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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園實施品格教育概況及遭遇之困難問題，研究者以訪談

法訪談幼兒園教師，除瞭解各園實施品德之課程設計、教學的方法、策略、教材

運用、及產生問題與問題解決等方面外，並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供未來為推動品

格教育之參考。 
本研究結論歸納如下：幼兒園課程規劃均實施主題教學為主，而未特別規劃

品格教學課程，但利用隨機教育的方式進行品格能力的培養；幼兒園教學偏向認

知方面，而較缺少情意方面的學習；家長心態較偏重於認知的學習，幼兒園也配

合家長的期望規劃來教學，導致園所開課偏向認知領域為重心；幼兒園在缺乏品

格教育資源情況下，教師以閱讀報章與雜誌中來增進品格教學方面的知識，亦透

過與家長結合共同引導幼兒品格能力的提昇。 
 

關鍵詞：幼兒園、品格教育、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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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幼兒階段是一個人成長的關鍵時期，而品格教育的養成卻是幼兒成長後的重

要能力之一，根據天下雜誌（2003）「二００三年品格教育大調查」的結果顯示，

無論是老師或是家長們都認為品格教育的施行是「非常重要」的，在目前國民品

格行為的表現低落的現況中，譬如很多幼小的兒童即學會偷竊且對師長非常沒有

禮貌，更顯得「品格教育」的重要性，故在幼兒階段實施品格教育更值得教育界

的重視與注意！ 

良好的品格的培養在近幾年也成為世界各國培養國民素養的趨勢，歐美與世

界其他國家早已經在品格教育這一塊領域，進行相當熱絡做研究探討與做相關的

改進，美國十餘年來業已積極推動「新品德教育」，強調當代核心價值，且以多

元教學模式加以推廣；英國則於近年推動「價值教育」與「公民道德教育」課程；

鄰近之新加坡、日本亦始終重視學校道德教育之實施（教育部，2003），足見於

品格教育之重要。 

許多學者也認為幼兒在學校若有較高的社會能力，更能適應幼兒園生活且與

同儕也能發展較佳的友誼，品格教育在越小實施可塑性最大，隨著年齡增長，則

成效遞減(Jacobi , 1997 ; Houff , 1998 ; Eisenberg et al., 2004)，可見學前教育是幼

兒品格奠基的關鍵期。我國自古一向以禮儀之邦自稱，幫助我們的孩子建立良好

的品格，使他們成為未來社會中擁有競爭力的優異人才，是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 

國內近幾年來受到少子化的衝擊，由於父母親教養方式的改變，間接影響家

長在教養子女的態度趨於寬鬆、是非不分，甚至到了放縱的地步，造就了許多天

生驕子，研究者身為幼教工作者，認為有必要針對目前幼教較不重視的幼兒品格

能力培養盡一份心，日前教育部曾提出將品格教育向下延伸至學前階段實施，研

究者深感認同，基於上述理由遂激起研究者進行本研究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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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園實施品格教育的概況，期望可以歸納出幼兒園實施品

格教育的方向及其困境等，以提供相關教育單位與教育界專業人士進行教學規劃

與相關政策擬定之參考。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幼兒園實施品格教育（課程、方法、策略教材）的現況。 

（二）瞭解幼兒園實施品格教育的困境與解決途徑。 

三、研究問題 

本研究所欲探討之研究問題如下： 

（1）幼兒園實施品格教育的課程內容為何？ 

（2）幼兒園實施品格教育的方法或策略為何？ 

（3）幼兒園實施品格教育的教材來源及運用輔助教具情況為何？ 

（4）幼兒園實施品格教育的困境為何？ 

（5）幼兒園實施品格教育的困境解決途徑？ 

四、名詞釋義 

（1）幼兒園 

幼兒園係指依法為一般公、私立幼稚園與托兒所之總稱。本研究所稱幼兒園

係以受訪之三所幼稚園－A 幼兒園、B 幼兒園、C 幼兒園（化名）。 

（2）品格教育 

Lickona（2003）認為好的品格是一種美德，這種美德是個人或群體所共同

認定並遵守的價值規範，是人類優良的特質，同時也普遍受到社會學家與宗教界

人事的肯定與讚揚，更是一種發自內心的一種良善覺知。蕭麗玲和謝正平（2005）

提出品格教育的內涵主要分為：道德行為、道德認知、道德情感。道德行為是指

合於社會規範的行為模式。也就是能做到自然而持久地遵守社會規範的行為；道

德認知是指理解社會規範，並據此能對自身或他人行為表現的是非善惡做判斷。

也就是能了解社會的價值系統及約定的習俗和規範，根據這些價值觀念的認知來



 
 
 
 
 
 
 
 
 
 
 
 
 
 
 
 
 
 
 
 
 
 
 
 
 
 
 
 
 
 
 
 
 
 
 
 
 
 
