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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師對人際互動展現美的精緻 

特質想法之個案研究 

吳雅玲*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幼兒園教師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展現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

本研究以公立喜悅國小附設幼兒園 3 位教師為研究對象，蒐集並分析訪談語料與

文件等質性資料，以了解幼兒園教師在人際互動，展現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依據

研究結果，歸納出幾點結論：幼兒園教師認為在人際互動中，宜考量當事者的感受

與需求、精準的接收與傳遞訊息、人性化的思考與同理當事者等美的精緻特質的想

法，以助益於系統性思考與讓人獲得愉悅的感受。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

議，供師資培育單位、教育現場之教育人員及未來研究者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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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s on the 

Display of Refined Beauty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A Case Study 

Ya-Ling Wu*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erceptions of refined beauty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mong preschool teachers. Qualitative data extracted from interviews with 

three preschool teachers from the Affiliated Preschool of Pleasant Elementary School and 

relevant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analyzed to gain insights into the perspectives of 

preschool teachers regarding the display of refined beauty in their interaction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preschool teacher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considering 

their colleagues’ feelings and needs, accurately conveying and receiving information, 

embracing humanized thinking, and empathizing with others. These considerations were 

observed to promote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enhance colleagues’ sense of pleasure.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findings,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for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ducator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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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幼兒園教師專業能力指標內涵提及，幼兒園教師人際互動為教師專業能力之

一（林清章，2012），雖說幼兒為幼兒園的主體，但是，幼兒園教師卻是幼兒園課

室之關鍵人物，因為，課室內的潛在課程，藉由教師的身教及言教展現及傳遞給幼

兒（游淑燕，2008），所以，幼兒園教師於人際互動展現之樣態，在潛移默化中傳

遞給幼兒；對於幼兒園教師在潛在課程中的角色，依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指出，幼兒園教師為「班級文化和學習情境的經營者、生活與學習的夥伴、學習的

引導者、幼兒家庭的合作夥伴」（教育部，2017， 5頁）；同時，O’Leary提及，西

方美學依循古希臘的美學觀點，主張美學和道德互為表裡，且個體之美學思維會體

現於日常生活的言行舉止（引自 Bates, 2006, p206）；換言之，幼兒園教師的人際互

動已是日常生活的行為，所以，教師透過人際互動展現之身教、言教，並在舉手投

足之間傳遞給幼兒，對幼兒的身心靈發展影響甚鉅。 

值得注意的是，幼兒園教師人際互動雖然重要，然而，實證研究發現，實務現

場卻因為教師想法不同，造成教師同儕關係緊張，甚至影響幼兒學習品質。當幼兒

園教師同儕的信念產生落差時，除了容易引起人際衝突，更甚者影響教師教學品質

（洪鈺琁、陳嘉彌，2014），於是，教師互動容易形成實質和諧或表面和諧的樣態

（黃囇莉，1999；Chen et al., 2016）；目前實證研究多注重於幼兒園教師的權力與

福利（莊媚婷、蘇育令，2016）、溝通不良產生嫌隙，影響身心健康（洪鈺琁、陳

嘉彌，2014；廖惠卿，2018）等，因此，從美的精緻特質探究幼兒園教師人際互動

之相關實證研究實屬稀少，仍屬亟需挖掘之場域，因此本研究具探究之重要性與研

究價值。 

幼兒園教師如何展現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將其融入於人際互動，具有研究價

值。學者（張錫坤，1987；曾祖蔭，1987；黃宗顯，2019；Dewey, 2005）指出，美

出現於美學範疇及社會實踐（曾祖蔭，1987），美學範疇泛指人類社會依照美的規

律，實踐於日常生活的行為（彭會資，1991），同時，個體藉由覺察自己及外在的

人事物，以啟發感覺的細膩性（蔣勳，2005）；此外，美的特質涵蓋有機整合、和

諧、精緻、秩序、自由（黃宗顯，2019；趙雅博，2006；劉文潭譯，1989；Ladkin, 

2008），而且，美的特質彼此具有關聯（劉文潭譯，1989）。美在於生命本身，藉由

人際互動傳遞思想、情感與意義，以表現自我(  Dewey, 2005  )，同時，個體將美

的精緻特質融會貫通，體現於日常生活，並表現出利他作為（張錫坤，1987）；此

外，美的精緻特質運用在人際互動，藉由言語與行為，展現出細膩與恰到好處，讓

人產生愉悅的感受（黃宗顯，2019）；所以，個體之心靈美會藉由最細緻的思緒和

情感體現於日常生活。 

綜整以上析述，幼兒園教師在人際互動之際，展現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具探

究之意義與重要性。本研究以美的精緻特質為研究焦點之緣由，包括：一、國內外

先進對於美的特質多所論述（黃宗顯，2019；趙雅博，2006；劉文潭譯，1989；Ladkin, 

2008; Servomaa, 2005），其中，黃宗顯認為美的精緻特質運用在人際互動能讓人產

生共鳴、共感與愉悅的感悟；二、美的精緻特質注重展現歷程之精準( Wang, 2015; 

Xu, 2018 )，人際互動實踐之精準有賴於個體想法之周全與細膩。本研究目的為探

討幼兒園教師在人際互動時，展現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研究問題為幼兒園教師在

人際互動時，展現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為何？本研究以 3 位幼兒園教師為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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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蒐集並分析訪談語料與文件等質性資料，探討研究參與者展現美的精緻特質的

想法，並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 

貳、文獻探討 

為探究美的精緻特質與幼兒園教師人際互動之意涵，遂從美的精緻特質之意

涵、幼兒園教師的人際互動和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及其與良好人際互動的關係，分

別說明如下。 

一、美的精緻特質之意涵 

美的精緻特質分別散見於古今中外之美學範疇中。西方古代彰顯美的概念為

和諧、比例、秩序與有機整合，前述美的概念雖無直接指稱「精緻」，然其表述的

法則隱含了美的精緻特質之周全概念。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認為美在和諧、

對稱與比例，細微的誤差會造成極大的謬誤。亞里斯多德(  Aristoteles  )主張美即

是秩序、對稱與有機整合（李醒塵，1996），美呈現出完整、圓融與秩序之規律性。

十六世紀歐洲對於美的微妙之關聯也萌發出美的精緻特質之細膩想法；細緻地從

隱匿的事物中，去探究不和諧中的和諧，亦即從細節處抽絲剝繭、去蕪存菁的理出

脈絡，並認清人事物的樣貌，藉此獲得比美更高的愉悅感( Tatarkiewicz, 1980; 

