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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1991-2011年幼兒教育課程研究的回顧 

許孟勤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幼兒保育科講師 

摘要 

本研究試圖分析 1991 年至 2011 年之間臺灣幼兒教育課程研究的成果，進而探究幼兒教育

課程研究的趨勢。為完成研究旨趣，本研究採取內容分析法，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期刊論文

和博碩士論文等三類資料。 

分析結果顯示：幼教課程研究「範圍」多集中在單一學校層級，研究的課程領域多為未分

學科，對新興議題也多所關注，特定學科的研究則以健康體育居多。至於幼教課程研究的「主

題」則聚焦在解決課程實務，較欠缺對課程理論的探究，而幼教課程改革實務的特性與中小學

有若干不同。研究的「課程類型」多以知覺課程、運作課程和經驗課程為主，偏重教師實際執

行課程或探討幼兒學習經驗等層次。課程研究「方法」有走向質性研究的趨勢，採取行動研究

的論文也有增加。 

由分析中得知，近年來臺灣幼教課程研究成果逐漸累積，但在學理建構、學術創新層面，

還是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提出對臺灣幼教課程研究的建議，期許未來有更

豐碩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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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臺灣自 1990 年中期，受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推動，中小學課程研究的發展相當地快速蓬勃（高

新建、許育建，2005）。不只有許多課程學術著作的出版，課程領域期刊的發行，更有多間課程

與教學研究所的成立，課程與教學成為教育學門裡新興、活躍的領域。 

相較之下，國民政府自遷臺以來，政府對教育的關注焦點放在義務教育階段，幼兒教育大

量依賴私有市場的提供，直到 1981 年頒定「幼稚教育法」，學前教育正式納入教育學制範圍，

幼教學術發展才逐漸起步。隨著全球化的來臨，臺灣幼教界引進國外流行的課程模式與實務經

驗，也陸續有幼兒園致力於優質課程的發展，但是距離幼教課程本土化仍有一大段距離。近年

來，臺灣推動幼托整合的重大改革，試圖建置六歲以下幼兒照顧和教育的完善制度。在這波改

革中，有關該培養幼兒具備什麼能力，該教導幼兒學習什麼內容的課程議題，自然成為幼托整

合政策中引人注目的焦點。 

學者相繼提到，在幼兒教育的世界裡，課程是幼兒教育的核心，因此要提升幼兒教育品質

首先需要改進課程（許惠欣，1991；阮碧繡，1993）。自從課程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以來，

課程研究是對課程現象追求更寬廣、更深層的理解之努力行動(Schwab, 1983)。課程研究的發現，

除了可做為繼續探究課程的指引外，也可提供課程相關概念、模式及原則，協助課程工作者理

解課程設計、發展及改革的歷程（Posner & Rudnitsky, 2001；黃政傑，1985）。 

由於本研究期盼臺灣幼教課程成為更成熟、專業的研究領域，面對當前幼教課程改革之

際，得先掌握幼教課程研究的趨勢，方能展望未來。基於國內幼兒教育發展在 1990 年逐漸茁壯

（翁麗芳，1998），本文將針對臺灣 1991-2011 年所發表之幼兒教育課程研究進行內容分析，瞭

解廿年來幼兒教育課程研究在教育層級、領域學科、研究主題、課程發展類型和研究方法等類

目所累積的研究成果，亦希望藉此掌握幼教課程研究的趨勢，之後進一步思考幼教課程研究未

來可以朝那些方向進行。 

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旨在： 

一、 分析臺灣 1991 年至 2011 年間幼兒教育階段課程研究的現況。 

二、 探討近廿年臺灣幼兒教育課程研究的發展趨勢。 

三、 評析幼兒教育課程研究的概況，進一步提出未來研究的努力方向。 

貳、文獻探討 

一、臺灣幼兒教育發展 

國民政府自遷臺以來，百廢待舉，政府將對教育的關注重心放在國小、國中義務教育階段，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8%AA%B2%E7%A8%8B%E7%A0%94%E7%A9%B6%E8%B6%A8%E5%8B%A2&source=web&cd=2&ved=0CC8QFjAB&url=http%3A%2F%2Fwww.aci-taiwan.org.tw%2Fpdf%2F10-3-pdf%2Fb01-103-p49-c.pdf&ei=-0dtT96iDojmmAWCz5WTBg&usg=AFQjCNGSFSNDZZxOXH9vkagyrzmPhhuO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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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前教育，則倚重教會辦理或私人設立。1970 年代起，隨著經濟繁榮、婦女就業與家庭型

