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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長專業領導下的改變與成長 

 

摘要 

對於在同一幼兒園任教多年的幼教師，一定會面臨數年後因為園長任期屆滿而

更換園長的情況。每一任園長都會帶有自己的領導風格，當然也會配合新到任學校各

階段的發展及現況給予同仁不同的專業成長建議及執行要求。在接觸新任園長之前，

既要瞭解並適應新園長的教育理念及領導作為，又不得不接受新園長的到任，慶幸的

是這次「新園長其實並不新」，她帶著豐富的園長領導與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的

課程領導經驗就任育航。新園長的豐富經驗也許在她原來服務學校能夠充分展現與帶

領，但到了育航之後，這些經驗會不會成為我們的一股壓力呢？除了面對新園長，還

需面對少子化暨疫情後的家長在教學或行政效能上五花八門的要求，幼兒園老師也和

一般人一樣都會有家庭及其他生活需求與規劃，因此，能在有效的時間管理之下，盡

可能搭配新園長的專業領導以提升教師自我專業與能力，是介於校園中老、中、青三

生代同仁間人員的我可以努力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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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長專業領導下的改變與成長 

郭靜宜/鄭玉玲/孫慧如 

壹、 源起： 

從學生轉換成老師且開始教育現場上班上課，是進入人生的一個大階段，幼教師

亦如此。很多園內的大小事務都會從頭開始學習，儘管已經有實習經驗，但實際開始

進入職場、沒有實習指導教授或實習輔導老師從旁協助時，在幼教職場中擔任最重要

的輔導人員就是園長或是園主任。不論是公私立幼兒園、市立園或是附設幼兒園，園

長或園主任都有責任引領全園教師在課程教學或行政業務與大家同步、同方向，對一

個獨立園而言，園長無疑就是一位領航員。 

    對於在同一幼兒園任教多年的幼教師，一定會面臨數年後因為園長任期屆滿而更

換園長的情況。每一任園長都會帶有自己的領導風格，當然也會配合新到任學校各階

段的發展及現況給予同仁不同的專業成長建議及執行要求。以在育航幼兒園任教十四

年，前後歷經三任園長的我來說，在接觸新任園長之前，既要瞭解並適應新園長的教

育理念及領導作為，又不得不接受新園長的到任，對於新任園長總會有又期待又怕受

傷害的心情，慶幸的是這次「新園長其實並不新」，她帶著豐富的園長領導與課程領導

經驗就任育航，這讓我稍稍安心。當然，新園長的豐富經驗也許在她原來服務學校能

夠充分展現與帶領，但到了育航之後，這些經驗會不會成為我們的一股壓力呢？有時

候想到這點，真的會緊張一下。除了面對新園長，還需面對少子化暨疫情後的家長在

教學或行政效能上五花八門的要求，這些都是同時間要面對的課題與壓力。 

    其實，幼兒園老師也和一般人一樣都會有家庭及其他生活需求與規劃，因此，能

在有效的時間管理之下，盡可能搭配新園長的專業領導以提升自我專業與能力，是介

於校園中老、中、青三生代同仁間人員的我可以努力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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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目標： 

一、在園長專業領導下建立正向心態及準備。 

二、在園長專業領導下提升自我專業。 

三、持續保持專業成長的動力。 

 

參、歷程： 

    每一任園長都會希望營造園內的教師能有持續精進、展

現專業的環境，新任園長對於園內的教學或環境，通常都會

客氣的表示「先觀察再說」。但有經驗的園長，不僅會以過去

經驗的角度來檢視新任園，其敏銳的覺察力很快會發現一些

不解處或我們自己未發現的盲點，再適時向同仁提出詢問以

釐清其不解處，更進一步判斷決定用何種形式提出建議，例

如，在行政事務方面就會與職員工進行對話，在課程方面，

就會與全體老師們一起討論，而我也期許著這種互動式的對

話氛圍，能夠幫助我們盡快適應彼此後提升專業。 

    全體同仁是否與我的想法與期待同步呢？是否

能夠讓在園任教或任職多年的教職員工帶來改變？

在同仁的眼光及比較中，新任園長的作為是否能幫

已經有習慣模式的同仁有意願成長？這會是大家比

較常思考的問題。 

    我是一位老師，新園長來之前兼任保育組長。整理本文的出發點，是希望自己在

面對不同園長的領導過程中，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改變節奏，讓自己能夠在工作與家

