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前幼兒被期待學些什麼？ 
－以兩所幼稚園家長為例 

劉慈惠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摘 要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法，探索公、私立各一所幼稚園大班家長對幼兒學習
的期望與信念。研究發現，家長對孩子的學習期望反映其對心目中理想幼稚園的
界定與選擇上；幼稚園不同課程特質滿足了不同家長對幼兒學習的期望。雖然家
長對幼稚園的選擇兼併多重因素之考量，父母的期望並非互斥，但私立焦點園的
家長多數以讀寫算等學業技能的學習為主要期望，而公立焦點園的家長則較偏重
幼兒人格及社會等面向的學習。研究顯示，家長的期望影響其對幼兒重要起跑點
的詮釋與期許，對於社會潮流的壓力，家長反映了不同的應對態度，其中並不絕
對與社經背景有關；個體的成長背景、教養經驗、社會網絡及傳統文化、社會環
境等，對信念的形塑具有不同面向的影響力。有些父母的信念是一成不變，但有
些人則是不斷修正。研究結果突顯學前教育的現象與策略需從社會脈絡去了解與
切入。 

關鍵字：幼兒教育、父母期望與信念、質性研究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家庭對孩子發展的影響，一向是兒童發

展與教育學術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一般來說，社會提供給孩子的教育往往是根

據我們想要給孩子什麼，以及希望他們將來

變成一個怎樣的人而定。不過當為人父母可

能都很重視孩子的教育時，華人父母的自我

期許與付出可謂無與倫比。許多跨文化研究

一再顯示，傳統以來華人父母不分社經階層

與背景，都視提供孩子良好的教育是為人父

母很重要的責任之一（Dandy & Nettelbeck, 
2002；Peterson, Steinmetz, & Wilson, 2003）。
即便到今日，台灣社會的父母仍認為孩子的

教育乃稱職父母的重要職責；許多人費盡所

能期待孩子將來可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不

過值得注意的是，當大部份人對兒女的教育

一直都很看重時，隨著時代的變遷，不同的

父母對於什麼是重要的教育內容，卻逐漸有

不同的認知與觀點。例如劉慈惠（1999，2001）
發現，學齡前幼兒父母在培育孩子的過程中

大致有兩種主要的傾向：其一，由於受到傳

統士大夫觀念根深蒂固的影響，有些人仍認

為學業成就是孩子邁向成功的重要指標；認

為孩子的學習由父母決定，孩子長大之後自

然會明白父母的苦心，在教養孩子的過程中

會以塑造者的角色去主導孩子的學習。其

二，有些父母受到西方社會以孩子為中心之

發展觀的影響，試圖超越傳統文憑主義的潮

流與壓力，會比較從孩子需求的角度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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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這類父母通常退居協助者的角色，看重

孩子情緒與心理需求的發展。上述的研究結

果顯示，雖然家長所抱持的傳統或現代價值

信念並非是互斥的，但不同特質的父母對於

什麼是學齡前孩子重要的學習內容，在態度

與價值觀上抱持不同的優先次序與比重。 
國內針對學齡前幼兒父母對孩子期望的

研究仍非常有限；僅有少數研究者為之（如

王莉玲，1988；張美麗，1985），且多透過問

卷調查，所提供之研究知識較侷限於 what，
對於父母期望背後的 why，則尚無學者以質

性研究的方法去深入了解。因此本研究以深

度訪談的方法，透過探討：一、幼兒家長如

何為孩子選擇幼稚園，其背後機制為何？

二、家長認為對幼兒重要的學習內涵有那

些？三、影響家長想法的主要因素有那些？

等問題，剖析兩所幼稚園家長對學前幼兒的

學習期望與信念。 

貳、相關文獻探討 

一、父母期望與信念的形成 

綜覽教養相關文獻，學者的研究基本上

依循三個主要的方向：父母教養孩子邁向社

會化所持的目標與價值體系、父母為達其教

養目標所使用的教養方式、父母在教養上對

孩子所持的教養態度（Darling & Steinberg, 
1993）。而其中父母的教養態度、價值觀以及

父母自我陳述的教養行為可以綜合歸納為

「教養信念」（Schaefer & Edgerton, 1985）。
父母的教養期望及信念如何形成呢？學者指

出，父母在教養孩子的過程中會發展屬於自

己的教養理論（Lawton & Coleman, 1983），而

在說明父母教養理論的起源與成形上，主要

有兩個模式（Goodnow, 1988）：（1）文化建構

模式—認為父母的教養信念主要是來自於文

化的影響，因此教養信念在跨文化之間的差

異會遠大於同一文化之內的差異；（2）自我

建構模式—認為父母的教養信念主要是由於

個人直接的經驗而形成，因此即便在同一個

社經或文化族群中，教養信念會因人而異。 
長期以來這二種教養信念的建構模式各

有實證研究支持其論點。例如 Stevenson、
Chen 和 Lee 等人（1992）的跨文化研究顯示，

父母的期望在孩子學業成就上扮演很重要的

角色，而不同文化之父母對於什麼是有助於

孩子學業成就的因素，具有很不一樣的看

法。例如「後天努力與天生能力」之於學業

成就上，美國白人父母認為兩者一樣重要，

而華人父母則認為前者比後者來得重要許

多，而其對孩子的學業期望也遠比美國父母

高。Stevenson 等人（1992）指出，華人父母

普遍認為自己對孩子的學習具有影響力，也

願意付出心力來幫助孩子的學業成就。英國

學者 Ran（2001）也有類似的發現──英國

華裔父母對孩子在學習上較著眼於微觀面

向，看重準確性及分數的完美性，較專注在

孩子的學習結果及其弱勢面，並重視設法補

強之。反之英國白人父母及教師則較著眼於

鉅觀面向，強調孩子問題解決能力及嘗試錯

誤，較專注於學習過程，從肯定孩子已有的

成就上去鼓勵之。類似 Ran 和 Stevenson 等

人研究結果反映，中西文化社會父母對孩子

發展與學習抱持不同期望與信念之研究，昔

今一直都有學者提出（如 Bond & Hwang, 
1986；Furnham, Rakow, & Mak, 2002；Gardner, 
1989；Peterson, Steinmetz, & Wilson, 2003），
這類的研究都反映與支持了父母信念與期望

源自文化建構模式的真實性。 
反之，在同一文化之內探討父母信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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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亦不乏其數，學者發現文化雖然對於教

養影響甚為深遠，可是它並不是唯一的因

素。Bronfenbrenner（1979）指出，個體之信

念與價值體系受到多層次情境因素交織影響

而成。許多實證研究發現，父母信念的差異

不僅存在跨文化之間，也存在任一文化之內

（Triandis & Brislin, 1984）。多年來學者從諸

多不同的角度切入，去探討造成文化之內父

母教養差異的可能因素，其中包括社經地

位、父母的性別、孩子的特質、專家學者知

識、個人社會網絡等。其中長期以來社經地

位可謂備受矚目，許多研究證實社經地位對

於父母教養信念、行為有很大的影響（余安

邦，1991；李鴻章，1999；朱瑞玲，1998；
劉慈惠，2000；Brofenbrenner, 1958；Gecas, 
1979 ； Hess, 1970 ； Kohn, 1969 ； Lareau, 
1989）。時至今日，國內學者 Yi, C. F. Chang 
和 Y. H. Chang（2004）針對國一學生及其父

母的家庭價值觀代間傳承的訪談研究中仍發

現，白領階層和勞工階層父母價值觀的差異

與 Kohn（1969）的理論相呼應；父母的工作

及教育程度深深影響其價值信念。另有學者

發現，個體的教育程度影響其教養觀及兒童

發展觀的形成，例如在西班牙，Palacios
（1992）以開放式問卷探討父母對幼兒社會

化及幼兒發展的看法時發現，教育程度較高

的父母對新的觀念接受度較大。中外一些針

對專家學者知識（expert knowledge）的研究

有相似的發現：教育程度高的父母較願意接

受教養新知，也較願意調整與改變原先的想

法（劉慈惠， 2002；Clarke-Stewart, 1978, 
1984；Harkness, Super, & Keefer, 1992），其

藉以交換教養資訊的個人社會網絡通常也較

為緊密和頻繁（Cochran, 1993），這些因素交

織影響進而造成文化之內父母教養信念差異

的來源。 
以上引述的研究反映父母信念自我建構

模式理論的真實性，因此在探討與了解個體

信念形成時，自我建構和文化建構模式都各

有其效度與用處，二者並非互斥；實為互補，

接受兩個理論模式比單單執著於任一模式，

更能幫助我們了解父母如何統整來自不同方

面的影響 ，形成其特有的信 念。正如

Bronfennbrenner（1979）的文化生態理論所

陳明的精意：文化因素雖然對於個人信念的

形成有很深的影響，可是它並非是絕對與唯

一的因素；當個體日常生活的範圍、本質與

特性有所不同時，其信念亦會隨之而有所不

同與轉換。再者文化本身也是機動的，會不

斷的變遷（Harkness et al., 1992）。因此雖然

鉅觀環境對個體信念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影

響，然而因著個體所處其他體系的差異與交

織作用下，同一文化之內的父母在信念上應

會呈現不同面貌的轉換與變遷。 

二、學前幼兒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期望與
認知  

信誼基金會（1987）的調查顯示，89.9 %
的幼稚園把原本一年級的讀寫課程提前到幼

稚園中教授，這個現象反映，父母透過幼稚

園對學前幼兒讀寫算能力的深切期望。雖然

教育部三聲五令要求幼稚園不得教寫字，卻

仍擋不住社會潮流與父母期待壓力下所帶動

的風氣。這樣的趨勢過了二十多年後的今

日，雖略有改善，但整體上似乎並未有太顯

著的變化。盧美貴、蔡春美、江麗莉及蕭美

華（1995）指出，在台灣 77.4 %的幼稚園其

課程的進行主要是依賴簿本及教材；這樣的

教學方式基本上以訓練幼兒讀寫算能力為目

標。近幾年完成的全國幼教普查報告（教育

部，2002）亦顯示，無論公、私立幼稚園，

依賴坊間教材的情形仍普遍存在，而其中私

立幼稚園使用的狀況明顯比公立者偏高許

多。這樣持續存在的社會現象反映了一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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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無法忽略的事實：學前幼兒的讀寫算能力

