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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關懷」融入技職院校「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之行動研究

「生命關懷」融入技職院校「教保專業倫理」

課程之行動研究

張純子*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技職院校的「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中融入生命關懷

之教學。試圖幫助教保服務人員在遭遇和面對倫理兩難挑戰時，提供相

對應的準備和指導性架構，以期做出較好的決策。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

形式，並以研究者授課的在職專班為研究參與對象及場域，實施過程資

料蒐集方法包括：訪談、課程觀察記錄、作業、研究者省思札記、課前

開放式問卷、課後回饋單，及相關文件搜集與分析。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一、採取整合式教學課程，教學目標調整成

具備生命教育內涵後，不但未偏離教保專業倫理目標，反而更容易緊扣

生命關懷的教育目的；二、結合幼兒園職場生活的倫理兩難問題思考，

可以提高道德倫理判斷與生命價值反省能力；三、多元教材與互動式教

學方法，提高師生同儕互動，小組和群體討論的學習特性協助學生建構

倫理知識；四、內化生命價值觀，可加強學生倫理意願與行動；五、教

師透過主動建構關懷關係，以提升專業反思與生命成長。根據研究發

現，可作為未來推動生命教育融入教保專業倫理課程實施時具有明確方

向，以及未來研究與建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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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學者 Dalli（2008）曾指出，紐西蘭在職幼教工作者對於專業倫理與
專業化的觀點，提醒所有幼教學者重視實務工作者由下而上的聲音，並

十分強調幼兒學習乃是透過與他人互動與互惠關係；多數幼教老師也都

認為教學涉及關係與學習者的關懷與尊重。然而，發生於2005年9月20
日臺中地區娃娃車悶死幼兒事件：「由於隨車人員的疏忽，導致一位活

潑可愛的3歲幼童活活被悶死在娃娃車中，遭高溫炙熱悶斃，直到下午
放學才被發現……」。研究者思索，幼教師資培育機構不只是傳達教學

技能，更重要的是培育教保人員珍惜、尊重每位孩子生命存在的意義。

因為，只要多問一聲，多看一眼，多關心一點，悲劇就不會發生。根據

張純子與洪志成（2008）研究發現，幼兒教育工作屬於勞心勞力的高情
緒勞務工作，但是更有其愛的理念、關懷、信賴與支持等正面的情緒。

因此，身為一位幼教師資培育者除自我反思對生命教育的認識與體悟，

並加以思索能教給學生什麼？傳遞幼教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外，什麼是教

保實務工作者最需要的？如何帶領學生體驗、思考和傳遞生命的信念和

價值？這樣的體驗反思，促成本研究動機之一。

生命教育在大學技職院校的實施上，大都是在通識課程中開設「生

命教育」的選修課或融入相關課程中，例如：人生哲學、應用倫理學

及生死學等等（張新仁、張淑美、魏慧美與丘愛鈴，2006；陳立言， 

2004；劉建人與張淑美，2010），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專業教育可以與
生命教育結合。誠如 Walters 於《生命教育》（Education for life）一書
中指出：教育不應該只訓練學生謀得職業，更要引導人們充分體悟人生

的意義，因為人的一生都是教育的歷程，生活就是一種學習，生命就是

一種體驗（林鶯譯，1999）。因此，若能把生命教育融入到專業課程
之中，應當可以統整專業知識與生命意義，提供學生對於生活品質、生

命價值、倫理行為深刻的思考和反省，以達成全人教育的理想（張淑美

等人譯，2007）。是以，生命教育對大專院校幼保科系學生的專業課
程，除了需重視專業技能的培養，若能帶入生命教育應可協助其學生省

思與建構生命意義與價值；這樣的教育策略，成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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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慧玲與沈佳生（2007）研究曾指出，教保專業知能少了「倫
理」，很容易導致教保人員為所欲為，沒有顧及到行為背後可能帶給幼

兒的影響。因此，技職院校幼保科系教師若能將生命教育教學理念置入

「教保專業倫理」課程，除了提升教保專業倫理知能外，更能帶入生命

歷程與人生體悟，並在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分享生活經驗，彰顯「人」

的主體性，也能提升師生之真誠互動與成就感，共同提升生命之成長與

意義（李昱平與張淑美譯，2008）。尤其，屬於生命教育課程內涵中
「關懷」的思考與反省可稱為是應用倫理學的議題，更屬於適合融入的

課程（孫效智，2009）。近年來，劉建人與張淑美（2010）研究發現，
技職院校教師可以將生命教育的內涵融入專業倫理資訊課程當中，讓多

數教師可以透過關懷更瞭解學生的心理需求與困境；生命教育「關懷」

內涵實踐應該可以使得專業倫理與生命智慧相結合。

近來國內教保專業倫理的相關研究（汪慧玲與沈佳生，2007；武
藍蕙，2010；萊素珠，2007；陳美華與廖瑞琳，2013），從研究方法、
課程教學作探討，惟對於教保專業倫理意識該「教些什麼」與「如何

教」，則一直沒有清晰的輪廓。研究者在歷年授課「專業倫理」過程發

現，現今社會脈絡下的教保倫理兩難問題，對於身處不同幼兒園環境對

專業倫理的認知有所差異，尤其以私立幼兒園於自由市場化競爭激烈的

教育環境，教保人員不但必須積極因應內部環境的要求，還必須加重對

家長的服務功能（張純子與洪志成，2009）。因此，當教保工作者在遭
遇和面對倫理挑戰時，在課程教學設計上，可提供相對應的準備和指導

性架構，以幫助其做出較好的決策。亦即培育學生具備「理解與表達」

專業倫理議題與責任歸屬，並具不同群體與文化「互動與對話」的能力

（Capurro, 2005），藉此增進學生的自我價值感與疏通不同生命關係的
道德情感。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教保專業倫理課程實施的重要性，不

只是幼兒教育目標的揭示，更是幼保科系師生應共同參與之教學課題。

研究者認為，若要以生命教育關懷取向精進教保專業倫理課程時，首先

要面對的挑戰是：課程如何融入？課程教學活動如何安排？課程實施後

「生命關懷」融入技職院校「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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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改變？行動模式？尤其，研究者認為屬於生命教育內涵中「關

懷」的情意態度方面的改變，正亟待研究者的推動與實踐。因此，本研

究實施目的如下：

（一） 瞭解學生在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中，融入生命教育之學習歷程。
（二） 瞭解學生在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中，倫理思考與生命價值反思的情

