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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們生活週遭充滿了與「數」有關的各種事物；例如：時間、金錢、年齡……            

等，所以「數」概念是無所不在的。但是現今有許多家長並無幼兒「數」概念發

展的觀念，常常在孩子「數」概念的能力尚未發展完全時，求好心切過早要求幼

兒學習數學加減法而導致揠苗助長，反而壓抑了幼兒對「數」概念的喜好。身為

未來幼教老師的我們，更有責任把正確的教導幼兒“數”概念的方法，教育幼兒

及家長。 

 

由於我們成果發表會的作品與數概念有關，並為了配合我們在樹德三年所學及在

學校附設幼兒園實習的經驗，我們想利用自己設計與製作的「快樂遊戲屋」教具，

來探討此份教具是否適合幼兒數概念的認知與發展。 

 

我們的研究目的： 

一、透過幼兒操作「自製數教具」，探討此份教具是否適用學齡前幼兒之數概念。 

二、將研究結果提供有關單位參考。 

 

貳●正文 

 

一、幼兒「數」概念發展的理論基礎 

數概念—「幼兒階段的邏輯數學智能，一種非正式的算術，包括多少、序列、同

等、唱數、計算與實用算數等」（蔡延治，教學媒體設計與運用 II），這也是學

習正式數學之前，必須準備的基礎。幼兒的數概念教育最好能夠提供幼兒實際的

教具讓幼兒操作學習，而學習內容應依照幼兒的年齡、學習能力及生活經驗來設

計，這樣才能使幼兒達到有效的學習。 

 

數概念的發展可分為三階段： 

﹙一﹚第一階段：對數量的認知階段，只認識很少量物體的明顯差異，大約在三                  

                歲左右。 

﹙二﹚第二階段：間數詞和物體數量關聯階段，能正確計數，能以實物做十以內  

                的簡單加減運算，大約四至五歲左右。 

﹙三﹚第三階段：數運算初期，計數更正確，簡單的加減運算更純熟，五至七歲 

                左右。 

綜合上述，我們知道不同階段的幼兒，學習能力也有所不同，所以我們在幼兒數

概念的發展上，必須要以豐富的、有趣的各種數教具來提升幼兒對數的喜好及增

進幼兒數概念的發展。 

 

二、自製幼兒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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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兒教具的意義 

配合幼兒的個人發展來設計教具，並能使幼兒在操作教具的過程中，能提升幼兒

的學習，提高幼兒對學習的興趣。 

 

﹙二﹚自製教具的四個原則： 

１、目標明確性：發揮具體教學目標符合教與學的目的。 

２、獨特性：製作符合幼兒個別差異的教具。 

３、實用安全性：符合幼兒操作教具的安全，且教具實用不易損壞。 

４、經濟性：盡量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廢物來製作，達到物盡其用的效果。 

 

綜合上述，可知在製作幼兒教具時，必須要把握目標的明確性，能夠達到對幼兒

學習上的助益，且配合幼兒的個別差異來設計教具，使幼兒對學習更有興趣並且

更要注意到教具的實用及安全性，最好能利用廢物製作也符合經濟效益。 

 

 

﹙一﹚第一面「連連看」：「配對」—是使物體對成對或對應，也就是將完全相同

性質的物體配成一對透過配對的遊戲，使幼兒能更進一步的瞭解物體的相同性

質，並學習數概念。 

 

﹙二﹚第二面「拼圖」：拼圖為「組合活動」，幼兒能利用操作過程中思考，並

促進其圖形空間概念。 

 

﹙三﹚第三面「對應」：「一對一之對應」關係是建立數概念的基本條件，因為

「一對一之對應」是衡量兩組集合是否相等，最簡單也最直接的方法。 

對應可分為下列四種： 

１、相似物間的對應 

２、互補物間的對應 

３、序列對應 

４、等量序列對應 

 

﹙四﹚第四面「序列」：觀察兩兩物體間的差異，並將它依照差異排列出順序來。 

 

