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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部長） 
每個孩子都應有機會獲得最好的人生起步，都應有機會實現自己的目標和夢想。 

 

澳洲應設立最高的理想和目標，造福所有幼兒、其家人和親屬。幼兒教育策略（Early Years 

Strategy）將奠定澳洲兒童成功的基石，注重很多兒童的快樂和茁壯成長。該策略將致力加大

投入，繼往開來，確保不讓任何兒童或家庭滯後不前或錯失機遇。 

 

幼年是一扇機會之窗，可以正面影響兒童的自我認同、身心健康、學習能力、安全感和幸福感， 

幼年的良好起步會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從而使孩子終生受益。 

 

幼兒教育策略將是一份路線圖，為我們建立共同理解知道澳洲兒童和家庭在幼年有什麼需要。

路線圖使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可以更全面，並確保我們有共同議程以推動政府行動。 

 

我們希望通過制定願景來指導我們的工作，即如何支援幼兒人生中的頭五年，同時也為童年成

長提供支持，從而強化澳洲幼兒教育的重要性。重視幼兒教育是要維護和提升下一代的幸福和

技能。這將使兒童能夠充分發揮潛能，進而對我們跨世代的社區、經濟和國家產生更廣泛的正

面影響。 

 

澳洲聯邦政府致力為兒童提供幼兒教育支持。我們已投入資源，使幼兒教育和托兒費用更容易

負擔、為新的遊戲小組和玩具圖書館撥款、改革有薪產假（Paid Parental Leave)。幼兒照護

與成長政策夥伴關係（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Development Policy Partnership）的建

立將推動社區主導的政策和計劃，為原住民兒童提供支持。 

 

在支援幼兒教育方面，澳洲目前沒有統一的聯邦策略。我們正致力制定聯邦幼兒教育策略，建

立新的綜合幼兒教育方法，優先考慮澳洲兒童的幸福、教育和成長。該策略將改善能夠影響幼

兒成長的聯邦政府計劃、撥款和框架三者之間的協調。 

 

幼兒教育策略將由您來塑造，並以兒童和家庭為設計核心，反映家庭與照顧者、親屬和文化，

以及社區的重要作用，並可為幼兒提供的廣泛服務包括幼兒教育與托兒、遊戲小組和孕產婦保

健支援等。我們非常希望聽到所有澳洲人的意見。 

 

如果我們社區的幼兒都能夠茁壯成長，所有人都會從中受益。 

 

 

Rishworth 部長          Aly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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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諮詢流程 
 

投寄意見截止日期：2023 年 4 月 30 日 

 

電子郵件：earlyyearsengagement@dss.gov.au 

郵寄地址： Early Years Strategy  

GPO Box 9820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Canberra ACT 2601 

 

查詢：所有查詢，請發電郵至 earlyyearsengagement@dss.gov.au 

 

本討論文件不是政府政策。本文件將影響聯邦政府如何理解澳洲社會對幼兒教育的期望（願

景）、對幼兒教育目標的期望（成果），以及為了確保所有兒童獲得最佳成果（優先改革領域）

而應該優先考慮的幼兒教育事項。 

 

就本文件進行公眾諮詢，使我們有機會共同合作，參與制定新的幼兒教育策略（以下簡稱「本

策略」)。 

 

 

  

mailto:earlyyears@dss.gov.au
mailto:earlyyearsengagement@ds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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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致敬 

澳洲聯邦政府鳴謝澳洲各地的原住民。我們在他們的國土上聚集、生活、工作和立足。 我們

鳴謝所有傳統守護者、他們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長老，並尊重他們與其文化、社區、土地、海

洋和水之間的持續連繫。 

第 1 部份——前言 

討論文件 

本討論文件為投寄意見流程提供支援，並包含指導如何投寄意見的相關問題。 

 

制定幼兒教育策略提供全國對話的機會，讓我們得以討論可以為幼兒及其家長做些什麼，以及

我們應該在哪些方面入手實現這些目標。 

 

雖然每個人都能參與其中確保我們的兒童取得良好的幼兒教育成果，但本文件和幼兒教育策略

的重點在於聯邦政府在支持兒童幼兒教育方面的作用。我們想聽聽父母、家人、看護者和照護

者、教育工作者、幼兒教育專業人士和其他專家的意見，制定一項惠及各地兒童和家庭的全國

性方針。 

幼兒教育策略的目的 

幼兒教育策略將為澳洲的兒童和家長建立一個持久的願景。幼兒教育策略將是未來十年指導聯

邦幼兒教育政策和計劃的路線圖，為澳洲希望為廣大兒童和家庭實現的幼兒教育目標提供願景。 

 