態的改變，幼兒教育及照顧的需求日益增加。教育部為解決當時幼托機構設備、師資、課程良

莠不齊的現象，於 1981 年頒定「幼稚教育法」，將學前教育正式納入教育學制範圍，也才開始

幼稚園課程標準、設施設備等相關法令的擬定。同時，為解決師資不足的困境，從 1983 年辦理

二年制幼稚教育師資科，幼兒教育師資培育正式納入正規的師資培育制度。 

綜觀 1960-70 年代幼稚園課程與教學的發展，有幾個現象：教師未曾受過專業訓練、缺乏

幼兒教育相關教育思想發展、課程無標準可言，造成提前教導兒童讀寫算的智育教學（辛媛英，

1974；劉武清，1972）。翁麗芳（1998）指出，當時雖然有單元設計、發現式學習等先進的課程

實驗，但是由於課程的實驗僅止於在少數幼稚園進行，因此對整體幼教課程的改革並無普及的

影響。1980 年代後，儘管有「幼稚園課程標準」的頒定，坊間幼稚園的課程與教學仍延續讓幼

兒接受小學般正式學習的壓力，亦漸漸盛行才藝教學的風潮（林育瑋，1987）。學者認為這是幼

教理論貧瘠的年代，幼教領域的開墾仍像荒地般，適合幼兒發展的教學模式仍待研發（劉冠吟，

2005；謝美慧，2001）。 

1990 年代，因應幼兒教育日漸普及，為擴大幼兒教育機會均等和逐步達成國民教育向下延

伸之理想，教育部推動提升幼稚園師資教學專業知能，加強幼稚園環境與設備、推展幼稚園評

鑑制度、擴大幼兒入學機會等工作。1998 年民間團體號召「1018 為幼兒教育而走」的請願活動，

打著「用選票實現教育券」的旗幟，開啟臺灣幼教史上的創舉。之後，幼兒教育政策陸續出現，

包括幼兒教育券、學費補助、國民教育幼兒班等。在邁向幼教普及、質優的專業發展期程中，

在 2000-2002 年間，有數十家幼兒教育研究所設立，積極培育幼教學術研究人才。 

國內幼兒教育在1990年逐漸茁壯時期，主張以幼兒為中心的兒童本位觀念更加盛行（翁麗

芳，1998）。隨著全球化現象和幼教專家學者學成歸國，歐美幼教理念及課程模式相繼傳入臺

灣，例如：方案課程、高瞻課程、華德福、瑞吉歐教學模式等，臺灣幼教界興起討論和模仿這

些課程模式的風潮。相較於中小學義務教育階段課程，受到政府的管制。教育部對幼稚園課程

之規定僅止於重大政策方針及課程標準之訂定，地方政府則扮演監督與輔導的角色，各園所仍

有高度的自主性可以發展課程特色。在政府的自由放任之下，幼教課程發展雖然有百花齊放的

空間，但同時卻也存在著欠缺理論根基的種種困頓（邱志鵬，2000）。 

近年教育部多次修訂課程標準，或編擬課程大綱，試圖透過新的課程法規，使幼兒教育回

歸基本概念與精神。因應幼托整合政策實行，教育部於 2012 年 8 月頒訂「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

大綱」，乃突顯幼兒階段的全人發展，以幼兒為主體的本質，不以學科知識為領域劃分的方式，

避免幼兒教育淪為小學教育的準備階段（教育部，2012）。臺灣幼教課程的未來，能否有嶄新

的面貌，令人相當值得期待。 

二、美國幼教課程研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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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幼兒教育從1981年頒布「幼稚園教育法」後開始奠基（王靜珠，1992），1998年政府逐

步推動幼教政策後開始茁壯，幼兒教育在國內仍是一個年輕的領域。為了本文能夠將整理廿年

來（1991-2011）幼教界所累積的課程研究成果，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討論，以下將探討美國幼教

課程研究的趨勢，以做為本研究分析結果比較之奧援。 

美國二十世紀幼兒教育的發展，受Hall兒童研究和Dewey進步主義教育的帶動。早期幼兒教

育實務的發展，多運用特定的幼兒發展原理來做為課程設計的基礎。1923年，美國多所大學成

立實驗室，開始建立幼兒教育實務的範例，並提供兒童研究領域的研究資料給家長，使社會大

眾確信幼兒教育的重要性。 

1960 年代隨著啟蒙計畫(Head Start)等早期介入方案的實施，興起各式幼教課程模式，學術

界遂開始有系統地評估不同課程模式對幼兒發展的成效(Powell, 1987; Goffin ＆ Wilson, 2001)，同

時帶動有關幼兒教育目標和課程內容的爭論，以及「那種幼教課程模式較好」的比較。不過，

由於何謂最佳課程模式沒有明確的結果，1980 年代的研究興趣，乃轉向探究課程方案中對幼兒

造成正面影響的要素，也就是尋找高品質幼教課程方案的特徵(Ramey ＆ Ramey, 1998; St. Pierre 

& Layzer, 1998)。 

隨著幼兒園的盛行與普及，美國幼教課程研究逐漸關注幼兒課業往下延伸的議題，也就是

幼兒學習讀寫算的必要性和適當性。許多研究紛紛聚焦在幼教老師的教學信念，和觀察學業導

向課程對幼兒造成的影響。直至今日，美國幼兒教育課程研究的趨勢大致有三個方向：發展合

宜課程與教學的指引、確保兒童就學準備度的改進方案以及制訂評量幼兒學習成效的方法（周

祝瑛，2012）。 

三、臺灣中小學課程研究的進展 

中小學的教育政策與改革常會牽動學前教育階段，因此對於臺灣中小學課程研究的進展，

有必要加以探討，供本研究結果之分析比較用。黃政傑、張嘉育（2004）曾回顧 1980 年中期的

中小學課程研究，因政治解嚴和課程領域歸國學人與本土研究人力增加的因素影響，課程研究

的版圖開始擴充，課程研究的範圍除持續關注學校正式課程的發展外，亦走向檢視課程的政治

議題，尤其是對教科書的內容分析，在研究目的上具有詮釋性、批判性的色彩。1990 年中期迄

今，延續了前期的社會-政治批判取向，繼續建構課程發展和課程改革的學理外，開始關注弱勢

族群教育及多元文化教育導向。在研究方法或取向上，則開始走向俗民誌、質化研究和行動研

究。 

高新建、許育健（2005）針對臺灣 1994-2003 年課程領域學術研究成果進行內容分析，其分

析架構包括三大類：研究範圍（包括教育階段、教育層級、領域學科）、研究主題、以及課程類

型。該研究發現：國內課程研究篇數以國小和國中居多，幼稚園階段的課程研究篇數較少；研

究主題相當廣泛，且有不少與當時的課程背景因素或課程政策有密切的關聯，例如：有許多課

程研究環繞在國民中小學的課程改革。課程理論及課程哲學思想的研究遠較課程實務為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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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投注在課程實施、課程發展、課程設計較多，課程決定及潛在課程相對受到較少的關注。

