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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台湾的生育率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最低点。根据内政主管部门统计处（2010）数

据显示，近年来新生儿出生数呈逐年减少趋势，由 1976 年之 42 万 5,125 人，至 2009 年骤降

为 19 万 1,310 人，粗出生率由 1976 年之 25.92�降为 2009 年之 8.29�，总生育率则由 1976

年 3.09，降为 2009 年 1.03（即指平均每一妇女一生只生育 1.03 个小孩），与德国并列生育

率最低之国家。同样地，大陆因为一胎化的效应，使得男女婴孩出现严重失衡，男婴与女婴

的比率高达 120:100。因为一胎化的结果，大陆也出现所谓「四二一综合症」，也就是四个

祖父母、二个父母、跟一个子女组合的特殊现象。不论台湾或大陆，面临少子化与一胎化下

的结果，现代父母愿意投入更多人力与财力，希望可以提供子女更加的教育资源和学习环境，

父母亲过度的将关注的焦点置于子女身上，已经使得大陆学前教育的发展逐渐偏执化，学前

幼儿园逐渐贵族化，不仅收费昂贵、而且家长莫不以满足子女学习美语、音乐等才艺活动为

傲。同样地在台湾少子化与 M 型化的结果，也造成昂贵的私立幼儿园与平价化的公立托育

机构并存的现象。这些是目前两岸学前教育严重的失衡现象。家长对于高价园所的趋之若鹜，

同时高价园所也适度的满足了家长期待子女成龙成凤的心态，反而忽略了学前教育「以儿童

为本」的基本价值与理念。因此研究者认为，应该从教学方法着手，改变幼儿园中过度强调

认知的学习模式；其次，少子化或一胎化世代下的教师专业能力，不仅展现在幼儿认知能力

的引导，更应该能针对少子化或一胎化之下的幼儿强烈自我中心的行为特质加以辅导。第三，

幼儿园应导正家长将学前教育视为小学教育先修班的错误价值，透过亲职教育重塑家长的幼

儿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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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台湾人口总生育率于 1985 年达到替代水平，即一位妇女所生育的子女数为 2.1人，2009

年台湾已成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国家，妇女生育数已下降至 1.0 人，且高达 52.8％的妇女

选择仅生育一名子女(内政部统计处，2010)，代表越来越多的儿童在独生子女的家庭中成长。

不仅台湾的生育人口减少，大陆也因为一胎化的结果，造成台湾与大陆多数儿童在独生子女



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家长为了培育仅有的子女，莫不付出所有心力栽培，即使在少子化与一

胎化的时代潮流下，家庭在学前教育的支出和负担并不因此而短少。相对也造成家长抢进名

校、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点的现象。这些学前焦虑症导致幼儿必须承担许多学习的压力和责任，

也使得学前教育面临失衡的现象。因此本文将探讨台湾与大陆的少子化和一胎化的趋势，并

且剖析这些社会趋势造成的学前教育失衡现象，最后研究者提出教育对策的改革建议。 

 

貳、 少子化与一胎化的社会趋势 
一、 台湾出生人口减少、世界出生率最低 

  依据内政主管部门统计处（2010）数据显示，2009 年台湾全年出生婴儿共有 19 万 1,310

人、粗出生率 8.3�，分别较 2008 年减少 3.7％及减少 0.4 个千分点，再创新低。其中男婴

9 万 9,492 人占 52.01％、女婴 9 万 1,818 人占 47.99％，每百名女婴对男婴数 108.36 人（性

比例），较 2008 年减少 1.28 人（参见表一）。25个县市中，粗出生率以新竹市 13.0�最高，

基隆市 6.6�最低，高低差达 6.4 千分点；与 2008 年比较，仅连江县等 5个县市微增，其余

20 个县市均呈减少。2009 年出生婴儿中，生父或生母为大陆港澳或外籍配偶者约占 1 成，

其中生母为大陆港澳地区者占 4.6％、外国籍者占 4.0％，二者合占 8.7％，所占比率自 2004

年起持续下降；生父为外籍或大陆港澳地区者比率尚不及 1.0％。同期非婚生婴儿 7,472 人

占总出生人数之 3.9％，分别较 2008 年同期减少 8.8％及 0.2 个百分点，非婚生婴儿数较

2000 年之近万人约减少 4 分之 1。依据美国人口研究机构「人口资料局」公布之「2009 年

世界人口估计要览表」，台湾相较于各主要国家之粗出生率，与德国并列为最低出生率之国

家和地区。 

表一、户籍登记之出生登记状况统计 

 