該策略將是相關行動和改革的框架。目的是為幼兒教育設立統一方針，包括減少聯邦部門間

「各家自掃門前雪」的計劃和撥款，更有效整合和協調不同職能。 這將對澳洲兒童的幸福、

教育、健康（包括精神健康）、安全和成長加強問責。 

制定幼兒教育策略的方針 

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和意見諮詢 

意見諮詢和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將幫助聯邦政府理解澳洲社會對幼兒教育的期望、我們希望兒童

取得的成就，以及為確保所有兒童獲得最佳成果應優先考慮的事項。 

 

我們有各種機會表達意見，包括問卷調查、公共投寄意見流程、參加圓桌會議等。此外，還有

本地參與，以及向兒童和家庭諮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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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詳細瞭解表達意見的其他機會和專家諮詢小組如何指導幼兒教育策略的制定，請瀏覽幼兒教

育策略網站 （https://www.dss.gov. au/families-and-children-programs-services/early-

years-strategy)。 

 

範圍和關鍵考量 

人生的頭五年 

幼兒教育策略將側重於人生的頭五年，包括產前階段。雖然重要的人生過渡和成長里程越過人

生頭五年一直持續到學年，但人生頭五年是一個關鍵成長期，為孩子的成功一生奠定基礎。 

 

聯邦政府的關注焦點 

各級政府都透過計劃和政策在支持幼兒教育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幼兒教育策略將聚焦於聯邦政

府的作用，將致力盡量提高聯邦政府對幼兒教育投入的成果。 

 

幼兒教育策略將是一個澳洲聯邦政府策略，原因是覆蓋全國的策略有內在價值，以及聯邦政府

在涵蓋幼兒健康、成長和教育許多領域的幼兒教育政策和計劃方面已有重大投入。在跨職能部

門支援兒童和家庭方面，聯邦政府有能力作出改善。作為一項國家策略，聯邦政府將努力確保

所有兒童，無論在何處生活，都能享有相同的學習、發展和茁壯成長的機會。 

專注於打破合作壁壘 

聯邦政府的措施包括為所有家庭和兒童提供普及服務、為面對特殊挑戰的家庭和兒童提供針對

性支持，以及在需要時採取三級干預措施處理挑戰，為兒童在幼兒階段取得最佳成果。  

 

聯邦政府負責為醫療、母嬰健康與幸福計劃和及早干預健康服務提供撥款。聯邦政府會支持防

止和應對兒童性虐待以及家庭暴力和性暴力事件的家庭法制度和方案，同時，為家庭提供直接

經濟支援，包括有薪產假，以及支援幼兒家庭和照顧者的計劃。通過直接和間接撥款機制，聯

邦政府致力全面提供可負擔和優質的幼兒教育和托兒費用，並通過遊戲小組和玩具圖書館等計

劃豐富家庭學習環境。  

 

除了針對普通民眾的計劃外，聯邦政府還投放資源於改善原住民兒童的健康、成長和教育的措

施，藉以減少系統性和多世代的不利因素。此外，還有針對發育遲緩或殘疾兒童以及因流離失

所、貧困或創傷經歷而可能處於劣勢的兒童的支持計劃。 

 

許多聯邦幼兒教育政策和計劃及其運作資金由多個部門和機構提供。這種結構往往會造成跨機

構合作的障礙，並可能阻礙聯邦政府為兒童和家庭提供最佳成果的努力。雖然在改善幼兒教育

服務的提供和協調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仍需多下功夫。Connected Beginnings 計劃是

https://www.dss.gov.au/families-and-children-programs-services/early-years-strategy
https://www.dss.gov.au/families-and-children-programs-services/early-years-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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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跨職能（健康和教育）協作的範例。該計劃旨在幫助原住民兒童獲得穩定全面的支持，幫

助他們順利達成入學所需的學習和成長里程碑。 

與其他聯邦政府策略的關係 

幼兒教育策略將建立在聯邦政府在多個領域的現有策略以及《縮小差距國家協議》

（National Agreement on Closing the Gap）的承諾之上（包括全國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

島民幼兒教育策略），並與之保持一致加以擴展。相關策略列表，見附件 A。其中許多策略針

對特定組別、特定幼兒期問題或經歷。 

 

