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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入園不入園，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有多大？壹、入園不入園，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有多大？

        行政院於100年核定『5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計畫書內敘明99年度5歲幼兒入園

率約為93%，並設定績效目標，逐年拉高滿5足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入園率。這個計畫

特別針對家戶年所得50萬元以下的家庭，有特定的補助辦法以及績效指標。

        根據『5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其重要性包括『幼兒教育是其他教育階段的基

石，普及幼兒教育及受教年齡向下延伸已成為國際上幼兒教育共同發展的趨勢』。幼兒

教育的重要性當然是大家所認同的內容，不過，具體的影響性為何，卻鮮少有實證資料

彰顯其影響力。

        國際評比PISA每3年查一次，調查對象是15歲的學生，調查的學科是閱讀、數學以及

科學，2012年主要的調查科目是數學，在背景問卷裡，有一題詢問小學前（pre-primary

education）的狀態，選項包括無入學、一年或以下、多於一年的選項。這樣的調查資料，

提供了幼兒教育對於國民教育階段末期學習成就的影響力，並提供國際評比的可能性。

表1是整理自PISA2013年所出版的『經由公平達到卓越：提供每一個孩子成功的機會』報

告書的內容（OECD, 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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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幼兒園入學狀況與PISA2012數學成就調查表

 幼兒園入學狀況幼兒園入學狀況 平均數學成績平均數學成績

一年或以下與無入一年或以下與無入

學學

分數差距分數差距

多於一年與無入學多於一年與無入學

分數差距分數差距

 無入學無入學

一年或一年或

以下以下

多於一多於一

年年
無入學無入學

一年或一年或

以下以下

多於一多於一

年年

社經地位社經地位

排除前排除前

社經地位社經地位

排除後排除後

社經地位社經地位

排除前排除前

社經地位社經地位

排除後排除後

 百分比百分比 百分比百分比 百分比百分比
平均量平均量

尺分數尺分數

平均量平均量

尺分數尺分數

平均量平均量

尺分數尺分數
分數差距分數差距分數差距分數差距 分數差距分數差距 分數差距分數差距

上海上海 3.6 8.6 87.8 505 555 623 50 25 118 72

芬蘭芬蘭 2.4 34.9 62.7 474 512 527 38 27 53 34

澳洲澳洲 4.5 43.6 51.9 463 500 516 37 26 52 32

OECD平均平均

值值
7.1 18.8 74.1 451 475 504 25 15 53 31

臺灣臺灣 1.5 14.7 83.8 508 530 566 22 14 58 38

香港香港 1.6 3.3 95.1 483 503 567 20 19 83 69

韓國韓國 4.5 12.6 82.8 533 542 557 9 0 24 13

新加坡新加坡 2.3 7.1 90.6 524 530 579 6 -11 55 35

澳門澳門 2.4 11.9 85.7 495 492 547 -3 -2 52 54

日本日本 0.8 2.2 96.9 506 489 540 -18 -5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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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是根據一年或以下跟無入學在尚未排除社會經濟文化地位分數差距排序。

資料來源：整理自PISA2013年所出版的『經由公平達到卓越：提供每一個孩子成功的機會』報告書表

II.4.12

        從表1的內容可以知道兩件重要的事情：

一、在OECD國家裡，幼兒園的教育經驗是一年或以下，跟無入學的受試者相比較，數學

的量尺分數差距為25分；即使考量社會經濟文化地位的因素，分數差距還是達到15分。

臺灣的資料在一年或以下，跟無入學的差距是24分，考量社會經濟文化地位的因素的差

距是14分。二、幼兒園的教育經驗是多於一年，跟無入學的受試者相比較，數學的量尺

分數差距為53分；即使考量社會經濟文化地位的因素，分數差距還是可以達到31分。臺

灣的資料在多於一年，跟無入學的差距是58分，考量社會經濟文化地位的因素差距是38

分。

        這個數據顯示在臺灣，一個人是否接受幼兒園的教育，與15歲的數學成就間，有密

切的關係。教育成就深受社經地位的影響，重要的是，即使考量社會經濟文化地位的因

素，幼兒園的教育與15歲的數學成就間還是有密切的關係。雖然無法直接將兩個因素進

行因果推論，但是，卻是合理的預期。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跟臺灣經濟競爭的國家或地區，如韓國、新加坡、澳門、日本

等國家或地區，如果只有接受一年或以下的幼兒園教育，則幾乎對於15歲的數學成就沒

有影響，多於一年以上的幼兒園教育，展現顯著的差異。

 

貳、入園不入園，對經濟的影響有多大？貳、入園不入園，對經濟的影響有多大？

         基本上，如果以各國的國際評比成就與經濟成長率進行計算，可以獲得非常正向的

相關性（Hanushek & Woessmann, 2008）。OECD（2010）根據過去的歷史資料推估，認

為如果OECD的每一個國家在未來20年能夠提高PISA分數達25分，則2010年出生的世代，

終其一生，可以增加OECD國家115兆（trillion）美元的GDP；如果所有OECD國家都能夠

達到芬蘭的程度，則可增加260兆美元的GDP；如果所有OECD國家每一個學生能夠達到

PISA的最低等級（400分），則可以增加200兆美元的GDP。

參、建議參、建議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102學年度全國5歲幼兒入園率由96學年度的91.60%，提升

至93.74%，經濟弱勢5歲幼兒入園率由96學年度91.76%提升至95.75%，全國原住民5歲幼

兒入園率由96學年度87.69%提升至97%，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5歲幼兒入園率由99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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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93%提升至97.35%（教育部，2014）。

        這幾年幼兒入園率，的確因為政策因素有明顯的提升，這一點，在弱勢身份者更有

明顯的效果。但由於臺灣在PISA2012年的數學調查結果，PR90與PR10的分數差距是全球

之冠（OECD, 2013a），幼兒就學可以明顯的提升成就，而是超越社經地位的現象，因

此，如何更進一步的拉升經濟弱勢或是族群弱勢5歲幼兒的入園率，絕對是需要努力的方

向。此外，由於一年以及一年以上的幼兒教育可以有累積的效果，是否應該往下延伸免

學費政策到3歲幼兒，可能是當政者需要思考以及評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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