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看一所台北市私立幼儿园的变化*
简楚瑛 **

（台湾政治大学）

*本文曾于 2002 年发表于《教育与心理研究》（2002，25：279- 306）。原文约 16000 字。经作者同意，本刊在转载时有
所删改。作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得到助理王懿萱以及王园长、郑先生、园内教师和其他相关人士的支持与协助，谨此一并
致谢。

**通讯作者：简楚瑛，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幼儿教育研究所所长、教学发展中心主任、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香港教育
学院幼儿教育系顾问教授。因学术休假一年，2009 年 8 月 1 日以后，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1987 年 6 月于台湾政治大学教
育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赴美国波尔州立大学、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和加拿大卑诗大学做过共计四年的高级访问
学者，曾在台湾台南师范学院、台湾新竹师范学院、香港教育学院任教，频繁穿梭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和两岸三地开展学
术交流活动，出版过几十种（篇）专著和学术论文，兼任十余个学术组织或大学和政府组织的相关学术职务。E- mail：
cychien@nccu.edu.tw

①BRONFENBRENNER U.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②叶郁兰.组织变革中知识权与管理权之研究〔D〕.辅仁:辅仁管理学研究所,1994。陈裕雄.组织转型之内外在因素与
因应对策：个案研究〔D〕.彰化：私立大叶工学院事业经营研究所,1993。黄建铭.激进式变革与渐进式变革适用性之探讨
〔D〕.台北：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97。

③胡琼文.学校组织成员属性、组织文化与组织变革支持度之研究:以台北市中小学为例〔D〕.台北:台北市立师范学
院,1999。

1979年， 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生态系统理论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以说明个体发展与环境

之间的互动关系，重点说明个体发展受四个系统的

影响。 这四个系统分别是微观系统（microsystem）、
中间系统（mesosystem）、宏观系统（macrosystem）和

外系统（exosystem）。①布朗芬·布伦纳还认为生态系

统是一个多层面的系统，一个大的系统下包含几个

子系统，各个系统间密切互动。
本研究拟运用生态系统理论， 重点探讨幼儿

园内部的变化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因此

不会按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宏观系统和外系统来

作详细分析，因为那不是本研究的重点所在。
在探讨幼儿园的内部变化与外部环境之间的

互动关系时， 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组织改变的问

题。 组织改变（organizational change）是指组织在

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时， 会根据内部环境的需要

与条件调整内部结构， 以期使组织继续发展的调

整过程。组织内部的调整可能发生在思维、技术或

文化等层面。②

胡琼文（1999）曾从生态学角度研究学校组织

的改变。 他以量化方式探讨中小学的组织变革与

组织文化、组织成员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③该研

【摘要】从 1983 年至今，家心幼儿园在幼儿人数、行政组织、教学特色、规章制度、成本

和师资队伍等方面均有显著变化。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看，家心幼儿园内部的变化与外部

环境，如人口、经济、政策法令等的变化相关。从家心幼儿园的发展变化看，与幼教有关的机

构和人员各自的定位、市场取向对专业取向的影响、人力资源管理、幼托整合、成本核算、幼
教师资职前与在职进修、政策法令的影响力等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生态系统理论；私立幼儿园；内部变化；外部环境；台北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9）11-0005-10

·专栏·

幼 儿 教 育 (教 育 科 学 )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Educational Sciences)

2009年第 11 期

(总第 457 期)
No.11，2009

General No.457

5- -



究虽然在文献层面探讨了影响学校组织变革的外

在因素， 但是资料收集仅限于学校内部的生态环

境， 自然没有探讨学校组织内外因素之间互动的

过程性。简楚瑛、林丽卿（1997）也曾运用生态系统

理论探讨课程转型与组织改变间的互动关系。①虽

然她们的研究没有触及到外系统和宏观系统间的

互动关系，但是却将时间因素作为探讨重点之一，
这与布朗芬·布伦纳（1995）强调时间因素重要性

的观点是一致的。 另外，简楚瑛、廖凤瑞、林佩蓉

与林丽卿（1996）对当前幼儿教育有关问题及解决

策略的研究也是从生态系统理论角度分析的，②只

是该研究针对的生态环境未涉及整个社会大环境

以及各个环境系统间的互动关系。本研究则拟运用

生态系统理论， 对台北市一所私立幼儿园过去近

20 年幼儿园内部变化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以揭示其中蕴含的意义。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资料收集时间是 2000 年 8 月至 2001
年 3 月。 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分析方法如下。

家心幼儿园（化名）是台北 市区一所由 王园

长、郑 先 生（均 为 化 名）夫 妻 共 同 经 营 的 私 立 幼

儿园。 负责人王园长自 1983 年接手该园至今已

有 18 年时间。 目前家心幼儿园共有大、中、小各

4 个班， 在园幼儿 130 名左右。 园长、 主任各 1
名， 专职带班教师 12 名， 艺术课程兼职教师 9
名，工 作 人 员 6 名（包 括 司 机、厨 师、清 洁 工、随