Tatarkiewicz, 2005 )；從古斯拉夫語借用之「優雅」一詞，起初是出類拔萃之意，

亦即極好或卓越，爾後演變為美的細微差別，差別於尺度的精確、精緻與簡潔，表

現於外泛指形式的勻稱、精美、雅緻與細節（湯俠生等人譯，1993），從細膩處洞

悉人事物之細節，注重每個環節之精準與和諧，讓人獲得愉悅的感受。 

美的精緻特質在人際互動隱含周到與體貼的概念。藉由發自內在的優雅氣質，

懂得察言觀色、適時反應，並周全的設想對方的需求，透過溫暖與真摯的心讓當事

者獲得美好的經驗或回憶( Phillips, 2004 )，敏銳覺察當事者的需求，輔以適當的回

應，讓人有愉悅的感受( Biehl-Missal & Saren, 2012; Flexner, 1993 )；換言之，美的

精緻特質在人際互動方面，藉由個體內在修養與外在表現，設想對方的需求，有助

於展現優雅周到與體貼當事者的言行舉止，讓人感到愉悅。 

綜合上述學者觀點，本研究闡釋美的精緻特質之定義為「設想周全、注重每個

環節，細膩與體貼的洞察他人需求，展現和諧圓融恰到好處的作為，讓人獲得愉悅

的感受。」 

本研究就所蒐集的文獻，歸納美的精緻特質之內涵，扼要說明如下： 

（一）設想周全 

設想周全之美的精緻特質泛指以系統性思考進行縝密規劃；所謂系統性思考

亦即考量當事者的需求與感受，及當事者所處的環境與文化差異。個體與人互動時，

要傳遞精微的情緒感受，想像力的細緻是必要條件，所謂想像力的細緻，亦即個體

做出判斷前，需要從不同角度仔細觀察與深思熟慮( Eco, 2004 )，思慮周延( Robbins 

& Judge, 2013 )，以展現美學智慧，所謂美學智慧，亦即以各種形式表達、理解、

闡述或詮釋對於某特定事物或體驗感受，是否能讓人感到愉悅，同時也須理解他人

的感受並予以尊重（謝樹寬譯，2020）。覺察當事者日常生活之感受與需求，並予

以尊重，輔以縝密周延的規劃，俾利展現設想周全之美的精緻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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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每個環節 

注重每個環節之美的精緻特質泛指將每個環節拆解成精細的步驟，並精準呈

現。日本的美學意識強調「細微之處體現全體」，亦即日本美學認為細節中包含了

整體（李柏黎譯，2019），並精準呈現展露差異化表現，即能提升產品或服務的風

格及附加價值，藉此感動人心滿足心靈（鄭呈皇，2005）；個體與人互動時，堅持

與注重細節，主動把握機會及採取行動( Robbins & Judge, 2013 )；在學校行政方面，

黃宗顯（2012， 117頁）認為「美可以藉建立制度、作決定和權力運用顯現」，藉

由和而不同的方式，注重每個環節以實踐美的精緻特質之理念，有助於掌握細微變

化，讓每個細節都精準呈現，俾利達精益求精。 

（三）細膩與體貼 

細膩與體貼之美的精緻特質泛指細膩的人性化思考及回應，讓當事者產生愉

悅的感受。學者指出，感官如果極為細膩，即能精確的區辨所有成分，細膩的品味，

產生愉悅的感受( Eco, 2004 )，與人互動時，展現細心( Robbins & Judge, 2013 )，人

際互動時，共享信念的雙方需要彼此調整，以確保訊息傳遞者與接收者能相互體諒

（蕭秋梅譯，2008），透過人性化思考及回應，俾利在細微處敏銳覺察當事者的感

受，體現細膩與體貼之美的精緻特質。 

（四）恰到好處 

恰到好處之美的精緻特質泛指人事物的部分與整體巧妙的搭配與安排，並適

時提供有溫度的支持與協助。所謂恰到好處，學者（姜一涵等人，1992）認為，誠

如莊子主張的無為，或可說以自然表露的方式，合宜、恰如其分，依著個體內在思

維體現於外在行為的展現，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即能激發個體蟄伏之創造力，同時，

個體內在思維與外在行為體現和諧的瞬間，自然彰顯出美的精緻特質；再者，恰到

好處泛指在心情愉悅下，人事物的部分與整體之間巧妙的搭配與安排（陳琇玲譯，

2016），「應用兼容並蓄、拿捏得宜的美學中心的原理於日常生活」（黃宗顯，2010， 

63頁）；換言之，恰到好處之美的精緻特質亟須個體覺察合宜的時機點，俾利表現

具體的回饋與支持，有助於自然而然彰顯恰如其分的狀態。 

統合上述，個體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之體現，著眼於覺察當事者之感受與需求，

透過系統性思考，考量個體所處的環境與文化差異，思考每個環節，以細膩不著痕

跡的方式，讓人感到愉悅與共鳴。 

二、幼兒園教師的人際互動 

人際關乎人與人之間連結的關係( Walter, 2008 )，互動是二個以上的個體同時

產生心理與行為的活動（鄭瑞澤，1982），往往是自然形成，為了達到共同的目標

或需求的利益( DeVito, 2009 )，同時，互動是雙方在溝通歷程中，對於溝通的事物

與溝通後形成的意義均有責任( Verderber et al., 2010 )，其中，溝通泛指「經由語言

或其他符號將一方之訊息、意見、態度、知識、觀念以至感情等傳至對方的歷程」

（張春興，2011， 87 頁）；人際互動是不斷發展的歷程，除了涵蓋人際溝通，同

時與社會文化脈絡互為牽引( DeVito, 2009 )。綜合上述學者觀點，本研究闡釋人際

互動的定義為「人與人透過信息、情感及行為動作的溝通、交流，逐步達到目標的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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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16條第 1項明訂「三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

每班以三十人為限」，同條文第 4項明訂「…十六人以上者，應置教保服務人員二

人」，同條文第 5項明訂「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者，除依前二項規定配置教保服務

