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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嘉義縣幼兒園家長滿意度之現況，並了解家長背景變項(幼兒園

類別、幼兒園班別、身分、年齡、教育程度、家庭環境、職業、月收入、孩子人數、

收費價格)與家長滿意度之間的關連性。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使用「家長滿意度量

表」為研究工具。研究對象以嘉義縣幼兒園家長為母群體進行抽樣調查，共得有效樣

本數 473 份，所得資料透過 SPSS 統計套裝軟體，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 

研究結果如下: 

 

一、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對其子女就讀的幼兒園所具有高度的滿意度。 

二、嘉義縣私立幼兒園家長滿意度顯著高於公立幼兒園家長滿意度。 

三、嘉義縣大專院校畢業的家長滿意度在幼兒園「環境設備」高於高中職畢業的家長。 

四、嘉義縣單親家庭的家長滿意度在幼兒園「環境設備」顯著高於隔代教養的家長。 

五、嘉義縣孩子數少的家長滿意度在幼兒園「行政理念」顯著高於孩子數多的家長。 

六、嘉義縣幼兒園收費價格介於 30000~40000 元者，家長滿意度最高。 

 

本研究針對以上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提出若干建議，以供幼兒園經營者、教育相關

單位及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關鍵詞:幼兒園、家長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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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kindergarten parents’ satisfaction in the 

Chiayi County. It further explore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arents’ backgrounds 

variables and parents’ satisfaction. It applied survey research with the instrument of 

"Parental Satisfaction Scale.” The subjects were kindergarten parents in Chiayi County. 473 

effective ones were retriev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one-way ANOVA in the SPSS program.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Parents had highly satisfaction in their children’s kindergartens. 

2. Parents’ satisfaction in private kindergarten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public kindergartens. 

3. In the aspect of "Environmental Equipment," parents with BA degree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atisfaction than those with high school degrees.  

4. In the aspect of "Environmental Equipment," single parents were better than 

grandparenting. 

5. In the aspect of "Administrative Approach,” parents with fewer childre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ith more children. 

6. Parents had the highest satisfaction in the charge of $30000 – 40000 NT dollars in 

kindergartens. 

 

Based on the results, this study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kindergarten operators,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 kindergarten, parents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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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旨在闡述本研究的目的與研究問題，總共分四節：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研究假設；第三節重要名詞解釋；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者本身在嘉義縣經營幼兒園多年，看著少子化造成幼年人口逐漸減少的現

象，代表未來人口逐漸變少，對於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會產生顯著的衝擊；

研究者深感憂慮。將以嘉義縣家長為研究對象藉著本研究讓幼教經營業者及教育單位

知悉家長的想法與意見，進而提高幼教品質與幼兒園競爭力。依據內政部重要內政統

計指標資料顯示，民國 70 年出生人口有 41 萬多人，直至民國 85 年期間至少也有 30

萬多人，而後出生人口一路呈現下滑狀態(89 千禧龍年除外)，民國 89 年跌破二十萬

人；年出生人口只剩 191,310 人。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2）最新公佈資料，全國新

生兒出生數已經由 1999 年的 283,661 人降至為 2011 年的 187,442 人，而內政部更推

計 2017 年台灣人口將呈現零成長的停滯狀態。針對嘉義縣地區調查結果，出生登記

人數為 879 人，粗出生率(%)1.64，顯示嘉義縣地區同樣面臨少子化的威脅(內政部統

計處網站)。 

    隨著孩子人數愈來愈少，入學人數也逐年下降，學校將面臨招生不足的問題，學

校運作經營陷入困難；其中最早受到影響以幼兒園所為最。幼兒園業者將面臨縮班與

廢校的危機，故幼兒園面臨的經營衝擊及競爭壓力將與日俱增，處於知識經濟時代在

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幼兒園將如何面對現有之困境及市場的變動，進而探知市場的需

求、調整幼兒園經營策略以求得質的精進，提升其幼兒園競爭力；將關係其未來能繼

續生存的重要關鍵。 

1 



  
 

自 100 年元月起，教育局將幼稚園與托兒所統一為幼兒園，為了保有忠誠的顧客

群，許多研究指出良好顧客關係、品質的維繫與服務品質的提高（張火燦、余月美， 

2008；Wang, Hsiao, & Shieh, 2005）是提昇顧客滿意度最為重要的關鍵，也適用於教育

組織的經營與管理上。幼兒園成功的關鍵，不只是在追求專業與教學方法上的精進而

已，更重要的是要如何滿足家長的需求，提高家長的滿意度將是得以永續經營的關鍵

（ Oliver, 1999; Suh & Yi, 2006; Xu, Robert, & Beatrice, 2006）。根據研究指出一個孩子自

呱呱墜地至完成公立學校教育(意指大學課業)等生活費及補習費用，保守估計至少要

500 萬元(李月華，2005)。促使家長日益重視幼兒教育，因此，幼兒教育「精緻化」、

「優質化」已成為時代之趨勢，為幼兒打造一個優質的幼兒園，優勝劣敗將是未來幼

兒教育發展的新趨勢。所以不斷的提昇家長對學校的滿意度，創造良好口碑，並且能

夠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能維持優質的教學品質而保有市場競爭優勢，得以讓幼兒園

永續經營（邱淑惠、莊世傑，2009；張美香、王麗幸、賀力行、陳坤志，2006）。 

    在家長為學齡前幼兒選擇幼兒園的過程中，泰半仍是以幼教理論及教育的觀點去

解釋家長的「教育選擇權」及市場的供需（即幼兒園方的立場）來詮釋家長對幼教機

構之選擇，或以市場消費者（家長）的需求面及接受服務後之感受與認知，本研究將

從探討家長滿意度之議題來著墨。在社會結構改變與少子化的衝擊下，能否提高家長

對幼兒園滿意度之其重要性，也愈來愈受到各界的重視(Oliver,1999;Suh &Yi,2006)，

如：洪巧音（2004）的論述顯示研究方向在家長托育服務品質需求與滿意度之現況，

尤其關注到服務品質需求，如 ISO 9000 品質管理系統及全面品質管理（TQM,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康淑雲（2004）則分析臺北市幼稚園家長之考量因素；其他相

關成果多集中在企管領域的研究，教育領域的研究相對較少。本研究將以家長背景變

項和幼兒園之「行政理念」、「環境設備」和「教保活動」等三個向度，建立一個架構，

藉此了解背景變項與家長對其子女就讀幼兒園之滿意度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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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嘉義縣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現況。 

二、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歸納研究結果，作出結論與建議，以供幼兒園經營者、教育主管機關及未來研究  

   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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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不同背景變項之嘉義縣家長在家長  

       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提出下列研究假設加以考驗: 

       假設 1: 不同幼兒園類別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2: 不同班別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3: 不同身分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4: 不同年齡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5: 不同教育程度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6: 不同家庭環境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7: 不同職業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8: 不同月收入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9: 不同孩子數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10: 不同收費價格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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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幼兒園（kindergarten） 

教育局自 100 年 1 月起，幼稚園、托兒所、育幼院等機構統稱幼兒園，一般招收

年齡在 2 歲至 6 歲的學齡前兒童，對幼兒提供教育及照顧之教育機構稱之。幼兒在幼

兒園學習適合他們年齡的知識經驗及生活常識，以及學習習慣和生活習慣等。 

二、家長滿意度(parents satisfaction ) 

    本研究家長滿意度是指家長接受幼兒園對孩子教育服務後，所感受到的滿足程

度。家長滿意度係以洪巧音(2004)「家長滿意度量表」中「行政理念」、「環境設備」

和「教保活動」三個向度的得分代表之，得分愈高，代表家長對幼兒園之滿意度愈高，

反之則低。 

 

 

 

 

 

 

5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旨在探討嘉義縣幼兒園家長滿意度，分別從「行政理念」、「環境設備」和

「教保活動」等三方面的觀點，來探討家長滿意度的情況；在家長背景變項屬性內容

部份，納入幼兒園類別、班別、身分、年齡、教育程度、家庭環境、職業、月收入、

孩子人數、收費價格；研究範圍及其限制，茲敘述如下: 

一、研究範圍 

(一)就研究地區而言，本研究部分以嘉義縣為研究範圍。 

(二)就研究對象而言，本研究以嘉義縣幼兒園之家長為研究對象。 

(三)就研究內容而言，本研究主要為家長背景變項對家長滿意度之差異；家長滿意度

可視為一種心理概念，為個人之主觀認知。經由消費的過程，期望獲得等值回饋

的心理，也就是家長對幼兒園服務的期待程度。 

二、研究限制 

(一) 就研究地區而言，本研究以嘉義縣為研究範圍，因此研究結果的解釋上只適用

嘉義縣本地，不適合做其他地區的推論。 

(二) 就研究對象而言，僅以嘉義縣公私立幼兒園為探討內容，並未涉及幼稚園與托

兒所之類別探討；因教育局自 101 年元月起將幼稚園與托兒所已合併，故將兩者

視為一體探討。所得研究及解釋僅限於嘉義縣幼兒園家長。 

(三) 與家長滿意度相關因素甚多，但因研究者本身之時間、人力、物力等因素的限

制，故只進行幼兒園家長背景變項之相關調查研究。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期望由家長滿意度來探討幼兒園提供服務的現況，首先說明滿

意度的定義與重要性，其次以「行政理念」、「環境設備」和「教保活動」等三方面的

觀點，來探討家長滿意度的情況；並以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來印證家長滿意度的內容重

要性。 

   本章文獻內容大致分為:第一節為滿意度的定義與相關理論；第二節為滿意度的內

容探討；第三節為背景變項和幼兒園滿意度的關連性。  

第一節 滿意度的定義與相關理論 

 一 、滿意度的定義(customer satisfaction) 

    顧客在使用某產品或服務的過程中,對產品或服務的品質、價值等不同方面的感

覺及是否與想像的期待相吻合的程度,以導致對該產品或服務的後續行為(比如是否願

意繼續購買)等因素的綜合評估值，將家長滿意度作為幼兒園經營理念哲學，才能引

領幼兒園走向成功的未來。 

    滿意度的簡易定義：找出家長需要，然後滿足他。廣泛定義:使用最直接深入顧

客內心的方法，尋找出家長對幼兒園、成效、老師的期望，並以最快速、最直接、最

簡單來符合家長期望的方法，早於競爭者去滿足家長的期望與需要；不斷改善此過程

以持續獲得家長信任。滿意度可被視為是在某種購前的預期心理之下，對於產品品質

所做的購後評估；也是消費者以先前的期望與購後實際對產品表現知覺之間，所產生

知覺差異的評估與反應。滿意度是評估雙方經驗後，所作的情感性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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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lter 則認為滿意度是一個人所感覺的愉悅程度高低，這種愉悅程度來自顧客對

產品知覺績效和對產品的期望所形成的。(引自邱彩鳳，2004)。Oliver（1999）為滿意

度所下的定義，是指對未來某種更佳產品或服務產生再購買或再消費的行為與喜好程

度，滿意度是對於產品或服務再購買意向的評估。   

 二、 期望失驗理論 

    另外，消費者會因為消費的態度而對商品產生期望，因而影響其購買行為，

然而購買後商品的品質與期望是否一致，此即對商品或服務品質的評估，這可能

會影響到顧客的滿意度，及進一步的消費者的再購意願稱為期望失驗理論

（repurchase intention）（Churchill & Surprenant, 1982; Oliver, 1997, 1999）。倘若對於

商品或服務的實際表現，低於事前對商品預期品質的期望，兩者之間便會形成一

種差距，此種差距即稱為失驗（ disconfirmation）。當商品的品質或服務超過期望

時，即是正向失驗（ positive disconfirmation），消費者容易有較高度滿意的評價；

反之，商品的品質或服務低於期望時則為負向失驗（ negativedisconfirmation），顯

示消費者對商品滿意度可能不高；如果當品質與期望一致時便是零失驗（ neutral 

disconfirmation）（廖則竣、江志卿， 2005；Churchill & Surprenant, 1982;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8; Oliver, 1997）。從此理論來看，維持商品或服務的高品質，

讓顧客不產生負向失驗，應是提高其滿意度的不二法門，且有可能進一步左右顧

客的忠誠度。本研究就是將此理應用於幼教行業來測試家長之滿意度。 

三、滿意度的重要性 

    顧客滿意度的觀念並不限於營利事業，目前已有許多相關領域的應用研究，包含

醫院及學校組織。 Willis（2002）就以顧客滿意度的觀點訪問了家長，顧客滿意度可

因為對幼兒園的認同感和信任而提升；方世榮(1994)、Crosby 等人(1990)認為信任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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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的程度會影響到顧客的滿意度。所以應用幼兒教育方面有良好的信任與認同代表

家長可以藉由持續的與園所互動，產生對園所的高度愛好，而提高家長的滿意度。 

    因此，滿意度高的顧客認同該公司的產品及服務，導致能自發性的為公司做宣

傳，並影響他人及給予他人正面的口碑。在滿意度的評估上，主要可以區分為三個方

向：（ 1）顧客再購買意願：顧客願意再次購買產品或服務的意願；（ 2）基本行為：

指發生重複購買的行為，其包括顧客最近一次的購買時間、購買次數、購買的數量等；

（ 3）衍生行為：主要是探討顧客主動向親朋好友推薦的行為，包括顧客願意公開推

薦、主動介紹、品牌口碑等（Jones & Sasser, 1995）。不容置疑的是，滿意的顧客群將

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 Suh & Yi, 2006），因此增加家長滿意度對幼兒園經營者

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任務，對於學前教育機構而言，最主要的是對家長提供相關的教

育服務，若能得到家長的高度擁護對學前教育機構的存續有著舉足輕重得重要性。 

     相關研究結果驗證，學校領域的顧客滿意度探討已有了起步 Willis（2002）、李

曉蓉（2002）、邱昌宜（2004）和李文君（2006）以學校場域為背景進行研究，說明

服務品質與滿意度的觀念並非侷限在營利機構，亦已經深入學校組織予以應用。一些

針對一般民眾進行的顧客滿意度相關研究中，發現企業若提供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

對提升顧客的滿意度產生正向影響（張火燦、余月美， 2008；Castro, Beck, Tuffen,  

Nichols, Martin, 2007）。根據 Castro 等人（2007）的研究發現，顧客對於產品未來的

購買行為，主要取決於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結果，換句話說，幼兒園若能提供優

良的服務品質，並且能與家長建立親近關係，對幼兒園有較高的滿意度，增加就讀意

願。故滿意度是指家長接受幼兒園對孩子教育服務後,所感受到的滿足程度。在過程

中不斷的與家長充分互動溝通、瞭解並回應家長需求，提供適當服務、價格與優良教

育品質，適時的滿足家長與幼兒需求，與家長建立長期良好關係；使幼兒園得以永續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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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幼兒園滿意度的內容探討 

