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報告 
 

  



1 
 

 

 

目錄 

壹、 研討會實施計畫        P. 2-P. 5 

貳、 研討會紀錄          P. 6-P.10 

參、 活動花絮          P.11-P.14 

肆、 意見回饋整理         P.15-P.18 

伍、 附件 

一、簽到表 

二、意見回饋表(樣張) 

三、研習手冊 

  



2 
 

壹、 研討會實施計畫 

社團法人中華幼兒教育改革研究會 

Rethinking Quality─ 

品質扎根幼教，課程守護童年：看見臺灣未來 

國際學術研討會實施計畫 

一、計畫目標： 

 藉由了解現今臺灣教育政策內涵及托育公共化之相關政策解讀，提昇教保工作人員工

作願景，前瞻未來教保趨勢與推動方向，並促進教保工作人員建立幼教政策及相關議

題等共識。 

 藉由「教育部幼兒園課程與教學品質評估表」(3至 6歲)及最新之 0至 2歲教學品質

評估表學術論文發表，培育教保托育服務對象自 0 到 6歲之相關教保工作人員之核心

素養與專業知能。 

 藉由教育部優質幼教紀錄短片與現場教師引導經驗分享，提升教保工作人員之實務能

力，並啟發優質教保願景。 

 

二、會議時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三、會議地點：信誼基金會好好生活廣場-知新劇場。(100 臺北市重慶南路二段 51號 B1) 

四、參加人員：全國從事幼兒教育學術、關心幼教發展之相關人員及海外國際人士， 

 共計 180 名。 

五、辦理機關：社團法人中華幼兒教育改革研究會。 

六、辦理方式：以學術研討會形式進行，議程詳如附件一。 

七、報名方式：請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http://www.inservice.edu.tw/) 

報名開始日：107 年 10月 1 日星期一 

報名截止日：107 年 11月 1 日星期四 

※視線上報名及現場報到情形，開放候補名額及現場報名。 

八、研習時數：全程參加者核給研習時數 7小時。 

九、聯 絡 人：社團法人中華幼兒教育改革研究會，秘書張玉姍 0910-693640。 

http://www.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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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華幼兒教育改革研究會 2018 年年會議程 107.11.11(日) 

Rethinking Quality─ 

品質扎根幼教，課程守護童年：看見臺灣未來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9：00- 

09：30 
報到及與會人員交流 

信
誼
好
好
生
活
廣
場  

知
新
劇
場      

  
(

中
午
用
餐
位
置
移
駕
至
信
誼
基
金
會
大
樓
六
樓
教
室)

 

09：30- 

10：50 

講題 A：素養沁土：臺灣教育地景的演變 

主持人：許玉齡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退休) 

主講人：陳佩英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講題 B：臺灣幼托公共化政策趨勢探討 

主持人：廖鳳瑞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退休) 

主講人：歐姿秀教授(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 

10：50-11：00      歡喜相聚-知心茶話 

11：00- 

12：20 

講題 C：臺灣幼兒園課程與教學品質評估與提升 

主持人：陳淑琴教授 (國立臺中師範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主講人：林佩蓉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講題 D：臺灣 0-2 歲嬰幼兒托育教保品質評估與提升 

主持人：段慧瑩教授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 

主講人：陳娟娟博士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兼任講師) 

12：20-14：00        午餐 

14:00- 

15:45 

臺灣優質教保影展 

播放教育部優質教保課程活動紀錄短片 

主持人 A：林佩蓉教授(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主持人 B：陳淑芳教授(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系主任) 

主講人：影片主角幼兒園人員現身說明 

影片 1.小小劇場─演出自在童年：幼兒戲劇活動 

(社團法人臺北市親子成長協會附設新北市私立成長幼兒園) 

影片 2.木工坊─玩中學 做中思：木工區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國小附設幼兒園) 

影片 3.小木片積木─建築師 創意家：CitiBlocs 積木 

(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 

15：45-16：00       知心下午茶 

16：00- 

17：00 

聯合講座：品質扎根幼教，課程守護童年─看見臺灣未來 

與談人：蘇雪玉教授(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退休) 

與談人：許玉齡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退休) 

17：00- 

18：30 

本日與會嘉賓心得分享與交流 

賦歸-明年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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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育部紀錄影片清單 

 