 
 
 

 

蘇宏鈞 

幼兒教育研究(第三期)，2011.06 

150 

判斷是非善惡；道德情感是指個人若違反社會的價值系統及約定的習俗和規範

後，內心所感受的罪惡感與羞恥心，也就是自我內在自制與制裁的情操。 

本研究的品格教育指的是在幼兒園當中經教師教學之後，幼稚園學生品格能

力是否經由教師教學下有進步的空間。 

五、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就對象方面，本研究的對象僅於針對三所幼兒園之教師，進行訪談性研究，

因此研究發現不宜做過度的推論。 

（二）研究時間方面 

本研究受限於教師空閒之時間，無法長時間與老師做長時間的訪談，只能就

蒐集的資料做概略性的整理、歸納，較難將老師的心理期許做更深入的了解。 

 

貳、文獻探討 

一、品格教育之基本意涵 

Gibbs 與 Earley（1994）提出十幾種個人與群體必須共同建立的核心價值做

為品格教育與道德教育的基礎，其價值包括同情、公正不阿、誠實無欺、勇敢、

仁慈善良、忠誠、堅忍不拔、尊重、負責任等。Berger（1996）針對國小兒童實

施的「核心價值」，包括九大核心倫理價值，是小學實施 K-12 品格與道德教育的

重要指標包含：誠實正直、相互尊重、彬彬有禮、自我訓練、悲天憫人、寬容雅

量、熱愛學習、重視教育、責任感。Vessels 與 Boyd（1996）認為品格教育是

指能促進社會和諧、增強個人責任及良好品格特質和道德教育價值。Vessels

（1998）指出道德的內涵價值包括「心理歷程」與「具體的德行」兩個面向重點，

「心理歷程」包括思考自我道德價值或倫理原則的能力，客觀衡量自我與他人的

道德主張，能將個人責任感與社群連結，具有認知、同理心、自律、自制的內在



 
 
 
 
 
 
 
 
 
 
 
 
 
 
 
 
 
 
 
 
 
 
 
 
 
 
 
 
 
 
 
 
 
 
 
 
 
 
 
 
 

 

幼兒園實施品格教育概況之研究 

幼兒教育研究(第三期)，2011.06 

151 

良心。「具體的德行」包括個人統整的德行－仁慈、勇氣、能力、努力，及社會

統整能力－友誼、團隊合作、公民道德特質。McLaugblin 和 Halstead（1999）指

出，品格教育決定一個人的態度和言行。Lickona（2003）認為好的品格是一種

美德，這種美德是個人或群體所共同認定並遵守的價值規範，是人類優良的特

質，同時也普遍受到社會學家與宗教界人事的肯定與讚揚，更是一種發自內心的

一種良善覺知。品格教育的目的在協助孩子表現個人特質，開發潛能，形成正確

的價值觀，並從學習中增進自我了解、尊重他人、關懷社會。品格教育

（character-education）是藉由教與學的過程，促使個人發展倫理、道德、責任、

關懷、感動、感恩的教育活動（李素貞、蔡金伶，2004），即教導學生追求真善

美的教育歷程。蕭麗玲、謝正平（2005）提出品格教育的內涵主要分為：道德行

為、道德認知、道德情感。國內學者李琪明（2001）提出自治、守法、秩序、整

潔、榮譽、良心、公德、禮儀、規矩、關心、同理心、尊重、責任、環保等 14

項道德價值標準。 

根據上述各專家學者所提，有關品格教育意涵，本研究歸納提出訪談問題之

參考。 

二、品格教育理論基礎 

（一）皮亞傑（Piaget）的道德認知理論 

皮亞傑認為兒童的道德認知發展有其階段性，在兒童成熟過程中，促使兒童

道德結構的改變，從無律階段發展到在發展到自律階段約在七、八歲由於認知發

展尚不成熟及自我中心，所以他們判斷對錯是根據外在條件或物質誘惑，非行為

者主觀意圖考量（吳寶珍 2005；葉紹國 2003）。三個階段分述如下： 

1.無律階段：5 歲以前兒童階段，此時期兒童自我中心傾向，無道德規範，

行為只是單一的感官動作反應而已，對道德毫無責任和規範。 

2.他律階段：5~8 歲左右的孩童，對道德呈現一種似是而非的印象，行為的

對錯是根據行為後果，未能顧及行為動機和意向，此階段的兒童道德意識尚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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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對規範盲目被動遵守。 

