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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前教育絕不是「贏在起跑點」這種落伍的論述這麼簡單，一旦走錯方向，甚至會影響孩子

未來小學、中學的成績，以及衍生情緒、行為等問題。 

在台灣，大部分父母並不了解孩子進入學前教育該學什麼，導致每次討論幼兒園時，似乎都在糾

結於讀公立或私立，以及要不要挑選雙語環境等旁枝末節的議題。然而，學前教育絕不是「贏在

起跑點」這種落伍的論述這麼簡單，一旦走錯方向，甚至會影響孩子未來小學、中學的成績，以

及衍生情緒、行為等問題。 

 

一場失敗的實驗 

十多年前在美國田納西州，州政府做了一件美事，在當地開設免費的幼兒園，給中低收入家庭的

孩子就讀。當時大家也沒想這麼多，既然起心動念是擔心資源不足的兒童，進入小學時會跟不上

進度，於是幼兒園的課程設計，主要是給予「學術」的內容，包括數學、語文等課程。 

而在二〇二二年時，研究者發表了一篇論文，評估這十年來學前教育的施行成效，他們追蹤了二

九九〇名當初參與免費幼兒園的孩子，訪視他們日後在小學的發展如何。結果發現，那些有參與

免費幼兒園的孩子，多學了一些數學和語文，確實在小學入學評估中表現較好。令人驚訝的是，

這些孩子的成績，卻在三年級和六年級時急轉直下，閱讀、數學和科學成績愈來愈低。 

 

更糟糕的不只成績，這些孩子中有更高比例被留級、需要特殊教育服務、在校園中出現行為問題，

六年級時的曠課率也較高。沒想到政府的一片好心，不但沒有幫助到孩子，反而造成更多難題。 

幼兒園學習國英數，只有一年級的時候風光入學，三年級和六年級的成績卻後繼乏力。這項研究

呼應了許多專家的提醒，幼兒園過度強調學術技能，就像馬拉松比賽一開始就狂奔的菜鳥，或許

能贏在起跑點，卻有更高的機率輸在終點。 

 

學前教育的重點，應該著重於培養孩子的社會、情感和認知能力，而非單純的學術知識。當孩子

能夠在自由、探索的環境中學習，所學習到的自我調節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和團隊合作能力，才

能幫助他們在日後五年、十年後的學習漸入佳境。 

 

如何正確看待學前教育 

既然如此，家長應該如何挑選幼兒園？又應該如何看待學前教育的方向呢？以下是一些帶有科學

根據的具體建議： 

1、培養抽象技能而非學術技能 

幼兒園應該專注於培養專注力、團體合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是學習字母或算數。 

 

2、鼓勵正向行為 

教師應該鼓勵孩子的正向行為，而非糾正、處罰錯誤行為。當老師能夠用鼓勵好行為的方式引導

孩子，孩子未來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情感管理能力會得到更好的發展；反之，過度的負面關注和懲

罰，會讓孩子感到挫敗，並意圖反抗，也無法真正學會自我管理。 

 

 



3、增加自由活動時間 

研究發現，當孩子有較多自由時間主動參與活動和遊戲時，他們在閱讀理解力、詞彙和數學方面

表現較好。 

 

4、提供充足的運動機會 

孩子需要足夠的戶外遊戲或體育課時間，不僅有助於身體健康，也能促進大腦發育和社交能力。 

 

5、老師專注於聆聽 

當老師更多的聆聽與解讀孩子情緒時，他們未來在數學、語文的學習更佳。 

學前教育的重點，應著重於培養孩子的社會、情感和認知能力，而非單純的學術知識。 

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父母很難憑自己有限的經驗做正確決定，加上商業包裝的行銷技巧，很容

易就被誤導。選擇幼兒園時，家長應與園長和老師深入交流，了解他們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確保

理念和方法是否符合上述的科學精神，而不是把孩子當作一場錯誤的實驗，就像田納西州政府做

的一樣。也期待未來有更多的本土研究，探討幼兒園與孩子長期發展的影響，以科學為導向，讓

家長育兒更安心。 

 

你在意孩子在幼兒園學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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