车助理等）。

研究者以开放式问卷方式访谈了王园长、郑

先生各 10 次，访谈已在家心幼儿园任职 7 年的张

老师 2 次， 访谈另外两名专职带班教师和主任各

1 次。 访谈时研究者重点向他们了解家心幼儿园

过去 18 年的种种变化，并让他们谈谈促使幼儿园

变化的内、外部原因。研究者还访谈了幼教与幼保

主管部门的行政人员， 重点了解某些基本现象在

政策层面上的意义。 每次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均写

下心得体会和感想， 作为下次访谈与最后资料分

析时的参考。
研究者还以非参与者身份进园观察， 以分析

通过访谈收集到的信息与幼儿园实际的一致性，
并作为下次访谈与最后资料分析时的参考。同时，
研究者收集了家心幼儿园历年的幼儿人数、 行政

组织、教学日志、收费标准、教师薪资等文件资料，
还收集了台湾历年人口、 经济变化数据资料以及

与幼教相关的法令文件等。
分析数据时， 研究者除了运用质性研究方法

外，也在必要时运用初等统计方法。研究者还分两

次组织幼教专家、幼教行政人员、幼儿园园长、教

育学者等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二、结果分析

分析发现，1983~2001 年间，家心幼儿园在幼儿

人数、行政组织、教学特色、规章制度、成本和师资队

伍等六个方面变化较大。我们认为，要把握家心幼儿

园内部变化的轨迹，除了要从幼儿园内部寻找原因

外，同时还需要分析外部相关的环境因素，从而更全

①简楚瑛，林丽卿.从课程转型过程看教育改革落实在幼儿园学校系统层面上之相关因素〔R〕.台北：台湾科学委员
会专题研究计划，1997。

②简楚瑛，廖凤瑞，林佩蓉，等.当前幼儿教育问题与因应之道〔R〕.台北：教育改革咨议委员会，1996。
③表 1资料来源：1983~1986年家心幼儿园幼儿人数由园长根据记忆提供，1987~2000年家心幼儿园幼儿人数资料来源于

这一时期的幼儿缴费名册。

上学期
下学期
平均

上学期
下学期
平均

85
120
102.5

195
217
206

120
150
135

202
217
209.5

160
170
165

214
229
221.5

180
190
185

203
209
206

191
229
210

168
192
180

174
207
190.5

166
183
174.5

171
194
182.5

171
178
174.5

197
206
201.5

166
176
171

189
201
195

136
145
140.5

1992 1993 1994 1996 1997 1998 19991995 2000
学年度人数

学期

表 1 家心幼儿园历年幼儿人数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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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度人数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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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分析私立幼儿园在经营与教学方面的问题。
（一）幼儿园内部的变化