由以上臺灣中小學課程研究的發展概況得知，課程研究的焦點會隨政治社會的脈動，以及政策

做為的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資料來源 

為瞭解臺灣幼兒教育階段課程研究的發展概況，本研究以近廿年以來，所發表或出版的幼

教課程相關研究論文為研究範圍。資料範圍包括：1991 年至 2011 年間出版的國科會專題研究、

學術期刊論文、及博碩士論文等三類資料中，屬於幼兒教育階段課程的論文。 

本研究資源的蒐集，乃運用學術電子資料庫，輸入「幼稚園課程」、「幼兒課程」等關鍵字

查詢後，再進一步從研究摘要中檢視是否為幼教課程研究，將非屬幼兒教育階段的研究（如師

資職前教育階段）和非屬課程研究者（如教學研究）予以刪除。 

國科會專題研究是以「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檢索教育學門研究領域中，符合上述條件

的幼教課程研究，共得 47 筆資料。期刊檢索使用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得到

49 筆資料。博碩士論文則使用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論文知識加值系統」，共獲得 146 篇。 

在蒐集上述的三類資料後，為更精確瞭解課程研究的整體情形，對於重複的研究，將予以

剔除。例如，博碩士學位論文發表在期刊者，就不會在博碩士論文上加以分析計算。本研究蒐

集之 1991 至 2011 年幼教課程研究的數量，以及國內幼兒教育、幼教課程和學術研究背景，如

表 1 所示。 

表 1 1991 年至 2011 年間幼教課程研究背景和研究數量 

西元 國科

會 

學術

期刊 

博碩士

論文 

幼教課程背景 幼兒教育背景 學術研究背景 

1991 年 無法

查得 

2 2  已有北市師院幼教系

設立 

已有臺師大家政

系、文化兒福等二

間研究所 

1992 年 無法

查得 

2 1  計 8所師範學院幼教系

成立（臺北、新竹、臺

中、嘉義、臺南、屏東、

花蓮、臺東）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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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教育部委託訂定「臺灣

區公私立幼稚園評鑑

實施要點」 

教育部核定「發展與改

進幼稚教育中程計畫」 

 

1993 年 0 4 0    

1994 年 0 0 0  師資培育法公布  

1995 年 3 4 0    

1996 年 4 1 0   臺師大家政系博

士班成立 

1997 年 3 4 1    

1998 年 3 5 0 教育部委託「幼

稚園課程標準

修訂研究」 

「1018 為幼兒教育而

走」請願活動 

 

1999 年 0 1 1  教育部核定「發展與改

進幼兒教育中程計畫」 

竹教大幼教所成

立 

2000 年 0 1 0 教育部委託「幼

稚園課程綱要」

專案 

成立「幼教政策小組」 政大、國北幼教所

成立 

2001 年 4 2 5  實施幼兒教育券、召開

幼托整合小組會議 

嘉義、花蓮、臺東

幼教所成立 

2002 年 4 0 7   北市教大兒發、輔

仁兒家、南大幼

教、樹德幼保、屏

科大幼教所成立 

2003 年 3 1 3 教育部委託「我

國五歲幼兒基

本能力與能力

指標建構研究」 

研擬「國民教育向下延

伸一年」 

臺中教大幼教所

成立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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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2004 年 3 3 7 內政部委託「幼

兒園零到五歲

幼兒適性發展

與學習綱要研

究」 

教育部成立幼教科、實

施「國民教育幼兒班」 

北市教大幼教所

成立 

 

2005 年 0 2 12 教育部委託「國

民教育幼兒班

課程綱要研

究」、「國民教育

幼兒班課程綱

要之能力指標

研究」 

成立幼托整合專案諮

詢小組 

實施「扶持五歲弱勢幼

兒及早教育計畫」、「原

住民幼兒就讀公私立

幼稚園學費補助」、「公

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 

屏東幼教所成立 

2006 年 2 3 9 教育部委託「幼

托整合後幼兒

園教保活動綱

要及能力指標

研究」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草

案 

 

2007 年 3 3 21  實施「友善教保服務實

驗計畫」、兒童教育及

照顧法草案 

致遠幼教所成立 

2008 年 6 3 19    

2009 年 4 4 16    

2010 年 2 3 29    

2011 年 1 1 15 教育部辦理「幼

兒園教保活動

與課程大綱（草

案）」研習 

五歲幼兒免學費教育

計畫、公布實施「幼兒

教育及照顧法」 

 

總計 45 49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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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內容分析法，分析幼教課程研究的概況發展。分析和類別記錄的單元是以每篇研

