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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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