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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元文化觀點論述幼教產業人才培育－ 

以新加坡華語幼兒園教師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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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助理教授 

 

一、 前言 

少子化危機衝擊幼教產業生源，不僅是收托 3-6 歲幼兒的學前教育機構招生

困難，連帶影響培育教保服務人員的師資培育機構招生─「以後都沒有小孩教

了，讀幼保就是失業」成為許多家長在幫孩子選擇學校志願時的關鍵因素，造成

臺灣的幼保科系師資培育機構產生囿於現實停招、轉型，而持續耕耘者以厚植學

子專業｢知｣｢能｣因應從業市場變化的策略。少子化的蝴蝶效應引發全球高度關注

與思議解決之道，再加上資訊科技的革命浪潮，讓許多只生一胎的家長教養觀資

訊化，運用網路知識學習養兒、育兒，以及陪孩子休閒娛樂等現象，促成少子化

從危機轉出商機─幼教新興產業崛起。不論是月子中心、職業體驗任意城(baby 

boss)、寶寶游泳課室新興產業，抑或傳產跨足幼教發展的觀光工廠或是休閒農

業等，讓家長願意投入許多資本，｢只為讓孩子擁有最好｣的教養期待，如此也開

創幼保科系學子有多元的就業管道。除了幼教產業人才的多元化外，幼保科系的

本業─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也產生國際化需求，從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中國

政府頒布母嬰產業與學前教育政策下，向臺灣募求幼教人才，促使幼保科系師資

培育機構在培養幼教人才不僅專業化，更能服膺幼教產業市場的多元化與國際

化。其中，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的人才招募自 2004 年開始讓許多幼保科系師

資培育機構大量將畢業生送往星國，作為培育學生就業徑路的績效，不同於時下

青年出國打工的流行，而更能彰顯同樣出國不僅享有高薪固定工作、體驗不同文

化，更能實踐幼教專業之效。。對於幼教產業的國際化，筆者在新加坡幼兒園華

語教師的現象中，看見了臺灣幼教人才展現出幼教專業的在地全球化特色，同時

也形成獨具臺灣的在地多元文化教育翻轉。 

二、 幼教產業人才展現全球在地化的幼教產業特色 

每個人都生活在文化之中，唯在遭遇到其他文化衝擊時，才開始觀察文化

的差異。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在於促進所有族群間不同文化的瞭解，以至於在

多元化的社會裡能維持溝通與融合(Pattnaik, 2003)。臺灣的學前教育在幼兒園教

保活動課程綱要明定發展幼兒文化認同為總目標之一，從幼兒園教學實務現場與

學術研究資料(徐毓雪，2016；Chistina, 2018)顯示，文化認同是個長久的發展歷

程，不單純只是透過教學活動就能一蹴可幾，其中教師是否具備文化認同的多元

文化教育素養也是關鍵的因素。尤以臺灣的教保服務人員在主流文化成長，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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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產生文化衝擊才能真正發展堅固的文化認同。新加坡是個多元文化種族特色

的國家，以下將從臺灣幼教人到新加坡擔任幼兒園華語教師的案例，分析其文化

認同的改變與對幼教專業實踐的影響。 

(一) 文化認同與自我認同互動，堅定了幼教專業實踐 

文化認同在每個人遭逢異文化時對自己身分識別的界定，但會隨著多樣化的

社會文化脈絡產生的文化經驗，不斷修正自我文化認同，甚而內化鞏固了自己的

傳統文化價值(Theodorea, 2013)。在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中，則能看到文化認

同經衝擊後的堅定性。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感受到新加坡在國慶日節慶中，營造

「對身為新加坡人感到驕傲」的氛圍，相較臺灣人對於國慶日和文化認同彼此的

關係後，反思在異國文化中，己文化的團結與凝聚力的重要性。因此，創造了歡

迎儀式―以學校為本的文化圈─以自己在他國的文化適應經驗，及對文化認同的

重要價值，讓每年陸續到新加坡從事相同教職工作的學妹們安排歡迎儀式、每個

月的固定聚會活動，讓他們即使身在異國，也有臺灣同鄉同業的支持，不論在情

感上、文化上和工作上，都能以身為臺灣幼教人為榮，如此的氛圍讓這樣的獨特

臺灣幼教人傳統持續運作至今約 4 年。 

就多元文化教育觀點而言，看見一個小小的力量如何將文化認同進行轉化與

深化─臺灣文化價值與師資培育機構的文化交織，反映在他國文化適應與文化關

係，鞏固堅不可破的自我認同。 

(二) 採取多元文化教育行動發展獨具臺灣本土特色的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素養也結合幼教專業知能展現臺灣在地文化的幼教圖像，在臺

灣的幼兒園，不鼓勵幼兒自幼從事書寫的分科教學活動，但在新加坡，4 歲幼兒

必須拿筆，5 歲以上幼兒皆開始進行小學先修班的預備課程，即使是 3 歲幼兒也

必須進行認知的學習。新加坡的學前教育文化激發華語教師勇於為孩子發聲的專

業行動，藉由不流利的英語，勇敢向幼兒園校長諫言臺灣的幼教理念與實務做

法，改變校長的想法，也改變這群 3 歲幼兒可以像臺灣的幼兒一樣，充分發展大

肌肉活動促進身心健康發展。她說： 

當別班的孩子看到我和我的小孩們盡情在校園內奔跑、與自然環境野餐等互動，他

們臉上盡是羨慕，他們只有寫字；他們的老師也很羨慕，但做不來，也不知怎麼做；中

國的老師說臺灣幼教很進步，新加坡的老師說臺灣來的幼教人什麼都學什麼都會，而我

自己看待我覺得我很成功，終於把自己在學校所學的幼教專業知能影響他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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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和 Brueck(2011)主張從全球化觀點提及文化是具有相似與相異的動態