究符合分析類別的次數來計算。有關編碼類目的選擇和操作化定義，乃參考國內中小學課程研

究趨勢分析的研究（高新建、許育建，2005；甄曉蘭，2007）、課程領域相關文獻（Ornstein & Hunkins, 

2004；黃光雄、蔡清田，1998；黃政傑，1991；蔡清田、黃光雄，2009），和對近年來臺灣幼教

階段課程實務的觀察。綜合上述課程相關文獻和幼教課程實務的考量後，本研究選擇編碼的類

目共有五項，分別是：（1）教育層級；（2）領域學科；（3）研究主題；（4）課程發展層級；（5）

研究方法。 

在分析資料的過程，利用 word 和 excel 軟體來協助計算次數和紀錄的保存。為確保本研究

的分析具有可信度，在分析資料前，本研究者先是與另一位具教育博士學位之學者共同討論編

碼的類目，確定彼此對類目的定義理解一致後，方才開始進行實際編碼作業。研究者和編碼者

於二星期內，各自分析所蒐集到的研究資料，然後再檢視兩人分析結果的一致性，以查核其信

度達到.95。對於本文編碼的類目，以下將逐一說明。 

（一） 教育層級 

教育層級係將查詢資料，按研究對象的區域範疇來加以分析，包含中央、縣市、學校等三

類。 

（二）領域學科 

在領域學科上，係依據「幼稚園課程標準」和學科領域來加以劃分。其項目包括 12 項：1.

語文（國語文、英語）；2.數學；3.社會；4.自然；5.遊戲；6.工作（美術）；7.戲劇；8.音樂；9.

健康體育；10.新興議題（又細分為：資訊、環境、性別、多元文化、品格、其他）；11.特殊教

育；12.未分學科。 

（三）研究主題 

學者對課程囊括的範圍並沒有明確的共識，但是建立一個分析課程範圍的架構是非常重要

的。本研究將研究主題分為課程理論和課程實務兩大類，再依照課程領域相關文獻的論述，和

對近年來臺灣幼教階段課程實務的觀察，將課程實務類目再加以細分。 

1. 課程理論：是指一套相關聯的教育概念，針對課程現象提供系統化與啟示性的觀點。課程

理論具有描述、解釋、預測、引導、批判等功能。 

2. 課程實務：是為在幼兒教育實務中實踐、解決課程問題。包含了課程目標、課程改革（課

程轉型）、課程實驗、課程設計、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課程實施、課程決定、課程

組織（統整課程）、課程領導、課程比較、課程評鑑、課程實踐（課程慎思、課程意識）

等。 

（四）課程類型 

Goodlad(1979)將課程發展區分為五個層級，依其分類，課程從最初的學者專家所建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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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課程」、到國家、政府機關認可的「正式課程」，再到學校教師的「知覺課程」，教師落實到教

室裡的「運作課程」，最後到學生實際體會到的「經驗課程」，這一連串的發展歷程，涉及不同

層級的課程行動者。本研究擬從 Goodlad 課程發展層級的分類，分析幼教課程研究所關注之課

程研究主題的類型。 

（五）研究方法 

一般而言，方法論的種類，可區分為量化與質性兩大類別。本研究參考甄曉蘭（2007）對

課程研究方法的分類，分為量化、質性及質量並重等三類。 

1. 量化研究方法：包含實證取向的實驗研究、調查研究、相關研究法。 

2. 質性研究方法：又分為三類型。（1）一般質性：係利用質性研究搜集資料的方法，如訪談、

現場觀察等；（2）行動研究：（3）文獻、文件分析。 

3. 質量並重：兼顧量化工具和質性的探索設計。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各類課程研究概況 

由表 2 的統計結果得知，1991 年至 2011 年間幼兒教育階段課程研究以博碩士論文 146 篇最

多，期刊論文 49 篇、國科會專題研究 45 篇次之。 

博碩士論文在 1991-2001 這十年間僅有少數 5 篇幼教課程研究（占 3.4％）（陳淑芳，1991；

徐錦興，1991；林雨清，1992；林秀慧，1997；黃榮真，1999），這跟當時國內幼教研究所僅有

少數兩所有關。2001 年後，隨著幼教研究所的紛紛成立，研究生人口變多，博碩士論文開始逐

年產出，尤其 2007 年之後每年產出的篇數大幅增多到十幾篇以上。 

國科會專題研究在 1991 至 2000 年之間有 13 篇（占廿年來篇數的 28.9％），且集中在 1995

年至 1998 年這四年間，之後有兩年沒有產量，到了 2001 後每年平均有 1 至 4 篇不等，在 2008

年則有 6 篇，算是成果較豐碩的一年，可是在 2010 年反而量縮，2011 年僅剩 1 篇。國科會專題

研究中幼教課程研究的篇數雖然差強人意，但是和簡楚瑛（2006）統計 2001-2006 年國科會幼兒

教育領域專題研究 24 篇的數量相比，本研究在這五年間取得屬於課程主題的研究有 15 篇，占

國科會補助案件的 62.5%，顯示幼教課程研究在幼兒教育學門中有不錯的成長。近來國內中小學

課程研究蓬勃發展，對幼教課程的提升有很大的助益，使得課程研究在幼兒教育領域中漸受注

目。至於國科會案件在 2011 年數量退減，可能跟國科會因應能源國家型計畫，投注在專題研究

的預算不如往年，自然影響通過的件數（陳幸萱，2011）。 

期刊論文的篇數每年維持在 1-4 篇。不過特別的是，國科會和博碩士論文二類資料在 2001

年之後的近十年間，課程研究的數量均有 7 成以上（國科會 71％、博碩士 97％）。惟有期刊論

文在 2001 年之前十年，和 2001 年後的近十年間，課程研究的數量各占 5 成，也就是期刊論文



   台灣 1991-2011 年幼兒教育課程研究的回顧 

 

