學術

研究或專業技術的基礎；以適應社會

變遷與世界潮流，且願意嘗試引導變

遷潮流。（四）涵育公民責任：厚植民

主、法治、人權等素養、並學會自我

負責。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異，追

求社會正義；愛護自然、珍愛生命、

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行動力，積極致

力於生態永續、文化發展等生生不息

的共好理想。以上四項課程目標應結

合核心素養加以發展，並考量各學習

階段特性予以達成，期落實十二年國

民基本教育「自發」、「互動」與「共

好」的課程理念，以達到全人教育之

目標。 

依據教育部 2014 年頒定的十二年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對核心素

養下的定義：「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

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所

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度。「核心素

養」強調學習不宜以學科知識及技能

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

透過實踐力行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

展。「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

軸，以裨益各教育階段間的連貫以及

各領域/科目間的統整。核心素養，強

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分

為三大面向：「自主行動」、「溝通互

動」、「社會參與」。三大面向再細分為

九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行

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

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

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

意識」、「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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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與國際理解」。核心素養的內涵

如圖 1 所示。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引用自十二年國

教課程綱要總綱 ) 

 

四、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架

構與特色 

課程規劃：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規劃如表 1 長方形框內所示，本

內文以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為例說明

之。 

(一) 「課程規劃」說明 

1. 學年學分制：高級中等學校實施學

年學分制。每學期每週修習 1 節，

每節上課 50 鐘，持續滿一學期或

總修習節數達 18 節課，為 1 學分。 

2. 總學分與畢業條件：技術型及綜合

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畢業之最低

學分數為 160 學分。 

 

 

 

 

表 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表 

 

3. 每週上課節數：學生在校上課每週

35 節，其中包含「團體活動時間」

及「彈性學習時間」。 

4. 團體活動時間：包括班級活動、社

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學生服務

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等。而技術

型高級中等學校：班級活動每週 1

節；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學

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等每

週 1-2 節。 

5. 彈性學習時間：依學生需求與學校

條件，可安排學生自主學習、選手

培訓、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或

學校特色活動等。充實（增廣）/

補強性教學採全學期授課者，高

一、高二每週至多 1 節。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每週 0-2 節，六學期

每週單位合計需 6-12 節。 

(二) 課程架構與特色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的課程類

別、領域／科目及學分數、授課年段

與學分配置，如 2 表所示。其課程規

劃架構與特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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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科目及學分數」上：各群科實

習（含實驗、實務）科目得依群之

屬性實施分組教學。 

2. 在「部定必修」上： 表 2 所列科

目所設置之學年、學期或學分數，

得 視 實 際 需 要 酌 予 調 整 。               

各群所屬科別應依建議適用科別

開設必修技能領域課程之實習科

目，其部定之專業科目與實習科目

總計以 60 學分為限。 

3. 在「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上：  

校訂科目每一科目規劃以每學期

2-4 學分為原則，其中「必修科目」

須規劃於高二下或高三開設「專題

實作」至少 2 學分。校訂科目學

分數範圍之計算：依「修習總學分」

之上限 192 學分計算。 

4. 在「校訂科目規劃原則」上：規

劃組織與程序： A.學校應成立一

般科目及各領域之教學研究會，由

其專任教師組成之，以規劃、統整

群科課程科目及教學資源。B.學校

本位課程之規劃，應經由科教學研

究會、群課程研究會、校課程發展

委員會等程序，並得循環之，以完

備課程發展程序與凝聚共識。C.學

校本位課程之規劃，包含部定科目

及校訂科目，學校應著重於校訂科

目之規劃。校訂科目分為必修及選

修，均得包含一般科目、專業科

目、實習科目等三種科目屬性。學

校宜在本課程綱要的基礎上，在校

長的領導下，經由教師、家長、業

界、專家學者的共同參與，建立符

合學生進路需求與務實致用之課

程特色。校訂科目相關注意事

項：A.各學校開設之選修總學分

數，應達學生應修習選修學分數之

1.2-1.5 倍。然得視各群科實際需

求，酌減選修課程 10%學分數，但

須事先陳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

方可實施，並於總體課程計畫中敘

明。B.選修科目每班開班人數最低

以 12 人為原則，情形特殊或各校

經費足以支應者，得降低下限至 10

人，並得辦理跨校選修。E.教育部

為提升校訂必修科目「專題實作」

之學習成效，另訂定教學指引如

下：a.課程精神專題實作課程規劃

應切合群科教育目標及務實致用

原則，以展現各群科課程及技能領

域課程之學習成果。b.教學目標：

強化學生學習統整能力。c.教學實

施：採分組或協同教學方式進行。

d.教學評量：得依群科性質採用適

宜之多元評量方式。 

5. 在「彈性學習時間」上有：彈性學

習時間依據學校條件與學生需

求，可做為學生自主學習多元性學

習活動、選手培訓、充實（增廣）

/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等之

運用。 

6. 在「學年學分制畢業條件」上有：

應修習總學分為 180-192 學分，

畢業及格學分數至少為 160 學分。

表列部定必修科目 111-136 學分

均須修習，並至少 85%及格，始得

畢業。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

須修習 80 學分以上，其中至少 60

學分及格，含實習（含實驗、實務）

科目至少 45 學分以上及格。 

五、108 新課程綱要所面臨之挑

戰及學校教師、行政因應之

道 

(一) 新課綱在技術型高中學校最大變

革及特色：即為一般科目、專業

科目、實習科目，並增訂實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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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15 至 30 學分，此在增強各專

業技能領域課程，提升學生專業

技術及專業本位能力，建立符合

學生進路需求與務實致用的課程

特色。但相對卻稀釋了一般科目

的學分數，如數學科目三年時段

六學期總分只有 4-8 學分，如以每

學期排 2-4 學分為例，高 3 上就沒

數學的學分可上，最嚴重的是數

學老師沒課可上，將是學校行政

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及數學老師的

工作權保衛戰。筆者建議提早召

開核心新課綱會議，提早因應，

讓一般科目老師提前知道，有心

理準備，有第二專長的老師備而

有用或同領域、接近性領域優先

排課，鼓勵兼職行政，解決學校

每年 8 月分教師兼組長、主任行

政工作大逃亡之困境。 

(二) 新課綱增訂彈性教學時數實施原

則與專題實作教學指引等二項，

以提供學校及教師為教學依據，

亦將技術型高中新課綱彈性學習

節數由高職 99 課綱的 0-8 節調為

6-12 節，以供學校進行差異化教

學。在課程架構的差異性分析如

表 3 所示，值得一提的是，在部

定科目中專業及實習科目從現行

30 學分提高到 45-60 學分，著重

在群共同實習課程及技能領域課

程，以上各點為 108 新課綱特色

與亮點。 

(三) 在 108 新課綱的政策願景之下，

存在著三項挑戰： 

 

1. 教師在新課程教學上必須承擔比

現行課程更重更大的壓大，在課程

實施上增加了 1.2~1.5 倍選修量和

質課程分級及差異化實質化教學

呈現。筆者建議教師多多參與專業

增能研習，以提高教學上之質量所

需。 

2. 制度上必須建構一個充足的自學

輔導支持系統，前導教師作張輝誠

所提倡之學思達翻轉教學法，並協

助學生透過多元的課程規劃逐步

實現自主學習的能力及真正訓練

學生自「學」、閱讀、「思」考、討

論、分析、歸納、表「達」、寫作

等能力，透過小組之間「既合作又

競爭」的新學習模式、將講臺還給

學生、讓老師轉換成主持人、引導

者，將學習權完全交還學生，也符

合新課綱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

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及「自主行

動」學習的價值典範。 

3. 新課程精神，教師必須突破過往課

程執行者的單一角色，轉換成兼具

專業教學、課程研發及課程規劃等

多元性專長。筆者建議學校行政提

早作規劃，將教師未來新課程所應

具備的能力，作一系列的開班增能

計畫，爭取經費、寫計畫，或將課

程內容融入均優質化，訓練教師兼

具以上多元專長能力。 

因應 108 新課綱，本研究提出以

上各點挑戰，讓各級技術型中等學校

之行政同仁及教師，提前思考與因應

之道，面對 12 年國教新課綱與 21 世

紀的網速飛快變化，需要規劃什麼樣

的課程才能因應與面對，應審慎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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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領域/科目及學分數          單位：學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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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現行課綱（99 課綱）與新課綱（108 課綱）課程架構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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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觀課制度之策略 
陳政暉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博士生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教師、候用校長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總綱）將於

108 學年度起實施，雖然教育部自 102

學年度起規劃教師教學專業能力研習

五堂課 18 小時課程，並設定 103 年 7

月底達到 100%參與目標。然而，學校

是否準備好迎接十二年國教總綱的施

行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著重素養

導向之教學與評量，教師專業學習機

制的重要性更甚於以往，因此在十二

年國教總綱中訂定校長及教師實施公

開授課，藉由專業回饋而提升教學知

能，進而形塑同儕共學之教學文化，

其立意甚佳，惟每學年一次的公開授

課，能否真正促進教師專業成長？還

是最終將流於形式仍有待觀察。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以下簡

稱教專計畫）自 95 學年度實施以來，

已累積不少經驗，可作為實施公開授

課之基礎，然而參與教專計畫的教師

比例僅達 37.24%（教育部，2016），在

全面實施公開授課時，教師是否瞭解

有品質教學的規準，且具備專業回饋

的知能，將影響實施成效，因此建立

有效能的觀課制度，實乃刻不容緩。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成就每一個

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

以高品質的教學互動，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為公開授課之主要精神，本文

研究目的旨在透過文獻分析，探究現

行學校辦理觀課的現況與困境，並提

出策略，以作為領導者建立觀課制度

之參考。 

二、公開授課的現況 

教育部自 95 學年度起以觀察前會

談、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推

動教專計畫，以改善孤立無援的教學

文化，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另外，教

育部（2016）為兼顧實習生、初任教

師以及年資 3 年以上教師成長需求，

公布教專計畫自 106 學年度起轉型為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以提供更

貼近現場教師專業成長需求，再者，

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

效，形塑同儕共學之教學文化，十二

年國教總綱訂定「校長及每位教師每

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

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

自 108 學年度起實施。由上可知，教

師專業成長嵌入教學實務中，以同儕

反思對話，實踐教學改進，以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恰與學習領導的理念相

呼應。 

學習領導（leadership for Learning）

意指學校領導者運用其專業力與領導

力，以實現學校重要成果（吳清山、

林天祐，2012 ; Hallinger, 2011），此

外，潘慧玲、陳佩英、張素貞、鄭淑

惠與陳文彥（2014）指出，學習領導

具有分布式領導的概念，每位教師皆

負有協助同儕成長的責任，校長、教

師甚至學生，皆可為學習的領導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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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領導者。換言之，校長為提升教學

效能引導教師共學，繼而促進學生有

效學習，所進行的各項領導作為，皆

屬學習領導的範疇。因此，廣泛提供

教師專業學習機會，營造學生有效、

公平的學習環境，使學生獲得深刻的

學科知識、技能和思維習慣，已成為

領導者責無旁貸的責任。 

綜上所述，實施公開授課，可建

構於學習領導理念下，藉由觀課與專

業回饋，引導省思對話，形成滾動式

改進的正向循環歷程，以達成教師專

業發展支持系統的實踐。 

三、公開授課可能面臨的困境 

教師對於公開授課並不陌生，教

育部推動教專計畫（95 學年度起）、分

組合作學習（101 學年度起）、學習共

同體（102 學年度起）等方案，都有不

同的觀課形式，實施多年來面臨之困

境，列舉如下： 

(一) 教師心態，影響成效 

教專計畫實施至 105 學年度，參

與教師仍未達全國教師的四成，顯見

此政策仍未獲得教師廣泛的支持，不

論教專計畫、分組合作學習、學習共

同體，或即將實施的公開授課，都可

能牽涉到教師因擔心被評論（林政逸

與吳珮瑩，2016，頁 66），而怯於公開

課堂的困境，進而影響實施成效，此

外，教師也可能礙於同儕情誼，對授

課教師的建議，以肯定與鼓勵的表面

話居多，專業回饋恐怕是行禮如儀而

流於形式。 

(二) 配套不足，徒增怨聲 

公開授課的另一挑戰為配套措

施，在行政工作與日俱增的現實環境

中，若再加入全校公開授課的規劃與

執行，勢必增加行政人員的負擔，若

無妥適配套，恐怕造成學校以交作業

的心態虛應了事。此外，參與觀課之

教師人數增加，集體知識的擴展效益

也相對提升，但隨之而來的是，教師

課表以外的工作負擔也更重，實施效

益是否能吸引教師主動且熱情參與，

仍有待考驗。 

(三) 欠缺專業，淪為空談 

專業回饋乃是觀課制度的核心，

教學改進的歷程須建立在彼此對高品

質教學有共識，方能在共同基礎上對

話而實現改進  (Fink, & Markholt, 

2011) 。然而教學現場是否對有品質的

教學形成共識，仍有待商榷；再者，

公開授課的價值，在於能從觀課中掌

握問題，並給予授課教師貼近現況且

能據以改善的專業建議，若教師未掌

握有品質教學的標準或未具備專業回

饋的能力，則難以藉由觀課制度，協

助教師實質改進教學。 

四、落實觀課制度的具體策略 

為迎接十二年國教總綱的施行，

推動觀課制度時應先瞭解現有困境，

掌握有效策略，並對實施效益有堅定

信心，Boss 在其所著《Leading from 

Within》一書中，主張以課業研究

（Lesson study）型態作為教師的專業

學習，在長期、經常性的研修會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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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設計、研發教學單元，將成果於

