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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 研究動機 

隨著台灣國際化的趨勢，愈來愈多的父母意識到提昇美語能力對孩子以後在課業上或工

作上與他人競爭的重要性。就在順應時代潮流的情形下，雙語幼兒園、美語補習班，或是小

學階段的安親美語班，便成為一波又一波無法抵擋的風潮(張雪麗，1998)。根據信誼基金會

學前教育館在八十一年度所進行幼兒教育問題排行榜的結果顯示，幼兒英語教學即已佔了第

八位，可見在當時幼兒英語教學在當時已受到家長的重視(信誼基金會學前發展中心，1993)。 

事實上，國內的兒童英語教學自民國 63年以來即相當普遍，而且愈發盛行。究其原因，

多半是受到國際旅遊、移民、高經濟能力以及父母對子女的殷切期望或不願輸在起跑點上所

致(石素錦，1992﹔余光雄，1997)。另一方面，學者黃燦遂(1989)指出由於經濟水準的普遍提

昇、家長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對學校正規英語教育缺乏信心和學習英語愈早愈好的心態下，造

成兒童英語教學的盛行。另外，教育部宣佈將於九十學年度實施國小英語教學的重大教育政

策，也是促成兒童英語教學持續盛行的主因(教育部第 362次部務會報紀要，1998)。 

研究指出，坊間以教授兒童英語為主的補習班或教學機構由 1981年的 20家增加到 1988

年的 400家(李振清，1988)。在筆者對高雄市立案幼稚園所做的電話普查，有 89.3%以上的雙

語幼兒園表示，美語課程的增加是因為家長的需求。所以，家長對於兒童英語教學需求的殷

切，雙語幼兒園也快速增加。而隨著英語的國際化，台灣兒童學習英語的情形逐漸普及，年

齡更有下降的趨勢，可以預期的是，將有愈來愈多的幼兒在幼兒園即開始學習英語。到底幼

兒該不該提前學習美語呢？值得關切的是，家長對於幼兒提前學習美語有何看法？對於此，

家長的動機和態度何在？他們對幼兒學習美語在師資上有何期望呢？家長如此殷切希望幼兒

提早學習英語背後有何隱含的意涵呢？本研究將針對上述等問題做一深入的探討。  

 

貳、 研究目的 

    由於目前國內探討上述幼兒美語現象的研究寥寥可數，於是，本研究將以初探性的立場，

將下列五點作為本研究的目的： 

1. 探討園方增設美語課程的原因。 

2. 探討家長對美語學習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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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瞭解家長背景對家長美語態度的影響。 

4. 瞭解家長美語學習態度對幼兒美語學習選擇與期望的影響。 

5. 瞭解幼兒美語學習的興趣與動機。 

 

參、 名詞解釋 

   本段將針對此研究的名詞加以界定和說明： 

幼兒 

系指出生到 6歲以前的小孩，通稱幼兒。本研究係針對 3-6歲的幼兒而言。 

幼兒園 

依據「幼稚教育法及幼稚教育法施行細則」所成立的幼兒學校。本研究的對象是指

在教育局立案的幼稚園。 

    態度 

依某個評價向度對某個刺激所做的分類---評價向度以「情感」（Affective）、「行為」

(Behavior)、與「認知」(Cognitive)三個成份的訊息(態度的 ABCs)為基礎。 

「情感成分」(affective component):包含一個人對態度對象(object)的所有情緒與情

感，尤其是正面與負面的價值。 

「行為成分」(behavioral component):包含一個人對於態度對象的行為傾向。 

「認知成分」(cognitive component):包含一個人對某個態度對象的想法，包括事實、

知識、與信念(Crites, Fabrigar& Patty, 1994)。本研究將以自編的態度量表來測量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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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幼兒美語近年來成為一種風潮，每天打開電視，美語補習班的廣告聲不絕於耳﹔走道街

上，隨處可見幼兒美語班和幼兒園強調美語教學的招牌競相昂然矗立。學者們對於幼兒美語

的學習抱持不同的看法，綜合各種觀點，將各種觀點分類如下--學習價值觀點、文化價值觀

點、實用功利價值觀點、資本的觀點和家長選擇觀點，來回顧相關的文獻。 

 
第一節 學習價值觀點探討 

 
壹、語言學習發展的觀點 

在外語學習的文獻中，學習者的年齡與學習成就間的關係一直廣受討論。而在學習美語

過程中幼兒的生理與心理產生如何的變化呢? 

 

一、就生理面 

 生理發展對語言學習的敏感性的影響，可能是最被大眾所引述的，以此認為外語教學 

「小而早」的依據也大有人在。如 Penfield and Roberts （1959）以大腦功能的邊化

（lateralization）來說明:青春期以前，兒童腦部邊化不明顯，語言功能與左右兩半腦皆相關﹔

青春期開始，左右半腦各司其職的邊化現象已完成，語言功能歸屬於左半腦﹔年紀大的語言

學習者遭遇較大的學習困難，因此，學習語言的最佳時期在青春期之前﹔從青春期開始，語

言的學習就變得較為困難。 

語言學家 Noam Chomsky(1975)反駁行為主義心理學 B.F. Skinner(1975)語言學習是「外來

刺激反應的習慣形成」的說法以後，世人便對 Chomsky所提出之人類腦中語言學習的「黑盒

子」(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深感興趣。他認為，幼兒有一個『語言學習器』(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它像一個能夠學習英文或任何語言的電腦程式。幼兒所聽到的語

言，透過『語言學習器』程式的處理，就會產生一套適用於母語的規則。『語言學習器』的運

作，使得幼兒不必測試每一個可能的假設，而會嘗試較接近人類語言的規則。換言之，Chomsky

的語言學習理論，主張人類的語言學習能力是種與生俱來的本能。它具有時間性與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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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人類在正常的成長狀態下，於某個年齡，不需外人指導，就自然而然會走路一樣。依

循 Chomsky的語言學習本能說，Lenneburg(1967)隨之提出「語言學習關鍵期(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的假說，這個假說主張人類在某一個年齡階段學習語言可以最不費力。因為

Lenneberg發現到，兒童在經過左腦手術後，不會有任何語言障礙存留﹔然而，成人在經過同

樣的手術後，卻會完全喪失語言功能。根據他的觀察，成人沒有像兒童般恢復語言功能的能

力。因此，他推論成人與兒童在神經系統上的語言功能分布是不同的。受到關鍵期之說的影

響，大多數普遍認為外語的學習愈早愈好。但後期已有研究顯示，大腦功能邊化可能在五歲

或更早期已定型(蘇建文.. 等，1996)。 

學者王漢源(1995)認為，語言的學習建立在二個基礎上:一是發音器官的成熟(包括唇、

舌、喉、聲帶等肌肉及其聯合運動能力的發展)與腦部語言中樞的發展﹔二是對語意的了解。

五歲以前的兒童用字較少正確﹔但六至十二歲的兒童，其大腦機能與器官逐漸成熟，所以必

須施以豐富的語言學習機會。所以，通常大腦皮層分化完成(約在十至十二歲)為語言學習的

關鍵期，在這之前腦神經細胞為達完全分化程度時，其所具之彈性，較適合語言(尤其語音的

學習)。 

所以，在生理面，大部份的學者認為，幼兒階段對語言學習較有利，從腦部的構造，可

以發現幼兒的腦部可朔性較高，對語言的學習的接受度強，但是就腦部和發音器官的成熟度，

則以六到十二歲的兒童較佳，儘管學者的看法不同，然而，家長是比較支持那一種說法呢? 

 

二、就心理面 

語言的發展不一定是生理結構的影響，亦可能是與生俱來的認知發展、資訊處理或是性

向的關係。研究中學者認為幼兒，尤其是一、二歲的幼兒思想，比以往想像中的活躍。他們

的語言可反映出他們與環境互動所獲得知識，所以幼兒本身的思考、創意以及問題解決策略，

都可能是語言學習過程的關鍵因素(Piaget,1967﹔Slobin，1979)。 

 Slobin(1979)認為語言學習是一串學習等候室，每一種句型像一個等待室。幼兒具備學

習這個句型的認知能立即可開門入室，待他學習得該室之句型，即可打開出口的門。所以，

幼兒需要足夠的認知能力，才可以開始學習某一句型，但是認知發展本身不足夠解釋語言發

展。Menyuk(1988)認為語言發展的特徵和現象受到生理或先天因素的影響，而另一部份的發

展反映了環境因素的影響，例如語音的能力受到大腦和發音器官的成長限制，而語用的學習

較受到家庭環境的觸發。Steven Krashen(1988)便曾經提出情感阻慮的假說(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他認為年齡會影響學習者的情感狀態(affective state)。在青春期過後，情感阻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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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ive filter)會增加，以致學習者的焦慮程度升高，學習的效果因而降低。 

但 Cochran(1980)的研究發現，在美語/l/和/r/的發音上，日本兒童的表現優於日本成人﹔

但聽力測驗上，兒童對這兩個音的辨識則不如成人。在針對不同英語程度的德國成人，調查

其對於母音/e/和/a/的掌握，結果發現熟練英語的成人比不熟練者在語音的辨別上，較接近英

語母語人士。但在發音上，兩者與美語母語人士並無明顯差別。依據這個研究顯示，Bohn和

Flefe(1990)認為，在三十歲之前學新的語音並無所謂的關鍵期。Ellis(1986)發現以年齡不同但

接觸外語時間相同的學習者做比較，青少年在文法和字彙的表現優於兒童和成人﹔但以發音

的精確度而言，兒童的發音較為道地。 

    另外，曹素香(1993)認為兒童時期是最好的語言學習時機，愈早學，口音愈能接近母語

者的一般標準，學習效果較佳。從語言學的角度分析兒童愈早學習第二語言的優勢為：心理

障礙少﹔母語發音尚未定型，口腔肌肉彈性大﹔記憶力好，模仿力強﹔越早學習，字彙累積

越多，語法的掌握也愈正確(學前教育，1997)。 

所以，從心理面上，幼兒在語言的認知和情感方面，佔有優勢，但在語音的領悟程度則

較差。 

由此可知，愈早學習美語對於幼兒在實證研究上，就生理和心理面來探討都佔有優勢，

尤其，在語言發音方面的可朔性，年齡小的孩子比年齡大的孩子，更能發出準確的發音，而

且幼兒期的記憶力較佳這也是目前被認為幼兒學習美語的優勢。 

 

貳、美語學習動機 

   一般外語學習動機大都是依照Gardner 和Lambert的分法，即工具性(instrumental)和整合

性(integrative)兩種動機。整合性動機是指學習者語言學習之目的是在渴望成為所學語言團體的

一份子﹔工具性動機是指學習語言之目的是為了想要求更好的職業或升遷、升學等。有關整

合性動機的研究，彭美玲(1995)指出兒童在學習母語時，在追求家庭社會認同的強烈動機下，

幼兒學習母語的速度相當的快速，而學習外語時的整合性動機，一般而言較不強烈。Rivers(1982)

的研究發現:學習第二語言時，大部分都必須靠二種動機混合交錯，才能達到目的。然而，

Gardner(1985)在社會─教育模式中(socio-educational model)(如圖一)提到外語學習的架構是由四

部分所組成:社會環境(milieu)、個別差異( individual differences)、語言獲得情境( learning contexts)

和結果( outcomes)。社會環境中包括學習者社群中存在學習第二外語的期望，而此期望是由不

同種族、不同社群所造成的正面或負面的信念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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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環境    個別差異      語言獲得情境    結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智能        正式的     語言性  

                  語言實質      語言訓練 

 

 

  文化     工具導向 動機        非正式的    非語言性 

  信念     整合導向         語言訓練  

 

 圖一    Gardner(1974)的社會─教育模式(採自 Gardner, 1985,p.153) 

   

    另有研究指出，整合性動機和工具性動機在不同的學習情況中，對美語學習的成就都有

重要的影響，通常也無法斷言哪種動機比較有利(戴麗觀，1998)。亦有研究指出不同種類的動

機在不同情況下產生不同的影響，如美國及加拿大，整合性動機比工具性動機更能帶動學校

裡法語的學習﹔而在菲律賓則工具性動機較有效(黃素月，1990)。此兩種動機是可以同時存在

的，很少人僅具備其中一種，然而，動機的強度及種類對於其所處學習環境中的社會人際因

素，有絕對的影響(林蕙蓉，1999)。 

綜上可知，幼兒在學習美語時，父母是社會環境中重要社群，他們的文化信念產生工具

動機導向或整合動機導向，除了外在的環境外，本身學習的經驗亦會對其信念產生影響，所

以，進而對幼兒的工具性和整合性動機產生潛移默化的改變，換言之，當幼兒進入語言獲得

情境中，假設幼兒的社群對美語學習有正向的價值，幼兒會感受到並有意去習得。反之，若

學習者的社群對美語學習持著反向的看法，覺得不需要也不想去學，則幼兒不會積極想學習

美語。簡言之，家長的背景和美語的經驗，使其產生不同的美語學習態度，間接影響幼兒美

語學習的動機。 

 

第二節 文化價值觀點探討 
 
  謝國平(1994)認為從多元文化的觀點，認為實施雙語教育可培養幼兒的多元觀及世界

觀，可包容和尊重其他族群，對未來具有前瞻性﹔Brown(1980)指出，由於兒童成為本國文化

團體一員的時間較短，較沒有文化的包袱，因此對所有學習的外來語言所附帶的文化排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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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適應難度較低，而希望被新文化團體接受的動機較強。 

  但因幼兒較易接受外來文化，所以，他們學的快又好的這種觀點，背後蘊藏了極大的隱

憂。黃自來(1990)認為學習他國的語言，同時兼具學習目標語文化的意義，然而，目標語文

化的了解能夠促進學習者對目標語學習的興趣，並更懂得於不同的場合說話時更得體、恰當。

不過文化學習本身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學習者不應該只是膚淺得去認識文化刻板印象

(cultural stereotype)，而是能進一步的透視該文化的精髓以比較自己的文化與目標語文化的異

同，並且透過這層了解來培養宏達的世界觀。可是，目前的外語教學師資培育過程往往忽略

文化教育的部分，所以，對於幼兒而言，若教師沒有充分做好文化教學的準備，草率進行英

語教學，恐怕會混淆幼兒的價值觀與文化認同(何慧玲,1992)。 

然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傳遞共同的文化價值」，共同的文化價值，到底是指誰的文化

價值呢?在翁麗芳(1995)研究中認為日本、台灣和中國大陸三地幼兒教育的共通點，是起源於

對外來文化的模仿。以往當日本佔領台灣時，台灣的幼兒教育是全盤吸收統治者的文化價值，

就如日本將福祿貝爾主義轉化為日本幼稚園主義，大陸再轉手而來的是「次次文化」，台灣則

是藉於日本和大陸之間，直接吸取次文化，雖然，台灣目前已進入資本主義的社會，幼兒園

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到處可見各個幼兒園標榜如福祿貝爾、蒙特梭利、皮亞傑、等等不同

的教學法，課程安排也不盡相同(音樂、舞蹈、美語等各種才藝)，所以，幼兒園的課程呈現

多元化和多樣化是眾所皆知的，但是，在這背後隱約的可以發現，私立幼兒園裡濃厚的商業

氣息，是否主導了既有的共同文化價值呢?也就是說，家長的態度是否主導了整個幼兒園的生

態，當這種一味迎合家長的滿足下，家長的非專業理念，是否凌駕專業了呢? 從目前非常普

遍的「可口可樂化」及「麥當勞化」(Water,2000)現象可以查覺出文化被同質化的危機，反觀

英語學習是否也被錯誤的全球化迷思所誤導呢？  

從消費文化來講，消費成為主要的自我表現形式與認同的重要來源。亦即其價值是在交

換脈絡中評估，而不是在生產或使用的脈絡中評估。一個先進的或後現代化的消費文化會歷

經？過度的商業化(Crook et al. ,1992)。消費文化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廣告和模擬效果被創造

出來，其原初形式可能是個計劃性的產物，但在後現代化情況下，它卻被「過度模擬」

(hypersimulated)(Baudrilled ,1988)。所以，目前台灣美語教育上，充斥了『美語補習班』或『美

語學校』，然而，這些補習班或學校就在家長認為『別人都在學，不學就落伍』的過度模擬下

生存和不斷的擴張。家長對於美語教育的消費需求下，我們必須問，有能力消費的家庭裡，

他們讓孩子學習美語，家長在這裡所呈現的自我表現形式是如何呢?換言之，他們是以何種觀

點來認同『幼兒美語學習』呢?對於那些沒有能力消費的家庭，他們抱持的又是怎樣的態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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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每個父母的願望，對於社會上不同背景的家庭，家長是否將

孩子學習美語視為保持地位或向上流動的希望？本文將藉著家長態度的探討，來了解不同家

庭背景的家長對兒女美語學習的態度。 

 

第三節 實用功利價值觀點探討 
 
  在就目前整個社會情境而言，阮碧繡在『幼兒美語班盛行下的文化省思』(2000)中談到，

幼兒美語學校、幼兒美語班的盛行，以文化的角度重新沈思，她認為： 

   

  『人們學習語言並不是為了實用目的，而是追逐時尚風潮，這種現象所呈現 

   的就不僅是語言教育或學校課程的問題了，它實則表徵當代的社會群體心 

   理及文化價值觀。』 

 

她認為台灣吹起這股幼兒學習美語的狂潮，透露出來的文化訊息如下：『文化自卑心態的具體

反映、時髦與流行的盲從、功利的教育價值觀、商業文化下的產物」，她進一步指出， 

 

『家長狂熱地要求學習美語的風氣，在於根深蒂固的升學主義，因為國人 

 普遍奉受教育是為功成名就的目的，學校和家長以功利的尺度去衡量學 

 習的價值﹔在大學裡有所謂冷門、熱門科系，中學課程也分主科、副科， 

 學習內容端視其是否有利於未來出路作為等級分類的依據。多年來由於 

 美語被學校列為極重要的課程科目，美語能力又是公認主宰個人成就的 

 關鍵因素之一，許多幼兒家長對此利害現實體認既深，自是不免深謀遠 

 慮起來，非得早早把孩子送進美語班打好基礎才能安心，這是普天下偉 

 大的中國父母為孩子所作生涯規劃的第一步，再理所當然不過了』 

  阮碧繡(2000,P1) 