1.社團法人臺北市親子成長協會附設新北市私立成長幼兒園 

負責人：鄭世儀園長 

影片名稱：小小劇場｜演出自在童年 

課程：幼兒戲劇活動 

影片簡介：由幼兒主導的戲劇活動充滿童趣和創意，對家長和幼兒而言也深具期待和驚喜。 

 

2.宜蘭縣大同鄉寒溪國小附設幼兒園 

負責人：黃哲恩主任 

影片名稱：木工坊｜玩中學 做中思 

課程：木工區 

影片簡介：原住民孩童經常被視為弱勢的一群，但是從影片中可以看到泰雅族孩子展現他們

在操作工具的精細能力，以及在發想上的獨特性，並融入機械、物理等概念，希望藉此翻轉

大眾的刻板印象。 

 

3.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 

負責人：曹玉滿園長 

影片名稱：小木片積木｜建築師 創意家 

課程：CitiBlocs 積木 

影片簡介：積木能夠歷久彌新，被不同世代的孩子喜愛，在於它的低結構、高創造性，看臺

東的孩子如何將全新的積木素材從鋪排到堆疊，到最後蓋出一個個臺東地標，建構出他們心

中的臺東市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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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討會紀錄 

 

一、 上午場次：專題講座共四場 

 研討會主席：許玉齡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退休) 

 

 簡介本次研討會流程、各專題講座及相關注意事項。 

 簡介本次主辦單位：中華幼兒教育改革研究會。 

 

 專題講座：素養沁土：臺灣教育地景的演變 

 主持人：許玉齡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退休) 

 主講人：陳佩英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陳佩英教授精彩闡述臺灣各階段(學前至國教十二年)教育環境演變與重要核心素養。 

 

 認真回應在座學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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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講座：臺灣幼托公共化政策趨勢探討 

 主持人：廖鳳瑞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副教授退休) 

 主講人：歐姿秀教授(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廖鳳瑞教授精闢解說幼托公共化及準公共化等政策趨勢。 

 

 

 
 歐姿秀教授詳細探討臺灣幼托公共化政策歷史發展沿革與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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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講座：臺灣 0-2歲嬰幼兒托育教保品質評估與提升 

 主持人：段慧瑩教授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主講人：陳娟娟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兼任講師) 

 
 段慧瑩教授呼籲提昇 0-2歲嬰幼兒教保育品質為刻不容緩之重要任務。 

 

 
 陳娟娟教授條述早期教育重要性及對於 0-2歲嬰幼兒托育人員有效自我檢核評量方式。 

  



9 
 

 專題講座：臺灣幼兒園課程與教學品質評估與提升 

 主持人：陳淑琴教授 (國立臺中師範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主講人：林佩蓉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林佩蓉教授壓軸登場，推行幼兒園課程教學品質評估與提昇不遺餘力！ 

 

 
 滿座學員認真聽講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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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下午場次：臺灣優質教保影展共三片(三園) 

 

 播放教育部優質教保課程活動紀錄短片與主角現身對話 

 主持人：林佩蓉教授(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陳淑芳教授(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兼任系主任) 

 

 影片 1.小木片積木─建築師 創意家：CitiBlocs 積木 

 主講人：莊凱雯老師、郭怡吟老師、曹玉滿園長(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 

 

 影片 2.小小劇場─演出自在童年：幼兒戲劇活動 

 主講人：鄭世儀園長(社團法人臺北市親子成長協會附設新北市私立成長幼兒園) 

 

 影片 3.木工坊─玩中學 做中思：木工區 

 主講人：邱欣怡老師、黃哲恩主任(宜蘭縣大同鄉寒溪國小附設幼兒園) 

   

 
 ※因教育部尚未正式公開該系列影片，現場不得拍照及錄影。 

 ※故不提供相片紀錄，僅保存會後合影留念。  



11 
 

參、 活動花絮 

 

 報到處工作桌準備 

 

 

 

 研討會前辦理報到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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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前上午講座合影留念 

 

 

 

 滿座認真聽講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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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帶動活絡會場氣氛 

 

 
 休息時間持續熱烈討論的學員們 

 

  

 學員享用環保又美味的鐵盒便當午餐 



14 
 

 

 

 午休不斷電，持續工作會議，而且與會嘉賓有亮點喔！ 

(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所長 倪鳴香教授) 

 

 

 研討會圓滿達成，歡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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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意見回饋整理 

 

一、與會總人數：158人(學員 133人、講座及與會嘉賓 18人、工作人員 7人) 