課堂試行，並將結果帶回共同分享，

進行反思、回饋再修正，以達到改進

教學的目的（引自 Fullan, 2001, p.1），

因此學校應以建立課業研究的專業成

長機制為終極目標，包含備課、公開

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循環歷程，以逐步

擴散課業研究的價值。為使公開授課

成為學校運作的一環，建立有效能的

觀課制度策略如下： 

(一) 形成多元觀課社群，建立因校制

宜的觀課形式 

為落實教師專業成長的自主性，

可先盤點校內現有學習組織，如亮點

基地計畫、學生評量標準、學習共同

體、分組合作學習等方案，皆含有觀

課的元素，可直接納入觀課進度之

中，對於未參加之教師，則依其意願

協助成立觀課社群，擬定年度觀課計

畫，其觀課次數與形式須考量現況並

因校制宜，如初任教師以整節課的正

式觀察為原則，有經驗的教師則可安

排多次的非正式觀察 (Ribas, 2011) ，

以彈性多元形成校本的觀課制度，促

進教師專業學習。 

(二) 提供友善行政支持，型塑觀課的

學習氛圍 

觀課旨在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採

取觀學生、支持教師的立場進行（林

文生，2016），在每學年開始時，於行

事曆上排定觀課日程，並協助課務調

整或引進專業資源，以支持觀課社群

運作，此外，領導者必須掌握觀課社

群的進度與成效，從中萃取出有效教

學實務的新知識，於學校會議闡述心

得與發現，或邀請教師分享經驗，將

觀課的效益從觀課社群，擴展至全體

教師。 

(三) 培養觀課所需的知能，提供授課

教師實質專業回饋 

觀課的目的最終能為教師提供有

用、及時的回饋，以支持教師進一步

的專業學習，而培養觀課所需的知能

需要專業知識  (Fink, & Markholt, 

2011) ，因此在實施觀課前，應提供教

師包含理解有品質教學規準在內的專

業研習，並邀請專家協助帶領，以期

建立有效能的運作形式。此外，觀課

教師對教材熟悉度，以及對學生特質

之掌握（林文生，2016）將影響觀課

品質，因此參考課業研究的實務經

驗，建立備課、觀課與議課的循環歷

程，使觀課制度發揮最大效益。 

五、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訂於 108 學

年度實施，其中以公開授課作為促進

教師專業成長的策略，具有前瞻性並

與課業研究的精神相呼應，藉由自

主、多元與彈性的制度設計，友善的

行政支持與學習氛圍以及培訓專業知

能等策略，使觀課制度能落實於學校

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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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以下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地方

縣市教育局（處）、中等以下學校、學

校領導領導人員以及學校教師分別建

議如下： 

1.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培訓充足的專家，並編列預算支

應專家出席費，以確保觀課的理念與

實務能完整傳達，協助學校建立有效

能的觀課制度。 

2. 地方縣市教育局（處） 

舉辦校長、教務主任以及社群領

導人的工作坊，培養專業回饋的技

巧，提升學習領導的知能，並建立觀

課制度的領航學校、跨校種子教師或

專業輔導團等，累積實務經驗，有計

畫地推廣至各校。 

3.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訂定學校層級公開授課辦法，於

學年開始前排定觀課日程，協助調整

課務，邀請專家到校帶領及指導，逐

漸從實務運作中，培養校內的學習領

導人員。 

4. 學校領導人 

學校領導人員先自我精進成為學

習的領導者，善用學校會議分享觀課

心得與成果，擴散學習的效益，型塑

學習文化。 

 

5. 學校教師 

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的全面

實施，學校教師宜及早具備觀課學習

經驗，提升自我公開觀課的知能、專

業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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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Maker)教育實踐於十二年國教課程之評析 
朱珮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曾淑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創客 (Maker)」又譯為「自造

者」，源自 2006 年美國 Make 雜誌於舊

金山發起的創客市集（Maker Faire），

至今已授權全球超過 140 個城市舉辦

以及數百萬人參與此活動，在全球各

地帶動了創客的發展。它的概念來源

於英文 Maker 和 Hacker 兩詞的綜合釋

義，是指一群熱愛科技及想要自我實

踐的一群人，他們在自己做東西出來

的過程中也會分享技術、交流想法為

樂，造就了自造者文化的載體，其中

透過了電子、機械、機器人、3D 列印

等，也包括相關工具的熟練使用，如

CNC、雷射切割機等來製造成品，也

是因為連結了「想」與「做」的過程，

有助於找到答案並解決問題，更可能

引發新的創意與發明（謝文祥，

2016）。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3 年提到落

實手作實驗才能振興美國製造業，於

是在 2014 年白宮舉辦第一屆創客市集

時即提出「教育創新」10 年計畫，訂

每年 6 月 18 日為「全國創客日」，並

宣告美國將成為創客大國；而創客精

神的興起，也開始了從「做中學」的

過程中學會如何解決問題。它的基本

精神在於主動創造，而不是被動去創

造及接受；同時也鼓勵分享資訊與想

法，尤其是互相分享問題與困擾，就

是希望每位自造者可以透過無私分享

來拓展新視野，製造出更多的創客（何

琦瑜、賓靜蓀、陳雅慧、林韋萱、張

益勤、王韻齡，2014）。 

在亞洲，幾十年來一直是重視及

仰賴參考書而進行紙筆考試，當然在

臺灣也不另外；然而這 20 年來最大的

教育問題，是政府對實務選才的重視

與落實不足，導致「學」與「用」之

間產生極大的落差。即將實施的十二

年國教課綱，主要精神是如何成就每

一個孩子，讓每一位孩子能適性揚

才、終身學習，簡單來說：就是要讓

孩子自己去探索，找到有興趣、有熱

情的主題，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去成

長，也因此，十二年國教課程中的核

心理念，以「自發」、「互動」及「共

好」為出發點，強調孩子是自發主動

的學習者，並透過學校的教育引發學

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將來與其他

人、社會等各種環境，透過「素養導

向」的人才培育與學習概念，成為「終

身學習者」（教育部，2014）。也因此

對技職教育來說，課程教到哪，實作

就進行到哪，才是教學正常化，透過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踐，學生將從

過去單向「記誦思考」的學習模式，

逐步邁向「動手實作」的學習課程。

因此，本文將探討創客教育如何實踐

於十二年國教課程，並且針對十二年

國教課程中實踐創客教育的困境與因

應進行探討評析。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3），頁 160-163 自由評論 

第 161 頁 

二、新課程中實踐創客教育的途

徑 

十二年國教課綱與以往九年一貫

課綱的不同是：九年一貫課綱重視能

力的學科導向，而十二年國教課綱重

視多元化學生有興趣課程的素養導向

教與學。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

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

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強調學習不宜

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

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

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教育部，

2014）。核心素養主要應用於國民中小

學及高級中等學校的一般領域/科目，

至於技術型、綜合型、單科型高級中

等學校則依其專業特性及群科特性進

行發展，核心素養可整合或彈性納入

（范信賢、洪詠善，2015）。 

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簡稱 STEM）的科際整合教育議題在近

年來受到許多的關切與重視，從美國

國家科學委員會與美國總統科技顧問

委員會的報告中，不難看出美國重視

培育 STEM 人才的趨勢（ Janus，

2017），但由於國際學生能力評量測驗

中，臺灣的排名優於美國，故推動

STEM 科際整合教育的目標應與美國

有不同的出發點。在臺灣現行的教育

體制中，最常為人所詬病的便是過度

著重在學習科學、數學等學科的知

識，而缺乏實務應用這些科學、數學

等學科知識的能力，也因此近年來所

盛行的自造世代，便是突顯教育體制

應該更強調整合理論與實務能力的培

育，而避免僅是偏重於學科知識的學

習（林坤誼，2014）。面對此趨勢，教

育部旋即宣布從教育行政機關啟動

「自造 X 教育週」，期望結合民間、學

校的創客空間，將創客的精神與實踐

導入校園，提供學生「手創自己的世

代」（教育部，2016），同時在國民中

小學及高級中等學校積極推動相關作

業，2016 年啟動自造教育融入自然與

生活科技課程推廣計畫，透過設立自

造者教育空間、培養自造師資、設計

培育課程、發展自造教材、設計自造

推廣活動等自造活動，以培養中部地

區國民中小學生具備獨立思考、動手

實作、創新創意與解決問題等能力（教

育部中部自造教育基地，無日期）。除

了部訂的學習領域課程之外，在十二

年 國 教 課 綱 中 為 了 鼓 勵 學 生 以

「STEM」為基礎達到實踐與解決問題

的目的，以知識的活用與實作技能，

同時讓學生也能加強思考力與行動

力，取代也彌補過去重視死背及分數

的現象，也創造以選修方式來讓學生

擁有選擇自己有興趣實作課程的空

間。 

換言之，在十二年國教中實踐創

課教育基本上有三種途徑，一是在部

定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科目中

實踐，二是於學校開設動手做的實務

選修課程科目中實踐，三則是透過學

校的各式自造教育活動中實踐。而不

論於學校中實踐創客教育的途徑為

何，創客教育一定要先從校園開始，

以學生為主體，加入核心素養的元

素，透過動手的過程，讓學生們學習

不斷嘗試錯誤，促使孩子在日常生活

中也變得不怕犯錯，學會思考，學會

分享，更學會動手製造，鼓勵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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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出現，培養學生應用在生活情境

當中，真實運用知識的學習表現，體

會自己創造的成就感，甚至在將來可

引入國際社群組織的互動參與，強化

臺灣的競爭力。 

三、十二年國教課綱中實踐創客

教育的困境與因應 

在臺灣，甚至整個亞洲推動 STEM

或創客教育的模式都十分類似，但還

是由上而下在推動，政府帶頭說要

做，然後學校單位開始來配合進行。

因此普遍面臨到的問題也就都相似，

以在教育現場的觀察，目前雖有各類

計畫支持創客教育，但面臨最大的困

境仍在教師心態與教師教學方法的調

整，尤其教師的教法如果仍舊以傳統

講述法為主，臺灣的教育永遠無法與

時俱進。因此政府應有配套措施來改

變教師的觀念與態度，在制度上建構

一個教師的支持系統，給予教師們有

系統性的支援，讓教師有夥伴及社群

的支持，教學現場才會有穩定的品質。 

其次在教材方面，由於課程開始

實施多元化，在校訂必修與多元選修

中實踐創客教育，需要大量教材示例

的發展以供教師採用或創新之參考，

同時要鼓勵教師積極投入運用科技教

學、製作教具、強化情境學習的教材

發展，才能學生培養正確的科技觀念

(可加入數位學習)、態度、如何解決問

題與邏輯、運算等思考能力。然而在

鼓勵教師發展教材隨之而來背後有教

師教學負擔過重 (備課壓力大 )的問

題，因此如何鼓勵教師成立跨領域教

師專業社群，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備

課開發課程、公開授課及跨領域合作

開課，將可以讓教師們都可以具備開

課的能力並避免過勞（藍偉瑩，

2016）。 

  再者，在十二年國教課程中，

相當重視教學活動，學校的課程除有

教學科目的實有課程外，其他如社團

或彈性學習時間安排學校特色活動等

空無課程，也都可以在學校環境布置

與相關活動中納入觀察、探究與實

作，教師們在不同的狀態中發展出創

新教學方式，透過貼近生活情境的活

動安排來引導學生，建立開放的學習

環境，培養學生自我學習能力，也讓

師生達到真正的教學相長。筆者針對

以上困境與因應措施的提議，將可提

供相關教育單位參考。 

最後，家長的支持與親子的互動

是最重要的，如果創客理念未能獲得

家長們的認同，學校端再怎麼努力推

動也難以為繼，透過親子一同實作，

融入家庭生活的一部份將能使創客教

育的推動更為順暢（曾俊夫，2016）。

如果我們能將 MAKER 教育的與學校

課程進行適切的結合，將會讓孩子在

學習中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及樂趣，何

樂而不為呢？ 

四、結語 

如同大家熟知的，美國家庭的車

庫往往是實驗、腦力激盪、翻轉碰撞

的實驗室，提供各種創意落實的可

能。蘋果電腦創辦人 Steve Jobs 在他

21 歲時與朋友在車庫中製作出推出世

界第一台個人電腦，就是最佳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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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皮克斯（PIXAR）教父之稱的

艾德．卡特莫爾（Ed Catmull），從小

夢想就想要創造世界第一部電腦卡通

電影，在做中學的歷程中，逐漸奠定

了創意、創新和創業的基礎，與已故

蘋果創辦人賈伯斯於 1986 年創立動畫

製作公司 Pixar，製作出「玩具總動

員」、「怪獸電力公司」、「海底總動員」

等賣座動畫片（何琦瑜、賓靜蓀、陳

雅慧、林韋萱、張益勤、王韻齡，

2014）。  

因此，如果我們還在用傳統的填

鴨式教育去學習，那不管什麼內容都

會讓學生很有挫折感，因此期盼企業

端與家長端能認同與支持十二年國教

課程的理念，結合政府機關、企業、

學校及家長之力，一同支持在十二年

國教課程中具體實踐創客教育，為了

下一代的孩子們，一起還給孩子自造

的本能，回歸教育的本質，藉由課程

的實踐來進行教育改革的路將能走得

更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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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r 教師的培育與認證 
張玉山 

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系教授兼系主任 

周家卉 

臺北市石牌國中教師 

 

一、Maker教育推動與師資培育 

(一) 新興科技是必然時勢，跨科整合

的創客教育是最有力途徑 

創客精神是動手、創新與分享。

從原本的獲得樂趣(製作裝飾品、玩具)

及解決生活問題(製作器具或修理器

物)，到促進產業創新的創業人才培育

與創新能力培養，創客教育已經有更

大的教育意涵與人力培育實質效益。

行政院推動 vMaker 計畫，希望在二○

一八年前促成完整自主的 3D 列印產

業生態，並培養相關技術人才。於是，

創客運動將不只是一個民間的自發性

運動，也關係到未來產業技術與人力

發展。 

正因為創客的創新與務實特性，

美國總統歐巴馬也曾公開呼籲，希望

全民共同參與創客活動，激發全民創

意，並希望透過 STEM（科學、科技、

工程、數學）教育的整合學習，拓展

專業的領域範圍，並帶動創業與產業

創新(張玉山，2015, 2016)。因此，在

3D 列印、雷射切割、機器人等高科技

的融入下，跨科跨域整合的創客教育

是中學階段最適合最有力的策略途

徑。 

 

 

(二) 創客課程系統發展，確保創客教

育的成功推動 

在美國的德州大學工程學院、哥

倫比亞大學、雪城大學等大學，以及

紐約、紐澤西的中學所設置的創客空

間內，大多以木工、金工、電子工與

數位加工機具為主，主要支援正規課

程的專題創作，也有創作社團的設

立，更有自由使用的開放制度。因此，

在國內的中小學階段，可以參考推動

的策略包括正式課程、社團、研習、

展覽與競賽、以及開放創客空間。正

式課程可以透過生活科技課程、資訊

課程、校本彈性課程、以及融入各科

實作來進行。 

生活科技課程強調創意設計製作

以及問題解決，更重視機具操作與材

料應用，就是一個最好的創客教育科

目。校本彈性課程則可以用主題式課

程或是開設專題製作的課程，讓學生

進行探究與實作。至於融入各科的實

作，例如多媒材的藝術創作，地理科

的桌遊製作，數學量具的製作，以及

實作科學活動等，都是正式課程中可

以激發創造力、鼓勵動手做的教學設

計(張玉山，2016)。 

正因為創客教育或創客活動的多

元性與知識整合特性，更需要嚴謹的

課程設計，以及課程評鑑機制，來確

保課程品質與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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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的創客教學專業能力，是中