 

 单位：人；0/00；％

 

 

 

 

 

 

 

 2

 3

 

 6
 

 

7

8

 9

 0

资料来源：内政部统计处（2010）。2010 年第六周内政统计通报(2009 年婴儿出生状况统计) 减(%) 

以粗出生率看，1962 年粗出生率为 37.4‰，1972 年降至 24.2‰，1982 年为 22.1‰，1992

年为 15.5‰，至 2004 年仅有 9.6‰，截至 2009 年底为止，粗出生率已经降至 8.3‰，出生人

口突破每年 20 万人以下，几乎是三十年前的一半。刘一龙、王德睦、何华钦（2005）依据

台闽地区总人口数推计，假设一即是「封闭性」人口推计，假设台湾地区未有人口迁移，且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 年 
200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 年 
200 年 
200 年 
200 年 

较 9 年 
增

-3.74   -1.28-0.35 -4.28 -3.14 -3.52 -8.82 -7.50  -0.22

326,002 15.07 170,047 155,955 109.04 316,396 9,503 103 2.92

271,450 12.43 141,462 129,988 108.83 262,081 9,294 75 3.42

283,661 12.89 148,042 135,619 109.16 274,495 9,083 83 3.20

305,312 13.76 159,726 145,586 109.71 295,294 9,952 66 3.26

260,354 11.65 135,596 124,758 108.69 250,858 9,433 63 3.62

247,530 11.02 129,537 117,993 109.78 238,521 8,945 64 3.61

227,070 10.06 118,984 108,086 110.08 218,978 8,030 62 3.54

216,419 9.56 113,639 102,780 110.57 208,471 7,887 61 3.64

205,854 9.06 107,378 98,476 109.04 197,572 8,245 37 4.01

204,459 8.96 106,936 97,523 109.65 195,864 8,560 35 4.19

204,414 8.92 106,898 97,516 109.62 195,375 8,979 60 4.39

198,733 8.64 103,937 94,796 109.64 190,498 8,195 40 4.12

191,310 8.29 99,492 91,818 108.36 183,801 7,472 37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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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 2002 年生育、死亡与人口组成，那么人口数量会在 2022 年达到顶峰（约 2360 万人），

尔后，人口数量开始减少，2052 年时将低于 2000 万人（1952 万人），2087 年人口减少一

半（1190 万人）。 

二、 影响生育的因素 

  Beckman（1982）认为影响生育因素包括：人口背景因素/年龄、种族；心理因素/子女

价值认同；态度因素/对于生育态度；生物因素/性能力；社会心理/家人社会认同；发展因素

/家庭经验；其它宗教观念/天主教不赞成堕胎等。Goodman（阳琪、阳琬译、1995）提出影

响为人父母决定因素有下列四点：社会期盼/生育为婚姻必然结果、个人因素/子女带来不同

意义及价值满足需求、经济因素/影响子女数、婚姻关系/影响婚姻满意度。因为受教育的时

间延长，导致结婚和生育的年龄不断延后，加上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处于事业冲刺的

