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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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