1.幼儿人数的变化

从表 1 可以看出， 家心幼儿园下学期幼儿人

数均比上学期多。 根据园长的说法，出现这一现

象的原因是很多父母会在孩子上小学前将孩子送

到幼儿园来，以便让孩子适应集体生活和学习拼

音，为适应小学生活打基础。
此外，1983~1987 学年度，家心幼儿园在园幼

儿人数直线上升， 但 1988~1989 学年度幼儿人数

下降。 园长解释说这是因为幼儿园空间不大，为

保证教育质量，不得不控制幼儿人数。 到 1990 学

年幼儿园规模扩大后，幼儿人数又一次上升。 不

过总的来 说，1987~1994 学年间幼 儿人数大致 稳

定，1995 学年开始出现大幅度下滑。
2.行政组织的变化

家心幼儿园的行政组织共有 4 次重要变化：
1990 年设立了主任一职；1996 年设立了两位专职

主任，将园内行政工作分为行政和教学两个系统；
1998 年开始实行多元化经营， 先后增设了托育中

心和托儿所；出于成本考虑，2000 年行政职位精简。
3.教学特色的变化

自 1983 年实施传统的单元教学以来，家心幼

儿园分别 在 1988 年引进区 角教学，1989 年 引 进

蒙台梭利教学，1996 年引进方案教学，2000 年在

方案教学基础上又引进美式英语（以下简 称“美

语”）教学，即在开办美语兴趣班的同时，在日常教

学活动中也渗透美语教学。
4.有关规章制度的变化

1998 学年度幼儿园教师被纳入 《劳动法》保

护范畴， 家心幼儿园教师寒暑假及休假天数均依

照《劳动法》规定。 2001 学年开始实施两周 84 小

时工作制。 幼儿园的排班制度也由原来的上午一

律 8：00 上班、下午两班制下班（4：30 或 5：00），改

为上午两班制上班（8：00 或 8：50）、下午一律 5：00
下班，中午有 45 分钟午休时间。 周六则依幼儿登

记来园人数，安排教师来园值班，幼儿园支付教师

加班费。
5.成本的变化

自 1988 学年度开始，园方按照公办教师薪资

标准支付教师薪资， 标准每年均按公办教师调薪

幅度调整。 教师薪资变化最大的原因还是教师学

历的提升，因为教师学历与薪资挂钩，所以幼儿园

的人事成本因此大幅度提高。
自《劳动法》颁布以后，家心幼儿园在教师值班

费、劳动保险金、退休金等方面的开支也增加了。
此外， 家心幼儿园的艺术课程兼职教师 1987

年只有1 位，2000 年增至 9 位， 而 1987 年家心幼

儿园在园幼儿数是 210 名，2000 年在园幼儿数却

只有 141 名。 可见，艺术课程兼职教师的增加也是

导致成本增加的原因之一。
6.师资队伍的变化

由表 2 可以看出， 家心幼儿园教师的学历不

断提升，师幼比自 1990 学年度起也不断提高。

①表 2 数据由家心幼儿园园长提供。

专职教师数
高职毕业
师专毕业
幼儿数
师幼比

专职教师数
高职毕业
师专毕业
大学本科毕业
硕士毕业
幼儿数
师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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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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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10

222
1∶19

8
2
6

185
1∶23

12
2
6
4

206
1∶17

10
4
6

210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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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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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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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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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4
8

202
1∶17

12
2
1
7
2

171
1∶14

12
4
8

195
1∶16

12
2
6
3
1

141
1∶11

1992 1993 1994 1996 1997 1998 19991995 2000
学年度人数

学历

表 2 家心幼儿园历年教师学历与师幼比①

1983 1984 1985 1987 1988 1989 19901986 1991
学年度人数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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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儿园外部环境的变化

自 1983 年至 2001 年，台湾的社会、经济、人

口等均有显著变化。 本文以时间序列方式呈现这

些变化。
1.人口变化

从表 3 可以看出，台北市 4~5 岁幼儿人数自

1987 年开始逐年减少，1998 年和 2000 年 略有回

升。 幼教主管 部门行政人 员认为原因 可能是从

1999 年开始台北市实施幼儿教育券政策，吸引了

许多外县市的 4~5 岁幼儿迁入。
2.经济变化

研究者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台北市的失业率

自 1994 年开始攀升，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 经济

增长率则自 1992 年开始逐渐下滑， 至 2000 年仍

未见起色。

从表 4 看，教育局规定的公办幼儿园收费标

准上涨幅度一直大于私立幼儿园，但公办幼儿园

的 实 际 收 费 仍 远 远 低 于 私 立 幼 儿 园 。 在 1997~
1999 年间，私立幼儿园的收费标准均没有调整。

3.政策、法令变化

从 1987 年开始，台湾大力推行开设公办幼儿

园政策。 台北市的教育统计资料表明，1987 年台

北市公办幼儿园数量从 20 所增加到 81 所，增加

了 305%。 从 1993 年起， 公办幼儿园数量每年以

1%~4%的比率持续增加。与之相反，从 1987 年起，
台北市私立幼儿园数量持续减少。

1994 年《师资培育法》颁布，幼儿园教师被要

求必须具备 大学本科学 历并且取 得幼儿园 教 师

资格证。 1995 年《教师法》颁布。 1998 年私立幼儿

园教师被纳入《劳动法》保护范畴，自此私立幼儿

园教师的待遇、福利、退休、抚恤、保险等 均受相

关法律保护。 1999 年开始，台湾的公务人员实施

隔周休二日工作制。 2001 年起《劳动法》又补充规

定每两周工时不得超过 84 小时， 同时公务人员

实施每周休二日工作制。
1996 年 台 北 市 17 所 小 学 开 设 英 语 课，1999

年全市正式全面实施。

（三）幼儿园内、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

1.幼儿人数逐年减少

由上述表 3 可知，自 1993 年起，就读公、私立

注册幼儿园的幼儿人数比率逐年下降。 在整理已

有资料的基础上， 研究者认为导致家心幼儿园幼

儿人数逐年减少的可能原因如下。
（1）入读托儿所的幼儿人数增加。

表 3 台北市 4~5 岁幼儿入园率①

①表 3 资料来源于台北市相关部门的统计资料。
②表 4 资料由台北市教育局 2001 年提供。

年度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台北市

4~5 岁

幼儿

人口数

（人）

89，683
94，541
95，780
95，948
96，955
94，338
92，044
87，608
81，858

台北市

4~5 岁

幼儿入

园人口

数（人）

57，704
60，060
56，180
56，855
59，193
56，939
55，206
50，345

台北市

4~5 岁

幼儿

入园率

（%）

61
63
59
59
63
62
63
62

年度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台北市

4~5 岁

幼儿

人口数

（人）

76，978
78，316
76，484
74，052
72，545
69，314
69，751
72，291
74，006

台北市

4~5 岁

幼儿入

园人口

数（人）

46，944
44，130
42，703
41，869
39，896
38，025
36，468
35，390
35，173

台北市

4~5 岁

幼儿

入园率

（%）

61
56
56
57
55
55
52
49
48

表 4 教育局规定的幼儿园一学期收费标准

（不含保险费、交通代办费）②

1995

15120

44000

1996

16250
7%

45675
3%

1997

16250
0%

45675
0%

1998

16250
0%

45675
0%

1999

17300
6%

45675
0%

2000

22250
28%
48300
5%

年度

收费(元)
和上涨幅度

公办幼儿园

上涨幅度

私立幼儿园

上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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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补习班名义登记注册却实质上提供幼