一、國內外有關家長滿意度的重要內容 

少子化使教育服務出現供過於求的失調問題，造成幼兒園經營上的高度競爭，而

為了保有競爭優勢，因此幼兒園所的經營者向成功企業學習，引進企業經營理念與策

略就顯而易見了。雖然幼兒園所的組織性質還是與企業有著相當程度差異，但許多研

究證實企業可藉由與顧客更好關係的維持、提供更高品質的產品、進而提高顧客滿意

度，幼兒園也可與家長建立良好互動關係，提升教育服務品質，增加家長滿意度；創

造其經營優勢。 

本研究將探討家長對子女所就讀之幼兒園滿意度之重要內容，當家長具有高滿意

度將包括了不會輕易轉換幼兒園、會介紹親友子女就讀、會幫助幼兒園宣傳等，幼兒

園的重要內容為何？這對當下學前教育經營者、教育單位、以及教育工作者而言都是

值得深思的問題。本研究將相關文獻整理歸納，結果如下:  

(一)國外家長滿意度之研究 

茲將國外學者對學齡前兒童家長滿意度之研究結果；整理如表 2.2.1 所示，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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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 

國外滿意度之相關文獻 

 作者 研究結果  

 

Comfort

（1985） 

 

 

Bradley 

(1996)  

 

 

Gorard 

(1999) 

Chakrabarti   

 and Roy     

  (2010) 

 

 

整理 1973-1985 年間各家研究對於家長滿意或選擇幼教機構之因素    

研究，對於 Comfort, M.H. 的結論歸納為下列項目： 

[1].環境乾淨安全、[2].離家近、[3].專業師資、[4].良好的親師互動、 

[5].幼兒在園學習狀況、[6].孩子喜歡、[7].營養餐飲、[8].價格低、 

[9]. 幼兒發展互動與遊戲。 

 

以英國四所學校研究家長教育選擇權，結果指出影響家長滿意度因素為： 

[1]. 孩子喜歡、[2].認為孩子會更快樂、[3].學校聲譽、[4].不錯的設備、 

[5].上下課方便、 [6].學業成績、[7].孩子同儕互動影響、[8].校方管理、 

[9].課程多樣、[10].穿制服。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結論出六項家長選擇幼教機構滿意因素：  

 [1].安全與福祉、[2].學習成果、[3].幼兒園資源、[4]. 師生互動、[5].班級

人數、[6].課外活動。 

 

家長考量因素重視程度依序為： 

[1].學校的環境設備、[2].學校位置、[3].讀書氣氛、[4].學校紀律。 

綜合以上所述，可得到幾點共同點如下:1.環境設備安全 2. 價格考量 3.交

通方便性 4.教學課程 5.課程計畫 6.教學資源 7.學習成果 8.師生關係良好 

 9.同儕互動關係 10.專業師資等項。 

 

    綜合以上所述，可得到幾點共同點如下:1.環境設備安全 2. 價格考量 3.交通方便

性 4.教學課程 5.時間彈性 6.教學資源 7.學習成果 8.師生關係良好 9.專業師資等項。我

們將彙整如表 2.2.3 比較。 

(二)國內家長滿意度之研究 

茲將國內學者對學齡前兒童家長滿意度之相關研究；整理如表 2.2.2 所示，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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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 

國內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作者 研究概要 家長滿意度之相關因素 

 陳俊升

（2003） 

研究區域： 

臺中縣市 

 
鍾榮中

（2003） 

北區（臺北）、

中區（臺中）、

南區（高雄） 

 

洪巧音

（2004） 

研究區域： 

臺中縣市 

 

康淑雲

（2004） 

研究區域： 

臺北市。 

 

李青芬

（2004） 

研究區域： 

臺北縣市 

 

劉育吟

（2006） 

研究區域： 

臺北市 

 

黃淑儀

（2009） 

研究區域： 

桃園市 

 

研究四所公私立幼托機構家長，以

訪談方式瞭解家長對幼教機構之偏

好、選擇、品味風格等。 

 

 

研究臺灣北、中、南之幼稚園之家

長消費者行為，以服務業行銷、消

費行為、市場區隔等理論解釋消費

者行為；以問卷方式調查。 

 

 

以問卷調查方式對幼稚園及托兒所

家長，探討服務品質需求與滿意度

之差異與相關現象。  

 

 

 

以問卷方式調查臺北市立案幼稚園

家長，在不同背景下行使家長教育

選擇權之差異。 

 

 

 

 

以問卷方式調查臺北縣市公私立托

兒所家長，其家長滿意度之差異因

素。  

 

 

以問卷調查方式對公私立幼稚園家

長，探討服務品質需求與滿意 

度之調查。 

 

 

 

以問卷調查方式對桃園市公私立幼

稚園家長，探討行銷活動對家長滿

意度之相關研究。 

學費、配合家長時間、地點、與國小教

育銜接、環境安全、設備完善思考訓

練、競爭優勢（英語或潛能開發等才藝）

等。 

 

環境安全、園方家長互動、專業師資；

教具設備場地、費用、政府評鑑或 ISO 

9000 品管制度、親友介紹。 

 

 

 

師生比例、收費合理、彈性收托時間智

能培養、設備完善、設備安全、師資、

場地、與家長之互動關係。  

 

 

 

1.環境設備、2.幼兒學習、3.辦學成效、

4.教育目標、5.幼兒感受、6.師資、7.

課程內容。 

 

 

 

 

收費價格、園所地點、環境安全、教學

課程、親師互動關係。 

 

 

 

教師態度、設備完善、廁所衛生安全、

師資、教學課程、收費價格、  

    與家長之互動關係。 

 

 

 

教學環境、設備完善安全、衛生安全、

學習表現、與家長之互動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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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國內學者指出: 

1. 家長對幼兒園環境設備是否安全與衛生是重視的，將影響家長之滿意度(鍾榮中，

2003；洪巧音，2004；康淑雲，2004；劉育吟，2006；黃淑儀，2009)。 

2. 李青芬(2004)的研究發現:托兒所收費越高，家長對托育滿意度愈低。劉育吟(2006)

指出家長對「幼稚園收費合理」感到滿意，幼稚園的收費會影響家長的比較心理，也

就是顧客滿意度理論中的公平理論」，如果家長覺得有物超所值的感受，則感到滿意。 

3. 教學課程計畫與豐富的教學資源將影響家長滿意度(李青芬，2004；黃淑儀，2009)，

對家長來說代表孩子擁有教好的教育品質，也將影響其學習之成效表現。 

4. 家長普遍對師生互動、教師與家長的互動、師資專業感到滿意。顯示幼兒園的教

師對於家長滿意度有重要的影響力。 

    從顧客滿意度的理論探討發現，顧客比較使用前的期望與使用後的感受產生滿意

或不滿意感。家長主要是透過就讀幼兒園感受能夠滿足其需求的程度，進而決定繼續

就讀及推薦親朋好友的孩子來就讀，使幼兒園得以經營。研究發現家長認定幼教機構

的整體表現越好，家長滿意度也隨之提高。本研究將以家長背景變項與理念與行政、

環境設備、教保活動等三個構面來進行探討與家長滿意度的關係。現將上述國內外文

獻研究等因素歸納如表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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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國內外相關研究之家長滿意度內容歸納表 

作者 地區/方法 理念與行政 環境設備 教保活動 

Comfort 

（1985） 

國外/歸納 

 

離家近 

價格低 

環境乾淨安全 

營養餐飲 

幼兒發展互動

與遊戲 

專業師資 

良好親師互動 

幼兒在園學習狀況 

孩子喜歡 

Bradley 

(1996) 

國外/問卷 

 

學校聲譽 

穿制服 

校方管理 

上下課方便 

 

課程多樣 

不錯的設備 

孩子喜歡 

孩子同儕互動影響 

認為孩子會更快樂 

學業成績 

督導課業 

Gorard 

(1999) 

國外/主成分分

析 

 

幼兒園資源 

班級人數 

安全與福祉 

課外活動 

學習成果 

師生互動 

Chakrabarti and 

Roy (2010) 

國外/問卷 

 

價格考量 

交通方便性 

教學課程 

 

環境設備安全 

教學資源 

課程計畫 

學習成果 

師生關係良好 

同儕互動關係 

專業師資 

陳俊升（2003） 台中縣市/訪談 學費/地點 

國小教育銜接 

配合家長時間 

環境安全 

設備完善 

 

思考訓練 

競爭優勢（英語或潛

能開發等才藝） 

鍾榮中（2003） 台北/台中/高雄

/問卷 

費用 

政府評鑑或   

ISO 9000 品管

制度 

環境安全 

教具設備場地 

 

專業師資 

園方家長互動 

親友介紹 

洪巧音（2004） 台中縣市/問卷 師生比例 

收費合理 

彈性收托時間 

設備完善 

設備安全 

場地 

智能培養 

師資與家長互動關係 

康淑雲（2004） 台北市/問卷 教育目標 

辦學成效 

課程內容 

環境設備 

 

幼兒學習 

幼兒感受 

師資 

李青芬(2004) 台北縣市/問卷 收費價格 

園所地點 

教學課程 

環境安全 

 

親師互動關係 

 

劉育吟（2006） 台北市/問卷 教學課程 

收費價格 

設備完善 

廁所衛生安全 

 

與家長之互動關係 

教師態度 

師資 

黃淑儀（2009） 桃園市/問卷 

 

教學環境 

 

設備完善安全 

衛生安全 

學習表現與家長 

之互動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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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以上理論探討之下，可以得知幼兒園要與家長維繫感情，不僅需提供優質的

教育、安全的環境、價格或服務品質，適時滿足家長需求，從而與家長建立長久良好

關係，更重要的是能讓家長感受到教育品質或服務績效超過期望，獲得高度的滿意

感，不會輕易轉換幼兒園，並進而向親朋好友推薦等。在相關理論結果的導引下，本

研究主要關注於「行政理念」、「環境設備」與「教保活動」等三個重要變項對家長之

幼兒園滿意度的評價關係為何？其中幼兒園行政理念將顯示出幼兒園教學特色及價

格收費標準，是家長首要考慮的因素；環境設備即是指，孩子所處的環境之安全性與

設備的完善，讓孩子在良好的環境下有更好的學習；而教保活動則是對幼兒園所提供

教育服務的評估與「關係行銷」如親師關係、親職教育與學習成效將左右家長的評價；

以上這些變項都可能會影響到家長對幼兒園的滿意度。 

二、滿意度的內容探討 

本研究採洪巧音(2004)編制之「幼托園所家長托育服務品質需求與滿意度問卷」

擷取其滿意度部分之相關內容呈現如下: 

第一部分為[行政理念]:合適師生比例、收費合理、收托時間配合家長需求具彈性、適

時提供教養資訊、需求獲得立即回應與妥善處理。 

第二部分為[環境設備]:內容劃分成「安全防護與衛生措施」、「環境設備安全完善」二

層面，主要以幼兒與家長對幼兒園環境之親近性來劃分，由具體題目內容在顯示幼兒

園安全防護與衛生措施中，其親近度與使用頻率較環境設備安全完善為高；名稱定義

方面則以軟體「安全防護與衛生措施」與硬體「環境設備安全完善」方式進行。另外，

[幼童專用車]也很重要，雖然只針對須送托服務之家長的需求，然而其安全性對幼

兒、家長及園所影響重大。故特將[幼童專用車]列入為一層面，以方便送托服務之家

長進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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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為[教保活動]: 內容劃分成「優良師資」、「適合幼兒學習」與「重視親

職教育」三層面，其題目內涵切合層面之定義，是教保活動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以上所述之滿意度相關內容，本研究將各別探討之。 

(一) 行政理念 

    吳清山（2004）提及學校經營管理與形象管理可說是密不可分，有效的經營管理

將有助提升學校的形象，而良好的形象將是學校經營管理最有效的利器，所以學校如

果能夠像企業一樣地創造個人品牌，形成獨樹一格的學校特色，自然對於家長會產生

吸引力，品牌形成口碑，所以品牌形象可說是學校經營管理的重要內涵，而學校品牌

形象的提升是建立在全體成員努力的基礎之上。幼兒園歸類於教育組織，屬非營利組

織團體；雖不同 於以賺錢為目的之營利組織，但就組織的本質而言，同樣是投入大

量資源以期達成預期目標，因此學校經營管理的有效運作攸關整體營運之永續發展。 

    在少子化效應下，幼兒園彼此間競爭壓力大，更突顯出幼兒園創新經營管理的重

要，包括社會資源應用、價格收費、師生比例、教學課程與活動設計，從願景塑造至

整合性策略規劃，推動幼兒園永續創新經營。在教育領域中的經營管理與一般企業界

中經營銷售較為不同，幼兒園的經營推廣為園方本身的特色，包括學生的表現、卓越

的教學成效、師生比例、產品的價格、行政單位的優良服務與優良的幼教資歷（黃怡

雯，2007；何福田，2004）。而就幼兒園所來說，所提供的教育課程與學生的能力與

表現是教育產品的重點內容（黃義良，2005）。且幼兒園的產品具有特殊的特性，如

產品是抽象的、產品內容具多樣性、產品易受外在因素干擾、產品的價值較難以判斷、

幼兒園的形象會影響家長的選擇與滿意度（高義展，2006）。 

  綜合上述，行政理念所指為幼兒園之課程品質、師生比例、收費價格、行政單位

的服務等。至於收費標準由於教育的性質較特殊，因此家長所考慮的學習成本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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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以及抽象的價格，具體的價錢為學費、交通費、餐飲費、書籍費等，以及抽

象的價格為精神成本、時間成本等。在家長選擇幼兒園收取費用的多寡時，會考慮低

價格與高品質的雙重考量（黃義良， 2005）。 

    教育理念與行政管理係指教育顧客（包含學生、家長）對其所屬幼兒園產生的主

觀認同評價，包括對師資、課程、設備、師生比例、教學品質、價格、行政服務等各

項措施，以做為衡量家長對園所滿意度的依據（江民瑜， 2007；謝亞恆、林俊瑩，

2011），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家長滿意度，也等同於幼兒家長對其子女就讀幼兒園經營

理念認同。而當家長對其所屬幼兒園的經營理念，與教學服務愈具有正面積極的評價

時，則表示對其幼兒園有著愈高滿意度（林俊瑩、吳百祿， 2009）。 

    Martensen 與 Gronholdt（2003）的研究發現幼兒園豐富的教學資源、完善的師生

比例，及良好的服務品質時，則會影響家長對學校產生高度的滿意評價。Brown 與

Mazzarol（2009）以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中，亦發現幼兒園愈能瞭解學生的需求，