發展過程，多元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不只是深思熟慮的對談，而是大膽的、創

意的和在地文化的行動，以朝向在世界中的每個人都能享有安樂和繁榮的生活。

全球化帶給每個人的影響在於個體的認同，認同文化的主客體變化中，自己與他

者，對自我認識及想成為的人。從學生的課程運作和幼教專業知能，筆者看見了

華語教師將其多元文化素養結合幼教專業知能，使用文化溝通技能讓他國接受臺

灣的幼教專業思維。同時，在華語教師身上也深深發現，多元文化教育素養與幼

教專業知能彼此相互交織，漾出堅定的臺灣文化認同和自信。 

多元文化教育是來自西方的教育觀，透過全球化的驅力讓每個國家為達均等

與正義的政治民主思想推動多元文化教育，臺灣在課程教學、媒體識讀教育與創

造力教育，甚至在師資培育機構中將多元文化教育納入專業課程，供職前教師修

習的實際教育需求，建構一個具臺灣在地文化的多元文化教育實屬重要(Liu & 

Lin, 2011)，以彰顯因應臺灣獨特的自然和文化環境資源，所孕育出的多元文化

教育。臺灣幼教專業知能在課程設計、幼兒保育技巧和協同教學互動中具體落

實，以及陸續到新加坡擔任幼兒園華語教師的幼保學子，亦能與師培體系將其所

見進行交流，而此顯現一個成功的微型臺灣在地文化幼教專業精神的個案，同時

亦是在跨文化中展現了動態的多元文化教育。臺灣的幼教人在異文化壓力下，其

文化適應與文化關係更鞏固對臺灣、幼教兩者的文化認同，無形中多元文化教育

素養經由職場的專業知能應用與對話，提升自信，在他國彰顯臺灣幼教在地文化

的精神。 

三、 結語  

根據上述臺灣幼教人赴新加坡擔任幼兒園華語教師，成功展現多元文化教育

素養，從堅固的文化認同，以至於在幼教專業實踐傳遞臺灣在地全球化的幼教理

念。從中可即，在臺灣的幼保科系師資培育機構中，在國際化的幼教人才培育首

重文化適應和生活適應，以利在幼教專業實踐不僅能發揮所長，更佳能如本文案

例展現在地全球化的幼教理念。因此，建議師資培育機構在培養幼教人才可考量： 

(一) 多元文化教育素養落實 

多元文化教育已成為幼保科系開設專業課程的必修學分，在課程內容中除了

理論的教授外，建議讓學生有更多的行動機會，例如透過結合社區的文化，讓學

生體驗文化廣度與深度，感受文化中的生活型態與特色。透過多樣性文化的接觸

與體驗，有助於學生的文化適應能力，在不同國家能自我發展出文化對話和行動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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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幼教專業實務知能紮根 

臺灣幼教專業品質在幼保科系師資培育機構方面制定 32 學分教保員審認資

格，在幼兒園方面執行幼兒園教保課程教學的相關教學實務，實現臺灣學前教育

高品質的政策理想。為此，師資培育機構必須強化幼保學子在教保育的理論與實

務知能，專業理論得以實施課程教學掌有哲學思考，實務技能包括教育與保育，

教育層面以教學演示、說故事技巧、教具製作設計、環境規劃佈置，保育層面考

量新加坡幼兒園有幼兒沖涼的作息文化及幼幼班的保育，在保母技術士技能、急

救照護、身體評估等技能，有助於幼保學子在新加坡幼兒園任職，降低文化衝擊，

而能積極展現幼教專業長才，弘揚臺灣幼教專業理念，影響新加坡對幼教觀的看

法。 

幼教產業從國內少子化轉機和國際政策─受中國就業市場影響，產生兩極化

的反應，政治面擔憂國內幼教人才出走，對臺灣的文化認同逐漸降低；經由筆者

接觸這幾年在新加坡擔任幼兒園華語教師的幼保學子，筆者看見其幼教專業知能

內化在文化認同，此點不是在教育中所期待的價值嗎?在教育端幼教科系師資培

育機構看的是幼教人才的專業實踐，將臺灣的幼教思想散播各地。幼保師培體系

在幼教專業課程教授，所培育的教保服務人員，將共同的幼教專業素養依己趣而

進行轉化，實踐在幼兒園、托嬰中心、兒童發展中心、親子館、親子餐廳、寶寶

游泳課室，甚而中國親子餐廳與幼兒體能教師、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等，同樣

的幼教專業素養，但有多元展現樣貌，世代的日新月異，我們在教育端沒有人云

亦云、隨波逐流更動在幼教人才的培育，而是堅持著臺灣的幼教專業品質，傳遞

幼教專業知能，期許幼教學子能務實致用，實現臺灣幼教圖像，邱嘉琪(2014)指

出臺灣幼保科系師資培育機構每年皆有不少的幼教畢業生到新加坡擔任幼兒園

華語教師，筆者相信這些勇於飛翔實踐理想的幼教人對教育的回饋及實質專業表

現，才能讓臺灣的幼教師資培育機構願意將國際幼教產業作為學生培育就業徑路

之一，鼓勵學生能開闊國際視野，看見己身文化價值在多元文化教育的全球化趨

勢中，臺灣幼教專業知能發揮了在地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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