儿园保教服务的办学机构增多。 补习班往往聘有

外籍教师，开展双语或全美语教学，以 满足家长

希望孩子学英文，并且希望孩子跟外国人学英文

的需求。 对家长来说，由外籍教师执教的美语教

学补习班一般比由本地 教师执教的 幼儿园更 具

吸引力。
（3）从表 5 和图 2 可知，1983～2000 年间家心

幼儿园幼儿人数和台北市的失业率以及经济增长

率之间相关性很高：当失业率上升时，在园幼儿人

数有下降趋势；当经济增长率趋缓时，在园幼儿人

数呈下降趋势。

（4）小学开设英语课的措施促使英语学习年龄

层下降，一方面，双语或全美语补习班将服务对象

扩大到学前儿童，另一方面，部分注册幼儿园也加

强了美语教学，全美语幼儿园开始出现，迎合了部

分家长倾向于将幼儿送往开设美语课程的幼教机

构或补习班的需要。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家心幼

儿园幼儿流失。
（5）小型儿童托育机构免办“建筑物使用执照

变更”的规定使得开办托儿所和托育中心更加容

易，这也使得幼儿园之间的竞 争加剧，导 致注册

幼儿园生源减少。
可见， 家心幼儿园幼儿人数的递减的确深受

整个社会人口、经济、政策法令与教育环境变化的

影响。
2.行政组织、人员的变化

从图 3 家心幼 儿园历 年 教 职 员 工 人 数 变 化

看，幼儿人数增多，行政人员、工作人员、专职带班

教师均有所增加；教学特色增多，外聘的艺术课程

兼职教师人数也随之增多。 但在 1995~2000 年在

园幼儿人数减少期间， 家心幼儿园并未大幅精简

教职员工。 这与园长的处世原则有关。

园长：现在幼儿人数一直在递减，那势必要实

行精兵策略。
问：所谓精兵策略是指裁员吗？

园长：不是。是指以后如果有教师离职，那就

自然减人……因为教师已经来幼儿园带班了，而

且把孩子带得不错，那我就要咬着牙根坚持，不能

很现实地裁员、并班。所以现在才会有一个班只有

5 名幼儿的情况。
一方面幼儿人数不断下降， 营收不断减少；

另一方 面仍维持原 有教职员 工人数， 这势 必会

提高运 行成本， 成本 的提高自然 会反映在 入园

收费标 准的调整上。 家心幼儿园 每学年学费 均

有所调整，调整幅度在 2%~5%之间。 然而，学费

的小幅 增长无法弥 补在园幼 儿人数下降 所带来

的人事成本负担， 因此家心幼儿园不但 在 2000
年初减少了一名行政人员， 而且于 1998 年成立

托育中心，2000 年成立托儿所，将服务对象年龄

扩展为 1 岁至小学六年级，还配合家长需要增加

了保育与课后辅导的服务内容。 可见，家心幼儿

园行政组织 与人员的变 化主要是在 在园幼儿人

数减少的情 况下实施 的应变措施。 因为有小型

儿童托育机构免办“建筑 物使用执 照变更”的规

定， 所以家心 幼儿园在行 政组织调整 方面有更

大自主权。
3.教学特色的变化

1983~1987 年 间 家 心 幼 儿 园 在 园 幼 儿 人 数

表 5 家心幼儿园幼儿人数与其他数据之相关系数

失业率

-0.70632
经济增长率

0.554492
就读注册幼儿园幼儿人数

-0.309531相关系数

家 心 幼 儿 园 幼 儿 人 数

台 北 市 失 业 率

台 北 市 经 济 增 长 率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1983年 1984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图 2 家心幼儿园幼儿人数与台北市的失业率、
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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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家心幼儿园幼儿人数、教职员工人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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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简楚瑛，廖凤瑞，林佩蓉，等.当前幼儿教育问题与因应之道〔R〕.台北：教育改革咨议委员会，1996。
②简楚瑛.如何改革师范院校幼儿教育学系课程与教学以有效培育幼教师资〔C〕/ / 台湾教育资料馆.幼儿园师资培

育的危机与转机.台北:台湾教育资料馆,1994:52- 57。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1983年 1984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在园幼儿数（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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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家心幼儿园教学特色转变与在园幼儿数变化比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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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 园长认为这与 幼儿园的教 学口碑有