3.自律階段：8~12 歲以後孩童，不再盲目服從成人的權威，他們會選擇、判

斷規範的適切性，除了行為後果之外也會考量到行為動機，道德認知上漸趨成

熟，會與同伴溝通意見，發展出一套公平、互惠、合作的道德標準。 

皮亞傑的道德判斷發展和認知發展皆有其階段性，他認為人類的道德發展來

自於個體對社會的適應，重視彼此的互動過程。因此幼稚園階段的小孩處於無律

階段道德的發展，需仰賴大人的形塑方能建立。 

（二）Kohlberg 的道德發展論 

Kohlberg（1958）依年齡成長提出道德發展三期六段論，認為 9 歲以下兒童

處在避罰服從取向階段，此階段孩子自我為中心，服從是為了逃避懲罰不認錯，

先考慮行為後果能否滿足自己，無法兼顧行為是否符合社會規範或盲目服從權

威。Kohlberg 認為促進兒童道德價值觀時，不要總是以獎賞、懲罰、誘騙和規定

要求的方法和態度來實施，而是要刺激學童思考，從事道德推理內化，以提升學

童道德認知，讓其清楚明瞭一般的正義原則，清楚了解常態的正義原則，透過可

行的規範，由外塑的方式協助學生形成品格（引自陳埩淑，2004）。 

Kohlberg（1975）提出不同年齡層的人在道德推理上有其差異，因此道德發

展分為三期六段論，每一階段皆依循前一階段的模式漸進發展；Kohlberg 道德發

展之三期六段論（引自張春興，1996）。 

1.前習俗道德期（9 歲以下） 

避罰服從取向：自我為中心，服從是為了逃避懲罰不代表他認錯，先考慮行

為後果能否滿足自己，無法兼顧行為是否符合社會規範或盲目服從權威。 

對功利取向：現實的個人主義模式，一種心存利益交換的心態，他幫助別人

是為了得到更高的回報，再按行為後果是否帶來滿足，以判斷行為的好壞。 

2.習俗道德期（10~20 歲） 

尋求認可取向：好孩子取向，以一種從眾心理來尋求別人認可，凡是成人讚

賞的，自己就認為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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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法規取向：遵守法律權威重視社會規範，認定規範中所定的事項是不能

改變的，界定每個人的角色與規則，盡自己該盡的義務、恪守本分。 

3.後習俗道德期（20 歲以上） 

社會契約取向：超越社會的觀點，本諸良心及個人價值觀來判斷是非善惡，

具獨立思考的能力不受傳統觀念束縛，了解行為規範是爲維持社會秩序，只要大

眾共識社會規範是可以改變的。 

普遍原則取向：信念來自於良心道德判斷，不受利害關係影響和支配，係以

個人的倫理觀念為基基礎，個人的倫理觀念用於判斷是非時，具有一致性和普遍

性。 

Piaget 的道德認知理論及 Kohlberg 的道德發展論都顯示出五歲以前幼兒道

德的奠基期更不能錯過，當幼兒心智能力增加時期道德標準亦在提升，當一個人

從初階進展到高階的道德成熟期時候，道德發展因此產生變化。此證明以幼兒為

研究對象加以實施品格教育研究之重要性。 

三、品格教育之相關研究 

國外學者 Jacobi（1997）從幼兒階段到國中階段實施品格教育的歷程中進行

縱貫式研究，發現年齡愈大愈難推行品格教育，當孩子在幼兒階段就養成良好品

格之後，未來愈能適應新環境、及面對不同的挑戰。Fitch（1998）探討美國公立

學校能否實施品格教育，結果也發現品格教育的成功關鍵期在於學前階段。 

國內學者近幾年已開始重視幼兒品格教育相關議題的研究，方思貞（2006）

以全園實施和班級實施品格教育的歷程研究發現，採全園推動品格劇場和教師讀

書會方式呈現，將有效提升教師的專業和幼兒品格推動。班級品格教育實施，依

班級課程特色將品格教育融入既定的生活課程中，教師的示範和鼓勵能增強幼兒

表現良好品格的態度和行為。陳埩淑（2004）以多元智能理念融入品格教育教學，

激發教師教學的潛能，跳脫舊的課程思維模式創新教學，使幼兒在學業與德育學

習情境中取得均衡發展。粘舒渝（2006）在探討幼稚園關懷氣氛與幼兒教師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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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念、教學行為之相關情形與現況。此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研究，先