考慮聯邦政府如何聯繫幼兒教育與更廣泛的支持服務將是非常重要 

社區、家庭、父母、照顧者和親屬在塑造幼兒教育均發揮重要作用。 聯邦政策和計劃應與其

他機構（包括州和領地政府）提供的幼兒教育支持緊密結合並有效運作。州和領地政府負責產

前和分娩服務、母嬰健康服務、提供學前教育、保護兒童系統，並確保幼兒教育和護理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ECEC） 服務的質素，以及該界別的持續改進。 

 

在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層面，有效合作和良好協調政府和非政府活動將有助建立有效的幼兒教

育系統。例如，聯邦與各州和領地之間已開展了重要的協作工作，包括由內閣委任制定 ECEC

長期願景，處理 ECEC 勞動力短缺問題，以及確定優先工作領域，通過加強 ECEC 合作促成改

善成果。 

 

幼兒教育策略將側重於盡量發揮聯邦政府在支持幼兒教育方面所起作用的價值和影響。幼兒教

育策略不會聚焦州和領地的政策和計劃，但可能會關注它們與聯邦政府活動的交接點。 

國際責任 

此策略認可和尊重澳洲聯邦政府對《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和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承諾。 

以優勢為基礎 

幼兒教育策略將以優勢為焦點。以優勢為導向的方針有賴於兒童、家庭和社區擁有和使用的積

極資源和能力。該策略並不是要找出一個撫養和支持兒童的正確方法，而是要尋求確保每個家

庭和社區都擁有擔當這項重要任務所需的支持。 

以兒童和家庭為中心 

童年經歷發生在家庭環境之中。幼兒教育策略將以兒童和家庭為中心，以兒童和家庭的聲音、

需要、興趣、優勢、理解力和能力為基礎，並會反映廣泛和不同的兒童經歷、興趣和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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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策略將真誠聆聽並容納兒童的聲音，力求捕捉兒童的想法和意圖。我們認可兒童、家

庭、親屬和社區之間的聯繫，以及交互關係和夥伴關係的重要性。幼兒教育策略會重視兒童及

其家庭的文化和社會背景。 

 

幼兒教育策略將認同童年的經歷和活動。幼兒教育不僅是要為未來打好基礎，同時也要為現在

打好基礎。幼兒的茁壯成長需要有充滿愛的家庭關係，還要有很多可以遊玩、友誼和快樂體驗

的機會。 

原住民 

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的兒童有權在強大的家庭支持下健康成長，並以自身文化為榮。文化

認同、親屬結構和聯繫多被視為保護兒童安全、健康、幸福和成長的因素。受跨代創傷和歧視

性政策影響的家庭和社區會長期處於劣勢，且往往有複雜的需要，最需要有大量具有針對性且

符合文化習慣的復原和支援服務。 

幼兒教育策略將建立在政府於「縮小差距」和「全國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幼兒策略」的承

諾之上，旨在響應和協調整個政府與幼兒教育系統和業界的跨職能合作。新推出的幼兒照護與

成長政策夥伴關係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Development Policy Partnership, ECPP） 

使澳洲政府和原住民代表聚首一起制定支持原住民兒童幼兒教育的建議，使原住民能夠與政府

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共同推動由社區主導和全面的幼兒教育成果。ECPP 已獲委任支持幼兒

教育策略的制定。 

尊重多樣性和包容性 

幼兒教育策略將相容並蓄。殘疾兒童或有發育問題的兒童應享有與所有其他兒童一樣的正面體

驗和成長機會。澳洲的殘疾人策略（Disability Strategy）和幼兒教育目標行動計劃（Early 

Childhood Targeted Action Plan）列出了行動措施，確保這類兒童得到支持使其能夠充分

發揮潛力。幼兒教育策略將為這些工作提供補充，並將與新的全國自閉症策略 (National 

Autism Strategy) 密切合作。 

 

幼兒教育策略將認同澳洲家庭在文化、宗教、語言、能力、地區和家庭構成方面具有多樣性，

其中包括 LGBTIQA+ 社區。 幼兒教育策略還將認同兒童可能與照顧者、親屬一起生活，或接

受其他照料安排，例如寄養、寄宿和暫息照料。 

 

