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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生活教育的實施問題與解決策略 
李靜純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少子化的社會型態，每個家庭中的孩子擁有父母、長輩的照顧；加之雙薪家

庭的社會結構，父母有著自己的生活節奏，因此照顧者經常發生代為處理生活事

物的行為。筆者任職於公立幼兒園，時常聽見父母送孩子來上學時對教保服務人

員的交代清單，例如：「今天天氣比較冷，請老師幫孩子添加外套。」、「麻煩老

師提醒孩子要喝水。」，諸如此類的代辦事項，皆是父母種種的擔憂，擔憂著孩

子無法適時增添衣物、擔憂著孩子無法感受自己的生理需求而照顧好自己，以至

於想請老師接手，代替家中的照顧者繼續無微不至的照顧孩子。 

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 年-1952 年）提出：「教育即生活」、「生活

即教育」，顯示教育、生活兩者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而生活教育與學齡前

幼兒的成長息息相關，包含生活自理、生活常規及社會人際互動技巧等三層面之

能力的培養，這也是幼兒社會化發展之基礎，亦是教育之根本。若一個個體無法

照顧自己、無法自己解決生活問題，如何適應團體生活？更別說是融入社會了。 

教育部頒布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12 條指出：「教保服務內容應包含培

養基本生活能力、良好生活習慣之學習活動。」由此可見，生活教育的實施對於

學齡前幼兒是相當重要且必須的。 

二、幼兒園生活教育之實施 

有鑑於生活教育的重要性，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擬訂「臺北市公立及非營利幼

兒園生活教育實施計畫」，於 2016 年度開始有系統的推動幼兒活教育，以期培養

幼兒養成良好的生活自理能力與習慣、遵守常規、建立合宜的社交能力，進而提

升幼兒的能力與自信心；並透過幼兒生活教育的落實，提升幼兒的能力，為未來

發展學習奠定良好基礎。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制訂的「臺北市幼兒園幼兒生活教育內容指引」，生

活教育分為三個向度：生活自理、生活常規及社會人際互動。 

1. 生活自理：涵蓋的類別有「衛生」、「飲食」、「健康」、「衣物」、「安全」。幼兒

從簡單的生活事件學習照顧自己的方法、學習對自己負責；進而從中培養幼

兒獨立自主的能力、自我肯定與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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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常規：其類別有「整理」、「秩序」、「清潔」。是指在團體（家庭或是學校）