 

  所以，從實用功利價值的觀點來看，目前在台灣幼兒美語學習的過程中，文化資本在階

級之間為維持既有的權利關係，並透過美語來提高區隔孩子的身分與地位，因此，這種方式

有助於階級間權力關係結構的鞏固。然而，是否這種現象也在再製著社會和文化的不平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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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本的觀點探討 

 
    文化資本論的學者一直深究者，到底教育所代表的是一種習得無關專業的上階層的形式

文化或精英文化?或是培養未來謀生的技能和知識？「文化資本論」以衝突理論的觀點出發，

認為學校教育所教的並非工作職場所需的專業技術，而是較高階層的文化﹔受教育程度愈

高，越具有上階層所喜愛、熟習的文化風格，容易受上層權貴人士的青睞，而有助於教育、

職業地位的取得。另一方面，權勢擁有者亦設立重重限制，來篩選與自己文化資本相似者，

藉以彰顯起所擁有的文化資本之重要性，並進一步鞏固其地位聲望(Collins,1971;1979)。  

  Bourdieu (1997)延伸了 Weber 以階級、地位團體及權力的多面向階層概念，他以資本的

概念來詮釋不同階級的關係，他認為資本是銘寫在客體或主體結構中的力量，也是一種強調

社會世界內在規律性的原則，然而，資本透過與日常生活狀態(habitus)的結合置於場域之中而

形成了實踐，如果將這種狀態視為人的內在意義，資本就是人外在所握有資產，這個資產包

括有形的和無形的權力，通常愈上階層的人，他們的資本會比較低階層的人多，在此 Bourdieu

將資本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經濟資本是以財產權的形式被制度化的，這種

資本可以立即並且直接轉換成金錢﹔文化資本是以教育資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這種資本在

某些條件下能轉換成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是以社會義務組成的，這種資本在一定條件下也可

以轉換成經濟資本。 

  然而，Coleman(1988)認為影響學業成就的家庭因素至少包含三種成分:社會資本、人力資

本和財務資本。他所謂的人力資本指的是父母親的教育程度，他認為父母教育程度高者，對

於子女的學習環境及高層次的認知上可以提供幫助。而財務資本則反映在家庭的財富或收入

之上，指的是物質資源的部分，透過財務資本的運用而營造良好的物質環境，以利於學生學

習。 

國外有許多研究都顯示家庭的財務資本確實對子女的教育造成影響﹔例如 Hern(1984)研

究 1975年大學新鮮人的選擇學校時，若父母收入較低時，子女參加高花費學校的可能性低。

財務資本可能表現在有形的物質資源以外，其他的教育投資也受到父母財力的影響，例如供

給子女接受補習教育，以及東南亞國家和台灣早期社會，有些家庭由於財務資本不足，無法

僱用充分的人力，以致學童放學後必須幫忙家裡工作或賺錢，而可能耽誤學童學習﹔上述這

兩點都反映出家庭的財務資本，而且可能會影響學童的學習成就。就補習教育而言，Stevenson

和 Baker(1992)以 1980-1982年東京調查學會所進行的日本高中最高年級學生的縱貫研究作為

樣本，來研究分析日本高中生參加補習教育，對於學生上大學的影響情形，結果顯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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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教育的學生，就讀大學的可能性高。而孫清山與黃毅志(1996)研究台灣地區民眾的各級

升學機率時亦發現，無論是國初中生、高中職、五專，或是高中升大學，參加補習的項數越

多，則升學的機率越高。然而，幼兒美語補習班的不斷成立，幼兒除了在幼兒園參加美語課

程外，有些家長還會送幼兒到另外的美語補習班上課，是否我們可以推論，家長認為讓幼兒

接觸越多的美語課程，可以幫助幼兒未來的升學呢？ 

就文化資本來看，Bourdieu(1997)將其分為三種形式存在，a.具體的狀態:是以精神和身體

的持久性情的形式﹔b.客觀的狀態: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圖片、書籍、辭典、工具、機器等等)，

這些商品是理論留下的痕跡或理論的具體顯現，或是對這些理論、問題的批判﹔c.體制的狀

態:以一種客觀的形式，這一特別形式必須被區別對待(就像我們在教育資格中觀察到的那

樣)，因為這種形式賦予文化資本一種完全是原始性的財產，而文化資本是受到了這種財產的

庇護。 

  然而，語言是表現觀念的一種符號系統，它既是文化的一種重要的題裁，同時又是文化

的一部份，它是以一種客觀的形式存在，就如文化資本裡的體制狀態。但文化的範圍很廣泛，

它可指的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和情感方式，也指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和

交際方式，如共同的生活習慣、言語舉止等。Saussure 指出符號學是一門研究社會中符號生

命的科學，語言是符號學中最重要的符號。因而，語言、符號與社會文化之間存在十分密切

的關係，兩者是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 

由此推論，第二外語學習理由和原因到底是什麼呢?是否也是一種權力資本的關係呢?目

前台灣的社會瀰漫者一股美語學習風，它代表著是一種外來文化的學習，還是階級之間文化

資本鞏固的手段，在台灣目前美語學習的正式教育是從國中開始，九十學年度將延伸到國小，

但隨著台灣國際化的趨勢，愈來愈多的父母意識到提昇美語能力對孩子以後在課業上或工作

上與他人競爭的重要性。到底這股美語學習風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風潮呢?是功利主義、是文

化自卑還是另有原因呢?  

  一直到清末，中國一直是以泱泱大國自居，有些君主對外來的文化不削一顧，我們自稱

是有悠久五千年的歷史，對外國傳教士來台傳教常屏除在外，但從百年前，西方的科學與技

術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從最初的排拒到後來對『賽先生』(science)的渴望，漸漸地形成目

前以科技主導的社會，而外語的學習成為要學習外國科技的必備條件，漸漸一窩風學習美語

的情形，隨著貿易、網路的普遍而漸漸盛行。然而美語課程也在這一股風潮中進入了幼兒園。 

    在幼兒園或補習班的美語學習是需額外付費學習，若以 Boudieu的觀點來解釋家長以他

們的經濟資本(昂貴的學費)，來取得孩子受美語教育的機會，進而獲得文化資本，所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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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不同階級的孩子在學術市場中所能獲得的特殊利潤，是對應於階級之間文化資本的分布。 

Boudieu的這個觀點，它提出了與學術上的成功或失敗看做是自然能力觀點不同的看法，他試

著要將經濟學家無法解釋不同的行動者或不同的社會階級，為什麼分配在經濟投資和文化投

資上的機率會如此地差異懸殊做一說明。他認為經濟學家沒有意識到能力或才能，本身就是

時間上與文化資本上投資的產物，忽略了通過文化資本的型態而為社會結構的在生產所做的

貢獻，所以，教育行為中產生的學術性收益，依賴於家庭預先投資的文化資本這一事實，況

且，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社會資本，而這種社會資本又是繼承得來的，他又可以用來支持人們

獲得更大的收益。因此，我們不僅要問，是否握有資本較多的家庭，家長的態度是抱持著比

較願意送幼兒在小學前學習美語的，因為他們的能力可提供給幼兒的美語教育的機會較大。 

 

第五節 家長的選擇觀點 
 
  壹、家長背景與態度 

   Randall Collins在『The Credential Society』中提到，教育(通常簡單地以就學年限的量數

來表示)被視為職業成就最重要的預測因素，同時還有父母的職業，和父母階層對子女教育的

影響程度。Blau and Duncan(1967)在一項以美國為主的研究中發現： 

 

   『在最徹底的全國性調查發現，受教育年限與職業階層的相關係數是 0.6 

    ，而父親的職業與兒子職業間的相關係數是 0.4，父親的職業與 

    兒子教育的相關係數是 0.44，這個研究能夠解釋42%的職業成就差異 

    ：其中24﹪歸功於教育，18﹪歸功於父親的職位，這二者直接且單 

    獨地影響兒子的教育機會。另外，對威斯康辛1957年全部高中畢業 

    生的七年追蹤調查發現，教育與工作階層的相關係數是0.62，而父親職 

    業階層與兒子職業階層的相關係數0.33。』( 引自Sewell et al., 1970, p23 ) 

  

  另外，Adelina Villas-Boas（1998）做的一項有關幼兒家長參與回家功課對學生在外語學

習的成就上的研究，指出家長參與使得幼兒功課完成率，從原有的 60.1﹪增加到 65.1﹪，從

他們的研究可以看出父母親的參與可以顯著協助小孩增加他們的外語學習自信心。 

由以上國外的研究，可以了解家長的職業和參與，會影響子女的學習，反觀國內，隨著

國小英語教學政策的確定，有關幼兒階段學習英語的討論也逐漸呈現白熱化，就美語課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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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園方將其定位在正式課程或才藝課程不一，美語課的時數也隨著園方對美語課的重視而

定，許月貴在『幼兒園英語教學之探討』(1999)中，提到所訪談園所的理念與態度， 

 

  『其教學目標為：美語和幼教課程並重﹔將幼教六大領域融入課程﹔以及 

   提供幼兒一完整美語學習環境。園長在訪談中提到，我們是希望可以推 

   動一個家長最需要的幼稚園。幼兒教育很重要，但是家長也覺得英文很 

   重要，那麼我們想何不把他融合為一，我們學校就可以發揮讓家長 

   無後顧之憂。』(許月貴 1999，p.77) 

 

在家長的態度方面，她認為家長本身對於幼兒美語學習贊成的態度呈現多樣化，她深入

訪談的結果如下： 

 

  『我(家長)覺得不管你以後從事那種行業，如果中英文都很流利的話，它是 

   工具，不是目的，你在運用這個工具，可以幫助你完成一些計劃和目的』 

  『感覺上大家接受教育的程度愈來愈高，資訊的需求就多，要懂很多的東 

   西，那因為英文是現在世界共通的語言，一定要學，而且父母親沒有辦法學， 

   那就會希望孩子學，有補償作用』 

  『因為從小開始才可以學到外國腔，如果你從國中開始學是沒有用的，學 

   不到那種外國腔』 

『我們希望她從小對英文就有概念，而且對她以後升學方面也有幫助』 

  

另外，邱億明(1990)在新竹科學園區實驗中學所完成的「國小雙語語文教學實驗研究」中

指出，整個實驗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對英語科的學習動機很高，他們希望上了國中之後繼續把

英語學得更好，並願意以後自己能主動學習英語。然而，參加的意願，父母和子女有所不同，

顯示參加此次雙語語文教學實驗研究，在意願上，父母顯然較子女來的高，有些學生的參加

是父母的意願，因此，才會造成第二年學習興趣的低落。 

  曹素香(1993)的「大台北地區兒童英語教學現況調查研究」中提及，兒童學習英語的主要

動機是:希望升上國中之後，英語比別人好、父母要我學我就學，都屬於工具性的動機。 

  此外，張玉茹(1997)指出，對不同背景變項國民中學學生在美語學習動機、美語學習成就

上之差異情形。該研究顯示，就美語學習經驗而言，在「自我肯定」層面上，其進入國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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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學習美語四年以上者顯著優於學習不到一年與從未學過者。在「成就動機」層面上，其進

入國中前學習美語四年以上者顯著優於從未學習過美語者，由此顯示在未進入國中若曾接觸

美語一段相當時間，有助於美語學習動機。就家庭社經地位而言，中、高階家庭社經地位之

學生在「學習需求」、「自我效能」及「成就動機」層面上均顯著優於低階家庭社經地位者，

顯示不同社經背景地位的學生在美語學習動機和成就上有顯著的不同。 

然而，在1994年OECD的報告指出，家長對學校的選擇並不無階級上的限制，但是不同

社會背景的家長，所重視的學校選擇因素與資訊來源有所不同﹔也就是，家長的背景是影響

家長學校的主要變項之一，同年(1994)年，David等人針對倫敦五所學校進行家長學校選擇權

的研究，並以學校人員推薦的方式，成功訪問七十位家長，其中指出，家長的社會經濟背景

對於家長學校選擇因素，達到顯著水準差異，而且，勞動階級的家長比中產階級的家長更重

視子女在學校學習的快樂。在對英國家長學校選擇的因素中，勞動階級的家長們較希望有智

育與非智育的課程設計，也較注意學校環境對子女的影響﹔相較與專業和中產階級來看，他

們重視學業成就因素，並關注學校的氣氛是否有助於升學。 

  因此，家長的社會經濟背景產生不同家長的態度，這個態度對子女的學習，有著主導性

的影響，這種影響廣及到子女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態度。然而，對於幼兒美語學習部份，到底

家長背景(性別、年齡、教育、職業和教育)中，那些背景因素主要影響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

態度呢？本文將針對此作一探討。 

 

貳、家長的選擇 

  Parsons主張目前社會存在一種『共同的價值』，「教育」影響「教育機會」進而影響個人

未來「成就」的重要因素，且教育的過程具備「整合」（integration）與「分配」（allocation）

的兩個功能，可以達到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其中，所謂分配的功能，系指透過「選擇」的

過程，將不同的資源如財物、權力及人力等，分配到不同的位置，所以，教育是一個重要的

「選擇」機制，透過這個過濾的機制的運作，將具有不同能力的個體更公平、更有效率的分

配到不同背景的家庭。是而，選擇是市場機制的主要概念，就如教育市場中，供需雙方有了

選擇，也就是將做決定的權力下放，以有效回應消費者(家長)的需求，方能產生競爭，使教育

資源達合理分配。 

 然而，家長學校選擇權的教育改革，導向了教育市場化的主要原動力，家長依照喜好選擇

學校，促使學校為了生存而考慮到家長的需求，Cubb and Moe(1990)認為在民主的制度下，學

校仍不能因應家長和學生的需求﹔在市場運作下，家長和學生將可站在中心的角色，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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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透過選擇的方式影響學校。換言之，透過家長的選擇可以帶動學校間的競爭，增進學校

的表現，Bierlein(1993)認為可從私立學校的表現較公立學校表現較佳來看，私立學校是經由

家長的選擇，公立學校是按照學區的分派有所不同，而且私立學校有績效責任上的壓力，因

此必須有所努力，才能吸引家長。 

但另一方面，家長對學校選擇權亦引起許多的爭議，Fuller and Elmore(1996)提出有關全

美國地區學校選擇權的研究，提出學校選擇權的實施將會增加學生在種族、社會階級與文化

背景上的隔離﹔家庭的社會經濟背景，一向被視為會影響學生的教育機會，在家長學校選擇

權的爭議中，學生是否會因為家庭背景的不同，而導致在受教機會上不均等，Brown(1994)將

英美教育政策與意識型態的發展分為三波，分析家長已在子女教育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家長學校選擇權代表第三波教育意識型態的發展﹔第一波系指十九世紀末『公教育』的

建立，個人的受教機會受到原有社經地位的影響；第二波是指個人的受教機會根據個人的能

力與成就來決定﹔第三波則是指市場導向的教育改革以來，家長的財富與意願成為影響子女

受教機會的主要因素，Brown 進一步指出家長的財富與意願遠比學生的能力與努力更會影響

子女的受教機會，因此他將此轉變稱為由「功績主義意識型態」(ideology of meritocracy)到「父

績主義意識型態」(ideology of parentocracy)的轉變。更有學者認為市場導向教育改革下的家長

學校選擇權，基本上是一種階級策略，產生階級再製(reproductrion)，讓有利的社會階級繼續

有利，不利的社會階級更加的不利(Ball，1993)。而Cookson(1994)認為教育程度較佳的家長比

教育程度較差的家長在學校選擇的過程中更容易獲利。 

Maddaus(1990)指出，影響家長選學校的因素為:教學的品質、學校的氣氛、學業的成就、

學校的大小、允許家長參與的程度、課外活動的舉辦等，其中教學品質，是影響家長學校選

擇中，最常被提及的因素。 

另外，OECD(1994)在針對會員國的中學的家長進行的「家長對學校選擇」的因素研究報

告中，列出法國、英國、美國等不同國家，影響家長選擇的主要因素: 

(一) 美國家長學校的選擇因素 

1. 教師的素質﹔ 

2. 學校常規秩序的維持﹔ 

3. 學校所提供的課程﹔ 

4. 班級的大小﹔ 

5. 學生的考試成就﹔ 

6. 學校離家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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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課外活動的安排﹔ 

8. 體育活動的設計 

9. 種族或宗教上的因素 

(二) 英國家長學校的選擇因素 

1. 子女喜歡該校﹔ 

2. 學校離家近﹔ 

3. 子女的朋友也在該校就讀﹔ 

4. 學校教學優良﹔ 

5. 學校設備良好﹔ 

6. 學校的聲譽良好﹔ 

7. 子女在該校將可快樂學習﹔ 

8. 學校的氣氛﹔ 

9. 學校的常規秩序﹔ 

(三) 法國家長學校的選擇因素 

1. 學校離家較近﹔ 

2. 良好的較學品質﹔ 

3. 學校提供多元課程可供選擇﹔ 

4. 學校聲譽良好﹔ 

5. 與初等學校的連貫﹔ 

6. 子女喜歡該校﹔ 

7. 考試成績的表現﹔ 

8. 子女的兄弟姊妹也在該校就讀﹔ 

9.    班級人數較少﹔ 

由上可知，不同國家的家長重視的因素並不盡相同，家長會考慮的因素很多如: 離

家近、學校課程的安排及子女的喜好等，在Hunter(1991)在倫敦的研究中，以晤談的方式

訪問18所學校的三百位家長，其中，家長對「選擇離家近」的理由中指出，會選擇離家

近的學校理由，並不代表這些家長不喜歡學區以外的學校，而是家長認為比較熟悉鄰近

的學校，同時，也感到這樣子在教育上可以提供一些較好的判斷。所以，國外家長的選

擇，從學校距離到課程的安排等，皆列入考慮的範圍，這種選擇，不僅影響學校的型態

更進而影響學校教師選擇和課程安排，反觀台灣目前幼兒園，家長的需求導致家長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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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家長的選擇再進一步地影響幼兒園的決策，這其中家長的需求和選擇是如何呢？本

研究將有更進一步的探討。 

 