數據 

澳洲擁有豐富的兒童和家庭資料來源，可用於指導幼兒教育策略的優先事項和執行。其中包括： 

• 有關兒童健康、教育、社會支持、收入、住房和安全的人口水平數據，如澳洲健康與

福利研究所的報告《2022 年澳洲兒童》(Australia’s Children 2022) 中總結的資料i； 



 

10 

• 《澳洲幼兒成長普查》(Australian Early Development Census)，這是一項關於幼兒

開始全日制學習第一年成長情況的全國性資料收集； 

• 諸如《澳洲兒童縱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 of Australian Children) 和《原住

民兒童縱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 of Indigenous Children) 等群組研究； 和 

• 洞察澳洲不同群體人口終生情況的資料關聯研究專案（例如使用多機構資料整合專案 

（Multi-Agency Data Integration Project , MADIP))。 

今後將有機會使用和改進有關幼兒生活的資料以確定幼兒教育策略的優先事項和政策，進而可

以衡量其最大的影響和成果。 

第 2 部份——制定幼兒教育策略的理由 

證據 

孩子出生後的頭幾年，即出生前到五歲這段時間是一個關鍵的成長期。在此期間，幼兒所獲得

的早期人際關係、經歷和照顧可以正面影響他們一生的健康、學習和身份認同。在生命的頭幾

年，大腦發育比其他任何時期都快，而且每秒會有超過 100 萬新神經連接形成。 在這段快速

成長的時期之後，會經過一個稱為修剪的過程減少連接，使腦迴路變得更有效，致使更複雜的

腦迴路可以在之前較簡單的迴路上建立。 早期大腦發育的靈活性意味影響嬰兒發育中的大腦

結構比在成年後將其腦迴路重新接線更容易和更有效ii。 

 

早年（包括出生前）的正面經歷、人際關係和環境有助兒童的成長和學習，並為兒童在身體健

康、精神健康、教育程度、就業和人際關係方面取得終身成功iii奠下基礎。這是因為我們知道

懷孕期間優質的產前護理和妊娠早期的定期產前護理與以下正面結果相關：提升孕期產婦健康、

減少妊娠晚期干預和健康兒童iv。 

 

儘早干預兒童發育可以增強預防效果，改善干預的影響力v。首 1000 天（從受孕、整個懷孕

到第二年末）對健康和發育尤為重要。這是最可能影響成果的時期vi。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

扭轉早期不良經歷的影響和改善兒童生活軌跡的難度會加大vii。童年早期形成的差距會持續一

生。如果差距出現並且到 5 歲時仍未縮小，就可能會持續，尤其是對於處於弱勢或劣勢的兒

童viii。 

 

幼兒教育投資回報證據充分。例如，Access Economics 在 2010 年的一項研究發現，通過早

期干預和預防，每年可以實現的未來收益的潛在價值超過 54 億元ix。Telethon Kids 在 2019 

年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澳洲政府每年花費 152 億元用於密集和危機支援服務來應對本來可

以通過早期干預避免的問題x。 

 

https://www.abs.gov.au/about/data-services/data-integration/integrated-data/multi-agency-data-integration-project-madip/multi-agency-data-integration-project-madip-research-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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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 James Heckman 博士表示，在針對弱勢兒童的高質素幼兒教育計劃中每投資 1 元，

可以產生 4 至 16 元的回報xi。他最近針對從出生至 5 歲弱勢兒童開展的一項全面、高質素的

幼兒教育計劃研究發現，通過提升教育、經濟、健康和社會成果，每個兒童每年的投資回報率

可達 13%。 

 

PricewaterhouseCoopers 和 The Front Project 在 2019 年進行的經濟分析表示，在兒童一

生中，每投資 1 元用於高質素早期教育和護理，會帶來 2 元的收益xii。 

 

幼兒教育投資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促進幼兒教育取得良好成果的支持計劃（例如鼓勵父親加大

參與的有薪產假）也會促進勞動力參與、提高女性的經濟保障。 

 

兒童成長情況如何 

在澳洲，很多從出生至 5 歲的澳洲兒童都快樂、健康，並且總體情況良好。澳洲有 150 萬名 

0 至 5 歲的兒童1，其中許多兒童擁有開啟美好人生所需的一切。這包括獲得醫療護理和良好

營養、免受傷害的保護，以及有機會接受幼兒教育和及時的護理。雖然目前每年出生的嬰兒比

澳洲歷史上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但澳洲的人口正在老化，年輕人的比例越來越小，而且預計會

隨著時間繼續下降。xiii 

 