52 

的課程研究並無顯著的成長趨勢。其可能原因在於學術期刊具審查制度，發表的困難度較高。 

觀看近二十年來幼教課程研究的數量，與高新建、許育健（2005）的研究結果相較，國中

小學課程研究在 1994-2003 年間，國科會專題研究和期刊論文的數量均多達數百件以上，顯示幼

教課程研究的數量仍有許多成長進步的空間。 

表 2  國科會專題、學術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分年統計表 

年

代 

199

1 

199

2 

199

3 

199

4 

199

5 

199

6 

199

7 

199

8 

199

9 

200

0 

200

1 

200

2 

200

3 

200

4 

200

5 

200

6 

200

7 

200

8 

200

9 

201

0 

2011 合計 

國

科

會 

- - 0 0 3 4 3 3 0 0 4 4 3 2 0 2 4 6 4 2 1 45 

  0% 0% 6.7

% 

8.9

% 

6.7

% 

6.7

% 

0% 0% 8.9

% 

8.9

% 

6.7

% 

4.4

% 

0% 4.4

% 

8.9

% 

14.9

% 

8.9

% 

4.4

% 

2.2

% 

100% 

期

刊 

2 2 4 0 4 1 4 5 1 1 2 0 1 3 2 3 3 3 4 3 1 49 

4.1

% 

4.1

% 

8.2

% 

0% 8.2

% 

2.0

% 

8.2

% 

10.2

% 

2.0

% 

2.0

% 

4.1

% 

0% 2.0

% 

6.1

% 

4.1

% 

6.1

% 

6.1

% 

6.1

% 

8.2

% 

6.1

% 

2.0

% 

100％ 

博

碩

士 

1 0 0 0 0 0 1 0 1 0 5 7 3 7 12 9 21 19 16 29 15 146 

0.7

% 

0% 0% 0% 0% 0% 0.7

% 

0% 0.7

% 

0% 3.4

% 

4.8

% 

2.1

% 

4.8

% 

8.2

% 

6.2

% 

14.4

% 

13.0

% 

11.0

% 

19.9

% 

10.3

% 

100.0

0% 

二、教育層級分析比較 

教育層級係將課程研究的範圍，依臺灣現行的教育行政體制來加以分析。其項目包含全國、

縣市及學校層級。由表 3 得知，國科會和博碩士論文這二類的課程研究集中在學校層級，以單

一學校為研究對象者最多，均超過五成以上（分別是 53.33%、73.19%）。這樣的發現與高新建、

許育健（2005）分析中小學課程研究集中在全國層級的趨勢不同，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研

究時間和人力的限制下，研究範圍要擴及全國或縣市的難度較高，另一方面則是幼教課程並不

受中央法規的規範，可以有園所本位課程特色的發展，所以課程研究焦點多集中在單一園所。 

就縣市層級的研究數量，主要是研究生為了調查實施的方便，將研究範圍限定在一個縣市

內。至於期刊論文較多以全國層級作為探討對象（占 61.22％），主要是因為這些研究多探討幼

教課程的實施原則和理論，並非集中在單一學校的課程議題，所以本研究將其納入全國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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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科會專題、學術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教育層級統計表 

項目 全國層級 縣市層級 學校層級 合計 

國科會 6 

13.33% 

15 

33.33% 

24 

53.33% 

45 

100% 

期刊 30 

61.22％ 

1 

2.04％ 

18 

36.73％ 

49 

100% 

博碩士 15 

10.27% 

24 

16.44% 

107 

73.19% 

146 

100% 

三、領域學科分析比較 

領域學科係將課程研究的主題，根據「幼稚園課程標準」的領域劃分。由表 4 得知，幼教

課程研究以未分領域最多，國科會專題研究和期刊論文各占五成左右（57.78%、49.94％），唯有

博碩士論文占三分之一（36.99%）。居第二多的領域學科，在各類資料中有所不同。國科會以新

興議題次之（17.78%），期刊和博碩士論文則是健康領域居第二多（16.33%、17.12%）。整體而言，

在本項的分類之下，以未分領域所占比例最高，在若干領域學科的研究很少，像是數學、社會、

自然、工作、戲劇、音樂等，均少於十篇。其原因是幼兒園的課程以活動主題為中心組織，強

調統整不分科。幼兒教育的本質不重視知識概念的學習，傾向排斥將課程視為科目，以致缺少

對特定學科領域的研究(Kessler & Swadener, 1992)。另外的原因則是幼教師資培育較不重視學科

訓練，所以一般的課程論著並未針對某一課程領域（葉郁菁，1999）。 

三類資料在新興議題的課程研究不少，在二十年來所累積的篇數有 36 篇，關注的議題相當

多元。有些是九年一貫課程的新興議題，像是資訊教育（1 篇）、環境教育（3 篇）、性別教育（6

篇）。有些是社會變遷的時興議題，例如多元文化教育（8 篇）、品格教育（8 篇）、生命教育（2

篇）、鄉土教育（2 篇）、海洋教育（1 篇）等。幼教課程研究在新興議題的探討看似廣闊，不過，

整體看來，只有在多元文化教育、品格教育、性別教育上，有累積較多的篇數，在其他新興議

題的探究上仍然不足。黃政傑、張嘉育（2004）曾指出隨著社會變遷與發展，新興課程領域的

議題會不斷增加，但是其研究議題常流行一段之後便又消失，且未能與現有課程進行整合，形

成孤立無援的現象，甚是可惜。因此，幼教課程研究對於新興議題的持續探究是十分必要的。 

針對特定學科領域的研究數量，目前以健康運動領域較為豐碩。在期刊和博碩士論文的 28

篇研究中，有 23 篇的作者是體育學術背景。由於課程與教學是運動教育學之主要核心領域，國

內體育學術界在幼兒運動課程研究上，已有持續性、系統性的探討（黃玉君，2010；闕月清，

2007），是相當值得嘉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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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國科會專題、學術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領域學科統計表 