第六節 結論 

 
綜上各節討論所得，幼兒到底適不適合在小學前學習美語，從學習價值的觀點，對

幼兒語言學習的關鍵期和幼兒的認知模仿能力，可知是不容忽視的。然而，家長的看法

是如何的呢?是同意或不同意學者的看法，本研究將透過問卷來瞭解台灣的家長態度。另

外，家長到底願不願意送幼兒學美語呢？從文獻中，大部份研究著重在家長對子女的學

習成就方面來探討，但是，我們可以推知家長的資本(如.收入、教育、職業等)的不同，

會產生家長動機的不同，進而影響家長對幼兒美語的選擇和師資的期望等，其中家長的

態度如何影響子女的喜好和選擇的過程，是目前尚未有研究做此方面的探討的，於是，

本文將試著發現家長的態度和選擇，並且對家長的態度如何影響幼兒對美語的喜好和選

擇做一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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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係屬探索性研究，為確認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與焦點的掌握，於 89年 7-9月先對高

雄市立案幼稚園進行電話訪問普查，以突顯研究的主題，於 89年 12月進行針對家長的問卷

調查，所以本研究分兩個階段進行。以下將針對本研究的對象、抽樣過程、變項測量和統計

方法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根據文獻的研究結果和研究者的興趣，研擬出本研究的之架構（如圖 3.1），擬先探討家

長背景變項、家長日常接觸美語經驗對家長美語學習態度的影響。再進一步瞭解，家長美語

學習態度對家長對幼兒美語期望、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選擇及幼兒對美語學習態度和選擇

的影響。 

                  研究架構圖 

     

                                        < 圖 3.1> 

家長的基本背景 

年齡、職業、教育、家庭收入 

家長美語學習態度 

家長本身美語學習態度 

家長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態度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 

家長日常接觸美語經驗 

收看美語發音節目頻率 

收聽美語發音節目頻率 

出國出差或旅遊頻率 

定期或不定期學習美語頻率 

英文書刊閱讀頻率 

家長對幼兒美語期望 

家長對幼兒美語師資的期望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選擇 

家長送幼兒美語學習的選擇 

 

幼兒對美語的喜好與選擇 

幼兒對美語的喜好 

幼兒對將來美語學習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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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本研究的假設如下: 

一、不同美語接觸經驗和背景的家長對本身美語學習態度有顯著的差異。 

二、不同美語接觸經驗和背景的家長對台灣美語環境態度有顯著的差異。 

三、不同美語接觸經驗和背景的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有顯著的差異。 

四、家長態度影響家長對幼兒美語教師的期望。 

五、家長態度影響家長對幼兒美語的選擇。 

六、家長態度影響幼兒美語學習的喜好和選擇。 

第二節 變項說明 

 
以下針對研究架構中的六大變項，加以說明: 

一、家長的基本背景 

  這個變項最主要想要瞭解家長的一些基本變項，範圍將涵蓋家長年齡、職業、 

   教育程度和平均家庭月收入。 

二、家長日常接觸美語經驗 

    主要想要瞭解家長平常使用美語的頻率，以聽、說、看、讀、出國和進修美語等方面，

以知道家長本身生活中，接觸美語的狀況。 

三、家長美語學習態度 

    此部份，主要分為三種態度，詳述如下: 

1、「家長本身美語學習態度」：主要在瞭解家長本身對美語學習中「學習價值」、「功利價

值」、「負面文化價值」的看法。 

2、「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試圖瞭解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語言學習價值」、「負

面價值觀」、「實用價值」和「多元文化價值」看法。 

    3、「家長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的態度」：擬將針對正式美語課程的年齡、教材教法、台 

   灣環境中可使用美語、可接觸美語的機會和學習美語的花費，來探討家長所抱持的 

   態度。 

四、家長對幼兒美語期望 

    主要針對家長對幼兒美語師資的期待和選擇，以口音、臉孔、國籍、學歷、溝通和教學

經驗，進行瞭解家長的期望。 

    五、家長對幼兒美語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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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家長對送幼兒在上小學前學習美語、送幼兒將來出國唸書、移民國外和對幼兒園 

    選擇的因素。 

    六、幼兒對美語的喜好與選擇 

    這一部份主要想要知道幼兒對上美語課的態度、喜歡程度和以後美語學習的意願。 

 

第三節研究對象與抽樣過程 

 
 壹、第一階段 針對幼兒園的電話調查 

  在此，本研究的目的是為探索家長的需求對幼兒園美語課程安排的重要性，首先，針對

高雄市立案私立幼稚園(以下簡稱私幼)102家，公立幼稚園(以下簡稱公幼)66家(高雄市教育

局於八十九年七月六日網站資料為主)，以作者自編的『高雄市幼兒園美語教學問卷調查表』

(附錄一)為研究工具，對高雄市公私立立案幼稚園進行電話普查，進行時間為 89年 7月 25

日到 89年 9月 15日。 

    在本次的訪談過程中，有 6家的電話號碼為空號，經查 104已無登記，另外，有一家在

作者分 3次不同時間去電，均為電話答錄機作答，另一家因為 89年整修教堂而停辨，共有 8

家為無效問卷。公幼的有效問卷為 66份，私幼為 94份，合計為 160份。 

 

貳、第二階段 針對家長的問卷調查 

 

一、 預試問卷對象的選擇 

 

    由於『高雄市幼兒園美語教學問卷調查表』的訪查結果，在私立幼兒園開辦美語課程的
原因，有89.3%認為是家長的需求，於是展開第二階段對家長的問卷調查，問卷以研究者自

編『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問卷』為研究工具，首先，在選擇問卷預試方面，透過朋友的

介紹，拜訪位於台南縣新營市的一家幼兒園，並徵求同意為預試問卷的園所，該園所強調的

教材教學採用蒙特梭利的教具和教法，學生目前有4班混齡班級，及一班幼幼班。目前該園

有美語課程，並有幼教師和一位中籍美語教師輪流上美語課。本次預試進行時間於89年10

月21日至11月1日，委由帶班導師代為發給家長填寫，發出問卷150份，回收79 份，回收

率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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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問卷對象的選擇 

 

  此階段以高雄市幼兒園美語課程電話調查為基礎，且經高雄市教育局公佈之高雄市公私

立幼稚園名冊(高雄市教育局於八十九年七月六日網站資料為主)，發現高雄市立案幼稚園主

要分佈於小港、前鎮、苓雅、三民、楠梓等高雄市各地區，為求本研究之調查對象具有代表

性，並將分析之結果對相關幼教單位具有參考價值，我們對於所有的立案幼稚園皆先行做聯

絡，若園方表示認同此研究或願意提供我們相關資訊者，都成為我們進行這份研究之對象。 

    其次，在實際發放問卷的部分，如前所述，我們先徵求園方的認同，再進一步與園方協

商願意協助的問卷數量，原來洽詢同意協助的園所有 15家，但最後正式抽樣的學校定為 11

家。 

    正式發出之問卷總數為 1267份(如表 3.2)，問卷發出份數為公幼 417份，私幼為 850份，

總回收份數為 652(總回收率為 51.46%)，其中無效問卷為 43份，總計有效問卷為 609份(總實

際有效回收問卷為 48.01%)。 

   其中，公幼實際收回為 256份（回收率 61.39%），其中無效問卷為 18份，有效問卷 238

份(實際有效回收率為 57.07%)﹔私幼部分回收份數為 396份(回收率 46.59%)，其中有效問卷

371份(實際有效回收率為 43.65%)。 

  另外，需要對本研究的抽樣過程特別提出說明的是：「隨機抽樣」是所有社會科學研究的

理想抽樣原則，然而，在施行上確實有窒礙難行之處。尤其本研究主旨在探討家長對幼兒美

語學習的影響，對象為幼兒的家長，在私幼的拜訪過程中，多所園方表示目前幼兒園招生競

爭激烈，對於給家長填寫問卷一事有所保留，因此，本研究在訪查中遭到若干園方拒絕協助。

但總體而言，拒絕協助的幼兒園仍屬少數，因此，我們所回收的樣本仍能涵蓋高雄市多地區

在幼兒園所就讀的幼兒與家長對學習美語的資訊，相對地，亦突顯出本研究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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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抽樣學校與抽樣份數表 

實際回收份數  發出份數 

有效問卷 無效問卷 

小港區公立二苓國小附幼(6) 37 20 0 

小港區公立桂林國小附幼(7) 72 51 4 

前鎮區公立獅甲國小附幼(8) 54 20 0 

苓雅區公立成功國小附幼(9) 80 35 7 

苓雅區公立福東國小附幼(10) 120 79 4 

鼓山區公立九如國小附幼(11) 54 33 3 

            公幼合計          417     238      18 

小港區私立中鋼公司附幼(1) 250 122 14 

小港區私立勞工幼稚園(5) 60 27 1 

三民區私立樹德家商附幼(4) 150 57 1 

三民區私立聖愛幼稚園(3) 135 39 1 

楠梓區私立牛頓幼稚園(2) 200 126 8 

            私幼合計          850     371      25 

公私幼總計 1267 609 43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第二階段採用問卷調查法，來蒐集本研究所需的相關資料，研究工具以自編

的『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態度問卷』為調查表，該表經由預試和信效度考驗後，

修定成正式問卷。 

 

壹、 預試內容 

 

研究者自編『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問卷』預試調查表的內容，包括五大部分： 

一、基本資料： 

內容包括兩部份 —父母的基本資料和填答者非父母時的基本資料。在父母的基本資

料方面包含父母的年齡、家中與幼兒同住的人、家中最常使用的語言、幼兒父母親

的職業、幼兒父母的教育、幼兒家庭的平均家庭月收入。非父母填答人的資料包括

幼兒對填答人的稱謂、填答人的年齡、婚姻狀況、子女數、職業與教育，共 16題。 

二、填答人對美語學習的看法： 

此部份包括填答者對美語學習的重要性、態度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美語的狀況。其中

填答者對美語學習的態度係以文獻探討中有關文化、功利和學習的觀點加以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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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2題。 

三、填答者對幼兒學習美語的看法： 

此部份可再區分為三部份，分別為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態度、對幼兒美語教師的態度

和家長選擇幼兒園的主要考慮因素。其中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態度方面，根據文獻，

以語言學習、實用價值、多元文化、負面學習觀等觀點加以編製，題目共 13 題。

在對幼兒美語教師的態度方面，將其區分為中外籍教師的選擇和選擇教師的主要原

因，題目共為 2題。 

四、幼兒的學習狀況： 

包含家中有無人陪伴幼兒從事學習活動、平常陪幼兒學習的時間、幼兒上美語課的

地點、美語課上課的時間、幼兒目前的美語教師、家中陪伴幼兒美語學習的情形、

父母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滿意狀況和家庭平均花在購買幼兒美語學習讀物的金額。 

五、幼兒對美語學習的興趣： 

分為幼兒對學美語的喜好程度和原因、以後學習美語的意願和原因。 

 

貳、 信效度考驗 

 

一、專家效度： 

預試問卷定稿前，為了解本問卷的適用性，首先，請多位從事幼兒教育的專業人員(教

師、主任和園長)進行效度的評定，爾後再請國內之幼兒教育、心理、社會、統計等

專家來評定內容效度，然後再根據所匯集之意見修訂預試問卷。(如附件) 

二、建構效度： 

為確認研究工具中「家長對美語學習的態度」和「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態度」此

二量表的建構效度，將量表的題目，利用主成分萃取(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的

正交轉軸最大極變法進行因素分析，並且各因素的負荷量在0.4以下不予呈現，說明

如下: 

（一）家長本身對美語學習態度量表 

因為在家長對美語學習態度的預試量表中「會美語的感覺比較有學問」為複

雜因子，故將其剔除。再進行一次因素分析，所得的結果如表3.3，在此表中

各因子的累積解釋量達63.585%。將各因子依其性質命名為「負面文化價值觀」

「功利價值觀」、和「學習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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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  預試之家長本身美語學習的態度因素分析結果 

預試的題目 負面文化價值觀 功利價值觀 學習價值觀 

講美語比國語有水準 
大家都在學美語不學就落伍 

說美語比說國語重要 

.888 

.804 

.737 

  

會美語的人薪資比較高 
會講美語的人容易找到工作 

美語強的人容易升遷 

不會美語好像比人差一等 
美語試升學考試的利器 

 .862 
.858 

.753 

.639 

.613 

 

會美語出國比較方便 

美語能增加外界資訊的獲得 
學習美語可以學習他國的文化 

學習美語才跟得上現代腳步 

  .806 

.773 

.714 

.625 

累積解釋量 25.30% 45.19% 63.58% 

    

  （二）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量表 

因素分析之結果如表3.4所示，經轉軸後出現四個因素，依據文獻探討分別命名為

「語言學習價值觀」、「負面學習價值觀」、「實用價值觀」、「多元文化價值觀」，合計

累積解釋量達70.03%。 

 

        表 3.4  預試之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量表因素分析結果 

預試的題目 語言學習 
價值觀 

負面學習
價值觀 

實用 
價值觀 

多元文化 
價值觀 

口音愈能接近母語者的標準 
幼兒記憶力好學習快 

可減輕學習壓力 

心理障礙少 

.663 

.641 

.796 

.798 

   

可能增加幼兒學習負擔 

造成幼兒學習母語干擾 

降低幼兒學習語言的興趣 
混淆幼兒的文化價值觀 

降低幼兒對中國文化的認同 

 .711 

.793 

.454 

.870 

.846 

  

有助於未來幼兒升學 

有助於未來幼兒找工作 

  .855 

.846 

 

 

增加幼兒對其他族群包容和尊重 

增加幼兒對外來文化接受度 

   .842 

.855 

累積解釋量 22.05% 43.15% 57.48% 70.03% 

 

三、信度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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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長本身對美語學習態度量表 

以Cronbach α係數為內部一致性係數，在這3因子的Alpha 值為0.8299，所以，

各因子之間的一致性頗高。其中負面文化價值觀、功利價值觀和學習價值觀的分量信

度係數值分別為0.8144,0.7343及0.7650，結果如下表。 

      

       表 3.5    家長本身美語學習的態度預試信度表 

態度的歸類 預試的題目 分量信度 

講美語比國語有水準 

大家都在學美語不學就落伍 

負面文化價值觀 

說美語比說國語重要 

0.7650 

會美語的人薪資比較高 

會講美語的人容易找到工作 

美語強的人容易升遷 

不會美語好像比人差一等 

功利價值觀 

美語試升學考試的利器 

0.8144 

會美語出國比較方便 

美語能增加外界資訊的獲得 

學習美語可以學習他國的文

化 

學習價值觀 

學習美語才跟得上現代腳步 

0.7343 

Cronbach  係數(內部一致性係數) Alpha=0.8299 

 

  (二)、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量表 

在本量表Cronbach α係數的值達0.8269。分量信度中語言學習觀為0.7554﹔負面

學習觀為0.7877﹔實用價值觀為0.7589﹔多元文化價值觀為0.808。 

      表 3.6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態度預試信度表 
態度的歸類 預試的題目 分量信度 

口音愈能接近母語者的標準 

幼兒記憶力好學習快 

可減輕學習壓力 

語言學習價值觀 

心理障礙少 

0.7554 

可能增加幼兒學習負擔 

造成幼兒學習母語干擾 

降低幼兒學習語言的興趣 

混淆幼兒的文化價值觀 

負面學習價值觀 

降低幼兒對中國文化的認同 

0.7877 

有助於未來幼兒升學 實用價值觀 

有助於未來幼兒找工作 

0.7589 

增加幼兒對其他族群包容和尊重 多元文化價值觀 

增加幼兒對外來文化接受度 

0.8083 

Cronbach  係數(內部一致性係數) Alpha=0.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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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正式問卷 

 

 一、正式問卷內容 

經預試後對於問卷做了數次修正，產生正式問卷。正式問卷內容包括六大部份，擬增

加家長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看法、家長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美語的狀況和家長心目中美

語教師的期望量表等六大部份，分述如下: 

第一部份「家長基本資料」 

將父母的職業在做更細的區分，分為19類。且為將對象更集中在父母親，所以限定

資料由父母之一填答，故將填答者基本資料刪除，以免重複，內容分為填答者性別、

父母年齡、家庭結構、家中最常使用的語言、父母職業和教育、家庭的平均月收入等

共10題。如下述： 

1、性別： 

          以受訪者的性別做測量，迴歸分析時作虛擬變項，以男性為 0，女性為 1。 

2、幼兒父母年齡： 

          以 20-29、30-39、40-49、50-59和 60以上，來測量幼兒父母的年紀，在迴歸 

          分析時，設為虛擬變項，以 20-29歲為對照組。 

3、幼兒父母職業： 

迴歸分析時，為免區分過細，虛擬變項太多，以八十一年行政院主計處公佈的『七

大職業分類』為依據，將本問卷的家長職業合併為七大類。首先，將問卷中教育

工作人員歸為專門技術人員、企業公司負責人(行政主管人員)、監督佐理(行政事

務人員和軍警人員)、買賣工作(商號小生意負責人和行銷業務人員)、服務工作(運

輸服務人員和服務業工作人員)、生產操作(生產作業員、操作勞動、有技術工人

和粗工零工)、農林漁牧，另外，再加上沒有工作(家管和沒有工作)等八類，在迴

歸分析時，將這些變項設為虛擬變項，以家管和沒有工作為對照組。 

       4、幼兒父母教育： 

以受正規學校教育為原則，將各級學校轉換為教育年數來做測量，國小為 6 

年、國中 9年、高中職 12年、專科 14年、大學 16年及研究所 18年，來做 

轉換。 

       5、幼兒家庭平均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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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月收入包含父親和母親的月收入，將其加總為家庭平均月收入，迴歸分析時， 

          區分為 3個等級（50,000以下、50,000-90,000和 90,000以上），設為虛擬變項，

50,000以下為對照組。 

第二部份「家長日常接觸美語經驗」 

本題針對聽說讀寫等部份瞭解家長平常接觸美語的狀況(共7題)，分別以很吻合、吻

合、不吻合、很不吻合和不確定，加以測量問題包括經常收看美語發音的電視節目、

經常收聽美語發音節目(如.ICRT)、經常出國出差或旅遊、不定期自修或定期學習美

語、常常用美語跟我的家人或同事溝通、經常閱讀英文書刊等 7題，以吻合程度加以

給予 4-0分計算。 

第三部份「家長對美語態度」 

分為「家長本身對美語學習態度量表」、「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家長對台灣美

語學習環境的態度」。以自己編製的態度量表作為測量工具，詳如下示: 