很大关系。 从图 4 来看，1988 年起家心幼儿园教

学特色的变化可能与幼儿人数的消长有关。 教学

特色之所以变化可能与园方为了提升入园人数，
应对市场需求有关；也可能与幼教主管部门的推

广或者学者的鼓吹，使得某一教学法在某一时期

特别风行有关。 幼儿园往往为了配合招生，突显

教学特色。

4.规章制度的变化

家心幼儿园规章制度的变化，例如值班时间、
每周工作时间和薪资制度等，均与政府部门出台

的政策法令息息相关。
5.成本的变化

教师薪资总额大幅提升， 一个原因是教师学

历提高了，因为教师学历是与薪酬挂钩的。 另一

个原因是为满足市场需求，幼儿园聘用了许多兼

职的艺术或其他特色课程教师（包括美语教师），
导致人事成本增加。 还有一个原因是受《劳动法》
和相关法规、政策影响，教师的退休金、保险金、加

班费等成本性开支增多。
6.师资队伍的变化

家心幼儿园教师学历自 1995 年起大幅提升

至大学本科水平，一是受 1995 年颁布的《教师法》
影响，二是受 1995 年后各项教师学位进修制度制

定和相关培训机构成立的影响。

三、讨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 有下列八个问题值得深入探

讨，研究者的建议分列其中。
（一）定位不明产生的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 定位不明产生的问题既包括

未将幼儿园定位为学校所产生的管理问题，①又包

括大学幼教系定位不明所产生的幼教师资培养问

题。②通过家心幼儿园的个案，研究者发现，幼儿园

园 长、教 师、幼 儿 家 长、教 育 主 管 部 门 等 对 幼 儿

园及个人角色的 定位不一， 从而导致许 多问题

的产生。
对私立幼儿园及其教师的定位不明， 导致法

令适用范围混乱， 每个人都以对自己有利的法令

条文为依据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园方与教师由

于存在这方面的认知差异而容易产生磨擦， 难以

形成一个有共同愿景、目标的发展共同体，幼儿园

也难以成为一个成长型组织。例如：家心幼儿园休

假、退休金和加班费的支付方式按照《劳动法》的

规定执行， 而薪资支付方式则是按照公务人员的

薪级制支付。 教师在涉及自己的薪资和福利时会

兼用《教师法》和《劳动法》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条

款， 因此教师会觉得自己和公办幼儿园教师相比

同工不同酬，“园方只是按公办幼儿园的八成支付

我们薪资， 我感觉很不公平”“虽然我们的加班费

是按《劳动法》规定支付的，可是制度是参照公办

幼儿园制定的， 譬如也要搞毕业典礼、 户外活动

等，这些额外劳动园长就不付我们加班费了”。 事

实上，依《劳动法》规定，新员工第一年是没有带薪

假期的， 家心幼儿园出于人性化考虑为新教师提

供了 7 天假期，但对于教师而言，相比公办幼儿园

教师，他们还是少了许多假期。王园长说：“年资越

久休假越长……但是教师们反映最多的还是说他

们没有寒暑假。 ”
幼儿园与教育主管部门间也因各自定位不明

而产生不良的互动关系。 教育主管部门希望幼儿

园的一切制 度依照政府 部门相关规 定制订和实

施， 因此当家心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没有按照教育

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时， 教育主管部门在评估考

核时就没有把它评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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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幼儿家长对幼儿园的定位也有自己的

看法。家心幼儿园根据《劳动法》规定从 2001 年开

始实施每周休二日工作 制， 但有的幼 儿家长却

希望幼儿园能在周六提 供服务， 也有 的家长希

望 平 日 幼 儿 的 留 园 时 间 可 以 延 长 至 下 午 6~7
点。 为了生存，许多私立幼儿园不得不满足家长

的需求。
许多学教育出身的私立幼儿园园长对自己的

定位也感到困惑。 “他们（指家长）把我当成生意

人，很 多 人，包 括 官 员、学 者 等，会 称 我 们 为‘业

者’。 以前我一直觉得我是在做教育，是靠私人力

量办学。 现在我慢慢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业者就

业者吧。 ” 许多私立幼儿园园长或负责人很不喜

欢自己的幼儿园被定义为营利组织。
那么，私立幼儿园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组织？

