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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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