以文獻探討分析了解園所關懷氣氛及教師品格教育信念與教學行為之相關問

題。陳玉梅（2007）採質、量並行的研究方式，研究對象為高雄某一國小附幼進

行品格教育的課程，研究發現設計幼兒品格教育課程，有利幼兒建立正確行為之

認知並且品格教育課程實施具體可行，具有立即性和持續性成效。楊淑雅（2005）

的研究指出，學前教育是幼兒學習的關鍵期，幼兒品格教育課程在此階段實施是

具體可行的，經過品格教育的培訓會提昇教師的教學能力。蕭麗鳳（2008）針對

幼兒品格教育於繪本教學之表現於「尊重」「責任」與「關懷」三項品格核心概

念之實踐有良好表現。許寶月（2010）以多元智慧理論應用於幼兒品格教育教學

在幼兒園實施之成效，以「關懷」、「責任」、「尊重」、「勇氣」、「耐性」、

「誠實」等六項品格核心為研究主軸，透過幼兒最感興趣的繪本故事融入教學，

以瞭解幼兒品格教學前後行為改變，以及探討不同教學方式對幼兒品格概念表現

情形。 

綜合以上國內外研究發現，學前階段實施品格教育多有良好的成效，且均突

破原主題課程教學模式，嘗試運用不同教學方式，如開闢品格教育單元課程、繪

本教學、角色扮演、生活實例或設計兩難困境等，來實施品格教育，以引起幼兒

學習興趣加深印象。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質性研究取向，主要採用訪談法，並使用幼教師訪談記錄表做為紀

錄依據。訪談法是為了深入瞭解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避免只依賴理論與文獻，

並進一歩釐清研究問題中的一些疑慮。研究者徵得訪談對象的同意後，主動與受

訪者作面對面個別實地的訪問，針對各受訪者所陳述的看法與意見，進一歩分析

整理，以全面瞭解品格教育在 A 幼兒園、B 幼兒園、C 幼兒園（化名）三家幼兒

園教學實施現況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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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的半結構式訪談法，由研究者事前準備了訪談問題作為訪談大

綱，訪談大綱主要是進行訪談時能使研究主題讓研究問題一直朝研究目的方向

走，不致於有偏頗。研究者希望透過訪談使受訪者表達自己及園所實施品格教育

之概況及面臨教學上有何困境，及實施上做基本的描述，讓研究者能夠對此地區

幼稚園的實施有所瞭解。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對象為公、私立幼稚園幼兒園之教師，依研究倫理做化

名動作，為 A 幼兒園、B 幼兒園、C 幼兒園，每家幼兒園訪問行政教師或帶班教

師各一名，三間幼兒園共三名女教師接受訪談 

A 幼兒園是一家傳統式教學的幼兒園，在地方上也已經有近 20 年的歷史，

算是學生人數很穩定的一家幼兒園，大都以最傳統的教學法教學例如講述法居

多，近幾年已有稍作教學上的策略改進，而我所訪談之教師年紀約 35 歲，算是

在園所當中年紀比較輕的一位教師。 

B 園所也是一間經營相當久的一間幼兒園，而這間幼兒園以慢慢轉向為年輕

化的風格，慢慢接受新的教學方法做教學，也接受學者的建議，在教學方法做策

略的改進，使此幼兒園教學方法有著不同的風貌，受訪的教師（約 27 歲左右）

接受品格的教學訓練，已有一番品格能力認知。 

C 園所是一家剛營業約 4、5 年的新學校，園長的理念比較認為對小朋友好

的，園長會想去接觸看看新的教學法或者是新的軟硬體，畢竟剛開始營業的學

校，資金還不算很充裕，教學設備與器材都還不是相當豐富，受訪問的老師也相

當年輕，約 26 歲左右。（受訪教師資料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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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受訪教師資料表 
 A 園教師 B 園教師 C 園教師 
教學年資 12 6 4 
園所理念 專業、務實 改變、創新 活力 
年齡 35 歲 27 歲 26 歲 

 

二、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的立場與經研究者主要是訪談者與資料分析者的角色。研究者曾經修

習幼兒行為觀察及教育研究法、質性研究法等課程，亦修習過研究專題等研究相

關課程，所以研究者對研究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試圖藉以訪談法來釐清研究問

題。 

三、資料收集方式  

本研究利用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訪談的目的在發現存在他人心中的想

法，藉由詢問相關問題來蒐集資料。主要訪談時間在 2010 年 1 月到 2 月期間進

行，每位訪談對象接受一次的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為 20 分鐘，透過訪談與資

料蒐集，以理解品格教育的實施方式及進行教學在目前的教學當中有沒有遇到哪

些困難點，以及瞭解幼兒對品格教育施行之後幼兒學習後的反應。依據 Acker

（1999）的主張：質性研究報告呈現方式，大多以訪談蒐集資 料分析做為文本內

容，其所持理由為透過訪談較能抓住學校教師對園所運作的內心歷程。而此訪談

當中主要採半結構方式進行，受訪對象為園所教師，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儘量

以自然且不干涉的方式進行，對於園所教師進行尊重、平等、民主且互惠的討論

與溝通之訪談方式。研究者主要利用半結構式訪談方式，在資料蒐集上尋求更輕

鬆的訪談，不讓受訪者對於問題產生太多的壓力。 

研究者研擬初步的研究計畫閱覽文獻之後，依相關文獻探討擬定本研究之研

究架構，經由與教授討論修正後，確定本研究計劃之綱要，完成研究計畫的定稿。 

接著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擬訂半結構式的訪談問題，以瞭解幼稚園實施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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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的實施現況。 