及時提供適當的服務，並且有效營造親密、和諧的人際關係，家長會對幼兒園會有較

高的滿意度評價；相反的，倘若家長對其幼兒園所提供的教學品質感到不滿意，則會

降低家長滿意度，有礙學校未來的永續經營。 

    至於在國內研究方面，陳建宏與吳明雄（ 2009）研究也發現當家長對學校產生

較佳的滿意度，愈會主動為學校建立良好口碑以提昇校譽。張美香、王麗幸、賀力行

與陳坤志（2006）等人的研究也發現校園生活機能的完整方便性，以及行政人員和家

長有良好的互動管道，不僅能有效提昇學校行政效率，強化學校競爭優勢，並促使家

長對幼兒有愈高的滿意度評價。 

    由此可見，學校經營理念影響滿意度評價的高低，扮演著相當重要的正面促進功

能，當學生對所屬學校的滿意評價愈高、愈佳時，家長對園方的滿意評價亦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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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形象，使學校的經營在教育市場中具有競爭優勢。故此，家長對學校經營理念認

同度越高，會提高家長對子女就讀學校的滿意度。 

(二)環境設備 

環境對人的影響真是不容小覷，古有「孟母三遷」的故事大家一定不陌生。許多

的家長在為孩子挑選幼兒園時都會有選擇的條件，幼兒園的環境與設施是大部分的家

長都會在意的其中條件之一。 

幼兒園的內在環境與設施通常是給家長的第一印象，學校門面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一般。每間幼兒園無不致力於營造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來吸引家長們的目光。新校園

在這方面通常是沒有問題的，但對於已設立年久的幼兒園來說，這便是一個的挑戰。

經過時間的流轉，新的感覺會不見，東西、器具在使用之後也會破舊。因此，園所如

何讓校園的感覺永保如新，繼續吸引家長的目光；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為了讓幼兒從一開始就有良好的學習，所以必須從環境做起。幼兒園環境的選擇

部分要更加地仔細與小心，以下就環境各指標如下。 

1.環境安全指標 

 此部分指標包含了幼兒園之設備安全，例如：設置消防設施與逃生設備、樓梯部

分具有防滑措施與安全網、地面無凹洞或重大毀損、桌角、牆角均有防撞措施、樓梯

間轉角處無堆置雜亂物品等指標項目。另一部分為室外活動設備安全，例如：排水措

施完善、大型遊樂設施定期維護、瓦斯管線與電線設置妥當、建築物維護等指標項目，

此二部分在環境安全應重視謹慎處理（智慧潛能文教機構，2011）。 

2.境衛生指標 

 衛生包含廁所設置於活動室附近、廁所清潔無臭味、廚房未緊鄰幼兒活動室、廚

房清潔衛生管理、飲水衛生設備、定期園區消毒措施、寢室通風良好等重要指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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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湯志民，2003）。 

3.環境舒適指標 

包含充足的活動空間、空氣流通、採光照明佳、無噪音的環境、合適的洗手台高

度、乾淨整潔的環境、舒適的室內與室外活動空間（王美晴，2005；湯志民，2003）。

有了良好的、乾淨的、衛生的、舒適的學習環境才能帶給幼兒身、心、靈上莫大的幫

助，也為幼兒健康、快樂地學習邁開重要的一大歩，這將會提升家長之滿意度，讓家

長放心地將幼兒送到學校來；園所的環境設施在幼兒園中所扮演角色之重要性由此可

見。幼兒園之環境品質的維護與管理將是關係家長滿意度之一門重要學問。故此，家

長對環境設備信任感越高，將會提高家長對子女就讀幼兒園的滿意度。 

(三)教保活動 

1.優良師資與滿意度的關係 

    老師在教育研究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許多學者也分從不同的角度來思索此老

師之價值與重要性。誠如吳清山（2005）所言，學校是培育人才的搖籃，也是學生學

習的園地。如何建立優質的校園及提供學生優質的學習環境，這是教育工作者戮力追

求的目標。在此前提下，優質老師是優質課程與教學的靈魂人物，也是決定學生優質

學習成效的關鍵所在。林佳靜（2005）指出老師在兒童的教育過程將影響其後的成長

發展，隨著時代趨勢的改變，教師的專業角色信念必須以關心學生與帶領學習為主，

除了熟悉自己的專業及教學方法，認真地負責管理與督導學生的學習；教師也要有能

力系統化地思考自己的教學方法，並從中學習。更重要的是，教師必須學習如何結合

家長、專業人士與社區的力量，共同打造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 

    詹棟樑（2005）強調老師需具備專業倫理和專業精神，其專業發展應以民主的方

式來達成教育服務目的，並以愛為出發點，以專業倫理或精神為支柱，視學生行為的

好壞為己責，陶冶學生使其具有完美人格。但昭偉與簡毓玲（2005）則認為優良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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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維繫優良教育傳統於不墜的關鍵。古淑薰（2005）指出教師在教學上必須發揮其專

業選擇權，盡可能地提供多元教材，刺激學生參與學習及探索知識。顏寶月與鍾靜

（2005）認為老師參與學校課程決定和課程設計，並藉此展現老師的專業自主。黃意

舒（2005）強調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師嚴道尊與桃李滿天下等這些對傳統良師典範

的形容，令人感到遙不可及。當代社會重視的是老師的專業表現形象，提升兒童教育

品質就是教師專業的具體呈現。老師在從事教學工作時，憑藉其專業知能來引導兒童

的優質學習及成長。因此，優良的師資判定不只是一紙文憑的取得，使其有資格得以

在各級各類學校中擔任教職。教師專業的具體表現，最重要的是藉由老師對於本身專

業自主的信心與展現，提升學生在知識、情意與技能上的優質表現。老師的表現也不

應侷限在教學技藝的精熟程度，更重要的是教育服務與愛護學生的熱忱及投入之持續

性發展。 

    基於前述，老師專業不只是一個靜態的文憑或證照呈現，更重要的是動態的發展

學習歷程。老師必須時時省思自我的專業能力與信念，並運用各種管道來進行自我充

實與更新教育新知及理念。就幼兒園階段而言，許多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幼兒

園教師的教育發展。例如賴春金（2001）設計一份問卷調查幼兒園教師的在職進修情

形，其研究結果顯示參加研習是目前幼兒園教師在職進修的主要方式，對其專業發展

在其生涯發展規劃有著重要性。徐明珠（2005）認為幼保人員既是保母，也是老師。

隨著及早學習的概念形成與解決雙薪家庭的托育問題益形重要，以及現代家庭對幼保

品質要求越來越高，其重要性不可輕乎。幼保人員應將視野從保育導向改為教育取

向，提升幼保師資品質，健全發展幼保政策，才能使幼兒學習有更燦爛的明天。 許

玉齡（2005）指出由於幼兒園教師與一般國中小教師的工作性質不同，教育與保育必

須同時並重。此外，幼兒園老師常受到家長的關注與影響，而這是其他教育階段較為

少見的。因此，提升幼教老師的專業能力刻不容緩，具體作為包括專業倫理與態度、

專業成長、親師溝通與親職教育、教學準備與進行、服務熱誠、保育與危機處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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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經營等養成培育。 

     誠如前述，幼兒園師資決定一個幼兒園好壞最關鍵的地方。因為一個再好的環

境下，如果沒有一個好的老師的話，其實也是「虛有其表」，畢竟要有好的老師引導，

好的環境設備才會被充分的使用，並讓孩子實際受益，有好的教育理念也需要有認真

的老師才能完整傳達，並啟迪孩子的智慧。因此優良師資對提升家長滿意度是重要的

關鍵。 

2.幼兒學習 

    在企業管理與經營上，提供給顧客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是相當重要的，事實上也

有不少研究也都證實當顧客對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品質感受評價愈佳時，便會提高其滿

意度。產品品質可以視為顧客滿意度的前因要素，並且產品品質會對顧客滿意度產生

正面顯著影響。從張火燦、余月美（ 2008）的研究結果顯示，好的產品品質確實能

有效增加顧客滿意度。因此，幼兒園管理所提供優質的教學品質，不僅能藉以建立家

長的認同感，增加其消費意願，連帶的也提昇了家長的滿意度。 

    子女學習成效就像是企業對產品的保證，是提升家長滿意度相當重要的關鍵。教

師在教學活動中，藉由各種教學方式將學習內容傳授給學習者，而教師在幼兒園經營

行銷中佔有重要的角色（高義展，2006）。簡言之，本研究所指為幼兒園中的園長與

教師具備專業知識、專業能力與特質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幼兒的學習品質，專業性需考

量的因素包括：資格、專業知識、專業責任、教學經驗等，想法、感受、價值觀等特

質也是考量要項（陳添旺，1997）。幼兒園並無統一教科書，各園發展其課程時，除

了依據幼兒教育的目標及幼兒發展外，應依據幼兒園及幼兒的個別情形，發展具有貴

園特色及符合幼兒經驗的適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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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指的子女學習成效包含子女學習狀況、子女行為規矩表現、子女與同學相

處情形、子女與老師相處情形等，以做為子女學習成效之依據，也就是所謂的教學上

的產品品質。而在教育領域的相關研究中，當學校提供給學習者優質的教學內容與學

習相關教育活動（包含良好的教學品質、完善的教學設備與資訊服務、以及重視師生

互動，並適度滿足學生需求等），會有助於學生對其學校有較高的滿意度；進而影響

家長滿意度(謝亞恆，林俊瑩， 2011）。就教育學習環境而言，家長無不希望自己的

子女有好的教學團隊，得到好的教育成效。而家長對子女教育成效的預期，代表家長

對子女學習成效的評估，是對教育品質的評估，也很有可能是影響家長對「園所滿意

度」的重要因素。故本研究假設子女學習成效愈好，愈會提升家長對幼兒園之滿意度。 

3.親職教育 

 從顧客觀點而言，互動行銷是三者中最關鍵的活動。顧客服務大都經由服務人員

與服務系統來傳送，在與顧客互動之時，服務被生產也同時被消費，每一次接觸，這

種顧客服務的互動就會發生一次，顧客關係因此增強或減弱，因此互動行銷主宰了顧

客關係之建立（Gronroos，1995)。 

在教育系統中，學校可視為一個社會組織，其成員係由學生、教師、行政人員及

家長所構成的一個互動體系，當家長與老師彼此之間能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學校也

亦能提供完善的行政支持與適切服務，不僅有助於家長對學校組織產生認同感，更進

一步會提昇其滿意度（江民瑜， 2007；謝亞恆、林俊瑩， 2011）。 

    親職教育良好對於幼兒園滿意度有著重要的影響，關係品質的概念則類似產品品

質，因此具有好的關係品質便能使家長持續感到滿意，而對幼兒園產生信賴。另外，

相關研究也發現學校若能營造出良好的師生互動系統，與學生保持更密切關係，也會

提高家長的忠誠度，並進而提高其學校滿意度（林俊瑩、吳百祿，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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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關係品質（ relationship quality）是幼兒園(老師)與家長經由互動經驗

後，對於親職教育的整體評價，此評價亦能符合雙方的期望與需求程度。因此，透過

良好的親職教育品質可以降低服務的不確定性，使得家長對幼兒園產生高度滿意評價

及信賴感，以維持長期合作關係（Fullerton, 2005）。基於此，在實證研究方面發現關

係品質對於提升家長滿意度有正面影響，亦即老師在與家長互動中，若能維繫與家長

之間親近且頻繁的良好互動關係，會提高家長的滿意度。  

    Fullerton（2005）也認為當消費者在購買產品的經驗中獲得喜悅，因此與銷售人

員建立信任的關係後，則會重複購買而表現出品牌滿意度；如同親職教育之間信任關

係的建立。另一方面，在顧客滿意度實證研究中也指出，企業不僅需提供產品或服務

而已，同時應多注重社會活動的參與，並與顧客保持聯繫、維持且發展良好關係，使

得在交易的過程中，更能夠促進雙方關係的穩定，贏得顧客的認同，有效提昇顧客滿

意度（李城忠， 2005；Rauyruen & Miller, 2007）。而且李城忠（2005）、Rauyruen 與

Miller（2007）的關係品質與顧客滿意度的實證分析亦發現，信任與認同對顧客滿意

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意謂著顧客願意繼續與其企業合作、並建立長期關係，且雙方

彼此持續接觸往來，形成更親密頻繁的互動關係，則顧客滿意度將隨之提高；因此，

良好的關係品質會正面影響顧客的滿意評價。 

    由於近年來服務的概念逐漸受到重視，幼教機構除了必須充分提供辦學資訊，積

極發展學校特色，提供幼兒照顧、保護及教育的場所外，還需營造優質的幼兒園所環

境，並努力強化家長與老師的人際互動，繼續維持緊密的主顧關係，以達到對幼兒園

相當的滿意度，為幼兒園帶來更多的利益。在親師互動的過程中，教育人員在與家長

互相接觸溝通時，適時維持良好的關係，將其專業知能傳達出去，獲得家長信賴是重

要的。實際上，在教育場域中，家長與老師的互動關係是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上，

尤其當幼兒園與家長之間產生密切的聯繫，且發展出良性的互動與合作關係時，例

如：舉辦各樣的親子活動、親師面談、家長座談、家庭訪問等（許錦雲， 2008；Mo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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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幼兒教育是一種良心事業，家長對幼兒園具有信心，相信教育者能為其子女

開啟智慧、涵養性情，如此良善的關係才能維持家長的消費行為。而幼兒園與家長的

關係保持良好，就容易取得家長以高滿意度來認同園所以及與家長接觸往來密切的親

朋好友，就是人際網絡關係，是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的概念範疇，更是教育經

營中人際互動管理最重要的一環，藉由家長的口耳相傳將是對幼兒園最佳的宣傳。另

外，由許錦雲（ 2008）、與 Morrison（2004）對幼兒園家長與老師的互動關係分析結

果，也發現到家長與老師之間若有良好的溝通，彼此能相互吸引，則會有較親近的關

係，尤其是老師能隨時將孩子在幼兒園所的狀況詳細告知家長，並且提供家長有關教

養的訊息，或是文章和書籍給家長閱讀，自然家長亦能夠對老師的愛心、熱情與用心

表示肯定、信任和讚許，因而對幼兒的學習有正面影響外，還會有助於幼兒園所的永

續經營，提高家長對園所的滿意度。依據上述所探討的實證結果，可發現到親職教育

對家長滿意度的確有可能存在著正影響，即家長與老師之間關係愈密切，則對幼兒園

的滿意度也愈高。 

    基於上述的討論，可發現維持主雇良好關係，除了企業經營管理是否得到顧客認

同，提供顧客好的服務與產品品質也是很重要的一環，都有助於提昇其滿意度；而這

樣的企業管理關係在教育領域中也獲得證實可行。值得一提的是，在臺灣的學前教育

領域中，公立、私立幼兒園的不同，所產生的關係品質與服務品質也各有差異，都有

可能為家長對幼兒園的滿意度感受帶來不相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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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背景變項和幼兒園滿意度的關連性 