庭中兼顧到身心平衡，且能夠共同與園長及教師同儕一起在承先啟後的經驗與創新下

努力，所以記下我在我的第三任園長領導下在這一年裡的看見與改變成長。 

園長： 

我對這個園的瞭解僅

限於育航對外的課程

發表或環境改善的分

享，你們實際上的運

作，我必須先親自在

其中體會觀察，所以

我會先看看你們既有

的做法，過程中，我

再斟酌提供建議來討

論。 

園長： 

會比較是人之常情，但我有我

的使命與責任，我期待大家相

互支持一起讓育航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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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會以園內老師和園長共同備課及課程教學項目分別書寫，如：重點教育活

動、大肌肉活動、例行性活動、快樂兒童日、感恩週等等來說明園長的想法及老師

的改變歷程，每個項目中會包含：教師原先的想法與園長討論或說明後的想法或做

法的改變、幼兒的學習成效以及對教師自己的學習與啟發。 

 

一、重點教育活動： 

    幼兒園課程中，有許多觀念與態度或習慣等建立是無法僅由「主要課程取向」時

落實，需要特別規劃與進行，例如，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品德教育、環境教育、性

平教育、情感教育、多元文化…等，這些對幼兒來說是很重要的學習經驗，也是本文

所指的「重點教育」。因這些項目同時也都是政府主要推動的項目，每園均需繳交成果

報局。每項都是重點，每項都需要透過教學規劃提供孩子學習，全園班級如何共同合

作，並達到教育效益，是新園長的觀察到之前做法後認為可以立即調整的項目之一。 

 

（一）前後的改變： 

1.以前的做法： 

（1）分配各班負責重點教育資源收集。 

（2）各班撰寫簡單計畫(對幼兒學習的目的不明確)。 

（3）園內平台分享教學資源。 

（4）全園活動時做宣導。 

（5）各班拍照及成果製作。 

2.現在的做法—與園長討論後的做法改變： 

（1）共同討論需要保留的重點教育項目。 

（2）搭配學年重要行事各班分工負責規劃各項目詳細活 

     動設計。 

（3）撰寫格式統一，並思考該項目連貫規劃的可能性，以達教學成效。 

園長： 

重點教育是育航目前已經

在做的事情，既然要做，

我們就來思考對孩子學習

的幫助是否具有意義？與

其花相同的時間，不如讓

老師及孩子都有價值，找

出該活動要提供孩子的學

習目標，若僅提供教學資

源分享給彼此，未進一步

思考或體驗，易流於表淺

形式，對孩子幫助有限，

當然更無助於老師專業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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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項目計畫經與園長討論確認目標後提供園內平台分享共使用 

（5）各班參考負責班級所規劃的活動，進行有系統的教學。如下- 

 

（6）重點教育活動設計，以太陽班為例，如附件 1。 

 

（二）幼兒的學習成效： 

    每班老師透過與園長討論展現了不同於之前的教學設計架構與內容，幼兒們可

以透過系統性的接觸與體驗方式學習觀念、建立能力，並且展現在日常生活中。 

 

（三）對自己的學習與啟發： 

1.合作規劃活動更完整：活動設計需班級/班群老師合作討論。 

2.園長是討論的最佳夥伴：園長會親切從課程專業角度提供教學設計建議與想法。 

3.全園共享資源，減輕負荷：全園教師能一同分享資源及教學方法，有效運用共同資 

 源，同時也減少老師工作負荷。 

（1）原本育航的重點教育活動是由每一位教師包辦一項重點教育項目的設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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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果彙整，這樣子的工作分配，可能該班完成自己負責的重點項目後就沒有多餘心

