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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幼兒價值觀教育 ─ 一個衍生

自課程指引的論述

陳志威

香港公開大學	教育及語文學院

摘要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說，價值觀的傳遞和塑造是教育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功能；幼兒時

期的價值觀教育或品德教育不論對兒童和社會將會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分析了《幼

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中有關價值觀教育的內容，並就著在幼兒階段推展價
值觀教育，從幼兒階段的核心倫理價值、價值觀教育的模式、幼兒教師價值觀教育

的培訓、營建推展價值觀教育的氛圍、促進家校合作以建立品德培育的夥伴等方面

作出建議。

關鍵詞
幼稚園教育、價值觀教育、品德教育、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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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自 2007年 9月實施「學前教育學券計劃」，以及在 2017年 9月實施「優質
免費幼稚園教育」計劃，香港政府介入幼稚園教育日益明顯。隨後，教育局向立法

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免費幼稚園的最新發展，提出在 2018年中將會公布有
關幼稚園校董會組成的要求，以明確規定幼稚園校董會的組成。現時在教育局註冊

的幼稚園均須設有校董會，但對幼稚園校董會的組成要求並不如資助中小學的法團

校董會。根據有關免費幼稚園的最新發展的文件，教育局將要求幼稚園的校董會由

最少三人所組成，其中最少一人來自該幼稚園的辦學團體、最少一名是來自家長、

教師、校友或社會人士，校長可以毋須擔任校董，但必須出席校董會會議（明報，

2018）。這是對幼稚園的管治作進一步的規範。除此以外，教育局亦會把對幼稚園
所作質素評核的報告上載至教育局網頁讓公眾人士查閱。種種措施均顯示政府對幼

稚園教育的介入隨著給予幼稚園教育資助的增加而有所加強。

政府介入教育的原因很多，然而，大概可以從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觀點來加以了

解。經濟學的觀點基本上是以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的。教育是一項花在人力資本上

的投資，受過教育的人比沒受教育的人具備較高的生產力。個人生產力的提升促進

了社會整體生產力的提升（Becker, 1993, Pencavel, 1993; Schultz, 1987; Thomas, Wang 
& Fan, 2001；Woodhall, 1997）。而且，人們透過教育能夠使他們所擁有的知識和
技能得著更新，從而促進創新和科技發展，使社會生產力得著進一步的提升，社會

因此便更為繁榮進步（王善邁，1996；曾滿超、魏新，1997）。此外，教育亦可提
升人們應付轉變的能力，有助人們應對知識型經濟和科技不斷發展的需要（Chan, 
2010; Schultz, 1975）。社會學的觀點大致上可以功能學派和衝突學派為依據，教
育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化代理人，政府介入教育的基本的目的是謀求社會穩定和控

制。藉培育青年人接受和遵從社會沿用的價值規範，以達致社會安定、和諧與繁榮

（Althusser, 2001; Ballantine & Hammack, 2012）。當然，政府亦會透過教育改變社
會的價值規範，從而促進社會應對轉變和向前發展。從社會學的觀點來說，價值觀

的傳遞和塑造是教育十分重要的社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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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了加強對幼稚園管治的監管以及幼稚園營運的透明度外，幼稚園教

育課程的規範自然也是政府介入幼稚園教育的一個切入點。假若在兒童早期施加

於他們的行動，是有助他們日後在個人發展和學習上有所裨益的話（Reynolds et al., 
2001），幼兒時期的價值觀教育或品德教育，不論對兒童和社會將會是十分重要的。
本文將分析《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中有關價值觀教育的內容，並就在幼兒
階段推展價值觀教育作出建議。有關品格發展的文獻中，常常會涉及品德教育和道

德教育兩個用詞。論者認為品德教育較著重培養個人內在的美善素質；而道德教育

除了個入的素質外，更涉及倫理的考慮（吳清山、林天佑，2005）。雖然如此，兩
者均涉及個人的美善素質，也同時涵蓋了對美善價值的認知、情意和行為，因此品

德教育和道德教育可以被涵蓋於價值教育或價值觀教育。而品德教育、道德教育和

價值觀教育也常被視為同義詞（陳埩淑，2004）。本文亦將交錯使用品德教育、道
德教育和價值觀教育這三個用詞。以下將先就《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在
幼兒價值觀教育的不足加以闡釋，然後再就如何加強幼兒價值觀教育作出建議。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 (2017)》中幼兒價值觀教育的勾勒