本研究所採用的錄製器材為錄音筆，主要功用在於將現場訪談時無法記錄下

來的話語記錄下來，在訪談時已全程錄音方式記錄，有利於研究者在事後做逐字

稿的書寫與資料分析時作資料的相互檢核。 

四、研究步驟 

（一）準備階段（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民國九十九年一月）  

1.蒐集並探討有關品格之相關文獻資料，建立研究之理論基礎。本研究透過

眾多管道取得資料，諸如：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全國博碩士論文、及全國各

師範學院學報等查詢系統，蒐集有關品格之相關書籍期刊、學報、雜誌、報紙、

論文以及教育政策推行等重要文獻。 

 2.確定研究主題、研擬初步的研究計畫、閱覽文獻之後，依相關文獻探討

擬定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經由指導教授討論修正後，確定本研究計劃之綱要，完

成研究計畫的定稿。 

（二）實施期間 （民國一百年一月～民國一百年二月）  

自民國 100 年 1 月至 100 年 2 月止進行資料訪談等資料蒐集工作。最主要的

是採用訪談法，以訪談資料加以分析。 

研究者先請老師挑選出最有印象的品格問題，並請老師述說教導品格的內容或

表達的方法，接著用引導式的問題請老師表達他們對品格教育的看法或小朋友可能

會做出的不良行為。問題較偏為生活當中的問題，大多以學童在校上課期間表現為

主。 

（三）研究報告撰寫階段（一百年二月至三月）  

研究報告的撰寫，根據上述過程中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歸納與整理，研

究者必需清楚陳述研究的歷程與情境，並在撰寫過程中，對資料進行持續的修正

與審核，保持最清晰與最真實的描述，並在此期間當中與指導教授做密切的討論

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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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分析 

資料蒐集的同時也進行整理和分析，方式如下： 

（1）初步整理：包括轉譯訪談時錄音時之音訊資料檔案。 

（2）資料呈現：分類研究資料，包括有訪談資料、文獻資料等。 

（3）資料分析：首先，將所錄音的音訊檔案以欲了解問題為單位進行編碼

分析。編碼項目分為三大類：品格教育教學的實施、品格教學所產生的問題、問

題的解決策略。每類再分出小項目一再進行編碼，以理解資料之間的意義與關係。 

六、信效度的處理 

質性研究並不是「客觀的計量」，也不是「因果假設的道理」，而是「事實的

詮釋」，質性研究在同一件事當中，每個人就會有不同觀點產生，因為人成長的

環境不同，接觸的事物不盡相同，所產生的社會歷練也不一樣，人們對事件就會

有不同看法。以下則是研究者對信效度的處理方法。 

研究者採三角檢證法，利用不同的資料來佐證資料的效度，研究者針對品格

研究資料與教師訪談資料整理並與參與教學觀摩，以多元方式蒐集資料、交叉檢

視讓不同時間所取得的資料有著內部一致性，讓蒐集的資料更接近事實。 

本研究藉由與教師的對品格教學的施行訪談、與品格研究相關文件；並參與

班上幼兒於課程討論中對話等文件資料，來進行多重資料的交叉驗證。並且藉由

上述不同類型的資料證據與不同對象的觀點比對，以及透過實際觀察、教師課程

分享與訪談，提高本研究的效度與可信度。 

七、研究倫理 

質性研究主要進入現場蒐集資料，經常面臨研究倫理問題與衝突進行反省

（黃瑞琴，2005）。研究者在進行本研究前，經由園長同意認可後，以化名方式

具體呈現。亦盡量避免受訪者因為其他教師因同事當中不方便訴說關鍵語句，而

影響其思考和回答方向，也為了避免讓研究之園所及師生有所困擾，本研究全部

化名處理對外名稱。在研究進行時，皆會先給予園所及教師一張研究同意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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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研究資料不外流到與本研究不相關的人手中，且在研究敘述當中，需提到該園

所的人與名稱皆會使用化名呈現出來，在訪談過程當中，若用到的錄音器材做記

錄時，會先徵得受訪者同意再予以使用。 

肆、研究結果 

根據研究目的及訪談三所幼兒園所的資料加以整理歸納，研究結果內容包含

品格教育的實施現況、方法與策略、教材、及實施困境與解決途徑。 

一、幼兒園品格教育的實施課程現況 

品格教學的實施策略基本上可概分為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三

者：正式課程強調品格教育必須能夠融入各學科之學習領域；非正式課程著重校

園各活動與學校制度，需能彰顯品格教育；潛在課程則是強調校園軟、硬體的周

全規劃與精心考量，以共同提供與營造品格校園。 

A幼兒園的老師：我們的課程當中，並沒有一門專門教品格課程的課，但是品格

課程我們都會在其他課程當中融入教學，這種方法更能讓小朋

友更深刻。 

〔訪1000110〕 

B幼兒園的老師：要園、所自行設計這種課程有些困難度，平常都是利用生活當

中，直接做教學。 

〔訪1000108〕 

C 幼兒園的老師：我們原是有標榜品格教育的學校，但是也是沒有特別開設這種

特別課程來教學，都是在生活當中做教學，有些時候會輔以繪

本或教具配合教學後，進行討論。 

〔訪 1000108〕 

幼兒園的課程規劃，均以主題式教學為主。而未規劃特別的品格教學單元，

品格教育的課程是以融入在一般教學中；只有 C 幼兒園有時以繪本配合教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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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討論；但無規範教學時間，由教師自行彈性配合在生活作息中培養幼兒的永久