    幼兒園的教育對象是幼兒，家庭是幼兒生長的環境，故幼兒園可剖析幼兒家庭的

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環境、職業、收入等背景變數來建立起幼兒園與家長的溝通管道。

家長對於幼兒園服務之需求與滿意度，將會因家長背景(個人、家庭、消費情況)有顯

著相關，本研究針對背景變項(幼兒園類別、班別、身分、年齡、教育程度、家庭環

境、職業、月收入、孩子人數、收費價格)，提出採用的原因與看法: 

一、幼兒園類別 

     賴清標(1984)研究結果顯示，公私立幼兒園在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公立幼

兒園滿意度明顯高於私立幼兒園；然而，邱慧芳(2004)與洪巧音(2004)研究結果卻指出

其家長滿意度並無顯著差異。本研究認為公私立幼兒園教學內容、環境、收費等設立

條件不同及社會結構的變化；家長對公私立幼兒園的滿意度之差異性，值得重視。 

二、班別 

    之前並無做過此部分的相關研究，在本研究納入幼兒園班別可提供此變項對於家

長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身分 

    李秉穎(2005)、康淑雲(2004)、張安琪(2008)其研究背景變項都有家長身分的調查，

本研究想探討家長身份對於幼兒園之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及不同身分的家長對於

幼兒園之滿意度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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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齡 

    李秉穎(2005)、張安琪(2008)、鐘榮中(2003) 其研究背景變項都有家長年齡的調

查，本研究想探討家長年齡對於幼兒園之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及年齡高低的家長

對於幼兒園之滿意度的差異性。 

五、教育程度  

    以家長的教育程度進行背景變項分析，邱素薇(2003)研究顯示家長學歷為大學及

研究所以上者，在幼兒園整體滿意度上均高於專科學歷以下的家長。另外，在何士隆

(2003) 的研究則有不同結果，高中職以下學歷之家長在環境設備、親職教育等滿意度

上顯著高於大學以上學歷之家長。甚至有些學者(如:邱慧芳,2004； 洪巧音,2004)認為

家長教育程度與幼兒園滿意度並沒有呈現顯著差異。滿意度是否與家長教育程度有關

係，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六、家庭環境 

    李秉穎(2005)、張安琪(2008) 、張婉菁(2009)進行背景變項分析，研究顯示家長滿

意度有顯著差異，雙親家庭在家長滿意度上有較高的滿意度。研究者發現嘉義縣家庭

狀況多為隔代教養，社會結構的改變藉由本研究了解是否多為隔代教養；並探討家庭

環境對於家長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七、職業 

    有關家長職業變項之相關研究，在邱慧芳(2004)與洪巧音(2004)研究結果顯示家長

的職業對幼兒園之滿意度上沒有顯著的差異。然而在邱素薇(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私

立幼兒園家長從事家管、服務業、農漁牧業、製造業，尤其從商的家長在幼兒園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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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本研究採黃毅志(2003)的社經地位變項，以職業區分為 7 大類，

分別為(1)軍公教業(2)工(3)商(4)醫(5)農林漁牧業(6)服務業(7)自由業(含家管)等 7 項，

包含專業技術、形象聲望、收入等特質；探討各職業的家長對幼兒園之滿意度是否有

顯著差異。 

八、月收入 

    每月收入愈低的家庭的相關研究中，何士隆(2003)、邱慧芳(2004)與洪巧音(2004)

研究結果皆顯示，家庭收入並不會對幼兒園之滿意度造成顯著差異。另外邱素薇(2003)

的研究結果顯示，私立幼兒園家長收入愈高，對幼兒園環境設備、師資的滿意度愈高。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探討家庭收入對家長滿意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也了解每月收入

低的家庭，是否因為收入低就對家長滿意度而有差異性。  

九、孩子人數 

    洪巧音(2004)研究顯示，家中孩子人數多寡在家長滿意度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周

文賢(1999 ) 認為現在家庭組織結構變化，家庭孩子人數多寡，使幼兒園需求有顯著

差異。然而採用家中孩子人數納入背景變項不多，本研究以孩子人數做為背景變項，

希望能提供此變項在相關研究的發現。 

十、收費價格 

    根據游齡玉(1997)研究顯示，收費價格高低在家長滿意度上具有顯著差異。何士

隆(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平均每月收入愈低的家庭，對幼兒園之扥育費用滿意度愈

低。2007 年起，教育部實施扶幼計畫擴大補助對象及學雜費補助，對家長滿意度有

顯著差異(許俊偉,2007)，本研究將探討幼兒園收費價格對家長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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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相關理論與實證研究的導引下，以「家長背景因素」與「家長滿意度」

的關係嘗試建構一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相關之架構，並針對嘉義縣就讀公私立幼兒

園學生家長作抽樣調查，進一步的透過本研究做更深入的探究與分析，希望能從中瞭

解到「家長背景因素」和幼兒園滿意度之關連性，期待此議題的相關研究結果能供相

關教育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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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主要在探討嘉義縣幼兒家長在不同背景變項區隔下，分別

對滿意度是否有顯著的關係。本章第一節研究設計與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與抽樣方

法；第三節研究工具；第四節研究流程；第五節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共五節分述如

下: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待答問題與探討相關文獻之後，擬定本研究架構；主要以家長滿

意度為研究之主要變項，從而探討家長背景變項與家長滿意度之關係。研究基本之架

構圖如下: 

           自 變 項    依 變 項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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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變項 
 
1.幼兒園類別 
2.班別 

3.身分 

4.年齡 

5.教育程度 

6.家庭環境 

7.職業 

8.月收入 

9.孩子人數 

10.收費價格 

 

家長滿意度 

 

1.行政理念 

2.環境設備 

3.教保活動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依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2011-2012)嘉義縣 101 學年度公私立之立案幼兒園

名冊，共計 118 所，其中公立幼兒園 68 所(58%)，私立幼兒園為 50 所(42%)的家長為 

研究對象。 

    依據 Anderson 與 Gerbing (1988)認為樣本數宜大於 200；Hayduk(1987)其研究經驗

顯示，在進行結構分析之樣本數大致在 50~500 份為宜，另外，依據 Sudman(1982)對

抽樣的建議，一般調查研究若為地區性之研究，則其樣本數大約在 500 人至 800 人之

間(吳明清，2001)。 

二、抽樣方法 

    本研究調查的對象以嘉義縣地區之公私立幼兒園家長為研究對象，為使樣本具代

表性，本研究以嘉義縣的市、鄉、鎮為分層依據，依分層隨機進行抽樣之調查方式決

定抽樣樣本，從嘉義縣各市、鄉、鎮之公私立幼兒園中，4 所以下抽樣 1 所，設立幼

兒園超過 5 所多抽樣 1 所，共抽得幼兒園 38 所(公立幼兒園 21 所，私立幼兒園 17 所)，

並委請每位學生帶回問卷一份交由家長填答；取樣統計如表 3.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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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問卷的修訂 

 

    本研究調查問卷參考洪巧音(2004)「幼托園所家長托育服務品質需求與滿意度問

卷」擷取其滿意度部分加以修訂成「嘉義縣幼兒園家長滿意度調查研究之問卷」用來

蒐集所需要的資料。 

在洪巧音(2004)之「行政理念」中，園所是教育局(社會局)合法立案之幼教機構

及近年來評鑑績優之幼教機構等 2 題項，因現今幼教整合幼兒園並無區分為教育局或

社會局來合法立案，故不適切現在幼兒園之使用，故不保留於問卷中使用。另外，「教

保活動」之「適合幼兒學習」項目中，不使用各科教科書、作業本進行教學活動及不

安排注音符號、寫字課之團體教學與紙筆書寫的家庭作業等 2 題項，因法令規定此為

不允許存在之教學行為及問卷將發送至各公私立幼兒園也太過於敏感，不適切現在幼

兒園之使用，故不保留於問卷中使用；故本量表共計 47 題。 

二、問卷內容 

(一)個人基本資料  

     此部份依研究樣本的背景變項編制而成，針對研究樣本之幼兒園類別、子女班

別、身分、年齡、教育程度、家庭環境、職業、月收入、孩子人數、收費價格等變項進行調

查。1.就讀幼兒園類別:分為公立幼兒園、私立幼兒園；2.子女班別:大班、中班、小班；

3.身分:父親、母親、祖父母或其他；4.年齡: 40 歲以下、41~60 歲、61 歲以上；5.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大專院校、研究所(含以上)；6.家庭環境:單親家庭(含離婚)、雙親家庭、

祖孫兩代(隔代教養) 7.職業:軍公教業 、工、商、醫、農林漁牧業、服務業、自由業(含

家管)；8.月收入: 30000 元以下、30000~60000 、60000 元以上；9.孩子人數: 1 人、2 人、

3 人以上；10.收費價格: 30000 元以下、30000~40000 元、40000~50000 元、50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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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內容 

    本問卷內容分為「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三個層面，本量表共計

47 題，題次與內容如表 3.4.1 所配置。 

表 3.4.1  

「嘉義縣幼兒園家長滿意度之調查研究問卷」內容配置表  

變項 觀察變項 題次 題  數 

 

 行政理念 

 

     行政理念 

 

1-5 

  

5 

   

 環境設備 

 

安全防護與衛生措施 

 

6-16 

 

11 

 
 

環境設備安全完善 

 

 

17-22 

 

6 

 幼童專用車  

23-24 

 

2 

 

 教保活動 

 

優良師資 

 

25-34 

 

10 

  

適合幼兒學習 

 

35-43 

 

9 

  

重視親職教育 

 

44-47 

 

4 

  總題數 :         47 

 

(三)填答與計分方式 

    採 Likert 四點量表，依「非常滿意」、「滿意」、「稍微滿意」、「不滿意」分別給予

4 到 1 分，受試者就題目內容勾選符合自己狀況的選項，題目均為正向題，所得分數

愈高，代表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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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度分析 

    本研究之量表以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α 係數)為指標，回收之正式問卷經

過資料整理，本研究正式樣本的問卷內部一致性係數，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962；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 「行政理念」為 0.840；「環境設備」為 0.880；

「教保活動」為 0.965；表示各題項兼具有相當一致性。 

(五)問卷發放與回收 

本研究共發出 570 份正式問卷，如表 3.4.2 所示，回收 520 份，回收率為 91.23%，剔

除空白、單一選項及填答不全之無效問卷 67 份後得有效問卷 473 份，可使用率為

82.98%，回收之有效樣本分配情形如表 3.4.3 所示。 

表 3.4.2   

嘉義縣幼兒園取樣統計表 

 市/鄉/鎮 
  公立 

幼兒園數    抽樣數 

 私立               抽樣      

幼兒園數   抽樣數   總數    問卷數 

 A 朴子市    6         2    8          2       4       60                

 B 民雄鄉    4         1    8          2       3       45                

 C 竹崎鄉    4         1    3          1       2       30             
 D 大林鎮    1         1    3          1       2       30            

 E 布袋鎮    9         2    2          1       3       45         

 F 水上鄉    3         1    8          2       3       45         

 G 六腳鄉    2         1    2          1       2       30      

 H 東石鄉    7         2    ---        ---       2       30            

 I 義竹鄉    5         1                     1         1        2       30        

 J 梅山鄉    9         2    1         1        3       45         

 K 中埔鄉    4         1         2         1        2       30          

 L 鹿草鄉    2         1      4         1        2       30            

 M 番路鄉    1         1         ---       ---        1       15                 

 N 大埔鄉    1         1      ---       ---        1       15                

  O 阿里山鄉    7         2    ---       ---        2       30                  

 P 太保市    3         1       3         1        2       30             

 Q 新港鄉    ---        ---        4         1        1       15                    

    R 溪口鄉    ---        ---            1         1        1       15        

 合 計    68        21   50        17        38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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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嘉義縣幼兒園回收之有效樣本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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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所類別 

 

市/鄉/鎮 

  

公立幼兒園                 私立幼兒園 

 

 

 

 

分配情形 

選 

取 

樣 

本 

數 

回

收

樣

本 

數 

樣

本

回

收 

(%) 

有

效

樣

本 

數 

有   

效

回

收 

(%) 

選

取 

樣

本

數 

回

收

樣

本 

數 

樣

本

回

收 

(%) 

有

效

樣

本 

數 

有

效

回

收 

(%) 

A 朴子市 30 29 96.7 26 86.7 30 30 100 29 96.7 

B 民雄鄉 15 15 100 11 73.3 30 27 90 27 90 

C 竹崎鄉 15 12 80 12 80 15 13 86.7 13 86.7 

D 大林鎮 15 12 80 12 80 15 13 86.7 13 86.7 

E 布袋鎮 30 27 90 22 73.3 15 14 93.3 14 93.3 

F 水上鄉 15 15 100 12 80 30 29 96.7 29 96.7 

G 六腳鄉 15 15 100 13 86.7 15 13 86.7 13 86.7 

H 東石鄉 30 30 100 23 76.7 --- --- --- --- --- 

I 義竹鄉 15 13 86.7 11 73.3 15 15 100 15 100 

J 梅山鄉 30 25 83.3 22 73.3 15 13 86.7 13 86.7 

K 中埔鄉 15 14 93.3 13 86.7 15 13 86.7 13 86.7 

L 鹿草鄉 15 13 86.7 10 66.7 15 12 80 12 80 

M 番路鄉 15 13 86.7 10 66.7 ---- ---- ---- ---- ---- 

N 大埔鄉 15 13 86.7 12 80 --- --- --- --- --- 

 O 阿里山鄉 30 28 93.3 21 70 --- --- --- --- --- 

P 太保市 15 15 100 13 86.7 15 14 93.3 14 93.3 

Q 新港鄉 --- --- --- --- ---- 15 13 86.7 13 86.7 

   R 溪口鄉 --- --- --- --- --- 15 12 80 12 80 

合 計 315 289 91.7 243 77.1 255 231 90.6 230 90.2 



  
 

第四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如圖 3.2 所示，研究之實施過程與進度，說明如下: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之確立（2012 年 8 月~2012 年 10 月）： 