颠峰期，工作压力和追求生涯发展的双重阻隔，使得生育年龄不断提高，因为高龄也使得生

育的条件受到相当多限制。Ward 和 Kathryn（1982）指出开发中国家，女人较低社经地位会

有较高生育率，导因于孩子维持妇女较高社会经济价值。以及高知识水平或高社经地位会倾

向较低生育率。 

    山口一男（2004）指出，日本 1994 年生育意向调查显示生育意向是决定生育行为最大

要素。生育意向包括时间、数量和性别三个向度，即生育年龄、理想子女数、与性别偏好。

中国人传统观念「早生贵子」、「多子多孙多福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代表「早

生、多生、生男」，随着生育观念及文化变迁，生育意向内涵也呈相互协调变迁。林惠生（1977）

探讨台湾地区 18~29 岁年轻妇女生育研究包含希望子女数、希望男孩数、男孩偏好及理想结

婚年龄等，结果发现年轻妇女平均希望子女数为 3.2 人；对男孩偏好仍强，不过近年有快速

下降现象。陈玉峰、锺小婷（1994）针对大学生生儿育女态度调查指出，有 60.7％受访大学

生选择 2 个以下子女，近 8 成大学生倾向少生育主要因为希望给孩子充分照顾，其次是对日

益恶化环境质量没信心，83.9％表示男孩女孩一样好，但是一定要有男孩高达 55.2％。加上

视亲人要求约占 4.3％，估计约有 6 成大学生仍期待生育男孩。综言之，目前台湾大学生倾

向生育 2 位以下子女数，却仍存有性别偏好倾向，因为教育程度提高，导致生育年龄延后现

象（引自锺佩玲，2005）。 

三、 大陆一胎化与四二一综合症 

  大陆因为一胎化的结果，也出现所谓「四二一综合症」，也就是四个祖父母、二个父母、

跟一个子女组合的特殊现象。不论台湾或大陆，面临少子化与一胎化下的结果，现代父母愿

意投入更多人力与财力，希望可以提供子女更加的教育资源和学习环境，父母亲过度的将关

注的焦点置于子女身上，已经使得大陆学前教育的发展逐渐偏执化，学前幼儿园逐渐贵族化，

不仅收费昂贵、而且家长莫不以满足子女学习美语、音乐等才艺活动为傲。家长对于子女教

育的恐慌症，从学前教育阶段不断给予知识型课程，希望能确保子女在一开始就不落后，让

现今许多学前教育的基本方向是走偏的、是离轨的。 

  除此之外，一胎化（也包含少子化）还有另一项隐忧。当父母为子女提供完整服务时，

同时也剥夺了子女学习和独立的机会。中央社（2010）「China One 中国独生子女留学遭拒

收」的一篇报导指出，因大陆独生子女被外界视为独立性差的特殊群体，有些人出国留学时

带着保母，被学校拒绝入学。在台湾也有不少独生子女是在倍极呵护的状况下成长，养成「独

强」的性格，却甚少能面对挫折，或了解如何面对自己的压力和处理挫折。 

     2008 年大陆学前教育进一步发展，幼儿园数、在园幼儿数、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数均有

增加。2008 年，大陆共有幼儿园 13.37 万所，比上年增加 4600 所，在园幼儿（包括学前班）

2474.96 万人，比上年增加 126.13 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 103.2 万人，比上年增加 8.01

万人（中投顾问，2010）。大陆许多地区出现了双薪家庭，因此三到六岁儿童的托育需求大

增。然而大陆幼儿园不属于义务教育，公立幼儿园学费虽较低但是数量少，例如广州有 1500



多所幼儿园，公办园不足 5%。私立幼儿园良莠不齐且昂贵，甚至有些学费跟大学不分轩轾，

「上得起中小学却上不起幼儿园」的情况比比皆是，幼儿园招生也怪象频生。大陆幼儿园也

形成「贵族式」或「便宜看护式」的两大极端，家长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点」得抢破头。

大陆有些幼儿园根本不公开对外招生。此外，迫于压力，愈来愈多幼儿园「悄悄」招生，有

的知名幼儿园不公布招生名额；有的公办幼儿园延后招生时间，让等不及的家长知难而退、

选择学费贵上好几倍的民办幼儿园。由于僧多粥少，也有不少家长托人找关系、递「条子」

（走后门），设法挤进公立幼儿园。一些大型城市的优质公办幼儿园招生时，「条子生」占

相当大的比例。独生子女家长们不想输在起跑点上，结果起跑点愈来愈往前提。近年来大陆

幼儿园的学费不断高涨，排队、找关系、民办幼儿园学费高昂等各种不利情况影响下，「幼

儿园预科」反而成为一种流行，让不少家长纷纷抢报幼儿园开办的「早教班」，提早占位子

（简立欣，2010）。学前教育一位难求的现象，随着 2005 年左右新的一轮生育高峰而更为

窘迫。第四次「婴儿潮」峰值开始突显，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

的人群逐步进入适婚年龄，中国每年约有 2700 万新生儿（中投顾问，2010）。 

 

叁、少子化与一胎化之下的学前教育失衡现象 

一、 独生子女的教养问题 

    社会上对于独生子女有许多负面观感，陈念怡（2008）提出不少人对于独生子女有刻板

印象，包括任性、被宠坏、人际关系差等，但是许多独生子女的行为特质，与父母亲从小的

教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不论是台湾的一胎化之下的独生子女或者大陆四二一宠爱关注下的

