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閱讀這篇擷取自天下雜誌 1999 年的報導文章，並嘗試論述您所觀

察到的台灣幼教發展現況(依照自己過去所接觸到的幼教機構或工作

經驗表達即可)。相較於台灣過去的幼教環境，現況是否變的更好？

或是仍有所不足？您心中未來的理想幼教模式為何？ 

 

 

21 世紀 台灣幼教怎麼走？ 

天下雜誌 27 期(1999-11-18) 

 

法國把照料兒童當作國家第一要務，我們呢？ 台灣小孩想進合格幼稚園，比上

大學還難；學費居各級教育之冠，連師資培育也有問題。 這樣的照護品質，要

父母如何放心托育自己的寶貝？ 當台灣努力衝刺未來時，我們的幼教要怎麼

走，才能成為培養明日人才的搖籃？ 

「在我們生活中很多的信念與智慧，不是從研究所學來的，而是從幼稚園學來

的。」法格漢(R. Fulghum)十年多前有一天在加油站加油時，突然有了這樣的體

認，於是寫下了名著《所有我真的需要知道的，都是從幼稚園學來的》。 

從分享、公平、不打人、物歸原處、清理自己、不拿他人東西、傷害別人時要

說對不起、飯前洗手、熱餅乾與冷牛奶有益身體、均衡的生活、注意交通安

全，到知道所有生物(包括我們自己)都會死亡，以及觀察等等。法格漢說，這

些黃金律令、愛和基本衛生都是從幼稚園學來的。 

學前教育對兒童的價值判斷、道德，以及生活能力、態度與習慣的全面性影

響，古今中外教育家都極重視。 

 

 學前教育是根的教育 

創辦世界第一所幼稚園，有「幼教之父」之稱的福祿貝爾認為，學前教育是兒

童「未來生活的胚芽」。 



相隔半個地球、一個世紀後，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教授倉橋惣為學前教育下了

一個定義，「學前教育是根的教育，根的力量就是自我發展的力量。」因此，

學前教育即是培養兒童能夠自我發展的能力。 

如果回溯本國幼教史，明朝碩儒王陽明點出了童子之情，「如草木之始芽，舒

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因此涵養的方法為「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

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 

幼兒教育，是教以人倫，而非記誦詞章。但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給了國家

未來主人翁著根始芽什麼樣的幼教土壤呢？ 

「幼兒教育快要變成娃娃車教育，」一位幼教系主任如此形容。一大早孩子被

送上娃娃車，繞了大街小巷四、五十分鐘後，一群小孩魚貫走進教室，寫寫

字、算算數，兩節課後，半日制的孩子又要準備上娃娃車了。她建議，應普設

社區型學前教育機構，「孩子太辛苦了。」 

更驚人的是，一位幼教界人士指出，為了充分利用娃娃車上的「學習時間」，

幼兒園經營者在車上重複播放從一數到一干的錄音帶。於是，當父母聽到孩子

可以數數到上百、一千時，竟像發現「奇蹟」般感謝業者。 

這位幼教人士聽到父母讚賞著自己孩子的數學天才時，他問小孩，「這裡有十

二個餅乾，要分給你和另外兩個小朋友吃，你要怎麼分呢？」結果，小孩楞住

了。他心裡比孩子的父母還難過，他說，「父母送孩子進幼兒園，是為什

麼？」 

 

 會彈鋼琴卻不會如廁 

幼兒園不是小學先修班，即使提倡幼兒潛能開發的日本幼教專家，同時是新力

創始人之一的井深大，也向前來詢問教子之道的父母們強調，幼兒教育不是為

了造就天才，幼兒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培養頭腦靈活、身體健康、個性開朗而

樸實的孩子。」 

「一雙會彈貝多芬鋼琴曲的手，上廁所時卻喊著要媽媽來幫她擦屁股，」老師

語帶無奈地說，「這就是台灣幼教主要的問題之一。」 



家長對「幼兒學習」的扭曲認知和不當期待，不只對孩子造成揠苗助長，也會

對脆弱的幼教生態產生反淘汰。一位幼教系教授指出，「有理想、有抱負的園

長或老師，反而容易被淘汰。」 

幼兒人數因出生率下降而減少、但加入競食幼教大餅者衆，於是吸引及滿足家

長成了幼兒園生存的主要關鍵。電子化教學、田園教學加蒙特梭利、雙語教

學、全美語教學……，各種招生手法，使焦慮的父母不知所措，四處打聽比教

法、比環境，反而忘了問「孩子喜不喜歡？」 

根據不同學者、不同時期針對家長選擇學前機構的原因調査結果，「孩子喜不

喜歡」的因素幾乎敬陪末座。 

幼兒教育應回歸以孩子為中心。女兒上過台北成長托兒所的李媽媽說，幼兒園

對孩子的影響，一時看不出來，但「影響孩子一生源源流長。」 

她回憶，當年成長托兒所不教讀寫算，她原本不放心，可是她和女兒一樣很喜

歡成長的戲劇活動，更喜歡遇有爭執，老師會讓孩子自己談出一個結果來。 

後來女兒剛上小學時，成績差強人意。有時被老師罵，女兒還是認為老師是為

她好，在班上人緣很好。李媽媽說，「她總是那麼信任別人，即使衝突，也相

信是出於善意。」如今就讀台大的女兒貼心如昔，「那分自在與自信，我相信

是成長給她的。」因此，過來人的她希望，天下父母不要急著想看結果，孩子

是值得等待的。 

 