    決定本研究的範圍、方向、動機與目的。 

二、文獻收集與探討（2012 年 8 月~2012 年 9 月）： 

    進行收集並閱讀國內外相關文獻，加以分析整理以作為研究之理論基礎。 

三、確定研究方法（2012 年 11 月~2013 年 1 月）： 

   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並整理收集之文獻資料撰寫研究方法。 

四、設定研究假設（2012 年 12 月~2013 年 1 月）： 

   依據相關文獻之原理或研究結果，建立適當的研究假設。 

五、建立研究架構（2013 年 1 月~2013 年 1 月）：    

   依據相關文獻之原理或研究結果，建立符合研究目的之研究架構。 

六、確定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2013 年 1 月~2013 年 2 月）： 

   參照本研究假設，界定適當的研究範圍與研究對象，並進行抽樣方法的設計。 

七、正式問卷施測（2013 年 1 月~2013 年 3 月）： 

   選取適當且具有信效度的量表作為研究工具，將經過原量表作者的同意之後完成

問卷，採分層隨機的抽樣方法進行正式施測。 

八、資料整理與分析（2013 年 2 月~2013 年 3 月）： 

   彙整回收之問卷資料，利用統計軟體進行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九、研究結果（2013 年 3 月~2013 年 4 月）： 

  根據研究結果進行假設釋義，撰寫本研究之結論。  

十、結論與建議（2013 年 4 月~2013 年 5 月）： 

   根據研究結果做成本研究之結論，並對現況作具體建議，以及提出後續研究方向

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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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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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經正式問卷施策完成並回收之後，進行資料檢核，問卷資料中，「行政理

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三類別是依「非常滿意」、「滿意」、「稍微滿意」、「不

滿意」等四項，分別給予 4~1 分鍵入。本研究以 SPSS 12.0 統計軟體來分析，茲將採

用之統計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使用次數分配、平均數、標準差、百分比等方法，藉以了解幼兒園家長滿意度背

景變項與滿意度各因素層面之填答情況。 

二、t-考驗(t-test)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用以考驗不同背景變項之家長對於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的滿意度差

異情況之關係。若差異情形達到 0.5 的顯著水準，再進一步來比較差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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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依據正式問卷回收之資料進行分析與整理，以了解不同背景變項之嘉義縣幼兒園

家長滿意度現況；並針對各項因素逐一分析。本章第一節為研究結果；第二節為綜合

討論。 

第一節 研究結果 

一、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個人樣本之現況 

本研究有效回收問卷共有 473 份，其基本資料經統計分析後，將各項敘述統計資

料整理如表 4.1.1，將說明如下: 

(一) 幼兒園類別:子女就讀園所為公立幼兒園家長的人數佔 51.4%，私立幼兒園   

                家長的人數佔 48.6%，接近嘉義縣幼兒園之比例數，此結果與 

                現況大致符合。 

(二) 子女班別: 子女就讀大班人數佔 43.3%，就讀中班人數佔 35.1%，就讀小班    

               人數佔 21.6%，問卷來源分散含括各班別的幼兒園家長之意見，   

              顯示此問卷結果應可忠實反映出嘉義縣幼兒園家長滿意度情形。 

(三) 身分:      問卷填答者身分為父親的人數佔 18.8%，母親的人數佔 58.6%，   

               祖父母與其他的人數佔 22.6%，問卷填答者的身分有二分之一   

               以上人數為母親，此結果顯示幼兒多為母親教養居多，符合大    

               部分家庭情況。由於祖父母與其他之項目在本研究並無其他照 

               顧者出現後續統計將以祖父母為代表。 

(四) 年齡:      家長年齡為 40 歲以下的人數佔 62.8%、41~60 歲的人數佔 18.6% 

               、61 歲以上的人數佔 18.6%，顯示出問卷填答者的年齡以 40 歲     

               以下為最多，與台灣成年人結婚及生育子女年齡的現況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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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程度:  家長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下的人數佔 63.8%，大專院校的人數+ 

               佔 33%，研究所以上的人數佔 3. 2%；顯示嘉義縣家長的學歷多 

               為高中職以下。 

(六)家庭環境:  家庭情形為單親家庭的人數佔 7.2%，雙親家庭的人數 69.8%，  

               隔代教養的人數佔 23%，家庭狀況以小家庭的雙親家庭為多 

               數，另外嘉義縣之鄉/鎮有些因位居較鄉村，故以隔代教養為次 

               多，此結果與現況符合。 

(七) 職業:      家長職業為軍公教佔 7.8%，工佔 27.5%，商佔 9.3%，醫佔 1.7%，  

               農林漁牧業佔 13.1%，服務業佔 15%，自由業(含家管) 佔 25.6%； 

               由於嘉義縣主要產業為工業，擁有許多工業區。故家長職業多   

               以工為主符合現況；由於服務業與工的性質接近，故將服務業   

               併入工，使後續統計分析具較高的均方。 

(八) 月收入:    家庭每月所得為 30000 元以下佔 37. 2%，30000~60000 元佔 

               48.8%，60000 元以上佔 14%，家庭每月所得多以 30000~60000     

               元居多，可能顯示嘉義縣家長職業多與工為主有關。 

(九) 孩子數:    家中孩子數 1 人的人數佔 19.5%，2 人的人數佔 59.8%，3 人以   

              上的人數佔 24.3%，顯示嘉義縣家長家中孩子數多以 2 人居多， 

              此結果符合現況。   

(十) 學期費用(含註冊費、月費):子女就學費用為 30000 元以下的人數佔 51.4%，  

               30000~40000 元的人數佔 7.2%，40000~50000 元的人數佔 28.1%， 

               50000 元以上的人數佔 13.3%，各金額都有，其中學費 30000 元 

               以下多為就讀公立幼兒園，私立園所依照資料顯示 40000~50000    

               元的幼兒園所佔人數居多；顯示家長欲採取低金額投入幼兒教  

               育的選擇將以公立幼兒園為主，再者若欲進入私立園所就讀則 

               以 40000~50000 元最為讓家長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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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個人樣本之描述統計值摘要表 

個人資料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幼兒園 公立 

私立 

243 

230 

51.4 

48.6 

班別 大班 

中班 

小班 

205 

166 

102 

43.3 

35.1 

21.6 

身分 父親 

母親 

祖父母 

89 

277 

107 

18.8 

58.6 

22.6 

年齡 40 歲以下 

41~60 歲 

61 歲以上 

297 

88 

88 

62.8 

18.6 

18.6 

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 

大專院校 

研究所(含以上) 

302 

156 

15 

63.8 

33 

3.2 

家庭 單親家庭 

雙親家庭 

隔代教養 

34 

330 

109 

7.2 

69.8 

23 

職業 軍公教 

工(服務業) 

商 

醫 

農林漁牧業 

自由業(含家管) 

37 

201 

44 

8 

62 

121 

7.8 

42.5 

9.3 

1.7 

13.1 

25.6 

月收入 30000 以下 

30000~60000 

60000 以上 

176 

231 

66 

37.2 

48.8 

14 

孩子數 1 人 

2 人 

3 人以上 

75 

283 

115 

15.9 

59.8 

24.3 

學期費用 30000 元以下 

30000~40000 

40000~50000 

50000 以上 

243 

34 

133 

63 

51.4 

7.2 

28.1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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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義縣幼兒園滿意度之現況 

(一)理念行政滿意度之現況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在嘉義縣家長滿意度之「行政理念」層面填答中，以「我

對園方的幼兒教育需求反映能獲得立即及妥善的處理與回應」得分最高，顯示家長想

要幼兒園滿足其需求期望，反映其處理能獲得有效的服務；研究發現與黃巧音(2004)

的結果一致。然而結果也顯示在「幼兒園是收費合理的幼教機構」及「收托時間能配

合工作時間；作彈性安排」得分低。目前公立幼兒園有較一致的收費金額，而私立幼

兒園則無統一的收費，端看園所如何訂定標準。另一方面，幼兒園收托時間，只能盡

量配合某一部分家長，並無法應付所有家長的需求，如假日班的收托則大部分的幼兒

園皆無法配合。故在此層面這 2 題的滿意度得分較低。 

    由表 4.2.2「行政理念」題項分析摘要表可看出各題項分析情形，在表 4.2.1 得知，

「行政理念滿意度量表」滿意度平均數為 16.14，此數值按四點量表計分高於滿意偏

向非常滿意，顯示嘉義縣幼兒園家長滿意度在「理念行政」具有正面且中上的程度。 

表 4.2.1 

嘉義縣幼兒園「行政理念」滿意度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平均 

行政理念 5 16.14        2.24         3.23 

(N=473)    

 

表 4.2.2  

「行政理念」題項分析摘要表 

「行政理念」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幼兒園有合適的師生比例。 3.22 0.57 

2. 幼兒園是收費合理的幼教機構。 3.21 0.56 

3. 收托時間能配合我的工作時間；較能彈性安排。 3.21 0.60 

4. 幼兒園能適時提供有關之教養資訊。  3.23 0.58 

5. 我對園方的幼兒教育需求反應能獲得立即改善及妥善的處理與回應。  3.26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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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義縣幼兒園環境設備滿意度之現況 

    「環境設備」滿意度量表分為「安全防護與衛生措施」「環境設備安全完善」「幼

童專用車」等三部份，表 4.2.3 得知，「環境設備滿意度量表」整體滿意度平均數為 3.25，

此數值按四點量表計分高於滿意偏向非常滿意，顯示嘉義縣幼兒園家長滿意度在「環

境設備」整體上具有正面且中上的滿意度。 

    在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嘉義縣家長滿意度之「環境設備」層面填答中，以「全

園環境設備、教材、教具整齊清潔，並有定期消毒措施」得分最高，顯示家長對於幼

兒園這部份的滿意度最高，得到認同與肯定。然而結果也顯示得分最低為「廁所清潔

無臭味，排水良好且有止滑設施」。代表家長對於幼兒園在廁所之清潔衛生與環境設

備安全防護上的規劃，相較之下無法有效滿足家長的期望，故滿意度得分較低，由表

4.2.4「環境設備」題項分析摘要表可看出各題項分析情形，在表 4.2.3 嘉義縣幼兒園

「環境設備」滿意度分析摘要表看出，安全防護與衛生措施這一層面整體的得分也較

低，顯示幼兒園在廁所清潔與安全防護之周全性仍有必需努力與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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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嘉義縣幼兒園「環境設備」滿意度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平均 

安全防護與 

衛生措施 

11 35.45          4.56 3.22 

環境設備 

安全完善 

16 19.62         3.26  3.27 

幼童專用車 

(自接免填) 

2 6.55          0.85 

            (N=390) 

3.28 

環境與設備

(N=473) 

19 61.75         7.72  3.25 

 

表 4.2.4  

「環境設備」題項分析摘要表 

「安全防護與衛生措施」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6. 廁所設置場地方便幼兒使用。  3.25 0.54 

7. 洗手台、馬桶之大小、高度合適且數量足夠幼兒使用。  3.20 0.60 

8.廚房裝設紗窗、紗門，並保持良好通風。 3.12 0.66 

9.有足夠數量之教學與學習設備(如:圖畫書、材料玩具、教具)等。 3.18 0.59 

10.學習與遊戲設備高度合乎幼兒身材且物品陳列方便幼兒拿取。 3.23 0.56 

11.廁所清潔無臭味，排水良好且有止滑設施。  3.22 0.59 

12.提供適合幼兒營養衛生的餐點設計。 3.21 0.62 

13.安排全園師生定期建康檢查。 3.24 0.54 

14.廚房未緊鄰幼兒活動室。 3.23 0.53 

15.有足夠並具安全時效的醫療急救用品。 3.31 0.53 

16.廚房餐具殺菌、衛生處理良好。 3.26 0.53 

「環境設備安全完善」題項:   

17.消防設備數量足夠而且規劃完善。 3.23 0.54 

18.環境設備、活動場地與器材之銳角處或凹陷處能進行安全防護處理或措

施。 
3.24 0.54 

19.飲用水衛生安全，方便於幼兒取用。 3.26 0.51 

20.幼兒園環境設備堅固安全。 3.24 0.51 

21.幼兒園場所空氣流通，採光、照明設備良好並足夠幼兒進行活動。 3.26 0.51 

22.全園環境設備、教材、教具整齊清潔，並有定期消毒措施。  3.38 1.94 

「幼童專用車」題項(N=390):    

23.幼童專用車之司機資格、車齡、車內座椅設備皆符合教育部規定。 3.27 0.46 

24.幼童專用車之承載人數除司機外，另有隨車導護人員，且不超載。  3.28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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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嘉義縣幼兒園教保活動滿意度之現況 

   由表 4.2.6「教保活動」題項分析摘要表可看出各題項分析情形。在「教保活動」

滿意度量表分為「優良師資」「適合幼兒學習」「重視親職教育」等三部份，由表 4.2.5

得知，整體滿意度平均數為 3.30，此數值按四點量表計分高於滿意偏向非常滿意，顯

示嘉義縣幼兒園家長滿意度在「教保活動」整體上具有正面且中上的滿意度。 

    在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嘉義縣家長滿意度之「教保活動」層面填答中，以「老

師上課及說話的音量適中，內容、用詞適合孩子」、「老師會很注意孩子的安全，隨時

觀察班上每個孩子的動態」得分最高，顯示家長對於幼兒園「優良師資」這部份有著

相當程度的滿意度，教保活動的需求得到認同與肯定。然而結果也顯示得分最低為「室

內佈置與教學主題配合」「歡迎家長於平常上課時間到園参觀並觀察孩子活動情形」。

代表家長對於幼兒園在課程的規劃與學習環境的塑造，相較之下無法有效滿足家長的

期望，故滿意度得分較低，由表 4.2.5 嘉義縣幼兒園「教保活動」滿意度分析摘要表

看出，優良師資這一層面整體的得分較高，顯示家長對於老師的儀容、師生互動、引

導方式、敏感度、教養態度及課程內容口語表達方式等人格特質與專業態度方面，有

著較高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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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嘉義縣幼兒園「教保活動」滿意度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平均 

優良師資 10 33.37         4.08  3.34 

適合幼兒學習 9 29.52         3.91  3.28 

重視親職教育 4 13.11         1.76 3.28 

教保活動 

(N=473) 
23 75.96         9.10  3.30 

 

表 4.2.6  

「教保活動」題項分析摘要表 

「優良師資」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25.老師具有專業合格證書。 3.31 0.50 

