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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幼稚園實習時，發現每班都會有幾位小朋友在學才藝，但是在以前，幾乎都是

上了國小後才開始學才藝，而現在學才藝的年齡愈縮愈短，就連小班都有很多小

朋友已經開始有在學才藝了。幼兒所學的才藝很廣泛，例如：鋼琴、舞蹈、美術…

等，很多還小的小朋友甚至都同時擁有多項才藝，而這些才藝學習中，是否對幼

兒真的有幫助？又以學習什麼才藝為主？對幼兒來說會不會很困難？這些就是

引起我們想要探討的主要動機。 
 
貳●正文 

 
一、幼兒動作及認知發展 
『學前幼兒動作發展雖已經到達成熟度，並不能確保幼兒在學前階段就能獲得基

本的動作技能，仍有其個別差異存在』（註一）。才藝的學習類型可分為學術型與

非學術型，『學術型包括兒童美語、（珠、心算）、電腦等；非學術型包括音樂、

舞蹈、美術等不同於一般的課後輔導安親班或課業家教』（註二）。學術型方面比

較偏重學科的學習，而非學術型較偏重術科方面的學習。『就人的腦而言，分為

左腦及右腦，左腦屬理性方面；右腦屬感性方面』（註三）。目前許多家長都嘗試

相信『學才藝可協助右腦淺能開發，彌補一般學科只偏左腦發展的不足』（註四）。

所以家長通常幫幼兒選擇偏向藝術性的才藝課程。 
 
從文獻中發現，有部份家長因年幼家裡經濟的不允許，或者是其他因素，而無法

學習自己所喜愛的才藝，轉而把夢想放在自己的子女身上；或者是因外在因素影

響，認為孩子應能早學就早學，不能輸在起跑點上，而將孩子們送進才藝班；或

因現在家庭型態多以小家庭為居多，家長們繁忙於工作，沒有時間照顧孩子，而

將孩子送去學才藝，也能增加一項技能…等原因。不論原因為何，家長們似乎未

從幼兒的角度來做考量。 
 
『學才藝最重要的是希望提供孩子有多元及多采多姿的生活經驗』（註五）。其目

的『是讓孩子樂在其中，並非為培養成藝術家』（註六）。幼兒學習才而應該是讓

他們發自內心的想去學某項才藝，而不是為了培養一個藝術家，也不是為了要和

別的小孩做比較，才讓小朋友去學才藝。『發展兒童才藝教育，必須結合家庭、

學校、社會三者的力量，環環相扣，才能奏成大效』（註七）。 

 

二、幼兒學習才藝現況 
綜合各學者的觀點認為目前兒童才藝班有以下的偏差：（註八） 
（一） 視「兒童才藝」為速食店，只重實效、討好家長，不理會孩子 
    的興趣、性向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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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忽略學習的樂趣，讓原本喜歡音樂、美術或電腦的孩子，轉而 
    成為懼怕與排斥。 
（三） 揠苗助長，尤以舞蹈班為最，未考慮孩子骨骼發展而造成傷害。 
（四） 把才藝當成誇耀自我的工具，使孩子產生優越感，因而影響人 
    格的發展。 
（五） 父母因過度關注，扼殺孩子的創造力。 
（六） 父母過度讚美，使孩子裏足不前，創作時會很在意別人的看法， 
    容易只畫被讚美過的風格，而不敢嘗試別的畫法。 
（七） 一個命令一個動作，使想像力打折，要求孩子的作品都一樣、 
    要畫的像，孩子只是模仿並沒有創意。 
 
綜上所述，讓幼兒學才藝，不能只重視結果，而不重視過程，而且讓幼兒學才藝

時也需要注意到他的大、小肌肉發展，以免過度學習而造成傷害。此外，讓幼兒

學習的才藝應該依幼兒的興趣來選擇，才不會造成幼兒討厭學習。 
 

三、父母的教養迷思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兒女成龍、成鳳，這原是無可厚非之事，只不過父母也
會有一些不利子女發展的錯誤教養方式。』（註九）。若家長們都是抱著這些方法，

去教養他們的子女，或許只會讓子女們反抗，並不會對他們有益處。父母常見的

錯誤教養方式：「1.我一定要居於主控地位、2.過度照顧 、3.我一定要達到十全
十美、4.我必須取悅他人、5.過度安排、6.負面語言太多、7.忘了享受當父母的樂
趣」（註十）。由此可知，許多的家長在教養小孩方面，使用錯誤的教養方式，而

家長在教養時，並不是以幼兒為中心，而是以自己的觀念、想法來教導，殊不知

這樣錯誤的教養方式，可能會對小孩造成影響，如果繼續使用錯誤的觀念來教養

孩子的話，很可能會阻礙對孩子的發展。 
 
「家長教養子女的型態分為四種型態：民主型、權威型、放任型、溺愛型」（註

十一）。民主型的父母對於管教子女方面，會採柔性的溝通方式，聽子女們表達

自己真正的想法，並不會強迫子女去做不喜歡的事情，對子女的行為要求也有一

致的標準；權威型的父母對於管教子女方面，均採專制式，不管子女的的想法是

什麼，總是以自己的意見為主，採用激烈的強迫接受方式，其子女扮演著絕對服

從的角色；放任型的父母對於子女的管教方面，對於子女的所作所為，毫不干涉，

行為偏差也不做導正與管教，子女感受不到父母的關心與溫暖，容易造成我行我

素的個性；溺愛型父母對於子女管教方面，過度保護子女，對於子女的要求總是

答應，任何事情都幫子女做好好，容易形成子女驕縱的個性，較沒辦法讓子女學

習獨立。 
 
才藝教育的目的並非將小孩培養成一個藝術家或畫家，而是讓小孩能夠發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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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才能，也能找出對小孩有興趣的地方。『才藝是每個孩子都擁有的能力，應使