1、家長對美語學習的態度： 

根據因素分析的結果，區別為功利價值觀、學習價值觀和負面文化價值觀，有 12

個題目對此作測量，請參照本文附表二的「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問卷」，題目

2.1，每題的得分依照「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不確定」

而分別給予 4-0分。 

2、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態度： 

以因素分析的結果，分為實用價值觀、語言學習觀、多元文化價值觀和負面學習

觀來探討，有 14題對此作測量，請參照本文附表二的「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

問卷」，題目 3.1，每題的得分依照「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

意」、「不確定」而分別給予 4-0分。 

3、家長對於台灣美語學習環境的態度： 

本題對於正式學習美語的年齡、正式課程的教材教法、使用和接觸美語的機會及

學習美語的花費來探討家長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的看法，有 6 題對此作測量，請

參照本文附表二的「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問卷」，題目 2.2，每題的得分依照

「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不確定」而分別給予 4-0分。 

第四部份「家長對幼兒美語期望與選擇」  

       (一)、家長對幼兒美語的期望 

1、家長對幼兒美語教師的期望： 



 27

   本題依照中外籍教師的差別有 6 題對此作測量，請參照本文附表二的「家長對幼

兒美語學習態度問卷」，題 4.2，每題的得分依照「很吻合」、「吻合」、「不吻合」、

「很不吻合」、「不確定」而分別給予 4-0分。 

2、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狀況的滿意程度： 

   本題係詢問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狀況的滿意程度而言，依題目 5.9，區分為「很不

滿 意」、「不滿意」、「滿意」、「很滿意」和「沒意見」以探測家長對幼兒美語的期

望。 

      (二)、家長對幼兒學習美語的選擇 

1、對幼兒美語學習的選擇： 

   本題以假設家長可以選擇的情形下，是否會讓幼兒在學前學習美語、將來送幼兒

出國唸書和移民國外，如果認為會的為 1，不會的為 0。 

2、家長對幼兒園的選擇： 

   區分為最重要、次重要和第三重要，來探知家長的選擇，因素分別為(1)離家近（2）

一般課程（3）美語課程（4）一般師資( 5）美語師資 (6）園所週遭環境(7）經濟

考量（8）辦學理念( 9)園所硬體設備(10 )其它(請註明)等 10項。 

   第五部份「幼兒的學習狀況」 

        1、幼兒有無上幼兒園： 

區分為「有」或「沒有」上幼兒園及上幼兒園人數。 

2、幼兒學習時間： 

包含家人陪幼兒學習的時間、家人陪幼兒學習美語時間、幼兒上美語課的時間，

以一星期為單位，區分五組，分別為 1-5、6-10、11-15、16小時以上、沒有。 

3、幼兒上美語課的地點： 

目前就讀的幼兒園、補習班、家教、其他(可複選)。 

4、幼兒目前的美語教師： 

分別區分上述不同地點的教師，為外籍教師、中籍教師或中外籍教師輪流上課。 

5、平常最主要陪幼兒學習美語的人： 

父母親、祖父母、兄弟姊妹、親戚、傭人、沒有、其他。 

6、家庭平均花費在購買幼兒美語學習讀物的金額： 

0元、1-2,000元、2,001-4,000元、4,001-6,000元、6,001元以上。 

   



 28

第六部份「幼兒學習美語的態度」 

此部份包括幼兒的喜好、幼兒態度和幼兒的選擇，另外，由於預試問卷中，有關長大

後學習的意願原因，家長普遍反應幼兒無法作答，故將其刪除。 

       1、幼兒美語學習態度： 

          共為 9題，題目 6.1由於考慮幼兒的認知能力，以「是」為 2、「不是」為 1、 

         「不知道」為 0，作為回答的選擇。 

       2、幼兒對美語的喜好程度： 

          以「很不喜歡」為 1、「不喜歡」為 2、「喜歡」為 3、「很喜歡」為 4和 

「不知道」為 0，來區分幼兒對美語課的喜好程度。 

       3、幼兒長大後對美語學習的選擇： 

          題目 6.3，詢問幼兒以後長大後，有無意願繼續學習美語，分為「要」為 2、 

「要」為 1和「不知道」為 0。 

二、效度和信度的考驗   

（一）、效度考驗---因素分析 

正式問卷中量表的建構效度，將量表題目，利用主成分萃取(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的正交轉軸最大極變法進行因素分析，茲將因素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1、家長本身對美語學習態度量表 

由於因素分析時，「美語是升學考試的利器」的負荷量在 0.40以下，不予呈現，

故刪除。另外，「不會美語好像比人差一等」，在預試問卷中，歸為功利價值觀，

但在正式問卷中其成份偏於負面文化價值觀，可知其成分不是很穩定，故將其刪

除於正式分析中。 

將兩題不適用題刪除後，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7，累積解釋量達 63.63%。 

         表 3.7  家長本身美語學習的態度因素分析結果 

預試的題目 負面文化價值觀 功利價值觀 學習價值觀 

講美語比國語有水準 
大家都在學美語不學就落伍 

說美語比說國語重要 

.844 

.678 

.718 

  

會美語的人薪資比較高 
會講美語的人容易找到工作 

美語強的人容易升遷 

 .814 
.740 

.830 

 

美語能增加外界資訊的獲得 
學習美語可以學習他國的文化 

學習美語才跟得上現代腳步 

  .740 
.759 

.615 

累積解釋量 38.16% 53.53% 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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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量表 

正式問卷因素分析的結果和預試的因子成分相同，區分為「語言學習價值觀」、「負

面價值觀」、「實用價值觀」和「文化價值觀」，並且正式問卷的累積解釋量達65.39%。 

 

表3.8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態度量表因素分析結果 

預試的題目 語言學習價 

觀 

負面學習

觀 

實用 

價值觀 

多元文化 

價值觀 

口音愈能接近母語者的標準 

幼兒記憶力好學習快 
可減輕學習壓力 

心理障礙少 

.577 

.767 

.838 

.825 

   

可能增加幼兒學習負擔 
造成幼兒學習母語干擾 

降低幼兒學習語言的興趣 

混淆幼兒的文化價值觀 
降低幼兒對中國文化的認同 

 .641 
.804 

.816 

.727 

.673 

  

有助於未來幼兒升學 
有助於未來幼兒找工作 

  .860 
.838 

 

 

增加幼兒對其他族群包容和尊重 
增加幼兒對外來文化的接受度 

   .829 
.839 

累積解釋量 19.90% 38.54% 52.19% 65.39% 

 

   3、家長對幼兒美語教師期望態度量表 

本量表由預試中家長認為幼兒美語教師應具備能力所變化而來，因為預試中多位家

長以複選回答，原有形式無法將家長的真正意義表現出來，於是將其改變成態度量

表，以瞭解家長的真正想法。在對幼兒美語教師期望表中，因素結果顯示結果如下，

分別命名為「以美語系國家為考量因素」和「以教學溝通為考量因素」，該二因素

的累積解釋量達71.05%。 

         

     表3.9    家長對幼兒美語教師的態度量表因素分析 

 美語系國家為考量因素 教學溝通為考量因素 

以美語為母語國家的學歷 

以美語為母語國家的國籍 

有西方臉孔 
道地美國腔 

.840 

.831 

.760 

.759 

 

有豐富的美語教學經驗 
容易和孩子溝通 

 .891 
.874 

累積解釋量 43.12% 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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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度考驗 

正式問卷經以Cronbach Alpha 係數分析，結果如下表，各總量表和分量表的係數均

在0.6以上，顯示有良好的信度。 

 

    表3.10          正式問卷各量表內部一致性Alpha值 

 各成分因素 分量表Alpha

值 

總量表

Alpha值 

學習價值觀 0.7379 

功利價值觀 0.7994 

家長本身美語學習態度量表 

 

負面文化價值觀 0.6616 

0.8413 

負面學習觀 0.7923 

語言學習觀 0.7649 

實用價值觀 0.7623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量表 

多元文化價值觀 0.7862 

0.8057 

以美語系國家為考量因素 0.8237 家長對幼兒美語教師期望態度量表 

以教學溝通為考量因素 0.7566 

0.7899 

 

參、資料處理分析方式與呈現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在進行資料分析處理時，依資料的類別，可分為兩個步驟，

第一部份以「家長背景」和「家長日常接觸美語經驗」為自變項，「家長美語態度」

為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對於資料為二分的類別變項，如「要」「不要」，進行邏輯

迴歸分析，即「家長美語態度」對「家長選擇」、「幼兒選擇」進行邏輯迴歸分析。 

 資料的分析呈現，分為下列幾項步驟： 

(一) 變項之基本統計資料將與以陳列。 

(二) 家長背景變項與日常接觸美語經驗對家長美語態度之迴歸分析。 

(三) 家長態度對美語教師期望的迴歸分析。 

(四) 家長態度對幼兒美語學習選擇的邏輯迴歸。 

(五) 家長態度對幼兒選擇的邏輯迴歸。 

(六) 家長態度對幼兒喜好程度的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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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幼兒園美語課程概況 

  本節訪談內容分別針對，幼兒園有無美語課、美語課程形態、美語上課時數、美語師資

的來源和國籍身分、美語課程開始年度及增加原因。將分述如下: 

 

壹、美語課程的有無 

 在公幼部分目前有上美語課的比率為 15.15%﹔私幼部分為 92.55%，在這部分公私幼差

距相當的大。 

 

  表 4-1.1    高雄市幼兒園美語課程統計表 

 公幼 私幼 

目前有上美語課 10(15.15%) 87(92.55%) 

目前沒有美語課 56(84.85%) 2(2.13%) 

拒答 0(0%) 5(5.32%) 

有效問卷 66 94 

 

貳、美語課程形態與上課時數 

  由表 4-1.2中可知，在幼稚園課程形態方面，目前幼兒園園方將其大約分為二種，分別

為正式課程和才藝課程。正式課程通常為納入正式上課其間，收費包括在月費內，無須額

外繳費﹔才藝課程通常利用正式課程外的時間，通常是在下午放學後，需額外繳費。有效

問卷中將美語列入正式課程的，公幼為 90%，大部份的上課時間是每星期 1堂每堂課 40

分鐘為主；相形之下，私幼將其列為正式課程的有 58.70%（其中同時有正式課程與才藝課

程的私幼比率為 10.87%），大部份上課時間為每星期 2堂，每堂 30分鐘。 

 
  表 4-1.2     高雄市幼兒園課程形態統計表 

 公幼 私幼 

才藝課程 1(10%) 21(22.83%) 

正式課程 9(90%) 44(47.83%) 

正式課程與才藝 0 10(10.87%) 

其他 0 2(2.17%) 

拒答 0 15(16.30%) 

有效問卷 1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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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語師資的來源和身分國籍 

  在幼兒園師資方面的聘請，方式約可分為下列三種，第一種為園方自聘專任美語教

師；第二種由幼教師兼任；第三種由美語連鎖店來負責該園的美語教育，此種方式通常

園方會購買該補習班的美語教材，並由補習班聘任訓練美語教師至該園任教。從表

4-1.3，目前在公私幼自聘美語教師情形普遍，公私幼各有 50%採此模式，另外，在私幼

方面的第二種模式，是與外面補習班合作，比率約 33.70%，但公幼則傾向幼教師兼任。 

 

      表 4-1.3    高雄市幼兒園美語教師聘任統計表 

 公幼 私幼 

園方自聘美語教師 5(50%) 46(50%) 

由幼教師兼任 4(40%) 0 

外面美語聯鎖店負責培訓聘任 1(10%) 31(33.70%) 

拒答 0 15(16.30%) 

有效問卷 10 92 

 

表 4-1.4，在教師上課分配情形方面，目前公私幼在師資的聘請方面傾向於中籍教師

的聘請，比率分別為公幼 60%，私幼為 54.35%；外籍教師的聘任方面，私幼的比率為

28.27%，但值得關切的是，在拒答的 15家中有 7家是強調全美語教學，所以，外師的聘

請方面，應比目前的為高。 

 

         表 4-1.4   高雄市幼兒園教師上課分配情形統計表 

 公幼 私幼 

中籍教師 6(60%) 50(54.35%) 

外籍教師 2(20%) 8(8.70%) 

中外籍教師輪流上課 2(20%) 18(19.57%) 

拒答 0 16(17.39%) 

有效問卷 10 92 

 

肆、美語教學開始年度及原因 

   美語教學開始年度在公幼方面大部份集中在 89年 5家和 88年 4家，最早的一家為

87年；私幼部分最早的為民國 74年，以後陸續有增加，但是在 88年增加最多，有 12

家開始美語課程。 

  在開辦美語課程的原因方面，公幼的開辦原因主要歸為潮流趨勢(80%)及教育理念

(70%)；而私幼方面主要原因則以家長需求(89.3%)，辨學經營理念(69.56%)及潮流趨勢

(61.96%)為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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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長變項概況 

 
本節擬將家長基本背景和家長日常接觸美語經驗的資料作一概括性的描述: 

壹、家長基本背景 

  本問卷的填答者性別，以女性居多，有 71.9% ；男性為 28.1%。父母親的年齡則大部份

集中在 30-39歲之中，分別為 70.1% 和 74.8%。父親教育則以高中、專科和大學程度者為大

多數；母親教育則以高中和專科為大多數。家庭收入則大約集中在 30,000-70,000之間，有

62.3%。           

 

表4-2.1                  家長基本資料之分佈情形表 

性別 父親年齡 母親年齡 

類別 人數(%) 類別 人數(%) 類別 人數(%) 

男 
女 

 

 
 

167(28.1) 
428(71.9) 

 

 
 

20-29 
30-39 

40-49 

50-59 
60以上 

23(3.8) 
424(70.1) 

155(25.6) 

3(0.5) 
0 

20-29 
30-39 

40-49 

50-59 
60以上 

85(14.2) 
449(74.8) 

66(11) 

0 
0 

父親教育 母親教育 家庭月收入 

類別 人數(%) 類別 人數(%) 類別 人數(%) 

不識字 
國小 

國中 

高中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1(0.2) 
8(1.3) 

38(6.3) 

238(39.2) 
172(28.3) 

112(18.5) 

38(6.3) 

不識字 
國小 

國中 

高中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1(0.2) 
5(0.8) 

59(9.7) 

322(53) 
128(21.1) 

80(13.2) 

12(2.0) 

30,000以下 
30,001-50,000 

50,001-70,000 

70,001-90,000 
90,001-110,000 

110,001-130,000 

130,001以上 

36(6.1) 
167(28.2) 

202(34.1) 

92(15.5) 
52(8.8) 

32(5.4) 

12(2.0) 

 

貳、家長日常接觸美語經驗 

對家長日常接觸美語經驗，此次訪查的家長美語學習狀況平均值，除了「收看美語發音

節目」的平均值為 2.12外，均介於「非常不吻合」和「不吻合」之間，由下表可清楚瞭解，

家長普遍使用美語較多的狀況是「收看美語發音的節目」和「不定期自修或定期學習美語」，

出現「很吻合」和「吻合」的頻率分別為 30.9%及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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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2.2                    家長日常生活接觸美語頻率表 

 很吻合(%) 吻合(%) 不吻合(%) 很不吻合(%) 不確定(%) 平均值(註) 

經常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美語 16(2.6) 93(15.4) 380(62.8) 92(15.2) 24(4.0) 1.98 

經常收看美語發音的節目 25(4.1) 162(26.8) 304(50.2) 89(14.7) 25(4.1) 2.12 

經常收聽美語發音的節目 8(1.3) 86(14.1) 356(58.8) 123(20.3) 32(5.3) 1.86 

經常出國出差或旅遊 10(1.7) 47(7.8) 321(53.1) 199(32.9) 28(4.6) 1.69 

不定期自修或定期學習美語 21(3.5) 131(21.7) 290(47.9) 127(21.0) 36(6.0) 1.96 

常常用美語跟我的家人或同事溝通 8(1.3) 49(8.1) 349(57.7) 169(27.9) 30(5.0) 1.73 

我經常閱讀英文書刊 11(1.8) 53(8.8) 327(54.0) 184(30.4) 30(5.0) 1.72 

註: 4-「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0-「不確定」 

 

參、家長對美語學習的態度與期望 

 一、家長對美語學習的態度 

 (一)、家長本身對美語學習的態度 

家長本身對美語學習的態度，由功利價值的觀點、學習價值觀和負面文化價值觀等 12題

組成。由表 4-2.3學習價值觀的平均數 3.30，由此顯示大部分的家長在學習價值的觀點上，認

同美語的學習。然而，在美語能增加外界資訊的獲得(M=3.44)、學習美語才能跟上現代腳步

(M=3.26)和可學習他國文化方面(M=3.18)，持較同意的看法，但到底不學美語是否就落伍了

呢?意見較分歧，平均數界於同意和不同意之間為 2.53;就功利價值的觀點，大部分的家長肯

定會美語在工作上的優勢(會美語的人容易找到工作(M=3.05)，美語強的人容易升遷

(M=2.98)；在文化價值觀方面，講美語比講國語有水準(M=1.98)和能說美語比能說國語重要

(M=2.02)，是大部分的家長所反對的。整體來說美語學習到底重不重要?在平均數為 3.31，且

有 94.7%的家長表示同意或很同意，只有 3.7%表示不同意或很不同意，可見大部份的家長肯

定美語的學習重要性。 

     表 4-2.3           家長本身美語學習的態度 

態度的歸類 題目 很同意

% 

同意 

% 

不同意 

% 

很不同意 

% 

不確定 

% 

平均值 

(註) 

各平均值 

(註) 

講美語比國語有水準 3.1 12.6 66.7 14.1 3.4 1.98 

大家都在學美語不學就落伍 9.9 44.3 37.6 4.9 3.3 2.02 

負面文化價值觀 

說美語比說國語重要 4.4 14.4 62.9 14.9 3.3 2.53 

 

 

2.17 

會美語的人薪資比較高 18.2 40.2 33.2 1.5 6.9 2.61 

會講美語的人容易找到工作 30.2 50.4 15.6 1.3 2.5 3.05 

功利價值觀 

美語強的人容易升遷 4.4 1.0 16.4 48.8 29.4 2.98 

 
 