26.老師儀容整潔、穿著合宜，能與孩子們一起活動。 3.35 0.51 

27.老師上課及說話的音量適中，內容、用詞適合孩子。 3.36 0.52 

28.老師上課經常微笑、輕撫與擁抱孩子、鼓勵孩子。 3.32 0.53 

29.老師對於孩子的情緒變化很敏感，能平心靜氣看待及處理。 3.35 0.54 

30.老師不以打罵來處理孩子的不良行為，並能適當輔導。 3.33 0.54 

31.老師會很注意孩子的安全，隨時觀察班上每個孩子的動態。 3.36 0.51 

32.老師經常鼓勵孩子表達、表現、互相分享自己的經驗、想法與感覺。 3.34 0.50 

33.教學活動進行時，老師能全心帶領且參予孩子們的活動不做其他雜務。 3.34 0.49 

34.老師能將美勞、音樂、體能活動融合在平常課程中，不另設才藝班。 3.32 0.48 

「適合幼兒學習」題項:   

35.有積木、沙、水及黏土等創意性的教材。 3.30 0.50 

36.多提供幼兒親身参與、動手操作的機會。 3.26 0.56 

37.老師能依照每個孩子學習速度與方式的個別差異情況，來引導孩子的行為    

  或作品。 
3.25 0.59 

38.有充裕的空間讓幼兒佈置、展現作品。 3.31 0.53 

39.室內佈置與教學主題配合。 3.26 0.53 

40.室內佈置及玩具教具的擺設考慮幼兒的身高差異。 3.29 0.54 

41.能配合教學內容以具體實物或教具、教材、視聽設備等作說明。 3.29 0.53 

42.安排各類型活動時間(例如室內、室外、團體小組及個別活動)與戶外教學。 3.31 0.53 

43.多以遊戲活動方式進行教學。 3.26 0.53 

「重視親職教育」題項:   

44.常與家長保持聯繫以提供孩子身心發展相關訊息及學習進步情況。 3.36 0.55 

45.提供行事曆、課程計畫表、各項活動紀錄及幼兒園活動訊息。 3.30 0.51 

46.歡迎家長於平常上課時間到園參觀並觀察孩子活動情形。 3.25 0.54 

47.邀請家長參與園方的教保活動。 3.20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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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嘉義縣幼兒園家長滿意度現況 

    由表 4.2.7 可知，就各向度現況而言，幼兒園滿意度量表之每題平均得分為 3.26，

得分愈高顯示家長對幼兒園的滿意度愈高。在其分量表「理念行政」每題平均得分為

3.23，「環境設備」每題平均得分為 3.25，其中「安全防護與衛生措施」每題平均得分

為 3.21，「環境設備安全完善」每題平均得分為 3.27，「幼童專用車」每題平均得分為

3.28；「教保活動」每題平均得分為 3.30，「優良師資」每題平均得分為 3.34，「適合幼

兒學習」每題平均得分為 3.28，「重視親職教育」每題平均得分為 3.28。 

    經由平均數結果顯示:家長整體滿意情形之平均數為 3.26；顯示家長對於幼兒園

都有著中上程度的滿意度。 

 
表 4.2.7 

嘉義縣幼兒園滿意度各層面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平均 

行政理念 5 16.14         2.24 3.23 

環境設備 19 61.75         7.72 3.25 

教保活動 23 75.96         9.10  3.30 

整體滿意度

(N=473) 

47  51.28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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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背景變項之嘉義縣幼兒園家長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本節旨於分析比較家長滿意度在不同背景變項之「行政理念」、「環境    

    設備」、「教保活動」等各個層面之差異情形。 

(一)幼兒園類別與滿意度 

    不同幼兒園類別的家長對幼兒園在滿意度各層面之差異情形，以 t 考驗來加

以分析，其結果如表 4.3.1 所示。「行政理念」層面 t=-6.907，p=.000，「環境設備」

層面 t=-9.038，p=.000，「教保活動」層面 t=-11.318，p=.000，均達到顯著水準，顯

示不同幼兒園類別之家長在「行政理念」層面上私立幼兒園家長滿意度顯著高於

公立幼兒園；「環境設備」層面上私立幼兒園家長滿意度顯著高於公立幼兒園；「教

保活動」層面上私立幼兒園家長滿意度顯著高於公立幼兒園。假設 1:不同幼兒園

類別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獲得充分支持。 

表 4.3.1 

不同幼兒園類別之家長對幼兒園的滿意度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構面     項目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行政 

理念 

公立幼兒園    243 

私立幼兒園    230 

15.48 

16.84 

1.83 

2.41 

-6.907  .000 

環境 

設備 

公立幼兒園    178 

私立幼兒園    212 

52.03 

57.82 

5.43 

7.19 

-9.038  .000 

教保 

活動 

公立幼兒園    243 

私立幼兒園    228 

65.68 

73.37 

6.47 

8.12 

-11.31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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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園班別與滿意度 

    依據不同幼兒園班別的家長對幼兒園在滿意度各層面之差異情形，其中「行政理

念」層面之變異數同質性考驗達顯著，所以進一步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層面均未達到顯著，其結果如表

4.3. 2 所示。顯示不同幼兒園班別之家長在「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之

滿意度無顯著差異存在。假設 2:不同班別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

異；未獲得支持。 

表 4.3. 2  

不同班別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

面 

項目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SV SS df MS F 值  

行政

理念 

 

大班   205 

中班   166 

小班   102 

16.20 

16.28 

15.80 

2.38 

2.18 

2.01 

組間 

組內 

總和 

15.5 

2350.0 

2365.5 

2 

470 

472 

7.77 

5.00 

1.55  

環境 

設備 

大班   164 

中班   138 

小班    88 

55.09 

55.51 

54.83 

6.67 

6.79 

8.12 

組間 

組內 

總和 

27.1 

19323.7 

19350.8 

2 

387 

389 

13.53 

49.93 

.27  

教保 

活動 

大班   203 

中班   166 

小班   102 

69.54 

70.18 

67.86 

8.36 

8.46 

7.57 

組間 

組內 

總和 

2 

468 

470 

2 

468 

470 

173.02 

67.76 

2.55  

 

(三)身分與滿意度 

    依據不同幼兒園的家長身分對幼兒園在滿意度各層面之差異情形，經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後其結果如表 4.3.3 所示。「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層面之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均未達到顯著，顯示不同身分之幼兒園家長在「行政理念」「環境設備」

「教保活動」之滿意度無顯著差異存在。假設 3:不同身分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

度上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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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3 

不同身分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項目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SV SS df MS F 值  

行政

理念 

 

父親     127 

母親     308 

祖父母    38 

16.20 

16.14 

15.95 

2.27 

2.25 

2.10 

組間 

組內 

總和 

1.9 

2363.6 

2365.5 

2 

470 

472 

.97 

5.03 

 

.19  

環境 

設備 

父親     112 

母親     247 

祖父母    31 

55.18 

55.46 

52.94 

6.91 

7.21 

6.07 

組間 

組內 

總和 

175.2 

19175.6 

19350.8 

2 

387 

389  

87.60 

49.55 

1.77  

 

 

教保 

活動 

父親     127 

母親     307 

祖父母    37 

69.24 

69.64 

68.00 

8.40 

8.23 

8.05 

組間 

組內 

總和 

92.6 

31964.6 

32057.2 

2 

468 

470 

46.29 

68.3 

.68  

 

 

(四)年齡與滿意度 

    依據不同幼兒園的家長年齡對幼兒園在滿意度各層面之差異情形，經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後整理成「不同年齡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其結果如

表 4.3. 4 所示。「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均未

達到顯著，顯示不同年齡之幼兒園家長在「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之滿

意度無顯著差異存在。假設 4:不同年齡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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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4 

不同年齡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項目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SV SS df MS F 值  

行政

理念 

 

40 歲以下    347 

41~60 歲    106 

61 歲以上     19 

16.03 

16.43 

16.37 

2.22 

2.31 

2.27 

組間 

組內 

總和 

17.5 

2348.0 

2365.5 

3 

469 

472 

5.82 

5.00 

 

1.16  

環境 

設備 

40 歲以下    282 

41~60 歲     92 

61 歲以上     15 

55.35 

55.07 

52.27 

7.21 

6.53 

5.78 

組間 

組內 

總和 

151.7 

19199.1 

19350.8 

3 

386 

389  

50.57 

49.74 

1.02  

教保 

活動 

40 歲以下    345 

41~60 歲    106 

61 歲以上     19 

69.50 

68.95 

69.84 

8.28 

8.21 

8.74 

組間 

組內 

總和 

41.6 

32015.5 

32057.2 

3 

467 

470 

13.88 

68.56 

.20  

 

 

 

(五)教育程度與滿意度 

    依據不同幼兒園的家長教育程度對幼兒園在滿意度各層面之差異情形，經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後整理成「不同教育程度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其結果如表 4.3. 5 所示。其中「環境設備」層面之變異數同質性考驗不達顯著，所以

進一步以 Games-Howell 法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在「環境設備」層面上(F＝4.67/p<.05)，

大專院校教育程度家長的滿意度(M＝56.48,SD＝7.49)顯著高於高中職教育程度家長

的滿意度(M＝54.50,SD＝6.65)，「行政理念」「教保活動」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均

未達到顯著，顯示不同教育程度之幼兒園家長在「行政理念」「教保活動」之滿意度

無顯著差異存在。假設 5:不同教育程度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獲得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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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5   

不同教育程度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項目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SV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Games-Howell 

 

行政

理念 

 

高中職下  270 

大專院校  185 

研究所上   18 

15.99 

16.37 

16.11 

2.21 

2.25 

2.47 

組間 

組內 

總和 

16.5 

2349.0 

2365.5 

2 

470 

472 

8.26 

5.00 

 

1.65  

 

環境 

設備 

高中職下  227 

大專院校  148 

研究所上   15 

54.50 

56.48 

52.60 

6.65 

7.49 

6.78 

組間 

組內 

總和 

455.5 

18895.3 

19350.8 

2 

387 

389  

227.75 

28.83 

4.67** 大專院校 > 

高職 

教保 

活動 

高中職下  269 

大專院校  184 

研究所上   18 

69.00 

70.13 

67.89 

8.49 

7.97 

7.50 

組間 

組內 

總和 

181.5 

31875.6 

32057.2 

2 

468 

470 

90.76 

68.11 

1.33  

 

**p≦.01 

 

(六)家庭環境與滿意度 

    依據不同幼兒園的家長之家庭環境對幼兒園在滿意度各層面之差異情形，經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後整理成「不同家庭環境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

表」，其結果如表 4.3. 6 所示。其中「環境設備」層面之變異數同質性考驗不達顯著，

所以進一步以 Games-Howell 法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在「環境設備」層面上(F＝

2.48/p<.05)，單親家庭之家長的滿意度(M＝57.03,SD＝6.40)明顯高於三代同堂之家長的

滿意度(M＝52.98,SD＝5.86)，「行政理念」「教保活動」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均未

達到顯著，顯示不同家庭環境之幼兒園家長在「行政理念」「教保活動」之滿意度無

顯著差異存在。假設 6:不同家庭環境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獲

得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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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6  

不同家庭環境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項目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SV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Games-Howell 

行政

理念 

 

單親家庭  41 

雙親家庭 392 

三代同堂   39 

16.83 

16.09 

16.03 

2.09 

2.26 

2.11 

組間 

組內 

總和 

30.9 

2334.7 

2365.5 

3 

469 

472 

10.29 

4.98 

2.07  

 

環境 

設備 

單親家庭  38 

雙親家庭 320 

三代同堂   31 

57.03 

55.20 

52.98 

6.40 

7.18 

5.86 

組間 

組內 

總和 

365.7 

18985.1 

19350.8 

3 

386 

389  

121.88 

49.18 

2.48* 單親家庭 > 

三代同堂 

教保 

活動 

單親家庭  41 

雙親家庭 391 

三代同堂   38 

70.90 

69.45 

67.53 

8.39 

8.29 

7.63 

組間 

組內 

總和 

281.5 

31775.7 

32057.2 

3 

467 

470 

93.84 

68.04 

1.38  

 

*p≦.05 

 

(七)職業與滿意度 

    依據不同幼兒園的家長之職業對幼兒園在滿意度各層面之差異情形，經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後整理成「不同職業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其結果

如表 4.3.7 所示。其中「行政理念」層面之變異數同質性達顯著，所以進一步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在「環境設備」層面上(F＝2.97/p<.05)，發現看不出兩組之間

有任何明顯差異存在，顯示不同職業之幼兒園家長在「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

活動」之滿意度無顯著差異存在。假設 7:不同職業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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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不同職業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項目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SV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Scheffe 

行政

理念 

 

軍公教業    37 

工         107 

商          44 

醫           8 

農林漁牧    39      

服務業     117 

自由業     121 

16.05 

16.22 

16.07 

16.38 

15.92 

16.48 

15.86 

2.57 

2.33 

2.26 

3.16 

1.88 

2.28 

2.05 

組間 

組內 

總和 

26.3 

2339.2 

2365.5 

6 

466 

472 

4.39 

5.02 

.87  

 

環境 

設備 

軍公教業    27 

工          97 

商          38 

醫           7 

農林漁牧    29     

服務業      96  

自由業      96 

53.89 

56.27 

55.42 

55.86 

52.76 

56.75 

53.45 

6.49 

6.54 

6.31 

7.90 

7.10 

7.97 

6.48 

組間 

組內 

總和 

859.9 

18490.9 

19350.8 

6 

383 

389  

143.32 

48.28 

2.97**  

n.s. 