形。

（三） 瞭解教師在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中，專業成長的情形。

貳、文獻探討

一、生命教育意涵與生命關懷融入課程

（一）生命教育的意涵

所謂生命教育，張利中、胡宜芳與張淑美（2009）曾提出，生命教
育是統整過去分散在各課程中，攸關生命內涵與生命智慧，透過教學與

體驗而達成建立樂觀進取的人生觀過程。孫效智（2009）認為，從生命
教育概念詮釋的向度探討其內涵包括：人生與宗教哲學、基本與應用倫

理學、人格統整與情緒教育領域，亦即生命教育是探究生命中心之核心

議題，並引領學生邁向知行合一的教育；經過修正與補充後，歸納出四

大核心領域包括：終極關懷與實踐、倫理思考與反省能力之培養、人格

統整與靈性發展及體驗與實踐學習領域等（張淑美，2006）。

（二）生命教育「關懷取向」融入教保專業倫理課程

Noddings（2002）界定「關懷」為關懷者與被關懷者在情境中的互
動關係。關懷是一種在關係中對人全心投入的行動，而關懷的關係即是

關懷情感實現的場域（游惠瑜，2009）。鄭芬蘭（2004）研究指出，基
本上關懷行為是生命教育的重要內涵，個體能體察被關懷者的心境而感

同身受，真誠傾聽被關懷者的需求，而給予適當反應。因此，「生命關

懷」是多面向的，就像是同心圓般一圈一圈往外延伸，即以自己為中心

出發，擴及身邊的人事物，再來是擴及世界的人事物，涵蓋整個人生的

課題和具體目標（李奉儒，2006；張新仁等人，2006）。如同關懷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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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所探討的人類之內在動力歷程與外在關懷的連結互動，彰顯出認知、

情意與技能的教育意涵存在於人與自己、人與社區、人與自然、及人與

靈性等生命議題之間的學習、涵養與實踐行動中（Noddings, 1992）。
綜上所述，教保專業倫理教育實施對象以「人」為主軸，生命關懷必

須借助教育系統去推展和實施；所謂「生命關懷」，亦即著眼於人與自

己、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關懷關係，為本研究主要探討的課題。

Brinckerhoff（1985）曾將「融入式」取向定義為，將某些小單元
或議題「安插入」（insert into）既有課程教材的方式，其優點是對既
有標準課程干擾最小，教師卻又可以自由添加希望融入的新議題。課

程的實施是指，將適當的認知概念、態度與技能，適時地選擇主題，

以融入某一學科或領域中的一種統整課程設計取向（徐敏雄，2011；
Park & Cordero, 2010）。以本研究為例，「生命教育」融入「教保專業
倫理」是將「人與自己」議題，設計撰寫「自傳」的教學策略，從瞭解

自我幼教生涯的發展過程，帶入對生命經驗的體悟，透過生命故事的敘

說，使課程、生涯、家庭生活與教育觀等皆和價值觀及行動交織在一起

（Elbaz-Luwisch, 2005: 117）；反思以「關照自己」為主體的概念。如
同歐用生（2004：27）所言：課程是活動的過程，是整體的生活經驗，
是一個旅程，可以使人成為能決定自己生活自覺的主體。

二、技專院校之教保專業倫理教育

（一）教保專業倫理的教學方法

「專業倫理」（profession ethics）所涵蓋的規範是特別針對某一專
業領域的人員，諸如教師、醫師、護士、記者、工程師、律師、法官

等。本研究運用的「教保專業倫理」強調幼教專業團體的成員，應遵守

職業道德與倫理守則，包括對幼兒、家長、上司與同事及對自己的責任

（張純子，2013）。另外，從專業倫理學的角度來看，專業的個人和團
體對於倫理道德立場，通常都不自覺的假定某種倫理學取向，專業人員

方能更有自覺地瞭解、實踐或改善其立場和價值觀（沈清松，1996：
4-5）。所以，相較於一般的專業課程往往只提供抽象籠統的原則，忽
略情境脈絡的重要性，專業倫理課程需要提供專業實務中的複雜現象分

析、解釋與討論的機會；促使理論與實務更緊密連結，引導學生分享自

「生命關懷」融入技職院校「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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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觀點與生活經驗，教師也才得以在互動對話中啟發學生的倫理思辨

能力。

教保專業倫理教學這類課程的教材，可以採用多元的教學方法：講

述法、討論法、個案分析法、體驗發表法（角色扮演、影片賞析）及案

例教學法，其中課堂討論以運用案例教學法為最多（張純子，2013）。
依據 Shapiro 與 Hassinger（2007）研究發現，好的案例教學法（case 
method），以故事說的好、最近發生的、有對話的、能對故事中主角
具同理心、與讀者的生活經驗相關、達到教學的功能以及包含兩難問題

等議題的運用。這樣的取向與傳統以傳授理論的教學法不同，改善在傳

統教學法中，學生往往流於理論知識的吸收與背誦，無法將知識應用於

實際情境，形成學習與生活嚴重脫節的情況；並可能缺乏提供反省性思

考、批判性思考及道德思考等不同的認知方式。

（二）教保專業倫理教育的發展趨勢

我國「幼兒教育專業倫理」可以追溯至1980年代美國幼兒教育協
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簡稱
NAEYC）所發展訂定的專業倫理守則（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AEYC], 1998），由中華民國幼兒教育改
革研究會推出「幼教專業倫理工作坊」，建立教保實務工作者對於「幼

兒教育專業倫理」的共識（武藍蕙，2010）。共分為四部分：對幼兒、
對家庭、對同事、對社會；每一部分都包括倫理理念及實際執行上的指

引原則。

國內的「教保專業倫理」課程，因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1第21條
第2項規定：「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輔系及學分學程之認定標
準」已經將「教保專業倫理」課程認列為32必修科目學分之一。然而，
截至目前實踐理論仍缺乏實質的對話，以及鮮少對專業倫理實施與理論

作檢討與評估（武藍蕙，2010）；顯示進行教保專業倫理課程改革，仍
具有很大的空間。依據劉健人與張淑美（2010）研究指出，開設專業倫
理的學校大多缺乏生命教育的整體思維，掌握不到道德判斷的系統性思

1 攸關我國學前教保制度變革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在2011年6月29日經總統明令公布，自
2012年1月1日開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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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方法。孫效智（2009：22）同樣指出，專業人員能否遵守專業倫理，
關鍵不在於倫理知識的有無，而更在於專業人員作為一個人是否能肯定

生命的意義，並在人格與靈性上有深刻而統整的智慧。

依據游惠瑜（2009）的研究，專業倫理不能只是議題的分析與判
斷，專業德行的培養與建構也非常重要，故嘗試建構專業倫理教育的

新方向：1. 從「理性原則」的教導到「關懷關係」的學習；2. 從建構
「獨立的自我」到體會「互賴的我們」；3. 關懷的能力與態度是專業
的依靠與理想。所以，新時代的教保倫理教育應朝向協助學生在面對兩