免疫接種率已有所提高，一歲兒童的免疫接種率已超過 94%，懷孕期間吸煙的母親數目也有

減少xiv。近年來，ECEC 服務的質素不斷提高，在澳洲獲得批准的 15,000 項 ECEC 服務中，

有 88% 達到或超越國家品質標準xv。 

 

澳洲幼兒成長普查 （AEDC） 是一項針對幼兒成長情況的評估，每三年由教師對所有兒童做

開始入學後成長情況評估。該普查著眼於兒童的身體健康、社交技能、情感成熟度、早期識字

和算術技能，以及溝通能力和一般知識。在 2021 年最近期的 AEDC 普查中，55% 的兒童在

所有五個領域的發展均符合預期。 

 

然而，我們也知道，有些孩子的人生起步會墮後且不理想。在 2021 年，雖然有稍超過一半的

兒童在所有領域中均符合預期，但近 45% 的兒童在一個或多個領域中有發育風險或發展脆弱

問題，並且每 5 名兒童有超過一名 (22%)在至少一個領域被評估為發展脆弱xvi，也就是這些兒

童沒有達到我們預期該年齡階段兒童健康、茁壯成長的水平。 

 

在澳洲，孩子出生和長大的地方會影響他們未來成功的機會。AEDC 顯示弱勢社區兒童的成長

情況近年僅略有改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出現倒退。與生活在大城市以外的兒童相比，生活在

 
1 此數字來自 2021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計算 0 至 5 歲的兒童（5 歲以外不計），亦即是 0 歲至 5 歲當天

生日的兒童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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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兒童在 AEDC 方面發展脆弱的可能性較小，儘管這一差距從 2009 年到 2021 年有

所波動。 

 

AEDC 結果還表示，在 2021 年，社會經濟最弱地區與最強地區之間的差距在所有方面都有擴

大，視乎發展領域，來自較弱勢地區的兒童發展脆弱的可能性是其他地區的 2 至 4.4 倍。xvii 

 

來自弱勢背景家庭的兒童（尤其是父母正規教育水平較低，或者家庭和鄰里社會經濟地位背景

較低的兒童）在入學時更有可能有發展脆弱問題xviii。 

 

同樣，一些群體更有可能經歷發展脆弱的問題 —— 澳洲原住民兒童、非都會及偏遠地區兒童、

非英語背景兒童和殘疾兒童xix。原住民兒童與非原住民兒童在語言和認知發展領域的差距擴大

至 24.7 個百分點。兒童通常面對不止一種劣勢，例如，殘疾兒童更有可能生活在單收入家庭

中（Sollis，2019 年）；非都會及偏遠地區更有可能在社會經濟方面處於劣勢（澳洲統計局，

2016 年)。如果沒有適當的支持，這些不同類型的劣勢會使情況更複雜，使兒童和家庭更難茁

壯成長。 

 

家庭和社區中的經歷、期望和文化標準會影響兒童如何瞭解世界。例如，兒童會受到家人、朋

友、教育和媒體呈現給他們的性別定型觀念所影響。從童年開始根深蒂固的性別偏見和定型會

不斷影響孩子一生的學習能力，並對個人日後的選擇和機遇造成障礙xx。這尤其會對女孩有複

雜和有害的影響，使其無法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 

第 3 部份——您的意見 
 

以下部份邀請您對下列問題作出回應。請回答下列部份或所有問題，或提供您認為與制定幼兒

教育策略相關的任何其他回應。這將確保幼兒教育策略盡可能包納最多聲音。 

a. 幼兒教育策略的擬議結構 

該策略的擬議結構包括願景、成果、優先政策事項和指標。其中指標將用於衡量每個成果和優

先改革領域的成功與否。建議在確定政策重點後制定指標。擬議結構圖，請見附件 B。 

 

實施行動計劃（Implementation Action Plans）將在幼兒教育策略定稿後制定，屆時將闡明

就優先改革將採取何種措施。此外，還將制定成果和評估框架（Outcomes and Evaluation 

Framework）用於監測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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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您對幼兒教育策略的擬議結構有何評價？ 

b. 願景 

幼兒教育策略的願景將描述聯邦政府對幼兒教育的期望和目標。幼兒教育策略的願景將描述我

們希望下一代澳洲人如何經歷人生的頭五年。幼兒教育策略將根據我們從澳洲社區聽到的幼兒

教育需要而制定，特別關注從出生前到五歲這一關鍵時期的需要。 

 

