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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幼兒教育市場爭奇鬥豔、良莠不齊，讓人眼花撩亂，尤其緣於少子化的衝擊，

激發家長日益重視幼兒教育，因此，「優質化」、「精緻化」的幼兒教育儼然蔚為

時代之趨勢，如何為幼兒打造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應該是我們應深思與兢業戮

力的課題。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言：「我們塑造建築物；而建築物也塑造我們。」（We 
shape our buildings, and our buildings shape us.）（引自湯志民，2005）。誠然，「環

境」充滿啟示，本身就具有示範、隱喻與潛移默化的作用，可以導引人的行為內

涵及方向。戴禹心（2004）針對臺北市八所公立幼兒園進行環境觀察與幼兒社會

行為評量發現，幼兒園的個人生活照顧、社會互動、作息活動結構等個別環境安

排較佳，其幼兒較為獨立，並鮮少出現攻擊行為；幼兒園的設備安排、語言與理

解、學習活動及作息活動結構等個別環境較佳，其幼兒較少出現退縮行為；幼兒

園的社會互動個別環境較佳，其幼兒較少分心行為。 

    爰此，教學環境攸關師生的互動與教學的良窳，不能輕忽漠視，尤其對於甫

接受啟蒙的幼兒學習階段，週遭環境的薰染啟迪，教師的言行舉止聲息相通的影

響著稚嫩的心靈，左右他們的生活與學習。是以，明智的父母眼光不會只停留在

繽紛的媒體報導，抑或熠熠亮眼的園所表現，反而會將目光聚焦於涓滴成流的陶

鑄力量—環境，透過觀察、審視、省思，汲取成長的養分，作為判斷的準據，挑

選心目中理想的幼兒園。 

二、幼兒學習環境之研究與相關問題 

揆諸實際，學前教育是幼兒接受團體生活與良好學習態度的黃金時期，幼兒

經由不斷的探索、學習與周圍環境互動產生學習共鳴，是以幼兒教師承肩啟蒙幼

兒適應校園生活及引導認知思考的重任，為終身學習扎穩根基。誠如邱志鵬

（1998）所指，幼兒時期是人類重要的發展階段之一，無論在生理、心理、認知、

社會、情緒等方面，均與早期所處的環境有關。 

湯志民（2004）指出，幼兒學習環境係為達成幼兒教育目標而設立的學習活

動場所。就狹義而言，係指園所做為一般學習用的活動室；就廣義而言，幼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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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環境是涵蓋園所內所有的空間、設施和設備，亦即含括室內外學習活動設施，

包含園舍、庭園、運動遊戲場及其附屬設施。林寶貴（2003）將學習環境分為物

理環境與心理環境，物理環境包括教室、桌子、溫度、採光及其角落或學習區、

情境布置等等。心理環境則包含人的肢體語言、角色認定、師生互動關係與設備

呈現的方式是溫馨、安全、冷硬的感覺。以物理環境而言，教師在規劃時應兼顧

生活化、彈性化、安全化、實用化、溫暖化及無障礙化等原則。而心理環境則應

重視師生互動及同儕之間的互動關係，以營造安全適性的學習環境。由上觀之，

學習環境除了硬體園舍、設備、器材、設施、溫度、採光等物理環境之外，也包

含左右幼兒學習的內在心理因素，如：教師態度、師生互動、學習氛圍、溫馨安

全等心理環境。因此，學習環境之於幼兒，除了符應個體生理、心理需求與發展

的基本條件，更有其積極的教育意義。 

而幼兒學習環境的良窳通常也是家長在為子女選擇學校時最關心的要項，其

中包括設備、教學方法、師資等，均屬於學習環境的範疇。黃慈薇（2005）研究

發現，家長選擇學前教育機構以「環境設備」、「教學方法」、「師資」為最關注的

考量因素。劉育吟（2005）研究指出，家長選擇子女就讀幼稚園主要考量因素為：

(1)設備、才藝、環境、交通、教學；(2)是否立案；(3)孩子意願、收費便宜。莊

欣怡（2006）研究顯示，新莊市幼稚園家長最重視的教育內容項目為「教學方法」、

「師資」與「環境設備」。鄭美惠、謝美慧（2009）研究發現，幼兒家長在選擇

就讀公幼時，「幼兒學習」、「教學方法」、「環境衛生」為主要的選擇內容。彭詩

瑀（2020）研究顯示，影響家長選擇幼兒園之關鍵因素依序為經濟、學習環境與

師資。 

然而，目前幼兒學習環境仍存在一些問題，亟需有識之士正視並積極匡正缺

失。例如靖娟基金會針對六都中的國小附設幼兒園，隨機各挑選十家進行調查，

發現三大安全缺失：門禁鬆散、廁所偏僻、遊具標示不當（駱慧雯，2015）。郭

春在（2007）研究指出，幼兒使用遊具會受傷的前三名依序為：玩遊具過程相撞、

玩遊具過程推擠碰撞以及遊具設計不當。藍麗子（2003）研究發現，幼兒園如廁

空間因面積較小造成設備數量受限及缺乏私密性空間；在用餐空間方面，缺乏各

班輔助教學及餐後盥洗、清潔之用水需求設施；在睡眠空間設計方面，應規劃一

區寧靜幽雅的空間，避免色彩繽紛的干擾。黃惠雯（2012）研究指出，幼兒園學

習環境顯現的問題有:空間不足且規劃待加強；戶外遊戲場配置與設計不良；戶

外遊具設施欠缺多樣化、挑戰性不足與安全問題；幼兒自發性活動的時間比例過

少，以及偏重室內忽略室外的活動時間與活動型態。 

綜觀上述研究發現，目前幼兒園在環境營造上存在設計不良、安全衛生虞

慮，以及欠缺多樣性、操作性與教育性等，亟待各園所仔細審視、評估，並籌謀

改善，以利幼兒學習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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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造以人為本的幼兒學習環境策略 

