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報告人：黃惠秀園長(臺北市私立心惠幼兒園) 
 
˙「台灣不大，但各地都存在著大小不同的差異」。 
 
˙「減輕家長育兒負擔，才能提高入園率」，及生產意願。 
 
˙良法美意都要接地氣，傾聽民意，才能成為幼兒家長的普遍選擇。 
 
˙現有公、私立幼兒園，勢將擔負起收托的責任。 
 
˙只是，幼兒家長將如何選擇進入公立或私立幼兒園？ 
 
˙選擇的理由為何？是學費考量？還是幼教的質與量？ 
 
˙公私立幼兒園是否因此項政策而有自我提升的對應？ 
 
˙當政策成為吹皺湖水的一道外來風，這道外來風將會把湖水吹皺成何等的樣貌？ 
 
 

1990 年代 
 
˙台灣正在掀起一股教育改革之風，改革的力道，不僅向著高教、中教與國教，也逐漸地朝向幼教而來。 
 
˙「幼托整合」可以說是幼教改革政策的首部曲。 
 
˙緊接著提升幼兒入園率，促進幼教品質的精進化，以及對教師增能的努力等等，都陸續成為政府對於 
 
幼教的施政目標。 

 
2012 年 
 
˙可視為台灣幼兒教育政策的關鍵時期。 
 
˙面對少子女化的現象，政府開始採取較為積極的回應態度。 
 
˙對少子女化的人口變遷，幼兒教育向下延伸札根與品質優化，已成為台灣回應人口變遷的重要教育政
策趨向。 

 
2017 年 
 
˙啟動「準公共幼兒園」更是台灣幼兒教育邁向公辦民營的歷史新頁。 
 
˙如何讓屆齡的幼兒可以順利進入幼兒園受教？包含著普及化、優質化、低經濟門檻，以及便利性才能

滿足幼兒家長的需求。 
 
2019 年 
 
˙當國教向下延伸的訴求聲浪逐漸增高時。 
 
˙政府要如何因應五歲幼兒教育義務化，以符合幼兒家長的高度期待？ 
 
˙五歲幼兒教育義務化全面實施，以私立幼兒園之觀點提出建議 
 
 

依據本研究所提出「增設公立幼兒園」的思考，研究顯示，台灣目前公私立幼兒園比例是 4：6 
 
研究建議： 
 

˙應正視現況營造公私幼共榮發展。 
 

˙以公私協力方式，共同推動政策。 
 

˙公私幼品質導向，良性競爭。 
 

˙公私併存，尊重家長教育選擇權。 
 
「五歲幼教師來源」的思考 
 
研究建議： 
 

˙協助公幼教保員合法取得資格，轉任教師。 
 

˙私幼現職教師，亦可為師資來源。 
 

˙幼兒教育義務化之後，協助納入私校退撫，給予實質保障。 



「私立幼兒園的招生問題」的思考 
 

研究建議： 
 

˙選擇績優私幼辦理五歲幼兒義務教育，鼓勵私幼公辦民營。 
 

˙重視並維護，善用既有的私幼資源。 
 

˙建立法源，獎勵私幼辦理課後照顧及幼兒藝文活動。 
 

˙除了獎勵私幼之外，亦應補助幼兒家長。 
 

「法制的定位」的思考 
 

˙訂定推動幼兒教育義務化的「幼兒教育法」專法。 
 

˙於專法中，賦予辦理，五歲幼兒教育義務教育之私立幼兒園為幼兒學校之定位。 
 

「教育經費」的思考 
 

研究建議： 
 

˙教育經費有限，五歲幼兒義務教育實施，整體教育經費，則必有困難度且有排他性 
 (排擠其他教育政策經費)。 

 

˙修正「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將各級政府教育經費合計，應不低於該年度預算，籌編時前三年 
 度決算淨額平均值的百分之二十三的規定，預以調高。 

 

「教育空間」的思考 
 

研究建議： 
 

˙五歲幼兒教育義務化是「幼兒教育」「義務化」，並非「國小化」。 
 

˙其相關設施、設備，仍應維持以五歲幼兒身心發展的需求為核心。 
 

「教保品質」的思考 
 

˙提供教師，教保人員多元管道進修。 
 

˙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每班配置 2 位教師。 
 

「課程學習」的思考 
 

˙依教育部幼兒教育新課綱落實教學計畫。 
 

˙打破「上對下」的教學模式。 
 

˙統整課程，落實執行六大領域課程教學。 
 

˙教學與課程要地域化、本土化、在地化。 
 

˙以幼兒為主體，貫徹三大面向，六大核心素養。 
 

˙品德教育的根本，在於真、善、美。 
 

結語： 
 

˙支持五歲幼兒教育義務化全面實施。 
 

˙呼籲政府回應幼兒家長的高度期待，積極制定政策相關配套措施。 
 

˙以利推動五歲幼兒教育義務化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