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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少子化社會來臨！臺灣的幼兒教育何去何從? 

      

   「少子化社會」這字源來自於 1992 年日本內閣府編的《少子化社會白書》的定義，指日

本自 1970 年代中期以後持續生育率下降所伴隨著家庭與社會上的幼童數量減少，造成小孩或

年輕人口極少的社會的現象。對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說，少子化只是問題的起源，相伴而來的

經濟發展問題、教育問題、人口老化問題等都會接踵而來（張書銘，2013）。其中，就少子化

伴隨而來的幼兒教育問題，近來諸多相關研究進行探討，這些探討如少子化趨勢對幼兒園經

營之衝擊及因應策略（何金針、唐璽惠，2006；施宜煌，2008b；許忠正、林淑惠、曾信超，

2010），或探討經營策略（吳金香、張茂源，2010）。 

 

    就實際情形來說，少子化對幼兒教育的衝擊，幼兒教育真的需要嚴正以對，故 2008 年筆

者曾以〈少子化趨勢下臺灣幼兒教育的因應之道〉為題，冀圖以此探討為基礎能夠梳理出日

後臺灣幼兒教育的因應之道，以迎接少子化對幼兒教育的衝擊。在該篇文章中，筆者歸結出

我國少子化之原因：分別為「養兒防老」觀念式微、女性高學歷與職場就業率的提升、量多

不如質優的優生觀念、我國鼓勵生育政策誘因不足。在該文中並指出少子化對臺灣產生的衝

擊如教師供需失調、對經濟與政治發展形成衝擊。最後，臚列臺灣幼兒教育的因應之道，如

順應新生兒人數減少應該降低法定生師比、讓辦學品質差之幼兒園自然淘汰、鼓勵辦學品質

佳之幼兒園擴大經營規模、鼓勵年輕家長生育以提升臺灣的出生率（施宜煌，2008b）。在 2014

年，六年後的今天，若要筆者再次思考少子化社會下的臺灣幼兒教育，並在以該篇〈少子化

趨勢下臺灣幼兒教育的因應之道〉為基礎，筆者認為少子化社會下臺灣當前幼兒教育必須思

考的重要議題將如第二節內容所述。 

 

二、 少子化社會下臺灣幼兒教育必須思考的重要議題 

 

    關於少子化社會下臺灣幼兒教育必須思考的重要議題，本文將從幼兒生命教育與品格教

育的實施來進行思考；其次，思考面臨少子化幼兒教育的因應之道，以探索臺灣幼兒教育該

何去何從；最後，政府應持續鼓勵並增進誘因以提升年輕家長生育。茲就以上所言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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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幼兒生命教育與品格教育的實施 

     

    就實際來說，少子化下臺灣父母的育兒觀，因為臺灣的婦女晚婚造成遲育，而生育率

下降形成少子化，使得人格結構改變。聯合報曾以斗大的標題「老來子，高齡生育率上飆」

表示，國內走向晚婚、生育力降低，高齡恐成生育主力，可知我國少子化的嚴重性。而遲

育的結果可能只生一胎，為了難得的老來子，父母集中所有資源，教養唯一的孩子，但可

能引發後續問題（呂怡蒨、王鳳玉，2011）。因為父母生的少，所以可能就會特別寵愛小孩，

促使孩子的人格發展偏向自我中心，往往只是以自己的立場來思考，而不會考慮別人的立

場。在這樣的情形下，幼兒可能不懂得尊重別人的生命，或是不懂得關懷周遭的人事物，

這時便要實施幼兒生命教育與品格教育。那麼要如何實施幼兒生命教育與品格教育，可以

有如下的作法： 

     