難議題時，除了能運用專業倫理原則進行道德抉擇，以促使個人具有開

放心靈外，更應該能以理性、智慧與熱情，與社群中的他人透過論辯溝

通，彰顯正義與關懷的倫理思考與行動能力（李琪明，2005；溫明麗，
2006）。

綜上所述，專業倫理教育目標，是任何教保人員（教師、行政管理

人員）在面對倫理兩難困境時，均能做出道德抉擇。Campbell（1992）
研究指出，當面對教育實務時，教師認為要將自身所認知到的倫理準

則，應用到行動上是很困難的事情，所以學校文化常常需要倫理的妥協

與折衷。雖然如此，當面對倫理兩難問題的判斷標準時，也應考慮多元

文化的價值差異與不同的需求，才能跳脫純粹理性的思維，進一步考

慮人性需求，以擴大社群成員彼此對話的空間，在關懷關係的互動學習

中，提升教保專業倫理的核心價值（Noddings, 2005）。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設計與實施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說明研究方法與流程，第

二部分敘述研究參與者和場域，第三部分說明研究資料整理和分析。

一、研究方法與流程

行動研究方法的核心觀點是：教師能從經驗和反省中，表達教學

決定過程中所建構的想法，縮短教學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差距（林佩璇，

2007）。以 Carr 與 Kemmis（2005）所倡導的批判式行動研究為參考架
構，認為實務工作者應把握實務問題的特性與三重辯證關係，包括客觀

對主觀、個體對群體、理論對實際的辨證關係，以改善教學研究者自我

「生命關懷」融入技職院校「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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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務活動，對實務活動的理解以及實務活動所進行之合理性與正義。

整個研究是採取螺旋循環方式進行，開始於研究者對「專業倫理」問題

領域的先前經驗，而且在每一個循環中包括四個步驟：問題診斷（資料

蒐集、分析與呈現）、規則行動及評估行動。發展歷程包括：前導性研

究、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等循環方式進行。

二、研究參與者與研究場域

研究場域位於中部地區「生命專科學校」（化名），研究參與者

包括101學年度第1學期修課的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兩班共計90人。
學生背景多為尚待取得專科學歷之高中職幼保與非本科之教保實務工

作者（幼兒園或托嬰中心保育員、主任、園長、負責人及安親班課輔人

員）；年齡分布25至50歲之間。
「教保專業倫理」是該校幼保科專業必修課程，共3學分，課程實

施時間為2012年9月17日至2013年1月13日，整個實施歷程共18週，教學
目標是「培養學生具備教保專業倫理知能與素養」，教學內容如表2所
示。綜合相關文獻與授課經驗發現，專業倫理教學不應只將法律條文或

規範作說明而已，應將倫理知識與教師和學生的生命經驗相融合，才容

易引起共鳴，將所學落實生活中並提升心靈成長、充實生命內涵。

三、研究資料整理和分析
    
本研究所採取的資料搜集方法，大致上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記錄

研究現場影像和現場資料，包括錄影檔案、訪談記錄學生的聲音與對話

部份；第二類則是在課程實施過程中，學生與研究者不同角色、角度，

所記錄下來的事件、想法或意見；可提供客觀、中立的研究資料。接

著，將所搜集的各項資料進行相關資料的整理與編碼，並針對所搜集的

各種資料，以回應研究問題的方式，進行資料的初步整理和分析。

根據問題來發展資料整理的主題或類別，並依此類別分類整理所

搜集的資料，在資料分析與詮釋部份，根據每一階段的資料分析結果，

持續進行資料的分析和詮釋，並採用逐步問題聚焦的方式，進行每一研

究問題相關議題的分類，以發展建構對每一議題的分析與解釋。於此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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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應用三角測量（triangulation）原則，採用多種方法蒐集多元資料
（蔡清田，2004）。本研究資料編碼說明及資料搜集方式如下：

表1  
研究資料編碼及資料搜集方式

資料編碼 資料搜集方式

T焦談，年.月.日 研究者與他校幼保科系任教專業倫理課程的教師

組成焦點團體座談，針對專業倫理授課經驗與發

現，做為規劃課程參考，以錄音、錄影方式記

錄，並轉譯為逐字稿。

C觀，年.月.日 每次的課程都由1位觀察者協助研究者進行教學
歷程的錄音、錄影並記錄。

R省，年.月.日 研究者對授課過程、教學目標、內容、策略的記

錄與反思。

S訪，年.月.日 每次課後，選擇1小組學生於課後進行訪談，以
了解其學習經驗，做為分析學習經驗之參考並轉

譯成逐字稿。

S作業-饋，年.月.日 課前開放式問卷、課後回饋單、自傳、學習單、

S作業-小組，年.月.日 小組專題書面報告。

四、信實度檢核

Guba 與  Lincoln（1994）對於質性研究效度，主張採用信實度
（trustworthiness）建立資料之信效度，多元資料蒐集與研究倫理的重
視，符應提高資料信實度之方法。為確保研究結果的實際狀況，採取兩

種方式進行信實度之驗證。首先，將逐字稿編碼，完成的研究結果交由

研究參與者閱讀，請檢核其中文意有無扭曲，並指出需要刪減或謹慎處

理的資料，進一步進行修改。第二種方式，為避免運用權威去主導課程

的進行和討論方向，主觀的看法或偏見可能影響資料的解釋，研究團隊

（共同計畫主持人、研究助理），擔任批判性諍友閱讀日誌、訪談稿，

並檢證標碼與研究發現，作為資料之檢證，確保資料主題摘述與正確的

詮釋，以確認教學者觀點是否有偏誤。

「生命關懷」融入技職院校「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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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為紀錄、分析不同課程實施階段學生們的參與經驗，以釐清

教保專業倫理課程融入生命教育的推動對他們可能帶來的學習成效，採

用多元評量方法，包括：作業、小組個案討論、專題討論、期中評量、

專題報告等，強調從閱讀與討論中做生命的反省，由於本研究蒐集與分

析資料的策略，也包含他校授課教師的經驗訪談，藉此關照到不同教師

經驗的連結性狀況，因此能兼顧個案研究所強調多重資料來源及串連

證據鏈（a chain of evidence）的研究原則，以具體提升研究效度與信度
（Yin, 2009）。

五、研究倫理

本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乃為修課之師生關係，避免研究期間因權力

階層或評分的顧慮，而影響研究參與者所提供資料的周延性與正確性。

關於研究目的與方式，研究者在進行研究資料的蒐集時（受訪、課堂發

言與文字記錄資料），已針對學生進行說明，必徵求當事人同意，為保

障被研究者的評量權，完全尊重學生意願，並承諾遵守研究倫理，避免

造成傷害。

肆、行動歷程與教學結果討論

本研究經歷三個階段：行動前、行動中與行動後。行動前包括：探

討現行教保專業倫理的授課問題，希冀透過生命教育議題的融入，試圖

統整學生專業倫理知能，增進生命意義、生活品質、生命價值與倫理行

為的反省思考。

一、行動前的課程發展

（一）前導研究

研究者於100學年第1學期的教保專業倫理課程，「專業倫理問題的
思考方式『後果主義與非後果主義』」採取「春去春又回『春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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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2，賞析後提出倫理案例分析之體驗發表教學方法，經過學生分組討