項目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遊戲 工作 戲劇 音樂 健康 新興議題 特教 未分 合計 

資
訊 

環
境 

性
別 

多
元
文
化 

品
格 

其
他 

國科

會 

5 

11.11

% 

0 

0% 

0 

0% 

0 

0% 

2 

4.44

% 

1 

2.22

％ 

2 

4.44

% 

0 

0% 

0 

0% 

0 1 1 2 4 0 1 

2.22

％ 

26 

57.7

8% 

45 

100

% 

8 

17.78% 

期刊 3 

6.12

% 

1 

2.04

% 

0 

0% 

1 

2.04

% 

6 

12.2

4% 

2 

4.08

% 

1 

2.04

% 

0 

0% 

8 

16.3

3% 

0 1 0 1 0 0 2 

4.08

% 

23 

49.9

4% 

49 

100

% 

2 

4.08% 

博碩

士 

9 

6.16

% 

3 

2.05

% 

6 

4.11

% 

6 

4.11

% 

4 

2.74

% 

0 

0% 

2 

1.37

% 

6 

4.11

% 

25 

17.1

2 

1 1 5 5 4 5 8 

5.48

% 

54 

36.9

9% 

146 

100

% 

23 

15.75% 

項目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遊戲 工作 戲劇 音樂 健康 新興議題 特教 未分 合計 

資
訊 

環
境 

性
別 

多
元
文
化 

品
格 

其
他 

國科

會 

5 

11.11

% 

0 

0% 

0 

0% 

0 

0% 

2 

4.44

% 

1 

2.22

％ 

2 

4.44

% 

0 

0% 

0 

0% 

0 1 1 2 4 0 1 

2.22

％ 

26 

57.7

8% 

45 

100

% 

8 

17.78% 

期刊 3 

6.12

% 

1 

2.04

% 

0 

0% 

1 

2.04

% 

6 

12.2

4% 

2 

4.08

% 

1 

2.04

% 

0 

0% 

8 

16.3

3% 

0 1 0 1 0 0 2 

4.08

% 

23 

49.9

4% 

49 

100

% 

2 

4.08% 

博碩

士 

9 

6.16

% 

3 

2.05

% 

6 

4.11

% 

6 

4.11

% 

4 

2.74

% 

0 

0% 

2 

1.37

% 

6 

4.11

% 

25 

17.1

2 

1 1 5 5 4 5 8 

5.48

% 

54 

36.9

9% 

146 

100

% 

23 

15.75% 

四、研究主題分析比較 

由表 5 得知，幼教課程研究的主題以課程實務居多，國科會專題研究和博碩士學位論文等

兩類資料均超過九成以上，同時皆以課程發展、課程實施和課程實驗的篇數占多數（各總計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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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6％、71.92％）。課程實務的研究議題，一來是較容易在短時間內完成，二來是幼教界仍偏

好實用的課程典範，較關心如何發展與實施課程所致（張素貞，2010）。至於期刊論文在課程理

論的篇數較多（有 17 篇，占 33.33％），主要是期刊能接受刊登文獻評析或理論論述的研究。 

本研究在研究主題中區隔出課程實踐一類目，主要是反應現今課程典範已漸漸由過去偏重

課程發展技術面的探討，走向詮釋課程學理和教師主體意識，因此本文將這些強調老師在課程

運作中反省、慎思的研究（陳寧容，2006；王鈺婷，2007；張雅玲，2008），以及從不同文本理

解課程的研究（蔡其蓁，2004；邱麗娥，2011），歸納在課程實踐的類目中。幼教界在 2004 年後，

課程實踐的研究已有 10 篇，顯示幼教界也漸能以批判解放的視野，關心幼教老師在課程運作的

思維、覺知和行動。 

本文藉由分析與比較幼教課程研究的探究主題，發現幼教領域的課程改革實務特性與中小

學有若干不同（高新建、許育健，2005）。中小學在 1980 年中期以後，課程研究開始具批判性、

詮釋性的色彩，因而有潛在課程研究的出現（黃政傑、張嘉育，2004），但幼教界卻始終沒有潛

在課程的研究，故本文並未將其納入分析的類目中。其次，九年一貫課程以學習領域取代傳統

科目的課程組織，課程統整是為中小學課程改革的核心。臺灣幼教課程一向強調單元、主題式

課程設計，實為跨領域的統整方式，在課程組織主題的研究篇數自然不如中小學來得多。再則，

中小學課程改革涉及的層面廣、內涵多元，然而，本研究查獲的 15 篇幼教課程改革研究，多是

單一幼兒園，透過改革的歷程，逐漸轉變為另外一種課程模式，或是實施新的教學方法。幼教

課程改革涉及的層面僅限於學校層次，主題也較為侷限。最後，幼教領域在課程評鑑的研究，

全部是對幼兒的課室經驗進行評鑑，應該是國內有博士論文開啟幼兒經驗課程的研究後，帶動

幼兒經驗課程評鑑的研究（鄭青青，2004）。 

表 5  國科會專題、學術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課程研究主題統計表 

研

究

主

題 

課程

理論 

課程實務 合計 

課 程

目 標 

課程

改革 

課程

實驗 

課程

設計 

課程

發展 

課程

實施 

課程

決定 

課程

組織 

課程

領導 

課程 

比較 

課程

評鑑 

課程

實踐 

國

科

會 

0 

0% 

1 

2.22% 

7 

15.56

% 

5 

11.11

% 

3 

6.67

% 

7 

15.56

% 

13 

28.89

% 

2 

4.44

% 

1 

2.22

% 

1 

2.22

% 

0 

0% 

3 

6.67

% 

2 

4.44

% 

45 

100% 

45（100%） 

 