 家長監督促進幼教品質 

「為孩子選擇有關懷、高品質的幼兒園，將是父母為孩子所做的最重要的一個

選擇，」美國密蘇里州官員卡那漢說(M. Carnahan)說。 

「家長可以發揮監督、制衡的力量，」，目前家長雖然掌握了學前教育選擇

權，但因普遍不了解幼教本質，對幼兒園是否立案、幼兒園評鑑結果如何、老

師是否接受專業訓練等問題並不敏感，而未能發揮正面影響力。 

先天幼教制度不良，後天又缺乏有效規範監督，造成合法立案的生存備受未立

案的威脅；而可通收〇到六歲的托兒所，也對師資、設立門檻較高、但限制招



收四到六歲的幼稚園造成不利競爭。因此，業者如果向縣市府教育局申請幼稚

園未獲通過，轉向社會局申請托兒所立案反易通過。 

師資是決定幼教品質的關鍵，但幼兒園的師資參差不齊，而且標準不一。然而

幼兒不管在托兒所或幼稚園，需要的保育與教養並無不同，「只育不教，或只

教不育，那是對幼教本質的不了解。」 

有些幼稚園老師協助小朋友如廁或擤鼻涕等生活保育工作，就以「台傭」自嘲

自己，一位台北市府教育主管說，那是幼稚園老師誤以小學老師的角色來定位

自己的結果。 

目前幼稚園師資須取得師院幼教科學士，但托兒所只要高職幼保科畢業、有一

年教保經驗即可。加上教育部規定師院幼教系進修課程只提供幼稚園老師進

修，幼教系畢業生如果到托兒所服務，就失去進修的管道。 

教育部、內政部雙頭主管馬車，以及一國兩制的法令規定，形成諸多不合理現

象。「幼托合流」成了許多幼教界人士的主張。 

政府資源未投入，幼教老師的地位與待遇就很難提升，而造成高達五成到七成

的流動率，不只使本土幼教經驗累積不易，更影響了孩子接受教育的整體品

質。 

公、私立幼兒園每月待遇的差距高達一、兩萬元，而公立幼稚園因未被列入正

式教育體制，福利待遇不如小學老師，也造成私立幼兒園老師力爭到公立，公

立幼稚園老師也以小學老師為生涯進階目標的異象。 

「幼教系一班三十個畢業生，卻只有一個往幼教發展，」，「改善幼師的待遇

是當務之急。」 

 

 幼教老師令人驚艷 

幼教師資仍存在許多的問題，但幼教界的活力卻令人「驚艷」，特別是私立的

幼教老師，在沒有鐵飯碗的保障與統編教材的限制下，展現驚人創意的教材開

發與課程設計的能力。而她們的學習慾望，更令人感動。 



有些出版社經常為幼教老師舉辦講座、在職訓練，或帶團參觀國外幼教成功的

案例，這些老師一雙雙發亮的眼睛，令她覺得很有希望。 

雖然這些老師或經營者約佔整體幼教界兩成，若能協助這些老師解決所遭遇到

的困境，並提升他們的專業能力，將可促進幼教品質的改善。 

一位北市教育局主管說，台北市府將在三年內，分梯提供公私立所有幼教老師

的在職訓練，同時以經費補助績優私立幼稚園的部份師資費用，以改善老師的

待遇。 

除了師資問題外，未立案幼兒園是台灣學前教育的危機之一。 

根據學者三年前對台灣省未立案幼教機構現況的普査研究指出，當時就讀國小

一年級的學生中，曾就讀未立案學前機構數量為五千多所，與立案的學前機構

幾乎等量齊觀。 

政府對幼教的忽視，也可以從教育經費的投入反映出來。 

根據八十八年度「教育統計指標」顯示，八十七學年度教育經費幼稚園每生平

均的經費在幼稚園(不含未立案及托兒所)為七萬三千兩百六十四元，遠低於平

均各級學校平均每生分攤經費十萬六千七百三十六元，更不到大學生的一半。 

目前就讀立案的公私立幼稚園的幼兒人數，佔該層學齡人口數不到四分之一，

比有就讀高等教育人數佔該層學齡人口數的三分之一還低。學前教育的受惠機

會，竟比高等教育受惠的機會還少。 

 

 投資幼兒就是投資未來 

根據《天下雜誌》針對家有學齡前兒童父母的抽樣調査顯示，每個月托育支出

平均約一萬多元，佔了家庭收入近五分之一，負擔不可請不重。教育資源患寡

也患不均，不公平現象不只影響現在，還影響了未來。 

品質較穩定、價格較低廉的公立學前機構佔不到立案的四成，令人感嘆說，

「一支籤決定輸贏十多萬，更影響了孩子的受教品質。」 



學前教育去營利化已是國際幼教趨勢。美、加、英、法以公立幼稚園為主流，

為免費教育。日、德雖以私立幼稚園為主流，但日本政府除了補貼就讀私立幼

兒園的家庭外，並以補貼政策鼓勵私立轉型為財團法人。 

德國私立幼稚園大多為非營利組織所經營，政府除補助學前教育機構外，兒童

入園收費是按其家庭收入分級收費，家長年收入低於兩萬多馬克或收入不可預

期者，可減免收費，第二個孩子以後更能免費就讀。 

在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眼中，法國是「真正將照料兒童當作第一要務的國

家。」九〇％以上三到五歲的小孩都上免費或低廉的幼稚園，許多不到三歲的

小孩也進了托兒所。 

家庭式的托兒照顧中心，法律規定只能收三位學生，有四分之三領有證照，有

證照的享有員工福利，可定期收到政府的最新訊息，還有專業的小兒科護士會

定期訪視。 

當希拉蕊問法國許多政治領袖，政府托兒補助議題為何能達成共識時，從社會

主義到保守派，所有人都訝異地反問希拉蕊「你不在兒童身上投資，國家怎麼

可能會健康？」 

投資幼兒，就是投資未來。當各國競相投入改善幼教品質時，台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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