品行能力。B 幼兒園老師接受了學者教學方法及教案編制的課程訓練。品格教育

當成正式課程來教學是目前幼兒園較少實施的，現今的課程標準並未將品格教育

列入正式課程，但品格教育對幼小兒童亦相當重要，所以幼稚園實施品格教育課

程以非正式課程教學與潛在課程居多。 

二、幼兒園實施品格教育的方法或策略 

依據教師的說明，在進行品格教育時會採機會教育的方式，或是使用繪本來

教導小朋友，亦讓小朋友施以楷模學習的方式，加深小朋友的學習印象。 

A 幼兒園的老師：我們幼兒園在實施品格教育沒有很固定的時間，有時在幼兒遊

戲當中，亦可以借此機會做品格教育的學習，前幾天有兩位小

朋友在玩玩具的時候就打起架來，這就先要了解情況，在藉機

跟他們說玩玩具是需要朋友分享的，才不會玩的不快樂呀”。

〔訪 1000110〕 

B 幼兒園的老師：我們的時間也很不固定，有時候就只有在吃飯時與上下課時間

教導一些學生基本禮儀；在美勞課時間當中，色筆跟剪刀就給

小朋友特別少，要讓他們學習分享，也有愛惜東西的習慣；因

為班上有一個弱勢兒童，在這個機會之下，讓他們懂得如何去

對他好，學習關懷的心。 

〔訪1000108〕 

C 幼兒園的老師：我們真正在教育品格教育的時間大都是在使用品格繪本教學的

時候，若在生活中或學習當中出現需要教育的話，我的作法是

給予他們機會教育，若有好的表現的小朋友會給予獎勵，讓他

當成模範，來影響其他的小朋友，我認為這是很好的學習方

式，比單純做教導還要好。 

〔訪 10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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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上述意見，幼教師教學當中教學品格都是以認識品格為主，並無讓幼兒

親自去體驗品格並親自實踐，由於幼教師教學偏向認知方面，而未學習情意教學

技能與策略，故在品格教育上，偶而採用隨機教育的方式進行品格能力的培養。  

三、幼兒園實施品格教育的教材來源及運用輔助教具 

在教材當中大都是以繪本為主要教學的用品居多，使用卡通人物吸引小朋友

注意是吸引小朋友最重要的方法。 

A 幼兒園的老師：在教材的運用上，只是使用園所所購買的繪本、卡通當中做有

關品格教育相關的就給予小朋友做教學。而在教具運用上有時

以卡通人物如哆拉 a 夢做道具演出外，較少使用道具。 

〔訪 1000110〕 

B 幼兒園的老師：教具的話也是很少購買，大都運用相關領域的而已，因為園所

應家長需求都要教導認知性的課程，像數字與注音之類，所以

也沒有特別使用什麼關於品格的教材。 

〔訪1000108〕 

C 幼兒園的老師：品格教材的使用就是園所之前有買一套與品格相關領域知識的

繪本，這一套繪本也蠻受到小朋友喜歡的，有時候小朋友還會

主動想要借回家去看，因為我們有一個老師蠻會說故事的，這

也是一個緣故讓小朋友更喜歡聽故事，也更能吸收到故事的內

容。 

〔訪 1000108〕 

依幼兒園教師的描述，幼兒園實施品格教學教材來源偶而會用繪本卡通人物

作題材；有時會以幼兒當時發生的優良的行為或不良行為作為題材，如幼兒表現

不佳，當時就立即予以行為糾正與引導；如表現良好行為，就立即給予正增強鼓

勵，符合班度拉楷模學習的理念；另實施品格教育的時間則無固定，除了採機會

教育外，有時配合主題單元以繪本進行教學，富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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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幼兒園實施品格教育的困難 