( 續後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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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前頁 ) 

期

刊 

17 

33.33

% 

2 

3.92% 

2 

3.92

% 

8 

15.69

% 

7 

13.73

% 

1 

1.96

% 

5 

9.80

% 

0 

0% 

1 

1.96

% 

1 

1.96

% 

1 

1.96

% 

3 

5.88

% 

3 

5.88

% 

49 

100% 

 

32（65.31%） 

博

碩

士 

2 

1.37% 

2 

1.37

% 

6 

4.11

% 

23 

15.75

% 

6 

4.11

% 

21 

14.38

% 

61 

41.78

% 

4 

2.74

% 

1 

0.68

% 

6 

4.11

% 

2 

1.37

% 

7 

4.79

% 

5 

3.42

% 

146 

100% 

144（98.63%） 

五、課程發展層級分析比較 

由表 6 得知，國科會專題研究以運作課程（46.67%）最多，知覺課程（28.89%）、經驗課程

（13.33%）次之。期刊論文在正式課程上占有五成（55.10％）、經驗課程（22.45%）和運作課程

（14.29%）次多。博碩士論文則是經驗課程（40.56%）、運作課程（34.97%）和知覺課程（18.18%）

占多數。 

雖然三類資料在五種課程發展層級所占的篇數比例略有不同，但國科會專題研究和博碩士

論文仍是以知覺課程、運作課程和經驗課程的數量占多數。這般趨勢，與教育層級和課程研究

主題有密切相關。從上述分析資料顯示，國內幼教課程研究大部分以單一學校為場域，研究焦

點多放在改善課程實務，故研究的課程層級自然集中在學校與教師層級，無論是教師對課程的

詮釋和理解，教師在教室中實際執行課程的情況，或是評量幼兒在課程實施過後的學習和經驗

等方面的研究，均集中在學校層級及教師個人的研究。至於期刊論文有一半以上的文章旨在探

討幼教課程設計的理論基礎，故歸屬於正式課程一類。 

相對而言，三類資料在正式課程的論著較少，國科會專題研究的研究數量有 2.22%，博碩士

論文有 4.11%，但期刊論文則僅有一篇。這樣的結果發現，與中小學課程研究多集中在正式課程

的情況不同（高新建、許育健，2005）。探究其成因，或許是臺灣政府頒定的課程標準僅對公立

園所有束縛作用，私立園所可保有本位課程發展的自主權。況且，臺灣現行的「幼稚園課程標

準」修訂於 1987 年，至今已過二十多年，其內涵與精神已不能符合現今時代之需求，可能也是

導致很少幼教課程研究探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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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國科會專題、學術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課程類型統計表 

項目 理想課程 正式課程 知覺課程 運作課程 經驗課程 合計 

國科會 4 

8.89% 

1 

2.22% 

13 

28.89% 

21 

46.67% 

6 

13.33% 

45 

100% 

期刊 27 

55.10% 

1 

2.04% 

3 

6.12% 

7 

14.29% 

11 

22.45% 

49 

100% 

博碩士 3 

2.05% 

6 

4.11% 

26 

17.81% 

51 

34.93% 

60 

41.10% 

146 

100% 

六、課程研究方法分析比較 

由表 7 得知，近二十年幼教課程研究方法以質性研究的比率占大多數，三類資料均超過七

成以上。臺灣幼教課程研究方法的趨勢，也與國內課程研究多採用質性研究的風潮相同（黃政

傑、張嘉育，2004）。 

早期美國各種幼教課程模式大量出現時，幼教界相當關心那種幼教課程模式最有助於促進

幼兒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幼教課程研究大多以實驗、觀察研究法來評量幼兒接受特定課

程方案之後的發展情況(Goffin & Wilson, 2001)。近二十年來臺灣的幼教課程研究，仍有不少研究

從邏輯實證的觀點，採取量化研究方法，探討幼教課程方案的成效。但近二十、三十年來隨著

質性研究崛起以及課程典範的遞變，有愈來愈多幼教課程研究採用質性的研究途徑。 

幼教課程研究方法會轉向質性研究取徑，一方面是教室課程實務太複雜，所涉及的範圍甚

廣，以量化研究方法進行研究，難免會發生若干限制。本研究所看到的是幼教課程研究主題多

為理解教師的運作課程，故多採用觀察、訪談、文件蒐集等一般質性研究。此外，行動研究的

數量也有增多趨勢，國科會專題研究和博碩士論文有較多的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法（14.89%、

25.34%）。國科會專題研究的主持人多為大學校院的教授，故採用行動研究，與園所裡的老師共

同透過研究歷程來改善實務行動。博碩士論文則是有許多研究生是在職老師，乃將研究和執行

課程結合，尋求改進課程實施之道。為提升幼教課程行動研究的發展，期望未來有相關研究能

進一步探討這些研究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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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國科會專題、學術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研究方法統計表 