三、「自製數教具」的過程 

 

從一開始老師說要設計益智教具時，我們看了許多書籍，決定參考了其中一份房

屋造型的教具作為自製教具的雛型，老師要我們改變外觀及內容。透過討論我們

決定在房屋的四面牆中第一面做「連連看」的教具，第二面則做「磁鐵拼圖」，

第三面為「數的加減」，第四面是「九宮格」，當四面都構想好時，我們把四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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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內容，畫好草稿，給老師看，結果第三面老師說超過幼兒能力、第四面也說

創意不足，所以都被退回從做，那時有點難過，不過我們還是很努力的從生活週

遭去思考有什麼可以製作的。 

   

我們第一面「連連看」教具製作概念呈現出來的是以動物的圖案配影子的圖案來

連連看，連到正確的話，上面擺的小電風扇就會轉動，如果錯誤的話電風扇就不

會動。這時我們必須想如何接線，才可以使電風扇轉動，我們詢問了相關工作的

長輩，並請教他們如何接線，了解後再去找所需的材料來製作，我們自己接線，

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接線成功，順利的能讓連線正確後的電扇轉動。我們的圖

案小卡能夠抽取起來並更換位置，但需記住接線的位置，才不會連到對的位置而

電扇無法轉動，接線也可以變更。 

   

第二面的「磁鐵拼圖」教具製作概念，本來的圖案是直接從網路上列印下來的，

然後把它割成數片的拼圖，後面貼磁鐵，則房子牆壁上也貼一面磁板，把拼圖吸

上去，但是老師說因為我們是幼保科，應該要發揮我們的紙雕專長或平面剪貼才

行，怎麼可以用現成的來製作這份教具，後來我們找了相關圖案開始製作，每份

拼圖會附帶一張小圖供幼兒觀看，使幼兒能正確的完成拼圖，房子上的磁鐵板需

能夠吸住這些拼圖，我們使用一般磁板但磁性不夠，吸上的拼圖容易掉落，老師

建議我們，換另一種材質試試，我們利用了鐵板，它的磁性足夠吸住我們的拼圖，

並使拼圖不易掉落，所以後來就以鐵板作為我們貼在房子牆壁上的磁板。 

 

第三面一直沒有方向，之後參考了老師所提供的連連看教具中，我們決定以對應

關係來製作教具製作概念，設計內容為：板上有八個格子上下各四格，上格與下

格的圖卡可隨意變動，下格的圖案要與上格圖案有對應關係，內容為日常生活用

品，例如上格為牙刷，下格就是牙膏或者上格為刀子，下格為叉子。下面另一個

板子則為自然環境及社會環境有關，玩法則皆相同。 

   

第四面教具也是從老師提供的教具中找出的靈感，決定以「序列」作為教具內容

為製作概念，此面分成兩部分，上半部，有一張指示卡，觀察指示卡上的圖案，

看看下排的五張圖中少了什麼圖案，並將圖案貼到正確位置上。下半部，我們在

板上作了一排指示卡，上面分別有紅車、黃車、綠車、藍車、白車、紅車、黃車……

等圖案，指示卡上方有五張小卡每張小卡上都會類似如下的題目，例如黃車、

（ ）、藍車，而下方小卡上有五種顏色的車，按照指示卡上的圖案順序，看小

卡上的圖該放上顏色的車，並將下方小卡的圖案貼到上方的小卡上。 

 

四、設計問卷 

我們設計問卷時思考了幼兒是否能正確操作這份自製「數教具」，透過觀察與紀

錄，再將實驗結果做分析，以便了解此份教具是否能符合幼兒數概念之發展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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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幼兒對數概念教具的興趣。 

 

六、問卷內容 

 

自製「數教具」是否適用於幼兒之探討研究設計實驗 
實驗幼兒班級:            班           
實驗幼兒姓名:            性別:  男 □      女 □ 
實驗幼兒年齡:     年     月     日     生(足     歲     月) 
 