學創客教育的成功基礎 

在資訊快速爆炸的時代中，為了

有效地提高教育品質，教師必須不斷

提升核心教學、持續增進專業知識及

改善教學方法，以適應學生的需求，

以及新的教育要求(Kretlow, Wood, & 

Cooke, 2011; Khattak, Abbasi, & 

Ahmad, 2011)。其中，教師的專業發

展，可透過參與和實踐的在職訓練

中，達到不斷學習和成長，且更新與

發展教師的能力，使教師在經過在職

訓練後，能越來越常使用到訓練獲得

的技能。(Harris & Sass, 2011; Symeou, 

Roussounidou, & Michaelides, 2012)。

換句話說，面對新興科技的融入，面

對創客教育的要求，教師必須透過各

種進修管道，提升自身的專業能力，

才能因應新的教育要求與學生需要。 

因此，本文以臺灣師範大學師資

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臺師大師培處)及

科技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執行教育

部創新自造師資培育｢自造大師｣計畫

及北區輔導中心的工作成果，透過具

體經驗的分享，介紹 Maker 師資培育

及教師專業能力認證機制，供大家參

考。 

二、Maker 師資培育 

在資訊快速爆炸的時代中，教師必須

不斷提升核心教學、持續增進專業知識及

改善教學方法，以適應學生的需求

(Kretlow,Wood,& Cooke,2011)。且由於教

師的素質決定了學生的成績，政府和學校

管理人員為了有效地提高教育品質，因而

須 促 進 教 師 持 續 的 專 業 發 展

(Hendriks,Luyten,Scheerens,Sleegers,& 

Steen,2010)。教師的專業發展包含了正規

大學教育的學前教育、在職專業訓練和非

正規培訓的工作經驗 (Harris & Sass, 

2011)。 

在師資生 Maker 課程方面，本文

以臺師大師培願景及理念為基礎，以

專業、優質、承諾為面向與核心(臺師

大師培處)，整合提出 Maker 師資培育

課程的架構包含三項內涵，如圖 1： 

(一) 規劃與管理：能規劃與設計 Maker

教學活動，並管控教學計畫的實

施。 

(二) 教學與評鑑：能進行 Maker 教學

以及多元評量。 

(三) 專業發展：能在 Maker 創作及教

學專業上，持續發展並提出發表。 

 

 

 

 

 

 

 

     圖 1  Maker 師資生課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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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在 2016 年開設「教育議題

專題(科目代碼 00UE326)-創新自造教

育」，成為教育學分的一環，師資生可

以自行選修。該課程的綱要如下： 

(一) 課程簡介 

本課程著重在介紹創新自造

(Maker)的基本創作概念、方法、與技

術，內容包含設計╱問題解決方法、

各種工具操作技術、以及加工方法。

本課程所談的自造教育，主要以木工

實作、電子實作、數位加工、以及綜

合創作與教具製作等主題為主，除了

強調前述的相關內涵之外，本課程會

更強調這些內涵在教學實務上的應用

價值，以及如何設計與實施自造教學

活動。 

(二) 課程目標 

瞭解自造與設計的方法；熟練工

具的操作；瞭解材料加工的方法；具

備自造的教學與應用能力 

(三) 課程內容 

1. 單元一 木工實作 

(1) 第 1 週：1.課程介紹(木工、電子

工、數位加工技術簡介；創作方

法與現況介紹；創新自造教育現

況、在教學與教育上的應用、與

師資生應具備的創新自造能力)；

工安教育；木工製圖、切削、修

整、研磨、與組裝。 

 

 

(2) 第 2 週：木工機具操作 

(3) 第 3 週：木工機具操作與材料處

理 

(4) 第 4 週：木工創作實務 

(5) 第 5 週：木工創作教學以及在教

育上的應用 

2. 單元二 電子實作 

(1) 第 6 週：認識與使用基本電路元

件及設備(三用電表、麵包板、電

阻及色碼表、電阻串並連、電壓

電流之量測) 

(2) 第 7 週：認識電容與簡易電路設

計(數學與科學設計的實踐、多元

表徵符號的運用) 

(3) 第 8 週：感光元件(光敏電阻)與應用

電子玩具車理論、應用、與實作 

(4) 第 9 週：Arduino 簡易電路設計 

(或 Inventor2 APP 手機程式設計) 

(5) 第 10 週：Arduino 簡易電路應用

(或 Inventor2 APP 手機程式應用) 

3. 單元三 數位加工 

(1) 第 11 週：3D 軟體介紹與應用：

TinkerCAD、123D Design 

(2) 第 12 週：3D 印表機介紹與應用
(MakerBot, ATOM) 

(3) 第 13 週：雷射切割機介紹與應用

(金屬、非金屬) 

(4) 第 14 週：CNC 工具機介紹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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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單元四 綜合創作與教具製作 

(1) 第 15 週：創新自造的創作方法；

教育產品及教具設計 

(2) 第 16 週：作品加工與問題解決 

(3) 第 17 週：作品加工與創新 

(4) 第 18 週：創新自造教育在教育的

應用；作品發表 

本Ｍaker 師資生課程經 2017/1/9

期末成果展，發現來自音樂、國文、

公領、物理、化學、設計、科技等很

多系的同學，在一學期的 Maker 教育

學分課程後，期末作業表現相當優

異。Maker 在各學科教學的應用，師孳

生表現相當優秀。如圖 2.3.4 所示。 

 

 

圖 2.3.4 師資生在 maker 課程中，設計製作數學、音樂、國文等科的教具 

 

此外，教師可透過在職訓練，並

從參與和實踐的活動中，達到不斷學

習和成長(Chou,2010)，而在職訓練的

目標在於更新和發展教師的能力及訓

練後能使用新的能力。Hendriks 等人 

(2010)也認為教師在透過職訓練後，不

僅可以提高教師效能、掌握新的知

識、技能和價值觀，更能改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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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專業發展及學校的發展，最終改

善教育實踐能力。 

Pereira (2011)在研究中指出，在職

訓練的內容可建構於四種知識論中：

(一)在活動中獲得知識(隱性知識)(二)

在活動中反思(思考在活動中我們做了

什麼)(三)反思活動(分析活動與他的影

響)(四)反思反思活動(在活動過程後分

析活動特點)。使教師能於活動中提升

知識與反思。 

因此，本計畫所規劃的在職教師

培訓包括種子教師訓練、以及在職教

師培訓兩種機制。 

(一) 種子教師訓練：以 Maker 教育進

階教師所應具備的能力為訓練目

標，開設木工、電子工、數位加

工、機器人的專業技術訓練課

程，以及 Maker 創意教材研發訓

練。 

(二) 在職教師培訓：以工作崗位訓練

(On the Job Training)的理念，提供

在職教師 Maker 實作知能與教學

知能。內容包括木工、電子工、

數位加工、機器人的實作活動；

木工、電子工、數位加工、機器

人的實作活動指導經驗。 

表 1 Maker 教師培訓的基本單元 

項次 單元描述 作品 

1. 木工-雪橇

狗 

學習重點在造型設

計與機具使用 

 
2. 木工-翻轉

玩具 

學習重點在治具模

具的設計使用、電

動機具使用，以及

STEAM 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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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木工-凸輪

機構玩具 

學習重點在機構設

計與機能設計，機

具操作、問題解

決，以及教學應用 

 

4. 木工-自走

玩具（鴨

子） 

學習重點在機構設

計與機能設計，機

具操作、問題解

決，以及教學應用 

 

5. 機器人甲

蟲 

電子零件與機構組

裝(藍芽模組、超音

波感測、前後動

力、動力夾爪)、App

與 Arduino 應用 

 

6. 機器人輪

型車 

Arduino 與程式設

計 應 用 ( 藍 芽 模

組、紅外線循跡、

超音波感測、蜂鳴

器、LED 車頭燈、

動力輪、手臂)、及

問題解決  

 

三、Maker 教師專業認證 

教師的質量將影響學生的學習成

效 (Leak & Farkas, 2011; Tucker, 

2011)，選擇適切且有能力的人成為教

師，對於提高學校教育的效率與公平

性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美國國

家專業教學標準協會(National Board 

Certified Teachers, NBCTs) (2014b)便

指出，教師檢定可被視為教師行業的

質量保障，為建立教師行業的管控機

制 (Libman, 2012)。 

以其他國家而言，法國的教師資

格是先獲得教師學位，然後通過一系

列由國家督學和教師審核的競爭性考

試，英國的教師則須具備(1)教育的行

為、態度和價值觀、(2)教育和教學的

知識、 (3)實踐教學的能力 (Ross & 

Hutchings, 2003; Schuck, Aubusson, 

Buchanan, & Russell, 2012)。在美國，

各州各自負責教師資格檢定，部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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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用 由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發展的「實踐系列：初任教師

之專業評估」(Praxis series: Professional 

Assessments for Beginning Teachers)，

包含實踐一為測驗學術能力、實踐二

為測驗一般及專業教育知識、實踐三

為課堂上的表現評估，而實踐三常為

深入的訪談或課堂中的參訪 (Wang, 

Coleman, Coley, & Phelps, 2003; 

Youngs, Odden, & Porter, 2003)，此

外，NBCTs (2014c)亦針對教師特殊專

長建立了 25 項相關認證證書，證書制

定標準在於： 

(一) 標準 i.符合五大核心命題(NBCTs, 

2014d) 

1. 命題 1：教師致力於學生和學生的

學習。 

2. 命題 2：教師知道如何教學，及如

何教這些科目。 

3. 命題 3：教師負責管理和監控學生

的學習。 

4. 命題 4：教師系統地講述知識，並

從使學生經驗中學習。 

5. 命題 5：教師與學生是學習共同體。 

 

 

 

 

 

(二) 標準 ii.定義具體須具備的知識、

技能和態度，且同時強調教學的

整體性 

(三) 標準 iii.說明教師的專業判斷，是

如何反應於行動中 

(四) 標準 iv.描述標準如何因應不同的

情境 

綜上所述，根據英國、美國 ETS

及 NBCTs 提出的檢定方式，以及教學

內容與學習層次的差異性，可將 Maker

教師檢定認證標準提列如下： 

(一) 標準 1.符合 3 大核心命題 

1. 命題 1：教師知道如何教學，及如

何教這些科目。 

2. 命題 2：教師負責管理和監控學生

的學習。 

3. 命題 3：教師系統地講述知識，並

從使學生經驗中學習。 

(二) 標準 2.定義具體須具備的知識、

技能，且同時強調教學的整體性 

(三) 標準 3.說明教師的專業判斷，是

如何反應於行動中 

(四) 標準 4.描述如何因應不同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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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Maker 教師專業能力認證機制 

認證

項目 

評分 

項目 
評 分 規 準 是 否 合 格 

自 造

(設計

與 製

作) 

作品 

1. 精緻度  精細程度能接近市售商品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2. 創新性 
 獨創產品、將市面上產品

轉化成教學的能力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3. 技術層次  呈現專業的機具操作能力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問答 

4. 商品價值 
 產品在教學上的運用或商

品化的可能性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5. 製作流程 

 依據產品設計(工程設計)

與製作過程，說明所設計產品

的製作步驟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自造

教學 

教案 

6. 內容周延性 

 包含單元名稱、教學目

標、教學流程、教學資源、教

學評量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7. 教學適用性 
 (依循課綱規範)符合各年

級應學習知能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8. 評量適用性 
 以作品評量為主，具備作

品評量的具體方式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9. 教學創新性 

 運用新的方法、策略與過

程，使教學能夠生動活潑而富

有變化，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

趣、激發學生思考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10. 媒體運用性 
 媒體運用的多元性與適當

性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問答 

11. 教案特色 
 教學活動設計的特別之處

(值得推薦與分享之處)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12. 設計理念 
 課程設計的目的與預期學

生達到的效果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微型 

教學 

13. 教學方法 
 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引導

學生學習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14. 語言表達 
 清楚表達授課內容，讓學

生能依說明操作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15. 教室管理  工具機器的安全操作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學生

作品

照片 

16. 完整多樣性 
 呈現課程教授後學生作品

數件，且能呈現作品的多樣化 
□進階合格  □初階合格 □不合格 

說明: 微型教學以設計與製作為重點。進階合格項目數達 10 項以上者，評定為進階及格。初階

合格項目數達 10 項以上者，評定為初階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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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要求參與 maker 教師專業

能力認證者要事先繳交作品三件、教

案兩件、學生作品照片若干，並透過

問答與微型試教說明與展現其自造與

自造教學的專業能力。並於 2017/12/25

進行第一批認證，發現整體流程設計

順暢，各個評分規準也能準確地達到

評量的目的，證明本認證機制是可行

的、有效的。認證過程如圖 5.6.7.所示。

 

圖 5.6.7 參加認證的老師進行微型教學 

 

四、結語 

創客運動強調做、造、創(doing, 

construction, an innovation)的本質，與

杜威在學理上提出做中學的實作與實

踐觀點，不謀而合。創客教育使學習

者在身體的(動手實作、實際體驗)、心

智的(解決問題、設計思考、STEAM（科

學、科技、工程、數學、藝術）知識)、

情意的(主動的、熱情投入、接納失敗、

冒險性)、社會群性(合作、分享)四個

層面的獲得深層的實作與經驗學習(張

玉山，2017)。創客教育的成功與否，

關鍵在師資。本文從創客師資的培育

到專業認證，提出規劃與實施經驗，

供大家參考。但是最終的目的，還是

希望能徹地落實在國中與高中的創客

教育現場，因此，這些已經通過認證

的創客教師，能否真正落實地推動創

客教育，還需要作後續的追蹤。 

 

參考文獻 

 張玉山(2016)。從創客教育培養創

造力、實踐力、以及承受力。新北教

育季刊，18，14-15。 

 張玉山(2015)（民105年1月27

日）。創客教育從生活科技做起。國語

日報，教育專欄特。 

 張玉山 (2017)。STEAM Maker創

客/自造教育的課程思維。中等教育, 

68(2), 1-4。 

 Kretlow, A. G., Wood, C., & 

Cooke, N. L. (2011). Using in-service 

and coaching to increase teachers’ 

accurate use of research-based 

strategies. Remedial and Special 

Education, 33(6), 348–361.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3），頁 164-174 自由評論 

第 173 頁 

 Khattak, Z. I., Abbasi, G., & 

Ahmad, A. (2011). Impact analysis of 

the in-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mes of the Testing and 

Evaluation sub-committee of the ELTR 

Study in Pakistan.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5(0), 1479-1483. 

