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A 
1.高中三年期間，學生是否可以參加任何的證照考試？ 

    答：(1)目前與幼保科相關的證照考試是「保母人員技術士證」，凡高中職以上學校幼保、家政、

護理相關科系畢業，年滿 20 歲，就具有考保母的身份，學、術科都要考，學科對於我

們幼保科學生而言，非常簡單，若不是幼保相關科系畢業，就必須修 126 個小時的教

保核心課程，即 7 個學分，另外術科考試包括調製、遊戲、醫護、清潔等區，術科必

須要練習，相對於其他考生，幼保科學生很快就能得心應手，目前科技大學幼保系、

家扶中心、社區保母協會、彭婉如基金會都有開設保母術科課程。 

      (2)「保母」是兒童及少年福利專業人員之ㄧ，每一位家庭保母可以收托 4 位幼兒（含保

母六歲以下幼兒），其中未滿 2 歲者最多 2 人。 

      (3)一年級下學期輔導學生積極參加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山葉鋼琴分級檢定。 

 

  2.請問幼保科的學生是不是一定要學鋼琴？要買很多器材或是交額外的學費嗎？ 

  答：本校幼保科高一、二的學生均必修「器樂」課程，每週兩節，我們與台灣山葉產學合作

提供樂譜與教材並由本校專任音樂教師授課。因此學生不需要再負擔任何的費用。專業

教室內因練琴，需要使用耳機，可自行準備或由學校代購。 

 

3.我從來都沒學過鋼琴，要上琴法課怎麼辦？家中也沒有鋼琴，不知道會不會跟不上進度？ 

  答：第一次上琴法課，老師會依照同學不同的程度予以分級，並安排不同的學習進度與上課

方式，不會因為程度不同而影響成績。因此，每一位同學都能依照自己的程度慢慢跟上

進度，達到琴法課應有的學習成果。而且本校備有琴房供學生於上課時練琴使用，並會

在課程進度中預留學生練琴的時間，因此，即便學生在家中無法練琴，若能善用自行練

琴的時間，應可以達到學習的進度，無須擔心。 

 

4.針對少子化，政府有何因應措施？ 

  答：(1)「幼托合一」政策，降低師生比例（1：2～15），擴展幼保科學生就業市場。依據「居

家托育管理實施原則」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1 居家式照顧服務，保母人員每人

至多照顧兒童(含保母本人之幼兒)4 人，其中未滿 2 歲者最多 2 人，保母人員聯合

收托者至多照顧兒童 4 人。○2 幼兒園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每班以十六人為限，

且不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三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每班以三十人為限。但

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之幼兒園，因區域內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之人數稀少，

致其招收人數無法單獨成班者，得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以二歲以上

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進行混齡編班，每班以十五人為限。○3 幼兒園除公立學校附設者

及分班免置園長外，應置下列專任教保服務人員：園長、幼兒園教師、教保員或助理



教保員。         ○4 幼兒園及其分班除園長外，應依下列方式配置教保服務人員：

招收二歲以上至未滿三歲幼兒之班級，每班招收幼兒八人以下者，應置教保服務人員

一人，九人以上者，應置教保服務人員二人。招收三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

級，每班招收幼兒十五人以下者，應置教保服務人員一人，十六人以上者，應置教保

服務人員二人。       幼兒園有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其配置之教保服

務人員，每班應有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 

      (2)「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行政院為因應少子女化現象，使國人樂婚、願生、能養，於 107 年 7 月 25 日核定「我

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1 年)」，由教育部、衛生福利部等相關部會共同擬定。    

計畫共有四大構面，包括「0-5 歲全面照顧」、「友善家庭的就業職場對策」、「兒童健

康權益與保護」及「友善生養的相關配套」，以提升生育率、平衡就業與生活、減輕家

庭育兒負擔及提升嬰幼兒照顧品質為政策目標。 

         「0-5 歲全面照顧」構面，教育部針對 2-5 歲幼兒研擬以「擴展平價教保服務」及「減

輕家長負擔」為推動策略，秉持尊重家長選擇權，保障每個孩子都獲得尊重與照顧，

及無縫銜接 0-5 歲幼兒照護的原則，達到持續加速公共化、減輕家長負擔、改善人員

薪資(教育部希望透過準公共化私幼措施，讓私幼的教師和教保員薪資可調升到三萬二

千元。)、穩定服務品質及提升幼兒入園率等目標。相關策略如下：○1 擴展公共化教保

服務：持續提升公共化(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的教保服務量，預計至 111 年合

計增設 2247 班，提供 6 萬個公共化名額，達到國小校校有幼兒園為原則。家長付費

部分，就讀公立幼兒園免學費；非營利幼兒園每人每月繳費不超過新台幣 3500 元，

第 3 名以上子女每人每月不超過 2500 元；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的子女免繳費

用。○2 建置準公共化機制：政府與符合「收費」、「教師及教保員薪資」、「基礎評鑑」、

「建物公共安全」、「教保生師比」及「教保服務品質」等 6 項要件的私立幼兒園合作。

符合要件的幼兒園與政府簽訂合作契約成為準公共化幼兒園，家長就讀時，一般家庭

幼兒每人每月繳費不超過 4500 元，第 3 名以上子女每人每月不超過 3500 元，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的子女免繳費用。 

(3)擴大發放育兒津貼 

教育部銜接衛福部 0 至 2 歲育兒津貼，自 108 學年度擴大發 放 2 至 4 歲育兒津貼，

對於符合資格的家庭幼兒，每人每月發放 2,500 元，第 3 名以上子女每人每月加發

1,000 元。三大資格包括: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的家庭、未正在領取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未接受公共或準公共化教保服務。 

 

 

 

 



5.現在的小朋友都很難敎，我的孩子適合讀幼保科嗎？ 

  答：(1)念幼保就是要比別人多學習這方面的專業知能，由課程中了解孩子的發展，進而學習

輔導方法並設計活動，帶著孩子在遊戲中學習。 

      (2)從前幼教工作給人的印象多半是哄小孩、帶小孩，讓小孩能吃能 睡的非專業工作，但

現今社會，ㄧ切講求專業化，幼教人員的最低門檻，至少要大學畢業，在教育的領域

中磨練七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的幼保科系學生，進入工作職場時皆已具備專業

知能，且在幼兒教育工作現場，少有問題是與幼兒的互動，反而有較多問題是家長對

孩子的「親職」部分，但針對此點，也都設計在我們的課程活動中，學生可學習到適

切的應對方式，且在大學教育中，針對「專業倫理」的部分，也有清楚的介紹，受過

完整專業訓練的老師面對學生或家長的問題時皆能適切的表達與妥善的處理，所以念

幼保不論是教育別人的孩子，或涵養自己的心靈，都有很大的助益！透過如此專業的

訓練必能培養您的孩子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及獨立、負責的態度，讓其脫胎換骨，成

為一位有為的新一代青年！ 

      (3)每個行業都會面臨困境和挑戰，需待突破，雖然面臨少子化的來臨，家長對幼保科的

出路難免會憂慮，但是我們卻很樂觀其成，因為孩子少，政府和父母就會更加重視其

教育，與幼保相關的行業更是蓬勃發展，所以只要孩子有興趣，他就會有動力去學習，

抱持熱誠的態度，快樂的面對工作，將來的成就及發展還是無可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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