論後提出「倫理思考蘊含生命教育」的看法：

我會和師父一樣重視使用不同方法教導，才能讓孩子真正了解生命

的重要與可貴，更要強調若生命消失，就無法再回復。（S作業-小
組4，101.10.18）

我們如果是那位師父在小和尚第一次做錯事時，就會立即制止，並

詢問他的動機，再修正其不當的行為，接著引導做出正確行為，

才能輔導小朋友愛護萬物、同理心，學習尊重生命。（S作業-小組
6，101.10.18）

從以上學生不同倫理思考面向，研究者發現，教保專業倫理教育除

了應同時考慮當下情境脈絡外，更要加入人性因素；如同教保人員面對

新世代教學場域，善惡的單一判準已由多元價值的倫理思辨所取代。因

此，研究者決定在101學年第1學期（正式研究期間）將生命教育主題融
入「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例如：談論專業倫理教育之初，先與在職學

生分享幼教生涯敘事，可以讓課程進行貼近學生生活，期望在生命分享

中與課程產生更緊密的連結。

（二）問題確認――擬定教學目標

針對教保專業倫理課程的規劃實施，首要瞭解學生專業倫理的學習

經驗，以促使教師思考如何進行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並具體回應以學

生為本位的教學。首先，訪談他校幼保科系教師「教保專業倫理」之教

學經驗分享：

倫理素養是很抽象的，有許多的倫理兩難情境教學都須要透過討論

與實例故事去套用，這樣學生才可以反應較好，但對老師在教學上

卻較大的挑戰。（T1焦談，101.08.15）

倫理學思考若涉及到人的對象，像在討論到娃娃車悶死孩子的事

件，課堂上學生會有較多的回饋與討論，就會激盪出生命議題尤

2  劇情綱要：小和尚在好奇心驅使下，綁了在河邊游水的魚、青蛙及石頭縫中的蛇，師父觀察時
並沒有立即阻止，而是讓他從親身體驗中，面對魚和蛇都已死亡的結果。

「生命關懷」融入技職院校「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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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像“尊重和愛惜生命＂之類的議題就反應熱烈。（T4焦談，
101.08.15）

（三）教學設計策略

本研究採取統整式課程設計方法，參考徐敏雄（2011：9）的融入
教學策略，在「教保專業倫理」主軸課程中加入「生命教育」議題，強

調師生將融入議題與主軸課程相互碰撞，進而發現各自及相互間豐富的

面貌或意義。課程進行過程中隨時根據研究者反思與學生體驗，適時調

整課程內容與行動策略如表2。

表2  
行動歷程與行動策略

行動階段 課程主題 主題目標 教學活動 問題診斷 行動策略

初始階段

第一循環

第二循環

幼兒教保工

作的角色與

任務

教保人員與

專業倫理

道德倫理的

養成與發展

1. 認識教保工
作

2. 說出教保人
員資格類別

1. 了解教保人
員的專業定

位

2. 說明專業行
為和非專業

行為

1. 認識道德與
倫理的意涵

與面向

2. 瞭解倫理的

1 .課前開放
式問卷

2. 講述
3 .分享和討
論

1. 影片案例
2. 小組討論 
3. 生命故事
圖像

4. 自傳

1. 個案分析
2. 講述
3. 討論、發
表

1. 先備知識不
足

2. 反省幼保工
作的討論無

法聚焦

1. 討論深度不
足

2. 長期缺乏支
持的教保生

涯，導致專

業定位的矛

盾心態。

1. 道德和倫理
的區別問題

2.專業倫理知
識 不 易 建

 

1. 關懷學生工
作處境，建

立師生關懷

行為。

2. 營造開放討
論的情境，

多花一些時

間 進 行 互

動。

1. 融入案例，
以 對 話 討

論方式增進

學生反思能

力。

2. 透過訪談瞭
解 學 生 想

法 ， 以 同

理、關懷態

度並提供解

決策略。

1. 繼續以個案
分析教學法

的實施和應

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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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循環

結束階段

教保專業倫

理守則及倫

理兩難

專題報告

 形成、維持
與變遷

3. 瞭解倫理的
挑戰與發展

途徑

1. 認識幼兒教
育專業倫理

守則

2. 面對教保實
務倫理兩難

問題能做出

正確倫理思

考和判斷

1. 幼兒園倫理
兩難案例對

應四大類倫

理守則

2. 提出解決策
略

4. 學習單

1. 講述
2. 個案分析
3. 討論
4. 學習單

1. 專題報告 
2. 師生討論
與對話

3. 課後回饋
單

構，需要結合

幼保生活事

件 較 易 理

解。

1. 理解倫理守
則說明要運

用案例

2. 倫理兩難問
題的道德思

考和抉擇與

自己生命經

驗息息相關

 

1. 學生過去很
少有統整知

識的學習經

驗

2. 因為過往的
負面教保經

驗而影響價

值觀的統整

2. 引導學生學
習思考群我

生命倫理的

核心價值。

1. 進一步瞭解
學生做出倫

理判斷的原

因，並透過

促進討論來

引導或直接

教導正確觀

念。

2. 從閱讀與分
析資料中培

養發展群我

生命的道德

判斷。

1. 透過小組，
針對某一議

題 培 養 歸

納、分析和

綜合生命關

懷和教保倫

理 認 知 能

力。

2. 知行合一，
拓展關懷活

動。

二、行動方案實施――發展教學內容與實際作法

（一）行動初始階段

研究者從回收之90份課前問卷中得知，雖有17位學生曾經接觸過縣
市政府開設之「教保專業倫理」相關研習課程，但是多數學生表達只是

幾小時課程，無法真正了解專業倫理課程的意涵與應用。為使教保專業

倫理課程的學習，可以更貼近學生的生活世界，故請學生進行投入幼教

工作之回顧與經驗分享：

「生命關懷」融入技職院校「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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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顧幼教生命歷程