在實施了《學前教育課程指引（2006）》十年後，課程發展議會因應社會的轉變
和幼兒的需要，對《學前教育課程指引（2006）》予以檢視，以求進一步優化幼稚園
課程。為了配合《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所訂下的教育目標及相關措施，在

2017年課程發展議會推出了《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其中凸顯了幼稚園、
小學及中學課程的延續性，以期學前教育和中小學教育構成一個連貫和互相配合的教

育體系。幼稚園教育是為幼兒未來的學習與成長奠下良好的基礎，促進他們在德、智、

體、群、美各方面的均衡發展，從而達至全人教育的目的（課程發展議會，2017）。《幼
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承接《學前教育課程指引（2006）》的理念，以「兒童為本」
作為課程的核心價值，以及持守「認識和尊重每個幼兒的發展獨特規律」的原則。與

此同時，由於教育政策（例如「優質免費幼稚園教育計劃」的推行）和社會狀況的轉

變（例如家長抱持「贏在起跑線」的觀念以及人口結構的改變），課程發展議會訂出

了是次學前教育課程修訂的重點如下（課程發展議會，2017，頁 12）：

• 強調培育幼兒的均衡發展；
• 加強推展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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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闡釋各學習範疇的學習目的；
• 加強照顧幼兒的多樣性及推動共融文化；
• 提倡以生活化的主題貫通各學習範疇的內容；
• 提倡幼兒從遊戲中學習，並加強遊戲中的自由探索元素；
• 加強幼稚園教育與小學教育的銜接。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指出幼稚園教育課程須以促進幼兒的全面和均
衡發展為原則，涵蓋「品德發展」、「認知和語言發展」、「身體發展」、「情意和

群性發展」和「美感發展」五項發展目標，透過「體能與健康」、「語文」、「幼

兒數學」、「大自然與生活」、「個人與群體」和「藝術與創意」六個學習範疇加

以落實，從而體現德、智、體、群、美的五育發展方向（課程發展議會，2017，頁
18）。然而，從《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的篇章結構來說，總共八章之中，
第一章是「概論」，第二章是「課程目標與架構」，第三章是「學校整體課程規劃」，

第四章是「學與教及評估」，第五章是「照顧幼兒的多樣性」，第六章是「入學適

應與幼小銜接」，第七章是「家校合作與社區參與」，第八章是「教師專業發展」。

雖然課程發展議會以加強推展品德教育為是次學前教育課程修訂的一個重點，惟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在「品德發展」方面的闡述，比起其他重點則顯得
有點不足。關於「加強推展品德教育」這一個重點，《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
在第二章的課程目標中，提出了要「培育幼兒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從而

期望幼兒能夠「認識自己，尊重和關愛別人，熱愛生活，展現良好的行為；樂觀自

信，勇敢面對生活和成長的轉變」（頁 19）；「樂於參與群體活動，遵守秩序及尊重
他人，建立自信和勇氣，發展社交技巧；學習與他人相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勇

於嘗試，不怕失敗、能持之以恆，明白群體生活中互助合作的重要，增強對團體的

歸屬感和責任感」（頁 27）。然而，《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並沒有對幼稚園
的品德 /價值觀教育的推展作出有系統的闡述。

從哲學觀點，品德教育須抱持著一些重要、被廣為認同、以及成為良好品格基

石的核心倫理價值；這些價值包括關愛、誠信、公平、負責、以及對自己和他者的

尊重（Lickona, Schaps & Lewis, 2002）。《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也認同這
觀點。因此，在「課程目標」中提出了期望幼兒能夠「認識自己，尊重和關愛別人，

熱愛生活，展現良好的行為；樂觀自信，勇敢面對生活和成長的轉變」（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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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2017，頁 19）。其中除了「尊重和關愛別人」和「展現良好的行為」這兩點
較為接近倫理價值外，其餘的都是關乎個人以及個人生活的態度的。然而，什麼是

「良好的行為」呢？什麼是幼兒階段中應有的良好的行為呢？《幼稚園教育課程指

引（2017）》對此並沒有作充分的闡釋。

Lickona, Schaps & Lewis（2002）認為把成為良好品格基石的核心倫理價值，讓
學校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充分認識、了解和認同，對推動品德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因

此在幼兒教育階段中，讓兒童和教師清楚什麼是「良好的行為」是十分重要的。《幼

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雖然在《附錄一》列出了「建議納入學校課程內的核
心及輔助價值觀和態度」，但《附錄一》只不過是把《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