人員外，每園應再增置教保服務人員一人」；換言之，幼兒園班級成員至少由 2位

教師及 30位幼兒組成；其中，幼兒園教師之組成，其身份別囊括：教師及教保員。 

幼兒園教師的人際互動詭譎多變。實證研究發現，造成幼兒園教師互動呈現相

敬如冰的狀況分別有：教育觀不匹配、生活習慣及性情之殊異、工作內容模擬兩可、

利益衝突、權力失衡、溝通不良或個體情緒狀況（洪鈺琁、陳嘉彌，2014；廖惠卿，

2018）；教保員與教師角色定位及同工不同酬的關係，加上工作職責的殊異性、個

人因素與園所態度之差異，容易造成人際互動的衝突（莊媚婷、蘇育令，2016），

在人際互動之際，彰顯出弔詭的現象。 

儒家提及人際互動的原則時，以尊卑及親疏來決定互動關係的規範（黃光國，

1995）；中國人的權力遊戲中指出，「權力」為「社會交往歷程中，一方以社會道德

的說服或群體的壓力加諸另一方，使其改變態度、動機、或行為而表現順從的力量」

（黃光國，1988， 10 頁）；換言之，人際互動存在尊卑、親疏、人情與面子等因

素，如果互動的雙方長期處於權力不對等的狀態，無疑為互動雙方的關係埋下了些

許不確定因素。 

綜合上述，幼兒園教師的人際互動已是日常的行為，良好的人際互動助益於教

師的身心健康及課程與教學的品質；然而，身處於世俗化儒家倫理範疇下的教師，

展現於人際互動的樣貌，在個性、權力關係、自身福祉與同事情誼間，彰顯出弔詭

的現象。 

三、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及其與良好人際互動的關係 

本研究就所蒐集的文獻，歸納出美的精緻特質的內涵，分別為：設想周全、注

重每個環節、細膩與體貼及恰到好處；因此，本研究從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及其與

良好人際互動的關係，進行探討。 

（一）設想周全之美的精緻特質想法與良好人際互動的關係 

個體之生命美或可說奠基於其內在涵養。謝文全（2016）認為兼具內在修養的

人，做決定展現周延、態度沉穩、有同理心；張錫坤（1987）表示，個體心靈之美

會表現於最細微的思想、情感與行為中，並具體的彰顯於日常生活之言行舉止，體

現於日常生活之有機整合，表現出利他的作為；黃宗顯（2019）主張個體展現美的

精緻特質之價值信念及涵養，有助於創造美的精緻特質之組織文化；林蒼生（2002， 

96頁）指出「美自心中來」，人與生俱來潛藏追求和諧的內在特質，個體的身心狀

態會影響其覺知與行為表現，細微的心靈觸動會關聯到整體行為的和諧，或可說美

是生命的覺知，藉由個體內在思維與外在行為體現出有機整合；同時，曾志朗（2002）

提及，當生命整體和諧時，即能體現美，也就是說，美的表現是生命整體的和諧，

爰此才能讓人感到愉悅。吳雅玲（2021）研究發現，當幼兒園教師互動展現和諧狀

態，有助於透過經驗交流，彼此學習及成長；陳怡君（2019）研究指出，和諧的人

際關係透過協調與對立調和，在動態的歷程，發展至均衡融洽狀態。 

（二）注重每個環節之美的精緻特質想法與良好人際互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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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每個環節之美的精緻特質泛指將每個環節拆解成精細的步驟，並精準呈

現。個體透過語言及非語言符號傳遞訊息( Robbins & Judge, 2013 )，藉由個體主觀

認定具價值判斷的意涵，並給予回饋（謝文全，2016），其中，非語言符號的傳遞

超越語言表達，其源自於個體身處的社會文化與風俗民情，是人際互動亟需關注的

面向( Wood, 2013 )；同時，個體也需要懂得察言觀色、適時反應，在每個細節處敏

銳覺察他人的需求( Phillips, 2004），人際互動時，從雙方的關係、互動方式與策略，

在差異中求和諧，透過兼容並蓄的方式，滾動式進行調節( Chen et al., 2016 )；從教

師文化來看，質樸的互動氛圍、溝通頻繁且管道短捷（張嘉容、張媛甯，2018），

助益於展現相互扶持與合作的人際互動。 

（三）細膩與體貼之美的精緻特質想法與良好人際互動的關係 

細膩與體貼之美的精緻特質泛指細膩的人性化思考及回應，讓當事者產生愉

悅的感受。美的精緻特質從美與微妙的關係中，發展出美的精緻特質之細膩概念，

Tatarkiewicz ( 2005 )認為需要藉由敏銳的思維，從細節處探究不和諧中的和諧以理

出脈絡，藉此獲得比美更高的愉悅感；DeVito ( 2009 )主張，人際互動為不斷變動

的歷程，隨著互動頻率增加，關係逐漸加深；傅清雪（2008）指出，當傳送訊息者

想要利用語言與非語言的行為意圖達到目的，則需要接受者細膩的覺察與傾聽，

Wood ( 2013 )進一步提出，要以同理體現對他人的體貼，同時，黃培鈺（2004）認

為，當個體受到人際脈絡與社會氛圍的影響，個體的判斷會隨著外在環境與內在情

緒及思維而不斷變化；此外，學者Mensah ( 2016 )研究發現，教師以同理心互相體

諒，藉由建立信任與合作，有助於化解衝突與促進人際互動，助益於正向人際互動

及情感建立。 

（四）恰到好處之美的精緻特質想法與良好人際互動的關係 

恰到好處之美的精緻特質泛指人事物的部分與整體巧妙的搭配與安排，並適

時提供有溫度的支持與協助。學者( Pieters et al., 2019 )主張，人際互動是根植於活

動及情境脈絡，透過人事物的互動將智慧恰到好處的融入其中，以實踐美的特質；

Perry ( 2017 )研究發現，班級教師恰如其分的體現互相尊重、溝通、討論、創意思

維及角色界定，助益於教學；同時，Staub ( 1998 )認為，幼兒在溫暖、接納的情境

脈絡中會逐漸精緻化其社會能力；個體藉由敏銳覺察、傾聽與同理，提供有溫度的

協助，助益於讓人獲得愉悅的感受與認同。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取徑之個案研究法，透過訪談，探討研究參與者美的精緻特

質的想法。據此，分別析述如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園教師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展現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

本研究屬新興議題，國內外的實證研究實屬涓滴，因此需要藉由訪談瞭解幼兒園教

師的想法。爰此，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法之半結構式訪談，以了解幼兒園教師人際

互動的過程中，展現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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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參與者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選取研究參與者時，以優質幼兒園為優先考慮，所謂優