備註：幼兒教育策略的願景會較聯邦政府與州和領地政府合作制定的 ECEC 願景更廣泛。幼

兒教育策略的願景應涵蓋對兒童生活各個方面的期望。 

 

問題 

2.澳洲應該對幼兒有什麼樣的願景？ 

c. 成果 

成果應描述幼兒教育策略要實現的目標。兒童需要在生活中取得一系列成果。 幼兒教育策略

將確定支持幼兒教育最重要的短期、中期和長期成果。 

 

幼兒教育策略可能包括的成果類型可能是有關下列事項的聲明：兒童身心健康、學習和成長、

安全或獲得正面的認同。此外，還可能包括參考如何滿足基本需要或參與社會和社區活動的機

會、認同文化或確保幼兒教育包納不同的家庭及其需要。 

 

許多相互關聯的因素有助幼兒教育取得良好成果。此問題要求您考慮在幼兒教育策略中的應包

含的成果。 

 

問題 

3.什麼成果組合在幼兒教育策略中最重要？ 

d. 優先政策事項 

為使幼兒教育策略取得成效，一定要確定政府應重點關注的具體領域（優先政策事項)。 

 

政府已確定為優先事項的一個領域是聯邦政府要解決和打破合作壁壘。如果沒有跨政府協調一

致的方法，對澳洲兒童最終的責任和問責問題將有缺失。「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方法還有可能

造成職能重疊，不必要的資源競爭，並錯過合作改善成果的機會。 

隨著策略的願景和成果的形成，一些優先事項將浮現。我們歡迎就幼兒教育策略的優先事項盡

早提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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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幼兒教育策略應包括哪些特別範圍／優先政策事項？為什麼？ 

5.聯邦政府可以做些什麼為兒童改善成果？特別是那些出生或成長在較容易受傷和/或弱勢環

境中的兒童 

6.您認為聯邦政府可以關注哪些領域以改善在為兒童和家庭制定政策方面的協調與協作？ 

e. 原則 

我們將制定一套原則來指導幼兒教育策略的政策和實施。 

 

指導原則可以包括諸如以兒童和家庭為中心、聆聽兒童和家庭的意見，以及包容多元背景的兒

童和家庭等事項。指導原則還可考慮整個服務系統中兒童和家庭的需要，並考慮此等需要隨著

時間的改變。 

 

問題 

7.幼兒教育策略應包含哪些原則？ 

f. 循證方法 

研究人員和從業者已制定了許多框架來指導幼兒教育政策和守則。這些模型或框架強調了兒童

生活的不同部份應如何協作以促成正面的幼兒教育成果。其中一些的描述如下。 

 

這些框架的目的相似，即是將兒童置於所有政策制定的中心，並展示幼兒成長相互關聯且重要

的因素。這些框架可能有助制定幼兒教育策略。範例包括公共衛生模型、生態系統理論、澳洲

兒童與青少年研究聯盟 (Australian Research Alliance for Children and Youth) 的兒童幸福

框架 （簡稱 The Nest)，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幸福框架。下面列出了有關示

例框架的更多資訊。重要的是要注意這些框架並不是唯一會被使用的證據和資料來源。本策略

認可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資訊資料庫的重要性，承認當前證據和資料中存在差距，這是當

前《縮小差距協議》內的一個關鍵優先事項。 

 

• 公共衛生模型可識別兒童成長中的風險領域，並通過解決這類風險來預防問題發生。

該模型提供不同級別的支援，從每個人都可以獲得全民服務到具有高度針對性的服務

不等。全民服務包括醫療和教育系統；具有針對性的（或二級）服務包括產假等政策；

和第三級服務解決兒童保護等急切問題xxi。 

 

• Urie Bronfenbrenner 提出的生態系統理論表示，兒童成長受周圍環境影響，這些環

境包括兒童的直接環境、家庭、社區和社會的影響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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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st 在概念上將幸福劃分為六個相互關聯的領域，這些領域相互支持，幫助兒童

在童年時期茁壯成長，並在成長過程中充分發揮潛力。基於 Bronfenbrenner 的生態

模型，要獲得最大幸福，兒童需要在所有六個領域的需要中得到滿足xxiii。 

 