（課程發展議會，2001）中有關「學校課程中的共通元素：價值觀及態度」的附錄
移植過來，再在「核心價值：社會」這條目中加上「國民身份認同」這一點。《幼

稚園教育課程指引 (2017)》的建議只不過是借用了學校教育中的價值觀。在所借用
的「學校課程內的核心及輔助價值觀和態度」中，關乎個人的核心價值和輔助價值

分別有 11項（包括生命神聖、真理、美的訴求、真誠、人性尊嚴、理性、創作力、
勇氣、自由、情感、個人獨特性）和 14項（包括自尊、自省、自律、修身、道德
規範、自決、思想開闊、獨立、進取、正直、簡樸、敏感、謙遜、堅毅），而關乎

社會的核心價值和輔助價值各有 13項（核心價值：平等、善良、仁慈、愛心、自由、
共同福祉、守望相助、正義、信任、互相依賴、持續性、人類整體福祉、國民身份

認同；輔助價值：多元化、正當的法律程序、民主、自由、共同意志、愛國心、寬

容、平等機會、文化及文明承傳、人權與責任、理性、歸屬感、團結一致）。在態

度方面包含 17項（樂觀、樂於參與、批判性、具創意、欣賞、移情、關懷、積極、
有信心、合作、負責任、善於應變、開放、尊重、樂於學習、勤奮、對核心及輔助

價值有承擔），在「尊重」這一項上更細分為 9項（自己、別人、生命、素質及卓越、
證據、公平、法治、不同的生活方式信仰及見解、環境）（課程發展議會，2017，頁
82）。從核心價值的角度來說《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的有關建議顯得冗長，
不容易讓人對幼兒教育階段的兒童所應養成的價值觀得著提綱挈領的認識。以台灣

推行品德教育的經驗，政府教育局也會為品德教育制訂核心價值，但遠較《幼稚園

教育課程指引（2017）》簡潔和清晰，使人易於了解和掌握。例如台南市政府教育
局以「誠信、孝順、感恩、尊重、關懷、負責、自信、自律、正念、正義、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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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寬恕、合作、勇敢、勤儉、尊重生命共 17項為各級學校品德教育的核心價
值」（黃彩碧，2013，頁 64）。

Nucci（1982）認為價值觀教育須使加諸學生的社會經驗與他們的發展階段配
合，價值觀教育的課程設計和發展應該與兒童發展緊扣在一起。然而，《幼稚園教

育課程指引（2017）》 卻沒有就在香港社會中學前兒童所應培養的價值觀作出具體
的建議。香港在幼兒品格發展方面的研究是很少的。從台灣有關幼兒品德教育方面

的研究中，家長認為「幼兒階段最重要的 10項品德核心價值是負責、尊重、感恩、
孝順、關懷、誠信、自信、自律、尊重生命和勤儉（黃彩碧，2013）。香港和台灣
兩地社會當然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被廣為認同、成為良好品格基石的核心價值理

應沒有很大的分歧。台灣的經驗和研究，可以為香港在幼兒階段推動品德教育提供

不俗的參考。價值觀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讓學生發展他們對道德和社會規範（social 
convention）的思考方式（ways of thinking）。要達到這目的，Nucci（1982）認為有兩
個原則是須予以依循的。除了上文提及加諸學生的社會經驗須與他們的發展階段配

合外，另外一個原則是：用以發展學生對社會價值觀的教育經驗須與有關價值觀的

道德和社會規範配合。《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雖然指出「家長應對子女建
立合理期望，考慮他們的興趣和能力，為他們選擇合適的學校」（頁 73）、以及「家
長關注子女可能出現的情緒變化⋯⋯為家長提供具體建議，以幫助子女建立正面的

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適應入學所帶來的轉變」（頁 69），但重點還是放在兒童的
入學和學習，並不是兒童價值觀的發展。

總的來說，《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在幼兒教育階段品德教育 /價值觀
教育方面所作出的闡述和指引實在是有所不足的。假若國家（或政府）在道德價值

觀的設定和傳遞上應扮演直接而具體的角色（Cragg, 1979），以及對兒童作出及早的
介入是有助於他們日後的發展和學習（Reynolds et al., 2001）的話，有系統地向幼兒
推行清晰的、正面、積極的價值觀教育，對兒童和社會都是重要的。

推展幼兒價值觀教育的芻議

既然政府正擬加強對幼稚園教育的介入，幼兒的品德教育自應予以重視，以期

加強兒童對自己和他者的尊重，懂得感恩和關懷，養成負責和誠信。但《幼稚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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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課程指引（2017）》並沒有就此作出詳細而具體的建議。以下將就著如何加強香港
幼兒的價值觀教育提出一點建議。