幼兒園教師提及實施品格教育的困難，包括未使用正確的繪本以做為教學，

以及家長要求看到其效果作為考量為重心，以致一些必備的品格教學課程受到減

縮。 

A 幼兒園的老師：在我們品格教育當中，家長有的就想要看到成效，要像有表揚

會一樣的那種，像家長有提過某某幼稚園，都有品格優良小朋

友上台領獎的大會，而且我們對品格教育也沒有專門的繪本做

教學，我們擁有這些繪本的主題都不是品格教育，在繪本當中

會有一些相關聯的地方，就用哪邊做教學的部分，但還是覺得

相當欠缺。 

〔訪 1000110〕 

B 幼兒園的老師：我們最有困難點的就是教材與教具，因為園所很少會買單一領

域的產品，而這多領域的產品，有時候要跨足到另一領域，都

會產生一些小衝突存在；而且我們的家長也都會從聯絡簿當

中，來詢問一些在家庭當中發生打架或是一些其他方面品格相

關的問題，我們有時候都不知道在學校怎麼來輔助這些小朋

友，因為教材、教具的缺乏、品格的知識也收穫不是很多，所

以教學上也都會產生問題，但現在已經慢慢在改善當中了。 

〔訪1000108〕 

C 幼兒園的老師：因為我們是有標榜品格教育理念的園所，在招生時，家長有的

就會詢問我們是怎麼去實施品格教育的課程，但是空有園長理

念，但是還是沒辦法有很好的教學，因為也沒有教材、教具，

也沒有單獨課程做教學時間，但也是因為園方對家長的認知性

課程要求太過度重視，就反而將一些品格課程濃縮了。 

〔訪 10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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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的教師均認為家長較偏重於認知課程，園方也較會配合家長的期望規

劃教學，以致於開課方面皆以認知相關領域為主要課程，而忽略品格教育的課程

規劃；另園所未提供品格相關教材讓教師運用，且園方以主題式教學模式進行教

學，若教師對品格教學的理解能力不足時，不容易適時的將品格教學融入進其他

課程當中，將使教學效果不彰。 

五、幼兒園實施品格教育的困境解決 

在實施品格教育當中，都會產生一些困難點考驗實際從事者，而這些從事者

是否能夠把這些問題做進一步的解決，就考驗著幼兒園園長與教師處理事件的能

力與風格。 

A 幼兒園的老師：家長的需求要舉辦表揚大會，我們也是盡力的想要辦的大一點

點，讓小朋友可以比較開心一點，於是我們就幾個班級的老師

就在上戶外課的時候，聚集全部小朋友，製作一張獎狀，也給

予一份禮物做獎勵，大約時間為一個月一次；而繪本缺乏品格

教育類的，我的作法是因為我們有幾位教師，就會互相借來借

去，我也有一些是之前就讀高職的朋友，現在也是幼稚園老

師，也會去借來使用，讓小朋友做學習品格教育的課程，內容

就比較不在拘限。 

〔訪 1000110〕 

B 幼兒園的老師：我們園所缺乏品格教學取材這點已經有獲得慢慢改善當中了，

因為也是相當多的老師在從事品格的教學時，都有一樣的困難

處，於是一同與園長做反應，園長也認為品格教育這一塊領

域，在近期招生的宣傳的情形下很夯，於是園長也想要在招生

更充裕的情況下就答應來購買一批品格教育的教具來供教師

做上課時使用；而在我們對品格教育的教育方面知識比較充足

下，我跟幾位老師就會參加品格相關會議，去釐清出教育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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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我們也會在報章雜誌當中在到一些新聞、文章都會剪下來

一起做分享一起學習，也會彼此互相做討論的動作。 

〔訪1000108〕 

C 幼兒園的老師：因為園長對品格這一塊真的非常有憧憬，想打造一個品格走向

的幼兒園，但空有想法都沒有積極去進行，也只進了一套品格

的繪本，作為老師的教學用，但是最近我們也都有積極跟園長

做反應，若能夠把它做好的話，一定能讓風評更加優良，帶來

的就會使招生更加的充裕，園長也慢慢在做進一步的去規劃當

中，或許在不久之後就會有改變了；而家長對認知這一塊很有

興趣，我們都有積極用聯絡簿或電話跟家長做溝通，希望家長

能夠對品格也要並行，我就跟家長說成績不一定能影響一輩

子，但品格的養成是一定可以影響一輩子的。家長現在也慢慢

積極在參與一些相關的學習了。 

〔訪 1000108〕 

依教師的陳述，可知幼兒園在缺乏品格教育資源情況下，老師的解決途徑是

自己想辦法借教材運用；另自己充實報章、雜誌中關於品格教學方面的知識；C

園所則透過與家長結合共同引導幼兒品格能力的提昇。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研究者綜合研究結果，歸納結論如下： 

（一）三所幼兒園的課程規劃均實施主題教學為主，而未特別規劃品格教學課

程，有些教師若有偶而實施都是以生活題材作為融入主題教學中，然而在

此教學模式下，很難落實品格教學，培養身心健全發展幼兒。 

（二）幼教師教學偏向認知方面，而未學習情意教學技能與策略，偶而會利用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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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教育的方式進行品格能力的培養。如同方思貞（2006）所言，教師的示