研究者拟从组织的特性和组织的运作模式、 程序

及内涵两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组织特性

从表 6 来看，私立幼儿园应该属于营利组织。
2.组织的运作模式、程序及内涵

从司徒达贤提出的 COPRS 组织运作模式来

看， 私立幼儿园和一般企业组织的运作模式是雷

同的。 COPRS 组织运作模式即指结合人力资源

（Participants， 简 称 P）、 财 力 资 源 与 物 力 资 源

（Resources， 简 称 R）， 经 由 某 些 有 组 织 的 活 动

（Operations， 简称 O）， 创造某些有价值 的服务

①表 6 内容系参考许士军（1990）、陈金贵（1994）、张锡惠（1997）、司徒达贤（1999）等人的研究成果归纳、分析而成。

表 6 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对照①

特性

目的

成本与收益

工作人员

服务对象

及其期望

市场机制

盈余分配

功能

负责对象

规模

评价指标

非营利组织

主要目的是为公众提供服务（为公共目的服务并获得公共

财政支持）而非追求利润。 有些时候收益可能会超过支出，但其

存在的目的并不是追求利润。 一个以服务为目的的非营利组织

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产生相当的利润，则说明这一组织的发

展 出现 了 问 题，不 是 利 用其 特 殊 地位 收 取 了高 额 费 用，就 是 未

能充分利用其收益改善或提高其服务水平。
不重视成本的计算与控制，没有投资回报率与资产增长率

的压力。 经费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拨付、慈善基金或社会捐赠，不

像营利机构那样要靠减少开支来降低成本。
工作人员包括专职人员和不计薪酬的志愿者。 志愿者是指

那些因认同组织理念而自愿参与组织活动的人。
服务 对 象有 两 种：一是 接 受 其服 务 的 对 象，二 是 为 其 提 供

财物支持的机构或个人。
非营利组织所服务的对象未必有付费的能力和意愿，因此

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大多是免费的。 通常接受服务的人也不

太会计较服务质量和效率问题。
并非只基于市场需要提供服务，其发展状况与市场的关系

不像营利机构那样直接和密切。 收益并不因服务对象的增多而

必然增多。
为非营利组织捐款的人绝不能从组织运作中获得利润。
由董事会决定。
对捐款人及志愿者负责。
营运 走 上正 轨 后，组织 不 一 定会 扩 大 规 模，因 为 提 高 服 务

质量比扩大组织规模更有意义。
在一 定 资源 条 件 下，是 否 为 大众 提 供 了 最 佳 的 服 务，是 否

达成了与组织使命相关的目标。

营利组织

主要目的是追求利润。

将 组 织 生 产 的 产 品 或 提 供 的 服

务 置 于 市 场 上 进 行 交 易 ， 以 获 得 收

益。 强调成本的控制与收益的提升。

工作人员都是计薪酬的人。

服 务 对 象 同 时 也 是 其 经 济 收 入

的 来 源。 只 有 为 顾 客 提 供 了 使 其 满

意 的 服 务， 才 能 获 得 顾 客 支 付 的 经

济收益。

经 营 和 管 理 受 到 市 场 的 巨 大 影

响，产品、服务、价格等大多由市场需

要和市场竞争状况决定。
利润会被分配给投资的股东。
由管理者决定。
对组织的所有者，如股东负责。
营运走上正轨后，通常会扩大组

织规模。

财源是否丰富，组织是否稳定。

简楚瑛：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看一所台北市私立幼儿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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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简称 S)，以服务社会中的某些人（Client，
简称 C）。①