力再去進行其他不同重點教育的活動，更別談精心設計具有連貫性發展的教案，其他

重點教育項目的在班級中的推動就容易形成「淺談」，也比較少有活動變化。再加上每

天必備的其他學習活動，教師自身也很難檢視省思這些重點教育對幼兒學習成效的影

響如何。 

（2）在分享共創的教案資源之下，教師每週都可以檢核是否執行該重點教育，也能提

前準備教學活動中需要的材料，甚至可以班群分享、共備材料。進行教學活動的前、

後，都可以互相討論活分享執行中的難易或優缺，且執行時間固定在週一或擇一日，

教師和幼兒都會很期待重點教育的活動，每週都可以有不一樣深入淺出的體驗。 

 

二、大肌肉活動： 

    大肌肉運動絕對是超級重要的活動！對幼兒的學習影

響非常顯著！如何運用校內場地及器材進行活動？班級或

班群如何分工合作達到最高效益？就成為當中重要的課題。 

 

（一）前後的改變： 

1.以前的做法： 

（1）各班自行負責大肌肉活動進行。 

（2）融入教學並撰寫於日誌中。 

（3）園內規畫使用時間及場域。 

（4）班群可一起進行活動。 

（5）視一般團體遊戲當成大肌肉運動，孩子花很多時間在等待，缺少幫助大肌肉發 

     展的具體目標。 

（6）參加研習後分享做法。 

 

園長： 

為什麼育航孩子這麼不穩

定？ 

師：因為為了運作學習區

活動，孩子的運動時間不

夠、地點不足。 

園長：如果孩子運動量不

夠，都會連帶影響其他活

動的學習效果。我們一起

來思考如何兼顧課程取向

運作又能提供孩子充足運

動量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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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在的做法—與園長討論後的做法改變： 

（1）園長邀請教授至園協助老師觀念釐清並實 

     作練習。 

（2）班群討論教案內容並依據課綱的穩定性、 

     移動性、操作性及協調動作搭配場地及器 

     材去設計教學重點與內容。 

（3）搭配學習指標更有效進行。 

（4）全園分享教案可相互交流。 

（5）天空班群大肌肉活動設計，如：附件 2。 

 

（二）幼兒的學習成效： 

1.多元又具系統的活動設計，讓幼兒能循序漸 

 進地進行大肌肉活動。 

2.好玩與學習兼備，設計後的活動很能吸引幼兒參與，效果很棒！ 

3.不同班群討論出來的不同年齡層教案，不同班級教師可參考運用在能力不同的幼 

 兒，有難易分別，除了建立信心也能讓幼兒想挑戰較難活動，讓遊戲更有趣。 

 

（三）對自己的學習與啟發： 

1.老師規劃活動必需思考重要原則：讓各種能力能夠循序漸進的建立。 

2.老師要學習判斷：均可徒手或運用器材協助孩子建立能力，老師依教學目的自行判 

  斷選擇。 

3.不同時期活動要有串連：上下學期的活動要有系統考量後安排規劃。 

4.提升孩子能力是優先目標：以逐步提升能力的角度搭配相同或不同器材來運用。 

5.參考課綱學習指標：設計更符合幼兒需要。 

6.令自己最感動的事情： 

園長： 

★老師規劃活動必要的思考原則： 

1.必須讓各種能力能夠循序漸進建立 

2.大肌肉運動均可徒手或運用器材協

助孩子建立能力，老師依教學目的自行

判斷選擇。 

3.應避免點狀與無助於幼兒大肌肉發

展或建立安全意識的活動。 

4.上下學期的活動安排需考量孩子已

經具備的能力，再行規劃進行。 

5.可以從相同能力逐步進階提升的角

度搭配不同器材來運用。 

6.承上，換句話說，若要從不同器材使

用角度，需要注意到不同器材是否能夠

幫助孩子逐步穩定建立某種能力。 

7.請參考課綱學習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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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園長邀幼兒運動專家教授到園指導及實作，對老師而言如醍醐灌頂。 

