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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早期幼兒教育工作多數幼兒是在家裡學習，由家庭中的婦女或兄弟姐妹相互觀摩學習長大。民國44年托兒所設置辦法公佈

實施，幼兒才開始被送到社區或教會的托兒所就讀。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與進步，幼兒教育政策也逐漸開始被重視。民

國93師培法通過，開放大學院校增設師資培育課程，讓有心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可以達成願望。 教育是百年大計，幼兒教育

是小學義務教育前的基礎，幼稚園、托兒所所提供的學習環境是很重要的，園所的設備、教學、服務、師資、教育資源等

都家長選擇托育的時候，優先考量的因素。 本研究目的是對於目前幼兒教育事業的經營現況分析探討，1.探討幼教市場外

部分析；2.幼教事業內部分析；3.關鍵成功因素探討；4.未來經營環境探討。研究對象以大村鄉與鄰近地區的幼教機構負責

人或園所長做深度訪談、個案分析討論、並以半結構式問卷調查，然後做敘述性的探討與情境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的12項

關鍵成功因素會影響到幼兒教育事業的經營結果。1.園所硬體設備優勢；2.幼教師教學品質優勢；3.園所設置地點；4.市場

定位與區隔；5.全面品質管制；6.企業形象；7.員工工作滿意度；8.家長滿意度；9.辦學理念；10.教師專業知能；11.服務態

度；12.園長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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