其充分展現出來。在才藝教育的過程中得以拓展人性，以有助於其人格形成為目

的。』（註十二）。 

 

現在也有很多學習才藝的小孩，都是學齡前的小朋友，學習才藝的年齡愈來愈小

了。甚至有些小孩會在這麼小的時候就學習才藝，是因為家長的關係，因為家長

不想讓自己的小朋友輸給別人，於是在他們小的時候，便讓他們學很多才藝，都

沒考慮到幼兒的肌肉發展是否都完成了，而這種行為也很容易讓小孩未發展完全

的小肌肉受到傷害。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1.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2.實際操作過程紀錄 
  時間： 10月 14日 
  地點：大江購物中心 
  對象：幼兒之家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讓幼兒家長填寫才藝對學前幼兒之影響的問卷，發

6張問卷給有學才藝幼兒的家長填寫問卷，這樣能收集到更多的資料，更能了解
具體的情形，資料也較充足、較豐富，也能有不同的看法提供我們參考。 
 

家長認為學齡前幼兒適合學才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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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幼兒興趣及肌肉發展幫幼兒選擇才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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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三） 
家長認為學齡前幼兒適合學才藝嗎？    是否依幼兒興趣及肌肉發展幫幼兒選擇才 
                   藝？ 

 
由圖二、圖三可知，100%的父母都認為學齡前的幼兒是適合學才藝的，家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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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學齡前的幼兒的記憶就像是個海綿體，較易吸收，且學齡前的幼兒較沒定

性，學期才藝，能使幼兒培養專注力。『家長必須提供安全的環境及較多的活動

機會，幫助孩子發展身體的敏捷度、平衡感及協調性。』（註十三）。對於幼兒的

選擇才藝，也是依照幼兒的興趣以及肌肉發展，將幼兒送至學才藝。 

 

家長讓幼兒參加哪些才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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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讓幼兒從幾歲開始學習才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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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家長讓幼兒參加哪些才藝班      （圖五） 家長讓幼兒從幾歲開始學習才藝 

 
由圖四、圖五可知，有 50%的 6歲幼兒就開始學習才藝，另外，學習才藝類別中，音樂
占 37%、美術及舞蹈占 25%、珠算站 13%，在問卷調查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多數家長選

擇音樂的原因除了是幼兒的興趣之外，家長們認為學音樂的孩子不容易變壞，且可以培

養氣質、耐心以及專注力。也就是說，家長們偏向學習非藝術型的才藝較多，而偏向學

術型方面的才藝較少，與文獻內容相符。 

 

家長對幼兒的教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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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 家長對幼兒的教養態度 

 
由圖六可知，有 57%的家長對於子女的教養態度均採民主型，對於幼兒學才藝，
如果沒興趣了，多數家長認為沒有興趣，勉強幼兒也不好，也會造成幼兒的壓力，

且效果不好，學不到東西；29%的家長對子女採權威型，對於子女不想學習才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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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意的，家長認為學才藝能為孩子的未來有更好的發展，有了才藝基礎，才

能好好教育下一代。 
  
參●結論 

 

根據這次問卷調查的結果發現，大部分的家長都認為讓學齡前的幼兒學才藝是適

合的。因為部分家長都認為提早讓幼兒學才藝對幼兒的幫助很多。而且大多數幼

兒的家長都是依照幼兒的興趣及肌肉發展來幫他們選擇才藝。在幼兒學習的過程

中，如果幼兒不想學才藝了，父母會與幼兒溝通，問其原因為何，且陪伴幼兒突

破停滯期，發揮更大的功效。 
 
在這次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大部分的家長都同意讓自己的小孩學習多項才藝，他

們認為小孩要趁年輕、小的時候多學，對未來較有幫助。而部分家長讓幼兒學習

的才藝偏向非學術型的才藝居多。且部分的家長都對學才藝的幼兒，抱有一些期

待，以後能夠朝音樂、舞蹈…等方面發展，成為一位音樂家、舞蹈老師。 
 
本研究在這次的問卷調查中，發現雖然大部分的家長都同意幼兒學習多項才藝，

但幼兒們都只學了一項才藝，而且，如果幼兒不想學才藝了，果大多數的家長也

都同意幼兒停止學習。如強迫幼兒學習，也只是浪費時間，強學不到東西，或許

會造成反效果。而且在此次問卷中發現，學習才藝的小孩的年齡都蠻早的，有五

歲、六歲甚至是四歲就開始學才藝的小孩都有，表示現在學才藝的年齡已經愈縮

愈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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