儿童，他们集众人宠爱于一身，父母亲凡事亲力亲为，过度保护干涉，子女很少有自由做主

的机会，容易养成子女避免决策与逃避责任的行为。同时也有不少独生子女也有过度依赖的

状况，他们在生活自理能力的表现上比较缺乏自主性，也比较少考虑他人感受。 

    独生子女因为在家庭中没有其它兄弟姊妹，因此比较缺乏与年龄相近的儿童互动的经

验，这些比较容易发生在独生子女初次入学时，在团体中经常被认为不合群、自私、缺乏自

理能力。他们在家庭中，拥有相当多的教育资源，从来不需要等待游戏的时间，但是在幼儿

园中，游戏和玩具、甚或成人的关注，都不是独生子女独享的特权，他们必须学习等待与分

享，这也造成许多独生子女之间互相冲突的来源。 

    独生子女同时也背负父母亲的期待，承受过多的关注，加上父母凡事保护过度干涉，不

给予自由做主的机会，孩子将无法养成自我判断的能力。许多父母愿意为独生子女付出更多

家庭资源，即使平均子女数下降，但家庭在养育子女的支出却没有减少。独生子女父母愿意

提供儿女最多的教育资源，并且尽可能的提供各种才艺学习的课程，但是独生子女也承担学

习的压力和责任。因为必须满足父母亲对各种才艺学习的期待，独生子女花在各种学习课程

的时间更多，相对与父母亲互动和相处的时间更少。但依据叶郁菁（2006）的研究结果指出，

许多低社经地位的家庭不愿意多生子女，他们选择只生一个或者不生育。对于经济能力不足

的家长，他们可以提供的教养环境，仅能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即便在独生子女的教养上，

仍存在不同家庭社经地位的差异。 

二、 家长的学前焦虑症：追求昂贵与品牌的学前教育 

  因应家长对于英语教学的重视，幼教界兴起一股双语热，很多的家长选择双语幼儿园，

期待在学习的开始就奠定幼儿英语能力的基础。坊间许多私立幼儿园以「双语」为号召或加

入美语课程，但在教学质量则是良莠不齐，同时美语教师也常有流动率高的问题。李昭瑢

（2009）的研究发现也指出：不同的经济地位的家长对于幼儿园学费的看法有显著性的差



异，大部分的高收入家长认为幼儿园的学费会影响他们的孩子的英语程度，大部分的低收入

家长则较不认为幼儿园的学费会影响他们的孩子的英语程度。 
  除此之外，私立幼儿园也强调才艺选修课程，有的家长希望让孩子多才多艺，也有的家

长是为了弥补孩提时期的缺憾，所以纷纷把孩子送进标榜各式各样才艺课程的幼托园所，包

括音乐、美术及心算和珠算等，也因为家庭子女少，所以家长更愿意支付昂贵的才艺学习费

用栽培子女（徐明珠，2001）。 

  在幼教市场日益开放的情况下，大陆幼儿教育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幼教机构，诸多国

外知名品牌幼教机构纷纷登陆，并逐渐成为大陆本土幼儿园的强劲竞争对手。另一方面，诸

多国外的先进幼教理念，诸如蒙特梭利教育、多元智能理论、感觉统合理论等幼教理论纷沓

而至，先进幼教理论的导入提升了幼教品牌的核心竞争力，这些标榜国外理论的幼教机构，

也成为吸引家长选择的主要原因。 

三、 两岸学前教育城乡发展与社会阶层的严重落差 

     大陆一线城市对幼儿园的需求特别大，一般人认为幼儿园问题在于数量太少，但问题

其实不在此，也就是「并非总量不足，而是分配不均」。例如，广州幼儿园可释出的总体名

额跟适龄入园儿童人数其实大致匹配，但结构性问题是「两头大、中间小」，也就是贵族幼

儿园多，低档次的基本看护型幼儿园也多，而符合城市中等收入家庭需求的「经济适用型」

幼儿园数量太少（简立欣，2010）。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台湾，私立幼儿园的高收费和标榜英语、才艺课程的贵族式教学，