質幼兒園泛指幼兒園課室經營理念良好，以幼兒最佳利益為考量，且園所人員相處

和諧；基於此，本研究選取公立喜悅國小附設幼兒園（化名，以下簡稱喜悅附幼）

為研究場域，喜悅附幼設置 1班混齡班，園內包含：幼兒 28位幼兒（含 1位特殊

需求幼兒）、2 位教師及 1 位教保員；喜悅附幼曾獲獎如數，扼要羅列所獲獎項，

例如：教育部教學卓越獎、幼稚（兒）園評鑑績優、榮獲衛福部全國健康促進評選

健康特色獎（第一）；此外，喜悅附幼參與多項美感計畫，例如：教師團隊參與新

課綱教案、教育部美感計畫編寫、美感基地園等；基於此，喜悅附幼多年來在園務

推動及課程與教學方面，深獲家長支持與認同。 

同時，本研究選取喜悅附幼 2 位教師及 1 位教保員為本研究之參與者，本研

究統稱前述 3位人員為教師。本研究 3位教師戮力於幼兒教育，其中，T1教師自

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即開始鑽研美學，迄今十餘年，其相關經歷為：美感教育計劃

講師-戲劇部分、美感基地課程分享、參與幼兒園美感領域教授之臨床教學、美感

教育戲劇社群小書及幼兒園美感教育第二版照片提供，T1 教師同時榮獲縣市優良

教保人員、縣市師鐸獎及 Super教師縣市首獎；另外，T2教師目前利用公餘時間，

在南部一所國立大學幼教研究所進修中；此外，T3 教師則利用公餘時間大量閱讀

繪本。 

由於 3 位教師就讀於師培階段時，因師培單位尚未單獨開立美學課程，而未

直接修習美學課程，不過，3位教師仍積極投入美學領域，例如：T1在攻讀碩士期

間，便跟隨具美學專長的指導教授進行研究，T1 取得碩士學位後，仍然持續參與

此位教授主持之美感臨床教學研究，而且，喜悅附幼長期為美感領域的實驗園所，

3位教師持續參與美感計畫並接受此位教授的指導；基於此，本研究 3位教師足具

代表性。 

本研究經徵詢 3 位幼兒園教師的意願後，以半結構式訪談蒐集資料，在研究

者與幼兒園教師時間許可的情形下進行 1-2次的訪談，每次約訪談 90分鐘，直到

資料飽和；受訪者包括：2 位教師及 1 位教保員，本研究統稱前述 3 位人員為教

師，其訪談紀錄代碼分別以「T1-T3」呈現。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代號 職稱 到校年資 背景描述 

T1 教師 22年 
T1教師大學畢業即公費分發到喜悅附幼，T1教師

在本校服務迄今 22年。 

T2 教師 5年 
T2教師大學畢業後，擔任 3年的代理教師，並於

北部公立幼兒園服務 3年，在本校服務迄今 5年。 

T3 教保員 10年 
T3教保員通過甄選，並分發到喜悅附幼，在本校

服務迄今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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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蒐集以半結構式訪談為主，文件資料分析為輔。邀請受訪者在本研

究主題自由描述其感受與想法，藉此豐富研究內涵。基於研究倫理，研究者訪談蒐

集的資料會進行保密處理，當研究需使用其內容時，會以代碼的方式呈現，例如「訪

1110325T1」，則表示「111年 3月 25日訪談 T1教師的逐字稿」，受訪者訪談日期

和時間如表 2所示。 

表 2 

受訪者訪談日期和時間 

代號 職稱 訪談資料代號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T1 教師 
訪 1110325T1 111年 03月 25日 14：00-17：06 T1教師家 

訪 1110509T1 111年 05月 09日 14：00-14：54 幼兒園教室 

T2 教師 
訪 1110402T2 111年 04月 02日 09：40-11：30 校外咖啡廳 

訪 1110510T2 111年 05月 10日 17：28-18：23 校外咖啡廳 

T3 
教保

員 

訪 1110323T3 111年 03月 23日 12：56-14：31 幼兒園教室 

訪 1110509T3 111年 05月 09日 13：00-13：56 幼兒園教室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進行；本研究訂定之訪談大綱如表 3所示。 

表 3 

幼兒園教師的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一、您跟搭班教師互動的時候，會考量什麼或注意什麼？請舉例說明。 

二、您跟搭班教師互動的時候，當搭班教師的想法跟您一樣或不一樣時，您分別會

怎麼做？請舉例說明。 

三、您跟搭班教師互動的時候，對於時機點的掌握，您如何拿捏？請舉例說明。 

四、您跟搭班教師互動的時候，會在怎麼樣的情境下溝通想法？請舉例說明。 

透過訪談，研究者得以洞悉受訪者詮釋其周遭世界的脈絡；研究者依據研究目

的，以開放性、中立性及單一與明確的問題訂定訪談大綱，透過受訪者描述性的談

話，研究者得以藉此推敲受訪者詮釋世界的想法與洞察其信念。 

質性研究的歷程中，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是同時進行的（陳向明，2002）；接著，

研究者從編碼逐字稿、整理編碼分類表、統整編碼資料，最後，撰寫研究結果。 

四、研究信實度與研究倫理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因此研究者的角色需儘可能保持省思

與工具性( Bogdan & Biklen, 2007 )；為確保質性研究品質，以建立研究之信實度，

研究者分別從對研究場域之熟悉、厚實學術理論之根基、逐步之主體性探索，進行

具體實踐。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以訪談法為資料蒐集與分析的來源，爰此，研究

者藉由確認受訪者的描述並釐清其概念、受訪者檢視、詳實紀錄與分析來增進研究

信實度。本研究為增強研究之信實度，避免研究者之主觀性與詮釋上之偏頗，採多

元檢證之運用。本研究採用 Patton( 2002 )提出的資料來源三角檢證與分析者三角

檢證，同時重視研究者的自我省思，以確保研究的信實度。例如幼兒園教師互動的

日常，訪談時 T2 說：「我們在這一塊是有共同的默契，那這樣子對於班級經營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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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起來，我覺得就會如魚得水，就會很順利的去推動。（訪 1110402 T2）」，與訪談

時 T3 說：「園所的氛圍，其實大家都是互相幫忙，我覺得美感就是在這樣環境氛

圍…人跟人之間的相處也是很重要的。（訪 1110509 T3）」一致，同時與文件

「1080827-108上園務會議」所討論的「幼兒對大人/教師的氣氛很敏感，如環境不

對勁，幼兒會馬上察覺，久而久之會影響幼兒的身、心、靈。」相比對一致，與 2

位受訪者的訪談與料及文件資料相互比對，呈現相符應的狀況。 

研究者進入現場前，需要向受訪者說明倫理原則，並事先徵求受訪者的意願。

在資料蒐集階段，研究者跟受訪者說明本研究乃依據研究目的進行資料蒐集，而非

對研究場域或受訪者進行批判或評鑑，俾利受訪者願意在開放與信任的情境中，闡

述其想法與感受。進行資料分析與詮釋階段時，研究者會儘可能秉持客觀與中立的

立場，不斷反思與檢視個人的觀點，並與指導教授進行研討，以避免扭曲資料與過

度推論。研究者撰寫本研究報告時，會針對受訪者的隱私與個人訊息，透過編碼的

方式，進行保密與匿名處理。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旨在探究幼兒園教師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展現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