2.88 

美語能增加外界資訊的獲得 50.2 45.6 3.0 0 1.1 3.44 

學習美語可以學習他國的文化 30.7 61.6 5.3 0.3 2.1 3.18 

學習價值觀 

學習美語才跟得上現代腳步 39.1 53.0 5.1 0.7 2.1 3.26 

 

 

3.30 

 整體來說學美語是很重要 39.9 54.8 3.4 0.3 1.5 3.31  

     註: 4-「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0-「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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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的測量，是由負面學習觀、語言學習觀、實用價值觀、文化價

值觀等14題所組成，由下表可看出家長在幼兒語言學習的觀點上，持同意的看法(M=3.11)，且

家長在實用價值觀點上，亦偏肯定的想法，也就是認為提早讓幼兒學習美語有助於幼兒的升

學和就業(平均數分別為3.02和2.98)。就文化價值方面，家長在這方面也是持較正面的看法。 

但在幼兒負面學習觀方面，家長的意見較分歧，在美語學習會混淆幼兒的文化價值觀方

面，家長較不認同(M=1.94)﹔在增加幼兒學習負擔方面，平均數為2.43，其中有50.4%的家長

認為認為不會造成幼兒的學習負擔，但有45.5%的家長同意會造成幼兒的負擔，有4.1%的家長

不確定。 

就整體而言，由表4-2.4，有87.7%的家長認為有需要讓幼兒提早學習美語，8.8%的家長

認為不需要，由此可見大部分的家長肯定讓幼兒提早學習美語的需要性，而且有86.3%(表

4-2.10)的家長在可以選擇下，會送幼兒在學前學習美語，這個需求造成幼兒園美語課程的增

加。 

 

表 4-2.4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態度 

態度的歸
類 

題目 很同意 
（％） 

同意 
（％） 

不同意 
（％） 

很不同意 
（％） 

不確定 
（%） 

各平均
值 

(註) 

平均值 
(註) 

口音能接近母語者的標準 157（26） 310（51.3） 78（12.9） 6（1） 53（8.8） 2.85 

幼兒記憶力好學習快 260（43） 317（52.5） 19（3.1） 2（.3） 6（1） 3.36 

可減輕學習壓力 177（29.3） 347（57.5） 63（10.4） 5（.8） 12（2） 3.11 

語言學習

觀 

心理障礙少 184（30.5） 337（55.8） 60（9.9） 5（.8） 18（3.0） 3.10 

 

 

 
3.11 

可能增加學習負擔 61（10.1） 214（35.4） 271（44.9） 33（5.5） 25（4.1） 2.42 

造成學習母語干擾 24（4） 120（19.9） 391（64.7） 47（7.8） 22（3.6） 2.13 

降低學習語言的興趣 19（3.1） 84（13.9） 413（68.4） 52（8.6） 36（6.0） 2.00 

混淆的文化價值觀 14（2.3） 77（12.7） 412（68.2） 62（10.3） 39（6.5） 1.94 

負面價值

觀 

降低對中國文化的認同 18（3.0） 93（15.4） 398（65.9） 66（10.9） 29（4.8） 2.01 

 

 

 
 

2.10 

有助於未來幼兒升學 137（22.7） 383（63.4） 58（9.6） 9（1.5） 17（2.8） 3.02 實用價值
觀 有助於未來幼兒找工作 152（25.2） 344（57） 76（12.6） 7（1.2） 25（4.1） 2.98 

 
3.00 

增加對其他族群包容 93（15.4） 397（65.7） 68（11.3） 7（1.2） 39（6.5） 2.82 多元文化
價值觀 增加對外來文化接受度 102（16.9） 426（70.5） 42（7.0） 8（1.3） 26（4.3） 2.94 

 
2.88 

 有需要讓幼兒提早學美語 179（29.6） 351（58.1） 46（7.6） 7（1.2） 21（3.5） 3.09   

    註: 4-「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0-「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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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長對台灣美語環境的態度 

表4-2.5為家長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的態度，平均值愈高，表示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的態

度愈負面，由下表可瞭解，各題的平均值偏向3，可見大部分的家長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的

不滿意，其中有80.3%的家長認為目前正式美語課程教材教法太僵硬，另外更有高達89.9%的

家長認為台灣學習美語的花費很大，整體來說，有84.6%的家長認為台灣的美語學習環境不

佳。 

 

表4-2.5        家長對台灣美語環境的看法 

 很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很不同意% 不確定% 平均值(註) 

正式上美語課的年齡太遲 20.8 59.5 9.4 .7 6.8 2.76 

正式的美語課教材教法太僵硬 20.8 59.5 9.4 .7 9.6 2.81 

台灣環境可使用美語的機會太少 27.6 57.7 10.7 1 3.0 3.06 

台灣學習美語花費很大 37.0 52.9 6.4 .2 3.5 3.20 

台灣的美語學習環境不佳 27.4 57.2 10.7 .7 4.0 3.03 

      註: 4-「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0-「不確定」 

 

二、家長對幼兒美語的概況 

(一)、家長對幼兒美語教師的期望 

到底什麼樣的美語老師才會是家長心目中理想的幼兒美語教師呢?從下表，大部份的家

長認為幼兒美語教師，須有道地美國腔、以美語為母語國家的國籍和學歷，但更重要的是，

家長認為幼兒的美語教師需容易和孩子溝通(97.3%)、有豐富的美語教學經驗（96.5%），家長

的期望是如此，但是遇到選擇時，家長會如何抉擇呢?這一部份，將在下面有關家長選擇的

部分深入探討。 

       

表4-2.6      家長對幼兒美語教師的期望 

 很吻合 

(%) 

吻合 

(%) 

不吻合 

(%) 

很不吻合

(%) 

不確定 

(%) 

平均數 

道地美語腔 125(20.8) 270(44.9) 142(23.6) 9(1.5) 55(9.2) 2.67 

有西方的臉孔 38(6.3) 162(27.0) 288(47.9) 36(6.0) 77(12.8) 2.08 

以美語為母語國家的國籍 109(18.1) 297(49.4) 136(22.6) 9(1.5) 50(8.3) 2.68 

以美語為母語國家的學歷 113(18.6) 307(51.1) 124(20.6) 10(1.7) 47(7.8) 2.71 

容易和孩子溝通 351(58.4) 233(38.8) 6(1.0) 0 11(1.8) 3.52 

有豐富的美語教學經驗 369(61.4) 211(35.1) 4(0.7) 8(1.3) 9(1.5)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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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幼兒美語學習的現況 

根據本次問卷調查的有效樣本中，共有66.3%的幼兒目前有上美語課，在有上美語課的

幼兒當中有81%的幼兒每星期上美語課的時間為1-5個小時，14.5%的幼兒為6-10小時，其中大

部份幼兒美語課上課地點是在幼兒園。另外，由表4-2.8，在幼兒美語教師方面，幼兒園中，

以中籍教師居多、中外籍教師輪流上課次之，外籍教師再次之﹔補習班方面，則以中外籍教

師輪流居多、外籍教師次之，中籍教師再次之。 

   表4-2.7    幼兒上美語課的現況 

幼兒上美語課  

沒有 33.70% 

66.35% 

每星期1-5小時 81.0% 

每星期6-10小時 14.5% 

每星期11-15小時 3.8% 

有 

每星期16小時以上 .8% 

   

   表4-2.8   目前幼兒學習美語及教師現況 

美語教師  有上美語課(%) 
(可重複選擇) 中籍教師(%) 外籍教師(%) 中外籍教師輪

流(%) 

就讀的幼兒園 369(92.5) 226(56.8) 64(16.1) 79(19.8) 

補習班 64(16) 18(4.5) 22(5.5) 24(6.0) 

家教 9(1.8) 6(1.0) 3(0.8) 0 

 

（三）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投入 

在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投資方面(表4-2.9)，平常沒有陪幼兒學習美語的家庭約30.3%，

有陪幼兒學習美語約69.7%，學習時間以每星期陪幼兒學習美語1-5小時居多，為60.2%﹔其中

最主要陪幼兒學習美語的人是父母親，為77.4%。在平均每個月花在購買幼兒美語讀物方面，

有44.2%的家庭是零；另外，有47.8%的家長，每個月約平均花1-2000元﹔6.9%的家長為

2001-4000元。 

由此可以歸納出，大部份的家長平均每星期1-5小時陪幼兒學習美語，每個月平均花

1-2000元購買幼兒美語學習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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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2.9 家庭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投入 

家人陪幼兒美語學習時間 有效% 

沒有 30.3 

1-5小時 60.2 

6-10小時 7.8 

11-15小時 1.8 

平常最主要陪幼兒學習美語的人  

沒有 13.1 

父母親 77.4 

祖父母 .8 

兄弟姊妹 7.5 

親戚          1.0 

傭人 .3 

家庭平均每個月購買幼兒美語讀物金
額 

 

沒有 44.2 

1-2,000 47.8 

2,001-4,000 6.9 

4,001-6,000          1.0 

 

(四)家長對幼兒美語的滿意度 

在家長對幼兒目前美語學習的滿意度方面，表示「非常滿意」的有2.3%，「滿意」

的有52.3%，「不滿意」的有26.3%，「非常不滿意」的有3.0%，「沒意見」的有15.7%，有

55%家長對幼兒的美語學習表示滿意，但有29.3%的家長認為幼兒的美語學習不盡理想。 

表4-2.10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滿意度 

 次數(%) 
沒意見 62(15.7) 
很不滿意 12(3.0) 

不滿意 104(26.3) 
滿意 208(52.7) 
非常滿意 9(2.3) 
總和 395 

 

肆、家長對幼兒美語的選擇 

一、家長送幼兒在小學前學美語的選擇 

由表4-2.11中，在家長送幼兒學前學習美語的選擇，有86.3%的家長會送幼兒學習美

語，13.7%則不會。 



 39

二、家長將來送幼兒出國唸書的選擇 

下表中，有37.8%的家長會選擇將來送幼兒出國唸書，62.2%則不會。 

三、家長移民國外的選擇 

下表中，有14.1%家長會選擇移民國外，85.9%的家長不會。 

        表4-2.11        家長的選擇表 

會 不會 總和  

次數(%) 次數(%) 次數(%) 

送幼兒小學前學美語 522(86.3) 83(13.7) 605 

送幼兒將來出國唸書 228(37.8) 375(62.2) 603 

移民國外 85(14.1) 518(85.9) 603 

 

四、家長對幼兒美語教師的選擇 

表4-2.12中，64.45%的家長希望幼兒的美語教師為中外籍輪流上課，26.2%希望為外

籍教師，6.9%希望為中籍教師，再從前面表4-2.6中，有97.3%的家長認為幼兒的美語

教師需容易和孩子溝通，綜合這些條件來看，在台灣教學的外籍教師中，受幼教專

業訓練的外籍老師能和孩子容易溝通的比例又有多少呢?是值得我們深究的。 

      表4-2.12 家長希望的幼兒美語教師 

 次數(%) 

外籍教師 155(26.2) 

中籍教師 41(6.9) 

中外籍教師輪流上課 381(64.4) 

其他 15(2.5) 

總和 592 

 

伍、幼兒對美語學習的態度與選擇 

 一、幼兒對美語學習的態度 

幼兒心目中的美語課程是如何的呢?由於考量幼兒的認知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故將

「幼兒美語學習態度量表」以「是」(給分2)、「不是」(給分1)和不知道(給分0)，針對有

學習美語的幼兒來測量，有效問卷為402份。如下表，可知大部份的幼兒認為美語課是「好

玩有趣」（86.4%）、「爸媽會很高興的」（65.5%）、「老師會給我獎品和說我很棒的」

（69.2%）、「可以學到好多東西」（80.9%）。 

由此可見，若從學習興趣和實用價值方面，幼兒對於美語學習有相當大的肯定(美語

是好玩有趣的86.5%，美語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81%)，而且大部份的幼兒喜歡父母和老

師在幼兒學習美語時的肯定﹔幼兒對美語教師方面，在「中國老師比較好」方面，「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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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有效比率為26.2%，「不是」的有效比率為21.3%，「是」的有效比率為52.5%﹔「外

國老師比較好」方面，「不知道」20.2%、「不是」29.4%，「是」38.7%，由此可看，中籍

教師在幼兒的心目中稍微領先外籍教師，但從家長對教師的選擇方面，只有6.9%希望未

來的幼兒美語教師為中籍教師，這其中的不一致，是否透露了外籍教師雖然是家長的最

愛，但他們在與幼兒溝通方面較差呢?或者他們對幼兒的專業領域方面較弱呢?是值得我

們深思的。 

表4-2.13   幼兒對美語的態度 

 是 
(%) 

不是 
(%) 

不知道 
(%) 

好玩有趣 86.4 8.1 5.5 

很神氣的 38.9 46.0 15.1 

爸媽會很高興 65.5 18.5 16.0 

老師會給我獎品和說我很棒 69.2 22.2 8.6 

聽不懂 27.7 59.0 13.3 

不能講中文的 34.2 50.1 15.7 

可以學到好多東西 80.9 7.6 11.5 

中國老師比較好 52.5 21.4 26.1 

外國老師比效好 38.9 29.2 31.9 

     

二、幼兒對美語學習的喜歡程度和將來美語學習的選擇 

在幼兒對美語課的喜歡程度方面，有31.5%的幼兒表示「很喜歡」，53.6%的幼兒認

為「喜歡」，所以，有85.1%的幼兒對美語課是抱持正面的態度。 

至於幼兒將來學習美語的意願方面，82.6％的幼兒有意願將來要學美語，只有9.9%

的幼兒不要。 

表4-2.14 幼兒對美語的喜好和選擇 

幼兒喜歡上美語課的程度 次數(%) 

不知道 11(2.9) 

很不喜歡 4(1.0) 

不喜歡 42(10.9) 

喜歡 206(53.6) 

很喜歡 121(31.5) 

幼兒長大後學習美語的意願  

不知道 29(7.6) 

要 317(82.6) 

不要 38(9.9) 

伍、小結 

綜上所述，就家長態度而言，發現家長對本身美語學習和對幼兒美語學習中，最肯定

學習價值觀點，然而在對台灣美語環境的看法，大部份的家長認為台灣學習美語的花費很



 41

大。就滿意度而言，家長對幼兒目前美語學習狀況的滿意度為55%，但仍有近29.9%的家長

對幼兒美語不甚滿意，對照幼兒的美語學習喜歡程度而言，幼兒習歡上美語課的比率為

85.1%，將來學習美語的意願為82.6%，相形之下，家長的態度和幼兒的態度之間出現了落

差，這中間是家長本身對幼兒的要求較高，還是家長覺得付出和成效之間的落差所致?另

外，在幼兒的美語教師方面，家長希望幼兒的美語教師是外籍老師的有26.2%，中籍教師的

為6.9%，而幼兒認為中籍教師比較好的比率為52.5%，外籍教師比較好的比率為38.7%，所

以，顯然地家長和幼兒心目中的美語教師是有些出入的，這其中當然涉及到目前幼兒美語

教師以中籍老師為大多數，但是中外籍教師本身與幼兒的溝通和上課態度的差異，造成幼

兒態度的不同，亦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第三節 家長態度與選擇的影響因素之探討 

壹、 家長態度因素之探討 

在家長態度部份，本節將使用迴歸分析家長背景因素對家長美語態度之間關係的探討。

首先，將問卷中家長本身美語學習態度量表、家長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態度量表和家長對幼

兒美語學習態度量表中，各題目分別做加總為依變項，再對自變項中家庭的父母親年齡、家

庭收入、家庭的父母職業作虛擬變項，分別以父母年齡20-29、家庭收入50,000以下、父母職

業-沒有工作為對照組，詳細結果將如下述。 

一、 家長的背景和日常美語使用狀況對家長美語學習態度之探討 

(一)、家長背景和日常美語接觸經驗對 家長本身美語學習態度 

  首先，由下表模型A，家庭雙親的年齡在迴歸分析中，就年齡來看，父親是30-39歲和40

歲以上的家庭相較父親是20-29歲的家庭這一組，在家長本身美語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B之

估計值分別為-3.57和-5.15，換言之，父親年齡在20-29歲的家庭，家長對本身學習美語的態度

是比較肯定﹔然而，父親年齡是30-39歲和40歲以上的家庭這兩組，家長對美語學習抱持較不

贊同的態度。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越年輕父親的家庭，家長對美語學習的態度越肯定。 

 就家庭中母親的年齡來看，B之估計值，30-39歲和40歲以上分別為0.12和-0.37，但並未

達顯著水準，所以，家庭中母親的年齡對家長美語學習態度似乎沒有影響。 

其次，就家庭收入而言，收入50,000-90,000這一組與收入50,000以下的家庭在美語學習態

度達顯著差異水準，B之估計值為1.45，所以，經濟狀況較中等的家庭，對美語學習抱持較

肯定的態度。但家庭收入最高的一組，則不顯著，可能是因為他們的收入已經夠高，不以美

語來增進人力資本的需要，因此，對於學習美語的態度與低收入家庭沒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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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父親的教育年數對家長美語學習態度產生顯著差異，B值為-0.31，表示家庭中父

親教育越高，家長對美語學習是抱持比較不肯定的態度，再進一步的深入探討，從家庭中父

親教育年數對家長本身美語的負面文化價值觀產生顯著的負相關，表示家庭中的父親教育年

數愈長越不同意講美語比國語有水準、會說美語比說國語重要和大家多在學美語不學就落

伍，這是否代表著家中的父親教育愈高，家庭中較能意識到目前美語學習的消費文化，被「過

度模擬」或「同質化」的可能危機呢?(Waters, 2000; Crook et al,1992)。 

家長日常接觸美語經驗對家長美語學習態度產生顯著的差異，B值為0.21，即日常生活

中接觸美語越頻繁的家長，對美語的學習態度越抱持同意的態度。 

    

表4-3.1         家長美語學習態度迴歸分析表 

家長本身美語學習 
B(t值) 

 

家長對台灣美語環境 
B(t值)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 
B(t值) 

  依變項(態度) 
 

自變項 

 
模型A    模型B 模型C 

(常數) 