制訂幼兒階段的核心倫理價值

Lickona, Schaps & Lewis（2002）認為在學校裡有效地推動品德教育，雖然並不
會有一個成功推動品德教育的獨步單方，卻有一些有助推動品德教育的原則。這些

原則包括：

1. 把成為良好品格基石的核心倫理價值讓學校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充分認識、了

解和認同。同時也須把這些倫理價值清晰地闡明為在學校生活中可被觀察的

行為。學校須抱持這些價值並對這些行為予以充分的肯定並加以實踐；

2. 良好的品德教育應涉及道德生活中的認知、情意和行為等三個層面。對倫理

價值的了解、關注和行動是品德教育的內涵；

3. 品德教育的推行必須刻意地和積極地規劃，不能守株待兔的等待時機；

4. 須把學校營建成為一個能夠幫助學生養成對別人關愛的道德社群；

5. 讓學生不斷經歷品德教育的核心倫理價值，例如減少打架和欺凌；

6. 品德教育應包含一個具意義而且具挑戰性的課程，對學習者給予尊重和幫助；

7. 應培養學生擁抱核心倫理價值的內在動機；

8. 學校的教職員應發展為一個德育的學習型社群；

9. 具備道德領導力的領袖；

10. 與家長成為品德培育的夥伴；

11. 對學校關愛社群的發展、學生品德表現、以及教師在品德培育方面的專業發

展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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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 11項原則之中，第一項原則是最根本的。若要在幼兒階段有效地推動
價值觀教育，首要的是須弄清楚什麼是幼兒階段的核心倫理價值和良好行為。Nucci 
（1982）認為價值觀教育的內容不但要發展兒童對公平公正的理解，也應按他們對
社會規範概念的建構以及由文化所確定的準則所界定。因此，教育當局或幼兒教育

學者可就香港社會中幼兒階段的品德內涵予以探討；從而按著兒童身心發展的特徵，

制訂幼兒能夠明白和實踐的核心價值。而且，這些核心價值必須讓幼稚園教師和家

長知悉和了解，讓幼稚園和家長刻意地和積極地規劃相關的活動，幫助兒童不斷經

歷這些核心倫理價值、以及培養他們擁抱這些核心倫理價值的內在動機。

採納合適的價值觀教育模式

推動品德教育，大致上可循價值澄清模式（value clarification approach）和德
育發展模式（moral development approach）（Leming, 1981）。價值澄清模式認為先
向學生釐清所須追尋的核心倫理價值將有助於價值觀的建立；而德育發展模式基

本上是建基於關乎道德推理的認知發展模式（cognitive-developmental approach）的
（Kohlberg，1969, 1978; Lockwood, 1978）。Leming (1981)檢視了在道德教育 /價值
觀教育中價值澄清模式和德育發展模式的研究，指出價值澄清模式能夠幫助小學生

對學校環境建立較正面的態度，也對他們在有關主題的認識上具顯著的影響。然而，

德育發展模式只對四年級以上的學生帶來顯著的影響，對三年級以下學生並沒有產

生明顯的效果。兒童的道德發展是階段性的，幼兒階段的兒童較難掌握抽象的道德

概念（Kohlberg, 1981），而且是從「無律階段進到他律再到最高層次的自律階段」
（吳培源等，2010，頁 202）。因此，在幼兒階段推動價值觀教育採取價值澄清模式
是較為適合的。

為幼兒教師提供價值觀教育的培訓

要成功推展價值觀教育，教師必須對價值觀教育有所了解，同時也須對合乎學

生發展階段的核心倫理價值和行為有所認識和認同。幼稚園課程以及學與教活動的

推行，基本上是以兒童的生活體驗為重心的。縱使《學前教育課程指引（2006）》提
出遊戲為本的模式對幼兒的學習會大有裨益，以及《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
也一再強調幼稚園須採納遊戲為本的模式；但幼稚園教師在運用遊戲為本的模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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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出現落差，未能充分掌握遊戲為本模式的精髓；兒童很多時都只不過是跟隨教

師的指示（Cheng, 2001; Cheng et al., 2008, cited in Wong et al., 2011; Lau, 2006）。此
外，有關幼兒品德教育的研究指出「透過繪本、行動劇、討論發表、體驗活動等的