相对于公立幼儿园的大众化和强调幼儿自主学习的课程形成两大极端。公立幼儿园因为鼓励

弱势家庭和社会不利家庭子女提早就学，教育单位并以优先入学方式吸引家长将子女送到公

立园所托育，造成多数公立幼儿园的学童来自社会底层的弱势家庭，形成与私立幼儿园截然

不同的学习氛围（叶郁菁，2009）。学前教育的发展，不论在台湾或在大陆，都存在城乡

发展与社会阶层的差距。 

 

參、 对当前教育失衡现象的因应对策 

一、厘清学前教育的基本内涵与价值 

  幼儿教育是所有教育学制的基础阶段。学前教育的内涵在于对幼儿实施德、智、体、美

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的全人教育，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大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

学前教育的意义是从不同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避免

仅仅重视表现技能或艺术活动的结果，而忽视幼儿在活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态度倾向。《幼

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特别强调：尤其要避免只重视知识和技能，忽略情感、社会性和实际能

力的倾向。 

  洪兰（2006）引用最新的脑科学研究指出，引导孩子主动学习才能产生真正的学习效果，

拼命逼孩子补习、学才艺，学习效果会很差，反而得不偿失。洪兰指出，胎儿在母亲子宫，

每分钟长 25 万个神经细胞，出生时，大脑里有 1 兆个神经细胞；出生后大脑会修剪神经细

胞，没跟其它神经细胞连结的，就会被修剪掉，常用的神经连结变得比较粗，这种「长神经

连结」的过程，与后天经验有关。要使神经紧密连结，就要让孩子多接触各种事物，和同年

龄玩伴一起游戏，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因为什么都可以玩，可发展想象力；而且会培养人际

关系与领袖魅力。同时，学习经验必须是「主动学习」才能对学习产生效用。当幼儿的学习

是被动时，学习的经验是痛苦的、不愉快的，家长应设法引发幼儿的学习动机，学习才能成

为长效的活动，幼儿才能自己尝试不同的事物，而非跟着成人的规划前进。  

二、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 

    幼教老师不仅只有教学，同时也应该与家庭进行良善互动，以促进幼儿的理想发展。教

师在与幼儿互动的过程中，必须试图发掘幼儿的特色，并引导其发挥最大成就。如同上述，



幼儿不仅在认知学习需要引导，在少子化与父母宠爱呵护的今日，更需要教导幼儿如何与他

人相处和互动的能力。因此幼教师必须时时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才能适时提供幼儿及其家

庭最大的协助。幼教师的专业基本要素包含（洪蓉徽、庄智棻译、Gordon & Browne 原著，

2008）： 

（一） 知识与技能：幼教师为达成基本专业期望，必须对幼儿发展和人类行为研究、家庭

关系、亲职教育及发展、课程计划有所涉猎。 

（二） 专业伦理守则：幼教师面对伦理冲突议题时必须能明辨是非、做出正确判断，当家

长无法认同学校教育理念或坚持违反幼儿正常发展的教学方法时，教师可以善用技巧与家长

诚心沟通。 

（三） 继续教育和专业发展：幼儿的学习内容经常随社会演进而不断扩增改变，因此幼教

师很难以原有训练的旧知识内容教导幼儿，幼教师终其一生都必须投入继续教育与不断进

修。透过技能的研习或教学改进的行动研究，以达到自己专业能力的精进。 

  许多幼教工作者都了解，幼儿教育的意义在于提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

等方面的发展，过多的压力和「小学化」的幼教课程是导致幼儿惧学的主要原因，超负荷或

超年龄的学习内容和教育将带给幼儿心理压力，对幼儿心理健康有不利的影响，并使幼儿尚

未来得及在起跑点出发就已经对学习产生反感和厌倦。幼教师应该重视幼儿行为习惯的养

成，从游戏中引导幼儿学习，而非追逐家长错误的思维潮流而迷失了自己做为幼教专业工作

者对于学前教育的理想和认知。 

三、强化亲职教育的教育功能 

  家庭教育是最追根究柢的方法，现今很多父母还残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错

误观念，认为考不到一百分就是失败，或者认为必须让幼儿在学前教育就先学习小学的所有

课程才能确保孩子未来的学习顺利，这样功利的教育导向使得考试和不断填鸭式的教育不断

向下延伸，在学前阶段充满许多背诵和记忆式的课程，家长错误的迷思，是误导学前教育正

常发展的主要原因。 

  学前阶段是幼儿正确价值态度和行为养成的关键期，但是仅有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家长