以下分別析述。 

一、幼兒園教師於人際互動，展現設想周全之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認

為宜考量當事者的感受與需求 

（一）認為宜考量當事者的感受 

本研究受訪者（T1、T2、T3）均認為人際互動時，宜考量當事者的感受。受

訪者（T1、T2、T3）的個性及做事的步調具殊異性，其中，T1與 T3個性比較急，

而相較於 T1與 T3，T2個性顯得比較慢。受訪者 T2說： 

我覺得如果是以我們三個老師在這個團隊裡面來講，一定不能說沒有衝突，我

覺得例如說，T1老師跟 T3老師來講，相對她們是 Temple比較快的人，那我

來講我就是比較慢的人，就是我覺得我們三個，有的時候是彼此互相互補。（訪

1110510 T2） 

由於 T3知悉 T1與 T2個性不同，因此，T3在工作或互動上會分別配合 T1與

T2的步調。受訪者 T3說： 

T1 老師個性會比較急一點點，所以我們就會跟著她的腳步會，走快一點（台

語），那 T2老師她的速度就會慢一點，我就會比較敢跟她講我的想法是什麼。

（訪 1110323 T3） 

此外，T2說：「T3老師的個性又比較急，所以有的時候她可能，瞬間的強度會比較大一點

點」（訪 1110510 T2）；T1雖知悉 T3個性急，但 T1對於 T3的個性及情緒無法精

確掌握，因此，T1要與 T3談話前，會先與 T2商討合宜的做法。受訪者 T1說： 

我們（T1與 T2）就先沙盤討論過，再拿出來談。（我）在（當）園主任的時刻

特別有種感覺，我如果說的這句她（T3）一定會怎麼樣，然後 T2可能大部分

也認同，她（T2）其實對於這種她（T3）的反應掌握度也是蠻好的啦！（訪

1110325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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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受訪者（T1、T2）個性的差異，因此，T1 與 T2 對於公務訊息的傳遞及

事件的看法也產生殊異；例如：T1採取即時傳達的方式，T2則等待事務執行前再

傳達訊息。受訪者 T2說： 

因為像我知道 T1老師的個性，真的就是比較急一點點，有的時候她其實，不

是想要打擾我們休息…因為她可能是怕自己沒有現在馬上傳就會忘記。（訪

1110402 T2） 

對於 T1與 T2公務訊息的傳遞的時間差，受訪者 T1說： 

現在的 T2不會在下班後特別再傳什麼…她可能快到了再來提醒，我的做法可

能就是，我就先講，妳們就要記得，可是我發現她這個做法也不錯啦！（訪

1110325 T1） 

（二）認為宜考量當事者的需求 

本研究受訪者（T1、T2、T3）都認為人際互動時，宜考量當事者的需求。受

訪者（T1、T2、T3）於人際互動時，會分別視教師同儕的狀況考量其需求；其中，

T2認為自己受家庭教育潛移默化影響，傾向透過傾聽以同理他人需求。受訪者 T2

說： 

有的時候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我可能就會去想說，那她可能需要的是什麼。

我就會習慣性的先聽聽看，可能就是去儘量的可以同理她的想法這樣子。（訪

1110510 T2） 

同時，T1認為 T3經過調動（學校）未成功，要繼續留任在喜悅附幼服務時，

需要保有愉悅的心情及熱忱。受訪者 T1說： 

她（T3）經過了調動這件事情，她是要回歸這裡的嘛！然後讓她是在這裡是開

心的，一定要有成就妳才走得遠哪！那她就會有一個使命感去往下走這樣子。

（訪 1110509 T1） 

此外，T3 透過多年對教師同儕的觀察，對於教師同儕的需求，會適時的提供

協助。受訪者 T3說： 

其實我會知道每個人大概需要的是什麼，她們還沒講之前，我就會先把東西給

她們，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在這間教室也久了，所以我看得出來。（訪 1110509 

T3） 

二、幼兒園教師於人際互動，展現注重每個環節之美的精緻特質的想

法，認為宜精準的接收與傳遞訊息、掌握當事者的文化與情境脈絡

及訊息宜透明 

（一）認為宜精準的接收與傳遞訊息 

本研究受訪者（T1、T2、T3）都認為人際互動時，宜精準的接收與傳遞訊息。

其中，T2 認為當她到一個新環境時，會先觀察教師同儕的個性及習慣，透過聊天

及傾聽，以釐清自己與當事者想法的異同處，受訪者 T2說： 

當然就是在聽的過程當中，我也會加入我的想法，然後就是去看看說，欸！有

沒有就是我們是一樣的地方，或者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訪 1110402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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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T3知悉自己的個性急，當 T3遇到人際互動上不開心的事情時，T3傾向

直接表達，受訪者 T3說： 

我的個性是一個很急的人，我會希望，今天遇到什麼事情，好我會講開，我也

會跟老師講。（訪 1110509 T3）。 

不過，T1則認為，當 T1與教師同儕在言談之際，如果 T1沒有同理當事者時，

容易造成人際互動上的衝突或緊張。受訪者 T1說： 

最明顯的點是這個啦！加班這兩個字，我就可能講說，哎...沒辦法啊！這我們

兩個加班留下來的，她（T3）就說，我也很想要留下來加班啊！這是我家裡有

什麼事情，我沒有辦法留下來加班，所以我後來就比較少談這兩個字。（訪

1110325 T1） 

即便 T3 因家庭因素無法由下來加班，但是，T3 知悉每年新生報名當日是園

所最忙碌的時間，T3會事先將家人安排好，主動由下來和 T1、T2共同完成工作，

對此，T1說：「我們沒有要求她加班，可是她會自己跟她家人要求加班，這我還蠻感動的」（訪

1110325 T1）。 

（二）認為宜掌握當事者的文化與情境脈絡 

本研究受訪者（T1、T2、T3）均認為人際互動時，宜掌握當事者的文化與情

境脈絡。本研究受訪者 T2與 T3在互動之際，傾向恪遵身處的文化及情境脈絡，

因為 T1是園內資深教師，T1提及她可以感受到 T2在意她說的話，因為 T2要公

告事情之前，會先徵詢 T1的意見與想法。受訪者 T1說： 

我可以感覺得出來，她會在意我說什麼話，就比如說，她在要公告什麼事情，

然後她會先來問問我，因為通常我才會是那個出意見的人。（訪 1110509 T1） 

同時，T2 認為即便自己現在是園主任，但是，常常會陷入自己做決定或尊重

T1的想法之兩難困境。受訪者 T2說： 

應該是我會在心裡，因為 T1老師是前輩，所以可能我在做什麼考量之前，一

方面會想要尊重（T1），但是一方面又會覺得說，那種事情是不是我要自己做

決定就好，我覺得可能有的時候會陷入這樣子膠著的思維。（訪 1110510 T2） 

此外，T3也提及，她認為 T1是長官，T2是同事，所以，T3與 T1、T2的互

動模式不同。受訪者 T3說： 

T1老師可能就，我們就比較尊重她，什麼事情就要快一點做好，跟 T2老師在

一起互動的時候，會比較敢講，就像同事一樣，T1老師是我的長官，T2老師

是同事。（訪 1110323 T3） 

對於行政業務的執行，當 T1 覺察執行的方式需要再進一步調整時，T1 傾向

說服 T2與 T3依其想法執行，同時，T2與 T3會順從 T1的想法。受訪者 T1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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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她（T3）一定會先找我確認，因為現在 T2是主任嘛！她有時候就會先跟