仍是時下不少家長面對孩子即將上小學時很

深的關切與擔憂。以我國學齡前幼兒就讀私

立幼稚園的比例是公立者三倍左右（教育

部，2002）的事實來看，在多數家長仍十分

在乎幼兒讀寫能力的訓練下，幼稚園在課程

上順應趨勢，力求滿足家長需求的現象，私

立幼稚園的壓力很明顯地遠大於公立幼稚

園；不少私立業者表示，為了生存，他們不

得不在教育理念上做妥協。正如學者（江麗

莉、鐘梅菁，1997；Chieng & Chuang, 1997）
針對幼稚園教師困擾問題的研究亦發現，幼

稚園課程普遍偏重認知性的讀寫算，使得教

師在教學上無法按照師院所學的理念去設計

課程；不少幼兒老師表示對於自己在課程中

強調讀寫是出於現實的無奈，雖然他們並不

認同這樣的教學模式。劉慈惠（2000）針對

幼稚園家長和老師對幼兒學習期望的問卷調

查研究亦發現，當只有 6%的老師認為教導幼

兒讀寫是重要的任務時，家長贊同的比例卻

高達 46.5%。由此可見在家長的期望與幼稚

園的教學方式之間，存在著交織而難以分離

的因果關係--學前教育機構承受與回應來自

家長需求與期待的壓力，而家長之所以對幼

兒抱持如此的教育期望，很大部分則是受到

傳統以來我國文化社會大環境潮流的影響，

正如學者（劉慈惠，1999，2001；Liu & Chien, 
1998）的研究指出，台灣社會至今仍普遍存

在的升學壓力，對許多學齡前幼兒的家長帶

來很大的影響與壓力。 
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即便身

為開放教育先驅之一，強調以孩子為學習主

體的教育模式與理念不斷推陳出新，不過時

至 21 世紀，在教育上也仍然受到現實壓力及

理想之間的掙扎與衝擊，例如布希總統於

2002 年宣布的重大教育法令〈所有孩子不落

後〉（“No Child Left Behind”），即是為了

確保及提升美國學童學業的競爭力，在該法

令中明示：「所有的孩子進入幼稚園時，必須

具備日後順利學習所需要的語言、認知及閱

讀等能力」。讀寫基本能力之於美國社會的衝

擊如此，何況是我國傳統以來「萬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高」的價值觀影響甚深，對學前幼

兒父母在抉擇之間可能是一個更真實與相當

大的挑戰。 
就上所論，幼兒的學習重點會受到家

庭、社會與文化因素交織之影響而有不同的

形塑與變遷。在台灣，隨著西方以幼兒為中

心的兒童發展相關教育理論影響的與日俱增

（光佑文化編輯部，1996），有些父母對於學

齡前階段的學習期望可能有了異於傳統的態

度；而這樣的教育觀也普遍是學前師資培育

機構傳達給準教師的主流觀點（Lin, Gorrell, 
& Silvern, 2001）。近些年來這樣的教育觀，

在台灣學前實務界有漸漸萌生發展的趨勢，

有些幼兒園試圖超越傳統社會強調智育發展

的主流觀點，在課程上秉持開放教育的精

神，課程的進行完全以幼兒學習為本位（佳

美幼稚園，1995；師大附幼，1996；葛小嫻，

2000），有些原本強調讀寫算的幼稚園力圖在

課程上作大幅度的變動與轉型（劉慈惠，

2005；簡楚瑛、林麗卿，1998）。雖然整體來

說，以孩子為中心的教育觀在私立幼稚園中

仍是少數，但這些園所的存在提供了對學前

教育抱持不同期待的家長可能多了一些選擇

的空間。 

參、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資料擷取自研究者國科會專案 研究的一部分，該專案以教育民族誌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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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透過參與觀察、訪談及文件蒐集等，

於 2001 年 9 月至 2002 年 6 月進行一學年的

資料收集。研究對象以新竹市公、私立各一

所幼稚園為全景，但焦點分別選定各園中的

一個大班。研究者及助理平均每星期到各園

進行焦點班級之教室觀察一次，園方舉辦與

研究主題有關之各式活動，研究者幾乎都會

參加，以利深入了解在不同互動情境中與本

研究相關的議題與概念如何被建構和詮釋。

除了觀察之外，研究者訪談了園長、焦點班

級教師及家長（每園六至八位）。受訪的家長

主要是透過給「家長的一封信」中覓得，與

主要受訪對象至少進行一次面對面，長約 1
個半小時的錄音深度訪談，並轉譯為逐字

稿，配合參與觀察的機會共進行了 53 次的隨

機閒聊。此一研究專案的發現將分多篇論文

呈現，於此研究者先抽取家長期望的部分，

來做為深入了解學前親師互動與合作多元面

貌與不同詮釋的前奏曲。本篇論文因著重於

家長信念與認知的探討，故研究資料主要來

自整體研究中的訪談資料，並輔以部分觀察

資料的檢證。本研究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是一

個不斷進行與循環的過程，每次退出田野之

後，研究者都會撰寫研究手札以利後續的分

析。在資料的分析上主要透過反覆的閱讀研

究資料，試圖從中了解與研究主題相關所呈

現的圖像，並找尋浮現的主題及進行編碼，

在分析的過程中不斷問自己：這樣的編碼及

所歸納的研究資料是否幫助我了解參與對象

的想法（Graue & Walsh, 1998）？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隨著社會、家庭結構的變遷與婦女就業

的提升等因素，高達 96%的學齡前幼兒會進

入學前教育機構就讀（教育部，2002），因此

幼稚園與家庭成為形塑孩子學習的重要搖籃

與推手。學齡前幼兒應該學些什麼？對這階

段的孩子什麼是重要的？這是不少學齡前幼

兒父母心中常有的疑問。父母如何思考這個

問題是否影響他們選擇幼稚園時的決定？不

同教學型態的幼稚園滿足了不同家長對孩子

不同期望的需求嗎？本研究中的兩個幼稚園

在性質與型態有諸多差異，各有其特質與信

念，從某個層面來說，這兩個園的特質或許

多少反映了現代社會潮流下學前幼兒家長的

不同需求與心聲。 

一、家長期待幼兒學些什麼？－私立果
子園篇 

果子園成立於 1995 年，位於市中心巷道

住宅區內，園舍為一棟兩層樓的建築，左側

是鋪著人工草皮的戶外遊戲場，沿著矮牆種

著高高的樹，與周圍的住家區隔開來。室內

走道鋪著木質地板，一樓中堂為開放性空

間，通常園方將之佈置為幼兒藝術作品展示

區，左側有兩間小班教室，右側一進門為行

政辦公室，緊鄰著的是開放式的圖書室和一

間綜合活動教室，上了二樓有四間中、大班

的教室。園所整體給人的感覺是乾淨、幽雅，

家長對於這樣的環境品質大都給予很高的評

價。果子園共有六班，約有 180 個小朋友，

12 位老師中一半為合格教師。園方的幼兒除

了來自附近社區之外，也有搭乘娃娃車來自

其他區域。幼兒在園時間為早上八點至下午

五點三十分。園方未設有家長會的組織，園

內任何的教學活動及事務皆不麻煩家長，園

務運作皆由負責人、主任及行政人員負責。

果子園的負責人兼園長高先生原本從商，但

是由於對於教育及社區關懷具有興趣與熱

忱，所以在太太（方主任）投入幼教後的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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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加入行列，積極進修幼教相關知能。

園內聘有一位專任的教學何主任，在園方所

製作、發給家長的家長手冊中，陳明其經營

理念為透過發現學習，以統整教學的方式，

達到幼兒全人發展為目標。基本上來說，在

教室觀察過程中，我發現果子園的課程結構

性高；每天都有固定的上課時段和課程表，

各班老師雖擁有一些自主的教學空間，但整

體來說，在每一學期中各班各科的教學需要

朝著園方事先設定的進度與目標努力。 

（一）家長為什麼幫孩子選擇果子園？ 

根據方主任，他們的老師從來不需要去

招生，家長都是經由口碑相傳，慕名而來到

園方，因為這裡畢業的孩子給人一般的評價

是：「很有禮貌、在小學的功課大部分都很

好。」方主任認為那樣的評價是辦學這麼多

年最大的欣慰之一；每當在路上遇到以前畢

業的學生家長，他們會跟她說：「謝謝妳，我

們的孩子在果子園學到很多東西，所以現在

在小學的表現很好。」 方主任對果子園辦學

成效的自信心，的確反映在研究者所訪談或

接觸到的一些家長中，而紀照元的媽媽是其

中最明顯的例子之一。 

（二）口碑相傳—為孩子贏在“起跑點” 

紀太太有兩個兒子，和先生兩個人都是

高中畢業，原本在工廠上班的她，生了老大

照元之後，因為希望全心陪伴孩子成長，毅

然辭去工作，在家專心帶孩子。這個決定並

不容易，因為先生的收入不高，再加上房屋

貸款，經濟壓力很大。不過由於夫婦兩人都

深深覺得自己就是因為沒有受很高的教育，

以至於現今只能靠勞力賺取微薄薪水；不像

紀太太的兄弟因為大學畢業，可以穩坐白領

階級勞心不勞力的工作。這樣的成長經驗使

得紀太太深深感受到「學歷」好重要；她的

心聲反映了教育是改變社會階層、提升經濟

品質重要途徑之觀點（Smith, 1992）。他們把

「孩子，我要你比我強」的希望寄託在照元

身上──希望他能從學齡前就奠定好學業基

礎。為了達到目標，夫婦倆商量的結果，決

定由先生兼兩份工作，白天送報紙，晚上送

貨，太太則在家全心協助孩子的學習。對孩

子的學習抱持高度期望的紀太太，之所以選

擇果子園正是在朋友的推薦下慕名而去。雖

然果子園的學費與附近其他私立幼稚園相較

算是稍高的，對紀家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可

是為了給孩子打下好的基礎，他們決定咬緊

牙關，縮衣節食，讓孩子去唸心目中的名校。 

（三）「師資合格與否」家長並不關切、不了解 

當研究者問紀太太當初決定讓孩子就讀

果子園時，除了因為園方風評不錯之外，是

否有了解園方的課程和師資狀況呢？紀太太

搖頭說：「沒有耶，因為很多人都說那裡很

好，我從來沒想到要問。」紀太太對果子園

口碑相傳的信心，以及對園方師資狀況絲毫

不好奇的情形，也是絕大多數我在園方親子

活動中隨機接觸到的家長的心態。在個別和

何主任及方主任談話中，她們也都表示：家

長帶孩子來參觀時，幾乎沒有人問過師資方

面的問題；家長通常都比較關心：孩子在園

裡可以學到什麼？果子園並非所有教師都合

格，但是由於課程結構與上課型態滿足了多

數類似紀太太擔心孩子輸在課業起跑點，但

也重視孩子生活常規教育之家長的需求，因

此招生狀況一直很好。對於這樣的經營型

態，對教育滿懷想法的高先生來說，是在理

想與台灣大環境競爭激烈的潮流現實之間不

得不的一種妥協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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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讀寫算能力的需求－家長看法同中有

