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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台灣正面臨到嚴重少子化的問題，在學生來源減少的情況下，各幼兒園莫不

使出渾身解數去招生。但是，就現實而言，幼兒園如果一味地迎合家長非專業的需求，

將造成才藝教學獨霸課程的局面；反之，若堅持正確理念與理想，又常面臨招生不足、

經營困難的壓力。因此，幼兒園園主任如何基於幼教專業，又能及時因應社會變遷的家

長期望；積極尋求家長、教師的認同與社區支援，同心協力發展幼兒園本位課程，以滿

足幼兒學習需求並展現幼兒園本位經營特色，乃當務之急。總結來說，園主任身為幼兒

園領導者，其領導行為不僅是關注園所的硬體設備上或公關活動上，也必能發揮其課程

領導的能力，幼教師教學效能的良窳，不僅是家長評定幼兒園品質的指標，更將影響幼

兒教育的發展與成敗，因此領導行為最重要的目的皆在改善教師的教學效能，增進學生

的學習效果。本研究藉由文獻分析研究，歸納出公立幼兒園園主任在幼兒園實施課程領

導最常遭遇到的困境分別為領導者方面、教師方面以及家長方面，以及與相對應的改進

策略，期望能有助於公立幼兒園園主任進行課程領導。 

中文關鍵詞：幼兒園、課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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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公立幼兒園是國家辦理幼兒教育的展現，其辦學品質受到各方的檢驗，而園主任則

是促進園所達成高品質幼教目標的推手（張淑敏、陳惠珍，2007）。許明珠（2002）也

指出公立幼兒園中園主任是一個園的領導者及靈魂人物，幼兒園辦學績效的良好與否，

與園主任的領導形式息息相關，並直接影響到園的經營發展。在目前，台灣正面臨到嚴

重少子化的問題，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顯示 104年出生嬰兒計 21萬 3093人，相比 84

年的出生嬰兒 30萬 2949人，少了 8萬 9856 人（內政部統計，2016）。若是以幼兒園一

個班 30人來計算，總共少了 2995班。在學生來源減少的情況下，各幼兒園莫不使出渾

身解數去招生。但是，就現實而言，幼兒園如果一味地迎合家長非專業的需求，將造成

才藝教學獨霸課程的局面；反之，若堅持正確理念與理想，又常面臨招生不足、經營困

難的壓力（盧美貴、陳慈娟，2002）。因此，幼兒園園長如何基於幼教專業，又能及時

因應社會變遷的家長期望；積極尋求家長、教師的認同與社區支援，同心協力發展幼兒

園本位課程，以滿足幼兒學習需求並展現幼兒園本位經營特色，乃當務之急（盧美貴、

陳慈娟，2002）。總結來說，在公立幼兒園中，園主任通常為園內行政的領導人，其領

導行為不應僅是關注在幼兒園的教育行政事務、硬體設備或公關活動上，更重要的是必

須能發揮其課程領導的影響力。因為，幼教師教學效能的良窳與否，不僅是家長評定幼

兒園品質的指標，更將影響幼兒教育的發展與成敗，因此領導行為最重要的目的皆在改

善教師的教學效能，增進學生的學習效果（余文秀，2013）。 

本研究擬藉由文獻分析研究，整理歸納出公立幼兒園園主任在幼兒園實施課程領導

所遭遇的困境與相對應的改進策略，期望有助於幼兒園園主任進行課程領導。 

貳、 課程領導意涵 

為了解課程領導之意涵，研究者就以下文獻蒐集所得，來說明課程領導之定義。 

領導（Leadership）一詞，眾說紛云，有人稱是一門科學，也有人說是一門藝術，

唯一的共同點就是無不認為領導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念。許明珠（2008）認為領導是在

領導的歷程中，領導者因應不同的領導情境，運用個人的人格特質，發揮其影響力，試

圖影響所屬成員的行為，激發並導引成員，利用團體智慧，建構團體共同的願景目標，

並同心協力達成團體願景目標的歷程。陳志民（2005）將領導定義為：「領導者為達成

預定目標，透過團體性機能和領導情境之運用，計畫性的施加影響力於組織成員，激發

並導引組織成員同心協力，全力有效地達成組織共同目標的歷程。」 

課程領導（curriculum leadership）結合了課程（curriculum）與領導（leadership）

二詞，通常提及「領導」似乎容易將其歸入行政或管理研究的範疇，然而領導的對象又

是「課程」，因此，屬於課程探討的領域（葉興華，2002）。而課程領導（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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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的意涵則係指在課程發展過程中，對於教學方法、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和

課程評鑑提供支持與引導、以幫助教師有效教學和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吳清山、林天佑，

