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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育部補助幼兒園增設兩歲專班的省思 
孫良誠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政府透過教育補助或生育津貼等方式，補助家庭養育或教育子女的支出，另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9）自 106 年至 113 年將增加 3,000 班的公共化幼

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提供 8.6 萬個就學名額；又教育部與衛福部在 2019 年 11
月 7 日的聯合記者會中表示：政府將設立 2 歲幼兒園專班，至 113 年達 OECD
國家平均入園率 33 %的標準（台灣電視公司，2019）。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第 16 條揭示幼兒園 2 歲以上未滿 3 歲幼兒不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的概念，故

「2 歲專班」應指幼兒園提供給 2 歲至未滿 3 歲幼兒就讀的室內空間需獨立設

置，且不可與其他年齡的幼兒混和成班。本文針對該政策分析其中問題所在，並

提供建言。 

一、政策的正當性 

在行政院網頁中揭露「為提升婦女勞參率及生育率並考量早期教育投資對兒

童發展的重要性…研議『擴大幼兒托育公共化』…期盼達成 109 年全國 2 至 5
歲幼兒入園率達 60%…」（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16）。若此設立「2 歲專班」的

目的是要提升婦女就業率或是提高生育率，這是從勞動市場或成人角度的思維，

而非以幼兒發展需求為考量，政策的正當性就易遭受到質疑，如設立「2 歲專班」

能提升婦女生育率嗎？為什麼要讓 2 歲至未滿 3 歲幼兒的入園率達到 33 %的水

準?這些都是應說明清楚之處。 

二、政策應關注專業層面 

若以幼兒本位思考，面對進入「2 歲專班」的小小孩，如何讓他們獲得良好

的教保品質應是首要面對的課題。依據幼兒發展的需求與特性，愈小的孩子以教

保為主的工作愈多，教學活動比例相較為低，因此教育部成立「2 歲專班」應該

從下列層面思考。 

(一) 師資層面 

依據《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取得教保員資格須修畢教育部認可的「幼兒園教

保專業課程」，且取得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若要取得幼兒教師資格，須另外

修畢「教育專業課程」並完成大學學歷，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完成教育實習

成績及格者。但《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及相關培訓辦法中，對「2 歲專班」的師

資資格及職前專業訓練要求與 3 歲以上並無不同。因 2 歲幼兒需要較多的保育服

務，故教保服務人員職前訓練課程中應加強保育領域的專業知識，以及強調此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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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幼兒發展的需求及特徵，讓職前專業培訓課程能更符合 2 歲至 3 歲幼兒的教保

需求。 

(二) 學習環境與空間層面 

《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中針對 2 歲至未滿 3 歲幼兒班級的硬

體環境規定，包括室內活動室應設置於一樓、每班須設置盥洗室（含廁所）、有

冷水及溫水淋浴設備，並設置於室內活動室內、洗手臺高度不得逾 50 公分等。

另外「2 歲專班」的學習環境規劃除了要顧及幼兒安全外，也要能引導幼兒發展

及滿足探究的需求。但此年齡層學習環境的探究相對較少，應如何規劃適合「2
歲專班」幼兒的學習環境與配置空間也是需要慎思的部分。 

(三) 課程教學層面 

2 歲至 3 歲幼兒已可以自主行動，也可以使用簡短的語句和成人溝通，並表

達自己的需求，但其認知發展與能力表現未臻成熟且生活經驗尚缺，因此教保服

務人員的教學活動多以培養幼兒生活自理能力為主，同時必須兼顧《幼兒園教保

活動課程大綱》的目標，提供幼兒多元豐富的教材以滿足幼兒學習需求。但目前

坊間教材大多是為了 3 歲以上幼兒所設計，針對 2 歲至 3 歲幼兒設計的教材較

少，因此教保服務人員如何從中選擇適合此年齡幼兒的教材，並配合其設計的教

學活動，提供幼兒適性的學習也是需要關注的重點。 

三、政策規劃的原則 

政府規劃任何政策應在事前評估對現況的影響或衝擊、了解主要利害關係人

的想法，以及審慎評估投入資源的效益，以下分三點說明政策規劃的原則。 

(一) 掌握可能發生的問題 

新政策的推動來自政府執行的決心，為了讓政策順利執行可以先從問題思考

以解決問題。首先此政策能提升幼兒園設置兩歲專班的意願嗎？若為公立幼兒園

或非營利幼兒園須配合政府政策，只要有足夠的空間就可設置，但設置後就讀「2
歲專班」的幼兒可直升小班，加上 4 歲、5 歲的中大班幼兒可優先入園，如此將

可能排擠 3 歲小班幼兒進入公立幼兒園就學的情形。若為私立幼兒園則有成本考

量的問題，2 歲專班的師生比為 1:8，較 3 歲以上班級的師生比 1:15 高出許多，

故經營成本提高會降低投入「2 歲專班」的意願。此外也需解決前述三項專業層

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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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家長期待為辦理依歸 

台灣電視公司（2019）記者採訪家長的內容顯示家長關心未必是費用的問

題，更在意幼兒在幼兒園中的安全問題及能否讓幼兒接受良好的教保服務品質。

因此政府應該思考如何讓進入「2 歲專班」的幼兒能獲得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

良好的照顧，讓家長放心並感受孩子的成長。換言之，政府應該努力確保「2 歲

專班」的教保品質，以符家長的期待。 

(三) 重視投入資源的效益 

國家推動任何政策一定需要挹注相當的經費，以設立「2 歲專班」而言，教

育部補助每個增設的專班 30 萬到 150 萬不等的經費，預計從 109 年至 113 年將

投入 13.55 億元（陳至中，2019），此外還要加上人事成本，若持續擴大推動將

是一筆相當龐大的經費。因此對投入資源產生的效益就應當審慎評估，並依據評

估的結果作為調整政策實施的方向，讓納稅義務人的錢都能用得其所，也可減少

施政錯誤的情形。 

投資小孩國家才有未來。近年教育部推動許多學前教育政策，也對學前教育

環境產生不少的改變，但教育政策的推動應以教育為本質、以學生為本位訂定教

育政策的目標，讓利害關係人都有機會表達想法，並能扮演積極協助的參與角

色，監督政策執行的情形。學習者應是教育政策最大的受惠者，如何促進學習者

的發展並提升學習表現，端視政策執行的品質。政府設立「2 歲專班」應當以促

進幼兒身心發展為要務，透過學有專精的教保服務人員、配置良好安全的學習環

境，以及提供豐富多元的課程內容，以符合家長期望及有感的教保服務品質，才

能讓更多的家長願意將 2 歲幼兒送進幼兒園接受教育及照顧，當市場需求變多幼

兒園增設的意願才可能提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2005）認為投資人力資本必須從幼兒階段開

始，改善對幼兒的教育與照顧是提升教育品質的首要目標，當幼兒教育的品質提

升了，國家未來的人力資本才會提升。我們樂見政府推動有品質的「2 歲專班」，

讓幼兒健康快樂的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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