T2 主任確認，我覺得可以的，我就好就這樣，可是我覺得，不能這樣啊！我

就直接去跟 T2 講，依我的年紀大的惡勢力來跟 T2說，不行，然後她們就只

好都乖乖的聽回來我這，就是我的惡勢力還在（笑），這個差異點吧！（訪

1110325 T1） 

（三）認為訊息宜透 

本研究受訪者（T1、T2）都認為人際互動時，訊息宜透。受訪者（T1、T2）

均擔任過行政職務（行政代表或兼任園主任），因為基於職務之便，所以，當 T1與

T2擔任行政職務時，可以即時接收到學校傳遞之行政訊息，受訪者（T1、T2）都

認為訊息宜透明；但對於訊息透明的想法，T1與 T2分別有不同的觀點，T1建立

的規則是讓幼兒園教師知道所有訊息，T2 則只會轉知訊息給負責該行政業務的同

仁。受訪者 T1說： 

因為我是行政代表我也沒有加給，但是我希望妳們三個人都知道這些事

情……跟 T2現在建立的規則是不太一樣，她（T2）會針對妳（行政）需要的，

我再告訴妳，她需要的她告訴她。（訪 1110325 T1） 

除了行政訊息疑透明，T2認為班級事務訊息也須比照辦理。受訪者 T2她說： 

就是班上的事情，希望 3個老師都要知道，這樣子不管家長在詢問，或者要跟

我們溝通的時候，我們都可以去跟他進行。（訪 1110402 T2） 

三、幼兒園教師於人際互動，展現細膩與體貼之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

認為宜人性化的思考及以個體思維回應當事者的需求，容易引起

衝突 

（一）認為宜人性化的思考 

本研究受訪者（T1、T2）都認為人際互動時，宜人性化的思考。受訪者（T1、

T2）主張進行工作分配時，宜考量當事者進用的法規，因為教師同儕適用的法令不

同，所以，造成實務現場教師與教保員同工不同酬的窘境，因此，T1、T2認為宜

分配妥適的工作，以避免影響到 T3的下班時間。受訪者 T1說： 

我們有考慮到她（T3）下班（時間），她的勞基法的問題，所以我們就不敢派

太多，會讓她增加工作的事情，然後我們也知道這件事情會增加時間。（訪

1110325 T1） 

對於 T1的想法，T2也認同。受訪者 T2說： 

那其實我跟 T1老師的共識，我們會接到行政這個位置，我們就是以工作去分，

反而不是依照人，因為其實我們兩個的身份都是教師，說實在的，在班上其實

我們兩個承擔的，真的也比較多。（訪 1110402 T2） 

此外，本研究受訪者知悉園主任輪動已制度化，且園主任輪動的頻率為 2年 1

輪。受訪者 T2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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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共識都是說，可能 2 年 1 輪，所以那時候她（T1）在做行政的時候，

她也會跟我分享她現在在做什麼事情。那時候 T1老師要把行政交接給我，她

有整理好一本秘笈。（訪 1110402 T2） 

（二）認為以個體思維回應當事者的需求，容易引起衝突 

本研究受訪者（T1、T3）都認為人際互動時，如果以個體思維回應當事者的需

求，容易引起衝突。例如，當受訪者 T3進行資料分類時，依照自己的邏輯思維，

並沒有體貼 T1的使用需求時，無法讓 T1一目了然，引此造成 T1與 T3互動上的

不愉快；同時，T3也感受到委屈，因為 T3認為自己的付出與回饋沒有達成正比，

因此，互動的雙方容易造成互動上的摩擦。受訪者 T1說： 

她（T3，育嬰留停）回來的第一個月還是第二個月，我們就會有一些衝突，她

覺得說她已經做得很好了啊！為什麼好像覺得我還不是很滿意，……妳的分

類方法我不懂，那可能妳做事的方式是妳的邏輯，跟我的不一樣，所以我覺得

妳，妳現在的是妳以妳的做法來做。（訪 1110325 T1） 

此外，T3提及，當她擔任主要教學者時，T1在未經 T3邀請的情況下，主動

介入協助，影響她的教學節奏。受訪者 T3說： 

那一天是我主教，我可能就希望這個 temple（節奏）是我自己掌控的，然後有

時候（T1）老師就會先出手，事後我還是會跟老師說不好意思，我自己跟著我

自己的節奏，然後我謝謝老師妳剛才幫我這樣子。（訪 1110509 T3） 

四、幼兒園教師於人際互動，展現恰到好處之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認

為宜巧妙的搭配與安排人事物 

本研究受訪者（T1、T2、T3）均認為人際互動，展現恰到好處之美的精緻特

質的想法，宜巧妙的搭配與安排人事物。例如：T1指出，T3曾經傳一段感謝文給

T1，起因是 T1請 T3的小孩（S1）當小幫手，並稱讚 S1，促使 S1回家後自動自

發地做他該做的事；對 T1而言，只是善盡教師職責，做該做的事情而已，T1沒想

到此事引發出人意料之正向回饋。受訪者 T1說： 

有一次啊！T3 傳了長長的文給我，說謝謝我……那天早上我看 S1 已經快要

開始…（我說）來你來幫忙……然後他回（家）去…該練琴的練琴、該寫功課

的寫功課，然後他爸爸說你怎麼了，因為今天 T1老師稱讚我了，她叫我當小

幫手……我只是覺得誰該做什麼就做什麼，讓她這麼記憶在心裡面這樣。（訪

1110325 T1） 

此外，T2對於教師同儕有共同的想法、建立默契，形塑一個皆大歡喜的氛圍，

感到愉悅。受訪者 T2說： 

就是我來到喜悅附幼之後……舉例班級經營好了……原來我們在這一塊是有

共同的默契，那這樣子對於班級經營執行起來，我覺得就會如魚得水，就會很

順利的去推動。（訪 1110402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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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T3 認為，由於喜悅附幼的教師都是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者，因此，教