（2）園長也會在討論撰寫教案的過程中給予支持肯定與指導，可以一再討教對話  

     釐清。 

（3）再次發現大肌肉活動的重要性與趣味性，都在於教師如何有序、有趣的引 

     導，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困難。 

（4）園長盤整有限空間給予最大且實用的支援：遊戲場整修開放、車行索大輪  

     胎、大樹間架設走繩、、攀架爬樹、放置可便於取拿的跳繩、採購真實籃球 

     足球、架設籃框等。 

     

 

三、例行性活動： 

    例行活動佔孩子一天在學校的時間相當長，如果未能有效運用，將錯失孩子的學

習機會。有沒有辦法將繁複的例行作息簡化？讓老師覺得「其實不難」，是園長想要幫

老師建立的初步觀念。因此，帶領老師思考如何將形式化繁為簡、針對班級經營問題

分享看法、新舊教師經驗傳承交流，讓幼兒與教師的成長與學習真的看得見，是園長

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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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後的改變： 

1.以前的做法： 

（1）班群共同討論例行作息內容。 

（2）依年齡討論作息及引導語。 

（3）班級依規班群共識進行例行作息，如全班一 

     起如廁、餐點由老師分食等。 

（4）配合學習重點檢視。 

（5）各班執行後於教學會議討論。 

（6）勾選教學日誌每日重點與省思。 

2.現在的做法—與園長討論後的做法改變： 

（1）各班自行討論欲營造的班級文化，並設定班 

     級經營目標，搭配情境設計引導語。 

（2）各班自訂例行作息內容及引導語。 

（2）全園共同檢視與交流，並給予建議及修正。 

（3）採購足夠餐具，提供孩子自主盛飯菜。 

（4）教學日誌紀錄教學過程，記下幼兒成長與改 

     變，作為教學策略調整的依據。 

（二）幼兒的學習成效： 

1.幼兒更感被尊重與同理：練習規劃並學習掌握例 

 行性活動重點時，搭配現場情境加入引導語的設 

 計，讓教師面對不同年齡的幼兒都能以適切的方式或語句引導，幼兒在受到尊重與 

 同裡情境中展現出穩定的社會情緒力，如，讓孩子自主取餐，孩子展現出的細心與 

 負責，就是一種「我做得到喔！」的自信。 

2.班級更具向心力：設計並重新檢核一日作息之生活教育重點，檢視例行作息的重要 

 性，讓教師有依據及參考，並直接運用在例行作息中，幼兒能在例行性活動中感受

園長： 

為什麼每班要做的事情是相

同的？ 

師：大家討論出來的。 

園長：孩子不同、發展與需

求不同，宜有各班的彈性空

間。 

園長：教學日誌內容為什麼

是勾選的？教學日誌的目的

是為了要記錄班級中的真實

教學情況，若僅用標題式勾

選，無法體會到教室的情感

更無法看到教室中的真實樣

貌。 

園長： 

每位老師都要清楚我們的孩

子應該培養起來的能力是哪

些？如果我們要培養出具有

覺察力、面對、調整能力的

孩子，那麼，老師就需適時

的鬆手，提供孩子有思考及

判斷的機會，孩子因為感受

到尊重與信任，而學會尊他

人並願意自己為自己負責。

可依年齡調整主導與引導之

間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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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班級文化和諧氛圍，彼此之間更具向心力。 

        