研究方法 量化研究 質性研究 質量並重 合計 

一般 行動研究 文獻/文件 

國科會 5 

11.11% 

34 

75.56% 

2 

4.44% 

1 

2.22% 

3 

6.67% 

45 

100% 

37（82.22％） 

期刊 8 

16.33% 

10 

20.41% 

2 

4.08% 

28 

57.14% 

1 

2.04% 

49 

100% 

40（81.63％） 

博碩士 36 

24.66% 

61 

41.78% 

37 

25.34% 

6 

4.11% 

6 

4.11% 

146 

100% 

104（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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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分析國內 1991-2011 年幼教課程研究，根據以上分析，茲整理出在各分析類目下，

幼教課程研究的發展趨勢，並進一步提出未來後續研究的展望。 

一、在課程研究數量方面 

臺灣幼教課程研究在 2001 年前僅有少量成果，在 2001 年之後，尤其是博碩士學位論文隨

著幼教研究所的設立，促使課程研究的數量激增。不過期刊論文的數量在十年前後，並未有太

大的成長。就本文分析的這三類資料中，期刊論文的學術性價值較高，因此，期待幼教課程研

究能多發表在期刊上。 

二、在教育層級方面 

幼教的課程研究範圍大多以單一學校為研究對象，這跟國小的課程研究有很大不同。這些

單一學校的課程實施經驗雖然可以做為其他園所的借鏡和參考，但是對於要將研究發現普遍推

論到其他園所，可能會有諸多限制。希望臺灣幼教界未來能將不同學校的課程探究進行對話、

比較，才能有效累積理論的建構。 

三、在課程領域方面 

廿年來，幼教課程研究以未分學科領域所占比例最高，對新興議題也頗有關注，在特定學

科的研究上，以健康體育居多，但對於其他領域學科的探究仍然太少。話說幼兒的學習應以統

整課程為宜，不過，課程主要是探討三項課題：學習者、教材及社會，課程內容則是學科知識、

活動經驗的選擇。現今高品質的課程應該兼顧幼兒在各個領域的發展，在幼兒的學習經驗中，

加入均衡性的課程，以幫助幼兒加深對這個世界的了解(Wortham, 2006)。因此，期盼幼教學者能

持續聚焦特定課程領域的研究，好讓我們可以為幼兒發展更合宜的課程。 

四、在研究主題方面 

由於臺灣幼兒課程研究仍在蓬勃發展的階段，大多數研究論文聚焦在解決課程實務，尤其

是課程發展和課程實施。國中小課程研究目前正進行典範的轉移，出現了對課程實踐窄化為技

術程序的質疑聲浪，因而逐漸有人從課程理解的典範，重新理解課程（許芳懿，2006）。這些研

究擺脫如何設計課程的技術面，從多元角度理解課程，對課程有更富社會批判和主體意識的解

讀。因此，本研究期待未來幼教課程除了探討「如何」發展與設計課程之餘，也能多探討「為

什麼」，擴展關照課程的視野。其次，國內幼教界長期以來大量引進國外優質的課程經驗，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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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學者期勉臺灣幼教能有自身獨特色彩、有卓越水準和原創。臺灣目前已累積豐碩的幼教課程

實務成果，期盼後續研究能將這些研究成果加以整合，抽繹出高品質幼教課程的要素，並建構

本土的幼教課程理論。 

五、在課程類型方面 

臺灣幼兒園不同於國中小長年的中央集權課程政策，幼兒園有很大的自主空間能發展學校

本位課程。本研究發現國內幼教課程研究的課程層級以知覺課程、運作課程和經驗課程為主，

表示相關研究非常關心幼教老師參與課程設計、課程決定到課程實施的實況，著實彰顯出幼教

老師在課程發展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關鍵角色。面對幼教新課程大綱的改革之際，本研究期

盼後續研究能持續關注教師在課程上的信念和作為，讓幼教老師能成為課程改革的重要推手。

除此之外，本研究發現幼教課程研究對幼兒的學習結果和狀況也多所關注，期待後續研究能跟

進美國幼教課程研究的發展趨勢，從探討幼兒經驗的課程研究中，有系統地去驗證或設計出合

宜幼兒發展的課程要素和方案。 

六、在研究方法方面 

隨著近二十、三十年來質性研究的崛起和課程典範的遞變，幼教課程研究有走向質性研究

和採取行動研究的趨勢。不過，研究資源的限制往往成為研究者選研究工具的主要參考。面對

複雜的課程現象，單一質性或量化其中任一取向都不足以呈現這些差異的全貌(Morrow, 1994)。

如此，當進行課程研究時，可就課程問題性質，選擇適切的研究方法，以提高研究的客觀性與

有效性（許朝信，2009）。 

綜觀廿年來臺灣幼教課程研究，其成果累積愈來愈豐富。展望未來，課程學術領域的發展

仍須持續培養愈來愈多的人才投入，需要有更紮實的課程研究計畫，忠實於重要的課程議題進

行系統、宏觀、長期的探究。最後，本研究傾向實證分析取向的研究設計，依據的是課程研究

文獻的編碼統計結果以及研究者本身的觀察與洞見，後續研究可以針對特定幼教課程主題、研

究方法等，再深入探究，掌握臺灣幼教課程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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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ed to review and analyze Taiwan’s curriculum studies of early childhood from 

1991 to 2011. We used content analysis to analyze and compare papers from National Science project 

reports, journal articles, master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Five dimensions were examined: levels of 

education, subject areas, research topics, types of curriculum,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curriculum.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range was mostly concentrated in a single school, 

the subject areas of study curriculum were unclassified-disciplines. The research topic emphasis 

attached to solve the curriculum practice, representing a lack of curriculum theory. Type of curriculum 

focused to perceived curriculum, operational curriculum and experienced curriculum. Curriculum 

research methods emphasized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action research.At the e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offered for the future curriculum studie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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