異，異中有同  

雖然果子園在課程的設計與安排上考量

了家長對幼兒讀寫能力訓練的需求，但與其

他一些專以讀寫為考量的私立幼稚園相較，

果子園是教、寫沒那麼多的學校。方主任表

示，有少數家長曾因覺得果子園教、寫的不

夠多，而在孩子讀大班時轉到其他私立園就

讀，不過辦園以來絕多數家長對園方都很肯

定，覺得園方能兼顧幼兒讀寫及與其他生活

方面的教育。雨弦媽媽是其中一例，她高中

畢業，從事兒童圖書的銷售工作，在幫兩個

孩子找尋幼稚園的事上，花了很多心思打

聽、比較。雨弦哥哥目前上小學一年級，之

前唸過另一所教、寫很多的私立幼稚園，後

來因搬家之故必須換學校，經由朋友的推薦

及諸多比較之後，她覺得果子園似乎是考量

孩子多方面需求下較為均衡的選擇，因為雖

然她很在乎孩子讀寫的訓練，但是覺得其他

方面的學習（如生活教育、人際關係、人格

等）也很重要，而這正是老大所缺乏的。因

此當老大在果子園唸了很滿意後，老二也進

入果子園。雨弦媽媽談到為孩子選擇幼稚園

時，透露了家長對園所課程特質的詮釋會受

到先前相對性經驗的影響，以及對課程實質

並不甚其解的現象：  

後來因為搬家我就到天天幼稚園，可是它

比較屬於那種填塞式，後來一直打聽，打

聽到果子園，他們說果子園是用啟發式引

導的方式，我有朋友啊在當國小老師，我

參考他的意見，覺得真的很不錯，(研究

者：妳覺得果子園它的特色是什麼？)…孩

子能夠自主學習、自動學習，比較獨立式

的教學法，東東幼稚園的教學法比較是填

塞小學的東西，我覺得引導的方式各有利

弊，填塞的未必也不好，我老大基礎打得

很好，上一年級我覺得好輕鬆喔。不過他

比較沒信心，會的也不敢表現出來。那雨

弦的話，她要表現什麼就會表現，因為我

看過果子園教學觀摩，即使她不會，老師

一問她還是舉手。 

學前階段要學多少讀寫算才能使孩子上

小學後課業不會令人擔心呢？針對這一個問

題，家長有不同的想法。對果子園多數家長

來說，園方所安排的讀寫算課程是恰如其份

的，對極少數家長而言，讀寫份量多少都無

所謂（例如簡升媽媽），或者甚至覺得有點多

（例如小義媽媽），但是對某些家長來說，可

能是仍嫌不足的（例如家琪媽媽）。不過當家

長選擇幼稚園在乎的因素不只一個時，有時

為了配合本身資源的限制或最須優先考量的

需求，家長在園方某些狀況並不盡如己意

時，往往會做出最合乎自己重要需求的選

擇。例如家琪媽媽具有碩士學位，在一科技

單位擔任主管，先生在台北工作，只有週末

才回來，家琪媽媽由於工作忙碌，加上就近

並無親人協助，平時家琪上下學的接送都只

能交給保姆照料，而家就在果子園同一條巷

子的她，自然而然選擇了對職業婦女最為省

事的果子園。雖然她也聽說果子園畢業的孩

子上小學後成績都不錯之口碑，但是由於她

十分看重課業成就，她比較了目前唸高中的

老大早年就讀的私立幼稚園所教的讀寫算份

量，認為果子園在這方面提供的學習並不很

足夠。為此她曾經向園方反映過，可是方主

任覺得讀寫方面的課程份量已足夠，沒有再

強化的必要。家琪媽媽在考量自己工作時間

較長，無法把家琪轉到其他教的更多，但較

遠的私立園，她的應變之道是，私下再買一

些自認不錯的讀寫教材及練習本，下班後幫

女兒補強。在果子園類似家琪媽媽高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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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業期望的家長在家長座談會也有所見，

他們對孩子學習上的期望反映了，在台灣社

會中，家長教育程度及社經背景之於教育觀

開放性的相關度，並不如西方社會那般具區

隔性；受過高等教育的家長仍可能抱持傳統

社會的價值體系，看重孩子以反覆練習的方

式習得讀寫的技能。談到選擇幼稚園的考量

時，家琪媽媽談到她在期望之間的折衷之道： 

我當初是選擇學校比較大、比較近的。因

為果子園蠻有規模化的。但是在教材方面

可以採用 XX 出版社的…果子園的教本老

實說比較簡單。你看像這樣子只有單一的

字[她把果子園的練習本拿給我看]，能夠加

強孩子的記憶嗎？…我覺得家琪跟哥哥比

起來，哥哥學的很好，因為以前那個學校

很著重認字和數學，所以我就去買了很多

不是幼稚園的教材給家琪做。 

在談到對學齡前孩子的期望時，果子園

家長大部分都會主動提及讀寫算。基本上來

說，在這些家長的理解中，幼兒學習的期望

似乎無法不和讀寫算的預備畫上某種程度的

等號，因為不論是源自主觀的想法、經驗，

或是經由周遭朋友所得到的資訊，都讓他們

深深覺得──「如果孩子在幼稚園階段沒有

把讀寫算學好，課業的落後會使得孩子一上

小學就輸在起跑點。」在果子園的研究過程

中，除了極少數的家長之外，這樣的擔心與

關切，在親師座談會、家庭聯絡簙、教學開

放日等場合都可以深深感受到，不過家長的

擔心是有著程度上的差異的。在所接觸的家

長中，照元媽媽是屬於非常擔心的類型，她

的擔憂與牽掛是那般的深，談著談著眼眶都

紅了： 

現在社會腳步很快，我怕孩子若在這方面

沒有學好會很吃虧，真的不能讓小孩子輸

在起跑點…可能我就是輸在起跑點，所以

我會對小孩子要求比較嚴格…因為學校是

蠻現實的，你成績一不好，他[老師]就把你

列為不好的學生去，會引起小孩子求學的

自 信 心 ， 我 怕 會 影 響 到 小 孩 子 的 學 習 過

程，真的會很擔心 [哽咽]。 

與果子園家長談話的過程中，我發現周

遭親朋好友、鄰居等人的經驗對他們如何思

考與預備上小學之後的狀況有著不可忽略的

影響。例如雨弦媽媽聽朋友說：「有些小學一

年級的老師開學第一天，就會問：『注音符號

還不會的舉手？』而舉手的小朋友往往就會

被編在同一排。」她覺得雖然並不是所有一

年級的老師都會如此做，可是這樣的現象畢

竟存在，如果不幸碰到，孩子一上小學就被

老師期待「注音符號都要會」，在這種情形下

父母很難沒有壓力。她認為在現實環境中，

父母是很矛盾的，因為雖然教育政策上一直

宣導幼稚園不宜寫字，可是從現實狀況看

來，孩子如果在幼稚園不養成寫功課的習

慣，上小學後就會輸在學習的起跑點。她對

現實的詮釋反映，傳統以來「望子成龍，望

女成鳳」的心情及士大夫的觀念，至今對某

些家長來說仍是那般真實： 

其 實 現 在 作 父 母 的 都 會 怕 孩 子 輸 在 起 跑

點，其實[父母]是很有壓力。我覺得讓孩子

自由發展，那是不可能的，…說不要跟人

家比較，可是我有時候很矛盾喔，說不要

比較，可是你還是會要求他都要做好這樣

子，覺得別人可以做這樣子，你為什麼不

行？…政府一直在推動說幼稚園還不適合

寫太多，可是我不覺得，我覺得大班已經

可以寫很多了。 

果子園家長對讀寫算之於進入小學的關

切，在第一學期九月中所舉辦的大班家長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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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會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當晚家長的出席

率非常的高，整個會堂坐的滿滿的，正如方

主任會前很有信心地告訴我的：「每一年大班

家長的出席率都相當不錯！」這反映出家長

對孩子即將上小學之前一年在園裡的學習十

分關切。在歷時約一小時的團體座談會中，

大部分時間由主任向家長說明園方的教學方

式，內容多著重在學業相關等認知性方面的

學習，例如認字、兒歌、教材、注音符號、

數學、美語等教些什麼以及如何進行。從園

方所構思的家長座談會內容，反映了家長對

大班幼兒讀寫算學習的深切期望與關切，例

如何主任在座談會中談到了注音符號的教

學，也傳達希望家長在家可以幫忙幼兒複習

以強化園中所學的知能： 

注音符號我相信也是各位家長最關心的一

個問題。…我們把這三十七個注音符號分

上下學期兩個部分，每週注音符號有三堂

課，裡面有兩堂課是教新的注音符號，第

三堂課做複習的工作…在這三堂課中我們

會讓孩子知道注音符號怎麼寫，讓孩子確

實知道他們學到的注音符號，所以家長不

用擔心。家長基本上的工作就只要在家把

每週教的有時間給予複習就好了。 

在隨後各班的家長座談會中，果子班裘

老師除了談到她對孩子生活教育的重視與要

求之外，大部分時間仍偏重在進一步向家長

說明果子班會如何進行注音符號、認字與筆

順的教學等。雖然主任及帶班老師在說明這

些議題的同時，一再強調讀寫算並不是幼小

銜接的全部，希望家長不要太過於著急和擔

心，但對大班家長而言，與課業相關的學習

似乎還是他們對孩子學習最重要的關切點。

因為即使整晚園方大部分的時間都已花在說

明與讀寫相關的議題上，在果子班座談會快

結束時，最後一位發言的爸爸所提出的問題

仍擺脫不了他對孩子學習拼音的焦慮和困

惑： 

我想請問一下，注音符號的單音，是要兩

個注音符號的單音拼起來，還是…？我們

以前是「ㄏㄨ  ㄚ」花，但是現在新式教

學是「ㄏ ㄨㄚ」花，那拼兩個單音起來是

下學期會教嗎？不知道是照我們以前傳統

的？還是照新式的？ 

整體上來說，果子園的負責人在考量現

實與教育理想之間，在辦學上仍然期望能兼

顧幼兒其他方面的發展需求，因此比起其他

一些專以讀寫算為主要訴求的小學先修班式

私立幼稚園來說，是教的不夠多，寫的不夠

早的。談到讀寫算的議題，方主任認為，受

到台灣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大部分的家長都

會擔心孩子，所以在課程安排上有其必要

性。她的想法是：孩子在幼稚園學習了，可

以減少上小學後的挫折感，但是也不能過度

強調，否則會讓孩子失去了學習的興趣。面

對有些家長以「有些學校中班就開始教了」

為由，要求園方再提早一些教、再多教一些

的期望，方主任通常都是想辦法和家長溝

通，希望家長不要對讀寫算太過擔憂，而能

也看重孩子其他方面生活能力的培養。 

（五）老師的愛心與耐心吸引家長 

果子園的口碑除了在於對孩子讀寫能力

的訓練、生活人格教育的重視之外，還包括

老師的愛心。在多數果子園家長的觀念中，

老師的愛心似乎是比合格與否更具說服力與

重要性。幼稚園家長對於幼兒老師愛心特質

的期許，在西方社會也有相似的發現（Graue, 
1993）。我所接觸到的果子班家長對裘老師之

於孩子的愛心與耐心多誇獎有加，其中尤以

天勝媽媽感觸最深，雖然她也是在別人的介

紹下來到果子園，但她來到果子園的原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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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課程，而是聽說老師很有愛心。天勝