表 7 以 COPRS 组织运作模式为指导， 将企

业组织与私立幼儿园作一对照，以比较企业组织

与私立幼儿园在运作程序和内涵上的相似性。 从

表 7 可以看出， 企业组织与私立幼儿园的运作程

序相当雷同。 也就是说，私立幼儿园应是企业组

织形态中的一种。
综上所述，在幼教领域，相关机构和相关人员

各自的定位不明一直是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②本

研究发现，幼儿园、园长、教师、家长、教育主管部

门对各自的定位不一，致使许多问题产生，如人际

沟通问题、幼儿园营运方向与策略问题、幼教政策

与法令的制订与执行问题等。自 1998 年起，《劳动

法》规定私立幼儿园教师适用《劳动法》管理。 这

一规定的出台表明幼儿园园长、教师和幼教主管

单位均应视私立幼儿园为营利组织，属于企业范

畴，因 此 园 内 规 章 制 度 应 以《劳 动 法》为 主 要 依

据制订； 教育主管 部门制订 相关的政策、 法令

时，应视幼儿园的办园性质而定；私立幼儿 园教

师应按《劳动法》的规定检视园方 在薪资与福 利

方面是否合法， 而不 是以公办幼 儿园教师为 比

较对象，因为公、私立幼儿园教师 适用的法律 法

规是不同的。
（二）市场取向影响专业取向的问题

家心幼儿园增设艺术课程、加强美语课程、外

聘艺术课程教师等都是为了适应家长的需求。 例

如，家长大多认为外聘的艺术教师较为专业，如果

幼儿园为节省成本而不外聘艺术教师， 将导致生

源流失，因此聘请艺术教师实为无奈之举。 又如，
幼儿园里许多设备本不需自购或无需常常更新，
如某些大型游乐设施等，但因为“家长多只以设备

的好坏、新旧或有无来评价幼儿园，或以此作为选

择幼儿园的标 准， 因此我们 只好迎合家 长的期

望”。 在访谈时，王园长说：“幼儿园每天正常的入

园时间是上午 8：00 至下午 4：00， 但家心幼儿园

强调以服务行业的标准为准绳， 因此幼儿在园时

间以满足家长的工作需要为原则来安排， 延长为

上午 7：30 至下午 7：00。 如有需要，周六也开放幼

儿园。从实施每周休二日工作制以来，只要有家长

要求周六将幼儿送来幼儿园， 即使只来三五个幼

儿，幼儿园也要安排教师来照顾幼儿。”“根据很多

家长希望自己不同年龄的孩子可以在同一个地方

入园或入托的要求，我们成立了托儿所，接收年龄

较小的幼儿，又成立了托育中心，接收放学后无人

照管的小学生。 ”
教学不断增加特色， 与市场营销策略密切相

关。“私立幼儿园与一般企业经营的不同点在于一

般企业的产品有生命周期， 但幼儿园的产品是幼

儿， 本质上是没有生命周期的， 因此在营销策略

上，一般企业是出售推陈出新的新产品，而幼儿园

只能在原有的课程基础上增加一些新东西， 如艺

术课程、美语课程等，或是强调某种教学法。 ”
服务项目增多了，服务时间延长了，收费自然

①司徒达贤.非营利组织的经营管理〔M〕.台北：天下文化,1999。
②邱志鹏.幼儿教育如何向前走：试论幼教的定位问题〔J〕.成长幼教专刊，1991，3（2）：38- 41。简楚瑛,廖凤瑞,林佩

蓉,等.当前幼儿教育问题与因应之道〔R〕.台北：教育改革咨议委员会,1996。

表 7 企业组织与私立幼儿园运作对照

企业组织

利润来源于顾客的消费。
获得 的 部 分 收 入 用 以 支 付 企 业 工 作 人 员 的

薪资。
提供顾客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以换取金钱

与利润。 顾客如要获得产品或服务，就需要付费。

员工和财力、物力一起投入到企业内部的产

销流程与管理之中。
经由企业内部的产销流程与管理，包括规划、

采购、财务等，产生能提供给顾客的产品或服务。

私立幼儿园

利润来源于学费和其他营业收入。

教师与员工的薪资来源于学费和其他营业收入。

提供家长与幼儿所需的服务， 包括保育与教育服务

等。 家长如要获得幼儿园提供的保育与教育服务，就需要

付费。
教职员工加上投资人的财力和物力一起投入到幼儿

园的设备、招生、教学和课程研发之中。
经由 幼 儿园 的 设 备、招 生、课 程 和 实 际 的 教 学 运 作，

产生幼儿与家长所需的产品———教育与保育服务。

C→R

R→P

S→C

R+P→O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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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高。然而，在幼儿园评价中，如果幼儿园设有才

艺课程或是收费不符合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均无

法被评为优秀幼儿园。 幼儿在园时间过长、教学法

追风赶潮等也是专业人士呼吁要注意的问题。①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 私立幼儿园迎合市场

需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市场取向的经营与专业

取向的经营并不必然产生冲突。 如何在市场自由

竞争理念下保证教育质量， 这是一个亟待探讨的

问题。
（三）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营利组织的主要目的是营利。要提高利润，就

要强调成本控制与收益提升。 随着教师学历的提

高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幼儿园经营成本不断上升，
只依靠提高收费标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

为如果某所幼儿园收费过高，致使家长负担过重，
家长就可能不会选择这所幼儿园。 因此成本的控

制也应该是幼教管理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数据显示， 家心幼儿园下学期幼儿人数总是