 Symeou, L., Roussounidou, E., & 

Michaelides, M. (2012). “I feel much 

more confident now to talk with 

parents”: An evaluation of in-service 

training on teacher–parent 

communication. School Community 

Journal, 22(1), 65-88. 

 Harris, D., & Sass, T. (2011). 

Teacher training, teacher quality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7), 798-812. 

 Hendriks, M. A., Luyten, H., 

Scheerens, J., Sleegers, P., & Steen, R. 

(2010).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urope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Chou, C. (2010).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incorporating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into an in-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 2728-2734. 

 

 

 Hendriks, M., Luyten, H., 

Scheerens, J., Sleegers, P., Steen, R. 

(2010).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trieved from  

http://ec.europa.eu/education/school-edu

cation/doc/talis/report_en.pdf. 

 Leak, J. A., & Farkas, G. (2011). 

Effects of Teacher Credentials, 

Coursework, and Certification on 

Student Achievement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26, 

237-257. 

 Tucker, M. (2011). Teacher quality 

what’s wrong with U.S. strategy? 

Educational Leadership, 69(4) 42-46. 

 NBCTs (National Board Certified 

Teachers) (2014a). Built From Teacher 

Expertise. Retrieved from 

http://www.nbpts.org/built-teacher-expe

rtise 

 NBCTs (National Board Certified 

Teachers) (2014b). The Beginnings of a 

Moveme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nbpts.org/beginnings-move

ment 

 NBCTs (National Board Certified 

Teachers) (2014c). National Board 

Standard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bpts.org/national-board-sta

ndards 

http://ec.europa.eu/education/school-education/doc/talis/report_en.pdf
http://ec.europa.eu/education/school-education/doc/talis/report_en.pdf
http://www.nbpts.org/built-teacher-expertise
http://www.nbpts.org/built-teacher-expertise
http://www.nbpts.org/beginnings-movement
http://www.nbpts.org/beginnings-movement
http://www.nbpts.org/national-board-standards
http://www.nbpts.org/national-board-standards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3），頁 164-174 自由評論 

第 174 頁 

 NBCTs (National Board Certified 

Teachers) (2014d). The Five Core 

Proposi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bpts.org/five-core-propositi

ons 

 Libman, Z. (2012). Licensing 

procedures, teacher effectiveness and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58(2), 151-171. 

 Ross, A., & Hutchings, M. (2003). 

Attracting, developing and retaining 

effective teachers in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OECD Country Background 

Report Accessed, 13, 04-07. 

 

 

 

 

 

 

 

 

 

 

 Schuck, S., Aubusson, P., 

Buchanan, J., & Russell, T. (2012). 

Teacher professional standards: 

induction,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certification. In Beginning Teaching (pp. 

117-132). Springer Netherlands. 

 Wang, A. H., Coleman, A. B., 

Coley, R. J., & Phelps, R. P. (2003). 

Preparing teachers around the world. 

Policy information report. 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Youngs, P., Odden, A., & Porter, 

A. C. (2003). State policy related to 

teacher licensure. Educational Policy, 

17(2), 217–236. 

 

 

http://www.nbpts.org/five-core-propositions
http://www.nbpts.org/five-core-propositions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3），頁 175-177 自由評論 

第 175 頁 

教室裡的心靈遠颺─暑期「德國文化探索」課程實施 

經驗與省思 
侯偉芬 

國立鳳山高中教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生命教育所研究生 

 

詩人蕭蕭在四十歲那年初訪劍橋

大學時，流淚傷懷，隨行的妻子關心

探問原因，蕭蕭說：「如果在十八歲

前，就知道有這樣一個地方，我必定

全力以赴，成為劍橋的學生。」 

一、 原始構思發想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11）提及，當前國際接觸日趨頻

繁，面對自身與各個國家的文化傳 

統，更需要培養理解、尊重及欣賞的

胸懷與態度。因而筆者產生了一個想

像：倘若一個高中學生，能夠懂得到

國外留學的申請方法及必須的準備，

那他的人生是否能有所不同？再者，

倘若能有一段空閒的時間，安靜專注

地認識一個國家，理解它的興衰起

落、文化特色、民族性格，則國際觀

的建構，是否能不再流於淺薄片面？ 

花亦芬（2016）提到，德國二十

世紀的歷史與轉型正義的經驗足可借

鑑，七十年內如何經歷人類史上從未

有過的大災難與大復原。這個經驗既

提醒世人，民主需要細心守護；同時

也鼓勵我們去看見，只要願意真誠反

省認錯，修好與和解不僅可能，而且

以反省與寬容為基調的民主社會，更

容易得到國際的支持與肯認。簡言

之，德國面對所處困境與歷史傷痕的

正向態度，值得臺灣社會師法，因此

讓高中學生深度理解德國文化，會對

他們未來帶領社會前進，有相當程度

的助益。 

二、 課程設計理念 

根據這樣的發想，加以德國政府

在 2008 年啟動 PASCH（夥伴學校）計

劃，鳳山高中為首批成員之一，開設

德文作為第二外語課程已卓然有成，

所以嘗試以「文化」為主軸設計，在

2017 年暑期，嘗試辦理「德國文化探

索課程」，本次課程的核心宗旨為對德

國進行深入的探討，層面遍及地理、

歷史、飲食、政治、文學、藝術、電

影、運動等，並特別剖析納粹與難民

議題，希冀讓學生細膩耙梳德國發展

的脈絡，藉此拓展國際視野，且能夠

深入理解德國文化。 

三、 實際執行實踐 

Beck(1997)提出，在文化全球化下

所形成的群體關係，不再是過去「民

族國家」之中的社會概念所能理解，

而只能透過所謂的「世界社會」 

（Weltgesellschaft）才能加以掌握。因

此在執行課程之前，教師會先以問卷

調查學生對德國的看法，得到的結果

如下：80%的學生都對德國的強盛極為

佩服，但若再深究其富強之因，則僅

有 10%的學生能夠理解。由此可知學

生的國際觀仍只注重表面的成果展

現，而缺乏對背後成因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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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課程，總共有 20 名學生報名，

高一二學生各佔 10 名。分成五組進行教

學，時間為暑假下午，每週兩天，持續

三週。 

課程內容如下，主題設計分別為第

一週「地理概述」與「傳統節慶」、「飲

食文化」、「歷史探源」，第二週「教育制

度」、「入學方式」、「歐盟關係」、「難民

問題」，第三週「政治制度」、「旅遊規

劃」、「電影藝術」，以簡報講述，設計問

題討論，並讓他們運用所學，安排一趟

德國自助旅行行程，在最後一堂課進行

分組報告。 

第一週的課程，主要讓學生理解德

國因其地理位置產生的特殊文化與歷史

背景，藉此引起學生對德國發展為強國

脈絡的好奇。Pandit（2009）認為再讓學

生具備全球競爭的知識與技能之外，同

時也要培養學生全球公民責任具備對於

倫理、正義、文化的國際議題的了解。

因此在本週課程裡，對於納粹與難民議

題，最為深度著墨，在「德國歷史探源」

裡，詳細說明了希特勒崛起的歷史背

景，與最險惡的「奧茲維辛」集中營，

希冀使學生體悟民主的沃土如何竟成為

帝國主義的溫床，避免重蹈覆轍，而不

輕易受到政治人物操弄而撕裂族群。 

第二週的課程，則是深度著墨教育

制度，這是學生最感興趣的部分，同時

也對於學生的志向與留學的目標，進行

個別諮詢，並援引熱門的難民、歐盟議

題，以辯論賽方式，建構學生的國際公

民素養。學生紛紛在課後表示，更能理

解難民處境，與德國接納難民後的社會

衝擊。 

第三週的課程，深化政治制度，

俾使學生能掌握德國的核心精神，再

藉由電影藝術統整德國文化特色，課

堂介紹〈竊聽風暴〉、〈紅酒燉香雞〉，

闡述德國冷戰時期與現代的社會樣

貌。最後則是讓學生運用三週所學，

設計出別具特色的德國自助旅遊行

程。有學生以音樂為主軸，規劃出柏

林愛樂之旅，亦有以尋訪社會學家韋

伯為題，構思出海德堡大學之行。 

四、 國際移動力的落實 

學者莊坤良（2014）提出，從教

育觀點而言，培養學生國際移動能

力，必須涵概三方面的訓練：專業素

養、溝通能力和生活能力。專業素養

是教育養成的核心價值，精熟的外語

能力則是國際化溝通的利器，強韌的

心理素質與調適能力，更是未來國際

化社會必須的生活能力。 

因此在規劃這門課程時，首重學

生國際移動力的培養，在課程裡，除

了透徹介紹德國，亦紮實地帶領學生

認識德國大學入學方式，系統性地告

訴他們，如何申請德國大學，然後由

結果推回初始，讓學生明瞭，若要在

高三畢業那年即赴德國留學，在高中

生涯裡，能夠先做好何種準備。 

五、 課程實施省思 

本次課程的報名學生，多半對德

國懷抱美好想像，也立志要赴德國留

學或工作，故在課程實施期間，皆能

全力以赴，認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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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德國有憧憬，並不代表真

正喜愛德國文化，在語言的隔閡外，

臺灣社會的思維模式，與德國文化仍

有極大的落差，宋方珺、楊振昇（2016）

提出，以國內國際教育四個面向而

言，「融入課程」面向目前尚未普遍融

入各學科領域，而地理課受限於時

數，並未能對一個國家進行深度探討。 

因此筆者在設計課程時，應該留

意到課程時數受限的問題，再以多元

文化思維進行規劃，以期增加學生的

國際競爭力，對於不同文化，皆能主

動接納，使臺灣文化能夠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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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以一重鬱症個案歷經喪子之痛的生命故事 
鄭莉蓉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職能治療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生命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 

 

一、 前言 

大多數民眾對於重鬱症患者呈現

的臨床症狀可能感到模糊、難以辨

認，當發現到自己心情跌到谷底、似

乎處在人生低潮時，常可能不自覺已

經出現臨床上常見的鬱症症狀了。鬱

症症狀中的認知症狀可能會使個案腦

海中不斷環繞著自責的相關想法，傾

向只聚焦在自己的缺點與不足，常以

負面眼光看待周遭環境及將來的命

運，且很難集中注意力，以至於難以

理性地分析自己的所聽所聞，出現了

非理性的思考或想法，久而久之便不

由得對自己的一切越來越絕望。故本

文期望透過重鬱症患者生命故事的案

例分享，使民眾得以深入了解社會新

聞中常見的「失去」（如失去了一位重

要他人的案例），是如何讓鬱症悄悄地

找上門來，將其蠶食鯨吞，進而影響

到整個日常生活，最後深刻地改變了

一個人的命運。同時與讀者分享如何

運用「職能平衡」的概念來設計一些

活動，以達到預防疾病之目的。 

二、 重鬱症之理論基礎 

(一) DSM-5 重鬱症診斷準則及 

須有五個持續兩週以上的憂鬱發

作症狀。這些症狀必須包含至少一至

兩個下列症狀：(1)哀傷 (2)失去興趣和

樂趣 再加上其他必須出現的症狀，合

計五個；這些症狀包含：失眠與嗜睡、

食慾變差或變大、注意力或做決定的

功能變差、無價值感、自殺意念或行

為、心理動作遲緩或激躁。鬱症被稱

作陣發性障礙症，因為症狀出現一陣

子後會消失，但若沒接受治療，鬱症

發作可能持續五個月或更久。鬱症個

案慢性化的比率雖然不高，但慢性化

的個案卻無法完全恢復至原有的功

能。但若有接受適當治療的重鬱症個

案是有可能得以進步到不符合重鬱症

的診斷標準，並持續此情形達數年之

久(Judd et al.,1998)。 

(二) 憂鬱症的心理因子（認知理論） 

Beck（1991）認為憂鬱和認知的

負向三角有關，負向三角指的是以負

向眼光來看自己、世界和未來，其中

世界乃指個人需要面對的生活情境。

此理論認為人從小大到不同時期所經

歷負向的生活事件、環境、人際互動

等都可能形成個案的負向基模，當個

案遇到與其負向基模相似的情境時，

便會啟動此基模的運作，接著便導致

認知偏誤，即以某種負向方式處理訊

息，因而可能使個案過度注意別人的

負向回饋，更容易記得負向訊息，忽

略其他正向回饋。然而憂鬱症與負向

認知思考型態兩者間因果關係的研究

結果尚不一致。但此理論指出個人對

壓力、生活事件發生原因的特定解釋

模式（即歸因）會觸發絕望，此特定

的解釋模式即為穩定且全面的歸因型

態，若個人對負向生活事件做出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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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全面的負向歸因，則其面對的壓力