教保 

活動 

軍公教業    37   

工         106 

商          44 

醫           8 

農林漁牧    39      

服務業     117    

自由業     120 

68.59 

70.36 

69.41 

72.13 

67.85 

70.75 

67.81 

7.74 

8.35 

8.02 

7.62 

7.92 

8.34 

8.28 

組間 

組內 

總和 

792.9 

31264.3 

32057.2 

6 

464 

470 

132.15 

67.38 

1.96  

 

**p≦.01 

 

(八)月收入與滿意度 

    依據不同幼兒園的家長月收入對幼兒園在滿意度各層面之差異情形，經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後整理成「不同月收入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其結

果如表 4.3.8 所示。「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均

未達到顯著，顯示不同月收入之幼兒園家長在「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

之滿意度無顯著差異存在。假設 8:不同月收入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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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未獲得支持。 

表 4.3.8 

不同月收入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項目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SV SS df MS F 值  

行政

理念 

 

30000 元下   176 

30000~60000  231 

60000 元上   66   

16.06 

16.19 

16.20 

2.35 

2.11 

2.42 

組間 

組內 

總和 

2.0 

2363.5 

2365.5 

2 

470 

472 

1.01 

5.03 

 

.20  

 

環境 

設備 

30000 元下    143   

30000~60000  194 

60000 元上     53 

55.09 

55.11 

55.66 

7.03 

7.20 

6.66 

組間 

組內 

總和 

14.4 

19336.4 

19350.8 

2 

387 

389  

7.18 

49.97 

.14  

教保 

活動 

30000 元下    175   

30000~60000  230 

60000 元上     66 

68.97 

69.34 

70.76 

8.42 

8.22 

7.92 

組間 

組內 

總和 

155.4 

31901.8 

32057.2 

2 

468 

470 

77.69 

68.17 

1.14  

 

 

(九)孩子人數與滿意度 

    依據不同幼兒園的家長之孩子人數對幼兒園在滿意度各層面之差異情形，經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後整理成「不同孩子人數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

表」，其結果如表 4.3.9 所示。變異數同質性未達顯著，所以進一步以 Games-Howell

法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在「行政理念」層面上(F＝.01/p<.05)，1 個孩子之家長的滿意度

(M＝16.86,SD＝2.23)明顯高於 2 個孩子之家長的滿意度(M＝16.05,SD＝2.21)；1 個孩子

之家長的滿意度(M＝16.86,SD＝2.23)高於 3 個孩子之家長的滿意度(M＝15.90,SD＝

2.23)，其中「環境設備」「教保活動」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均未達到顯著，顯示

不同孩子人數之幼兒園家長在滿意度上無顯著差異存在。假設 9:不同孩子數之嘉義縣

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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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不同孩子人數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項目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SV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Games-Howell 

行政

理念 

 

1 人     75 

2 人    283 

3 人以上 115   

16.86 

16.05 

15.90 

2.23 

2.21 

2.23 

組間 

組內 

總和 

46.9 

2318.6 

2365.5 

2 

470 

472 

23.43 

4.93 

 

4.75** 1 人>2 人 

1 人>3 人 

環境 

設備 

1 人     65 

2 人    234 

3 人以上 91     

55.31 

55.31 

54.75 

6.88 

7.36 

6.39 

組間 

組內 

總和 

21.9 

19328.9 

19350.8 

2 

387 

389  

10.96 

49.95 

.22  

教保 

活動 

1 人     74 

2 人    282  

3 人以上 115   

69.70 

69.48 

69.03 

8.08 

8.24 

8.47 

組間 

組內 

總和 

24.5 

32032.7 

32057.2 

2 

468 

470 

12.23 

68.45 

1.79  

**p≦.01 

 

(十)學期費用與滿意度 

    依據不同幼兒園的家長對幼兒園之學期費用在滿意度各層面之差異情形，經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後整理成「不同家長對幼兒園之學期費用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

表」，其結果如表 4.3.10 所示。「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層面之變異數同

質性達顯著，所以進一步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在「行政理念」(F＝

19.02/p<.05)、「環境設備」(F＝24.32/p<.05)、「教保活動」(F＝40.70/p<.05)層面上，發

現「行政理念」層面之學期費用(30000~40000 元)家長的滿意度(M＝17.68,SD＝1.84)明

顯高於學期費用(30000 元以下)家長的滿意度(M＝15.48,SD＝1.83)；學期費用

(40000~50000 元)家長的滿意度(M＝16.86,SD＝2.43)明顯高於學期費用(30000 元以下)

家長的滿意度(M＝15.48,SD＝1.83)，學期費用(30000~40000 元)家長的滿意度(M＝

17.68,SD＝1.84)明顯高於學期費用(50000 元以上)家長的滿意度(M＝16.32,SD＝2.56)。 

   「環境設備」層面之學期費用(30000~40000)家長的滿意度(M＝17.68,SD＝1.84)明顯

高於學期費用(30000 元以下)家長的滿意度(M＝15.48,SD＝1.83)；學費(40000~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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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滿意度(M＝16.86,SD＝2.43)明顯高於學期費用(30000 元以下)家長的滿意度(M

＝15.48,SD＝1.83)，學期費用(50000 元以上)家長的滿意度(M＝16.32,SD＝2.56)明顯高

於學期費用(30000 元以下)家長的滿意度(M＝15.48,SD＝1.83)。 

   「教保活動」層面之學期費用(30000~40000 元)家長的滿意度(M＝17.68,SD＝1.84)

明顯高於學期費用(30000 元以下)家長的滿意度(M＝15.48,SD＝1.83)；學費

(40000~50000 元)家長的滿意度(M＝16.86,SD＝2.43)明顯高於學期費用(30000 元以下)

家長的滿意度(M＝15.48,SD＝1.83)，學期費用(50000 元以上)家長的滿意度(M＝

16.32,SD＝2.56)明顯高於學期費用(30000 元以下)家長的滿意度(M＝15.48,SD＝1.83)。

假設 10:不同收費價格之嘉義縣家長在其家長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獲得充分支持。 

表 4.3.10 

不同學期費用之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項目      N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SV SS   d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Scheffe 

行政

理念 

 

30000 元以下    243   

30000~40000 元   34  

40000~50000 元  132  

50000 元以上   63   

15.48 

17.68 

16.86 

16.32 

1.83 

1.84 

2.43 

2.56 

組間 

組內 

總和 

256.8 

2105.3 

2362.1 

3 

468 

471 

85.6 

4.50 

 

19.0*** 3 萬~4 萬>3 萬下 

3 萬~4 萬>5 萬上 

4 萬~5 萬>3 萬下 

環境 

設備 

30000 元以下    178 

30000~40000 元   30 

40000~50000 元  126 

50000 元以上   55    

52.12 

58.77 

57.71 

57.02 

5.55 

6.55 

7.41 

7.06 

組間 

組內 

總和 

3077.2 

16239.6 

19316.8 

3 

385 

388  

1025.7 

42.18 

24.3*** 3 萬~4 萬>3 萬下 

4 萬~5 萬>3 萬下 

5 萬上>3 萬下 

教保 

活動 

30000 元以下    243 

30000~40000 元   34 

40000~50000 元  130 

50000 元以上  63 

65.75 

73.65 

73.25 

69.39 

6.54 

6.45 

8.40 

8.26 

組間 

組內 

總和 

6643.5 

25355.8 

31999.3 

3 

466 

469 

2214.5 

54.41 

40.7*** 3 萬~4 萬>3 萬下 

4 萬~5 萬>3 萬下 

5 萬上>3 萬下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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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綜合討論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將不同背景變項之嘉義縣幼兒園家長滿意度之差異分析結

果，彙整成表 4.3.11。 

表 4.3.11 

不同背景變項之嘉義縣家長滿意度之差異分析表 

變項/各層面 行政理念 環境設備 教保活動 

    
幼兒園類別 公立>私立 公立>私立 公立>私立 

幼兒園班別 --- --- --- 

身分 --- --- --- 

年齡   --- --- --- 

教育程度 --- 大專院校>高中職 --- 

家庭環境 

 

--- 單親家庭>三代同堂 --- 

職業 --- n.s. --- 

月收入 --- --- --- 

孩子人數 1 人>2 人 

1 人>3 人 

--- --- 

收費價格 3 萬~4 萬>3 萬以下      

3 萬~4 萬>5 萬以上    

4 萬~5 萬>3 萬以下 

3 萬~4 萬>3 萬以下 

4 萬~5 萬>3 萬以下 

5 萬以上>3 萬以下 

3 萬~4 萬>3 萬以下    

4 萬~5 萬>3 萬以下    

5 萬以上>3 萬以下 

在「教育程度」變項上，「環境設備」構面呈現顯著差異；在「家庭環境」變項

上，「環境設備」構面呈現顯著差異；在「孩子人數」變項上，「理念行政」構面呈現

顯著差異；在「收費價格」變項上，「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三個構面

呈現顯著差異。然而，在「幼兒園類別」「幼兒園班別」「身分」「年齡」「職業」「月

收入」六個背景因素下的各構面並無顯著差異，由各構面題平均來解釋時，可發現三

個構面的題平均值皆大於 3.26，顯示大部分嘉義縣幼兒園家長重視各構面的滿意度。

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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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幼兒園類別 

    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幼兒園類別的家長在各構面的滿意度達到顯著差異，在本

研究結果中，私立幼兒園在「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等層面滿意度顯著

高於公立幼兒園，推測嘉義縣公立幼兒園多為附設幼兒園在環境設備的新穎度自然不

如私立幼兒園佳，兩者相比較下，私立幼兒園教學內容、環境、設備等各方面設立條

件優於大部分公立幼兒園，讓家長滿意度呈現顯著差異。在賴清標(1984)研究結果顯

示，公立幼兒園滿意度明顯高於私立幼兒園；然而，邱慧芳(2004)與洪巧音(2004)研究

結果卻指出其家長滿意度並無顯著差異。 

二、幼兒園班別 

    本研究比較不同幼兒園班別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家長滿意度之各層面滿意度

之差異，幼兒園班別此部分沒有人做這方面研究之比較差異，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幼兒

園班別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滿意度之「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層面無

顯著差異。原以為不同班別的家長對於照顧的需求不同而對滿意度則有所差異，但由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班別的家長滿意度卻無顯著差異；推測嘉義縣幼兒園在對各班別的

照顧與教育情形，家長是接受而且滿意的，故幼兒園班別不同在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三、身分 

    本研究比較不同身分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家長滿意度之各層面滿意度之差

異，發現不同身分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滿意度之「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

動」層面無顯著差異。傳統家庭觀念裡多數認為母親應該主掌家務，花費較多的時間

及精力在幼兒教育上，但可能社會結構的改變，母親在外工作或雙薪家庭則幼兒教育

的責任則落在父親或祖父母教養，故家長身分不同在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此與張安

琪(2008)分析研究中不論父親、母親及親友對不同因素沒有顯著差異結果相符，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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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穎(2005)的研究結果則以母親呈現顯著差異。 

四、年齡 

    本研究比較不同年齡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家長滿意度之各層面滿意度之差

異，發現不同年齡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滿意度之「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

動」層面無顯著差異。推論年齡不同的家長，對幼兒園的需求方向是一致的，希望幼

兒在幼兒園能得到好的教育與照顧；故家長身分不同在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在李秉

穎(2005) 與張安琪(2008)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齡間的家長對「行政理念」存有顯著

差異。 

五、教育程度 

    本研究比較不同教育程度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家長滿意度之各層面滿意度之

差異，發現不同教育程度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滿意度之「環境設備」層面有顯著差

異。本研究「環境設備」層面中大專院校的家長差異顯著高於高中職的家長，推測可

能與地區環境及家長觀念對幼兒園「環境設備」得認知差異有關；嘉義縣家長教育程

度愈高的家長，他們對自己所選擇的幼兒園在「環境設備」上，表示滿意與認同感受

高。家長教育程度不同在「行政理念」「教保活動」層面之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在

何士隆(2003) 的研究則有不同結果，高中職以下學歷之家長在環境設備、親職教育等

滿意度上顯著高於大學以上學歷之家長。甚至有些學者(如:邱慧芳,2004； 洪巧音,2004)

認為家長教育程度與幼兒園滿意度並沒有呈現顯著差異；在其他研究結果中多為「教

保活動」層面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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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庭環境 

本研究比較不同家庭環境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家長滿意度之各層面滿意度之

差異，發現不同家庭環境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滿意度之「行政理念」「教保活動」

層面無顯著差異。但在「環境設備」層面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發現單親家庭在「環

境設備」層面滿意度上顯著高於隔代教養。推論單親家庭不論是父親或是母親一人身

兼二職，對於幼兒的照顧時間較少，教養的責任較依賴幼兒園，故對於幼兒園在保育、

教學的信賴上，均抱持肯定的看法，故家長滿意度顯著較高，相較之下隔代教養可能

以前年代教育與現今教育觀念有所落差及疼孫的保護心理，則對幼兒園要求愈高而滿

意度因而降低了。在李秉穎(2005)、張安琪(2008) 、張婉菁(2009)進行背景變項分析，

研究顯示家長滿意度有顯著差異，雙親家庭在家長滿意度上有較高的滿意度。 

 七、職業 

本研究比較不同職業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家長滿意度之各層面滿意度之差

異，發現不同職業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滿意度之「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

動」層面無顯著差異。推論在嘉義縣的家長之職業，對幼兒園各層面之滿意度沒有顯

著不同程度，也就是說嘉義縣的家長不會因職業不同而對幼兒園的滿意度有顯著差

異。在邱慧芳(2004)與洪巧音(2004)研究結果顯示家長的職業對幼兒園之滿意度上沒有

顯著的差異與本研究結果符合。然而在邱素薇(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私立幼兒園家長

從事家管、服務業、農漁牧業、製造業，尤其從商的家長在幼兒園家長滿意度上有顯

著差異。 

八、月收入 

本研究比較不同月收入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家長滿意度之各層面滿意度之差

異，發現不同月收入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滿意度之「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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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層面無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推論嘉義縣月收入不同的家長，對幼兒園的

滿意度沒有顯著不同程度，不論月收入高或月收入低的家長，重點還是在幼兒園本

身，只要能發揮幼兒園功能，就能得到家長的認同；因此月收入不同不會對嘉義縣家

長的滿意度產生差異。在何士隆(2003)、邱慧芳(2004)與洪巧音(2004)研究結果皆顯示，

家庭收入並不會對幼兒園之滿意度造成顯著差異與本研究結果符合。另外邱素薇

(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私立幼兒園家長收入愈高，對幼兒園環境設備、師資的滿意

度愈高。 

九、孩子人數 

本研究比較不同孩子人數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家長滿意度之各層面滿意度之

差異，發現不同孩子人數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滿意度之「行政理念」層面有顯著差

異。本研究在「行政理念」層面中一個孩子的家長滿意度差異顯著高於二個孩子的家

長滿意度，也顯著高於三個孩子的家長滿意度，推究其原因，可能家中扶養子女數少

者的家長，本身就給予孩子周全的照顧，相對之下扶養孩子人數愈多期望幼兒園照顧

孩子的期許愈高 ；就造成孩子數愈多，其家長滿意度則降低了。孩子人數不同在「環

境設備」「教保活動」層面之家長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在洪巧音(2004)研究顯示，

家中孩子人數多寡在家長滿意度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周文賢(1999 ) 認為現在家庭組

織結構變化，家庭孩子人數多寡，使幼兒園需求有顯著差異。 

十、收費價格     

本研究比較不同收費價格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家長滿意度之各層面滿意度之

差異，發現不同職業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滿意度之「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

活動」層面均達到顯著差異。本研究中收費價格(30000~40000 元)差異顯著高於收費

價格(30000 元以下)，收費價格(30000~40000 元)差異顯著高於收費價格(50000 元以

上)，收費價格(40000~50000 元)差異顯著高於收費價格(30000 元以下)，收費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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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元上)差異顯著高於收費價格(30000 元以下)，推究其原因，嘉義縣幼兒園之收

