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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教育部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二條的規定為提供合宜的教保服務內

容，達成教育及照顧的目標，特制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以下簡稱「課

程大綱」，以作為教保服務人員專業活動的依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於 2012 年 8 月份推行上路，在 2017 年 8 月修訂後，正式實施《幼兒園教保活動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的推行在幼兒教育的發展上，除了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更是一個長遠的目標。 

然而幼兒園教師採用課程大綱實施於課程，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困難，而這些

困難可能會影響幼兒園教師抉擇如何適切地運用課程大綱。因此，筆者透過文獻

探討與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期望能瞭解課程大綱對於幼兒園教師的影響。 

二、 幼托整合後之課綱改變 

幼兒教育是奠定幼兒人格、語言、身心發展的重要基礎，優質的幼教政策與

制度設計，更是健全幼兒教育，進而提昇幼教品質。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幼教

制度設計為幼托分離的運作模式，換言之，負責幼兒教育的幼稚園和托兒所分屬

兩個不同的主管機關，在立案設置標準及師資方面有所不同，但是服務的幼兒年

齡層有部分重疊，課程內容也大同小異，衍生幼教品質落差與資源運用不均的問

題。政府為解決「幼托分離」所衍生的政策問題，「幼托整合政策」議題已列為

政府重大教育改革的政策議程（李麗秋，2008；高誼婷，2005；簡宏江，2011）。 

在 2017 年教育部修正發布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後，將兩者進行

統整合併，統一由教育部來執行。過去托兒所、幼稚園在教保依據上分別是由教

育部的「幼稚園課程標準」、及內政部的「托兒所教保手冊」。幼托整合後幼兒園

是以教育部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為教保依據。在教保內容上也有所不

同，在幼稚園的教保內容當中雖包含各領域，但在內容上仍較為分科；而托兒所

方面則是較注重生活管理的面向。 

在幼托整合後，課程大綱的教保內容將幼稚園與托兒所的教保內容進行修改

及整合，讓其內容有一致性的服務，在課程大綱的身體動作與健康領域中，包含

原先幼稚園的健康領域、托兒所的生活習慣培養、生活與輔導、健康管理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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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分；認知領域包含幼稚園的常識領域；語文領域包含幼稚園的語文領域；社

會領域包含幼稚園的常識領域等；情緒領域包含幼稚園的健康領域等；美感領域

包含幼稚園的音樂領域等。另外，課程大綱的總綱中提及在幼兒的學習過程中，

是透過遊戲而學習，因此在幼稚園當中的遊戲，則將其視為幼兒學習的方式，而

不再特別成為某個領域。 

三、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之內涵 

因應幼托整合的政策，透過許多的專業學者和實務工作者編擬一套符合幼兒

發展的課程大綱，透過實徵研究及相關研究的資料整理出幼兒在發展的能力程

度，大至各領域的學習目標，小至各目標的學習指標，讓幼兒園教師能更清楚及

了解在活動設計上的教學方向與幼兒的能力發展，進而能設計出更符合幼兒發展

的課程與活動。 

課程大綱的總綱包含宗旨、幼兒園教保服務的意義和範圍、總目標、基本理

念、課程大綱架構、實施通則等。在宗旨部分，特別遵循孔子以「仁」的教育觀，

培養幼兒孝悌仁愛的文化，進而成為愛人愛己、重溝通、懂合作、會包容的未來

社會公民，並能奠定幼兒終身的學習基礎（教育部，2017）。而幼兒園教保服務

的意義和範圍則是因應幼托整合政策下所配合的法規《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所制

定的目標，於第一章第一條及第二條提出，應保障幼兒接受適當的教育及照顧的

權力，並促進幼兒身心健全的發展，因此幼兒園需提供兩歲至入國小前的幼兒該

有的教育及照顧服務，並透過教保環境情境的設計，提供符合幼兒身心發展的教

保服務，並與家庭及社區作密切的互動與配合，以協助幼兒身心健全的發展與未

來作準備（教育部，2017）。在幼兒這階段幼兒自身的獨特性也備受重視，因此

幼兒園教師也要認識幼兒個別的發展，可以透過幼兒在身體動作與健康、認知、

語文、社會、情緒及美感等方面的發展去了解。 

為了確立課程大綱的宗旨與總目標，因此將課程分為身體動作與健康、認

知、語文、社會、情緒和美感等六大領域，透過統整各領域課程間的規畫與設計，

培養幼兒具備覺知辨識、表達溝通、關懷合作、推理賞析、想像創造、自主管理、

等六大核心素養（教育部，2017）。 

六大領域的內涵是由學習面向和能力層面組合而成的，而每個領域也包含領

域目標、課程目標和學習指標，透過領域目標而設定課程目標，再由課程目標延

伸出學習指標。1987 年的《幼稚園課程標準》在目標上並沒有分年齡層進行目

標的擬定，因此對於幼兒能力的培養歷程較為模糊不清，課程大綱中的分齡設定

課程目標彌補以前的不足，在每個領域的目標設定依照不同年齡層的幼兒發展，

來訂定在各領域上所需要的學習方向，而設計出滿足不同齡層的「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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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知，課程大綱特別強調幼兒能力的培養，以及重視在地社會文化

的課程實踐，培養幼兒帶得走的能力，因此藉由法規的制定下，幼兒園該提供什

麼樣的環境協助幼兒發展有清楚的規範，對於幼兒園教師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學習

資源和活動設計也能有共同的目標，這些為了都是要協助幼兒可以在良好的環境

下學習，培養幼兒成為一個身心健全的好公民。 

四、 結語 

(一) 課程大綱有助於幼兒園教師以幼兒為中心來發展課程 

以往主題的設定是從老師的角度來決定孩子的需要，而導致主題的概念較無

法貼近孩子，而在課程大綱中特別重視以幼兒的角度來發想主題與概念，因此當

訪談對象提及以前使用《幼稚園課程標準》來進行發想時，就容易以老師為出發

點，而忽略了要以孩子為中心來思考。 

(二) 課程大綱幫助幼兒園教師在規劃幼兒學習活動有明確的方向 

課程大綱可以提供幼兒園教師作為檢核課程與教學的依據，幼兒園教師在實

施全園性活動、例行性活動或主題課程，可以檢核所提供給幼兒的學習指標，針

對幼兒不足的部分可從活動當中補足幼兒的能力，以確保幼兒皆能獲得六大領域

及六大核心素養的基本學習。 

(三) 幼兒園教師能覺知自身在課程大綱中的角色 

課程大綱重視幼兒的學習自主性，而在這過程中，教師須仔細觀察幼兒的學

習狀況，並適時給予支持與鼓勵，以協助幼兒達成學習目標。因此，在課程大綱

中教師的角色為教學的引導者，在這過程中教師不再是知識的傳遞者，而是扮演

引導幼兒自主獲取知識的輔助者角色，幼兒成為主動求知的學習者。 

(四) 幼兒園教師使用課程大綱中的學習指標遇到的問題及因應策略 

課程大綱中的學習指標是指幼兒學習的方向、活動、經驗或機會，目的在提

供幼兒園教師設計教保活動課程的參考依據，在我們的訪談當中教師遇到的困難

偏向於較不太理解指標中的名詞，以及無法明確找到適合活動的指標，而幼兒園

教師的因應策略為從課程大綱的研習中更深入瞭解，與學者進行對談及分享，以

及與搭班老師相互討論，便能夠更加熟悉與理解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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