這幾年來，家長開始影響我的情緒，因為我們時常對教育沒辦法達

成共識。面對招生的壓力，如果留不住幼兒就要自己想辦法，主管

會將責任推到老師的身上，很無奈！（S17訪，101.09.23）

孩子就像一塊海綿，平時老師給予的知識、態度或習慣，無論對與

錯都會一併吸收，因為不注意可能造成不良的示範或者傷害到孩子

幼小的心靈，多年來我一直都這麼做。（S37訪，101.09.23）

透過繪畫生命故事圖和撰寫自傳，讓學生有機會回顧投入幼教執業

的初衷，並透過自我現況剖析是否善用專業知能，抑或只為了生存而工

作，進而具體提出幼教生涯發展的關照與省思。如同「教師專業發展」

的研究發現，幼教工作者生命歷程的理解，需要從長期的生涯脈絡來

看生活史內容提供之重要訊息（Kelchtermans & Vandenberghe, 1994：
54）。

2. 反省幼保工作的定位
學生於目前的幼兒園工作環境中，存在著對幼保工作的模糊定位：

目前家長的態度只要求老師要達到他們的標準，而老闆也只看班級

人數，不看教學品質，不相信專業…只求服務，所以感覺幼教工作

充滿不確定性。（S35訪，101.09.23）

經由初始階段得知，學生從初任幼教工作時懷抱著專業理想，在

幾年後被現實環境漸漸澆熄了熱忱；有人只是為了求生存，有人卻為堅

持對的信念而走的格外地辛苦。對照「關懷自己」涉及對自我生命的理

解、探索與利益的內涵（李奉儒，2006），課程自關懷學生的幼教工作
開始，逐步建立起師生的關懷行為，進而成為生命教育關懷取向的引導

方向。

（二）行動的第一循環

此教學法的應用與實施，提供師生能以對話討論方式，發展並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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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幼教專業」的反思能力：

1. 專業工作的定義
「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影片觀賞後，學生針對「幼教專業」

提出的看法如下：

看過這部影片後，我很感動，從來沒想過殯葬業者也可以成為專業

人員，我們的專業被看重的感覺好好！我也很希望幼教也能被認定

是專業的。（S56訪，101.09.30）

我們認為幼教工作是專業的，幼教人員不論心情如何，想不想做

都要，都必須要維持一定的水準，這就是專業。（S49訪，101. 
09.30）

2. 教保工作的專業行為
延續「教保工作是否為專業？」的議題，請學生具體提出「教保工

作的專業行為和非專業行為」：

專業老師就是要有建立危機處理的正確流程，每位當老狀況發生

時，都有一個依循的方式才是專業行為。（S83訪，101.10.07）

情緒管理很重要，會辱罵孩子！表情、動作、還有用詞方面也就是

不良的身教和言教的非專業行為。（S32訪，101.10.07）

3. 教保專業定位的矛盾性
課程結束後，學生表示雖然在課程上支持「教保工作是專業的」，

但是基於長期缺乏家長支持的幼教工作經驗，分享了對於專業定位的矛

盾心聲：

雖然我們多數還是認為幼教是專業的工作，但是目前還普遍存在幼

教現場的現象，家長都覺得繳錢就是老大的心態，尤其是有些自認

學歷或社經地位比較高，就可以隨意指揮幼教人員，小孩要怎麼教

才正確。（S51訪，101.10.07）

「生命關懷」融入技職院校「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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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課程的規劃與實施，包括文本分析、脈絡分析、相關倫理

議題個案研究及實作，研究者發現：多數學生表示雖然認同教保專業定

位，但是依然會受到自身所處實務工作環境脈絡的影響時，身為研究者

／教學者，必須主動釋出同理、關懷學生因所處的環境所帶來的矛盾、

困惑情緒，並提供解決壓力的方法與建議以尋求更適性的親師溝通模

式。如同 Noddings（2002）指出，在學習照顧他人之前，人們必須先學
習被關懷及關懷自己。

（三）行動的第二循環

「專業倫理」能喚起相關人員的精神，也能確保教保人員的道德品

質。教保人員必須擁有自主性來實現其專業，而倫理則是確保及平衡專

業團體自我規範與自主性的基本要素，以免忽略或犧牲幼兒的基本受教

權。本階段與上階段的文獻探討和研究發現多所呼應，以「娃娃車悶死

幼兒事件」之案例作為採取個案分析教學法的應用與實施，討論教保服

務人員「專業倫理的形成、維持與變遷的情境脈絡」：

1. 個人特質與信念

曾經遇到過不管孩子的溫飽、冷暖，甚至生病發燒聯絡不上的家長

不負責又不配合的態度，造成我的負擔、無力感，最終我還是會用

最真誠態度、愛心去了解，再與以協助孩子解決問題。（S61作業-
饋，101.10.21）

本研究與蔡淑桂（2006）同樣指出，凡有心以從事幼教工作為職志
的人，會以守護與爭取「幼兒快樂又豐富的童年」為最高倫理決策，即

使違反個人利益，為了幼兒也仍是甜蜜的「負擔」或「犧牲」。

2. 幼兒園組織文化

在私立幼兒園，親師的互動關係的，大都會傾向把老師當成服務

人員，導致多數家長有時會強勢介入課程與教學規劃。（S2訪，
101.10.14）

本研究發現，在組織的權力結構以及個人自我生存的關注與壓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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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私立幼兒園教保員心理總是戰戰兢兢，只怕又得罪了誰或觸犯了幼

兒園規範；因此，對於家長已凌駕教保員課程規劃權之情形，在面對種

種親職倫理衝突時，即使心有不滿亦多選擇迴避或妥協狀況。

3. 人權倫理意識薄弱
長久以來，許多教保服務人員尚未具備足夠之對於幼童「人權的尊

重」、「提升尊重人權素養」的認知：

暫時隔離是我們最常使用的方法，有時認為隔壁班老師比較能鎮住

那些調皮搗蛋的孩子，就會讓他們先去那裡一段時間再回來，表面

上好像是維護其他孩子的學習權，但卻在剝奪這些孩子的人權。

（S36訪，101.10.21）

從以上的教學歷程發現，教保專業倫理的形成及轉變，會受到個

人、組織文化以及社會資訊的影響，此時對照「關懷自己」、「關懷

他人」與「關懷社會」不再只涉及對自我的認識與探索，教師要進一步

引導學生從被關懷者出發，逐漸與其他人發展出關懷關係（李奉儒，

2006），將課程融入生命教育，由自己拓展到關懷人際為主軸的引導方
向。

（四）行動的第三循環

教保服務人員在幼兒園現場，需要基於道德和倫理的本質來做決

定，探討倫理守則的概念。若直接談「中華民國幼兒教育專業倫理守

則」，恐落入條文的說明，不易帶入倫理原則和「生命教育」的反思。

本研究重點在於，當今人際在倫理關係和價值體系驟變下，幼兒教育中

存在許多人我關係和行為價值問題的合理性／矛盾性，守則目的即是提

供教保人員專業知識與實務工作的對話和反思，協助表現專業品質以提

升教保的專業化（武藍蕙，2010）。
1. 對幼兒的倫理
幼兒倫理原則1-2，應公平對待幼兒，不因其性別、外表、宗教、

族群、家庭社經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別待遇。引用自編案例「別叫她

外籍新娘」3討論學生心中存在的倫理觀點：

「生命關懷」融入技職院校「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之行動研究

3 描述一位新住民孩子在幼兒園班級受到同儕的排擠，媽媽被標籤化為「外籍新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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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會說尊重個別差異，但是實際上當我們面對孩子的倫理問題