中所須遵循的團體紀律，例如家規、班級常規。 

3. 社會人際互動：包含「禮貌」、「合作」、「同理」、「情緒」、「溝通」等類別。 

這三個向度，看似是各自獨立，但其實其相互之間卻又是相輔相成、環環相

扣的，牽一髮而動全身。例如：「用餐」，它涵蓋了飲食（生活自理面向）、清潔

（生活常規面向）及禮貌（社會人際互動面向）。如何將之融入平時的幼兒園教

學活動中或是具體明確的將生活教育目標如列出來並執行，考驗著幼兒園及有著

專業知能之教保服務人員的創造性與耐心。 

三、幼兒園生活教育之問題 

生活教育對於學齡前階段的幼兒何其重要，亦在幼兒園實施已久，但對於幼

兒園在推行生活教育時，也面臨以下幾個問題，分述如下： 

(一) 學校與家庭步調不一致 

    生活教育需要從日常生活中做起，讓幼兒將這些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幼

兒不管是在學校中或是家中，都應學習生活自理、生活常規及社會互動。若父母

或照顧者認為孩子還小不需要學習如何照顧自己；或是迫於時間壓力，剝奪孩子

練習的機會，即使平時在學校已經學習到這些自理能力，但回到家卻可以不用動

手做。亦即是說父母與幼兒園對生活教育能否有良好的水平銜接，對幼兒在學習

成效有密切的關聯（蔡佳玲，2014）。面對家庭與學校的雙重標準，那也只會造

就幼兒無法有完整機會練習生活能力。 

(二) 生活教育面向多，個別引導時間不足夠 

    生活教育是生活的一部分，是讓幼兒在生活中遇到問題時能夠知道解決之方

法以及照顧自己的方式，著重在於機會教育，它無法獨立出來變成一門科目。但

在班級中，兩位教保服務人員面對 30 位幼兒，時常在教學活動進行當中發現需

要引導之行為，就必須花費不短的時間來引導每一個生活習慣，與班上幼兒一同

討論、示範應對之方法。整個過程需耗費許多時間，若有突發狀況，教保服務人

員需分出一個人力，對幼兒再進行個別指導，並讓幼兒確實練習。 

(三) 生活教育細項繁瑣，無法完整記錄 

    生活無法預期每天會發生的事情、遇到的問題，進行生活教育亦是。當有突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u8q8I/search?q=auc=%22%E8%94%A1%E4%BD%B3%E7%8E%B2%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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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狀況時，教保服務人員便會利用此次的機會來引導幼兒。面對突如其來的機會

教育，教保服務人員只能著重當下將幼兒問題處理完成，等待課程結束後再進行

後續的文字補充處理過程，事後記錄難免會有遺漏之處。 

四、生活教育之推動策略 

    綜合上述幼兒園生活教育之實施問題，筆者身為現場實務教學工作者提供四

點策略，希望能藉由生活教育之落實，進而提升幼兒生活能力，為社會培養出優

質的公民。 

(一) 學校與家庭一同合作 

    生活能力的培養應該是從一出生，家長或是照顧者應該階段性的給予幼兒練

習的機會。教育並非是單方面學校的責任，而是學校與家長一同肩負的神聖任

務。培養孩子的生活能力更是應從家庭中落實，邀請家長一起加入老師的行列，

讓家長也知道老師是如何將生活教育融入在平常的課程中，亦讓家長了解孩子的

能力，在家中也可以藉由生活中瑣事給予孩子練習的機會。透過親師雙方共同合

作（林進材，2017），養成一致的生活好習慣，生活教育的推動必定更加事半功

倍。 

(二) 規劃適宜之幼兒學習環境，從生活中做起 

    生活是無法切割的，學校學習亦是生活的一部分，打從幼兒進入校園開始，

便是一連串生活教育的執行了，例如：打招呼、整理個人物品、用餐禮儀…等皆

是。因此，創造溫馨、合適的學習環境就顯得相當重要了，可以適時地提供線索，

讓孩子學習與模仿生活自理能力、社會互動能力。讓老師不用時時淪於說教的狀

態，老師以身作則與示範並有鷹架作用(Vygosky, 1978)，有助於幼兒學習各種生

活上會遇到之問題，培養解決問題之能力。從另一面向來看，有了足夠的線索提

供讓幼兒學習與模仿，亦是讓園方及教師減少個別引導的時間。 

(三) 建立明確班級常規，做為教師記錄時之架構 

    班級經營中，好的班級常規之建立是有益於教師引導幼兒學習的，無論是學

習氛圍或是親師溝通的部分皆環環相扣(單文經，1994)。教師在一開學即配合生

活教育目標建立班級常規，有了明確的規範，讓幼兒有所適從，以便於執行生活

教育。進而再從中引導個別幼兒，建立其良好的生活習慣。有了明確可依循的常

規建立，並做為記錄的主要架構，教師在記錄生活教育執行情況時，也較能有脈

絡與方向可依循，減少後續補充記錄時易有缺漏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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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做中學，重視機會教育 

    平時提供幼兒動手作的機會與時間，允許幼兒從挫折中學習，使幼兒建立成

功的學習經驗（黃德祥，2006）。例如，幼兒進食時雖然吃得到處都是，但仍需

讓幼兒練習自己進食；課程結束後，讓幼兒自行練習收拾與整理…這些事情若是

由成人代勞，雖會縮短用餐或整理時間，但久之幼兒缺乏練習的機會，仍然是無

法獨立成長的。幼兒應該在生活中慢慢學習照顧自己、他人與環境，透過真實的

生活經驗。 

五、結語與建議 

    「生活教育」的實施需仰賴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與家庭三方共同合作，彼

此互相信任、時常溝通，方能更加落實。「生活教育」應落實在平時的生活中。

過度的照顧，會使幼兒失去照顧自己的能力，愛孩子並非只有無所節制的尊重與

滿足任何需求，而更應該引導、教導他，也唯有信任孩子、放手讓他去經驗，孩

子們才能學會照顧自己，使之能在未來融入團體、社會，進而成為優良的社會公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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