範和鼓勵能增強幼兒表現良好品格的態度和行為，故應老師來示範品格，

學生去體驗品格，更能讓幼兒更具深刻印象。 

（三）在品格教育教學上，幼兒園實施品格教學教材來源，偶而會用類似卡通人

物作題材；有時會以幼兒當時發生的優良的行為或不良行為作為題材，如

幼兒表現不佳，當時就立即予以行為糾正與引導；如表現良好行為，就立

即給予正增強鼓勵，符合楷模學習的理念；另實施品格教育的時間則無固

定，除了採機會教育外，有時配合主題單元已繪本進行教學，富有彈性。 

（四）家長心態較偏重於認知的學習，學校也較會配合家長的期望規劃教學，導

致園所開課偏向認知領域為重心，而忽略品格教育課程規劃；園所以主題

式進行教學，缺乏品格相關教材供教師運用；若教師對融入品格教學的理

解能力不足時，不容易將品格教學融入到其他課程，將使教學效果不彰。 

（5）幼兒園在缺乏品格教育資源情況下，老師的解決方式是自行利用朋友資源

借教材運用；另自己閱讀報章與雜誌中，來增進品格教學方面的知識；C

學校則透過與家長結合共同引導幼兒品格能力的提昇。 

二、建議 

（一）課程方面： 

由於大部分幼兒園均採主題教學模式，課程均固定，品格教育的實施，雖稱

為融入一般課程教學中，或以生活上的機會教育為主，但如幼教老師較不重視品

格教育培養者，品格教育一向被聊備一格，建議教育部應在品格教育促進方案

中，詳細規定每階段學校每週應實施至少 1～2 小時的品格教育課程，幼兒園配

合主題教學之主題可設計品格設計小單元，融入一般課程實施幼兒品格教育。 

（二）在教學方法方面： 

幼教師除了設計小單元融入一般課程外，教學上可運用繪本或生活上幼兒常

出現的不良行為作為題材，自編為小故事，或兩難困境問題，讓幼兒討論，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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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說明，使品格真正內化為幼兒的一項能力。教學方法建議如下： 

1.從品格該獨立教學而言 

品格在幼小階段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教學課程，而幼小階段時常會對所學習的

課程產生模糊，畢竟課程的相互重疊性偏高，若可以在未來的教學方針當中有明

確規範品格課程必須性，讓小朋友可以明確對品格課程的認識也更能夠體會品格

重要性。 

2.品格教育可融入式而言 

品格教育是一種生活當中的教育，不僅多種課程（講述、戲劇、繪本等多項

課程）當中都可以藉由品格來當做發揮的題材，但是還是必須適可而止，不僅表

達不出教學的主題，且讓小朋友錯誤的學習，導致成效不彰。 

（三）在教材與教具方面： 

幼兒園應購置相關品格教育繪本提供幼教師選擇運用，另在教具一項，教師

可於說故事時，自製與題材相關的道具（如佈景、布偶、音樂、音效等）配合演

出，以輔助幼兒園缺乏教具或繪本之不足。 

（四）在教育行政單位方面： 

1.除了政策上規範幼兒園須有品格教育課程外，且應每年編制補助幼兒園購置教

材或教具（自製）的經費，以讓幼教師樂於實施幼兒品格教育。 

2.辦理幼教師實施品格教學的在職進修，以讓每位幼教師知道品格教育理念，教

學方法與策略，以及如何運用繪本說故事及團討問題的設計等技巧。 

（五）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訪談的對象可增加訪談不同的園所教師，較能通盤瞭解，並可配合量化進行

調查，以臻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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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訪談大綱 

1、請問貴園所是如何實施品格教育的？ 

2、實施品格教育是使用哪種教學策略做教學？ 

3、通常在實施品格教育的教學中，大都在哪個時段呢？例：獨立一堂課、在一

般課堂做融入 

4、這些教師在品格課程領域當中是否有充分的進修和探究？ 

5、目前在實施品格教育的過程當中，是否有遇到哪些問題？例：人員聘僱或實

施過程 

6、為什麼這些實施問題會造成園所困擾？ 

7、當園所碰到之品格教育相關問題是如何作為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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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ifficulties of character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Using interview methods, the researcher interviewed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addition to understanding the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methods, strategies, materials, problems and solving, this study provided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as references for character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kindergartens implemented thematic curricula 
and did not provide special curricula in character education. However, they provided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children’s abilities in daily school life. The kindergartens 
emphasized more on children’s cognitive learning and less on affective learning.    
The children’s parent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cognitive learning. The kindergartens 
also followed the parents’ expectation in teaching and therefore emphasized more on 
cognitive learning. Due to the lack of resources in character education in the 
kindergartens, the teachers improved their knowledge in character education by 
reading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also cooperated with the parents to promote 
children’s abilities in character.   

 
 
Keywords: kindergartens, character educ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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