時，都避免不了跟自己對種族、階級、職業想法有很直接的關係，

有時一聽是外配的孩子，直覺會認為他可能是有些問題。（S27
訪，101.10.28）

本研究發現，在多元文化態度和意識上，學生反思先前遇見不同

文化背景的幼兒，所出現的偏見或忽視，以此提醒教保人員在教學價值

上，不能再以「主流文化」來掌控教室學習，須要學習拋棄自我固有的

偏見態度，以一個全新觀點看待與自己異文化的人際互動（劉美慧與洪

佳慧，2009）。
2. 對家庭的倫理
家庭倫理原則2-7，當家庭成員對幼兒教養有衝突時，我們應坦誠

地提出我們對幼兒的觀察，幫助所有關係人做成適當的決定。分享「過

動症幼兒」案例時，學生提出在班級的特殊幼兒通報過程中，面臨與家

長的權力關係間之極端複雜情形：

先前幼兒的倫理1-5，就有談過特殊幼兒要通報的問題，對家庭的
責任方面，多年來常見會像案例中，那位以專業跟媽媽溝通孩子有

過動行為的老師，但卻被嫌棄不夠專業，常有無力感！（S90訪，
101.11.04）

3. 對同事的倫理
(1) 對工作夥伴的倫理

同事倫理原則3-2，當我們對工作夥伴的行為或觀點覺得擔心時，
應讓對方知道我們的擔憂，並和他一起以專業的知識與判斷來解決問

題。以公共電視台「獨立特派員」之「教室裡的罪與罰」為案例使用角

色扮演法，學生從扮演不同角色中發表感想，分析「相處關係」的人際

哲學：

當演完隔壁班老師的角色後，才體會出若是沒有道德勇氣，自己就

可能是共犯之一。（S39訪，10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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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經驗通常是怕破壞同事情誼，同事大聲責罵後孩子就會大哭，

有時連在樓下的行政人員都知道，…大部分會選擇多ㄧ事不如少一

事，冷眼看待那些現象。（S11訪，101.11.18）

本研究發現，以女性居多的幼兒園環境，常不自覺陷入「怕傷感

情」牽絆下，缺乏當面糾正不適任教保人員行為的魄力，有時會可能因

此延誤解決問題的黃金時機，造成往後更大的問題。然而，對於「處罰

只要沒有傷及身體就不算違反道德」，亦或者縱容同事體罰幼童，對應

而究其原因，談論倫理的道德價值判斷，絕非如學生原本所想，隔壁班

孩子所受的傷害並非自己造成的，並不會違反「不傷害幼兒」的倫理原

則。此階段正也是在課堂上花最多時間討論，希冀改變、澄清學生原本

一些模糊、似是而非的道德價值判斷。

  (2)主管對部屬的倫理
同事倫理原則3-4，當我們不贊同任職機構的政策時，應先在組織

內透過建設性的管道或行動表達意見。以「組織中權益之爭」議題，運

用價值澄清法討論，學生於課後提出，在幼兒園中對抗威權的經驗：

我曾經是個受害者，當時同事們推派我在園務會議上，反應假日辦

活動要爭取加班費的問題，原本私下大家都很挺我，但是沒想到當

我說出大家的心聲後，卻沒人附和……，卻有人當面表達對園長忠

心，從此我被認定是個意見領袖，更是破壞組織合諧的人。（S25
訪，101.11.25）

權力不平等的關係下（主管與屬下、資深與資淺），握有資源者的

思維常是結論。因此，教保人員有時對抗的不只是自身利益或團體權益

之爭，從本研究發現，學生的個人道德勇氣受到同事間順服威權宰制的

抉擇，導致發聲者原以為會得到掌聲，卻意外感受到同事們冷眼以及看

好戲的心態。

4. 對社區的倫理
社區倫理原則4-3，當我們有證據顯示機構或同事違反保護幼兒的

法令規定時，應先循內部管道解決；若在合理的時間內沒有改善，應向

有關當局舉報。引用「公立幼兒園教師強逼幼兒吃飯」案例，使用道德

「生命關懷」融入技職院校「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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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教學法，學習單敘述公立和私立不同組織所面對的社會壓力：