父親年齡20-29(對照組) 
父親年齡30-39 

父親年齡40以上 

37.03 

 
-3.57(-2.63)* 

-5.15(-3.46)* 

14.89 

 
-1.21（-1.40） 

-1.97（-2.09）* 

33.98 

 
-.50（-.31） 

-.85（-.48） 

母親年齡20-29(對照組) 

母親年齡30-39 

母親年齡40以上 

 

.12（.14） 

-.37（-.3） 

 

-.13（-.24） 

.47（.60） 

 

-.20（-.21） 

-.12（-.08） 

家庭收入50,000以下(對照組) 

家庭收入50,000-90,000 

家庭收入90,000以上 

 

1.45（2.46）* 

1.20（1.36） 

 

1.14（3.06）* 

1（1.78） 

 

1.46（2.05）* 

1.82（1.70） 

父職(沒有工作)(對照組) 

父職(專門技術人員) 
父職(行政主管人員) 

父職(監督佐理) 

父職(服務工作) 
父職(生產操作) 

 

.443（.52） 
.11（.94） 

.50（.55） 

-.92（-1.08） 
-.36（-.47） 

 

-.38（-.70） 
.46（.53） 

-.13（-.24） 

-.39（-.73） 
-.59（-1.20） 

 

-1.11（-1.09） 
1.67（1.02） 

.64（.62） 

-.28（-.28） 
-.26（-.28） 

母職(沒有工作)(對照組) 

母職(專門技術人員) 
母職(行政主管人員) 

母職(監督佐理) 

母職(服務工作) 
母職(生產操作) 

 

-.79（-.90） 
.82（.38） 

-.53（-.68） 

.39（.56） 
1.14（.74） 

 

.13（.23） 
-1.31（-.88） 

-.11（-.23） 

-.11（-.26） 
-2.66（-2.72）* 

 

-1.12（-.07） 
0.004（0.02） 

-1.33（-1.43） 

-.31（-.38） 
-.93（-.50） 

父親教育年數 
母親教育年數 

-.31（-2.09）* 
.01（.48） 

.01（.66） 
.15（1.44） 

-.33（-1.85） 
.68（3.46）* 

家長日常接觸美語經驗 .21（.30）* .11（2.80）* .21（2.79）* 

樣本數 

R平方 

       602 

.08 

       602 

.12 

       601 

.07 

        註 * p <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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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長背景和日常美語接觸經驗對 家長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態度 

就表4-3.1模型B而言，由於問卷題目皆為負向題，所以，在年齡方面，家庭中父親是40

歲以上這一組相對於對照組達顯著差異水準，表示父親在40歲以上的家庭對於台灣美語學

習環境持滿意的態度。 

就母親年齡方面，未達顯著水準，可見家庭中母親年齡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態度似乎

沒有差異。 

其次，就家庭的收入而言，其中50,000-90,000這一組達顯著差異，B值為1.14，所以，

這一組相較於其他兩組，對台灣美語環境最不滿意。進一步深入探討，家庭收入與會移民

國外的交叉表中，可以發現有14%的人會想移民國外，在全部想要移民國外的82個人中，

家庭收入在50,000以下的有26個(31.7%)、50,000-90,000的有38個(46.3%)、90,000以上的有18

個(22.0%)，可知50,000-90,000這一組想移民國外的比率高於其他兩組，而且50,000-90,000這

一組在之前A模型中，他們對美語學習的肯定也高於其他兩組，可以瞭解的是他們對美語

學習的期望想必比較高，然而，相對的，是否由於高期望會產生高需求，當需求無法滿足

時，會產生較大的落差，而導致他們想移民的意願提高呢? 

就父母職業而言，以沒有工作和家管這一組為對照組，其中家庭中母親職業為生產操

作者，達顯著差異水準，B之估計值為-2.66，其他皆未達顯著差異水準。也就是說，家庭中

母親的職業為生產操作者，對台灣美語環境抱持著較滿意的態度。 

家長日常接觸美語經驗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的態度，有顯著差異產生，B值為0.110，

表示日常接觸美語越頻繁的家長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越不滿意。 

 

（三）、家長背景和日常美語接觸經驗對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 

就表4-3.1中的模型C，首先，有關家長年齡，皆未達顯著差異水準，換言之，他們的態

度沒有很大的差異，故其影響有限。 

其次，就家庭收入而言，家庭收入50,000-90,000這一組相對於家庭收入50,000以下的對照

組，產生顯著差異水準，換言之，中等收入的家庭對幼兒美語學習抱持較肯定的態度，是

否代表著，幼兒美語教育對中等收入家庭而言，有提昇幼兒未來人力資本的作用，然而，

對於高收入家庭，因為家長的人力資本本來就比較高，所以，無需透過幼兒美語學習來提

昇幼兒的人力資本，所以，高收入家庭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然而，家庭中父母職業並未產生顯著差異的不同。就家庭中母親的職業，相較於沒有

工作的對照組而言，B之估計值除了母親為專門技術人員之外，均呈現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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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父母親的教育而言，母親教育年數越長的家庭，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抱持越肯

定的態度，是否代表著，家庭中母親的教育對幼兒美語學習中佔有重要的影響地位，

然而，父親的教育未達顯著水準。 

家長日常接觸美語的經驗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態度產生顯著的差異，即日常生活中接觸

美語頻率越高的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態度越肯定。 

 

(四)、小結 

從上述A、B、C模型中，可以發現中等收入家庭的家長不論在本身美語學習、台灣美

語環境和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態度均有顯著不同，換言之，中收入家庭的家長對本身美語學

習態度和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持肯定的態度，並且不滿意台灣美語環境態度。 

其次，日常美語接觸經驗對家長的態度皆產生顯著的差異水準，即日常接觸美語越頻

繁的家長對本身美語學習態度和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越肯定，但對台灣美語環境態度越不

滿意。 

另外，父親愈年輕和父親教育愈高的家庭，家長對本身美語學習抱持較肯定的態度﹔

母親職業是生產操作人員和父親年齡在40歲以上的家庭，家長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愈滿

意，並且，母親教育愈高的家庭，家長對幼兒學習美語越抱持肯定的態度。 

 

貳、 家長對美語師資期望 

    一、家長美語學習態度 對 幼兒美語師資的期望 

  在家長對幼兒美語師資的期望方面，分析過程分別將家長的態度對師資期望的兩個因

子(以美語系國家為考量因素、以教學溝通為考量因素)作迴歸分析，結果如表4.3-2。首先，

就「以美語系國家為考量因素」而言，其中家長本身美語態度的「負面文化價值觀」、家長

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的「負面學習觀」、「實用價值觀」和家長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態度，

產生顯著差異的不同。換言之，當家長在「負面文化價值觀」、「實用價值觀」、「負面學習

觀」上愈抱持肯定的態度和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抱持不滿意態度，越注重美語教師的道地

口音、西方臉孔、以美語為母語國家的國籍和學歷。 

其次，以「教學溝通為考量因素」而言，家長在「學習價值觀」、「負面文化價值觀」、

「語言學習觀」和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的態度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再從B值的正負符號，

可以發現，當家長對「學習價值觀」、「語言學習觀」越抱持肯定的態度和對「負面文化價

值觀」抱持不肯定的態度及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不滿意時，越注重美語教師是否容易和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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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溝通及教學經驗。 

綜合而言，差別之處如下詳述，第一點，家長越肯定「負面文化價值觀點」，越注重美

語教師的道地口音、西方臉孔、以美語為母語國家的國籍和學歷﹔相對的，家長越不肯定

「負面文化價值觀點」，則越注重美語教師是否容易和孩子溝通及教學經驗，所以，當家長

對於講美語比國於有水準、能說美語比說國語重要、大家多在學美語不學就落伍持肯定的

態度時，則越注重美語教師外在形式上的條件，是否家長想要藉著外在的形式，補償其自

卑心，並進一步提昇幼兒的身分和地位呢？ 

第二點，除了上述的負面文化價值觀點以外，對「負面學習」和「實用價值」越肯定

的家長，對美語教師以「美語系國家考量」越注重﹔當家長越肯定「學習價值」、「語言學

習」，對美語教師的「教學溝通考量」越注重，所以，可以發現考慮幼兒美語學習負面價值

和幼兒未來升學就業的家長，越注重美語教師的口音、國籍、學歷和長相﹔若是考慮語言

學習觀點的家長，他們越注重美語教師的教學經驗和與幼兒溝通的能力。 

此外，當家長對台灣美語環境越不滿意時，對美語教師在「美語系國家考量」「教學溝

通考量」上，均達顯著差異，簡言之，當家長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越不滿意時，對美語教

師的各方面期望就越高。 

 

表4.3-2      家長態度對幼兒美語教師的期望迴歸分析表 

  以美語系國家為考量因素 

B(Beta) 

以教學溝通為考量因素 

B(Beta) 

學習價值觀 .646（.097） .500（.203）* 

功利價值觀 .05（.012） .007（.739） 

家長本身美語學習態度 

負面文化價值觀 .672（.119）* -.379（-.181）* 

負面學習價值觀 .467（.094）* .122（.067） 

語言學習價值觀 .0.06（.012） .220（.114）* 

實用價值觀 .462（.102）* .005（.033）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 

多元文化價值觀 .007（.017） .0004（0.003） 

家長對台灣美語環境態度  .191(.216)* 0.04(0.146)* 

 R平方 .156 .202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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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結 

家長對幼兒美語教師的期待方面，當家長認為美語學習比國語學習重要(負面文化

價值觀)並且有助於幼兒未來的升學和就業(實用價值觀)，但是擔心台灣美語環境不佳、

美語學習可能增加幼兒的學習負擔及造成母語干擾等較負向的看法(負面學習價值觀)

時，在美語教師的期望，會較注重口音、國籍和學歷(以美語系國家為考量因素)。當家

長認為美語可以輔助學習(學習價值觀)且幼兒越早學有助幼兒發音的準確及記憶(語言

學習價值觀)，但是擔心台灣美語環境不佳和對於學美語比學國語重要及有水準不肯定

(負面文化價值觀)時，家長會越注重幼兒美語教師的溝通能力和教學經驗。 

 

參、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選擇 

一、 家長美語學習態度 對 幼兒美語學習的選擇 

(一)、態度 對 送幼兒小學前學習美語 

由表4.3-4，家長的態度對送幼兒在小學前學習美語方面，家長本身的學習價值觀

(R=.0853)、家長對幼兒的語言學習觀(R=0.0787)和實用價值觀(R=0.0718)，達到顯著水準，

由R值的正負符號可知，家長在本身「學習價值觀」、對「幼兒語言學習觀」和「實用價

值觀」方面抱持越肯定的態度，則選擇送幼兒在小學前學習美語的比率就愈高。換言之，

若家長愈肯定「學習美語可以學習他國文化」、「美語能增加外界資訊的獲得」和「學習

美語才跟得上現代腳步」，則送幼兒在小學前學習美語的機率增加﹔而對幼兒的態度方

面，家長越肯定「口音愈能接近母語者的標準」「幼兒記憶力好學習快」「可減輕學習壓

力」和「心理障礙少」及「有助於幼兒未來升學」、「有助於幼兒未來找工作」等觀點，

越會選擇提早送幼兒學美語。 

由上可知，雖然家長送幼兒在小學前學習美語，有一部份是基於「學習」的觀點，

但不容否認的，仍有一部份的家長是基於「功利的教育價值觀」(阮碧繡，2000)來判斷

是否送幼兒學美語，若家長是基於這種觀念，來期望幼兒「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這

對於可能還不瞭解什麼是「升學」的幼兒而言，是否會提前送壓力給幼兒，讓他們及早

感受學習美語的挫折，進而影響以後學習美語的動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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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4 家長態度對送幼兒在小學前學習美語邏輯迴歸分析表 

              送幼兒在小學前學習美語 

 B R Sig.  

家長本身對美語學習態度 

 功利價值觀 

 學習價值觀 
 負面文化價值觀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 

 實用價值觀 
 語言學習價值觀 

 多元文化價值觀 

 負面學習價值觀 
家長對台灣美語環境態度 

 

-.1703 

.7875 

.0031 

 

.3908 

.4955 

-.0442 

.3678 
-.0004 

 

.0000 

.0853 

.0000 

 

.0723 

.0787 

.0000 

.0554 

.0000 

 

.4979 

.0192* 

.9905 

 

.0338* 

.0259* 

.8073 

.0625 

.9922 

          *p<0.05 

 

(二)、態度 對 送幼兒將來出國唸書 

近年來，出國留學蔚為風潮，到底是股什麼樣的原因，讓家長願意與孩子分離，

送他們出國留學，家長送幼兒將來出國留學的原動力是如何呢？由下表可知，當家

長對美語是重要的學習工具越肯定和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環境越不滿意，將愈願意

送幼兒將來出國留學。 

      

  表4.3-5   家長態度對送幼兒將來出國唸書邏輯迴歸分析表 

              送幼兒將來出國唸書 

 B R Sig.  

家長本身對美語學習態度 

 功利價值觀 

 學習價值觀 
 負面文化價值觀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 
 實用價值觀 

 語言學習價值觀 

 多元文化價值觀 
 負面學習價值觀 

家長對台灣美語環境態度 

 

-.1164 

.5624 

.0822 

 

 
.1113 

.2258 

.0136 

.0202 

.0627 

 

.0000 

.056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580 

 

.5226 

.0335* 

.6648 

 

 
.4618 

.1976 

.9197 

.8926 

.0308* 

        *p<0.05 

 

   三、小結 

當家長認為美語是重要的學習工具，並有助幼兒將來的學習及升學就業，越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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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送幼兒在小學前學習美語。 

當家長肯定美語學習的重要性和對台灣美語環境越不滿意，家長越會想將來送幼

兒出國唸書。 

 

肆、 幼兒對美語的態度和選擇 

一、家長態度 對 幼兒美語喜好的影響 

家長態度中，以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和幼兒上美語課喜好程度方面，達相關顯著

(Pearson相關係數0.148)，換言之，當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愈肯定時，幼兒對上美

語課的喜歡程度愈高。 

 

二、家長態度 對 幼兒將來美語學習的選擇 

從表4-3.6，家長本身的負面文化價值觀點R值為-0.920和語言學習價值觀點R值為

-.0896，在邏輯迴歸上達顯著效果，由其正負符號可瞭解，當家長有「能說美語比能

說國語重要」、「講美語比講國語有水準」和「大家都在學美語不學就落伍」的心態時，

幼兒將來繼續學習美語的意願較弱。另外，家長對幼兒語言學習價值方面，呈現的R

值也是負號，即家長愈肯定「幼兒語言學習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幼兒長大繼續學美

語的意願不強，但從表4-2.4可以發現，家長對「幼兒語言學習價值觀」的平均值達3.11，

可見大部分的家長都同意語言學習的觀點，然而，在幼兒的心目中卻產生了長大不願

意繼續學的想法，是否我們可以說，當學習變成是父母的意願或著是比較或文化自卑

的心態時，對幼兒而言可能產生反效果，而這種情形可能影響到幼兒將來學習興趣。 

從本研究的結果，可進一步的證實，阮碧繡在「幼兒美語班盛行下的文化省思」

(2000)中，所提出目前幼兒美語盛行的論點，進一步地，我們可以瞭解若家長鼓勵幼

兒學習美語是基於「負面文化價值的觀點」時，可能會讓幼兒學習美語產生反感，進

而降低以後學習美語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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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3.6家長態度對將來長大繼續學習美語邏輯迴歸分析表 

              將來長大繼續學習美語 

 B R Sig.  

家長本身對美語學習態度 

 功利價值觀 

 學習價值觀 
 負面文化價值觀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 

 實用價值觀 
 語言學習價值觀 

 多元文化價值觀 

 負面學習觀 
家長對台灣美語環境態度 

 

.4063 

.6420 
-.7635 

 

.3477 
-.7504 

-.1370 

.2869 

.0508 

 

.0000 

.0000 
-.0920 

 

.0000 
-.0896 

.0000 

.0000 

.0000 

 

.2213 

.1619 

.0444* 

 

.2241 

.0472* 

.6307 

.3081 

.2876 

 *p<0.05 

 

三、小結 

家長在「幼兒美語學習」持肯定的態度，則幼兒會越喜歡上美語課。可是，在幼

兒以後學習意願方面，如果家長抱持文化自卑和比較的心理(負面文化價值觀)且越肯

定幼兒提早學沒有壓力學得越好(語言學習價值觀)，則幼兒長大以後比較不願繼續學

習美語，雖然幼兒年紀小，對未來的理解有限，但是他們目前散發出來的心聲是值得

家長警惕的。 

 

第四節 討論 
 

本節將綜合上述的分析，針對幼兒園美語課程、家長背景變項、美語教師的期待、

幼兒美語學習的探討及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選擇與期望，做一綜合性討論。 

 

壹、 幼兒園美語課程的探討 

在高雄市幼兒園美語課程方面，目前公立幼兒園(15.15%)和私立幼兒園(92.55%)，

有美語課程，可見公私幼相差懸殊，在私幼方面，各校美語課程的安排和時間不盡相同；

在公幼方面，美語課程的安排比較著重幼兒教師的興趣和校長的教學理念，這中間當然

涉及公幼和私幼在整個組織和規範的不同，然而在教育部規定幼稚園課程的六大領域

裡，雖然有語文這一部份，但是第二外語學習部份仍無詳細的規範可遵守，各校在定義

方面亦有所不同，到底第二外語包不包括在六大領域的語文中呢?目前仍是眾說紛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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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以明確的知道的是，為保障幼兒教育的品質，合格的幼兒教師需透過教育培訓機