媽媽選擇果子園的歷程，也突顯私立幼稚園

吸引家長的另一個可能面向。 
一個無助的媽媽求助於園方。天勝是家

中的老大，有一個小他兩歲的妹妹，也在果

子園就讀。天勝的父母都曾留學美國，回台

後媽媽從事會計工作，爸爸是工程師。和天

勝媽媽的見面是在多次電話聯繫、更改日期

之後，終於在某日下班的晚餐後約在麥當勞

二樓見面，天勝跟著媽媽一起來，手裡拿著

機器人玩具。媽媽說本來是想一個人來的，

但因不放心把他單獨留在家中與爸爸共處，

所以不得已把他帶著走。在訪談過程中，天

勝在一旁玩著他帶來的玩具，隨著我們的對

話，天勝媽媽談到這個孩子的學習過程，數

度落淚、哽咽不已。原來天勝從小堅持度很

高、情緒很不穩定，教養過程非常辛苦，而

先生的管教很嚴厲，總是以大人的想法與標

準要求天勝，動輒打罵的結果使得父子關係

一直都很緊張，夫妻倆經常為了天勝的管教

方式差異起衝突。不過由於先生的強勢與不

退讓，造成她常常必須在孩子與先生之間收

拾不知如何是好的殘局。另一方面天勝在學

校與同學之間的衝突總是不斷，經常不得不

以轉學收場。在唸果子園之前，天勝已經換

過三個學校，教過他的老師視他為頭痛人

物。對於天勝學校生活的適應不良，媽媽一

方面感到難過與無助，一方面也十分心疼孩

子。透過朋友的介紹，知道果子園這個學校，

就想何妨姑且一試。一年多來在裘老師愛心

與耐心的引導下，她覺得天勝在情緒控制、

人際關係上都進步很多。面對這樣特質的孩

子，對她而言，學校是否教孩子認字、寫字

等技能，一點都不重要，是老師對天勝的包

容與用心令她十分滿意。因著天勝在果子園

的人際與行為的成長，老二也進入果子園。

天勝媽媽回憶起那段尋尋覓覓、不知何去何

從、心力交瘁的日子，娓娓道出了她對果子

園老師愛心的深切感激： 

市場那邊有一個幼兒成長教室，天勝在那

裡適應得不是很好，有一天我去接他，他

在一個小教室裡面丟東西，好幾個大人在

看著他，可能又是被罰站，我好心疼，他

們說拿他沒辦法…後來劉老師介紹我果子

園，我想說既然有老師這樣推薦的話，去

那裡碰碰運氣，說不定會找到比較適合的

老師。…還有之前婦產科的夫人說她女兒

在那裡念過，好像不錯，我想說就碰碰運

氣，說不定他能適應。果子園雖然不大，

但 蠻 溫 馨 的 … 我 覺 得 在 果 子 園 是 跟 對 老

師，我蠻感謝裘老師，天勝跟她蠻合得來

的…他很喜歡裘老師，他讀過的幾個學校

帶得動他的好像只有裘老師，大概是[裘老

師]能夠堅持原則，能夠鼓勵他，提高他的

學習慾望，降低他的挫折感。 

（六）對公立幼稚園印象不佳是部分家長選擇

私幼的原因之一  

對有些果子園的家長來說，公立幼稚園

給她們的感覺不是很正向，這其中的認知包

括：公立幼稚園的工作是鐵飯碗，老師在教

學上比較沒有私立幼稚園老師認真、有愛

心，孩子學到的東西比較少，上小學後課業

的銜接難等。高中畢業的雨弦媽媽是其中的

一個例子，雖然她強調個人對公立幼稚園的

經驗是很片面的，不能以偏概全，可是這樣

的認知誠然影響了她為孩子選擇學校。從雨

弦媽媽的談話中可以發現，不少家長在孩子

學齡前階段十分看重讀寫能力的訓練與預

備，公立幼稚園正常化的教學往往給予某些

家長一種刻板認知的誤解：如果孩子讀公

幼，上小學後在課業上會很吃力！考量現實

環境壓力的家長，如果再加上對公幼有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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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接觸經驗，很自然而然地會捨較為便宜

的公幼，而選擇收費較高、但能滿足其特定

需求的私幼，因為不少家長覺得為了提供孩

子一個他們認定好的教育環境，多花一些錢

是值得的： 

我覺得公立幼稚園不太好，…我也不能一

概而論啦！…它是公家的，老師是上班的

職務，比較沒有私人的那種有壓力、有競

爭，相對的對小孩子的付出就不夠。私立

的話會比較去注重生活，真的去照顧小孩

子 。 … 像 我 的 鄰 居 就 有 一 個 在 某 國 小 附

幼，小孩子說肚子不舒服，竟然沒有[老師]

幫小孩子處理，就打電話給家長來接他回

家，那種照顧讓我感到很心痛，畢竟幼稚

園小班生理方面還不是能夠照料得很好，

需要非常有愛心的老師。…私立的話為了

招生一定會比較注意，不管在教學內容或

是在各個方面的設備，會比公立的好，所

以我寧願多花一些錢，人家說讀幼稚園好

像讀大學一樣，我寧願花這樣的錢，讓小

孩子受到的照顧或是學習應該都會比公立

的好，我個人的看法啦，我相信公立的也

有很多愛心的老師。…在公立我所聽到的

就是教的不是那麼多，最基礎的ㄅㄆㄇ的

認知那些，可是到了小學他很現實的就要

面對那種[壓力]…，他的信心會有挫折，再

加上家長沒有那麼多時間的話，會影響。 

小義媽媽也是因不好的舊經驗而影響選

擇的另一例子；她是高中老師，家中有三個

孩子，哥哥姐姐大小義十多歲，之前都是唸

公立幼稚園，因著對當年老師不甚滿意，在

十多年後的今日面對老三讀幼稚園時，對公

幼的感覺仍停留在過去接觸的不良印象中。

雖然她聽說某國小附幼不錯，但因為還要經

過層層的手續（如報名、抽籤、等公告），覺

得很麻煩，因此仍然不考慮學費比私幼便宜

甚多的公幼。選擇果子園是因她覺得園方整

體環境條件不錯，又近。 

（七）影響家長選擇幼稚園的因素是多重交織

的—環境好、離家近也是家長的考量 

以上的例子反映了，個人的主觀經驗及

對公幼的刻板負面印象，可以根深蒂固地影

響學齡前幼兒家長為子女選擇學習環境的決

定，雖然這兩位家長也都承認所認知的只是

個人經驗，不能以偏概全，不過這也反映了

公立幼稚園潛在問題之一：合格不代表專

業，而專業不一定敬業，如何改變一些人對

公立幼稚園老師的負面刻板印象值得公幼老

師深思。話說回來，家長在為孩子選擇幼稚

園時通常都不只是考慮單一因素；她們可能

同時在乎許多不同的條件，在沒有單一幼稚

園可以滿足所有需求的情況下，家長往往在

綜合考量可能的利與弊、家庭與本身的特殊

狀況下，傾向以對自己最需優先滿足的點為

抉擇依據。例如由於目前的社會中，婦女就

業比例逐年提升，許多幼兒母親是職業婦

女，再加上很多時候接送孩子的責任多落在

母親身上，因此在為孩子選擇幼稚園時往往

也必須配合距離的考量--離家近或者在工作

地點附近。在研究者深度訪談的幾位果子園

有上班的母親中，這一項因素的重要性程度

雖不盡相同，但都是她們考量的諸多因素之

一。 

二、家長期待幼兒學些什麼？－公立種
子園篇 

種子園成立於 1923 年，至今已有七十餘

年的歷史，座落在市中心，園舍是一平房建

築，占地約一千多坪，擁有寬敞的戶外場地。

園中共有八班，皆為全日制：大班 4 班，小

班 3 班及融合班一班，合計約 228 個小朋友，

在園時間為早上八點二十分至下午四點。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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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除了專任園長之外，每一個班級皆有二位

合格老師。幼兒來自新竹市各地，年齡四足

歲之幼兒皆可就讀，由於報名者眾，每年皆

以抽籤方式決定入學幼兒名單。如一般公

幼，園方不提供娃娃車，上下學全由家長自

行接送。園中設有全園家長會（會長、副會

長、財務、文書、活動各一人）及各班家長

會的組織（各班再推選三人為家長會代表），

運作確實；除了協助園務及班級教學活動之

推展外，不定期出版家長會會訊，報導校園

生活、新知介紹和分享。在園方所製作的家

長手冊上，強調園方採用開放教學的理念，

透過主題式教學及不同學習角落的設計，引

導幼兒全人均衡的發展，培養孩子自主、自

動及自發性的學習能力。園方未訂定教學進

度或特定的教學內容；每一學期園方老師一

起討論與決定小班及大班的主題大方向後，

實際進行的教學活動由各班老師自由發展。 

（一）家長為什麼幫孩子選擇種子園？ 

公立幼稚園的學費較之私立幼稚園便宜

許多，任教的老師都是合格的幼教工作者。

這些條件對幼兒家長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誘

因嗎？種子園的家長在為孩子選擇幼稚園

時，其想法很不同於私立園的家長嗎？由於

種子園一來不做宣傳，二來不以特定訴求去

吸引家長，因此每年趨之若鶩的家長是抱持

著怎樣的思維呢？這是我感到好奇的問題。

談到家長如何來到種子園，園長認為家長讓

孩子來唸公立幼稚園有諸多不同原因的考

量，對於經濟狀況不好的人，基於學費便宜，

公幼是他們最優先的選擇，種子園中確有這

樣的家長：送孩子來園裡讀書別無他求，只

因便宜，而自己又需上班。至於對經濟不是

問題的家長來說，其中除了有些與果子園家

長考量相似、與學習無特定關係的原因（如

離家近、環境不錯）外，他們在為孩子選擇

幼稚園時，在主要的想法與期待上有別於果

子園家長。 

（二）抽到了就讓孩子唸看看 

在接觸種子家長的過程中，研究者發覺

有一些家長將「讀公立幼稚園」視為市民的

權利，因為學費便宜，師資不錯，認為在這

樣的前提下，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有一定的水

準。不過一般來說，位在市區的公立幼稚園

由於報名人數往往因太多，都需抽籤決定，

對於能抽中籤的家長總覺得是一件很幸運的

事，因為並不是想要唸就可以唸。種子班有

些家長就是抱著「姑且試試運氣」的心態而

入園。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有一些家長在抽

中籤後卻會有所掙扎：「要不要真的讓孩子去

唸？還是放棄算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矛

盾呢？與不同家長接觸時才發覺其中的原因

居然都是一樣的，而且也正是不少果子園家

長風聞的傳言之一：「聽說公立幼稚園什麼都

不教，孩子上了小學會跟不上。」，而這裡所

謂「什麼都不教」指的是傳統認知中的讀、

寫、算，這似是而非的傳言也正是果子園有

些家長在家庭經濟不甚理想的情況下，為了

怕孩子“輸在起跑點”，再辛苦也要把孩子

送到私立幼稚園的原因。一開始會擔心孩子

唸公幼會導致學習落後的這類家長中，君君

媽媽是受此傳言影響很明顯的例子之一。 
君君媽媽和先生都是高中畢業，君君上

面有兩個哥哥。和周遭的親友一樣，他們對

孩子的學業抱著深切期望，所以老大（五年

級）、老二（三年級）以前都是唸很強調讀寫

算的私幼，上了小學後在課業上雖然沒什麼

問題，但是由於個性都很內向、膽小，讓他

們一直很傷腦筋。經過兩個孩子的教養經

驗，面對君君的教育，他們開始思索或許做

不同的嘗試。不過在考慮的過程中是很掙扎

的，因為周遭親友對種子園的評價都是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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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學不到東西，上了小學跟不上，