公私立幼兒園立足點明顯非常不同，公立學校具公信力，以政府為

後盾，擁有強大資源，以老師為中心，很多事件都忽略孩子的心

聲，官官相護減化處理，草草帶過，以傷害幼兒事件為例，到頭來

受害的是孩子。（S作業-小組2，101.12.18）

以上四種面向發現，倫理行為來自倫理的行動意願，而行動意願又

與道德判斷力有密切關係（劉建人與張淑美，2010）。幼教機構是一個
很重要的微型社會組織，教保工作充滿動態的歷程，其無法與社會環境

隔絕，當社會大環境有所變動時，其勢必也將影響著幼兒教保工作的推

動。

5. 專業倫理兩難的思考與抉擇
「專業倫理兩難」（professional ethical dilemmas）指教保人員依

循專業倫理守則後，仍有「對的」與「更對的」之抉擇過程所面臨的困

境。在這裡學生於幼兒園職場，與幼兒、家長、同事及社區互動，常發

生的衝突情形：

  (1) 專業價值與個人價值
個人價值、專業價值或社會價值往往影響教保工作的進行，當成員

無法確認所秉持的價值是否正確的同時，倫理兩難就會發生：

幼兒園正在執行的全美語教學，它在專業中是一項非正式但存在很

久的事，以家長優先地作法，時常會與我們深信不疑的教學信念產

生衝突。（S8訪，101.12.09）

  (2) 個體利益與團體利益
班級中有一些特殊幼兒的教學工作，常面臨此一兩難抉擇情境：

一些自閉症、過動症的家長，會認為學校應該多為孩子提供一些

方案來滿足孩子的學習需求，但同班其他家長，卻認為這些需要

特殊教育的孩子應該離開原班，以減少對其他幼兒學習的干擾，

雙方在認知上的差距導致會產生親師矛盾對立的局面。（S60訪，
101.12.16）



161

  (3)通報義務的困難
依法教保人員在知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有違法行為

時需要進行通報，但通報後家長若知道洩密者是教保人員，親師關係將

會受到影響。常發生在「發展遲緩兒」或「受虐兒」的通報案件處理實

務的兩難：

我會先進行判斷是否要通報，想想後續資源是否能夠支持，若是因

為礙於後續資源的有限性，就會令我們的通報行動裹足不前，反而

擔心通報後孩子後續狀況更加複雜！（S72訪，101.12.30）

綜合以上，幼兒園這些衝突可能源自於彼此角色位置的不同，也可

能是秉持的價值觀念差異，更可能是教保人員在專業義務認知的模糊或

衝突，這些都可能是引發面臨決策上的困擾，以致於要處理多重角色所

衍生的倫理問題。對應生命教育關懷意涵，教保工作是一種人際互動的

工作，應從思索如何尊重幼兒、家庭與同事，並依倫理道德導入教學情

境，運用不同方法開啟人際生命不同的窗，方能尊重他人又能擁有自身

的主體性。

三、行動方案實施後的評鑑與反省

根據多元資料的蒐集和分析，探討參與此課程之教學反思以及學生

倫理素養的發展。以下分別以教師專業成長、學生學習成果、課程修正

方向進行教學結果的評估和反省。

（一）教師專業成長

從教學歷程中，研究者自我省思並升起使命感，運用同理心扮演感

同身受的角色，希望透過溫馨的師生關係化解學生矛盾心態，真誠地引

導學生渡過心理的矛盾與困惑。此行動研究的教學形式，藉由觀察學生

的學習反應及與課程觀察者的討論，持續檢視評估教學的內容與方法，

以此歷程所促成的教學成長：

1. 反思自我教學
為能具體提升生命關懷之倫理教學，研究者持續檢視教學過程是否

「生命關懷」融入技職院校「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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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供學生參與對話與發展批判思考能力的機會：

從學生的訪談中，感受學生也想讓自己的親師關係變得更好，因為

他們肯定在這段上課時間，老師扮演引導的角色，是ㄧ種自然建立

的關懷關係。（R省，101.09.30）

對照 Noddings（1992）研究指出，關懷是處於關係之中的一種生
命狀態，不只是一套具體的行為方式。當我們真正關懷一個人，就會認

真去傾聽、觀察、感受且願意接受他所傳遞的一切資訊，並敞開心扉接

納。因此，若把倫理教育的方向調往生命教育的內涵，關懷的行動來源

就會變得更具體。

2. 認識與應用多元教材與教學方法
根據課堂觀察，此多元學習方式，促使學生能主動思考生活情境中

所接觸的倫理文本及訊息內容：

  (1)自傳教學法
學生透過撰寫自傳作業，發現了自我認同內涵：

回顧幼教成長過程，了解當初進入幼教的單純想法，再面對教

學職場，會更了解自己也更懂得釋放負面能量。（S15作業-餽，
102.01.13）

對照本研究發現，自傳撰寫的運用，讓在職學生被增權賦能，發出

關心的聲音，並對應個人生命與工作的交會，利於再思幼教的專業發展

（歐用生，2004：95）。

   (2) 個案分析教學法
經由訪談他校專業倫理的授課教師，發現同樣有「倫理原則並不好

上」的問題，研究者整理了自己和大家的經驗與回饋之後發現： 

以個案分析教學法中效果最佳的是角色扮演法，是以個案問題為主

軸，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思考，抉擇問題所涉及的倫理道德；就是同

理他人，進而關懷他人的最佳體現。（R省，10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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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互動式對話教學法

感覺上課每個同學的參與度高，都有發言機率，也有較強的學習動

機。（S42作業-饋，102.01.13）

互動式對話的目的是為了澄清觀念、雙方彼此接觸及關懷，以此增

進學生的專業倫理反思和批判能力。（R省，102.01.13）

由以上資料得知，專業倫理兩難教學的內涵，猶如  Habermas
（1995）指出「職業倫理」是一種「對話倫理」的性質，它是由一群教
保從業人員，透過「互動」與「對話」的專業倫理教學內涵，幫助教師

進一步理解學生倫理的判斷能力，亦即在討論議題上精進教學。

  (4)小組合作學習法

採取小組合作學習方式，學生願意投入較多的熱情，在任務需求

的情況與同儕激勵下，課堂要結束，都感覺意猶未盡。（R省，
101.10.28）

對照學習社群與社會互動之相關文獻（Garrison, 2007; Wenger & 
Snyder, 2000），不只讓同學、師生互動關係更熱絡，更容易產生相關議
題探索的可能性。

（二）學生學習成果

此課程的規劃，主要能納入生命關懷的教保倫理教學，分別從教師

自我反思與學生回饋單得知：

1. 對應倫理守則與分析處理策略
期末專題報告運用 Freeman（1997）所發展的「系統反思個案法」

（the systematic/ reflective case study method），是用來落實倫理守則於
幼兒教保現場的一種方式。其目標在於協助現場的教保人員學習以系統

性地、分析性地方式，去面對教學現場中兩難的情形與挑戰：

以系統化的角度來判斷每一件幼兒園的兩難議題，不僅幫助學生瞭

「生命關懷」融入技職院校「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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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如何運用倫理守則，同時藉由選擇更周全的處理方式，更發現能

有集思廣益和看見多元觀點的功能。（C觀，101.10.14）

專題報告後，我發現專業知識和專業倫理是同等重要的，這樣我在

教學上就可以有自信，讓自己在面對各種不同的挑戰時，更有生命

力。（S9作業-饋，102.01.13）

2. 內化生命價值觀及實踐倫理行動
教保專業倫理的形成與其概念維持後，學生感受到「內化後的倫

理」會使得人們於進行某些行為時，即使在不假思索之下，亦仍能合乎

倫理的要求，並認為專業倫理不只是教師知識的傳達，更是一種身體力

行的歷程：

內化的歷程，是一種不強迫性的學習，只有讓我們主動產生認同倫

理價值的意願，才可以讓人無意識的接受，就能知行合一。（S74
訪，101.12.23）

對照游惠瑜（2009）研究指出，倫理取向能融入生命教育探討思考
能力、意志自由、良心和道德培養、人我關係等議題，並強調專業倫理

行為的重要性。

（三）課程修正方向

1. 課程實施中的檢視修正
對應幼兒倫理原則1-1，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絕不能傷害幼兒，不

應有不尊重、脅迫利誘或其他對幼兒身心造成傷害的行為。引用「幼教

師不當體罰」案例的體驗發表法，小組熱烈討論下激盪出「教學情緒」

議題：

從老師體罰案例對應尊重和不傷害孩子的原則，認為最大關鍵是情

緒控管出了問題，以致於牽扯出的法律刑責，我們認為幼保專業倫

理課程，應該把情緒議題放進來是非常重要的。（S作業-小組3，
10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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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受限於當天課程進度及教學時間不足的壓力，並未能在