1、 幼兒生命教育的實施 

    生命教育是臺灣當前教育場域的一個重要議題，生命教育的探討亦呈現蓬勃發展之

象。而生命教育為何在嬰幼兒階段有其重要性，實因生命教育的實施，在受教者年齡愈

小時實施的效果愈佳（施宜煌，2013；潘美玲，2006）。依據 J. Donald Walters（1999）在

《生命教育─與孩子一同迎向人生挑戰》（Education for Life-Preparing Children to Meet 

Challenges）一書指出 0-6 歲是人生中「打地基的年齡」，是建立孩子人生方向最重要的階

段。幼兒期間的好問，正是孩子認識自我與周圍人事物，建構內在的意義和表現，獲得

理解與決定行動的方向所在，是一生中正式接受學校教育的開始，若能及早接受有系統

的生命教育，快樂學習，奠定良好的學習，將有助於幼兒認知生命的意義，迎向未來（張

純子，2010）。其次，我國教育部（2012）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中闡明課

程大綱之宗旨在陶養幼兒具備「仁」的教育觀，承續孝悌仁愛文化，愛人愛己、關懷環

境、面對挑戰、踐行文化的素養，並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進而成為重溝通、講道理、

能思考、懂合作、有信心，會包容的健康未來社會公民。其中，陶養幼兒具備「仁」的

教育觀，承續孝悌仁愛文化，愛人愛己、關懷環境，也是生命教育努力的重點，故可觀

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亦載明幼兒階段需進行生命教育。 

 

    至於，幼兒生命教育的實施方法，如：（1）運用繪本進行幼兒生命教育的教學；（2）

與幼兒討論生命議題；（3）實施《親子善行日記》；（4）讓幼兒欣賞生命教育的影片；

（5）大自然成為幼兒生命教育的教材；（6）植物栽種以讓幼兒瞭解有生有死；（7）讓

幼兒擁有飼養小動物的經驗；（8）讓幼兒角色扮演學習如何尊重他人及體會他人感

受；（9）從生活中的事件來進行幼兒生命教育；（10）體驗活動：衝破障礙；（11）陶

養幼兒對人的感恩之心。冀盼上述之教學做法，可以讓幼教人員的幼兒生命教育活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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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施宜煌，2013）。 

 

2、 幼兒品格教育的實施 

    《天下雜誌》幾年前對於學生品格教育的表現做訪問調查，發現愈來愈多的學生家

長和教師都有一致的看法，咸認為國民中小學的學生在品格教育整體的表現比十年前更

差，而大多數的受訪者認為的品格教育有「三害」，分別是政治人物、新聞媒體和電視節

目。這項訪問調查中也發現，學校的教師對學生個人價值觀的影響力逐漸式微，而且是

排名在電視和網路之後（陳田雄，2013）。的確，我們的學生在社會環境的強力影響下，

品格有待提升。其次，教育是改變個人行為，帶動社會進步；然而當前的教育危機是：

學校教育因過度注重「智育教育」，結果往往只是培育出「知行不一」的下一代，例如：

學生都知道考試不能作弊，但還是會作弊；學生都知道吸菸有害健康，但還是吸菸（高

松景，2008）。關於學生吸菸，筆者真是感觸良深。筆者在公共場所時，常會看到時下年

輕學子在吸菸，有男有女，一邊吸菸一邊聊天，他們卻從未想過自己吸菸，卻讓別人吸

二手菸，會危害旁人的身體健康。更甚者，若有孕婦在旁，將傷害更深，這些學生真是

無「品」，不會尊重與關懷他人。再者，常言道：「人才而無品，其害甚於庸才。」此

句話乃意指學問好、知識豐富之人才若是無品，其害將更甚於平凡的人才。由上述之現

象，再次說明臺灣當前的學生亟需提升品格，我們需要進行品格教育。然而，品格教育

在幼兒階段來實施，效果最佳。至於如何實施幼兒品格教育呢？幼兒品格教育之實施策

略可以如下：幼師應以身作則、進行典範學習；讓幼兒認識良善，不能靠灌輸，而要與

幼兒真誠對話，向幼兒解釋何謂良善﹔讓幼兒喜愛行善，幼師可從感情上激勵幼兒喜愛

行善的動機，鼓勵他們道德的勇氣，不逃避行善。最後，讓幼兒有奉獻與關懷別人的機

會 （施宜煌、張素如，2009）。 

 

(二) 面臨少子化思考幼兒教育的因應之道 

 