必须付出时间陪伴幼儿成长，家长是幼儿的重要他人，他们的身教和言教可以对幼儿产生极

大的影响力，因此家长必须在家庭教育中传导幼儿正确的价值观，而不是一味的要求成绩、

不断残酷的要孩子与他人分出高低。幼儿的学习应该是建立在游戏的人际沟通上，尤其对于

独生子女的家庭，同年龄幼儿的互动和学习经验更为重要，不该如同现现今提早进入竞争的

压力，以幼儿优秀的学习表现做为奖赏的依据。同时，父母应该与幼儿同步成长，若是为人

父母也汲汲营营于追求功利和物质享受时，将很难端正下一代的行为。孩子平常在生活中透

过观察与模仿形成所谓的「无意间学习」（incidental leaning），这种学习与课堂中特意的

教学（intentional learning）不一样，它是直接影响我们人格的成长。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化

都是先要求他们的孩子人格上健全，才对他作知识与技能上的要求。这一点，在现今两岸的

学前教育现场正好相反，我们只要求孩子读书和学习，但是对行为的养成却很少关注，华人

社会一向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但最后父母只关注子女的课业却忽略行为

的问题。少子化的社会下，父母对儿女的溺爱和宠爱，让「棒下出孝子」的管教已不再可行。

父母必须以身作则，赢得子女的尊敬后才能产生教诲的作用。这个尊敬必须发自内心，跟父

母的知识水平、赚钱能力无关，但与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有关。 
四、政府部门应掌握学前教育基准线 

  英国政府对于五足岁幼儿，依据国定课程中的学习能力指标，提出简易的英语和数学基

本能力的测量。政府部门应该仿照英国的教育政策，提供大型的幼儿学习与基本能力的长期

性追踪调查，以掌握学前幼儿在学习的基准线（baseline）。评估的指标应该包含幼儿园课

程标准中的几项重要指标与幼儿园课程学习的内涵，并且了解各年龄阶段，3 足岁、4 足岁、



5 足岁幼儿的发展能力现况，并且追踪他们日后进入小学教育之后的学习情形与表现，以导

正家长对于学前教育强调识字和才艺学习的迷思，并且做为政府规划学前教育课程的重要参

考。除了学习能力的评估，政府也应该明确指出除了从游戏中学习以外，学前教育的内涵与

价值在幼儿教育课程中的具体展现为何，同时了解幼儿家庭教养与行为表现的相关性，以掌

握少子化与一胎化社会的幼儿特质。 

五、缩短因城乡差距与社会阶层落差造成的学前教育失衡 

  国家政府的角色应该在消弭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教育机会的扩张看似将达到比较理想的

教育公平，但资源的释出往往被视为对既得利益者的威胁，例如：认为弱势家庭子女优先入

学计划将使得弱势家庭子女占用公幼资源等说词于是产生。政府保障弱势学童的同时，却招

致资源分配不均的争议。在台湾，多数的社会菁英份子将年幼子女送往私幼而非公幼，他们

多半对公立幼儿园的有限名额是不屑一顾的，因为私立幼儿园除了品牌之外，索费不赀的价

格背后代表的更是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他们为子女选择私幼从不考虑价格问题，也

不会是国家教育资源的依赖者或需求者。但在少子化的浪潮下，公立幼儿园的员额因为招生

不足被释出，市场上的供过于求，再加上政府扶持五岁弱势幼儿及早教育计划补助的政策利

多，反而有机会促成弱势家庭学童享受学前教育的优惠。 

  偏乡偏远地区面临教育资源短少的问题，私立园所甚少关注或在偏远地区设校，一方面

因为偏远地区人口密集度不高、设置园所不符合成本，另一方面偏远的农村地区家长对于学

前教育并非如同都市地区家长般重视。因此偏远的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与一线城市不管在教

师素质或教育资源都有严重的落差。政府的首要工作应该提供偏远农村地区趋近于都会区、

对等的学前教育环境与高素质的师资，以确保偏远农村地区的儿童拥有同样优质的学前教育

环境、享有接受学前教育的平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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