（三）對自己的學習與啟發： 

1. 班級經營理念及目標為先：老師規劃進行活動要以融入班級經營理念目標為先。 

2.善用引導，並要相信孩子做得到：老師思考引導語句及模擬應用情境，也要逐步學 

 習並相信孩子做得到，是老師改變自己習慣用主導角色帶領孩子重要的一步。 

3.善用親師溝通傳達觀念：利用學校日與家長互動、傳達例行活動、生活教育等對孩 

 子能力養成的重要性，並提醒家長支持與配合。 

4.轉銜活動也能充分運用：活動間的少許時間的轉銜可運用於提升孩子注意力，如， 

 靜坐、律動、兒歌、手指謠唸唱、變化唸唱方式、簡易遊戲，如和老師比大小、比 

 剪刀石頭、猜謎、傳話...等等、樂器跟奏、變奏等。 

5.親自撰寫例行活動後更能清晰掌握目標重點及引導方式，帶領更能得心應手。 

 

四、全園性活動： 

    兒童節、母親節前後各園都卯足勁比拼活動的精彩度。

而育航在此當下接收到園長對於過去方式的提問，然而園長

的教育信念中「讓孩子有感，以孩子為主」是非常明確的方

向。於是年度快樂兒童日與五月感恩週活動，就啟動與孩子

一同討論願望活動及想要感謝的人事物，一起設計具連貫性

的野餐計畫與感恩週活動，與孩子執行快樂野餐日和感恩活

動，讓全園性活動十足具「孩子味」，並顯趣味與溫馨。 

 

園長： 

全園性活動的主角

是誰要先定義清

楚，若孩子是主

角，那麼引導孩子

參與規劃，以孩子

想法或期待為主，

孩子在當中才會

「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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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後的改變： 

1.以前的做法： 

（1）利用歷年資源設計活動。 

（2）教師們一起設計後，引導幼兒參與，缺少有助於孩子建立能力的活動目標。 

（3）配合學習重點檢視。 

（4）班群執行後於教學會議檢討。 

2.現在的做法—與園長討論後的做法改變： 

（1）以快樂兒童日為例，老師傾聽孩子的願望清單，與孩子共同討論目標及並計畫 

     可以做/玩的願望活動，最後實現願望，以此成就感恩週的整體系列活動。 

（2）以感恩週為例，全班共同討論家人與自己關係，引發孩子產生共鳴及心動力。 

（3）由幼兒親自邀請家長參與或支持活動，感受到孩子真切的付出。 

 

（二）幼兒的學習成效： 

1.幼兒與老師共同參與活動內容討論，讓幼兒真的成為快樂兒 

 童日的小主人。 

2.與爸媽一起計畫準備野餐的用品、餐點，不僅增進親子互 

 動，也能讓家長看到孩子為自己活動而努力的過程，孩子們 

 展現的非常投入。 

3.家長看見自己孩子對活動的主動性及自主性，活動規劃讓孩 

 子、家長都有感。家長很肯定園內活動的立意並給予支持， 

 增進了家園同心為幼兒努力的目標。 

4.班級感恩週任務要有至少 3 次以上連貫發展的相關性，連貫 

 發展與引導，才有機會較深入讓孩子對身邊他人的付出有更多的覺察、同理與關 

 懷。 

園長： 

感恩活動的重點是

要提供機會讓孩子

理解他人為自己的

付出，進一步學習

感恩。因此，活動

規劃讓孩子、家長

都有感，班級感恩

週任務要有至少 3

次以上連貫發展的

相關性，引導孩子

對人的同理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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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自己的學習與啟發： 

1.規劃活動從幼兒興趣喜好為出發：規劃需與幼兒討論，加入成長概念，讓孩子知道

「自己可以做得到」，對孩子建立自信是非常重要的步驟。 

2.回歸幼兒參與權：不一定要有禮物、有展覽、有秀，讓孩子的活動回歸給孩子更多 

 參與權，運用現有資源一起同樂，雖然不是豪華盛大，但溫馨又好玩。 

3.提供親子共備機會：幼兒與家長一起準備餐點及願望清單，藉由家長參與配合，能 

 了解孩子成長狀態。 

4.邀請愛心志工：透過志工協助，能傳遞出家園友善正向的合作關係。 

5.掌握孩子最真實的回饋：可以讓教師作為下次活動的調整。 

 