情境可能慢性化，影響生活中的更多

層面，可能使得低自尊的人因應壓力

的自信心減低，提升其絕望感，奠定

未來憂鬱症的基礎。 

(三) 生命故事案例分享 

  在長期的醫療工作中我們傾聽

和接觸許多重鬱症患者。某天來了一

位滿面愁容、年紀約為五十多歲的第

一次住院男性個案，剛開始與其會談

時，其表情淡漠、回應簡短、態度防

衛、說話互動的意願低落，需仰賴住

院期間持續地在旁給予鼓勵和許多心

理支持，才可在一次次的治療活動中

逐漸地與其建立治療性關係，最後才

得以使其於某一次的活動中娓娓道出

其入院原因。該個案自述去年二月他

唯一的兒子在汽車裡選擇燒炭自殺，

當下接到警察電話通知的他嚇到不敢

置信，反覆地詢問真的是自己的兒子

嗎？當他由老婆和女兒陪同抵達現場

後便想立即衝去打開車門察看確認，

但因身旁的人都不忍讓他看見兒子屍

體爬滿蛆體的樣子，故加以勸阻。個

案說到此時已淚流滿面。隨後便不斷

訴說著自己的寶貝兒子非常懂事又貼

心，工作穩定又孝順，誰也沒想到走

不出感情這個關卡，情傷一陣子後還

是沒辦法釋懷，最終選擇在自己車子

內燒炭結束生命。自那一夜開始，個

案從一開始無法接受自己好端端的兒

子怎會走上這條絕路的狀態到逐漸衍

生出自己沒有做好父親角色的自責想

法及沒有花費更多時間關心兒子的罪

惡感共經歷了兩到三個月，也因為這

些認知症狀，使其每當回到家看到兒

子空曠的床鋪時，他總是會想：「我也

跟著兒子走好了。」這段期間，他的

家人發現他的工作與睡眠逐漸出現問

題，工作時常情緒低落或暴怒，易與

人發生衝突、對家人言語暴力，晚上

常失眠，腦海中總是盤旋著負向想

法。因此最終才在家人的勸說下前來

本院就診。治療初期個案對於「精神

科」因存在著刻板印象而非常排斥，

認為自己怎麼會有病呢？所幸在家人

持續的勸說下才被動接受住院治療，

自己亦期盼在住院期間能改善自己負

面思考和憂鬱程度。 

(四) 職能治療與悲傷輔導 

由於患者易因疾病而造成心理健

康或生活中各項職能不平衡之狀態，

因此養成規律健康之生活作息有助於

改善憂鬱症狀。在臨床上職能治療師

們會透過「有目的之活動」，譬如：瑜

珈、烹飪、手工藝、健康衛教、有氧

運動團體等，協助患者建立良好的生

活作息安排以增進心理健康，並從中

培養休閒娛樂，促進正向之人際互

動，這些活動亦可減輕心理上的壓力

或緊張的感受，增加社交機會與增強

對疲勞的抵抗力（陳麗華，1991）。此

外，也會安排心理調適等團體，使患

者學習放鬆和紓壓技巧。由此可知，

休閒活動在身體、心理、社會層面上

皆有治療的效果及拓展人際關係的作

用（陳文長，1995） 

另外，針對這些類似經歷「失落」

的案例，Worden(1991)提出，可在個別

治療計畫中協助個案在合理時間內，

完成悲傷任務，以增進其重新開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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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之能力，協助其處理與逝者之

間因失落而引發的各種情緒困擾。其

中一種方式就是透過治療性會談使其

面對、經驗、接受失落的事實與悲傷，

並協助其重新建構和適應自己曾經

「失去一角」的社交網絡，進而重新

激發其正向情緒。 

三、 結語 

人的生命史很長，但能抗拒疾病

之長度卻很短，因此，在生命歷程中

總會發生人為無法預測之事，唯有將

自己心理素質和背後的環境靠山調整

好，才有利於面對生活周遭的壓力事

件與重大事故。當我們能面對不確定

的焦慮、不安、迷失、困惑並能尋找

生命的出路時，便能思考如何安頓身

心、如何安身立命，確立生命的方向。

筆者盼望民眾從醫療場域中的生命故

事得到啟發，積極地將生命過的精彩

並珍惜週遭人事物，真誠地面對僅有

的一次人生機會，過一個自己想過的

人生。生命最大的智慧在於「認識自

己」、了解認識自己生命的有限性，並

賦予此有限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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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中的小星星》看特殊生轉介的親師溝通技巧 
蔡君萍 

新北市八里國小特教教師 

 

一、 前言 

《心中的小星星》（Taare Zameen 

Par）是一部 2007 年的印地語電影。劇

中的伊桑是一位有讀寫困難的孩子，

面對同學的恥笑、師長和父親的指

責，他用逃學、藏考卷、搗蛋和打架

等偏差行為來掩蓋他學習上的挫折。

有一次，父親無意間發現伊桑因逃學

而偽造的假條，大為震怒，並到校和

師長們溝通。會談中，教師們的談話

內容多半是對孩子負面的評價;會談即

將結束時，校方更向家長表示伊桑不

正常，需要去特殊學校。因此，家長

心中充滿憤怒情緒……。 

筆者任教資源班老師已十年有

餘。無論是入班觀察、個別化教育計

畫的期初或期末會議、專業團隊治療

或特殊生編排適性導師會議等，都有

不少機會和普通班導師面對面交談或

一起與家長開會溝通的經驗。其中，

溝通難度最高，也是普通班導師最需

要特教老師協助處理的，當屬特殊生

轉介的親師溝通。 

二、 特殊生轉介現況 

新北市的特殊生轉介是結合學校

的三級輔導制進行。當導師在班上發

現疑似個案後，會進行初級輔導，必

要時，也會請特教老師介入，提供相

關輔導建議。具體的做法有瞭解學生

及家庭是否有重大事情發生、調整課

程之教材教法、改善學生教學環境運

用及教室經營管理策略、建議就醫診

斷評估，並進一步治療，及其他可能

造成因素之瞭解（張意如，2007）。其

中，在教室經營管理策略可以給予特

別的或額外的鼓勵支持、安排對他有

利的座位、實施同儕輔導、尋找校內

資源協助指導、額外補救教學、或針

對 他 的 困 難 教 導 學 習 方 法 或 策

略……，然後再由導師記錄相關輔導

處理措施。假如輔導無效，則填寫教

師轉介表。若輔導後，懷疑是特殊生

者，則必須經過家長同意後，始得進

行後續的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之鑑定安

置。 

因此，特殊生的轉介多由導師主

導。導師在特殊生轉介上的角色與責

任相當吃重（張意如，2007），也往往

必須擔負「烏鴉」的角色，衝在第一

線與家長溝通。可以想像的是，當導

師提報其子女為疑似身心障礙學生

時，家長常因擔心子女被貼標籤，而

不願意接受鑑定。所以，要如何中肯

的表達孩子的困難，且不會傷害孩子

或家長的自尊，並讓家長同意讓孩子

做特教鑑定或願意帶孩子到醫院就診

等，都是相對艱鉅的任務。如果溝通

不當的話，甚至會演變成親師衝突。 

根據新北市特殊教育統計年報

（2015）統計，一百零四學年度全國

國小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的出現率

為 3.4%，然而，若加上不願意鑑定或

未被發現的特殊生，身障生的出現率

應當高於 3.4%。換言之，每位導師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B0%E5%9C%B0%E8%AF%AD%E7%94%B5%E5%BD%B1&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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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都必定會有一位以上的特殊生出

現，特殊生轉介的親師溝通技巧成了

每位教師必修的課題。 

三、 《心中的小星星》NG (Not 

Good)示範 

《心中的小星星》的伊桑是一個

典型的學習障礙學生。在劇中，老師

建議家長將孩子轉到特教學校的溝通

過程，正是一個溝通不當的示範。家

長類型百百種，並不是每個家長對於

溝通有衝突時，都會選擇用忍讓的方

式處理。如果運氣不好，碰上動不動

就找媒體投訴老師的家長，說不定就

會讓老師寧願選擇「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的方式冷淡處理。最後，倒楣

的還是孩子。 

因此，本文根據劇中的親師溝通

內容提出修正，並提供可應用的溝通

技巧，做為特殊生轉介的親師溝通參

考，期望好的溝通能為學生的學習或

適當的安置帶來契機。 

(一) 《心中的小星星》親師對話內容 

甲師 : 課堂作業和回家作業都不

會做，書就像他仇人。讀書寫字對他

來說就像懲罰一樣，他寫的英語就像

俄文。他故意犯錯，上課從來不聽。 

乙師 : 動不動就要請假去廁所，

我渴了，我要去廁所，他的惡作劇嚴

重擾亂了課堂秩序。 

甲師 : 看到他的試卷了吧，科科

都是零分。 

母親 : 試卷發下來了？ 

甲師 : 上週三發下來讓家長簽字

的，到現在還沒交。 

乙師 : 你們得注意了，阿瓦斯夫

婦。我還正想見見你們。 

甲師 : 看這張數學試卷，三乘九

等於三，其他題都沒做。沒人會相信

他是尤汗的弟弟。 

丙師 : 阿瓦斯先生。 

父親: 在 

丙師 : 這是你兒子第二年讀三年

級了，再這樣的話，我也無能為力了。 

丙師 : 可能他有點不正常。 

父親 :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丙師 : 也許他……，社會上有那

些為特殊兒童開辦的學校。 

面談散後，開車回家路上。 

父親：(憤怒狀態)她覺得我兒子是

智障。她覺得我的兒子是變態。 

(二) 分析 

上述對話中，可以了解親師有

溝，卻沒有通。見到伊桑的父母，教

師們似乎找到了情緒抒發的出口，一

股腦兒就把伊桑的問題行為全部說出

來，沒有優點，只有缺點；沒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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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背後的原因及輔導策略，只有問

題行為表徵。整個親師溝通氣氛都籠

罩在「這個孩子很糟糕」的氛圍裡，

當然，伊桑父母的表情也非常凝重。

但其中最嚴重的錯誤莫過於伊桑這個

孩子就在親師溝通現場，老師當著家

長的面，數落孩子的不是，家長和孩

子，情何以堪？ 

從教師角度來看，可能認為家長

管教態度不當，推卸應負的教育責

任。從家長角度看，教師的態度與語

言令家長難堪。在先入為主的偏差觀

念下，親師會談最終不歡而散，孩子

被主流教育排斥，家長選擇忍讓，轉

校。 

四、 親師溝通技巧 

教育的目的是讓孩子發展潛能，

實現自我。教師和家長都應該有更好

的想法和作法去面對以及處理孩子的

問題。張宗義（2011）指出，良好的

教師溝通技巧包含用「情況描述」取

代「主觀評價」、適時運用「我」訊息、

善用同理心等。李佩芬（2008）認為

教師當保持正向思維，多運用具體而

真誠的讚美。筆者分別針對教師、家

長提出建議如下。 

(一) 教師方面：保持正向思維，增進

教師專業知能與溝通技巧 

1. 原則一：保持正向思維 

一份發表於《科學人雜誌》的心

理實驗發現:人若長期保持正向情緒，

會增加思維彈性；反之，負向情緒則

容易讓人在解讀事物時，觀點趨向狹

隘、偏執（李佩芬，2008）。所以，正

向思維是親師合作的基礎。 

2. 原則二：增進教師專業知能 

教師之所以專業，主要是能理解

孩子行為問題背後的原因並提出解決

策略。除了普通教育，亦應充實輔導

及特教專業知識，若沒有相關的背景

知識，可能容易對孩子的行為本身產

生誤解，顛倒因果關係。正如劇中老

師抱怨伊桑上課從來不聽，故意犯

錯，動不動就去上廁所等……。殊不

知行為背後的原因是為逃避學障的學

習困難，避免學習挫折或同儕取笑。

伊桑就讀的學校沒有特教專業知識的

老師，當然，也就無法「對症下藥」，

因而提出了不適當的安置建議。 

3. 原則三：用「情況描述」取代「主

觀評價」 

不主觀認定孩子的行為是故意

的，儘量將情境發生的過程客觀而具

體描述出來，避免苛責與情緒性批

評。例如老師說伊桑「動不動就去上

廁所」，可以改成「英文課要他朗讀或

上臺書寫時，他會舉手說要去上廁

所，類似的情況，一節課裡，約有二

至三次。」因此，客觀具體的描述情

境不但有助於釐清問題行為的脈絡，

也比較不容易讓教師因誤解學生而產

生負面情緒。更重要的，家長不會因

教師的抱怨就產生心理上的防衛，造

成日後溝通的困難。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3），頁 181-186 自由評論 

第 184 頁 

4. 原則四：適時運用「我」訊息 

運用「我」訊息可以表現出老師

的關心與所做的努力，與其說「他的

惡作劇嚴重擾亂了課堂秩序」，不如說

「我擔心他的行為影響他的學習和人

際關係」。一致為孩子好的立場較容易

卸下家長的防衛心理，讓家長願意為

孩子的學習一起努力。 

5. 原則五：善用同理心 

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樣的，無不望

子成龍，望女成鳳。何況，當孩子有

特殊狀況時，還得承受「養不教父之

過」的心理壓力。劇中的老師若能同

理家長有心處理孩子的問題，同理孩

子學習的挫折，理當不會有上述苛責

的言語。 

6. 原則六：具體而真誠的讚美 

教師宜多鼓勵讚美，認同家長的

或孩子的努力。例如「謝謝您為伊桑

特地來學校一趟，……」 ，「伊桑很

熱心服務，他會主動幫老師擦桌

子……」，具體而真誠的讚美是建立良

好關係的最佳破冰法寶。 

7. 原則七：看重孩子的多元智力 

被提出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常被看

到的是困難、缺點、障礙，但若是智

力正常的學障或自閉症，他們都和一

般人一樣，有自己的優勢，甚至是優

於一般人的天份。劇中的老師只看到

伊桑的讀寫困難，卻忽略了伊桑其他

的才能。或許在向家長提起學生的弱

勢之前，可以先說說孩子的優點，例

如「伊桑有美術的天份，他的調色能

力特別好，也很有創意…」，讓孩子不

因某些弱勢能力而眨低自己的自信與

價值。 

8. 原則八：詢問家長的意見  

在陳述完以自己眼光看到的情形

後，再徵詢家長的想法或意見，這樣

才能因勢利導，也是尊重對方的最好

方法。劇中的家長對於老師們的批評

幾乎沒有任何的提問或追問，充其

量，只能算單向溝通。校方若能在陳

述完學校的觀察後，進一步詢問家長

的意見，然後再提出建議，一方面維

護了家長的自尊， 另一方面也可兼顧

到孩子的最大權益。 

(二) 家長方面：加強親師互動關係，

協助孩子適性發展並適當表現對

孩子的關愛 

1. 原則一：家長應主動參與親師活

動，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加強親

師互動關係 

大部分的家長會期待老師跟他說

小孩的問題所在，而不會注意到平時

保持溝通的重要性。預防勝於治療，

為了孩子的成長，應要多一些主動積

極精神，避免小問題演變成大麻煩。 

伊桑的某些逃避行為，如隱藏考

卷，翹課，捏造假單等，都是家長事

後赫然發現或聽老師抱怨才知道。如

果伊桑的父母平時能勤於主動參與親

師活動，應該可以敏銳察覺一些蛛絲

馬跡，並儘早處理，不至於讓孩子演

變成教師們抱怨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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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家長與老師的溝通管道