 

二、身份分析表： 

 1.學員 133人(填寫意見回饋表者) 

學員身分 百分比 人數/總人數 

園所負責人 6% 8/133 

園長或主任 10% 14/133 

老師 

*泛指教師(含專任、代理、實習、退休) 

及教保服務人員 

66% 87/133 

學術單位人員 

*於大專院校任教或已退休之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兼任講師、 

行政人員及在學學生 

14% 18/133 

其他 

*嬰幼兒家長、園務行政人員…等等 
4% 6/133 

合計 100% 133/133 

 

2.講座及與會嘉賓 18 人 

講座及與會嘉賓身分 百分比 人數/總人數 

園長或主任 17% 3/18 

老師 

*泛指教師(含專任、代理、實習、退休) 

及教保服務人員 

22% 4/18 

學術單位人員 

*於大專院校任教或已退休之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兼任講師、 

行政人員及在學學生 

61% 11/18 

合計 100%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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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員各項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滿意度項目 
很

滿意 
滿意 尚可 

不

滿意 

很不 

滿意 
合計 

1.研討內容對於我專業知識的成長相當有幫助 84% 16% 0% 0% 0% 100% 

2.研討內容對於我教學現場的應用相當有幫助 82% 18% 0% 0% 0% 100% 

3.上課形式與流程令我相當滿意 73% 23% 4% 0% 0% 100% 

4.我對活動場地與環境感到相當滿意 47% 18% 29% 2% 4% 100% 

5.我會將此次的研討內容落實運用在工作領域 77% 21% 2% 0% 0% 100% 

 滿意度項目 1、2、3、5等合計，平均有 9成 7 的學員對於本次研討會給予很滿意及滿意

的正面評價。 

 滿意度項目 4(場地與環境)僅 6%的學員給予不滿意及很不滿意的負面評價。 

 總結而言，本次研討會之講座及形式安排大致獲得學員們非常大的支持與肯定；由於講座

內容十分豐富，時段安排上需要再延長各講題時間會更好。 

 另外現場報名人數眾多，總人數已超出原本評估之最佳容納人數，且場地內禁止一切飲食

(包括開水)，對於參加一整天研討會活動的學員較不友善，故未來需再尋找服務更加友善

的場地環境，並加強控管學員人數，以免產生人數爆滿，而超出場地負荷之窘境。 

 

四、學員收穫分享：(節錄) 

 

 學會不同的佈置設計規畫教室各學習區。 

 可以看見很多不一樣的活動，課程的分享引發一些不一樣的想法，很棒！ 

 了解最新幼教政策及趨勢、課程品質評估、品質評估表的修訂精神及下午各園所的分享，

政策、課程皆有收穫。 

 優秀是教出來的，孩子的創造思考有無限的可能，沒有教不會的孩子，只有不會教的老

師，老師如何察覺感知孩子的需求，去引導、架構孩子的能力，是重要的。 

 對於政策的前瞻性，讓 K-12 的老師了解：更期許這樣的教育面相能讓社會大眾了解，提

升國民對教育的認同。 

 借他人的經驗，開拓視野；有不同的眼界，看到許多的不同。 

 重孩子想法(累積經驗)，good！ 

 聽到更多更新的幼教論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讓我對幼教又有新的學習區布置及教學

法的啟發。 

 了解先驅及了解動脈、方向；幼教界有這些"先進"，讓幼教發亮、發光，棒!棒!棒! 

 0-2歲的工具提升教保品質與教學團隊的課程分享很精彩！ 

 "看見孩子，相信孩子"是幼教專業的基本功! 

 看到很多新知識和課程、課程分享!幼教新資訊的接收。 

 回顧過去，前瞻未來，辛苦工作人員，感謝專業推手，幼教的可能，就是在實現中看見

可能！ 

 提供幼教現場的實例，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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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新知，了解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幼教政策和趨勢；能將研習所見帶回園所分享，增