五、在園長專業領導下的改變與成長： 

（一）看見歷任園長的努力，更能同理新園長

的用心： 

1.以觀課/議課為例： 

    育航老師們都不陌生「觀課」一詞，也一直認為我們

一直以來都也在落實所謂的「說客、觀課、議課」，然聽

新園長說明後，才發現我們的「觀課」與其他學校所謂的

「觀課」有極大差異，並且理解所謂的觀課在於「透過對

他人課程的觀看來反思自己課程」，並不是高峰活動的成

果分享。於是在新園長的陪伴下，我們啟動了讓老師有點

緊張的觀課過程。 

園長： 

育航之前如何觀課？ 

師：學習區作品完成後老師間

彼此觀摩分享。 

園長： 

成果分享與觀課議課目的不

同。觀課目的在於透過對他人

課程的觀看來反思自己課程，

並不是評論他人課程好壞，被

觀課者也能藉此聽聽他人的想

法，做為自己省思教學的參

考。學期中以幼兒同年齡的班

群老師彼此安排相互觀課，有

助於期中課程尚在發展中的提

醒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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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老師說課：每位教師撰寫班級觀課計畫與園長討論、釐清目標。在寫觀課計

畫的討論，園長即會引導教師注意設計的整體性與課綱的關連性。可以體會出園長

對於教保課程及課綱的專業，並可以成為自己教學教案設計最好的討論夥伴。 

（2）入班觀課：觀課過程中不可諱言一定會產生臨場被

觀看的壓力，但因為觀課人數含園長總共才 3 人，而過

程中觀課者會默默在一旁安靜觀課，因此不會有被干擾

或打斷的問題，壓力相對低一點。 

（3）議課回饋交流：各班群老師及園長會利用中午孩子

午睡時間，一起議課。園長建議的語句很實用並語氣得

體，會讓被觀課中的我發現自己不周延的同時，也不會

感受到批評，而是一種朋友般溫馨提醒，對於自己的優

點與盲點有更多的瞭解，這樣的態度對於新手老師或資

深老師都是很好的心理照顧。而新園長這樣的身教也讓觀課老師們同時感受並提醒

自己對於與同儕互動時該展現出的尊重及信任，更可讓園內的整體氣氛更融洽。 

園長觀課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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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察覺教師需求陪伴調整： 

    新園長默默觀察老師們的課程運作與幼兒輔導等班級經營等

細節，讓老師們有機會彼此分享環境規劃理念與做法，整理出老師

們已經做了但沒做到位或一知半解的項目，規劃專業成長，如，課

綱在課程中運用說明、幼兒評量、輔導管教措施等等。以幼兒學習

檔案為例，育航將幼兒學習過程依課綱領域進行作品或過程照片收

集成冊，但這些成冊的作品缺少了與課綱評量指標的結合，無法評

量出孩子階段性的成長與改變。於是園長重新檢視既有的幼兒成長

檔案手冊內容，先針對老師運用時觀念的釐清，再協助簡化檔案製

作，讓幼兒學習檔案確實可讓家長看到孩子不同不同階段的改變。 

3.園長想讓自己成為可以對我們有幫助的人： 

    參加 STEAM 社群對新園長而言，育航的 STEAM 到底怎麼做？

與她知道的 STEAM 統整融入課程中有何不同，都是她想瞭解的部

分。每月一次的 STEAM 社群研習，新園長幾乎全勤，雖然園長沒

有自己帶課程，但她卻可以在我們班

進行 STEAM 教學時陪伴孩子一起玩，

和我們討論可能發展的方向，看在我

眼裡，新園長是個接地氣的孩子王。 

4.帶領師生創唱園歌 

    從育航就網頁中，園長發現育航園歌歌詞與目前

育航現況已經大相逕庭。本著「孩子一起參與」的原

則，邀請各班收集幼兒對育航的想法，再由園長彙整

後編創出符合現狀的歌詞，同時收錄老師與孩子的聲

音，呈現出富有童趣的園歌（詳：https://www.yhkg.tp.edu.tw/view/school_song/） 。 

 