    筆者整合多人（何金針、唐璽惠，2006；吳財順，2006﹔周佩瑜，2010；施宜煌，2008b；

徐聯恩、彭志琦，2006；張孝筠，2006；許忠正、林淑惠、曾信超，2010）等探討少子化

衝擊幼兒教育，再加上筆者的見解，認為面臨少子化臺灣幼兒教育的因應之道可以如下： 

 

1、 洞識幼兒教育的本質 

    就幼兒教育的本質而論，幼兒人格的培育，培養健全的人格，其實非常重要。而少

子化社會下的臺灣幼兒教育，因為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並未減溫，甚至在

這些年來，由於全球化、地球村時代的來臨，在強調與國際世界接軌的帶領下，學習英

語的風潮以排山倒海之勢，大肆襲捲臺灣的每一角落，這使得臺灣父母對兒女愛之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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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切的心情，似乎更是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不少為人父母者深恐孩子不會說英語，會

不會在注音符號、國字之外又輸在另一個起跑點上？於是，大街小巷，琳瑯滿目的雙語、

美語、全美語（All English, No Chinese）的幼兒園廣告（施宜煌，2008a）。再者，很多父

母也讓其子女學習不同的才藝，如繪畫、舞蹈、鋼琴等。這樣的情形，往往會模糊了幼

兒教育的本質。所以，洞識幼兒教育的本質便愈顯重要。因為回歸到幼兒教育的本質，

才能活化幼兒教育。故幼兒園的經營應該回到幼兒教育的本質，並洞識幼兒教育的本質

是在培養幼兒的健全人格，培養幼兒的生活基本能力。有此正確的幼兒教育理念，才能

開創合人性的幼兒園經營，實現幼兒教育的理想。 

 

2、 發展幼兒園的特色課程 

    幼兒園特色課程（feature curriculum）是指某所幼兒園不同於一般幼兒園的課程，或

為提及某項特色就聯想到某幼兒園所實施的課程（修改自林志成、田耐青、林仁煥、田

育昆，2011）。 

    特色課程是幼兒園充分利用學校及社區利基資源，凝聚幼兒園利害關係人的教育共

識，考量幼兒的學習需求，兼顧幼兒教育目標之達成、幼兒潛能之發揮、公平正義維護、

永續經營發展的原則，發展具幼兒教育價值性、在地文化性、創意特殊性及市場競爭性

的課程內涵。其目的在引導幼兒樂活有效學習，產出優質獨特品牌價值（修改自林志成、

田耐青、林仁煥、田育昆，2011）。尤其在此少子化社會下，每間幼兒園更應該發展自己

的特色課程，塑造幼兒園自己的教育品牌，成為吸引家長送幼兒前往就讀的誘因，以讓

幼兒園永續生存。  

 

3、 落實多元文化理念於幼兒園 

    多元文化教育源自於 1960 年代的公民權運動，主要目的是消除歧視及追求機會均

等，透過教育機構的課程改革，以反映民族團體的經驗、歷史、文化與觀點。而在 1960

至 1970 年代期間，刺激了其他社會邊緣的團體開始採取行動消除歧視。因此，多元文化

教育包含的範圍從種族與族群議題，而後擴展到性別、語言、宗教、階級、身心障礙性

等議題的探討（周佩瑜，2010）。就臺灣來說，臺灣本來就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因此近

二十年來，多元文化教育在臺灣也相當的受到重視，其重心原來在原住民族群、性別與鄉土

教育上，隨著跨國婚姻的增加與新移民子女的入學，多元文化教育又增加了對於新移民子女

教育的項目（陳志賢、李翰林、張靜儀，2010）。就族群來說，臺灣當前的幼兒園存在著

不同族群的幼兒，可能有漢族、客家、原住民，或是外籍配偶子女。對於幼兒園存在著

不同族群的幼兒，園長及幼師應該以包容與尊重的心態來面對，並且也應融入多元文化

的理念於幼兒園的課程實踐，教育幼兒尊重不同族群的幼兒，讓幼兒知道尊重彼此是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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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合可用教育資源 