包含非面對面方式，如聯絡簿、通訊軟

體、電話等，以及面對面方式，如家長

日、校慶運動會、校外教學等學校活動，

家長都可以視情況選擇最適當的溝通方

式聯繫。此外，家長也可以積極的進到

班級當故事媽媽，這樣不但可以認識孩

子的同儕，也可以有更多機會與老師面

對面溝通。當父母與老師經常溝通，相

處愉快時，無形之中也會增進孩子在校

生活的安全感與自我價值。 

2. 原則二：了解小孩的興趣性向與能

力，協助小孩適性發展 

人類的大腦主要分成左右腦，左

腦掌管數理和邏輯，右腦掌管藝術和

創意。劇中的伊桑雖然有讀寫困難，

但他正是一個右腦發達的孩子，不但

擁有繪畫天份，更具有極為豐富的想

像力和創造力。可惜，伊桑的父親無

法接受他的讀寫困難和學業成就，並

將其解讀為後天的偷懶與怠惰。為了

讓伊桑學好傳統強調的學業能力，父

親甚至不惜將他送往寄宿學校，剝奪

他與母親及哥哥的聯繫。 

哈佛大學心理學家霍華德嘉納

(Howward Gardner) 於 1983 年提出多

元智能理論。他認為每個人都擁有獨

特的一套智力組合體系。被人們稱爲

天才的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

曾經說過：「我思考問題時，不是用語

言進行思考，而是用活動且跳躍的形

象進行思考。當這種思考完成以後，

我要花很大力氣把他們轉換成語言。」 

如果伊桑的父親能用多元智慧的眼

光看待伊桑，欣賞他的藝術天賦與創造

能力，也知道「左腦人」在未來很容易

被電腦取代的話，應該就會積極了解伊

桑的興趣性向與能力，盡能地協助他適

性展才，說不定伊桑就是下一個達文

西。畢竟，代替人類邏輯、計算、語言

處理和分析等功能而製造的電腦，執行

的恰恰都是左腦的工作，想在人才濟濟

中脫穎而出，就得把用腦方向轉向電腦

無能爲力的創新策劃、綜合判斷等右腦

思考模式，這樣才能在競爭激烈的環境

中突破困境、出奇制勝。因此，家長更

應該了解小孩的興趣性向與能力，並協

助小孩適性發展。 

3. 原則三：營造溫馨的家庭氛圍，適

當表現對孩子的關愛 

伊桑的恩師尼康，在伊桑父親拜訪他

時，舉了一個非常震撼的例子。尼康說：

「在所羅門島上，土著們耕種土地的時

候，他們並不砍樹，只是圍著樹喊叫、怒

罵並且詛咒。一段時間後，樹就會自然枯

萎，完全死於自身的原因。」無疑的，伊

桑的父親深愛伊桑，只是他恨鐵不成鋼，

也不善於表達對孩子的關愛，怒罵和責打

成了他愛孩子的錯誤表現。尼康柔性的提

醒伊桑父親，關心該是讓孩子覺得被需

要，偶爾也需要擁抱與親吻，並讓孩子感

受即使遇到困難或挫折，父母仍會永遠支

持相挺，為孩子加油。 

伊桑的例子也提醒現代的家長，應該

要適當表現對孩子的關愛，營造溫馨的家

庭氛圍。例如孩子月考成績不理想時，不

要忘了誇獎孩子作答不錯的地方或為考試

努力付出的態度，多用正向鼓勵的方式代

替責罵與批評。一個不被愛的人，往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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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為自己努力的動力，而真正的關心，

是要讓孩子感受到被關愛與疼惜的幸福。 

五、 結語：以孩子最大利益為考

量，互相同理，真誠溝通。 

對部分家長而言，要他們誠實面

對孩子有學習或情緒上的障礙並不容

易，就如同面臨重大疾病一般，在調

適期之前，可能得先經歷震驚與憤怒

期。良好的親師溝通技巧雖然不能保

證一定能達到教師期望家長同意轉介

或就醫的目標，但確實能把親師衝突

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溝通本來就是一

個不斷協調，不斷尋求共識的歷程，

只要老師能和家長都能以孩子的最大

利益為考量，再輔以專業和誠懇的語

氣溝通，那就是改變最好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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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不見了？─再思偏遠地區中小學併校廢校議題 
陳韻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候選人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專任教師兼研發處課程組長 

 

壹、前言 

在當前城鄉差距擴大與高度都市

化影響下，各項資源分配不均，偏遠

地區小型學校規模萎縮、就學人口減

少，社區人口老化、外移嚴重等問題

早已不是新聞。但這些偏遠地區學校

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多屬不利，非但家

長實際參與校務的意願及程度不高，

整體社區對學校教育的直接支援亦嚴

重不足，因此其教育資源運用與教學

成效和都市地區相較下自然更趨弱

勢。若有機會走訪偏鄉，將不難發現

政府雖長年挹注經費供學校購置圖

書、資訊等資源，卻常因師資不足、

缺乏訓練而未達預定的效益，非但資

源塵封，也可能使各界質疑投資偏遠

地區學校的成效。另外對任教於小型

學校的教師而言，編制原本就少，又

須兼任沉重的行政工作，再加上生活

不便、進修機會不多、成就感不高等

因素，導致流動率居高不下，使得偏

遠學校成為新手教師訓練中心，學生

受教權亦未能獲得充分保障。因地處

偏鄉、學校人數不多，同儕互動略顯

不足，非但整體學校、班級與學生競

爭力無法提升，與一般平均水準相較

仍存有差距(徐易男，2005)。 

根據 1999 年到 2006 年統計數

據，全臺已有 144 所學校面臨整併命

運，而目前積極進行整併的縣市多是

以農業為主且財政較為困窘的縣市，

其裁併校對象多數是偏遠地區、處於

家庭與經濟雙重弱勢的學校與學區，

併校、廢校是否可能讓偏遠地區學童

再次陷入除經濟、文化等不利因素外

的第三重弱勢，值得重新審視 (黃俊

傑，2008)。基於此，本研究試圖分析

偏遠地區併校、廢校相關議題之正反

面論述，並提出在當前教育局勢中可

能較為適宜的做法與建議。 

貳、偏遠地區學校併校、廢校議

題之正反面論述 

一、 贊成併校、廢校之論述分析 

Nelson(1985)指出學校整併係指

當局基於教育和經濟上的考量，將兩

所或兩所以上的學校合併成一所學校

的作法(轉引自張國輝，2005)，而影響

學校整併的內外在因素複雜，如學區

人數減少、教育經費縮減、考量規模

經濟效益、社區需求性降低、教育法

令與政策的改變等。歸納相關研究傾

向贊成將小型學校裁倂的理由大致可

分為三點：首先，學者普遍認為列為

裁併重點的小型學校因規模過小，導

致規模不經濟，意指每位學生的單位

成本過高，站在投資教育和預期成效

的立場不夠符合教育投資效益，因此

主張朝學校最適經營規模的方向調整

(方吉正，1999；何肯忞，2004；徐易

男，2005；陳賢舜，2000；陳麗珠、

陳憶芬，1995；曾南薰，2004； Friedkin 

& Necochea,1988;Haller &Monk, 1988; 

Lee & Smith, 1997)；其次，主張政府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3），頁 187-193 交流與回應 

第 188 頁 

裁併校政策應多方考量資源分配、環

境優勢和競爭力，且表示在學業成就

與各方面表現傑出的學生大多出自規

模較大的學校，因此強調整併學校後

應能克服因人數過少、地處文化不利

地區，競爭力無法提升的缺失 (邱玉

玲，2006；徐藝華，2006；曾南薰，

2004；Lee & Leob,2000 ;Monk& Haller, 

1993)；最後，由於少子化和都市化，

導致人口外移俱增，除使城鄉差距日

漸嚴重外，學校更面臨招生壓力，使

裁併校議題日益被關注，因而主張更

須加速整併工作，一則提升教育品

質，一則積極配合課程改革之方向(吳

政達，2006；曾永福，1996)。 

弔詭的是原先小型學校的主要特

點，如低師生比和小班規模應該都是

有效落實啟發式教學法、鼓勵師生互

動、促進學生創意思考的有利條件(許

若松，2006；陳啟榮，2006；藍天，

2001)。但在面臨學校整併時，反而成

為小型學校的致命傷。贊成併校、廢

校者傾向認為所謂小班規模將使學生

間的互動與社會性刺激變少，導致競

爭力不足，難以提升學業成就與學習

動機，學習氣氛也較一般學校薄弱，

不利其群性發展(陳啟榮，2005)。而低

師生比除了將導致教育經費負擔沉重

外，更無法在學業成就與學習測驗上

顯現出投資效益，在鄧明星(2005)的研

究中也得到類似的結論。其以花蓮縣

為例，顯示大型學校學生的基本學力

測驗成績明顯高於中型學校，而中型

學校的成績又高於小型學校。中型學

校學生成績可大致貼近花蓮縣全縣的

平均成績水準，但小校的成績卻幾乎

都低於全縣的平均成績。由以上歸納

可知贊成小班小校學校整併者認為此

法可達到節約教育經費、提升教育品

質、增進師生互動機會、提升學生競

爭力、有助於推展課程統整等效用，

但關於此派贊成的說法與理由，亦有

相對的反對意見，兩造說法莫衷一

是，目前尚無明確的共識。 

二、 反對併校、廢校之論述分析 

小型學校整併的起因多半基於教

育成本與效益，其後涉及因素廣泛，

不同角度的觀察者亦有不同強調重

點。首先，反對併校的理由主要是因

為國民有權接受教育的神聖性，如《憲

法》即強調國民的教育權利應該得到

尊重。政府教育優先區的劃定指標，

其中一項便是山地、鄉村及偏遠地

區，這些地區普遍存有許多小型學

校。因此補助其教育經費、提供更多

教育資源，對於促進教育機會均等、

實現社會正義皆有助益(許添明、廖鳴

鳳，1998)。 

有研究者即從教育機會均等的角

度切入，探討偏遠地區學校整併問

題。因為所謂教育機會不均等主要是

因職業與社會階級差距，以及性別、

種族、宗教、經濟等條件上的差異、

地域差異所引發的(郭為藩、高強華，

1988)。其中因受不利環境影響所形成

的語言表達不佳、行為表現不適當等

因素，已成為部分弱勢學生繼續接受

教育的障礙 (林清江，1988)。因為地

域差異所造成的教育機會不均等是當

前世界各國常見的教育缺失現象，而

臺灣城鄉教育不均衡固然時有所見，

但後果不應由下一代承擔。因此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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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教育機會均等的深層意義應包含

使文化不利地區學童享有均等的受教

機會，不僅要使其獲得教育機會，更

要加強補償教育，以彌補其文化經驗

之不足(林清江，1988；郭為藩、高強

華，1988)，才是社會正義的具體表現。 

其次，偏遠小校是當地社區的精

神象徵，如被撤併，社區將失去文化

與認同。學校的設立可說是種公共服

務，不僅提供偏遠地區下一代正規教

育，更主宰了社區生命力的存續。另

外小校也是偏遠地區的公共財，不僅

提供教育服務，也為偏遠社區提供多

樣性的社會服務。因此，學校是社區

的文化中心，而社區是學校的資源教

室。偏遠地區若失去學校，將缺乏足

以凝聚住民情感與生活的場所，無法

做知識的代間交流與傳遞；而面臨裁

撤的學校，亦將因為沒有附近社區的

依附，無法真正推動資源整合和終身

學習。兩者的關係若面臨解構，將嚴

重衝擊社區整合和文化傳承  (徐明

珠，2006)，對學校當局與當地社群而

言，絕非是福氣。 

陳幸仁與王雅玄於 2007 年在《臺

東大學教育學報》發表之論文中即援

引 Hampel(2002)的個案研究來說明學

校與社區間的依存關係。Hampel 在訪

談許多鄉村居民後發現，大部分人們

珍視鄰近學校，視其重要性等同於該

社區的「心靈」 (heart)與「靈魂」

(soul)」，說明學校是該社區每個人生命

史的片段記憶，尤其偏遠學校更是當

地居民共同的集體記憶，這份特殊情

感使得在地民眾與學校間成為不可分

割的整體。陳幸仁、王雅玄實際走訪

臺灣離島偏遠地區國中亦發現，偏遠

地區小校對營造組織學習文化的優

勢，如學校規模小而巧，使師生關係

零距離，有助於亦師亦友校園氣氛的

生成；偏遠小校形塑出強烈的社群

感、以校為家的精神，有助於凝聚全

校師生的向心力；少量的教職員編制

使偏遠小校領導呈現出柔性關懷和授

權風格，有助於展現授權領導以提升

教師權能感。 

最後，站在學生的立場思考，偏

遠地區學校不能輕易整併，乃是因為

顧慮其學習、生活適應與課程銜接。

林孟儀與林妙玲(2006)為《遠見雜誌》

書寫的專題報導〈我的學校不見了？

上學好難〉一文中，以已然遭政府廢

除掉的 100 多所小學的學生為例，說

明偏遠地區學校整併後的學童處境。

自從當地學校被廢掉後，因居住地與

求學地兩端距離實在太過遙遠，有些

學生逼不得必須離家、選擇住校，或

者每天得耗上整整一個小時，在癲頗

不平的曲折山路上來回通勤，在在都

增加了無謂的交通時間與適應風險。

而正處於小學階段的學童離家住校，

容易因缺乏家庭支持，不利於其性格

穩定性與學習，洪蘭教授即一針見血

地指出：「(孩子)他會覺得他是被遺棄

的小孩，一輩子沒有安全感！」事實

上，廢掉一所學校，除了衝擊學生受

教權外，對山巔海角偏遠地的社區與

文化的延續，也都會產生相當大的影

響。延續上一段落的討論，對於許多

偏遠地區社區與民眾而言，學校其實

不只是學校，而是地方的精神堡壘、

教育中心。在偏遠地區，學校猶如地

方上的智庫，校長更宛如文化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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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位絲毫不亞於村里長。社區中的