•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有兩個衡量幸福的關鍵框架。第一個是綜合幸福模

型，考慮人們的不同經歷和生活條件，並圍繞三個組成部份構建，包括當前幸福、幸

福成果不平等和未來幸福資源（圖 1）。經合組織最近制定的第二個框架是一個理想

模型，用於確定在兒童生活中應該衡量的方面，藉以最有效監測他們的幸福（圖 2）。

該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兒童應該能夠享受快樂的童年，並為未來做好準備培養技能和

能力xxiv。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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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經合組織理想量度兒童幸福框架 

 

 

 

 

 

 

 

 

 

 

 

 

 

問題 

8. 在制定策略時所需要考慮的現有框架或其他研究或證據是否存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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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 相關的聯邦政府措施施 

聯邦政府有一系列與幼兒教育互動的策略、措施和改革。包括以下所列： 

幼兒教育和護理 (ECEC)： 

• 「為受薪家庭提供低廉托兒服務」(Cheaper Child Care for Working Families) 選舉承諾 

《全國品質框架 （NQF） 檢討》(National Quality Framework (NQF) Review)—— 修改 

《教育和護理服務國家法律與國家法規》(Education and Care Services National Law and 

National Regulations) 與行業指引 

• 《兒童護理行業生產力委員會調查》(Productivity Commission Inquiry into Child Care 

Sector) 

• 《2022-2025 年學前改革協議》(Preschool Reform Agreement 2022-2025) 

• 《塑造未來：全國兒童教育和護理人員策略》(Shaping Our Future: National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Care Workforce Strategy) —— 制定實施計劃，並承諾增加 ECEC 勞動力

——包括 TAFE 免費學位、Y Care Careers 計劃 

殘疾： 

• 《2021-2031 年澳洲殘疾人策略》(Australia’s Disability Strategy 2021-2031) 

• 《全國自閉症策略》(National Autism Strategy) 

原住民： 

• 《2022 年幼兒護理和發展政策夥伴關係》(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Development Policy 

Partnership 2022) 

• 《幼兒護理發展行業加強計劃》(Early Childhood Care Development Sector Strengthening 

Plan) 

• 《全國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幼兒策略》(National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Early Childhood Strategy)《縮小差距國家協議》(National Agreement on Closing the Gap) 

身心健康： 

• 《2020-2030 年全國兒童和青少年健康行動計劃》(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the Health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2020-2030) 

• 《全國兒童精神健康和幸福策略》(National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Strategy) 

• 《2018-2028 年全國胎兒酒精類群障礙（FASD）策略行動計劃》(National Fetal 

Alcohol Spectrum Disorder (FASD) Strategic Action Plan 2018-2028) 

• 《全國精神健康和防止自殺協議》(The National Mental Health and Suicide Prevention 

Agreement) 

• 《2021-2030 年全國預防保健策略》(The National Preventive Health Strategy 2021-2030) 

• 《庫房的衡量幸福框架》(Treasury Wellbeing Framework) 

• 《實現性別平等國家策略》(National Strategy to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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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 《2022-2032 年制止暴力侵害婦女和兒童行為國家計劃》(National Plan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 2022-2032) 

• 《安全與支持：2021-2031 年澳洲兒童保護國家框架》(Safe and Supported: the 

National Framework for Protecting Australia’s Children 2021-2031) 

 

 

 

 

 

 

 

 

 

 

 

 

 

 

 

 

 

 

 

 

 

 

 

 

 

 

 

 



 

19 

附件 B —— 幼兒教育策略建議結構 
此圖概述了幼兒教育策略的建議結構，唯需注意成果的數量和優先政策事項尚未確定。 關鍵

設計元素包括： 

- 願景——為此策略制定總體、有抱負的聲明 

- 成果——訂立在策略實施時打算推出的短期和長期改變 

- 優先政策事項——在策略下被認為最有可能對成果有積極影響的重點領域 

- 指標——量度在實現計劃成果方面是否取得進展 

- 原則——規則和指引以訂立在策略下的方向和決定 

- 證據——經評估和考驗的資訊以支持策略方向 

 

 

 

 

 

 

 

 

 

 

指標 
 

 

 

願景

成果

政策重點

成果

政策重點

成果

政策重點

證據 

原則 

指標 



 

20 

實施行動計劃建議結構 

建議的實施行動計劃描述如何實施此策略，並會包括詳細的行動計劃，並設有評估此策略有效

性的框架以鞏固實施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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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重點 1

針對性

行動計劃

政策重點 2

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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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重點 3

針對性

行動計劃

結果和評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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