2001）。江滿堂（2007） 則認為課程領導是基於課程專業理念，關注於課程的領導行為，

在課程發展歷程中，對於課程組織、規畫、實施與評鑑，提供支持與引導，以喚醒教師

的課程觀。郭芳辰（2005）認為課程領導是為提昇教師教學效能及幼兒的學習成效，藉

由園主任採行與課程有關的有效能之領導行為增進教師專業成長，善用園內與外界資

源，以提昇教學品質。余文秀（2013）將課程領導定義為幼兒園園主任為達成教育目標，

領導者在課程與教學發展歷程中，依據其對課程領導理念，整合各項資源與意見，考量

整體情境脈絡，運用個人課程專業知能與影響力，透過計畫、組織、引導、協調、激勵、

溝通、評鑑等歷程及各種領導策略，與教育合夥人─教師、行政人員、家長、社區人士、

學者專家等人的合作，使幼兒園全體人員同心協力，形塑組織文化與共同願景，並尊重

教師專業成長，同時也與家長、社區保持良好互動關係，使之認同園所的課程與理念，

而最終的目的在於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達成教育目標。林成堂（2006）認為課程領導

的內涵特徵包含有：共有性、願景性、民主性、合作性、反思性。盧美貴和陳慈娟（2004） 

歸納出課程領導的定義為基於課程專業知識，運用各種領導策略，結合教師專業成長活

動，共同討論、規劃、設計出符合學校特質、社區期望、學生能力與需求之課程，並經

由教學活動、教學評鑑等實施過程，來提升教師教學效能、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以達成

教育目標之歷程。楊于萱和周淑惠（2009）認為課程領導即是領導者發揮影響力，透過

激勵、溝通與各種引導措施，致力於課程與教學發展的一種領導行為與歷程，最終目的

旨在實現學校教育目標，提升教育品質。鄧惠芳和許玉齡（2011）指出領導者藉由各種

引導、激勵、溝通等課程領導方式，運用專業理念與能力影響教師對教育專業成長的重

視與實踐，建立學校文化與願景，並與社區保持良好互動，使理念為之認同，共同提升

幼兒教育之品質。王為國（2007）則提出課程領導乃在發揮領導的力量，有效的進行課

程與教學設計，並落實到實際的班級教學上，以提高學生學習效果、學習興趣及養成健

全人格為目的。 

綜上所述，課程領導的基礎都是基於課程，目的是要運用各項的資源去協助教師進

行專業成長，進而在組織內形成組織文化或是塑造出共同願景，來提高學生的學習品

質，達成教育目標。因此，研究者將課程領導的意涵歸納為領導者基於課程專業知識，

藉由各種領導方式及運用校內外各項資源，來提升教師教學效能、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最終形塑組織文化與共同願景，以達成教育目標之歷程。 

參、 幼兒園領導策略對幼兒園教學之影響 

幼兒園品質提升的關鍵繫於「園主任領導」，而園主任領導的相關研究與發展則需

要更多的關注（歐姿秀，2002）。然而，檢視過去幼教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幼教研究的

主軸大多環繞在教師、幼兒與幼教相關政策上，反倒是針對幼教機構的領導模式，在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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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究範疇中較少被提及（李淑惠，2005）。而根據過往對於幼兒園領導對幼兒園教學