園長： 

雖然知道 STEAM

精神與概念，但

我也必須瞭解學

習區取向的育航

STEAM做法，才

能進一步幫助老

師。 

園長： 

其實育航有接觸

到課綱的邊，但

缺少深入使用的

經驗，以既有的

資料檔案為基礎

進行調整，可幫

助老師將相關資

料檔案建置的更

完完整。 

https://www.yhkg.tp.edu.tw/view/school_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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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 

    因我前一年為教師兼任保育組長，對於行政事務體會到那是複雜且辛苦的差事，

也深知育航行政部分的效能與限制，因此新園長若是沒有運籌帷幄的協調本事與足夠

的魄力，恐無法領導大家，也易生挫折。這一年中，我雖卸下保育組長職務，但應園

長邀請仍協助保育及其他園務行政事務的諮詢，我也樂意之至，協助新園長盡快瞭解

育航，使新園長繼續與我們一起陪伴孩子往前走。以下舉例簡述新園長在行政領導上

的作為與影響： 

（1）廚工輔導：對於在廚房工作，園長重視的是「食安」

與「人安」，因此若有些微可能造成安全疑慮的作為都不被

允許，但礙於每人特質不同，仍會予以輔導、觀察，使其有

機會調整改進。 

（2）親師溝通：仍有一些家長會停留在「育航老師不 OK」的印象中，一旦有風吹草

動就會直接喚醒他們的舊印象。對新園長而言，希望過去事件的影響「到上任前為止」

就好，然而，偶爾仍須面對家長連帶的疑慮，園長會真誠的與家長詳談，以避免無稽

之談影響更多人，新園長的到任對外部聲音也許會產生停損的作用。 

（3）教材教具整理分享：因受事件及少子化影響而減 3 個 3-5

歲班，看著未來，這樣的減班應屬無可逆作為了。因減班所溢

出之物資相當可觀，新園長透過其人脈將可用教具物資等寄送

到需要的地區，不僅減輕園內的管理壓力也能提供幫助更多需

要的孩子。 

 

伍、教師省思： 

一、不管園長是誰，都不影響老師該有的責任 

    身為教師，投入教學中的自己可能只看見幼兒的學習與成長，要如何看見自己呢？

園長： 

廚房工作在食安與人

安這兩件事情上沒有

商量空間，是絕對要

保證安全的。 

園長： 

我們用不到的，或許

是別人用得到的，我

會尋找有需要的單

位，讓物盡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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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我們會說：要常常自省、常常自我檢視。然而在幼兒園的親師生關係營造、信任

建立過程，每日滿滿的課程與教學中，如何借力使力讓不同任園長領導風格下都能創

造不同的校園光景，讓自己與學校能共學、共榮、共好呢？對於教師而言，雖然面對

不同園長，但是該盡的責任卻是一樣的。 

二、有園長陪同，專業升級不是夢 

    歷任園長建立了：改善校園遊戲場、教室環境規劃完善、建立教學特色、成立

班群學習社群的基礎，現任園長提升教師課程規劃思維，紮實培養教師教學專業力

及溝通力，並透過觀課議課覺察自我優缺點，還有前述的各項重要活動讓教師合作

共享，使幼兒受教品質更具成效，我相信自己的專業升級不是夢。 

三、我很重要，因為我具承先啟後角色 

    自己在這樣努力的園長下被領導，心裡是很歡喜和感恩的。也期許自己能成為承

先啟後的教師，將自己的經驗傳承並吸收新知、持續成長，不讓年資年齡成為自己的

藉口。並能希望自己永保活力，學習園長持續精進的精神，讓自己持續保持學習動力

及健康好習慣，每天都是充滿活力的一天！ 

 

 

 

 

 

 

 

 

 

 



17 
 

附件 1 



18 
 

 

 



19 
 

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