上課充分討論學生提出的教學情緒。是故若能在辨識「不傷害和尊重幼

兒」的倫理原則下，應可選擇適當地融入情緒的議題。

 2. 課程實施後的評估修正
檢視教學實施歷程，從行動的第三階段，針對「教學情緒」的學

習，只能在每次小組個別訪談時，引導學生表達意見提出化解情緒壓力

的方法。課程實施仍著重師生們參與生命教育融入教保專業倫理之間的

連結性：

無論就教學方法或內容而言，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談倫理要加入

生命教育，確實幫助我們從單純的認識專業倫理守則，能進一步

體認到教學是以尊重和關懷幼兒生命做為出發點，就不容易犯錯。

（S 8作業-餽，102.01.13）

    綜合上述結果，對於未來教保專業倫理課程的實施，提出修正與
發展的寶貴經驗，除須納入教師「教學情緒」議題的學習內容，也需要

更積極地提供學生參與倫理內容討論的學習機會，並在教學過程中持續

檢視各項活動的實施，是否有效回應及達成教學目標，以做為未來採取

改善教學的建議。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在實務教學中透過不斷地反思與再行動，逐漸釐清課程本

質，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及教學效能，得到以下四個方向的結論。

（一）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

1. 生命教育關懷取向，精進教保專業倫理教學之課程目標：本研究
採取統整式課程設計方法，主題目標調整成具備生命教育內涵

後，不但未偏離教保專業倫理目標，反而更容易緊扣專業倫理教

育目的，不會只停留在幼教專業倫理守則的宣導，讓課程在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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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更有明確方向。

2. 融入式教學設計策略：本研究強調「生命教育」融入「教保專業
倫理」主軸課程的對話，此項策略重視教學者和學習者，一同在

課程進行碰撞，反思自身各種價值預設和實踐行動的合理性／矛

盾性，成為生命教育議題融入教保專業倫理課程的課程方向。

（二）學生學習歷程

1. 此課程規劃，藉由認識幼兒教育倫理守則，結合了幼兒園職場的
倫理兩難問題思考，並從辨別不同倫理特性與應用方式，學生討

論出處理策略，進而發現從生命教育觀點，普遍提高幼兒教保工

作者尊重和珍惜生命的反思能力。

2. 內化生命價值觀，可加強學生倫理行動與意願：學生感受到「內
化後的倫理」使某些行為在不假思索之下，亦仍能合乎倫理的要

求，認為專業倫理不只是教師知識的傳達，更是一種身體力行的

歷程。

（三）教保專業理課程學習上的改變

1. 教保專業倫理的思考與分析能力有明顯進步：從所有資料分析和
歸納後發現，課堂上為能增進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以增進倫理

思考與判斷能力，藉由「系統化個案研究法」發揮集思廣益和看

見多元觀點的功能。

2. 對於融入生命教育課程後情意態度的改變，學生表示肯定：本研
究顯示，有些學生表達對於班級有特殊或受虐幼兒境遇的「人

權」、「尊重」、「同理」有了進一步的價值體認後，期許自我

從改變行動開始，找尋不同的社會資源。

（四）教師的專業成長

1. 主動建立的關懷行為，增進反思能力：此教學互動歷程促使研究
者自我省思並升起使命感，運用同理心扮演感同身受角色，透過

溫馨的師生關係，真誠地引導與化解學生心理的矛盾與困惑。正

如Hastings 與 Zahn-Waxler（2000）指出，關懷行為是生命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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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內涵，使個體能體察被關懷者的心境而感同身受，真誠傾聽

被關懷者的需求並給予適當反應。

2.  建構具備對話討論、小組合作的學習環境：本研究利用多元互動
式方法的學習特性，提高師生同儕互動，小組和群體討論的學習

型優勢，特別是運用個案分析，以問題為導向來做批判思考，增

進行動者在倫理知識建構過程中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不只讓同

儕、師生的互動關係更熱絡，更容易碰撞出相關議題的可能性。

二、建議

（一）課程設計與實施

1. 掌握生命教育目標，引導教學活動設計：建議設計教學活動時，
不偏離教保專業倫理目標，從帶領引導倫理思考與反省，帶動建

立倫理行動意願，才能將生命教育價值觀落實於教學生活。

2. 與生命教育教師協同教學：生命教育專長教師並非對於教保職場
問題的理解，但是建議生命教育專長教師透過協同教學與教保專

業倫理領域的教師結合，能更容易落實生命教育課程內涵。

3. 不同學制課程規劃與實施的限制：現實的幼兒園職場之結構性相
當複雜，建議規劃與實施課程時，須考量不同學制學生的經驗

值：在學生（實習前後）及在職生不同學習階段，對幼教工作的

認知與憧憬是完全不同，倘若實施在不同對象上，可能發現其倫

理思考的差距，更能擴充此課程方案之適用性。

（二）未來研究

1. 融入式課程策略的運用：本文以生命教育融入式課程設計，視為
透過添加新議題到既有教保專業倫理，使教師可以在不另外開一

門新課程的情況，協助學生從多元的角度反思。亦可採取融入

「教學情緒」、「多元文化」與「班級經營」議題，透過「教保

專業倫理」主軸課程，探討幼兒園日常實務中的「親師生關係、

同儕關係、人際溝通、教學工作、行政經營管理與社區營造」，

重新詮釋或建構，形塑不同學習歷程與效果。

「生命關懷」融入技職院校「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之行動研究



168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報     第三十三卷第一期

2. 對話式教學的實施和應用，需隨時反思教師主觀的主導：課程實
施歷程，彼此在對話、交流、分享、溝通與研究中，有賴教學者

個人批判意識的覺醒與實踐，隨時反思對話的權力關係，並清楚

定位自我的角色任務，才能真正落實生命教育「尊重、平等與關

懷」之意涵，以能裨益教保專業倫理教育課程與研究的發展。

3. 學習滿意度問卷：為瞭解學生在學習教保專業倫理課程的滿意
度，可根據文獻探討及研究需求設計問卷，以探討修習過教保專

業倫理課程的學生對於整體課程滿意度上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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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a Life Education Curriculum 
Into Professional Ethic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t a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College

Chun-Tzu Ch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tegrate a life education curriculum 

into professional ethics in education and care at a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college. The aim is to offer preschool educators an appropriate preparatory 
and instructive framework for decision-making when they encounter ethical 
dilemmas in the workplace. This study adopted an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The research sample was a class of students instructed by the author.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interviews, observations, assignments, the author’s 
journals, questionnaires administe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course, and related 
literature. 

The main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a) The integrated course 
using teaching objectives modified to involve life education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goal of providing education on professional ethics in education 
and care. Furthermore, the course conformed to the goal of education on 
lifelong care. (b) Integrating ethical dilemmas that preschool educators 
may encounter into the course enabled th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ethical 
judgment and reflection on life values. (c)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diverse teaching methods increased class Interactions, and group 
discussions facilitated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knowledge among the students. 
(d) Internalizing life values improved the students’ ethical willingness and 
actions. (e) By developing caring relationships, the teacher also improved 
professional reflections and life growth.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offer a 
direction for integrating life education into professional ethics in education 
and care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 lifelong care, professional ethics in education and care,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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