學習歷程，不但增進幼兒的品德認知⋯⋯對於幼兒的品德態度與行為也有明顯的改

變」（吳培源等，2010，頁 215）。因此，加強幼兒教師對價值觀教育的認識、強化
他們運用各種活潑的教學方式以及教學活動設計的能力，將會促進幼兒價值觀教育

的推展。

刻意地營建推展價值觀教育的氛圍

制定了幼兒階段價值觀教育的核心倫理價值後，幼稚園的領導者亦因此有著明

確清晰的價值觀教育方向，同時也較易於制定具體的校本價值觀教育課程目標。他

們可在進行學校發展規劃時，刻意地營造一個有利於情意發展的教學氛圍，並在教

師培訓上作出相應的安排；從而幫助教師在課程設計上設計具意義的活動，讓兒童

從活動的過程和生活體驗中，建立對有關核心倫理價值的認知，並在活動和生活中

加以實踐。由於幼稚園一般都不會像中、小學般採用分科教學的方式，現就以「天

氣變變變」主題教學為例，說明制定校本價值觀教育課程目標對推展價值觀教育的

影響。假若學校沒有制定具體的校本價值觀教育課程目標，教師通常會把教學活動

的重點和目標放在兒童對不同天氣的認識、以及怎樣配合天氣的狀況穿著合適的衣

服。但假若學校制定了校本的價值觀教育課程目標，而教師也充分明白要在教學活

動中須達至這些目標，他們便會在設計教學活動時加入相關的元素。例如在上述的

主題教學例子中，教師清楚知道幼兒階段的品德核心價值，便可以運用《北風和太

陽》繪本的故事引起學習動機，除了讓兒童了解天氣的不同之外，可在延展活動中，

讓兒童了解當看見有同學汗流浹背時，可向他遞上紙巾或一杯涼水；又或在看見同

學受風寒時遞上衣服等。從而幫助他們養成對別人友善、樂於與別人分享以及關懷

他者的品格。當然，教師更可利用「太陽」幫助兒童在語文方面鞏固對一、人、大、

太等字彙的認識。在兒童的學習和活動過程中，幼稚園教師要對他們給予尊重和幫

助，並對這些行為予以充分的肯定；把幼稚園營建成為一個能夠幫助兒童養成對別

人關愛的道德社群。此外，由於家校合作會為教師帶來額外的工作，幼稚園的領導

者亦須在資源運用上為教師創造空間，從而加強教師接觸家長的信心，促進教師與

家長的溝通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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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家校合作建立品德培育的夥伴

根據何瑞珠（2008）有關家校合作的研究，家校合作對培養關愛氣氛是十分重要
的。家校的聯繫愈多、舉辦親職教育活動愈多、愈多協助家長輔導子女，便愈能對

關愛氣氛產生正面的影響。故此，教育當局除了在幼稚園的「管理與組織」方面予

以關注外，更應為參與「優質免費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提與資源並為它們創

造空間，以推展家校合作，並促進學校與幼兒的家長建立品德培育的夥伴關係。幼

稚園在與兒童家長溝通和進行家校合作的活動時，可向家長傳遞幼兒階段的核心倫

理價值，讓他們擺脫「贏在起跑線」的競爭性思維；並在家中實踐有關的核心倫理

價值，向兒童作出鼓勵，成為品德培育的學校夥伴，從而幫助兒童養成一貫的價值

觀和行為，使幼兒的價值觀教育得著更有效的推展。

結語

香港不少家長要求幼稚園能夠幫助其子女在知識的學習上取得相當的掌握，務

求在升讀小學後能夠盡快適應小學的學習。他們不但希望其子女能够及早執筆寫字

外，更要求幼稚園為其子女提供「兩文三語」的教育，使他們「贏在起跑線上」。

至於子女的價值觀教育，並不是他們首要的期望。幼稚園為了迎合家長的訴求，把

兒童學習的重點放在不同學習範疇的課業上（例如：教育局，2012，2016），幼兒
的價值觀教育往往都是較為受到忽略的。因此，政府在加強介入幼稚園教育時，宜

順勢藉課程的更新强化幼兒階段的價值觀教育，以糾正兒童的競爭心態，並建立正

確積極的價值觀和養成應有的行為。本文剖析了《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
在幼兒價值觀教育上的可予以改進的地方；同時也從有效地推展價值觀教育的觀點

作出一點建議。唯甚麼是香港社會認同的幼兒階段的核心倫理價值，還有待教育當

局和幼兒教育學者加以探討和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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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years values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 discussion 
derived from the curriculum guide

Chi Wai CHAN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Languages,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values are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Values/character education at early year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growth of children 
as well as societ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oes not only discuss the issue of values 
education proposed in the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Guide (2017) but also has made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lues education in Hong Kong kindergarten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core ethical values, approaches of values education, teacher 
development in values education, environment for values educ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tnership with parents through home-schoo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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