學校若是廢棄了，有些居民為了孩子

的教育問題，也許只好選擇外移，而

異鄉遊子原本想要返鄉，也可能因為

故鄉沒有適合的學校可以讓孩子們讀

書而作罷，長期惡性循環下去，恐怕

會加速偏遠地區部落與社區的沒落(徐

明珠，2006)。 

參、對當前教育局勢可能較為適     

宜的作法與建議 

目前各級教育單位與學界抱持傾

向裁併校理由可歸結為三項：一是節

省教育經費支出、提升教育投資效

益；二是藉由學校整併將學生移到人

數較多的學校，以求增加同儕互動、

提升學習效果；三是藉以支持政府政

策與課程改革的推動。關心教育的洪

蘭教授曾針對政府學校整併作法提出

批評說道：「裁掉一所學校，可能要多

蓋一間監獄，教育用錢來算是很糟糕

的，心智的啟發怎能用錢來算？」洪

蘭指出，裁併校第一個可能產生的問

題就是中輟生增加。回顧歷史，在 1940

至 1950 年代，當時臺灣國民所得只有

100、200 美元，都還有一村一學校政

策。對比過去，臺灣目前的國教現場，

卻是經費拮据。各地方政府勒緊褲

帶，於是，占各縣市總預算平均約四

到五成的國教預算，成了最醒目的標

靶。但其實這些預算中，有八成以上

是用於支付教師薪資與退休撫恤費，

實際上真正用在學生身上的經費其實

不如想像中充沛(林孟儀、林妙玲，

2006)。雖然，我國政府近年來已參考

英國教育優先區的作法，撥經費預算

添購器材、增加設備，嘉惠許多偏遠

地區學校，如離島或山區小校的辦

學，透過專款補助，或許已使原先因

文化地理不利的教育資源分配問題獲

得改善(陳奎憙，2001)。但偏遠地區學

校除了需要政府重新分配有形的、實

質的教育經費外，更需要投注無形的

師資、訓練與支持，雙管齊下、在地

耕耘，以確實提升經費投注與人力投

資效益。 

反觀美國，Cutshall(2003)認為當

時布希總統於 2001 年曾頒布《帶好每

一個學生》(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法案，即是重新宣告各地學校應致力

於創造小而美的學習社群。Cutshall 藉

此力陳小班小校能提升學校效能，其

實並不是因為其規模較小之緣故，而

是來自小班小校容易創造教師合作的

氛圍與協同教學的同僚專業關係，能

給予學生較為有彈性與積極性的即時

性回饋。黃俊傑(2008)借用 John Rawls

的話說：「正義不能允許為了大多數人

的更大利益而犧牲少數」。縱然隨著全

球整體大環境的劇變，偏遠地區小校

整併或許有其政策面的必然性，政府

仍須針對各級學校、不同地區與脈

絡，審慎而全面地進行個別性、整體

性的考量，盡力研擬出相關之的配套

措施，務必顧慮併校後可能產生的問

題，如學生接送、住宿與課程銜接、

生活適應問題，整併學校編制內教師

轉介他校之機制與原則，整併後對當

地社區與民眾、文化、生活之影響評

估，整併後校園的使用與規劃等層

面。建議政府相關當局在考量是否要

關閉偏遠小校前，先傾聽當地社群與

住民的心聲，或以主動舉辦公聽會方

式來廣納民意以促進雙方協商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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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僅以財政支出為教育決策唯一考

量之窠臼，全面地、通盤地多加權衡

輕重，使學校、社區與當局能在協商

後，達成三方共識(陳幸仁、王雅玄，

2007)。 

肆、結語 

教育，是國家當前最重要的投

資；人才，是社會未來最關鍵的資產。

當世界各國都極力進行教育改革，思

索如何提升學校教育品質與學生素質

的議題之時，臺灣萬萬不能在這場競

爭中失去動力，喪失登躍上世界舞台

的機會。縱然，受少子化與總體生育

率降低風潮所及，學校整併似乎無可

避免，尤其是處於弱勢的偏遠地區學

校，情況更為不利。無論各界爭辯的

關鍵是否聚焦於投資效益、教學品質

等因素，如何兼顧學生基本受教權以

及有形、無形的教育經費分配與投

資，都將會是嚴酷的考驗。偏遠地區

學校教育與師生權益需要更多的關

注，衷心企盼未來不會再發生因學校

整併後造成學生適應不良、社區文化

面臨瓦解的現象。既然今日政府對教

育經費的運用與臺灣學生實際能力、

公民素質將左右未來社會發展趨勢，

那麼偏遠地區中小學併校、廢校的相

關議題就值得持續關注、討論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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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活動報導 
翁麗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授 

 

壹、前言 

民國 47(1958)年由丁碧雲、關毓

蘭、郭豸等幼教先進在臺北創辦的中

國幼稚教育學會，是臺灣史上最早的

幼教專業組織。學會邁入第 60 年之

際，106 年與日本國際幼兒教育學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聯合辦理「2017 國

際幼兒教育與照顧」研討會。 

貳、臺日合作開辦 2017 大會  

2017 大會以「幼兒教育的過去・

現在與未来：多元文化社會觀點」為

主題，首日(9 月 1 日)由歐用生(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專題講演「重構

幼兒教育的新圖像：德勒茲『生成—

孩童』概念的應用」開場，繼而進行

「臺灣原住民族幼兒教育發展與省

思」(國立臺東大學郭李宗文教授)、「臺

灣新住民家庭子女語言發展研究」(國

立嘉義大學葉郁菁教授) 2 特邀講演。 

 9 月 1 日下午又有「繪本與幼

兒」、「音樂與幼兒」兩場論壇。各由

岡村弘(東京福祉大學)、宮地敏子(大

妻女子大學)主持，臺灣、香港與日本

幼教工作者 1-2 組引言「繪本在幼兒教

育上的可能性―普遍性與多様性的共

鳴」、「幼兒音樂教育的現狀與課題」。

9月2日首由國際幼兒教育學會年度學

術獎得主宮田真理子 (白梅學園大

學)，進行得獎論文「積木區裡的創造

性互動行為」公開講演；再有新北市

北新國小校長曾秀珠發表「臺灣的幼

兒園多元文化教育—以新北市多元文

化繪本為例」。其後半日分四場地，計

有日本 24 筆、臺灣 7 筆幼教論文公開

發表。 

會期兩日，總計有 96 名臺籍、54

名日籍、3 名香港、1 名韓籍幼教工作

者出席與會。 

日本國際幼兒教育學會創設於

1978 年，乃知名之日本女子大學名譽

教授村山貞雄著眼幼兒教育國際交流

而開創，現任會長金崎芙美子女士。

臺、日兩學會首次合作辦理大會，同

席共議 21 世紀的幼兒教育與照顧，透

過淡江大學日文系富田哲副教授等 5

位中日雙語精湛者協助通譯，達成大

會幼兒教育「國際性」、「學術性」交

流互動。 

參、傳承與新盼 

學會取名「中國」自有 1950 年代

創會當時時代背景。學會為求跳脫襲

仿他國之保守心態，一方面重溫 20 世

紀初新教育兒童本位主義（張雪門、

陳鶴琴的中國本土幼稚教育哲學），同

時推動扎根臺灣在地兒童生活的幼稚

園、托兒所課程實驗，開發並普及促

進幼兒發展。會章開宗明義： 

    本會以結合幼教同仁、研究幼教

學術、發展幼兒教育、增進幼兒福利

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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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設於中華民國首都所在地。 

    學會透過集結幼教人員互動共

思，實踐創新的、在地的、有價值的

幼教課程；並且持續進行各國幼教介

紹，辦理研習等活動。現在普遍實施

於臺灣教保機構的角落、學習區活

動，即是幼教資訊貧乏的民國五〇、

六〇年代，學會透過機關誌《幼教通

訊》（後來改名《幼兒教育》）及系列

性「發現式學習」、「開放教育」演講

活動，推動幼教工作的一個呈現。 

    最近二十年，臺灣社會重視幼教

風氣大開，幼教專業組織林立，幼教

人員獲取專業相關資訊管道暴增，學

會因此減少研習等活動辦理，然保持

每年大會及至少 1 次學術演講，維繫

學會會員關係及發展幼兒教育、增進

幼兒福利之宗旨。 

    106 年 6 月，學會成立「教保服務

人員培育政策研議小組」，以教保員 16

學分幼教專班實施之檢討為研議重點

(含教學演示成績之評定、幼兒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幼兒園教育實習課程

等問題)。並制定如下之教保服務人員

培育政策立場聲明： 

一、 中國幼稚教育學會對於教保服務

人員培育政策的立場聲明：「教保

服務人員培育階梯化、三歲以上

每班至少教師一名」。   

二、 為有效發展教保服務人力資源，

並增進教保服務品質，當務之急

是建立一個可長可久且無縫接軌

（整合為一）的專業人員培育體

系。如此，各類人員培訓管道及

其生涯發展階梯方能彼此銜接，

暢通無阻。 

肆、國際幼教資訊提供 

    秉承學會宗旨，茲轉知學會介紹

107 年度（日本）國際幼兒教育學會等

相關活動訊息，提供幼教人員參與。 

一、 CRN 亞 洲 國 際 幼 兒 學 會

http://www.crn.net.cn/tw/events/asi

a/ 時間 :2018/3/17(六 )-18(日 )日 ;

地點:東京御茶水女子大學  

二、 （日本）國際幼兒教育學會

http://www.iaece.org/  時

間:2018/9 月 13(五)-14(六)日；地

點：日本廣島縣福山市福山市立

大學 

三、 2018/8/23-9/1 同志社女子大學現

代社會學部現代こども學科來台

進行「海外兒童實習」，8 月 31 日

(五)將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

臺日幼教師資生交流活動。 

 

2017 國際幼兒教育與照顧研討會開幕式

(106/9/1 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篤行樓) 

http://www.crn.net.cn/tw/events/asia/
http://www.crn.net.cn/tw/events/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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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國際幼兒教育與照顧研討會(106/9/1-2) 
 

 

 

106/9/1 歐用生教授專題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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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稿約 

2011 年 10 日 01 日訂定 

2013 年 10 月 31 日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2015 年 09 月 01 日修訂 

壹、 本刊宗旨 

本刊為「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刊物，旨在評論教育政策與實務，

促進教育改革。本刊採電子期刊方式，每月一日發行一期。刊物內容

分成「評論文章」、「專論文章」、「交流與回應」與「學術動態報

導」等四專區。 

貳、 刊物投稿說明 

各專區分類說明如下： 

一、 評論文章：內含「主題評論」和「自由評論」。前者由   

作者依各期主題撰稿，並由主編約稿和公開徵稿；後者

不限題目，由作者自由發揮，亦兼採約稿和徵稿方式。 

二、 專論文章：不限題目，凡與教育相關之量化及質性實徵

研究、理論論述之文章均可，內容須具評論見解與建

議，採徵稿方式。 

三、 交流與回應：係由作者針對過往於本刊發表之文章，提

出回應、見解或看法，採徵稿方式。 

四、 學術動態報導：針對國內外學術動態之報導文章，採徵

稿方式。 

同一期刊物中，相同之第一作者投稿至各專區之文章數量至多以

一篇為限，全數專區之投稿文章數量加總不得超過兩篇以上，前述投

稿者另列為第二作者之文章數量至多可再增加一篇為限。 

參、 文章長度及格式 

一、 本刊刊登文章，「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

術動態報導」文長一般在 1,000 到 3,000 字內之間，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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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不超過 6,000 字為原則。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

依照 APA 格式撰寫。 

二、 「專論文章」字數：中文稿字數以每篇 10,000 至 15,000

字為原則，最長請勿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字數每篇以

10,000 字以內為原則。字數計算包含中英文摘要、參考

書目與圖表。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格式

撰寫。 

肆、 「專論文章」投稿費用與刊登 

一、 「專論文章」投稿經本刊形式審查通過後，即進行實質

審查，採匿名雙審方式，審查通過者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安排刊登。 

二、 費用說明：為促進本刊永續經營與維護學術品質之需

要，「專論文章」每篇投稿須繳交稿件處理費及實質審

查費合計 3,500 元。 

(一) 稿件處理費：1,500 元（含形式審查費 500 元和行

政處理費 1,000 元）。 

(二) 實質審查費：2,000 元。 

三、 退費說明：凡形式審查未通過者，本刊不再進行實質審

查，將退還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和實質審查費 2,000 元。 

四、 匯款資訊：專論文章之投稿人請於投稿同時，將費用

3,500 元（手續費自付）匯款至本學會，以利啟動各項

審稿作業：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李隆盛」。 

其匯款收據（註明「投稿篇名」與「審查費用」字樣），
以下列方式提供於本學會： 

(一) 傳真：（04）2239-5751 

(二) 掃瞄或照相檔案 E-mail：ateroffice@gmail.com。 

五、 收據如需抬頭以及統一編號，請一併註明。 

六、 如有費用問題事宜，歡迎來信洽詢。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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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審查及文責 

一、 本刊發表的文稿均安排雙向匿名學術審查，稿件隨到隨

審，通過後即安排儘速刊登。本刊提供社會各界教育評論

之平台，所有刊登文稿均不另致稿酬。本刊發表的評論，

屬於作者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二、 所有投稿皆須經過形式審查，字數或格式不符者，先退請

作者修正後，才送出審查。 

三、 請勿一稿多投（同時投至兩種以上刊物，或文稿已於其他

刊物發表，卻又投至本刊者）。凡一稿多投者，一律不予

刊登。 

四、 本刊委員對刊登文章有刪改權（僅限於文字及格式，不涉

及內容語意的修改） 

五、 請勿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糾

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陸、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投 稿 本 刊 經 由 審 查 同 意 刊 載 者 ， 請 由 本 學 會 網 站

(http://www.ater.org.tw/)或各期刊物下載填寫「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文稿

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寄送下列地址： 

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灣教育評論會】 

莊雅惠 助理收 

柒、 投稿及其它連絡  

投稿或相關事項聯繫請Email至ateroffice@gmail.com【臺灣教育評

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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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七卷第四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先就業，後升學」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七卷第四期將於 2018 年 4 月 1 日發行，截稿

日為 2018 年 2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在國內教育體制下，學子在高中職畢業時遇到生涯進路的第二次重大選

擇，目前有超過八成以上的學生選擇繼續升學，唯今日在高等教育升學管道暢

通、回流教育機會普遍之下，直達車式的升學進路不再是唯一的途徑，先就業、

或是到非政府組織擔任志工等，藉由累積社會歷練及多元探索志趣的過程，確

定自己的目標和需求後再重返校園，都是可行的進路。 

為協助青年能順利先就業、後升學，政府相關單位透過跨部會合作，自 106

年起推動「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希冀協助學生先行體驗職場，確立

人生規畫方向後再升學。雖然相關政策才推動不久，但已引發社會大眾高度關

切，國內教育與產業環境對於「先就業、後升學」是否有足夠的配套措施？相

關方案執行迄今遭遇到什麼問題？學生與家長對此進路選擇的擔憂為何？政策

規劃與執行面如何回應？本期主題聚焦在高中職學生「先就業、後升學」議題，

歡迎有識之士，從相關理念、政策規劃與執行、產學環境、社會價值等各面向，

提出睿智的評論與具體建議，以期為青年開展更多不同的進路發展選擇。 

第七卷第四期輪值主編 

李懿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教授 

廖年淼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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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七卷第五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七卷第五期將於 2018 年 5 月 1 日發行，截稿