老師會很排斥，小孩子也會很痛苦」。她徘徊

在孩子的課業及人格發展之間，不知該如何

是好？似乎顧此就失彼。後來她想：就讓抽

籤來決定吧！沒想到如此的放手一搏，倒使

得君君媽媽有了百聞不如一見的領悟，不但

釐清了外界對種子園的傳言並非屬實，後來

竟也逢人就替種子園宣傳，而且也成了種子

班重要的義工媽媽之一。她的改變與投入是

因看到君君上學後逐漸變的開朗、活潑、敢

於表達自己想法等具體可見的人格成長，這

些都是在哥哥身上沒有的，而種子班生動有

趣的諸多教學活動，使得她大大修正了對孩

子學習的期望，她不再擔憂孩子上小學後的

讀寫問題，她後來甚至說服了小姑也把孩子

送到種子園「好好玩一玩」： 

那時候說實在的我也考慮要不要放棄不讓

她讀，因為接收太多有關種子園負面的消

息，後來我想就讓她讀看看，[如果]有像外

面說得這麼差就轉學…。後來碰到的老師

真 的 很 好 ， 數 字 和 注 音 都 在 無 形 中 帶 進

去，讀了一學期學到了很多學不到的基本

禮儀，我就讓君君繼續讀下去了。（研究

者：你覺得君君在種子園你覺得最大的收

穫是什麼？）她原本很內向不敢表達，現

在變得比較外向活潑。她在家裡最小，以

前表達能力不是很好，遇到很多事情都不

敢講，遇到事情她頭就低下去，慢慢的就

不會了，回到小孩子原本天真的一面。像

我先生大姊那邊的幼稚園只收大班的，教

什麼一堆東西，我說你讓他去讀[種子園]，

結果她也覺得小孩子變得很快樂。…我覺

得知識可以慢慢的累積，不一定要在幼稚

園階段都學會。 

（三）欣喜孩子獲得讀寫技能以外更重要的人

格及人際成長  

君君媽媽的例子說明了有些家長的教養

在經驗的累積下會逐漸修正；父母對孩子教

育的期望與看法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會

隨著經驗而改變與調整。一般來說，為孩子

選擇某類型的幼稚園，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

父母對孩子某特定能力的期望與價值信念。

在台灣整個大環境似乎普遍重視學業成就的

社會潮流中，讓孩子讀公立幼稚園，父母會

面臨的一個最大困惑和不安有些是相似的─

─孩子上小學後會在課業上有銜接的困難？

面對這樣似乎形成一股社會風氣的困惑和不

安，一般家長若在經濟能力許可下，似乎很

難逆向思考去選擇一般人刻板認知中“沒教

什麼、都在玩”的公立幼稚園。不過反之，有

些家長比較不受社會風潮的衝擊而動搖，這

樣的家長研究者發現在種子園主要有兩類：

（1）在教養過程中，親身體驗到孩子在不同

學習環境的確帶來不同面向的成長，因而改

變了自己原先的想法；（2）原本對學前教育

的目的就具有清楚的認知，不認為讀寫算是

幼稚園教學的重點，因而不受困惑。在種子

園以上兩類的家長皆有之，君君媽媽和思妍

媽媽的經驗是屬於第 1 類的家長；她們為孩

子選擇幼稚園的歷程可能反映另一些之所以

送孩子讀公立幼稚園的家長心態。 
君君媽媽和思妍媽媽的背景具有多重的

相似性：兩個人都是高中畢業，目前都是全

職媽媽，都是種子班熱心的義工媽媽，原先

都很看重孩子讀寫能力的預備，可是也都因

著教養經驗的累積，以及從孩子身上看到令

他們訝異的成長，而願意調整自己原先的價

值觀。思妍媽媽有兩個孩子，老大唸國小一

年級。一開始面對老大要上幼稚園時，她也

深怕孩子上小學跟不上，也聽說有些小學一

年級的老師會把沒學過正音的孩子另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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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她覺得這樣孩子很可憐，父母也很沒有

面子，因此一開始她想讓老大去唸私立幼稚

園。不過那時鄰居有個孩子唸某私幼，每天

有很多的功課，感覺上似乎學很多東西，可

是後來那孩子居然每天吵著不想上學，這個

情形讓她對是否送老大去唸私幼有了一些遲

疑，後來在誤打誤撞的情況下抽到了種子

園。和君君媽媽一樣，抱著姑且試看看的心

理，沒想到老大在種子園適應的很好，學到

很多團體生活的紀律與應對進退的禮儀，雖

然老師沒有刻意教寫字、認字，但她發覺孩

子很喜歡上學，而且在自然情境下也學會了

一些基本認知性的技能，這使得她對老大在

種子園的成長非常滿意，因此對於老二思

妍，她完全不作他想的以種子園為目標，很

幸運地思妍也抽中了。 

我以前也會很擔心、說沒有壓力其實是騙

人的，因為很多人都講說「種子園什麼都

沒有教」。可是當我覺得刻意要讓孩子去

學，就發覺孩子很不快樂，就拿哥哥的經

驗來說，以前都會刻意安排一些課程，後

來就想說放棄算了，可是當我不要刻意讓

孩子去學東西，反而日曆上的數字孩子就

寫得出來。我發覺其實強迫孩子去學什麼

東西是沒有什麼益處，所以就比較尊重孩

子的興趣、意願。…我覺得團體生活很重

要，像我們家樓上的一個小朋友都不太會

叫人，不像我們家哥哥看到人就會說叔叔

好阿姨好，會去主動的去認識去打招呼。…

我覺得種子園很好，覺得沒有必要[在幼稚

園]學那麼多，因為上國小也是要學，沒有

必要讓他一直重複。 

思妍媽媽提到，老大上小學一年級時，

孩子唸私立園的鄰居太太聚在一起時常常喜

歡比較，話題常會繞在孩子讀寫算的能力

上：「我們家小朋友在幼稚園學了很多，上小

學後都不用擔心，學的很輕鬆，因為在學校

都學過了。你們家小朋友怎麼樣啊？」面對

著別人抱著「先跑先贏」的心態，她一開始

也有壓力，但現在比較能有自己的想法，可

以很坦然地告訴自己：「學那麼多有什麼用？

到了學校覺得很無聊，該學的都學過了，我

們家小朋友沒學過，所以會很新鮮，會學的

很用心。」思妍媽媽在聊到孩子的學習時很

健談，舉了很多老大成長過程的例子，來說

明自己目前對孩子學習的態度如何從摸索的

經驗中慢慢修正，這一路走來心態的調整很

不容易，但她很高興自己看法改變了，不過

言談之間她對於自己的看法常會很客氣地

說：「其實我沒有唸什麼書，在教育孩子上也

沒有什麼太多的資訊，這都只是我個人的想

法，不曉得對不對？」  
思妍媽媽和君君媽媽對學前幼兒學習的

態度，引發我們去慎思不少研究發現的刻板

認知：家長的教育程度與對幼兒教育認知的

合宜性成正比；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長會看重

幼兒讀寫能力的訓練。可是在本研究中，種

子園一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長，因看到孩子

在學前階段有比讀寫更重要的成長時，能突

破社會風氣與潮流的影響，選擇周遭朋友、

鄰居認為沒教什麼的公立幼稚園而甘之如

飴。反之，在果子園教育程度高而看重讀寫

能力的家長卻大有人在。因此，家長教育觀

念的合宜性，與教育程度之相關性似乎是不

如西方社會那般顯著，反而家長的學習信念

與期望較之家長的教育程度，是一個更重要

的了解指標。 
基本上來說，種子園大部分家長對孩子

的學習，比較著重在學習態度與動機的培養

上，在思考認知學習的議題時，比較不會只

侷限在讀寫算能力的培養上，或者把這樣的

能力和「輸在起跑點」畫上等號。對他們而

言，孩子的起跑點指的是讀寫算之外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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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象能力，諸如求知慾、學習興趣、好奇

心、解決問題與思考判斷力等。這樣的學習

觀，對種子班小部分的家長來說，是經過一

些轉變的歷程，而對不少的家長來說，則是

在教養的過程中一直都很篤定的信念，這些

家長倒是以受過大學教育程度者居多。以宜

嬌爸爸為例，他以前是國小美術老師，後來

辭掉工作專心創作。他覺得起跑點不能界定

在狹隘的讀寫上，也不擔憂孩子讀寫的問

題，因為這樣的能力時間到了自然就會了。

他認為自己之所以可以如此篤定而不受社會

潮流影響，主要是因為自己從事過教育工

作，對於孩子是一個怎樣的個體，需要什麼

能力看的很清楚。對於一般家長之所以會很

擔心，他認為除了可能是因為對教育的本質

不甚了解之外，也與小學和幼稚園之間的銜

接有問題有關，他語重心長地認為教育者必

須關切兩個階段之間的協調。 
宜嬌爸爸的例子反映出，當家長不太確

定孩子能否勝任下一階段的學習任務時，很

自然因著擔心而轉化成對孩子眼前具體可見

之讀寫能力的要求。反之，如果家長能清楚

明白孩子全人發展的重要性，以及在成長各

階段需要培養的能力為何，可能就比較不會

隨著社會潮流而搖擺，對一些具體學習的成

果就比較不會那麼重視或擔心。再舉明欣媽

媽為例，她服務於教育局，由於工作性質的

關係，常有機會接觸國小的課程及家長。她

發覺政府雖然一直在推動教改，希望改變社

會傳統以來過於強調智育的學習觀，可是在

她所接觸的家長中，升學主義與文憑的現實

壓力，對多數人都仍難以超越，父母的擔憂

與期望因而加諸在幼兒身上。這樣的現象明

顯地反映了，文化生態觀中大系統對個體發

展的深遠影響（Bronfenbrenner, 1979）。在教

育職場上工作這麼多年來，明欣媽媽發覺很

多家長很容易把焦點放在學習結果，而忽略

了學習過程其實更重要，因為如果孩子能培

養主動學習、喜歡學習的態度，那麼時間到

了，讀寫算等基本技能都不會是問題。她覺

得父母在家裡可以透過遊戲的方式引導孩子

學習基本技能，而不須要求老師透過反覆刻

板的教學方式去灌輸，她自己在家裡就常和

孩子玩寓學於樂的遊戲，在種子班多數家長

也是抱持類似的學習觀。  

（四）有少數家長仍會擔心孩子的讀寫能力  

對於「在幼稚園是否需要提早教注音符

號」一事，種子班一些家長從小學一年級老

師所聽到的建議和果子園家長有所不同。例

如明欣媽媽說：「我遇到很多小學老師都說：

千萬不要把小朋友送去正音班或提早學，不

然開學後我就沒有什麼好教的了[笑]。」顯

然地，面對幼稚園小朋友學習注音符號一

事，小學老師有不同的期待，而家長從個人

社會網絡所得到的訊息也不盡相同，這或多

或少都影響了家長如何思考與詮釋學前階段

的學習重點。不過，在種子班有少數的家長，

因著自己對台灣社會大環境的主觀了解，也

因著受周遭資訊的影響，對讀寫算也有一些

不確定的迷惑與矛盾，這樣的困惑在第一學

期初種子班的親師座談會透露了些許端倪。

和果子園一樣，種子園也在第一學期期初舉

辦親師座談會，不過型式不同；是由各班各

自舉行。種子班家長座談會在九月上旬的某

星期六早上舉行，帶班的老師和出席的家長

在種子班教室圍繞著小朋友平常坐的小桌子

就開起會來了，大部分家長之間彼此顯得相

當熟識，笑聲此起彼落，當天由於國小同時

段舉行親師座談會，出席的家長只有 14 位，

在歷時約兩個多小時的座談會中，討論的內

容與進行方式與果子園有很大的差異，其中

包括由新學年家長幹部的推選、班級圖書外

借辦法的擬定、畢業紀念冊的製作、班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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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參與協助方式的討論等。座談會全程由家

