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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教育幼兒班（簡稱為國

幼班）原為「五歲幼兒應

納入國民教育正規體制」的概

念下所發展出來的政策。但全

面實施國幼班因政府財政困

難，強行實施會遭遇普及化及

優質化衝突等問題；所以將實

施對象改為「受社會不利條件

卻無法順利就學之幼童及早入

學方案」，用以實踐教育機會

均等的理念。依據教育部臺國

（三） 9 4年 1月 2 0日字第

0940003231號函發布，修正國

幼班相關計畫為「扶持五歲弱

勢幼兒及早教育計畫」（簡稱

扶幼計畫），計畫目標為：

（一）提供弱勢地區與一般地

區經濟弱勢（低收入及中低收

入戶）之滿五足歲幼兒充分的

就學機會，保障幼兒受教權

益；（二）建構滿五足歲弱勢

幼兒優質的幼兒教育環境，改

善幼兒受教品質。此計畫的期

程自93學年度起至95學年度

止，後續預期的國民教育向下

延伸之計畫，也困於財政及國

教向上延伸等相關議題，96學

年度（96年8月1日）再擴展及

家戶年所得60萬元以下之五歲

幼兒，採社會福利概念及維護

社會公平正義之原則，依家戶

所得及子女數給予不同級數之

補助額度。基於整體之對象已

不再侷限於少數弱勢家庭幼

兒，計畫名稱調整為「扶持五

歲幼兒教育計畫」（全國幼教

資訊網，2010）。

現況與瓶頸

或因社會變遷，或因政策

的調整，或因諸多的改變，讓

目前國幼班與原住民教育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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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性愈來愈低。94學年度國幼

班在54個原住民鄉鎮市普設國

幼班，原以為這是發展具有原

住民主體性幼兒園（含幼稚園

和托兒所）的契機，但隨著時

間的過去，才發現政府的相關

部會只是將原住民地區的幼兒

園和一般幼兒園等同化，著重

於教育機會的提供與經費的補

助，並無心推動有如同紐西蘭

「語言巢」般，具原住民主體

性的幼兒園。因為原住民族教

育法中的實驗性學校沒有因運

而生、師資培育的課程未做相

關的調整、國幼班輔導機制中

未落實在地文化課程的內涵、

幼兒園的族語課程仍需視經費

多寡而選擇性實行、代理教師

制度讓教師年年調動無法深根

部落、家長與教師間年年都在

彼此探索無法成為教育夥伴關

係、原住民文化相關教材教具

嚴重缺乏、教師少有可用的教

學資源、原住民幼兒教育相關

研究經費及人才仍相當短缺。

然而面對孩子，我們沒有拖延

和推託的藉口；政策可以有

千百種理由來等待所謂的時機

成熟，但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他鄉之借鏡：

原住民提前開始方案

200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出版的〈全球教育全民監測報

告〉，強調幼兒期是發展的關

鍵期、高投資報酬率時期。幼

兒教育中應重視族語和多元文

化的內涵，及幼兒的營養與保

健。在美國高瞻課程（High/

Scope program）及芝加哥的親

子幼兒園（Chicago Parent-Child 

Center）都有確切數據提出，

早期投資幼兒教育的經費可減

少日後社會救助、犯罪防堵等

等支出的數倍到十數倍的回

收。而加拿大「原住民提前開

始方案（AHS, Aboriginal Head 

Start programs）」，強調原住

民幼兒教育應重視社區本位、

家長參與、原住民語言和文

化、幼小銜接。尤其是家長參

與的部份，不僅是對幼兒文化

的學習有利，更讓家長重新認

識目前教育體系中對原住民文

化的重視，使其扭轉自身在過

去教育體系中深受文化壓抑的

經驗，在家中開始更積極地與

幼兒分享及參與當地的文化活

動。紐西蘭的毛利幼兒教育強

調建立自我語言文化的幼兒

園、設立專責單位、將毛利語

言文化包含於師資培育課程

中、發展多樣性的毛利教材教

具。此種由當地原住民自覺發

起，由下而上與政府爭取毛利

語言文化的教育主體性，是值

得我們敬佩及學習的。

原住民幼兒教育不能等

我們不能再等待！藉由

原住民教育白皮書（由屏教

大林春鳳主導之教育部政策

方案）的撰寫，在幼兒教育

篇，以原住民幼兒為目標，

定下三大目標：（一）培養

認同並喜愛原住民語言和文

化的幼兒；（二）培養身心

健康的原住民幼兒；（三）

培養具有競爭力的原住民幼

兒。從家長（親職教育、家

庭資源管理、家庭支持系

統）、教師（職前及在職訓

練、在地教師）、課程與教

學（教材教具資源、課程體

系、教學方法）及環境（中

央推動及督導小組、實驗幼

兒園、研究單位）共同來支

持此目標的達成。我們需要

積極性的建議來充實此政策

規劃方案，更需要有行動力

的人與我們共同實踐我們的

教育目標。

面對孩子，我們沒有

拖延和推託的藉口；

政策可以有千百種理

由來等待所謂的時機

成熟，但孩子的教育

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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