綜合上述幼兒學習環境之相關論述，筆者爰就物理環境與心理環境打造出以

人為本的優質幼兒學習環境提供著力的途徑供參考，希冀能藉由學習環境之形

塑，進而提升幼兒學習與生活能力，為社會培育出正向、積極、優質的未來公民。 

(一) 形塑以幼兒為本位，促進幼兒身心發展的環境 

幼兒園在規畫園舍空間配置與環境佈置時，宜以激發、培育幼兒六大核心能

力為設計主軸，除了在安全性、耐久性、操作性、多樣性應詳加考量外，更應符

應幼兒身心發展的需求（周怡伶、段慧瑩，2009），各種功能室一應俱全，比如

閱讀室、科學室、美工室、遊戲室、玩具室等，才能引發幼兒喜歡幼兒園，在互

動學習中產生積極的行為。因此，規劃應以多元開放式的學習環境為考量，涉入

教學內涵，打造兼具特色、創意及教育意義的學習園地，激發幼兒察覺、探索、

理解與回應等的學習互動，有效促進幼兒身心的健全發展。 

(二) 構築安全友善的環境，提供穩定正向的情感支持 

幼兒園為了發展幼兒的感覺並使其精緻化，須營造充分支持並豐富感官知覺的

學習環境（湯志民，2004）。而營造溫馨、安全、適性的學習環境，能激發空間與

兒童的雙向互動性，引領孩子愉悅的融入空間和人群，驅動幼兒學習的欲望及興

趣，激勵幼兒勇於體驗創新、樂於迎向挑戰的學習生活。因此，園所應強化教室

內外的安全設施與維護，並隨時關注每一位幼兒活動的情形，適時予以輔導以護

衛孩子的安全。再者應形塑無障礙的學習環境，力行正向管教、活絡學習氛圍、

和諧同儕互動，並適時調整課程、教材與評量方式，讓幼兒在安全適性的友善環

境下，優遊於開放的、豐富的學習環境中，健康愉悅的正向發展。  

(三) 設計多元與個性化的學習空間，鞏固學習經驗 

皮亞傑教學理論認為幼兒的認知發展是主動的，在與環境交互作用下獲得認

知概念，因此，教學情境並非僅著力於教材的安排與進行，應有特定發展功能的

學習環境規劃（黃慧貞譯，1992）。理想中的幼兒在園裡是自由的，可以自主選

擇學習、主動探索，緣此，園所應活化學習角落，依循主題改變情境，營造不同

的情境氛圍，吸引幼兒融入學習活動。基此，園所應強調學習的多樣性，善用教

室內外、前後走廊、天花板格柵等布置學習素材、教具等，讓角落充滿童趣，誘

發幼兒探索、觀察、操作、求知的慾望，藉由與環境互動感受生活的豐富及培養

獨立思考的能力。同時，規劃學習角落在空間上要有所區劃，裨益教師督導，而

且應保有個別學習角落機能的完整性，透過老師適切的輔導以鞏固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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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機的結合園舍與戶外空間，融入永續樂活因子 

周怡伶、段慧瑩（2009）認為善用教室外的資源及延伸至社區等多元環境，

使幼兒能充分使用園內外的任一空間，從每一種空間環境，能帶來學習的育醞和

影響。盱衡實際，戶外空間可以讓幼兒在陽光、清風、鳥語、花香伴隨下，怡然

陶醉在閱讀、遊戲、繪畫、捏塑陶土等活動，享受學習的樂趣；可以在戶外勞動

場地，感受真實的生活，體驗勞動的收穫。也可以恣意的跑跳、滾爬，感染大地

給予自己的力量；也可以體能訓練，促進幼兒情緒、心智和社會等能力的發展。

爰此，園所應巧妙的結合園舍與戶外空間，規劃種植區、生態池、表演平台；適

切的連結各種要素，設計多元、創意、動態的遊戲場，引發多樣的遊戲活動，融

入永續樂活因子，符應不同發展需求的兒童。 

(五) 活絡園所師生互動，營造樂活學習園地 

劉豫鳳（2009）指出，瑞吉歐的園所透露學習環境與教育觀息息相關，它建

構了社會的互動關係。誠然，師生互動基本上是一動態的過程，是師生間認知、

情感的溝通與回饋的歷程，是班級生命的表現。爰此，園所可以利用進修時間強

化教師的溝通互動知能，或透過會議進行意見交流與經驗分享，抑或藉由教學觀

課、議課，汲取他人優質的教學互動技巧，讓教師熟稔在不同情境，面對不同文

化、社經背景下的幼兒，能靈活運用適切的互動溝通活絡教學，吸引孩子的目光

專注於學習，營造樂活學習園地，裨益教學效能的提升。 

四、結語 

學前教育是開啟幼兒心智發展的關鍵期，優質的學習環境能帶給幼兒充分的

學習機會、驅動幼兒的學習慾望，亦能提供幼兒在心理上的安全感及主動、積極

的態度。因此，教育人員應懍於職責的重大，深入瞭解幼兒教育的理念與精隨，

秉持「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重視物理環境的形塑，構築饒富創意、美感、安

全、衛生、多元、彈性的物理環境；同時教師應營造安全、和諧、互動的心理環

境，激發幼兒對學習的喜好，為未來的學習扎穩根基，豐盈國家未來的人礦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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