長擔任主席，帶領各項議題的討論後，才由

老師簡要說明本學期的課程。種子班的教學

主要以主題方式進行，老師大部分的時間都

在說明家長如何可以共襄盛舉參與教室及戶

外的教學。一直到座談會快接近尾聲時，老

師才提出「最近有家長問起注音符號」一事，

請在座的家長發表意見。陸續發表想法的一

些家長大多贊成老師維持現狀，即在自然的

主題活動中將之融入教學而不要刻意教寫，

以其中一個媽媽發表的意見為例如下： 

我覺得老師這樣教很好，像那個「值日生」

三個字[老師寫在黑板上的國字和注音符

號]，就是從很自然、很生活化的方式帶進

課堂、或者是在主題中讓他們很自然的去

認 識 ， 我 覺 得 不 要 很 刻 意 教 他 們 注 音 符

號，硬要他們記在腦海裡。 

佳嫻爸爸是當天座談會唯一提出對讀寫

提出困惑和矛盾的家長，因為雖然他對種子

園教育方式十分認同，但每當想到現實環境

的壓力時，一如私立果子園大部分的家長一

般，也會擔心幼稚園不刻意教寫注音符號的

結果是否會讓孩子上小學之後有適應上的問

題？面對小一老師特質與認知的不可預測，

他語重心長的道出孩子上小學似乎要靠運氣

的莫大無奈：  

種子園的教育方式我相當能夠支持，可是

問題是一年後她要接受另外一種教育，這

牽涉到時下不太好的風氣，很多幼稚園普

遍強調什麼教學，這種情形之下造成孩子

到小學去的時候可能要憑運氣的唷！運氣

好，遇到的老師很負責，也有運氣不好，

老師不是像我們在座的老師這樣好，…他

可能只是帶過去而已，沒有學過的小朋友

會很吃虧，所以我跟我太太說我很矛盾，

其實種子園的教育我們很能支持，接受，

但是很現實的就是一年之後，我們必須要

面對現在小學的教育。現在的教育有這樣

的問題存在，我所得到的資訊就是[家長]

要燒香了，遇到好的老師真的是運氣，教

育變成一個運氣的問題，蠻奇怪的現象。 

在佳嫻爸爸提出了讀寫之於銜接幼小的

矛盾後──「理智上覺得不重要，但是現實

讓他覺得可能很重要」，引起了家長的熱烈回

應，彼此一來一往回應相當熱烈，老師在一

旁扮演聽眾的角色。 家長們或根據自己主觀

的經驗或聽聞，提供了不同面向，但傾向安

撫的諸多意見。炫炫媽媽以自身的經驗呼應

了佳嫻爸爸「碰到什麼老師靠運氣」的說法：  

佳嫻爸爸這個問題我曾經遇過，因為我老

大是小一，在幼稚園她從來沒有接觸ㄅㄆ

ㄇ，誠如你講的，我女兒運氣很好，遇到

那老師真的[很好]。因為小學有十週的預備

週教注音符號，…我女兒一路走來學習上

沒有障礙。我有位朋友，遭遇就跟我女兒

截然不同，開學第一天老師出七行功課，

她就嚇到了，她根本就沒有學過，叫她如

何下筆？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小學教育的

斷層，有的老師覺得家長都已經偷跑了，

認定你學過了，如果碰到這樣的老師，家

長會惶恐，孩子也會，所以我要提出來討

論，希望透過一個管道，讓教育當局知道

幼稚園和小學的銜接真的是蠻重要的。 

子子爸爸認為雖然的確有一年級的老師

很快地帶過注音符號的學習，不過要不要因

此跟著著急，則要看父母的選擇與定力，他

覺得訓練孩子平時在學習上的靈敏度比急著

去學寫來得重要，因為有很多提早學的孩子

到了國小學習動機很低，後勁不足，反而是

揠苗助長。不少家長陸續呼應子子爸爸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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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認為雖然潮流如此，做家長的要有定見；

選擇讓孩子有快樂的童年比較重要。以高中

教育程度的絲琦媽媽的分享為例，反映出種

子班的家長大多志同道合，較能從學習過程

來詮釋孩子的學習價值：  

我 真 的 蠻 認 同 子 子 彥 彥 爸 爸 說 的 靈 敏

度，…其實家長本身的心態是蠻重要的。

像 我 哥 哥 的 小 孩 是 讀 私 幼 ， 每 天 都 有 功

課，有一次我去載他，他就選一篇類似詩

歌來照唸，當我就指一個字問他，就唸不

出來了，所以我覺得這沒有必要，自然就

好，讓他有個快樂的童年。 

在整個討論注音符號的過程中，雖然在

座大多數人與佳嫻爸爸持有不同的看法，但

大多能對其所提出的擔憂感同身受，不過在

言談之間他們都表達希望種子班能維持目前

不刻意進行讀寫算課程的常態教學，讓孩子

從探索與遊戲中得以均衡快樂的學習。 

（五）希望孩子擁有快樂無憂的童年 

種子園的家長有一些是原本就肯定公立

幼稚園正常化教學的可貴而選擇該園，這一

類型家長的理念雖然並非全然同質；他們對

孩子的學習仍有或多或少不同的期望重點，

如有的人重視孩子團體生活與人際關係的學

習，有些人重視孩子思考、邏輯與表達能力

的培養，有些人則看重孩子情緒與人格的成

長等，雖然所求互有不同，但是基本上他們

有一個相似的信念──「幼稚園不應該是小

學先修班，學習的過程遠重於學習的成果，

希望孩子在幼稚園能快樂無憂，自在地發

展。」這類的家長在種子園為數不少，大多

為大學畢業，都視孩子可以抽籤進入種子園

是很幸運的事，因為它提供了孩子一個可以

不用提早學習、不須承受過多不必要壓力的

快樂童年。以宜嬌爸爸的看法為例，「不要輸

在起跑點上」的這句話對他一點都不造成困

擾，因為他清楚明白學前教育與小學教育的

任務應有所不同： 
 
研究者： 送孩子到種子園讓你覺得最滿意

的是在哪一點方面？ 

宜嬌 F： 我覺得她很快樂的去上學，蠻高

興的。…在這麼大的空間裡，過

的比較自在啦！唸幼稚園這兩年

很像是黃金的兩年。 

研究者： 以 你 的 了 解 ， 種 子 園 比 較 不 教

讀、寫、算？你會擔心幼小銜接

的問題嗎？ 

宜嬌 F： 這我倒不會…我們是教過書，比

較不會煩惱，反正以後多練習就

會，但一般家長可能會有很大的

困擾。…我一直有一個想法就是

說：人要活得很好，最重要是有

一 股 能 量 ， 我 很 難 形 容 [ 是 什

麼]，像很多人小時候沒有學過音

樂 ， 後 來 喜 歡 上 就 可 以 一 飛 沖

天，所以我覺得能量應該是很自

發 性 的 。 我 對 人 的 感 覺 是 這 樣

子：人要用的能量不是在於她以

前學過什麼；而是在於一股對生

命的熱愛！ 
 
正如先前所討論的，宜嬌爸爸對於學前

教育階段的功能如此篤定，和他從事教育工

作的背景有些關係。在種子園，一些從事教

育工作的家長，對於學前教育的目的似乎比

較能不受社會風潮的影響，子子爸爸和明欣

媽媽之工作性質也都與教育相關，在幼稚園

的選擇上其理由與宜嬌爸爸類似，對於一般

家長認為公立幼稚園「沒教什麼、都在玩」

的缺失，反而是他們之所以為孩子選擇種子

園的主要誘因與優點，因為園方沒有一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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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名目的才藝教學和簿本練習，孩子能快樂

地均衡發展。宴司媽媽及炫炫媽媽都是全職

媽媽，也因著希望不要讓孩子提早生活在太

多學習壓力下而選擇種子園。宴司媽媽認

為，為孩子選擇幼稚園很不容易，因為市面

上私立幼稚園各種才藝課程廣告五花八門，

家長如果不是很清楚掌握自己要給孩子什

麼，真的會眼花撩亂，不知如何取捨。對她

而言，選擇公立幼稚園一開始並不是刻意

的，而是不甚認同一般時下的私立幼稚園給

孩子填塞太多東西下的退路，可是在無心插

柳中，宴司媽媽很慶幸能抽中種子園，免去

了不知如何在眾多私立幼稚園作選擇的困

惑，也對孩子在種子園諸多方面的學習與成

長感到很滿意： 

…[孩子]要唸幼稚園的時候，就聽大家講私

立的怎麼教怎麼教、公立的又怎麼教怎麼

樣，我們也是一個心吊在那裡，覺得很為

難。他那麼小，不想讓他去接受那一些私

立的東西。但是現在好像大家都是這個樣

的一個趨勢，真的有莫衷一是的感覺。…

後來抽籤時間到了，就想說碰碰運氣吧！

想不到居然抽中了！[大笑]（研究者：省了

很多煩惱？）對呀！你知道嗎? 什麼私立

的啊，一個學期就七、八萬、五、六萬的，

又雙語呀，美語呀，聽得很困惑，真的很

為難，不知道怎麼[選擇]才好！後來抽到

了，是無心插柳吧 [笑] ！我發覺孩子學習

的效果真的是蠻驚人的！  

（六）口碑相傳—孩子能均衡發展 

一如果子園，以口碑為孩子選擇幼稚園

的情形也存在種子園中，只不過兩個園口碑

內含的意義有所不同。炫炫媽媽是因著口碑

而選擇種子園最明顯的一個例子。炫炫媽媽

有三個女兒，炫炫是老二，她對於學前幼兒

的學習有很清楚的籃圖，她很看重學校是否

以「幼兒為中心」做為辦學的理念，老大唸

的是一所以方案教學為主的私立幼稚園，夫

婦兩人對於老大在那裡均衡的成長與學習非

常滿意。後來因為與園方在一些想法的溝通

上遇到瓶頸，因此想幫孩子換學校。轉換學

校的過程中經由朋友的大力推薦得知了和以

前學校課程理念相似的種子園，她幫孩子報

了名，很幸運地也抽中了。 

三、學齡前還有那些學習是重要的？ 

上述透過「家長如何為孩子選擇幼稚園」

的討論，呈現了兩個園所家長對於幼兒在學

齡前階段應該學些什麼的一些想法。我們可

以發現，兩園家長因著對學前教育認知與對

孩子期望的不同，呈現了一些差異性的看

法。其中看法最大相異之處在於他們對於

讀、寫、算等認知性技能之培養是否為幼稚

園階段的重要學習任務，有很不一樣的看

法。基本上來說，種子園的家長在談話中較

少主動提及這方面的學習是他們對孩子的期

望。反之，較多比例的果子園家長在談話中

會主動提及這方面的學習為重要目標。值得

注意的是，生活在台灣社會的家長，在跳脫

一些信念上的不同考量之外，對學齡前幼兒

的學習仍有一些相似的期望。最明顯的相同

之處在於兩園之父母對孩子品性道德、人

格、禮貌都相當的重視，這反映了我國傳統

文化價值的影響力，雖然歷經幾千年的變

遷，但是某些價值信念不分社經與教育背

景，至今仍深深地影響國人的教養觀與發展

觀（劉慈惠，2000，2001）。以下針對三個面

向的學習稍加描述。 

（一）道德品性  

在所訪談的家長中，不論是果子園或是

種子園，多數家長在談到孩子在學齡前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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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什麼時，都主動提及對孩子在品性道德上