師同儕在搭班時，對於人際互動的默契與共識，就是期望達成和諧的狀態。受訪者

T3說： 

應該是研發課程也是……就是其實我們都有一定的默契，我們很少有衝突

耶！……最大的好處就是 3個人在共識的時候，就可以達成和諧。（訪 1110323 

T3） 

伍、討論 

依據訪談結果的分析，本研究受訪者於人際互動時，展現設想周全之美的精緻

特質的想法，均認為宜考量當事者的感受與需求。由於本研究 3 位受訪者的個性

具殊異性，且 3位受訪者互相了解彼此做事的步調並不相同；因此，受訪者於人際

互動時，會透過設想教師同儕的需求與感受，藉由觀察、傾聽與同理，並拿捏與調

整自己的步調，此外，當受訪者覺察自己無法了解教師同儕的個性時，會與班上另

一位教師商討合宜的互動方式，以避免引發教師同儕的不愉快；前述發現呼應了

Eco ( 2004 )提及，個體做出判斷前，分別從不同角度仔細觀察與深思熟慮。再者，

雖然本研究受訪者展現的內在修養，不盡相同，然而，從受訪者分別表現出做決定

展現周延、態度沉穩、有同理心，並且從細微的思想、情感與行為中，去著墨如何

讓教師同儕開心的在園所工作，傳達訊息的時間點兼具時效，又不影響教師同儕的

生活，同時，受訪者會思考如何提供即時的協助以支持教師同儕的教學等利他作為，

藉此，受訪者展現之美的精緻特質，彰顯出受訪者的價值信念及涵養，有助於創造

美的精緻特質之組織文化，與學者（張錫坤，1987；黃宗顯，2019；謝文全，2016）

研究相符應。基於此，幼兒園教師於人際互動時，如果能發自內心，細膩地藉由觀

察、傾聽與同理教師同儕的需求與感受，同時，考量教師同儕身處的環境及文化差

異，行動前再沈著的思考，是否能讓人感到愉悅，將助益於美的精緻特質之展現。

此外，由於本研究場域為美感基地園，加上 3 位受訪者長期沉浸於美的薰陶，因

此，受訪者對於美的感知力與美的情境脈絡在潛移默化中對身處其中之人事物帶

來什麼的影響力，頗值得再深究。 

再者，本研究受訪者於人際互動時，展現注重每個環節之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

均認為宜精準的接收與傳遞訊息、掌握當事者的文化與情境脈絡及訊息宜透明。本

研究發現，隨著受訪者相處時間愈久，愈能站在對方立場同理其需求，在恰當的時

機點提供支持，並讓人感動，此發現與鄭呈皇（2005）及 Chen等人( 2016 )研究相

符應，也就是說受訪者在人際互動時，從雙方的關係、互動方式與策略，在差異中

求和諧，透過兼容並蓄的方式進行調節，雖然，受訪者在互動的歷程並不全然是愉

快的，但是透過互動雙方的反思，在信念上會逐步調整。然而，從本研究受訪者的

互動中發現，資淺教師及教保員對資深教師採取尊重的態度，即便資淺教師擔任園

主任之際，所做的決定與資深教師的想法有所出入時，當資深教師說服資淺教師及

教保員要調整作為時，資淺的教師及教保員會遵照辦理；前述發現雖然與學者（黃

光國，1988；黃光國，1995；Phillips, 2004; Wood, 2013）研究發現雷同，不過，本

研究具教保員身份的受訪者，雖然認為遵從教師的指示辦理即可，不需要有自己的

看法，但是，當資深教師指示的方式與其理念衝突，她不滿的想法會直接反映在外

顯的情緒與行為上，藉此表達憤怒的想法；再者，資淺教師擔任園主任時，從一開

始每個事件都請教資深教師，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淺教師逐漸會反思自己做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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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以降低對資深教師的過度依賴，顯見資淺教師對自己主體性思維的改變。

此外，本研究發現，受訪者期冀行政及班級事務訊息宜透明，讓教師同儕知悉學校

行政推動的目標及班級事務的運作，助益於教師及親師互動，呼應張嘉容與張媛甯

（2018）研究所得，透過淳厚的互動氛圍、方便及頻繁溝通，有助於建立合作的教

師文化；另外，由於本研究受限於研究者的時間與精力，未能再深入探究受訪者透

過訊息透明如何建立制度及作決定，因為黃宗顯（2012， 117頁）認為「美可以藉

建立制度、作決定和權力運用顯現」，藉由和而不同的方式，以實踐美的精緻特質

之理念。換言之，幼兒園教師於人際互動時，透過察言觀色、適時反應，在每個細

節處敏銳覺察他人的需求，將每個環節拆解成精細的步驟，並精準呈現，俾利體現

美的精緻特質於人際互動。 

其次，本研究受訪者於人際互動時，展現細膩與體貼之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

認為宜人性化的思考及以個體思維回應當事者的需求，容易引起衝突。本研究發現，

本研究具教師身份的受訪者進行工作分配時，會視教師同儕進用的法規來權衡處

理，認為宜透妥適的分配工作，避免影響到具教保員身份的當事者下班的時間，進

而影響其之權益，值得關注的是，本研究受訪者展現出美的精緻特質之思維，超越

莊媚婷與蘇育令（2016）研究發現，具體地說，此乃本研究額外之發現。另外，受

訪者進行職務交接時，為了使教師同儕順利接手，透過觀摩及建立工作守則的方式，

讓教師同儕得以逐步了解行政業務的執行狀況及細節，此想法讓接任行政工作的

受訪者 T2很感動，且行政工作也能順利銜接；前述發現與學者( Eco, 2004; Robbins 

& Judge, 2013; Wood, 2013 )研究相呼應，也就是說，受訪者透過感官細膩的分配工

作及業務交接，讓同儕產生愉悅的感受，並以同理心彰顯對他人的體貼，本研究發

現受訪者接收到教師同儕合宜及體貼的思維時，除了引起共鳴及感動外，也感受到

愛與關懷。然而，本研究發現，當受訪者以自己的思維去回應當事者的需求時，容

易引起衝突，並造成互動上的不愉快，因為 Verderber等人( 2010 )認為高層次的同

理心，能細膩地覺察當事者傳遞的弦外之音，進而展現出對當事者的關懷；具體地

說，幼兒園教師於人際互動時，宜透過細膩的人性化思考及回應，透過敏銳的思維，

從細節處梳理出和諧，以理出脈絡，藉此讓當事者產生愉悅的感受，以展現美的精

緻特質並助益於正向人際互動及情感建立。 

此外，本研究受訪者於人際互動時，展現恰到好處之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認

為宜巧妙的搭配與安排人事物。本研究發現，即使幼兒園的課室環境總是繁忙而緊

湊，本研究受訪者透過日常的人際互動，拿捏時機，透過外在環境的營造及內在情

緒的支持，適時地表露體貼與信任，助益教師同儕營造和諧愉悅的氛圍、建立凝聚

力及團隊默契之形塑；誠如黃宗顯（2010）認為或可應用兼容並蓄、拿捏得宜的美

學原理於人際互動；將美的特質恰如其分的融入互動中( Pieters et al., 2019 )，爰此，

或可讓幼兒在溫暖、接納與愉悅的氛圍中，精緻化其社會能力( Staub, 1998 )；換言

之，幼兒園教師於人際互動時，宜透過人事物的部分與整體進行恰到好處的搭配與

安排，並適時提供有溫度的支持與協助，以彰顯人際互動之美的精緻特質。 

最後，本研究旨在探究幼兒園教師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展現美的精緻特質的

想法。由於本研究乃新興議題，加上研究者本身為全職的教育人員，因此，研究者

基於本研究的可行性及研究者自身的研究能力考量，研究者期冀在有限的時間蒐

集具信實度的資料，所以，研究者選取研究場域時，以優質幼兒園為優先考量，所

謂優質幼兒園泛指幼兒園課室經營理念良好，以幼兒最佳利益為考量，且園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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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處和諧；除此之外，研究者選取研究參與者時，傾向尋覓具備美學涵養或有參與