的相關實證研究來看，公立幼兒園的園主任的領導形式對於幼兒園的效能會有正向且顯

著的影響 （余文秀，2010；李安華，2007；李槐青，2010；林楚欣、羅天松，2014；

郭芳辰，2005；陳志民，2005） 。甚至有研究發現，不適當的領導形式反而會造成幼

兒園內課程進行不良或打擊教師士氣（李文正，2004）。因此，幼兒園園主任的能力，

對幼兒園的經營及組織氣氛、教學品質具有關鍵性的影響力，實為幼兒園中品質的把關

者，因此園主任實為幼兒園發展優劣的關鍵性人物（許逸柔，2004）。 

綜上所述，在幼兒園中領導策略對於幼兒園整體效能的影響之大，是無庸置疑的。

而幼兒園在各級學校中，自主決定課程的空間最大，故幼兒園園主任之課程領導更顯重

要（鄭惠芳、許玉齡，2011）。因此，身為幼兒園中的領導者，必須審慎的選擇及評估

如何運用適當的領導方法，並營造整體幼兒園的組織文化及氣氛來提升幼兒園的教學品

質以及進行把關。 

肆、 課程領導運用在幼兒園的實證研究 

課程領導作為一種領導策略實行在教育場域，已有一段不短的時間了。但在幼兒園

部分，卻不甚普及。本章即藉由課程領導運用在幼兒園之實證研究來分析課程領導運用

在幼兒園時所遇到的困境及改進策略。 

一、 課程領導運用在幼兒園的實施困境 

許明珠（2012）的研究中發現，園主任課程領導困境在於行政與教學兩難、人手不

足、被標籤成指標幼兒園壓力大。林佳芬和李子建（2014）則發現課程領導困境包括：

課程領導者的定位與職責、幼教人員的專業落差與工作壓力、新課程綱要的困惑與擔

憂、家長選擇權的市場競爭與迷失導向。李靜萍（2011）則將課程領導的困境分為兩種：

一是園主任課程領導意識淡漠，並對課程領導角色的職能缺乏認識和瞭解。二是教師參

與課程發展的時間的多少、教師是否能夠自行設計課程、教師對參與課程發展計畫的意

願高低、教師是否主動參加進修和學習。王怡（2012）則將困境分為四項：幼兒園園主

任的課程領導力意識有所欠缺、淩亂的行政工作影響著園長課程領導力的系統提升、幼

兒園共同體的建設不容樂觀以及幼兒園園主任課程領導力相關培訓不足。盧美貴和陳慈

娟（2004）則將困境分為三個方面，在領導者方面：事物繁忙，干擾與突發事件不勝枚

舉且欠缺課程領導的專業知能，不清楚課程領導的性質；缺乏學校教學評鑑制度與管制

教育品質的指標；未從學者專家方面獲得足夠的協助。在教師方面：因時間不足，未能

獲得參與權、缺乏資訊與經驗、課程設計能力不足、協同教學困難、無適當在職進修的

機會。最後是家長方面：對於幼兒園發展的課程，心存疑慮、缺乏信心甚至抗拒，不願

提供課程發展所需的資源，或因無能力參與課程發展委員會的討論而大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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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上面的敘述來看，課程領導運用在幼兒園之後所遇到的困境主要可以分為三個

方面，分別是：領導者方面、教師方面以及家長方面。而此三方面與第二章提到課程領

導的意涵中之領導者、園內外資源以及教師三個要點是相呼應的。在領導者方面會出現

的困境，包含有領導能力不足、事務繁忙以及對課程的專業知能認識不夠。在教師方面

會出現的困境，包含有課程相關知能不足以及意願高低。在家長方面會出現的困境，包

含有家長對幼兒園課程的不信任。 

二、 課程領導運用在幼兒園的實施困境之改進策略 

針對上述所提到的實施困境，研究者也整理出與之相對的解決策略。在領導者方面

會出現的困境，包含有領導能力不足、事務繁忙以及對課程的專業知能認識不夠。因此，

主要的策略為加強幼兒園園主任有關課程領導方面的理論素養、園主任分權，培養領導

型教師、因應專業知能有待加強，積極營造學習型組織 （王怡，2012；李靜萍，2011；

林紅櫻，2015；盧美貴、陳慈娟，2004）。在教師方面會出現的困境，包含有課程相關

知能不足以及意願高低。因此，主要的策略有協助教師進行增賦權能（empowerment）

的專業發展、建立課程發展之願景與體制、提供支持性的教學環境（林佳芬、李子建，

2014；林紅櫻，2015；許明珠，2012；盧美貴、陳慈娟，2004）。而在家長方面會出現

的困境，包含有家長對學校課程的不信任。因此，主要的策略有善用時機溝通以獲家長

認同、設法讓家長瞭解幼兒進步情況、爭取支持或運用家長資源以及行銷特色課程與增

進親師互動（林佳芬、李子建，2014；林紅櫻，2015；許明珠，2012；盧美貴、陳慈娟，

2004）。 

綜上所述，幼兒園領導者在實施課程領導時所遇到的困境，其改善策略分為三方

面，首先必須先強化自身對課程的專業以及領導的策略。其次成為教師在教學上的後

盾，提供教師進行專業發展的機會。最後，強化課程行銷及增進親師間的理解與互動以

爭取家長的支持，將阻力化為助力。 

伍、 結語 

本文一開始首先論及幼兒園園主任領導與幼兒園效能的重要性，並認為在眾多的領

導策略中，幼兒園實施課程領導是一個可行的趨勢，雖然已知或可預見其必會遭遇相當

的困難，但是基於課程領導與幼兒園效能之間確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身為一位教育

工作者，站在為幼兒好，為幼兒園好，為幼兒教育好的立場，盼望教育主關機關能重視

課程領導的課題，盡力協助幼兒園的領導者進行相關的研究以及辦理相關的增能培訓及

協助整合各項校內外資源，希望本文對幼兒園的領導者在從事課程領導時，能有所助

益，能以實際行動進行課程領導，提昇國內幼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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