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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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