日為 2018 年 3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我國 1994 年 8 月 9 日總統公布的《教師法》，提供成立各級教師會的法源

依據，使教師組織活躍起來。1999 年「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的成立，不僅成

為我國現今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教師組織之一，更是我國教師組織發展的

里程碑。可是，教師會成立迄今，一直有著定位與功能的爭議。例如，不少人

認為現今的教師會和過去之「財團法人台灣省中小學校教職員福利文教基金會」

及「臺灣省公立中小學校教職員福利金籌集管理委員會」，在功能的發揮和角色

的扮演上，事實上沒有太大的差別；甚至也認為和在 2015 年 12 月 16 日由上述

兩會整併成的「財團法人教職員福利基金會」，在角色和功能上也無甚差異。 

2010 年 6 月 23 日總統修正公布《工會法》，提供教師組織工會的依據，賦

予教師組織更大的權限與職能，因而成立全國性的「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與

「全國教師工會總聯合會」，惟相關法規對此等教師產業工會仍有相當程度的限

制。甚至於有些人對於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所扮演的角色功能與所持的態度

立場，有相當程度的質疑。不論就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地位、及權益爭取維護

來看，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都是必要且重要的。然而，此等教師組織自成立

迄今，即面臨各種挑戰與風風雨雨，著實非吾人所樂見，亦非教育之福。今而

後，政府相關部門應如何看待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

應維持怎麼樣的關係？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將來應如何發展？教師法第八章

對於教師組織內容的規定是否需要修訂？賦予教師組織工會之工會法第二章第

6 條的規定有否需要修訂？輿論對教師產業工會仍有誤解，要如何化解？都是值

得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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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主要是希望教育及相關領域、教師組

織、學術團體、專業組織，民意機關及政府相關部門等專家學者與社會大眾，

從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角度評論我國當前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之方方面面的議

題與挑戰，以及應興應革之處。 

第七卷第五期輪值主編 

翁福元 

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 

陳易芬 

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 

蕭國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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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七卷各期主題 
 

第七卷第一期：實驗教育如何實驗 

出版日期：2018 年 01 月 01 日 

 

第七卷第二期：Maker 教育 

出版日期：2018 年 02 月 01 日 

 

第七卷第三期：幼兒園師資培育 

出版日期：2018 年 03 月 01 日 

 

第七卷第四期：先就業，後升學 

出版日期：2018 年 04 月 01 日 

 

第七卷第五期：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 

出版日期：2018 年 05 月 01 日 

 

第七卷第六期：特色課程與招生 

出版日期：2018 年 06 月 01 日 

第七卷第七期：營利與非營利私校類型 

出版日期：2018 年 07 月 01 日 

 

第七卷第八期：翻轉教學 

出版日期：2018 年 08 月 01 日 

 

第七卷第九期：程式設計入課綱 

出版日期：2018 年 09 月 01 日 

 

第七卷第十期：中小學輔導機制與人員 

出版日期：2018 年 10 月 01 日 

 

第七卷第十一期：議題融入課程 

出版日期：2018 年 11 月 01 日 

 

第七卷第十二期：高教深耕計畫 

出版日期：2018 年 12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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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刊載非專屬1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101年01月06日第1次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02月26日第1次臺評學會秘書處會議修正通過 

 

  本人（即撰稿人）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發表之書面或數位形式文章。 

壹、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立書人」）謹此同意將本人著作之文稿全文資料，非專屬、無

償授權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做下述利用，以提升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研究產出之能見度與

使用率： 

一、將立書人之文稿摘要或全文，公開展示、重複刊載於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之網頁。 

二、如立書人文稿接受刊載，同意以書面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三、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合理

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列印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五、將立書人之文稿授權於第三方資料庫系統，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

傳輸、授權讀者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及列印等行為，且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

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六、如上述資料庫業者所製作之衍生性產品涉及商業性使用時，立書人同意將衍生之權

利金全數捐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務及出版基金使用。 

貳、立書人保證本文稿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

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隱私權之情事。若有任何第三人對立書人之作品或相關說明文

件主張侵害其權利或涉及侵權之爭議，立書人願自行擔負所有賠償及法律責任，與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無涉。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簽約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立同意書人(主要作者)姓名：                     （敬請親筆簽名
2
） 

所屬機構：□無   □有：                        

職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公/私/手機）：（  ）         /（  ）         / 

電子郵件信箱：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基於上述主要作者的簽署，他/她代表其他共同作者（如有）謹此聲明： 

一、擁有代表其他共同作者的權利簽署本授權同意書。 

二、本文稿的作者（或作者們）及專利權持有者。 

三、保證文稿不會導致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牽涉或承受任何因違反版權或專利權的法律訴訟、追討或

索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非專屬授權：係指作者將上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部分權利非獨家授權臺評月刊。本刊物所採取的是「非專屬授權」，以保障作者對上

列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 
2 為避免授權爭議，敬請作者填寫本文件，並於姓名處以親筆簽名後，以下列方式提供授權書。(1)傳真，傳真號碼：(04)2239-5751(請註明

莊雅惠助理收)。(2)掃描或攝影，電郵地址：ateroffice@gmail.com。(3)郵寄：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

灣教育評論學會]莊雅惠助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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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投稿資料表 
 

投稿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投稿期數

及名稱 

民 國    年    月 ， 第   期 

該期主題名稱： 

投稿類別 □主題評論  □自由評論  □專論文章 

字數  

文稿名稱  

作  者  資  料 

第

一

作

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第

二

作

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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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撰寫體例與格式 

壹、 章節層次 

壹、 

一、 

（一）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1. 

（1）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貳、 標點符號 

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中的引號；《》用於書名；＜＞用於篇名

或論文名。惟正文中，古籍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如《淮南子，天文篇》。 

 

參、 凡人名、專有名詞之外來語，請以括弧（）加註原文。凡引註的年代一律標以公元。 

 

肆、 圖表呈現方式 

以全文為單位編號，編號以阿拉伯數字撰寫，之後空一格加上圖表標題。表之編號與標題在表「上

方」，圖之編號與標題在圖「下方」。圖表一律用黑白圖檔，不可用彩色圖檔。 

 

伍、 參考文獻標註格式 

依APA手冊--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所訂格式。 

一、文中簡註格式 

本節「引用」一詞係指參考（reference），作者、年代之後「不必」加註頁碼（參見下文說明）。

倘係直接引用（quotation），則直接引用部分需加引號（40字以內時），或全段縮入兩格（40

字以上時），並在作者、年代之後加註頁碼，如：（艾偉，2005，頁3），或（Watson, 1918, p.44）。 

（一）引用論文時 

1.根據艾偉（1995）的研究…… 

2.根據以往中國學者（艾偉，1995）的研究…… 

3.根據Watson（1913）的研究……200  

（二）引用專書時 

1.艾偉（1995）曾指出…… 

2.有的學者（艾偉，1995）認為…… 

3.Watson（1925）曾指出…… 

4.有的學者（Watson, 1925）認為…… 

（三）如同一作者在同年度有兩本書或兩篇文章出版時，請在年代後用a、b、c等符號標明，例

如：（艾偉，1995a），或（Watson, 1918a）。文末參考文獻寫法亦同。 

（四）如引用同一作者在不同年度的作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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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者黃政傑（1987、1989、1991）認為…… 

2.學者Apple（1979, 1986, 1996）曾指出…… 

（五）一位以上五位（含）以下作者時，第一次引用請列出所有作者，之後僅列出第一作者，六

位（含）作者以上，僅需列出第一作者： 

1.有的學者（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1）認為……（譚光鼎等，2001）…… 

2.（Bowe, Ball, & Gold, 1992）…….（Bowe et al., 1992）…… 

二、文末列註格式 

（一）如中英文資料都有，中文在前，英文（或其他外文）在後。 

（二）中文資料之排列以著者姓氏筆劃為序，英文則按姓氏之字母先後為準。 

（三）請在中文書名、中文期刊論文名稱及卷數採用黑體。請參閱(八)實例1.(1)、2.(1)和3.(1)。 

（四）外文書名與論文名稱，其全名之第一字母須大寫外，其餘皆小寫。請參閱(八)實例1.(2)和 

      2.(2)。 

（五）請將外文書名排印成斜體字。請參閱(九)實例1.(2)，和2.(2)。 

（六）外文期刊須寫全名，重要字母均須大寫，並請將期刊名稱及卷數排印成斜體字。請參閱(八) 

     實例3.(2)和3.(3)。 

（七）關於編輯、翻譯的書籍，及學位論文、網路資料之列註體例，請參考(八)實例4、5、6、7、 

      8。 

（八）實例 

1.書籍的作者僅一人時 

蘇薌雨（1960）。心理學新論。臺北：大中國。 

Guilford, J. P. (1967). The na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New York, NY: McGraw-Hill. 

2.書籍的作者為二人(含)以上時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1978）。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臺北：東華。  

Mussen, P. H., Conger, J. J., & Kagan, J. (1974). Child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3.期刊論文 

蘇建文（1978）。親子間態度一致性與青少年生活適應。師大教育心理學報，11，25-35。 

Watson, J. B. (1913). 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Psychological Review, 5(20), 158-177. 

Lehman, I. J., & Phillips, S. E. (1987). A survey of state teacher-competency examination programs.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 7(1), 14-18. 

4.編輯的書籍 

林清江主編（1981）。比較教育。臺北：五南。 

Letheridge, S., & Cannon, C. R. (Eds.). (1980). Bilingual education: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 NY: Praeger. 

5.編輯書籍中之一章/篇 

黃政傑、張嘉育（2005）。社會價值重建課程理念與改革途徑。載於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主 

    編，社會價值重建的課程與教學（頁1-19）。高雄市：復文。 

Kahn, J. V. (1984). Cognitive train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language of profoundly reta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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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dren. In J. M. Berg (Ed.), Perspectives and progress in mental retardation (pp. 211-219).  

     Baltimore, MD: University Park. 

6.翻譯的書籍 

黃光雄編譯（1989）。教育評鑑的模式（D. L. Stufflebeam和A. J. Shinkfield原著，1985年出版）。 

    臺北：師大書苑。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1) 

7.學位論文 

（1）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 

    文）。取自臺灣博碩士論文系統。（系統編號078NTNU2331019）  

（2）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王玉麟（2008）。邁向全球化頂尖大學政策規劃指標建構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 

    士論文）。取自  

    http://163.21.239.2.autorpa.tmue.edu.tw:81/cgi-bin/cdrfb3/tmtcgsweb.cgi?o=dtmtccdr  

（3）中文學位論文格式（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研究所，臺北。 

（4）英文學位論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McNiel, D. S. (2006). Meaning through narrative: A personal narrative discussing growing up with an  

alcoholic mother(Master’s thesis).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database.  

(UMI No. 1434728) 

（5）英文學位論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Adams, R. J. (1973).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evaluation of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ohiolink.edu/etd 

（6）英文學位論文格式（DAI 論文摘要）  

Applebaum, L. G. (2005). Three studies of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xture amplification,  

motion representation, and figure-ground segregatio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65(10), 5428.  

（7）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國內，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Wilfley, D. E. (1989). Interpersonal analyses of bulimia: Morma-weight and ob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8）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以外之地區，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Almeida, D. M. (1990).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work: Consequences for fathers’ stress and  

father-child relatio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8.網路資料：當不知出版年代時，中文以（無日期）英文以(n.d.)標示： 

林清江（無日期）。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規劃專案報告。取自http://www.mihjh.cyc.edu.tw/ww



209 

wsearch/%E4%B9%9D%E5%B9%B4%E4%B8%80%E8%B2%AB/9class.htm 

Newman, K. (n.d.). A pilot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lem

 based learning, learning, teaching support network-01 special report 2. Retrieved fromhtt

p://www.ltsn-01.ac.uk/docs/pbl_report.pdf 

 

 

 

謝誌：本撰寫體例與格式微修自〈課程與教學季刊撰寫體例及格式〉，感謝該季

刊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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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會員入會說明 

    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 

1000008763 號函准予立案，茲公開徵求會員。 

壹、 臺評學會宗旨 

    本會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從事教育政策與實

務之評析、研究與建言，提升本領域之學術地位為宗旨。本會任務如

下： 

一、 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學術研究。 

二、 辦理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座談及研討。 

三、 發表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提供改革之建言。 

四、 建立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對話平臺。 

貳、 臺評學會入會資格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年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

書，並繳交會費後，經理事會通過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長期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參、 會費繳交標準：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

免常年會費。 

二、 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

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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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入會及繳交會費方式 

一、 入會申請：請填寫入會申請書， 入會申請書可至本會網站

下載 (http://www.ater.org.tw/) 

1. 郵寄：40601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

校長室【臺灣教育評論學會】莊雅惠 助理收 

2. 傳真：（04）2239-5751（請註明莊雅惠助理收） 

3. 電郵 ： 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

評學會」）。 

二、 會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局號 0001222  帳號 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李隆盛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連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電話：(04)2239-1647轉 2007 傳真：(04)2239-5751 

會址：40601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http://www.ater.org.tw/)
mailto: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mailto: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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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類別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畢業學校系所  

現    職  

經    歷  

學術專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手機  

宅： E-mail  

入會管道 

(可複選) 

□師長推薦與介紹：推薦人                

□參加本學會活動(如：本學會年會、論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金額 

□常年會費：1,000元 x              年=             元 

□永久會費：            元（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     年) 

繳費方式 

□匯款 

 局號：0001222    帳號：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李隆盛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 0571072 

收     據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若不需繕寫收據抬頭，此處請填入：「免填」) 

會籍登錄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籍別 起訖時間 會員證號碼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本表後，請採以下任一方式繳回本會，謝謝您! 

(1) 郵寄：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 莊雅惠小姐收 

(2)  傳真：(04) 2239-5751(請註明莊雅惠小姐收) 

(3)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