美感計畫的幼兒園教師，以期資料得以豐富並達到飽和，此為本研究之限制與不足

之處。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園教師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展現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

根據前述研究發現，研究者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依據研究結果，研究者從幼兒園教師在人際互動展現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歸

納結論如下： 

（一）幼兒園教師於人際互動，展現設想周全之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認為宜考量

當事者的感受與需求 

本研究受訪者於人際互動時，展現設想周全之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均認為宜

考量當事者的感受與需求。受訪者於人際互動時，會透過設想教師同儕的需求與感

受，藉由觀察、傾聽與同理，並拿捏與調整自己的步調；另外，當受訪者覺察自己

無法了解教師同儕的個性時，會與另一位教師同儕商討恰當的互動方式，以避免引

發教師同儕的不愉快。 

（二）幼兒園教師於人際互動，展現注重每個環節之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認為宜

精準的接收與傳遞訊息、掌握當事者的文化與情境脈絡及訊息宜透明 

本研究受訪者於人際互動時，展現注重每個環節之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均認

為宜精準的接收與傳遞訊息、掌握當事者的文化與情境脈絡及訊息宜透明。本研究

受訪者隨著相處時間愈久，愈能站在對方立場同理其需求，透過適時的行動讓人感

動；此外，資淺教師及教保員對資深教師採取尊重的態度，即便資淺教師擔任園主

任之際，所做的決定與資深教師的想法有所出入時，資淺的教師及教保員會遵照資

深教師的想法調整作為；同時，受訪者期冀行政及班級事務訊息宜透明，讓教師同

儕能知悉學校行政推動的目標及班級事務的運作。 

（三）幼兒園教師於人際互動，展現細膩與體貼之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認為宜人

性化的思考及以個體思維回應當事者的需求，容易引起衝突 

本研究受訪者於人際互動時，展現細膩與體貼之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認為宜

人性化的思考及以個體思維回應當事者的需求，容易引起衝突。本研究受訪者進行

工作分配時，會視教師同儕進用的法規來權衡處理，避免影響當事者的權益，值得

關注的是，本研究受訪者展現出美的精緻特質之思維，超越莊媚婷與蘇育令（2016）

研究發現，此乃本研究額外之發現；同時，受訪者進行職務交接時，為了使教師同

儕順利接手，受訪者利用觀摩及建立工作守則的方式，讓教師同儕能順利銜接行政

業務，受訪者展現合宜及體貼的思維，令教師同儕感動，並感受到愛與關懷；然而，

當受訪者以自己的思維去回應當事者的需求時，容易引起衝突，並造成互動上的不

愉快。 

（四）幼兒園教師於人際互動，展現恰到好處之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認為宜巧妙

的搭配與安排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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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訪者於人際互動時，展現恰到好處之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認為宜巧

妙的搭配與安排人事物。即使幼兒園的課室環境總是繁忙而緊湊，本研究受訪者透

過日常的人際互動，拿捏時機，透過外在環境的營造及內在情緒的支持，適時地表

露體貼與信任，助益教師同儕營造和諧愉悅的氛圍、建立凝聚力及團隊默契之形塑。 

二、建議 

依據前述結論，據此提出具體建議，供師資培育單位、教育現場之教育人員及

未來研究者參酌。 

（一）師資培育階段開設美學涵養課程，提升幼兒園教師美學素養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幼兒園教師認為在人際互動中，展現美的精緻特質的想

法，助益於系統性思考與讓人獲得愉悅的感受。本研究發現幼兒園教師兼具美學涵

養，其價值信念與內在修養，彰顯出設想周全、同理心、態度沈著，在情境脈絡下

與人互動時，透過敏銳觀察、積極傾聽，並適時採取行動以支持同儕；人際互動的

歷程中，與教師同儕想法殊異時，以兼容並蓄的方式達到和諧。雖然，本研究 3位

受訪者在師培階段，因師培單位尚未單獨開立美學課程，而未修習相關美學課程，

然而，受訪者在終身學習的過程中，持續接觸與學習美學領域的涵養，且美的特質

會互相關聯，從本研究發現得知，受訪者在潛移默化中逐漸展現其精緻特質；研究

認為，師資培育階段開設美學涵養課程，或可讓師資培育生在修習課程階段，得以

習得美學涵養，從認知、情意與技能面向，逐漸提升幼兒園教師美學素養。 

（二）透過專業知能研習，讓幼兒園教師習得美的精緻特質之內涵，並分享在實務

現場中感知美好人事物的經驗 

由於本研究場域為美感基地園，本研究 3位長期沉浸於美的薰陶，基於此，或

可藉由專業知能研習，召喚幼兒園教師潛藏之美學感知力，讓幼兒園教師透過專業

智能研習，再次喚醒美的精緻特質之涵養，並敦聘具備美學涵養之幼兒園教師，分

享在實務現場中感知美好人事物的經驗，同時邀請參與研習之幼兒園教師分享各

園於人際互動的圓融、和諧與愉悅之案例；或可說，透過專業知能研習，讓幼兒園

教師習得美的精緻特質之內涵，並分享在實務現場中感知美好人事物的經驗，將美

的經驗延續及擴展在各教學現場中。 

（三）建立幼兒園教師支持系統及溝通管道，以助益於人際互動 

根據本研究發現，受訪者於人際互動時，以自己為出發點達到內在和諧，與人

互動時，透過系統性的周全考量、注重每個環節、細膩與體貼，透過敏銳洞察、積

極傾聽與同理心等方式，考量當事者的需求、所處的環境、文化的差異，表露出恰

到好處的思維；或可藉由建立幼兒園教師支持系統及溝通管道，在訊息傳遞與接收

的過程中，讓當事者感受到支持，激發當事者的潛能，形塑當事者認同感與使命感，

以助益於人際互動。 

（四）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究美的精緻特質之研究內涵 

本研究藉由分析訪談與文件資料，探究幼兒園教師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展現

美的精緻特質的想法。由於本研究乃新興之研究，未來的研究者或可進一步探究美

的精緻特質之研究內涵，例如：受訪者對於美的感知力與美的情境脈絡在潛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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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身處其中之人事物帶來什麼的影響力，高層次的同理心之培養與提升，以拓展

美的精緻特質之研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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