進園內課程發展。 

 看見幼教到高中的規劃，幼教扎根的雛型與自我修改，家庭的支持(宜蘭分享裡家長陪孩

子，再實地觀察)。 

 透過現場前輩的推動幼教動力及研討會安排前進方向，便我回到現場更清楚教學方面及

重新調整心態開始幼教奠好教育環境。 

 可以看到現在幼兒園現場的狀況，每一個分享都相當精彩，讓我可以重新再省思培育第

一線教保員時，應有怎樣的修正與準備。 

 經由分享內容和影片了解孩子的無限量發展可能，老師佔有重要角色，事情不該先設框

架侷限孩子，而是在於老師願不願意去做。 

 了解政府 12年課綱的努力，學前的課程課綱的努力是對未來有幫忙的；對於公共化政策

的認同；課程影展，讓我更肯定孩子的能力，教師的努力方向明確。 

 師培的重要改變未來！ 

 對於課程教學評估表，改版更了解，之前聽其他老師分享，又是教授輔導園所，彼此討

論"範例"，放在學習區內，是否對孩子有益？今日一來，才了解教授仍是推行幼兒自主，

而不是一直要求幼兒去挑戰示範本的內容，而是老師要懂得觀察幼兒的狀況，而是提供

合適的協助引導方式。 

 目前在私立工作，原本對於私幼公共化有點擔心，但今天聽完覺得好好經營，也能有一

片天。 

 看見教改團隊教授積極用心投入帶領幼教人員過程的精力與精神，激勵我們願意承擔、

熱情無限；更深的了解幼教發展趨勢，讓自己幼教之路更能穩扎穩打的前進。 

 木工區的執行，實作真的能在學齡前實現。 

 得到很多老師們的分析和獲得新思維。 

 看到現場的影片的呈現，很感人。 

 了解幼教最新資訊，以及看見各地區幼兒園的課程，太值得了！ 

 了解幼教的本質，從教授及老師們的分享中，對於課程及學習區的規劃，有更多啟發與

學習的方向。 

 上午的講座幫助現場教師提升與擴增正確思維及教學理念，下午實例分享便我打開對幼

兒能力、學習面向的視野。 

 因生產停了五年後又重回幼教現場，新課綱、教學品質評估表，有許多新的事物，有些

適應不良，在聆聽之後，了解起因、過程、實踐，心中較穩，可連接經驗，加入新觀念，

謝謝! 

 看到學習區，發展更多的可能性，孩子可發展的未來無限可能，教授們精細的解說，令

參與的老師大開眼界。 

 理論實務兼具，一一展現台灣幼教軟實力，一一豐富幼托心靈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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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員建議事項：(節錄) 

 1.建議及鼓勵 

 非常的好，期待明年的主題，建議再推親子共讀類可找馬偕小兒科黃瑽寧醫師或陳慧如

醫師(可跨領域) 

 期待有更多這樣優質研習及參訪能參與。 

 希望能有機會、管道參訪國外學校。 

 內容豐富，時間、梯次延伸。 

 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建議可開放更多的幼教夥伴共襄盛舉。 

 回饋可針對今日課程名稱提供複選。 

 午餐的鐵餐盒很環保!點心美味，量足夠! 

 good！ 

 棒!值得！ 

 工作服務團隊讚 

 

2.時程安排 

 時間上的緊迫，讓我因為沒聽到完整的論述而感到可惜，是否有可能辦成工作坊？或是

兩天的研習呢？ 

 每位教授二十分鐘較匆促，因時間的關係，分享時間較短，比較可惜~ 

 步調太趕了，無法很清楚地讓主講者報告完精心準備的內容。 

 講師教授分享時間較不足，有些時間被壓縮 

 時間若能充足些，就可讓講師完整說完，但也佩服老師們能濃縮重點說完! 

 上午講座建議可減少場次，便各場可有更多時間深入分享。 

 

3.場地問題及建議 

 口乾舌燥不能喝水，只能等到休息時間才能喝。 

 建議下次請準備可飲食的場地，要至少能"喝開水"，人都需要喝水，對於不能喝水我很

不開心>_< 

 希望吃飯的引導更流暢，環境寬點，供學員休息更好。 

 空調太冷。 

 改市教大的場地會不會比較好呢？ 

 座位有死角、場地可以再大一點(視角影響觀影)。 

 場地:左右兩邊看中央螢幕非常吃力，座位對於寫筆記非常不方便。 

 可否有桌子寫筆記的場地嗎？書寫非常不方便，感謝!! 若有桌子會方便筆記。 

 希望能有桌子和椅子。 

 希望座椅設有桌面，好難筆記寫字喔！ 

 場地座椅方式，書寫不便、不便記筆記。 

 場地略小，場地座位可容納多些人，提供書寫設置。 

 

伍、 附件 

一、簽到表 

二、意見回饋表(樣張) 

三、研習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