費對於家長滿意度來說，收費愈低並不代表家長滿意度會因此變的較高；反而

30000~50000 元之間的學費有較高的家長滿意度，甚至 50000 元以上的學費都比

30000 元以下有較高的滿意度；推究其原因，現今的父母生育少，孩子是家中的寶貝，

私立幼兒園服務品質、課程規劃且設備完善皆較於公立幼兒園新穎且多元化，只要能

讓孩子受到良好的優質教育，收費價格則不是那麼重要；故推測幼兒園各層面的經營

若能得到家長認同，顯示嘉義縣家長是願意付出更高的學期費用。根據游齡玉(1997)

研究顯示，收費價格高低在家長滿意度上具有顯著差異。2007 年起，教育部實施扶

幼計畫擴大補助對象及學雜費補助，對家長滿意度有顯著差異(許俊偉,2007)。而何士

隆(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平均每月收入愈低的家庭，對幼兒園之扥育費用滿意度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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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係指對本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第一節闡述本研究之結論，第二節依據

結論提出建議，以供嘉義縣幼兒園經營者、教育相關單位及未來研究者的参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依據本研究所探討之問題，依照第四章的研究結果資料分析驗證與探討，綜

合歸納後，整理出下列幾項結論。 

一、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對其子女就讀的幼兒園所具有高度的滿意度。 

    本研究發現，從滿意度各層面分量表來看，顯示嘉義縣幼兒園家長滿意度之「行

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等層面，整體的滿意度情形都均有中上程度。嘉

義縣幼兒園家長對於子女所就讀幼兒園的滿意度，平均數為 3.26 是滿意趨向非常滿

意。 

二、嘉義縣私立幼兒園家長滿意度顯著高於公立幼兒園家長滿意度。 

    本研究顯示，不同幼兒園類別對嘉義縣家長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則私立幼兒園

之家長滿意度皆顯著高於公立幼兒園。可看出私立幼兒園之「行政理念」、「環境設

備」、「教保活動」等層面受到嘉義縣幼兒園家長的重視與認同，故得到較高的家長滿

意度；顯示不同幼兒園類別對家長滿意度有顯著的關連性。 

三、嘉義縣大專院校畢業的家長滿意度在幼兒園「環境設備」高於高中職畢業家長。 

    本研究顯示，不同教育程度之嘉義縣家長在「環境設備」層面滿意度上有顯著差

異，則大專院校畢業的家長在「環境設備」層面滿意度上顯著高於高中職的家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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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程度在「行政理念」「教保活動」層面滿意度上無顯著差異。嘉義縣家長教

育程度愈高的家長，他們重視幼兒園首要為安全衛生，對於幼兒的健康保護，幼兒園

更有必要做好安全措施及清潔衛生維護流程，使得家長能更加放心；另外教學設備、

遊樂設備等不但給幼兒知識上的學習對其生理成長與大小肌肉發展也有很大的幫

助；故得到較高的家長滿意度；顯示不同教育程度在對「環境設備」層面之家長滿意

度有顯著的關連性。 

四、嘉義縣單親家庭的家長滿意度在幼兒園「環境設備」顯著高於隔代教養的家長。 

    本研究顯示，發現不同家庭環境的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在滿意度之「理念行政」「教

保活動」層面無顯著差異。但在「環境設備」層面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發現單親家

庭在「環境設備」層面滿意度上顯著高於隔代教養。幼兒園對於單親家庭是很重要的，

尤其在「環境設備」層面家長滿意度顯著較高，隔代教養也很重視「環境設備」層面，

但跟單親家庭的家長相較之下隔代教養的家長滿意度是較低；顯示不同家庭環境對

「環境設備」層面之家長滿意度有顯著的關連性。 

五、嘉義縣孩子數少的家長滿意度在幼兒園「行政理念」顯著高於孩子數多的家長。 

    本研究顯示，不同孩子人數之嘉義縣家長在「行政理念」層面滿意度上有顯著差

異，顯示 1 個孩子的家長在「環境設備」層面滿意度上顯著高於 2 個甚至 3 個以上的

家長，在「環境設備」「教保活動」層面滿意度上無顯著差異。家中扶養子女數少者

的家長，在幼兒園行政理念的家長滿意度顯著較高，顯示家長對整體園所構成因子所

共同呈現出幼兒教育之專業素養較為重視，希望幼兒園能適時提供有關之教養資訊及

對幼兒教育需求與反應能獲得立即改善及妥善的處理與回應等。 扶養孩子人數愈多

的家長也很重視「行政理念」層面但跟扶養孩子人數愈少的家長相較之下扶養孩子人

數愈多的家長滿意度是較低；顯示不同家中孩子人數對「行政理念」層面之家長滿意

度有顯著的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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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嘉義縣幼兒園收費價格介於 30000~40000 元者，家長滿意度最高。 

    本研究顯示，不同收費價格對於嘉義縣家長在「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

動」層面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顯示收費價格收費價格(30000~40000 元)差異顯著高

於收費價格(30000 元下)，收費價格(30000~40000 元)差異顯著高於收費價格(50000 元

上)，收費價格(40000~50000 元)差異顯著高於收費價格(30000 元以下)，收費價格

(50000 元以上)差異顯著高於收費價格(30000 元以下)，由研究結果顯示嘉義縣幼兒園

收費價格介於 30000~40000 元者，家長滿意度最高；顯示不同幼兒園收費價格對家長

滿意度有顯著的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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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對幼兒園經營者的建議 

    從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孩子人數及學費價格顯示，收費愈低並不代表家長滿意

度會因此變的較高，30000~50000 元之間的學費有較高的滿意度，甚至 50000 元以上

的學費都比 30000 元以下有較高的滿意度，顯示學齡前的教育已受到家長的重視與肯

定，推測幼兒園各層面的經營若能得到家長的認同，嘉義縣幼兒園家長是願意付出更

高的學期費用，讓孩子受到良好的優質教育。因此建議幼兒園經營者在幼兒教育品質

的提升是有助於提高家長滿意度，更是未來經營的趨勢。  

二、對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 

    根據本研究發現，在公立幼兒園「行政理念」「環境設備」「教保活動」層面，教

育主管單位是否該注重公立幼兒園之學前教育並提升其水準，或補助當地私立幼兒園

的相關辦法，降低家長之經濟壓力及保障幼兒享有優質教育品質；建議教育主管機關

應深入討論這個問題。 

(三)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本研究礙於經費、時間、人力等因素，在研究對象上僅針對嘉義縣幼兒園家長進

行研究，無法擴及其他地區或是其他幼教機構進行探討。因此未來可將研究對象擴大

至台灣地區，再將其研究結果做比對；以增加其推論性。 

二、 本研究是以問卷調查法為研究方法，透過這種量化研究所得到的資料較為廣泛，

無法深入了解受訪者的想法及其內涵差異。研究結果指出，不同地區的家長對幼兒園

的滿意度具有非常不一樣的程度，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在做家長滿意度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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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個案研究法等質性研究方式了解在地家長的需求，讓研究之結果更為深入、完

整；也可以嘗試將調查樣本擴及到其他縣市，或者針對不同縣市進一步探討做相互之

比較，使得未來的分析結果可以提供後續相關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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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嘉義縣幼兒園家長滿意度調查研究之問卷 

      

 

指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您的孩子就讀的幼兒園是: □(1)公立幼兒園  □(2)私立幼兒園  

  

 您的孩子現在就讀的班別是: □(1)大班(5-6)  □(2)中班(4-5)  □(3)小班(3-4)  

 

1. 身 分 ： □(1)父親 □(2) 母親 □(3) 祖父母或其它            

  

2. 年 齡  :  □(1)40 歲以下 □(2)41~60 歲  □(3)61 歲以上 

 

3. 教育程度: □(1)高中職以下（含） □(2)大專院校 □(3)研究所(含以上)  

 

4. 家庭環境: □(1)單親家庭(含離婚) □(2) 雙親家庭 □(3)祖孫兩代(隔代教養)    

                               

5. 職 業 :  □(1) 軍公教業  □(2)工  □(3)商  □(4)醫  □(5)農林漁牧業  

            □(6)服務業  □(7)自由業(含家管) 

 

6.家庭月收入：□(1)30000 元以下 □(2) 30000~60000  □(3)60000 元以上     

 

7.家中孩子人數：□(1)1 人 □(2)2 人 □(3)3 人以上 

 

8.子女就學每學期費用(含月費、註冊費): 

  □(1)30000 元以下 □(2) 30000~40000 元 □(3)40000~50000 元  □(4)50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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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 

您好!首先感謝您撥空填寫本問卷！ 

這是一份學術性問卷，目的在於瞭解嘉義縣幼兒園家長對於理想幼兒教育滿意度之現況調

查，您的寶貴意見將提供發展幼兒教育品質之參考；問卷並無對與錯的答案，依您的實際

情況與感受程度來填答，您提供的所有意見及資料僅作為學術研究，不做個別探討及對外

公開，研究結果與建議將提供教育相關單位參考，提昇幼兒教育品質。懇請您仔細閱讀並

逐題作答；衷心感謝您對學術研究的支持與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王炳欽 范惟翔 教授 

                                              研 究 生:吳家慧 敬啟 

                                              日    期:101 年 12 月 



  
 

第二部分: 嘉義縣幼兒園家長滿意度之調查量表  

 

【填答說明】 

  本問卷填答採勾選方式，每一問題都有四個選項，分別表示您對該問題的態度；

依您個人看法將您同意的程度依「非常滿意」至「不滿意」之空格中圈選最符合的選

項；在□中打 v。 

 

 

一、行政理念 

   

 1. 幼兒園有合適的師生比例。...................................................................................□  □  □  □   

 2. 幼兒園是收費合理的幼教機構。...........................................................................□  □  □  □   

 3. 收托時間能配合我的工作時間；較能彈性安排。.............................................□  □  □  □   

 4. 幼兒園能適時提供有關之教養資訊。………………………………………□  □  □  □   

 5. 我對園方的幼兒教育需求反應能獲得立即改善及妥善的處理與回應。…□  □  □  □  

 

 

  

二、環境設備 

(一) 安全防護與衛生措施 

 6. 廁所設置場地方便幼兒使用。……………………………………………….□  □  □  □       

 7. 洗手台、馬桶之大小、高度合適且數量足夠幼兒使用。…………………… □  □  □  □  

8.廚房裝設紗窗、紗門，並保持良好通風。…………………………………….. □  □  □  □ 

9.有足夠數量之教學與學習設備(如:圖畫書、材料玩具、教具)等。………… □  □  □  □ 

10.學習與遊戲設備高度合乎幼兒身材且物品陳列方便幼兒拿取。……………□  □  □  □ 

11.廁所清潔無臭味，排水良好且有止滑設施。………………………………… □  □  □  □  

12.提供適合幼兒營養衛生的餐點設計。…………………………………………□  □  □  □ 

13.安排全園師生定期建康檢查。…………………………………………………□  □  □  □ 

14.廚房未緊鄰幼兒活動室。……………………………………………………….□  □  □  □ 

15.有足夠並具安全時效的醫療急救用品。………………………………………□  □  □  □ 

16.廚房餐具殺菌、衛生處理良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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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環境設備安全完善 

 17.消防設備數量足夠而且規劃完善。……………………………………………□  □  □  □ 

 18.環境設備、活動場地與器材之銳角處或凹陷處能進行安全防護處理或措施□  □  □  □ 

 19.飲用水衛生安全，方便於幼兒取用。…………………………………………□  □  □  □ 

 20.幼兒園環境設備堅固安全。……………………………………………………□  □  □  □ 

 21.幼兒園場所空氣流通，採光、照明設備良好並足夠幼兒進行活動。…………□  □  □  □ 

 22.全園環境設備、教材、教具整齊清潔，並有定期消毒措施。…………………□  □  □  □ 

 

(三) 幼童專用車﹝自行接送幼兒之家長免填﹞ 

23.幼童專用車之司機資格、車齡、車內座椅設備皆符合教育部規定。…………□  □  □  □ 

24.幼童專用車之承載人數除司機外，另有隨車導護人員，且不超載。…………□  □  □  □ 

 

三. 教保活動                       

(一) 優良師資 

25.老師具有專業合格證書。………………………………………………………□  □  □  □ 

26.老師儀容整潔、穿著合宜，能與孩子們一起活動。………………………… □  □  □  □ 

27.老師上課及說話的音量適中，內容、用詞適合孩子。…………………………□  □  □  □ 

28.老師上課經常微笑、輕撫與擁抱孩子、鼓勵孩子。……………………………□  □  □  □ 

29.老師對於孩子的情緒變化很敏感，能平心靜氣看待及處理。………………□  □  □  □ 

30.老師不以打罵來處理孩子的不良行為，並能適當輔導。……………………□  □  □  □ 

31.老師會很注意孩子的安全，隨時觀察班上每個孩子的動態。………………□  □  □  □ 

32.老師經常鼓勵孩子表達、表現、互相分享自己的經驗、想法與感覺。……… □  □  □  □ 

33.教學活動進行時，老師能全心帶領且參予孩子們的活動不做其他雜務。… □  □  □  □ 

34.老師能將美勞、音樂、體能活動融合在平常課程中，不另設才藝班。……… □  □  □  □ 

 

(二) 適合幼兒學習 

35.有積木、沙、水及黏土等創意性的教材。………………………………………□  □  □  □ 

36.多提供幼兒親身参與、動手操作的機會。……………………………………□  □  □  □ 

37.老師能依照每個孩子學習速度與方式的個別差異情況，來引導孩子的行為或作品□  □  □  □ 

38.有充裕的空間讓幼兒佈置、展現作品。………………………………………□  □  □  □ 

39.室內佈置與教學主題配合。……………………………………………………□  □  □  □ 

40.室內佈置及玩具教具的擺設考慮幼兒的身高差異。…………………………□  □  □  □ 

41.能配合教學內容以具體實物或教具、教材、視聽設備等作說明。……………□  □  □  □ 

42.安排各類型活動時間(例如室內、室外、團體小組及個別活動)與戶外教學。..□  □  □  □ 

43.多以遊戲活動方式進行教學。…………………………………………………□  □  □  □ 

 

(三) 重視親職教育 

44.常與家長保持聯繫以提供孩子身心發展相關訊息及學習進步情況。………□  □  □  □ 

45.提供行事曆、課程計畫表、各項活動紀錄及幼兒園活動訊息。………………□  □  □  □ 

46.歡迎家長於平常上課時間到園參觀並觀察孩子活動情形。…………………□  □  □  □ 

47.邀請家長參與園方的教保活動。………………………………………………□  □  □  □ 

              〜 本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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