的期望，這與筆者先前的研究一致（劉慈惠，

2001），也就是說，受到長久以來我國傳統文

化價值信念的影響，今日台灣社會的父母對

孩子的期望，還是很自然而然地會含括對孩

子「品性道德」的要求，這一範疇通常包含

了對孩子在禮貌、待人接物、行為端正、人

格健全等方面的要求。我發現大部分家長對

這一特質之要求與重視，幾乎是下意識、反

射性的：「因為它就是很重要！」在兩個園中

各有一位家長對於「品性」之所以重要做了

深入的描述，其所表達的觀點除了反映傳統

文化價值的影響力之外，也呼應了 Kohn
（1969）的理論：「家長的職業影響其世界觀

及對孩子教養上的期望」。這兩位家長從事的

工作性質都與教育相關，對於人性與社會的

變遷，因著工作的關係似乎比其他家長多了

一些體驗，也因而對品性與人格之重要性感

觸良深。以種子園的子子爸爸來說，由於從

事安親班工作多年，使得他有比一般人多的

機會接觸到許多孩子，他發現大部分家長把

孩子送到補習班只看到孩子學業的重要性，

卻忽略了對孩子品德的要求。而隨著社會結

構與價值觀的改變，物質生活雖然不斷向上

提升，可是道德意識卻逐漸下滑，孩子在課

業以外的問題層出不窮。有感於此，基於對

人性善良面的期許及關懷，他也會把品德教

育列為幫助孩子的重點之一，他擅長以輕鬆

自然的方式去引導孩子做人處事的基本道

理，如此的用心也換來不少安親班家長的感

謝。 
果子園小義媽媽在高中任教二十多年的

教學經驗使得她對於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什

麼時候父母需要給孩子什麼東西的時機有很

深的感觸，因為她從許多學生的身上體會

到，家長從小對孩子的期望如果沒有長遠的

目標，只是一味的填塞給孩子各種大人認為

重要的才藝，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學習動力與

人格本質的培養，到後來多年付出的心血可

能成了白忙一場，不少父母到了中學看到孩

子並不如自己所預期時，常有「為時已晚，

悔不當初之憾。」因此孩子成長過程中，到

底什麼是最重要的？從中學階段往回推到學

齡前，歸根究底，小義媽媽深深體會「人格

教育才是父母從小最應重視的根本。」她道

出了父母必須重拾華人傳統社會對孩子品性

道德重視的重要性，其「怎麼種，就怎麼收」

的感慨之言，值得今日汲汲營營為孩子安排

各種才藝學習，而可能忽略了孩子整體人格

發展之學齡前幼兒父母再思： 

我覺得人格的培養是一切的起跑點，在人

格養成的時候千萬不能錯過那個時機。…

很多家長都會問我：「我們的小孩三年級就

去補英文哪，可是為什麼到國中英文還是

只考 2 分？」所以要看啊，小時候你給他

的人格是什麼？他的學習態度是什麼？家

長 就 是 沒 有 去 培 養 ， 所 以 他 人 格 不 太 健

全，父母要他功課好，我其實是很懷疑。

我們[高中老師]看到的結果，在幼稚園[家

長]還看不到…學生教我很多東西，每一個

學 生 都 是 一 面 鏡 子 ， 他 們 反 映 出 家 庭 背

景、父母的人格、教養態度。…我覺得很

多家長都忽略掉了其實人格的養成是每個

家長都可以做的。 

（二）穩定的情緒 

除了品性道德之外，幼兒家長在分享觀

點時，都提到了對於孩子心理層面的感受及

情緒狀態的重視，正如先前的研究（劉慈惠，

2001）。有些家長以「EQ 高很重要」來表達

敍對情緒發展之重視，有些家長則平鋪直 的

以「孩子快樂很重要」來表達。至於為什麼

孩子快樂很重要？家長們的想法有很多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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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他們似乎都覺得孩子一旦進入小學，

課業上的壓力就跟著來，幼稚園變成是孩子

在邁入小學之前，唯一能自由自在、快快樂

樂、沒有壓力的樂園。正如果子園汶傑媽媽

說：「幼稚園就是很活潑的階段，希望他們能

隨心所欲的去學」，種子園的君君媽媽說：「這

是他們的童年，我們不要去給他們抹煞！」

這一代父母對幼兒情緒發展的重視也反映了

父母在教養過程中會將「孩子個人特質」列

入重要的期望目標（劉慈惠，2001），前所述

天勝是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三）人際關係和團體生活規範 

目前的社會由於婦女就業率逐年提升，

幼稚園成為幼兒重要的社會化場所；幼兒進

到幼稚園學習如何順應團體生活的規範，與

同儕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也因而成了現代

父母對幼兒重要的教養期望之一。有些父母

從一般日常生活的經驗中，感到目前社會有

越來越多的孩子待人接物能力很弱，很容易

和人發生摩擦、不尊重人、看到熟人不會打

招呼等。以種子園明欣媽媽為例，她覺得現

代家庭一般來說孩子都很少，在家裡都得到

父母很多的注意力，反之，到了幼稚園裡要

與來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個性的同儕相

處，在每天頻繁的互動中，同儕難免會有摩

擦與爭執，而通常一個班級中，兩個老師要

面對三十個小朋友，在這種情形下，家長不

能期待幼兒在團體生活中所發生的衝突和問

題都要依賴老師調解，所以她覺得幼兒要學

習如何解決和同學之間的問題，因為這樣的

人際到了小學是很重要的，正如余思靜

（1999）在小學一年級的研究中所發現。 
有些父母對於幼兒人際能力的重視則是

受到本身工作經驗的影響很深，以果子園家

琪媽媽為例，身為主管的她常有感於職場上

接觸到一些高學歷的年輕同仁，工作能力雖

然很強，但在人際能力卻令人感慨。因此她

覺得雖然學歷在目前競爭的社會中很重要，

但是學會如何與人相處也是幼兒很重要的學

習目標。 

伍、結論、省思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透過兩所性質與特質不同的幼稚

園家長的想法，試圖了解幼兒父母選擇幼稚

園背後所隱含對幼兒學前的學習期望。本研

究發現，家長對學齡前幼兒學習期望的信念

同時反映了文化與個人建構模式的觀點，而

其中文化影響的部分，除了反映傳統以來某

些特定價 值信念之固著性外 ，亦呼應

Cronbach（1975）的觀點—人是活在互動的

情境中（interactive context），個體及其信念

都在改變。其中改變的機制主要包括個體所

處之社會與環境特質之影響。不過，我發現

因著個體對於當下社會與環境特質之因應態

度的不同，會進而影響他們對兒女的學習面

向抱持不同之價值信念及優先次序，這樣的

現象反映了學者所指：文化本身具機動性，

而非一層不變（Harkness et al., 1992），其機

動面向的浮現顯示，社會與環境的特質對於

學前幼兒家長信念之形塑，具有不可輕忽的

影響力。本研究結果顯示，要深入了解個體

如何受所處不同情境系統交織作用而被形

塑，Brofenbrenner（1979）所闡述的文化生

態觀點為研究者與讀者提供了最精闢、最周

延的理論架構基礎。以下綜合本研究發現做

歸納性的重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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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長對幼稚園的選擇反映他們對幼
兒學習的期望與認知 

對學前階段的孩子而言，什麼是重要的

學習內容？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為主，參與觀

察為輔，透過兩個園大班幼兒父母之觀點，

了解這個鮮少被研究者以質性方式探討的問

題。我發現，家長對幼兒的學習期望深深影

響他們在為孩子選擇幼稚園時的決定，研究

中兩個幼稚園的型態與理念不同，不同的教

學型態滿足了不同家長對孩子不同學習期望

的需求。多數果子園的家長選擇幼稚園時，

考量的因素主要為結構性的具體認知課程、

老師的愛心、硬體環境與距離等四方面，而

多數種子園的家長所考量的主要因素為開放

性的探索課程、硬體環境與學費便宜等三方

面。整體來說，兩園大多數家長在選擇幼稚

園時都並非是單一因素使然，而是在多元因

素輕重排序的權衡下，作出最符合、能兼顧

本身期望下的一種抉擇；亦即不同家長對同

一因素抱持輕重不同的優先考量順序。因

此，雖然園方的課程內容是大多數家長首重

的選擇因素，但也並非是唯一的絕對因素；

其中也多兼併其他因素的考量，例如在園方

課程特色與自己所期望的沒有明顯衝突的情

形下，有人會因著孩子情緒特質之需求，首

重老師深具愛心的口碑；而對某些職業婦女

來說，在兼顧工作與接送方便的情形下，園

所交通距離必須列為重要考量；而對家庭經

濟狀況較為拮据的家長來說，公幼學費便宜

便成為選擇時的最大誘因。 

二、家長的學習期望影響其對幼兒重要
起跑點的界定 

以學習期望來說，兩個園所家長的信念

存在著同與異。相似的重點之一是，兩園所

幼兒父母對於傳統文化中的道德品性、群體

生活能力等方面的學習都很看重，這反映了

我國傳統文化價值的影響力，雖然歷經幾千

年的變遷，但是某些特定的價值信念，不分

社經與教育背景，至今仍深深地影響國人的

教養觀與發展觀（劉慈惠，2000，2001）。相

似的重點之二是，透過書籍、報章雜誌、媒

體、親子講座等多元傳播方式之影響，西方

以孩子為中心之教養觀逐步東漸、生根，兩

園不少家長都顯示了他們看重華人傳統文化

中向來較為忽略的情緒發展及個別差異

（Ekblad, 1986；Stevenson, Chen, & Lee, 
1992）。至於兩園家長對幼兒學習期望最大的

差異在於，他們對於什麼是幼兒重要的起跑

點的詮釋有所不同，這也進而影響家長對於

何謂「好的幼稚園」的界定。因此值得玩味

的是，當兩園不少家長都是因著該園課程的

口碑慕名而去時，吸引種子園家長的課程優

勢往往正是多數果子園家長認知中的弱勢，

反之亦然。這樣的現象充份反映，家長的教

育觀與學習期望深深影響其對園所品質的詮

釋與選擇。 
以課程特質來說，兩園因著性質的不

同，有些理念上的差異，果子幼稚園因著生

存的考量，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其配合與回應

家長對幼兒讀、寫、算、才藝與英文學習之

要求，在課程的安排上，相對來說較為結構

及分科式，每週教學有特定的目的與進度，

紙筆簿本的練習與使用，在教室中是常見的

學習活動。不過，課程的核心也反映了園方

並非一味迎合家長對幼兒讀寫的需求；園方

對生活教育、禮儀常規等也很重視，不過基

本上課程焦點似乎主要仍集中在「讀寫取向

的學習」，這樣的關注，無論是在親師聯絡簿

一來一往的對話上、親師座談會、家長參觀

日及親子園遊會等互動上都一而再地浮現。

相對來說，種子園因不需考量生存問題，在

課程的規劃上具有相當大的自由度與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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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師可以依據幼兒全人發展的教育理念