    近年來由於國內的人口出生率急速下降，新生嬰兒數大幅減少，凸顯少子化社會已

經形成。臺灣少子化現象浮現之後的危機，將會明顯反映在國民教育體制上，國內教育

必須面對供給過剩的事實，如何轉而在質的方面力求精進，可能才是國內教育永續發展

的契機（吳坤壅，2007）。其實，「少子化」問題業已嚴重衝擊地方政府所屬學校教育環

境，首當其衝將出現大量的空餘教室（何金針、唐璽惠，2006）。尤其，公立幼兒園若是

有空餘的教室，應盡量釋出以作最合理的應用，達至整合教育資源，也解決供給過剩的

事實。 

 

5、 讓辦學品質差之幼兒園自然淘汰，鼓勵辦學品質佳之幼兒園擴大經營規模 

    目前臺灣幼兒園的品質可說良莠不齊，讓辦學品質差之幼兒園自然淘汰，鼓勵辦學

品質佳之幼兒園擴大經營規模，也是少子化社會下臺灣幼兒教育的因應之道（施宜煌，

2008b）。再者，這樣的作為也才能精緻化臺灣的幼兒教育，提升臺灣幼兒教育的品質，

最大的受益者將是幼兒與父母。此外，有了優質的幼兒教育也能厚植臺灣的競爭力。 

 

6、 做好親師互動，讓家長對幼兒園的教育理念產生認同感 

    親師互動的重要性為：幫助幼兒學習、讓家長有支持感；增強教師的專業自信；提

供訊息交流，促進親師合作；以及增進親師感情，協助班務順利推行（金慶怡，2008）。

而在親師互動過程，最重要的是瞭解家長的感受（許忠正、林淑惠、曾信超，2010），

要讓家長對幼兒園具有認同感。當家長對於幼兒園的教育理念產生認同感時，自然會樂

於送子女前往幼兒園就讀，也會介紹朋友的子女前往就讀。所以，在少子化的社會下做

好親師互動，讓家長對幼兒園的教育理念產生認同感是必要的。 

 

(三) 政府應持續鼓勵並增進誘因以提升年輕家長生育 

 

    政府應持續鼓勵並增進誘因以提升年輕家長生育，提高出生率，以消緩現在少子化的

現象。雖然進行多年的幼托整合政策已經釐定，幼稚園與托兒所已然整合為幼兒園，但是

政府仍需要考量這項政策的附加價值「是否提供了一個符合公平及近便的優質的幼保生

態」，進而讓臺灣的年輕家長感受「這是一個我願意養育下一代的環境」（施宜煌，2008b）。 

 

    總之，為避免少子化情況持續惡化，目前宜應加強宣導提高生育率，鼓勵已婚婦女懷

孕意願，並加強優生保健及遺傳諮詢服務，使新生兒出生率提高，並減低嬰幼兒死亡率，

以疏緩少子化所產生的衝擊 （許忠正、林淑惠、曾信超，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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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語 

 

    人類的歷史悠久，並不斷地往前推演進步，在這過程中人扮演著重要角色。由於有人的

存在，又由於人之成長需要一段時間，所以人類便思考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出現了正式

的學校教育。其實，教育讓人成人，而人生最早階段的教育便是幼兒教育；值此少子化社會

的來臨，最先衝擊到的又是幼兒教育。所以，幼兒教育真的需要好好因應之。本文思考了少

子化社會下的臺灣幼兒教育，而思考的重要議題首先包含幼兒生命教育與品格教育的實施。

其次，思考面臨少子化幼兒教育的因應之道，包含：（1）洞識幼兒教育的本質；（2）發展

幼兒園的特色課程；（3）落實多元文化理念於幼兒園；（4）整合可用教育資源；（5）讓辦

學品質差之幼兒園自然淘汰，鼓勵辦學品質佳之幼兒園擴大經營規模；（6）做好親師互動，

讓家長對幼兒園的教育理念產生認同感。最後，本文提出政府應持續鼓勵並增進誘因以提升

年輕家長生育，方是根本解決之道。希望本文可為少子化社會下的臺灣幼兒教育提供一些啟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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