構，修習幼稚教育學分，並經實習才可任教，但是，目前幼兒園的美語課程充斥，尤其

是私立幼兒園，甚至有美語實驗班，上美語的課程幾乎有半天以上的時間，這些美語教

師，是從何而來呢?根據本研究的調查，在公立幼兒園方面，有 40%是幼教師兼任，60%

是另外聘任美語教師，在私幼方面幼教師兼任的比率是零，也就是說，在私立幼兒園的

美語教師幾乎都另外聘任的，這不經讓人質疑，這些外聘的美語教師裡有多少是合格幼

稚園教師呢?那為什麼園方會讓沒有幼教專長的教師，來擔任幼兒的美語課程呢?再從本

研究中，發現私立幼兒園開始美語課程的原因有 89.3%是因為家長的需求，的確，在競

爭激烈的招生中，家長選擇幼兒園的依據就變成園方所訴求的重點，在「家長對幼兒美

語學習態度問卷」中，家長選擇幼兒園的第三重要因素，有一部份的家長認為美語課程

是選擇幼兒園的因素，然而，當離家近、園所設備等因素，各園所都在差不多水準時，

美語課程的安排就變成園所之間的必爭之地。 

另外，近來幼兒園紛紛打出外籍教師牌來招攬學生，但目前尚無任何的的法令可

循「幼兒園可聘任外籍教師任課」，有些園所透過自己設立補習班的名義申請外籍教師

的工作證，有些則透過與連鎖的補習班申請，更有些請的是兼職非法外籍教師，然而，

外籍教師在高雄市補習班申請登記的人數為 822 人，目前高雄已立案外語類補習班為

332 家佔已立案所有類別補習班家數約 37%(高雄市教育局網站八十九年十一月六

日)。以目前的情形來看，平均每一家補習班中約有 2個外籍教師。然而這個統計資料

尚未包括那些拿觀光簽證的外籍教師。就中籍教師部份，園所通常透過自己聘任專任

或兼任的美語教師或和連鎖店合作，買他們的教材，連鎖店代為應徵訓練美語教師，

打開報紙，通常園所或聯鎖店應徵的美語教師資格通常需英語科系或美語教學經驗，

但想一想，對於一些標榜美語課程有半天以上的幼兒園，這些教師中有多少人曾修過

幼兒教育學分或本身幼教系出身的？他們的幼教概念有多少?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貳、 家長背景變項之探討 

從以上的研究發現，中等收入家庭在迴歸分析中，對美語態度皆產生顯著的差異

水準，換言之，中等收入家庭的家長對本身美語學習態度和幼兒美語學習態度，表現出

顯著的肯定，然而，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卻顯著地不滿意，這中間是否意味著，中等收

入的家庭介於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間，他們想要進入高收入之列，卻又害怕變成低收入，

他們無法像高收入家庭，能夠提供幼兒一個絕對穩當的資本，於是，他們會在他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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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物資本範圍內，贊成幼兒美語學習，以鞏固幼兒未來人力資本的競爭實力。 

然而，由於中收入的家庭在本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美語學習持的是較肯定的

態度，他們對美語的注重造成了對美語學習較高的期望，然而，相對的失望就越大，導

致他們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的不滿意。 

另外，母親的教育年數在對幼兒的美語學習方面，出現達顯著水準的不同，換言之，

高教育的母親對幼兒美語教育的態度越肯定，顯示出母親在對幼兒的美語教育方面，是

有顯著的影響力的。 

除此之外，不同年齡層的父親，在家長本身美語學習和對台灣美語環境上所持的

態度有所不同。在家長本身美語學習態度方面，年齡越大的父親對本身美語學習越持不

肯定的態度，是否代表著不同年齡，在受教育中或從社會上，感受到美語的重要性，產

生了不同，就如目前美語、電腦等課程不斷地向下延伸一樣，反映出年紀輕的父親感受

到全球化所帶來的美語需求強於年紀大的父親。然而，在美語學習環境方面，年齡 40

歲以上的家長，對台灣美語環境是抱持比較滿意的態度，也許從他們以往美語學習環境

相較於目前的美語環境是改善許多的。 

 

參、家長對幼兒美語教師的期待 

當家長考量愈多幼兒未來的升學和就業、美語學習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學美語就

落伍和台灣美語環境時，會越注重美語教師的口音、臉孔、求學國家和國籍，是否可

進一步的解釋當家長越注重外在的競爭時，越會注重上述的條件。但家長若是站在語

言學習觀點上，他們越會注重美語教師的教學溝通技巧，所以，這一類的家長比較注

重幼兒美語學習的身心發展。但是從幼兒長大美語學習意願的分析中，可以瞭解當家

長愈注重美語學習的外在比較，如、講美語比講國語有水準等，會造成幼兒長大美語

學習意願的低落，因此，可知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心態是很重要，影響廣及到幼兒

的未來學習動機。 

 

肆、幼兒對美語學習的探討 

就幼兒的美語學習態度方面，大部份的幼兒認為上美語課是「好玩有趣」（86.4%）、

「可以學到好多東西」（80.9%）、「老師會給我獎品和說我很棒」（69.2%）、「爸媽會很

高興」（65.5%），可見上課的趣味性和學習性及父母老師的肯定，對幼兒而言是很重要

的。但在幼兒長大學習美語的意願方面，當家長本身對「負面文化價值觀」（能說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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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能說國語重要、講美語比講國語有水準、大家多在學美語不學就落伍）及認為幼兒記

憶力好學習快、學習美語心理障礙少等語言學習觀點肯定的成分愈高，則幼兒選擇長大

繼續美語學習的意願愈低，是否我們可以推論，其實幼兒學習美語是需要父母和教師的

鼓勵，但是若是偏於比較心態或認為幼兒比較容易吸收，而不斷要幼兒把握「關鍵期」

多學一些美語，則美語學習就會造成反感，影響以後的學習動機，所以，家長適時的給

幼兒鼓勵但不要給太多的壓力，才會讓幼兒學習動機持續並且快樂的長大，這也許是語

言學家在研究語言學習的適當年齡中所沒有考慮到的吧! 

 

伍、家長與幼兒對美語學習的選擇與期望 

家長與幼兒之間的選擇方面，到底有那些異同呢？首先，對美語學習方面，以「家

長選擇送幼兒在小學前學習美語」和「幼兒長大後要不要繼續學習美語」來看，前者「會」

的比率為 86.3%，後者「要」的比率為 82.6%，這期間的比率差距不大，表示幼兒和家

長之間的意見相近，然而，家長是抱持如何的態度來送幼兒學前學習美語呢？家長本身

學習價值觀和對幼兒的實用價值觀及語言學習價值觀中，產生顯著的差異。在學習觀點

上，一直是廣為大眾所接受的，就如 Lenneburg(1967)所提出的「語言學習關鍵期」的

主張，使得大多數普遍認為外語的學習愈早愈好﹔然而，送幼兒學習美語，是抱持著幼

兒未來升學和工作為考量的家長亦大有人在，就如 Gardner(1985)認為外語學習的動機

中，分為整合性和工具性動機，從本研究中，家長以工具性的動機為大多數，也就是學

習語言的目的是為了想要追求更好的職業或升學，由此可瞭解升學主義在家長的心目中

是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就美語教師方面，「家長希望的幼兒美語教師」和幼兒心目中「中國老師比較好」

或「外國老師比較好」來比較，家長期望的幼兒美語教師中，外籍教師(26.2%)顯著領

先中籍教師(6.9%)﹔然而，幼兒心目中「中國老師比較好」(52.5%)的比率多於「外國老

師比較好」(38.7%)，這中間的落差，當然是家長和幼兒所期望的有所不同，然而，在

家長的心中，學習成效字正腔圓是很重要的，但是幼兒的心目中「有趣」和「獎勵」是

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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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在研究過程中，先透過文獻探討建立研究

的理論基礎﹔其次根據文獻探討結果發展研究工具，以「高雄市幼兒園問卷」和「家長對

幼兒美語學習態度問卷」作為調查工具，實施問卷調查蒐集資料，最後處理調查所得，經

統計分析並作成結果加以討論。本章將研究結果加以歸納結論，並提出建議，以作為未來

相關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壹、 園方增設美語課程的原因 

在開辦美語課程的原因方面，公幼的開辦原因主要歸為潮流趨勢及教育理念；而私

幼方面主要原因則以家長需求、辨學經營理念及潮流趨勢為主要原因。 

貳、 家長日常接觸美語經驗和對美語的態度 

就家長日常接觸美語經驗方面，家長最常接觸美語的方式，以「收看美語發音節目」和

「不定期自修或定期學習旅遊」為主，整體而言，家長經常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美語的比率

不高(18%)。 

在家長對美語的態度方面，本研究將家長的美語態度分為家長本身對美語學習態度、家

長對台灣美語學習環境的態度和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態度，首先，就本身美語學習態度

方面，家長對美語在學習方面抱持最肯定的看法，其次家長肯定的是比較功利的觀點(會美

語的人容易找到工作和薪資比較高)，整體而言，大部份的家長肯定學美語是很重要的

(94.7%)﹔就台灣美語環境的看法，大部份的家長最同意”台灣學習美語花費很大”，其次是

認為”台灣環境可使用美語的機會太少”，整體而言，認為台灣美語學習環境不佳(84.6%)﹔

對幼兒美語學習方面，家長最肯定幼兒提早學習美語在語言學習方面的價值，其次認為幼

兒美語學習有助幼兒將來升學和就業，整體而言，大部份的家長認為有需要讓幼兒提早學

習美語(87.7%)。 

參、 家長背景和日常美語接觸經驗對其美語態度的影響 

當家庭中父親年齡在 30歲以上且父親教育年數越長、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在

50,000-90,000之間)、及平常接觸美語經驗越多的家長，家長對本身美語學習越持肯定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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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當家庭中父親年齡在 40歲以上且母親的職業為生產操作者，家長對台灣美語環境持越

滿意的態度，但中等收入家庭和家長平常接觸美語經驗越多，則家長對台灣美語環境越不

滿意﹔中等收入家庭且母親教育年數越長及家長日常美語接觸經驗越多，則家長對幼兒美

語學習持越肯定的態度。 

 

 

肆、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的選擇和期望 

在家長的選擇方面，當家長肯定自身的美語學習(學習價值觀)及認為幼兒越早學習美語

壓力愈輕、發音愈準確(語言學習價值觀)和愈有利未來升學就業(實用價值觀)，越會選擇送

幼兒在小學前學習美語；當家長愈肯定美語的學習價值(學習價值觀)和對台灣美語環境越不

認同，家長越想將來送幼兒出國唸書。 

家長對幼兒美語教師的期待方面，當家長抱持文化自卑和比較的心理(負面文化價值觀)

並且認為學習美語有助於幼兒未來的升學和就業(實用價值觀)，但是擔心台灣美語環境不

佳，及美語學習可能對幼兒產生的負面看法(負面學習價值)時，在美語教師的期望，會較

注重教師是否具美語系國家特質(如口音、國籍和學歷)。當家長認為美語可以輔助學習(學

習價值觀)且幼兒越早學有助幼兒發音的準確及記憶(語言學習價值觀)，但是擔心台灣美語

環境不佳和不認為美語學習比國語重要及有水準(負面文化價值觀)，則家長對幼兒美語教

師在溝通和教學經驗方面越注重。 

伍、 幼兒美語學習的興趣 

大部分幼兒心目中的美語課是「好玩有趣」、「可以學到好多東西」。至於他們大部分對

美語課是持喜歡的態度(85.1%)，並且願意長大以後繼續學習美語(82.6%)。但是，在幼兒以

後學習意願方面，如果家長抱持文化自卑和比較的心理(負面文化價值觀)且越肯定幼兒提

早學沒有壓力學得越好(語言學習價值觀)，則幼兒長大以後比較不願繼續學習美語 

 

第二節 研究限制和建議 
壹、 研究限制和建議 

本研究是採用自編的問卷資料作分析，有些問題限於問卷形式和內容，難以多方面更寬

廣的深入瞭解，這是本研究的最大限制。今後，「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主題的研究，根

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幾點限制和建議： 

一、本研究係初探性探討，在文獻方面的收集方面，由於目前國內外有關幼兒年齡層(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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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家長對於學習第二外語的研究」不多，故本文有些文獻的蒐集係以針對國小或

國中的研究來呈現，所以，文獻方面會有不同年齡層外語學習的問題闡述。 

二、幼稚園和托兒所目前申請和所屬的主管單位不同，故本研究只針對高雄市立案幼稚

園進行調查，但是由於幼稚園和托兒所提供的服務對家長而言是很相似，建議可做

有關托兒所的調查，以對高雄市幼兒園現況能更清楚的呈現。 

三、問卷中，對於功利和文化價值觀的題目只有兩題，雖然題目堪稱具有代表性，不過

若能多家一些題目，可能對於文化和功利價值觀的鑑別度更高。 

四、在對於幼兒的問卷部份，係請父母代為詢問作答，難免有父母作答或幼兒依據父母

喜好所作出的適情況而答的情形，會影響問卷的可靠性，但若由幼兒教師詢問，其

中涉及教師的問題將缺乏公正性，而且將造成協助園所教師的負擔﹔若考慮由研究

者或不相關的第三人詢問作答，幼兒面對陌生的人，不回答的比率很高，故在多重

的考慮下，仍選擇家長為詢問對象。 

五、本研究將家長的態度從學習、文化、功利實用的觀點，來闡述家長的觀點，應該是

合適的﹔建議可從更多不同的角度看家長的態度。 

六、本研究以幼兒的家長為對象，進行本項研究，係屬比較橫向的研究，建議後續研究

可進行不同學習階段(如、國小、國中、高中或大學)的家長態度，來進行縱向的研

究，可方便比較家長態度的轉變。 

七、在本問卷的家長態度問卷，其中對於家長的同意(吻合)程度，以非常同意到不確定

為測量(4-0)，但另有以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測量方式，亦可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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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表一 

高雄市幼兒園美語教學問卷調查 

園所名稱﹔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 

聯絡人員﹔________              聯絡時間﹔__________ 

＿＿＿您好﹔ 

  敝姓蔡是南華教社所的研究生，因為目前正在作有關幼兒美語學習的研究探討，想請教

貴園幾個有關幼兒美語教學的問題﹔ 

１． 請問貴園目前有無美語課程:1.有(續問２-６); 2.沒有(跳問７,８) 

２． 請問貴園的美語課程形態﹔1.才藝課程; 2.正式課程;3.其他____________ 

３． 請問貴園美語上課時數每星期約幾堂﹔1.小班（ ）2.中班（ ）3.大班（ ） 

４． 請問貴園師資方面的聘請﹔1.園方自己聘請專任美語教師; 2.由幼教師兼任; 3.外包

（如由一些美語聯鎖店來負責園所得美語教育）。 

５． 請問貴園師資的國籍﹔１.本國籍﹔２.外國籍。 

６． 請問貴園的美語課程約從什麼時候開始﹔（ ）年 

７． 請問什麼原因讓貴園開始增加美語課程﹔1.競爭 2.家長要求 

   3.其他________ 。 

８． 請問貴園未來有預計增加美語課程嗎？ 1.有（續問８） 2.沒有  

９． 預計什麼時候開始﹔（ ）年 

１０． 我們預計九月初會作一項幼兒美語學習----家長因素探討的問卷調查，貴園是否願

意協助﹔1.是  2.否 

謝謝您接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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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份問卷的目的是為了瞭解您對幼兒學習美語的看法，您的意見至為寶貴，

是重要參考依據。希望您能協助完成這份問卷。謝謝!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指導教授 吳慧敏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  蔡錚樺 敬啟 

一、基本資料(請回答下列問題或在適合的答案□中打勾 V。) 
1.1請問您的性別:□( 0)男 □(1)女 

1.2請問幼兒父親的年齡:__________歲 

1.3請問幼兒母親的年齡:__________歲 

1.4請問家中與幼兒同住的有那些人(可複選) 

□ （1）父     □（2）母       □（3）祖父母  □(4）親戚  □（5）傭人  

□  ( 6 ) 兄弟姊妹  □( 7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家庭中最常使用的語言:（可複選） 

   □（1）國語  □（2）台語  □（3）原住民語  □（4）客家話  □（5）英語 

 □ ( 6）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請問幼兒父親職業是:(如果有多項職業，請回答一項最主要的職業) 

□ （1）農   □（2）工   □（3）商    □（4）漁     □（5）牧  

□ （6）公    □（7）教   □（8）軍警  □（9）自由   □（10）家管  

□（11）醫藥  □(12)無     □（13）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請問幼兒母親職業是:(如果有多項職業，請回答一項最主要的職業) 

□ （1）農   □（2）工   □（3）商    □（4）漁     □（5）牧  

□ （6）公    □（7）教   □（8）軍警  □（9）自由   □（10）家管  

  □（11）醫藥  □(12)無      □（13）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請問幼兒父親的教育程度: 

  □ （1）不識字          □（2）國小畢業或肄業 □（3）國中畢業或肄業 

□ （4）高中畢業或肄業  □ ( 5 ) 專科畢業或肄業 □（6）大學畢業或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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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研究所 

 1.9請問幼兒母親的教育程度: 

  □ （1）不識字          □（2）國小畢業或肄業 □（3）國中畢業或肄業 

□ （4）高中畢業或肄業  □ ( 5 ) 專科畢業或肄業 □（6）大學畢業或肄業 

□ （7）研究所 

1.10請問幼兒家庭的平均家庭月收入:  

 □（1）30,000以下   □（2）30,000~50,000 □（3）50,001~70,000  

 □（4）70,001~90,000 □（5）90,001以上 

若您非幼兒父母請完成下列問題 

1.11 幼兒對您的稱謂: 

□ (1) 爺爺、奶奶  □(2) 叔叔、伯伯、阿姨、姑姑(與幼兒有血緣關係)  

□ (3) 叔叔、伯伯、阿姨、姑姑(與幼兒沒有血緣關係)  □(4)其他(請註明)________。 

1.12請問您的年齡:______歲 

1.13請問您目前的婚姻狀況:□( 1)已婚 □(2)未婚 □(3)離婚  □(4)喪偶 

1.14請問您目前的子女數:______個 

1.15請問您目前的職業是: (如果有多項職業，請回答一項最主要的職業) 

□   （1）農   □（2）工   □（3）商    □（4）漁     □（5）牧  

□ （6）公      □（7）教   □（8）軍警  □（9）自由   □（10）家管  

  □（11）醫藥    □(12)無      □（13）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6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 （1）不識字          □（2）國小畢業或肄業 □（3）國中畢業或肄業 

□ （4）高中畢業或肄業  □ ( 5 ) 專科畢業或肄業 □（6）大學畢業或肄業 

□ （7）研究所 

 

二、請問您對學習美語的看法: 
2.1您覺得學習美語的重要性如何？ 

□(1)非常不重要  □(2)不重要 □(3)重要 □(4 )非常重要 □(0)不清楚   

 2.2下列有關美語學習的看法， 您同意的程度如何? 請圈出最符合你看法數字。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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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學習美語才跟的上現代腳步    4       3      2         1        0 

b. 講美語比講國語有水準       4       3      2         1        0 

c. 大家都在學美語不學就落伍了  4       3      2         1        0 

d. 會講美語的人容易找到工作    4       3      2         1        0 

  e. 美語能增加外界資訊的獲得    4       3      2         1        0 

f. 美語強的人容易升遷        4       3      2         1        0 

g. 會美語的人薪資比較高       4       3      2         1        0 

h. 不會美語好像比人差一等      4       3      2         1        0 

i. 能說美語比能說國語重要       4       3      2         1        0 

k. 會美語感覺比較有學問        4       3      2         1        0 

l . 美語是升學考試的利器        4       3      2         1        0 

m .學習美語可學習他國文化      4       3      2         1        0 

 

2.3日常生活中會用到英語嗎? 