設計課程，教學沒有一定的進度，作息的安

排上具有相當的彈性，幼兒的學習以第一手

經驗的探索及同儕間學習為主。園內沒有刻

意安排的美語或才藝，老師不刻意進行紙筆

的讀寫活動，語文與數概念等認知性的學習

多融合在平常教學活動中。 

三、相同概念，不同詮釋，家長因應現
實社會環境壓力的方式有所不同 

「不要輸在起跑點」，或者「要贏在起跑

點」，在台灣社會是許多人耳熟能詳的口號，

也是許多學齡前幼兒家長在陪伴孩子成長的

過程中，似乎無法不去思考的議題。可是究

竟這樣的概念其意含為何？本研究發現，正

如一些研 究跨文化發展與教 養的學者

（LeVine, 1974；Okagaki & Sternberg, 1993；
Triandis & Brislin, 1984）所提出的，同一概

念往往蘊含不同的意義。分析其中原因主要

是個體受其所處社會環境、情境之影響，對

概念會發展出吻合其情境特質與需求的詮釋

（劉慈惠，2001），而這樣的現象亦浮現在本

研究的結果中。例如，從家長如何選擇理想

幼稚園的角度來探討家長的教育信念時，我

發現對於果子園多數的家長來說，重要的起

跑點比較界定在認知性讀寫算能力的培養，

他們對幼兒上小學之前讀寫算的看重，反映

了台灣時下為數不少的私立幼稚園家長對孩

子上小學後在課業銜接上的擔心與焦慮仍是

那般地真實，尤其少數家長雖然家庭經濟狀

況並不理想，但為了怕孩子輸在讀寫能力的

起跑點，寧可自己辛苦一些，捨便宜的公幼

而讓孩子唸私幼。從果子園的角度來說，園

方雖也一直和家長溝通「讀寫算」並非幼小

銜接的全部，但多數家長的焦點似乎仍鎖定

此一方向。再者，許多果子園家長從街坊鄰

居或親朋好友所聽到小一老師對注音符號要

求的負面傳言，或許並非全然屬實，但多數

父母仍選擇「寧可信其有」，在多一份準備，

少一份擔憂的心態下，家長因而期待幼稚園

在某種程度上能發揮小學先修班的功能，從

果子園家長的談話中反映一個現象──在學

前階段，雖然品德及情緒等能力的培養與學

習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要確認孩子上

小學之前，要學會注音符號與寫字。因為在

他們的理解中，在他們所處的環境、情境中

所傳遞的訊息，在在都讓他們相信：讀寫算

基本技能是孩子從幼稚園到小學能否順利銜

接、是否會「輸在起跑點」的重要關鍵！因

應幼兒家長這樣的擔心，私立幼稚園為求生

存，不得不在教育理想與現實之間做適度的

妥協，因而在課程結構上作不同程度的配合。 
反之，對多數公立種子園的家長來說，

「不要輸在起跑點」被賦予和果子園非常不

同的詮釋──重要的起跑點首在孩子的人格

與社會能力的發展，家長期許幼兒能熱愛學

習、不要過早承受課業壓力、擁有正向社會

與情緒能力勝於讀寫算等認知性的發展。不

過受到傳統文化與台灣社會大環境潮流的影

響，一小部分家長對於幼兒上小學所需的讀

寫算能力，仍有某種程度的焦慮，但是在透

過帶班老師的溝通，以及家長之間彼此教養

經驗的交流中，這樣的家長對讀寫能力的焦

慮大致都可以得到適度的抒解，而不會強求

老師調整教學內容，少數家長則會透過自己

在家中提供孩子機會來解決這方面的牽掛。

種子園強調全人均衡發展的理念吸引了志同

道合的家長，選擇將孩子留在一般人刻板認

知中「學不到什麼的幼稚園」，這樣的堅持反

映了有些家長在面對社會大環境的壓力時能

有逆向思考與行動的信心。基本上來說，當

台灣私立幼稚園的園數遠超過公立園時，種

子園家長可能代表台灣時下非主流的一小群

家長之一、二；他們對於幼兒的發展較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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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過程而非學習成果、長程能力而非眼前

技能，去設定對孩子的學習期望，因此他們

對於孩子看不見、非紙筆能評量的潛能發展

較為關切，認為只要孩子喜歡學習，上小學

之後的銜接可以慢慢來，遲早總會適應的，

他們不贊成、不喜歡、也不願意「機械化的

讀寫算」成為幼稚園課程的一部分。不過，

這並非表示他們全然不在意孩子注音符號的

學習，只是他們覺得學齡前有比那些更重要

的能力要培養，希望孩子是透過探索、自然

的教學情境中去學習文字與符號。整體來

說，本研究所顯示家長對幼兒不同的學習期

望與西方社會學者之發現有呼應之處，亦即

個體因著個人經驗、生長環境、教育期望、

理念、教育政策等不同因素之影響，對學童

的學習具有不同的期望；有的強調學業技

能，有的則強調社會、情緒能力（ Lin, 
Lawrfence, & Gorrell, 2003；Wesley & Buysse, 
2003）。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雖然兩園家長

對於幼兒所抱持的教育期望上有明顯的不

同，但這些期望並非是互斥的，而是相容的，

只是家長在考量幼兒不同面向的發展與學習

時，受到諸多因素交織影響下，對於學齡前

幼兒需要培養的能力，做了不同優先次序的

考量。而不同次序的界定，或多或少反映了

一些學者所提出的論點──父母教養的目標

在於幫助、鼓勵孩子培養在當代社會成功所

需要的特質，可是何謂「成功」？不同的父

母在不同的解讀下會有不同的行動與策略

（劉慈惠，2001； Inkeles, 1955；Youniss, 
1994）。 

四、名至未必實歸？──合格師資之於
公立幼稚園的品質與意義 

基本上，研究案中兩園家長對於孩子能

在目前的幼稚園唸書大都感到滿意，不過兩

園中也都存在少數例外者，對這些家長來

說，園方的教學雖並非都盡如他們的意，但

也不排斥。例如在果子園，覺得園方教的太

少和太多的家長皆有之，但基於其他原因的

考量（如交通方便、老師有愛心等）仍選擇

該園。而在種子園，有少數家長擔心孩子上

小學後會有銜接問題，而希望老師教讀寫基

本技能，但基於不同原因之考量仍然選擇留

下（例如孩子很快樂、學費便宜等）。本研究

結果顯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私立果

子園家長在選擇幼稚園時，教師合格與否幾

乎未曾是他們關切的重點，這意味著「合格

教師之於園所專業品質」完全不存在這些家

長的認知模式中；對這類型的家長來說，老

師的合格性遠不及老師對幼兒實際看得見的

愛心與耐心來得重要。值得深思的是，當學

者所呼籲、強調的「合格教師具備幼教專業

能力」之優勢並不在家長重要的考量之列，

以及公立幼稚園工作為鐵飯碗、老師之愛心

不及私立幼稚園等刻板認知等現象，都透露

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莫大落差。這對薪資、

福利一向遠比私幼優渥的公立幼稚園來說，

提供了覺醒的重要省思訊息：「專業必然要求

合格，但為何專業不一定帶來敬業？而合格

也又未必然反映專業與能力的被肯定？」 

五、多重因素交織影響，信念的變與不
變因人而異 

就本研究對象來說，教育程度與社經地

位對個體教育信念之影響並未呈現如西方學

者 （Graue, 1993；Lareau, 1989）所發現的

顯著現象。本研究案中的兩園家長教育程度

分布相近；從國中至研究所皆有之，研究結

果顯示，家長教育程度與社經的高低與其選

擇幼稚園課程特質之間並未有絕對必然的關

係，亦即家長教育程度之高低未必反映其對

學前教育功能認識的多寡，反倒是家長的價

值觀影響了他們決定學齡前幼兒學什麼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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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而這樣的價值觀的形塑反映了社會文

化潮流、父母個人成長背景、教養經驗的累

積與摸索、工作性質、孩子特質等諸多因素

交錯之影響。這樣的價值觀對某些人來說是

根深蒂固、一成不變的，但對某些人來說則

並非是靜態的，而是一個不斷修正調整的過

程，其中個人社會網絡的影響尤其深，這反

映研究者對於個體平日來往、交換教養、教

育想法之網絡之於個體價值信念影響的探討

不能輕忽之（Graue, 1993），因為它使得有些

人原本對孩子的學習期望與教育觀侷限在追

趕社會的價值體系與潮流，但當因著朋友的

影響而做了不同的嘗試，並眼見孩子有了不

同面向的成長後，改變了原有的期望與想

法，而重新界定幼兒重要的起跑點。 

六、幼兒教育的現象與改進策略需從文
化與社會情境脈絡切入 

總結來說，Bronfenbrenner（1979）所指

的每一個情境系統及其之間交織互動對個體

的影響，在本研究結果中在在反映了其真實

性──例如小系統中之家庭、學校、社區特

質，中系統中之家庭與學校的聯結與互動，

外系統中之家長的工作、社會網絡，大系統

中之華人文化價值、社會所界定、期許的父

母角色、共享的習俗潮流，時間系統中的個

體生命改變、社會狀況變遷等，在本文以上

的分析與討論中，讀者都可以找到呼應的軌

跡。 
透過本研究所得結果與洞見，期盼提供

幼兒教師及教育相關人員對家長的價值觀與

特質有更多的了解，進而思考如何提升雙向

溝通及學校與家庭之間教育期望與信念的連

續性，此應為影響學前教育品質的一個重要

因素（Powell, 1998）。再者，本研究顯示從

文化生態觀探討與了解教育議題的重要性；

個體所生存的每一系統誠然都有其不同面向

的影響力，當我們期昐幼兒能按階段的發展

任務去成長時，有必要從全面性的角度來思

考其間所衍生的問題根源，例如如果我們期

許私立幼稚園不以迎合家長要幼兒贏在讀寫

的起跑點的心態去辦學，而能考量幼兒全人

發展之需求，則政府與教育當局有必要對症

下藥，透過政策與輔導，思考如何扭轉、改

變台灣社會仍以智育發展為導向的價值體

系，否則縱然今日教育改革的呼聲不斷，升

學管道朝向開放與多元，可是社會本質似乎

改變不多，升學壓力依然存在時，學前父母

對讀、寫、算的關切與擔憂，仍將深深影響

不少園所一味迎合家長需求而巧立名目的諸

多亂象經營模式。欲抒解學前幼兒家長對小

一課業適應的焦慮，我們有必要建立未被充

份重視的幼小之間的對話與合作機制，使兩

方教育工作者有多元的機會交換、釐清與掌

握彼此的角色職責，以使兩造之間都能以常

態教育的方式協助學童達到發展的最大利

益。 

七、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兩所幼稚園為焦點，試圖探究

台灣社會中學前幼兒家長信念之一角。研究

過程中以全園為參與觀察的鉅觀情境與資料

來源，但深度訪談部分則主要源自各園 6－8
位家長，因此所得的研究結果只能反映多元

故事與面貌之一小部分。在台灣社會快速變

遷與學前機構課程具有諸多差異性的情況

下，不同特質學校的父母期待幼兒學些什

麼？其信念與認知的背後反映什麼樣的家庭

與學校互動的現象與期望？我相信其中應存

在許多尚待發掘的可能性，期盼本研究結果

能拋磚引玉，使更多的現象與面貌得以被探

究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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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Expectations and Preconceptions with 
Regard to their Young Children’s Learning— 

Exploring Two Preschool Programs 

Tsyr-Huey Liou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qualitative study explored parents’ expectations for, and ideas about, their 

children’s learning in two preschool programs in Taiwa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arents’ expectations strongly influence how they define and choose the “ideal 
school” for their children. Different parents weigh similar factors differently in 
making decisions, according to their particular value systems. They react to societal 
pressures differently and develop different ideas about how to establish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ir children. While the majority of parents in our targeted private 
school focused more on academic skills, the others focused more on the learning of 
social skills and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While some of the participating parents’ 
ideas and expectations remained static, others went through a process of change. Thus 
it is clear that many factors interplay to shape parents ideas, which socioeconomic 
status does not necessarily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t is urged that phenomena and 
strategies related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need to be understood and developed 
contextually. 

Keyword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preconceptions, 
qualit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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