比上学期多 12~38 人，上、下学期幼儿人数的差异

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成本压力。此外，若一个班级

幼儿人数不足额，也会造成成本的压力。园方不能

因为上述两个原因而随意缩编教师， 原因是幼儿

园培养一名合格的教师也不容易，若随便辞退，需

要时很难及时找到合适的教师。 另外还有工作人

员的问题。 在园幼儿 130 名左右的私立幼儿园通

常需要支付 6 名工作人员（司机、厨师、清洁工、随

车助理等）的薪水，其成本负担是相当重的。 家心

幼儿园运行成本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是有近一

半的时间里活动室里会同时有三位教师， 即两位

专职教师和一位艺术课程兼职教师。 专职教师在

上艺术课时只做艺术教师的助理， 协助管理活动

室事务，这对教师而言是一种人力浪费，对幼儿园

而言则是成本的增加，对家长而言是学费的提高，
还未必能提升教与学的质量。 那为什么会存在这

种现象呢？看来还是市场导向衍生的问题。私立幼

儿园是否能找到解决这一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良

策呢？ 幼教主管部门或学术研究者是否可以为私

立幼儿园提供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咨询服务，协助

他们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能力呢？
（四）幼托整合问题

近年来很多学者不断呼吁幼托整合，②幼教主

管部门也资助研究者进行了深入研究，③但幼托整

合政策一直没有出台。 像家心幼儿园这样上午教

育、下午保育、晚间托儿服务的模式已经成为大部

分私立幼儿园的办学模式， 而大部分托儿所与幼

儿园的办学模式区别并不大。由此看来，政府部门

应从政策层面迅速解决幼托整合的问题。
（五）成本核算问题

一般企业每年盈亏情形都有清楚的账目，但

家庭式或小型的 私立幼儿 园通常不重 视会计工

作，以致每年的盈亏情况多属管理者的主观感觉。
“一学期下来大概少五百万……但是我实在没办

法给你提供成本核算。 我觉得算起来挺难的。 ”本

研究虽然呈现了家心幼儿园近年来的办园压力，
但也无法说明家心幼儿园每年营亏的具体情形，
自然也无法了解私立幼儿园激烈竞争的环境对家

心幼儿园的生存威胁究竟有多大。同样，家心幼儿

园也没有具体数据去向教育局证明自己有提高收

费的必要。 诸如此类问题均属成本核算问题。
（六）幼教师资职前与在职进修问题

教师对法律及其与自身的权利义务之间的关

系认识不足，对承担艺术、语文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缺乏信心， 对人力资源管理和成本核算等方面知

识也知之甚少……诸如此类职场所需的知识是否

应成为幼教师资职前与在职进修的课程， 这个问

题值得探讨。
（七）政府部门对档案数据和基本调查资料的

管理问题

在研究过程中， 研究者欲查阅历年台北市托

儿所人数、双语补习班数量以及幼儿人数、教师与

园长每年教科研的主要内容等档案数据或基本调

查资料，很遗憾均未能如愿得到。政府部门在档案

简楚瑛：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看一所台北市私立幼儿园的变化

①毛连坩 ,吴清山,林佩蓉,等.当前幼儿园教育问题及意见之调查研究〔M〕.台北：台湾教育资料馆,1994。简楚瑛,廖
凤瑞,林佩蓉,等.当前幼儿教育问题与因应之道〔R〕.台北：教育改革咨议委员会,1996。

②邱志鹏,陈正干.幼儿园与托儿所的整合方案〔R〕.台北:第七次台湾教育会议，1994。蔡春美.期盼四至六岁幼儿皆
能获得相同质量的教育〔J〕.教改通讯，1995,(5):2- 4。

③冯燕,廖凤瑞.台北市幼托整合规划工作报告:专业证照制度小组〔R〕.台北:台北市教育局,2000。蔡春美,李宏才,田
英辉.台北市托幼整合规划工作总结报告:台北市幼儿园、托儿所设备标准之整合规划研究〔R〕.台北:台北市教育局,
1999。卢美贵,苏雪玉,冯燕,等.台北市幼儿园与托儿所整合规划研究:专业知能篇〔R〕.台北:台北市教育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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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基本调查资料管理方面的欠缺，使研究者

无法根据原始资料了解整个幼教生态的变化，从

而使得鉴往知来的研究工作遇到许多困难。 经过

此次研究，研究者深深体会到档案数据与基本调

查资料管理的重要性，期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在这

方面更有所作为。
（八）政策、法令的影响力问题

一个政策或法令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可能

在设计之初是无法完全预料的。例如，有关在小学

实施英语教育的规定加速了全美语幼儿园的成立

和私立幼儿园加强美语课程的趋势，从而大幅降低

了英语学习的年龄层；《教师法》公布后，幼儿园教

师专业水平大幅提高；私立幼儿园适用《劳动法》，
教师的薪资与福利均获得相应法律保护；小型儿童

托育机构免办“建筑物使用执照变更”的规定使得

幼儿园能拥有更多自主权，但也为补习班进入幼教

领域提供了便利， 使幼儿园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环

境，幼教生态也随之改变。因此，政策规划者和法令

制订者在规划阶段就应系统思考并做好相关配套

工作，以期收到预期效果。
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探讨台北市

一所私立幼儿园过去 18 年的变化及其与外部环

境的互动关系，并进而探讨这些变化与互动关系

所蕴含的意义。 本研究期望通过时间序列上的生

态变化来看目前幼教领域需要关心 的问题和对

政策规划的期望，因此对于某一时刻或某一时段

幼儿园对外部环境变化 的应对策略 以及该应对

策略对内部教育质量 的影响等问 题均未深入 探

讨。 此外，讨论与建议中的每一个问题均可成为

未来进一步研究的议题。 本研究虽是一个个案研

究， 但因为是从生态系统 理论视角来 探讨问题

的，因此希望能借此抛砖引玉，引发研 究者新的

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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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a Private Kindergarten in Taipei: In Terms of Theory of
Ecological System

Jian Chuying
(Taiwan Politics University)

【Abstract】Since its foundation in 1983, Jiaxin Kindergarten has undergone prominent changes in enrollment, administration,
teaching features, regulations as well as cost and teaching resource. In terms of theory of ecological system, these changes are
related to exterior environment such as population, economics and changes in policy. Therefore, such issues will be worth
exploring as orientation of preschool organizations and workers, influence of market -orientation upon major orientation,
integration of day-care center and kindergarten, cost accounting, pre-post and during-post training of preschool teachers and
influence of policy.
【Keywords】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private kindergarten; change in organization; exterior environment;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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