□ (1)會 □(0)不會 

2.4目前您有在學習美語嗎(包括不定期自修和定期的學習)?  □(1)有 □(0)沒有 

 

三、請問您對幼兒學習美語的看法 
3.1請問您覺得有需要讓幼兒提早學習美語嗎? 

□ (1)非常不需要  □(2 )不需要  □（3）需要  □（4）非常需要 □(0)沒意見。 

3.2下列有關 0-6歲幼兒提早學習美語的描述，您同意的程度如何? 請圈出最符合你看法數字。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確定 

  a. 口音愈能接近母語者的標準       4        3       2         1         0 

  b. 幼兒記憶力好學習快             4        3       2         1         0 

  c. 可減輕學習壓力                 4        3       2         1         0 

  d. 心理障礙少                     4        3       2         1         0 

  e. 可能產生幼兒學習負擔           4        3       2         1         0 

增加 

  f. 造成幼兒學習母語干擾            4        3       2         1         0 

  g. 降低幼兒學習語言的興趣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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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增加幼兒對其他族群包容和尊重    4        3       2         1         0 

  i. 增加幼兒對外來文化的接受度       4        3       2         1         0 

  j. 混淆幼兒的文化價值觀          4        3       2         1         0 

  k. 降低幼兒對中國文化的認同       4        3       2         1         0 

 l. 有助於幼兒未來的升學           4        3       2         1         0 

  m. 有助於未來幼兒找工作         4        3       2         1         0 

 

3.3請問您會讓幼兒在上小學前學習美語嗎? 

□ ( 1 )會 □( 0 )不會  □(2 )沒意見。 

3.4如果您可以選擇，您希望教您幼兒的美語教師為 

□ （1）外籍教師 □（2）中籍教師 □（3）中外籍教師輪流上課  

□ （4）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3.5您選擇美語教師的主要原因(單選題) 

 □( 1 )教學技巧     □( 2 )口音         □( 3 )長相(東方臉孔或西方臉

孔) 

 □( 4 )國籍       □( 5）容易和孩子溝通    □(6）美語教學經驗 

  □(7）學歷           □( 8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6請問家中的幼兒目前有無上幼兒園:□有_____個公幼;_____個私幼 □無 

3.7影響您的家庭選幼稚園的主要因素(請在□內填入選項號碼）: 

 1.最重要  2.次重要  3.第三重要 

 □（1）離家近      □（2）一般課程     □（3）美語課程 □（4）一般師資  

 □( 5）美語師資      □（6）園所週遭環境 □(7）經濟考量   □（8）辦學理念 

   □( 9）園所硬體設備  □(10 )其它(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8請問目前家中的幼兒有上美語課嗎? 

□ （1）有(續答四)  □（0）沒有(本問卷到此為止 ) 

四、幼兒的學習狀況 
4.1請問平常幼兒在家有人陪幼兒從事學習活動嗎？(如講故事、遊戲)  

□(1)有 □(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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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請問平常陪幼兒學習的時間（包含各種學科或學習活動）:每星期約________時 

4.3請問幼兒上美語課的地點是:(可複選) 

  □（1）目前就讀的幼兒園 □（2）另外其他的補習班 □（3）家教 

□ （4）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4一星期約幾堂，每堂約幾分鐘: 

幼兒園: 每星期__________堂；每堂_________分鐘 

補習班: 每星期__________堂；每堂_________分鐘 

家  教: 每星期__________堂；每堂_________分鐘 

4.5目前家中幼兒的美語教師為:  

   幼兒園:___________________ (請選填號碼) 

   補習班: ___________________(請選填號碼) 

  家 教:___________________(請選填號碼) 

（1）外籍教師 （2）中籍教師 （3）中外籍教師輪流上課  

4.6請問平常家中有人陪幼兒學習美語嗎?   

□ （1）有(續答 4.7)  □（0）沒有(跳答 4.9) 

4.7平常陪幼兒學習美語的人是: 

□ (1)父親 □(2)母親 □(3)祖父母 □(4)兄姐  

□ (5)親戚 □(6)傭人 □(7)弟妹    □(8)其他(請註明)_______ 

4.8每星期陪幼兒學習美語大約多久: 

每星期約_________小時 

4.9請問您對家中幼兒目前美語學習狀況滿意嗎? 

□ （1）很不滿意    □（2）不滿意    □（3）滿意  □（4）很滿意  

□ （0）沒意見 

  

4.10請問您的家庭平均每個月約花多少錢購買幼兒美語學習的讀物: 

 (不包含幼兒園或補習班的書籍或錄音帶) 

□ (1）0元         □（2）1-2,000元 □（3）2,001-4,000元  

□ (4）4,001-6,000元 □（5）6,001元以上。  

 

以下請有學習美語的幼兒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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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幼兒對學習美語的興趣     以下四題，請家長詢問幼兒作答! 
  5.1你喜歡學美語嗎? 

□ （1）很不喜歡  □（2）大部分不喜歡 □（3）有一點不喜歡 □（4）有一點喜歡   

□  ( 5 ) 大部分喜歡 □ ( 6 ) 很喜歡      □ (0)不知道  

5.2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圈出幼兒的回答)(單選題) 

□ （1）好玩有趣    □（2）老師會給我獎品   □（3）老師會誇獎我  

□ （4）說美語的感覺真好 □（5）不好玩、無聊    □（6）不喜歡老師  

□ （7）美語很難     □（8）上美語課不能講中文  □（9）聽不懂  

□ （10）喜歡老師     □ (11) 要考試               □ (12 ) 爸媽會誇獎我 

□  ( 13 ) 爸媽會買玩具給我 □ (14) 爸媽會很高興     □ (15) 其他(請註明)____。 

 

 5.3以後長大，還要不要繼續學美語? 

□ （1）要(請續答 5.4) □（2）不要  □（3）不知道。 

  

 5.4為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圈出幼兒的回答)(單選題) 

□ (1)以後可以賺很多錢       □(2)學好美語，以後可以找到好工作 

□(3)想用美語跟老師同學說話      □(4)說美語的感覺真好  

□(5)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 

綜合意見分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謝謝您的協助與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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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家長對幼兒美語學習態度問卷 

                                                            編號:□□ □□□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份問卷的目的是為了瞭解您對幼兒學習美語的看法，您的意見至為寶貴，

是重要參考依據。希望您能協助完成這份問卷。謝謝!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指導教授 吳慧敏博士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  蔡錚樺 敬啟  

一、基本資料(請回答下列問題或在適合的答案□中打勾 V。) 
1.1請問您的性別:□( 0)男 □(1)女 

1.2請問幼兒父親的年齡: □(1)20-29 □(2)30-39 □(3)40-49 □(4)50-59 □(5)60歲以上  

1.3請問幼兒母親的年齡: □(1)20-29 □(2)30-39 □(3)40-49 □(4)50-59 □(5)60歲以上  

1.4請問家中與幼兒同住的有那些人(可複選) 

□ （1）父     □（2）母       □（3）祖父母  □(4）親戚  □（5）傭人  

□  ( 6 ) 兄弟姊妹  □( 7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家庭中最常使用的語言:（可複選） 

   □（1）國語  □（2）台語  □（3）原住民語  □（4）客家話  □（5）英語 

 □ ( 6）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請問幼兒父親職業是:(如果有多項職業，請回答一項最主要的職業) 

□ （1）專業技術人員(如醫師、律師、會計師、工程師…)  □ ( 2 ) 行政事務人員   

□ （3）教育工作人員      □（4）軍警人員       □（5）企業公司負責人 

□ （6）商號小生意負責人  □（7）運輸服務人員    □（8）行銷業務人員  

□ （9）服務業工作人員    □（10）生產作業員         □ (11) 文化藝術工作者 

□  (12) 操作勞動       □（13）有技術工人       □ (14 ) 粗工零工   

□  (15 ) 農林漁牧     □ ( 16 ) 家管          □ (17 ) 沒有工作     

□  (18 ) 已不在            □ (19 ) 其他職業(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請問幼兒母親職業是:(如果有多項職業，請回答一項最主要的職業) 



 69

□ （1）專業技術人員(如醫師、律師、會計師、工程師…)  □ ( 2 ) 行政事務人員   

□ （3）教育工作人員      □（4）軍警人員       □（5）企業公司負責人 

□ （6）商號小生意負責人  □（7）運輸服務人員    □（8）行銷業務人員  

□ （9）服務業工作人員    □（10）生產作業員         □ (11) 文化藝術工作者 

□  (12) 操作勞動       □（13）有技術工人       □ (14 ) 粗工零工   

□  (15 ) 農林漁牧     □ ( 16 ) 家管          □ (17 ) 沒有工作     

□  (18 ) 已不在            □ (19 ) 其他職業(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請問幼兒父親的教育程度: 

  □ （1）不識字          □（2）國小畢業或肄業 □（3）國中畢業或肄業 

□ （4）高中畢業或肄業  □ ( 5 ) 專科畢業或肄業 □（6）大學畢業或肄業 

□ （7）研究所 

 1.9請問幼兒母親的教育程度: 

  □ （1）不識字          □（2）國小畢業或肄業 □（3）國中畢業或肄業 

□ （4）高中畢業或肄業  □ ( 5 ) 專科畢業或肄業 □（6）大學畢業或肄業 

□ （7）研究所 

 

1.10請問幼兒家庭的平均家庭月收入:  

 □（1）30,000以下   □（2）30,001~50,000 □（3）50,001~70,000  

 □（4）70,001~90,000 □（5）90,001~110,000□ ( 6 ) 110,001-130,000 □ ( 7 )130,001以上。 

 
二、請問您對學習美語的看法: 
 2.1下列有關美語學習的看法， 您是否同意? 請圈出最符合你看法數字。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確定 

e. 學習美語才跟得上現代腳步    4       3      2         1        0 

f. 講美語比講國語有水準       4       3      2         1        0 

g. 大家都在學美語不學就落伍了  4       3      2         1        0 

h. 會講美語的人容易找到工作    4       3      2         1        0 

  e. 美語能增加外界資訊的獲得    4       3      2         1        0 

f. 美語強的人容易升遷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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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會美語的人薪資比較高       4       3      2         1        0 

h. 不會美語好像比人差一等      4       3      2         1        0 

i. 能說美語比能說國語重要       4       3      2         1        0 

j . 美語是升學考試的利器        4       3      2         1        0 

k .學習美語可學習他國文化       4       3      2         1        0 

 l.整體來說美語學習是很重要的    4       3      2         1        0 

 

 

 

 

 

2.2對於台灣的美語學習環境，請圈出您覺得最符合的數字。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確

定 

a.正式上美語課程的年齡太遲            4       3      2         1         0 

b. 正式的美語課程教材教法太僵硬          4       3      2         1         0 

c. 台灣的環境可使用美語的機會很少        4       3      2         1         0 

d. 台灣的環境中接觸美語的機會太少       4       3      2         1         0 

e. 在台灣學習美語花費很大            4       3      2         1         0  

f. 整體來說，台灣的美語學習環境不佳      4       3      2         1         0 

 

2.3下列的問題是想了解美語在您日常生活的使用狀況, 請圈出您覺得最符合的數字。 

                                很吻合  吻合  不吻合  很不吻合  不確

定 

a.我經常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美語        4         3       2          1           0 

 b.我經常收看美語發音的電視節目      4         3       2          1           0 

 c.我經常收聽美語發音節目(如.ICRT)   4         3       2          1           0 

 d.我經常出國出差或旅遊              4         3       2          1           0 

 e.目前我會不定期自修或定期學習美語  4         3       2          1           0 

 f.我常常用美語跟我的家人或同事溝通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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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我經常閱讀英文書刊         4         3      2           1           0 

  

三、請問您對幼兒學習美語的看法 
3.1下列有關 0-6歲幼兒提早學習美語的描述，您是否同意? 請圈出最符合你看法數字。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確定 

  a. 口音愈能接近母語者的標準       4        3       2         1         0 

  b. 幼兒記憶力好學習快             4        3       2         1         0 

  c. 可減輕學習壓力                 4        3       2         1         0 

  d. 心理障礙少                     4        3       2         1         0 

  e. 可能增加幼兒學習負擔           4        3       2         1         0 

  f. 造成幼兒學習母語干擾            4        3       2         1         0 

  g. 降低幼兒學習語言的興趣          4        3       2         1         0 

  h. 增加幼兒對其他族群包容和尊重    4        3       2         1         0 

  i. 增加幼兒對外來文化的接受度       4        3       2         1         0 

  j. 混淆幼兒的文化價值觀          4        3       2         1         0 

  k. 降低幼兒對中國文化的認同       4        3       2         1         0 

 l. 有助於幼兒未來的升學           4        3       2         1         0 

  m. 有助於未來幼兒找工作         4        3       2         1         0 

  n. 有需要讓幼兒提早學習美語        4         3       2         1        0 

 

3.2如果您可以選擇，請問您會 (請圈出您覺得最符合的數字)。 

                                       不會      會      

 a. 讓您的幼兒在上小學前學習美語     0        1 

b. 送您的幼兒將來出國唸書            0        1 

c. 移民到國外              0        1 

四、您對幼兒美語老師的期望 
4.1如果您可以選擇，您希望教您幼兒的美語教師為 

□ （1）外籍教師 □（2）中籍教師 □（3）中外籍教師輪流上課  

□ （4）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4.2如果您可以選擇，您希望您的幼兒的美語老師是:(請圈選與您意見相吻合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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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吻合  吻合  不吻合  很不吻合  不確

定 

a. 道地美國腔                        4         3        2         1           

0          

b. 有西方的臉孔                       4         3        2         1           

0   

c. 以美語為母語國家的國籍             4         3        2         1           

0 

d. 以美語為母語國家的學歷        4         3        2         1           

0 

e. 容易和孩子溝通                     4         3        2         1           

0 

f. 有豐富美語教學經驗                  4         3        2         1           

0 

   

五、幼兒的學習狀況 

5.1請問家中有無幼兒上幼兒園:  □(0)無 □(1)有_____個公幼;_____個私幼 

5.2影響您的家庭選幼稚園的主要因素(請依.1.最重要 2.次重要 3.第三重要在□內填入 1,2,3號  

碼）: 

 □（1）離家近      □（2）一般課程     □（3）美語課程 □（4）一般師資  

 □( 5）美語師資      □（6）園所週遭環境 □(7）經濟考量   □（8）辦學理念 

□ ( 9）園所硬體設備  □(10 )其它(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3請問目前家中有無幼兒上美語課嗎? 

□ （0）沒有(本問卷到此為止 )   □（1）有(續答 5.4)  

5.4下列問題是有關幼兒學習時間多寡:(請依實際情況圈出符合的數字) 

                     (一星期)  1-5小時 6-10小時  11-15小時 16小時以上 沒有 

a.家人陪幼兒學習的時間 

（包含各種學科或學習活動）           1       2          3           4          0 

b. 家人陪幼兒學習美語時間             1       2          3           4         0 

c.幼兒上美語課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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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幼兒園、補習班和家教)           1       2          3            4         0 

 

 

5.5請問幼兒上美語課的地點是:(可複選) 

  □（1）目前就讀的幼兒園 □（2）另外其他的補習班 □（3）家教 

□ （4）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6目前家中幼兒的美語教師為:  

   幼兒園______(請選填號碼); 補習班_______(請選填號碼)  ;家教______(請選填號碼) 

（1）外籍教師 （2）中籍教師 （3）中外籍教師輪流上課  

5.7平常最主要陪幼兒學習美語的人是:（單選題） 

□ (1)父母親 □(2)祖父母 □(3)兄姐弟妹 

□ (4)親戚  □(5)傭人   □(6)沒有  □(7)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5.8請問您的家庭平均每個月約花多少錢購買幼兒美語學習的讀物: 

 (不包含幼兒園或補習班的書籍或錄音帶) 

□ (1）0元         □（2）1-2,000元 □（3）2,001-4,000元  

□ (4）4,001-6,000元 □（5）6,001元以上。  

5.9請問您對家中幼兒目前美語學習狀況滿意嗎? 

□ （1）很不滿意    □（2）不滿意    □（3）滿意  □（4）很滿意  

□ （0）沒意見 

以下請有學習美語的幼兒作答！！！ 
===================================================================== 

六、幼兒對學習美語的態度     以下三題，請家長詢問幼兒作答! 

6.1妳(你)覺得上美語課是: (請家長圈出幼兒的回答) 
                                 是  不是   不知道 

 a.好玩有趣                            2       1         0 

 b.很神氣的                            2       1         0 

 c.爸媽會很高興的                      2       1         0 

 d.老師會給我獎品和說我很棒           2       1         0 

 e.聽不懂的                            2       1         0  

 f.不能講中文的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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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可以學到好多東西              2       1         0 

 h.中國老師比較好             2       1         0 

 i.外國老師比較好           2        1        0  

 6.2你喜歡上美語課嗎? 

□ （1）很不喜歡  □（2）不喜歡   □（3）喜歡    □ (4 ) 很喜歡   □ ( 0 ) 不知道  

 6.3以後長大，還要不要繼續學美語? 

□ （1）要□（2）不要  □（0）不知道。 

謝謝您的協助與作答! 

 

附表四: 

專家效度人員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所       吳慧敏博士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所        楊靜利博士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所    齊 力博士 

私立樂仁幼稚園            郭園長 

私立中鋼幼稚園      吳老師 

屏東科技大學幼稚教育學程第二屆和第三屆實習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