〈一〉圖形空間概念(拼圖) 
1.小朋友是否能配合觀察指示卡將拼圖完成?           (1)是 □    (2)否 □ 
2.小朋友是否能自行將拼圖完成?                     (1)是 □    (2)否 □ 
3.問幼兒是否喜歡此面教具?            (1)喜歡 □ (2)尚可 □ (3)不喜歡 □ 
4.喜歡的原因? （可複選）   (1)圖案好看 □ (2)內容好玩 □ (3)操作有趣 □ 

(4)其他 □ ╴╴╴╴ 
〈二〉配對(連連看)       
1.小朋友是否能自行將動物圖連到正確的影子圖?       (1)是 □    (2)否 □ 

2.小朋友是否能利用連連看讓風扇轉動來了解自己答對? (1)是 □    (2)否 □ 
3.問幼兒是否喜歡此面教具?            (1)喜歡 □ (2)尚可 □ (3)不喜歡 □ 
4.喜歡的原因? （可複選）   (1)圖案好看 □ (2)內容好玩 □ (3)操作有趣 □ 
                              (4)其他 □ ╴╴╴╴ 
〈三〉對應(相反及互補間對應)        
1.小朋友是否能自行把相反圖案對應正確?              (1)是 □    (2)否 □ 
2.小朋友是否能自行把互補的圖案對應正確?            (1)是 □    (2)否 □ 
3.小朋友是否能利用矯正點來了解自己是否答對?        (1)是 □    (2)否 □ 
4.問幼兒是否喜歡此面教具?       (1)喜歡 □ (2)尚可 □ (3)不喜歡 □ 
5.喜歡的原因? （可複選） (1)圖案好看 □ (2)內容好玩 □ (3)操作有趣 □ 
                            (4)其他 □ ╴╴╴╴ 
〈四〉序列(規則性序列)              

1.小朋友是否能自行看指示卡排出正確的順序?          (1)是 □    (2)否 □ 
2.小朋友是否能自行找出圖案少了哪圖的哪個部份?      (1)是 □    (2)否 □ 
3.小朋友是否能利用矯正點來了解自己是否答對?        (1)是 □    (2)否 □

3.問幼兒是否喜歡此面教具?(可複選)   (1)喜歡 □ (2)尚可 □ (3)不喜歡 □ 
4 喜歡的原因? （可複選）(1)圖案好看 □ (2)內容好玩 □ (3)操作有趣 □ 
                           (4)其他 □ ╴╴╴╴ 
七、問卷施測 
 
﹙一﹚施測對象：樹德幼兒園 3-6 歲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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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測人數：3-4 歲幼兒 6 人，4-5 歲幼兒 7 人，5-6 歲幼兒 7 人 共計 20 人 

﹙三﹚施測過程： 

我們選擇這份教具實驗，則是因為它有四面數概念教具，能分別讓四個孩子同時

進行實驗操作。我們找幼稚園主任及任教老師商量，經過一番協調之後，總算能

順利進入幼稚園施測。施測當天，老師借了小朋友給我們，我們由大班（5-6 歲）

幼兒開始，當小朋友看到這份教具，十分的興奮，也想快點操作它，我們有三位

同學指導四位幼兒操作並填寫施測問卷，一位同學負責拍照。接著換小班（3-4
歲）幼兒，小班的幼兒比較不懂的正確操作，有些教具因此稍有損毀，中班幼兒

（4-5 歲）的反應與大班幼兒一樣，也是非常興奮，也想快點操作此份教具。在

操作過程中，每位幼兒都有不同的意見，有的說好玩，有的覺得還好，四面一個

人需花 10~20 分鐘實驗，他們玩得挺不亦樂乎，不想離開，所以操作時間也被延

長許多，我們從九點實驗，到中午十二點都尚未實驗完，放學後，我們繼續把尚

未操作的幼兒讓他們操作完，終於，我們四人把操作實驗完成。 

 

參●結論 

 

各年齡層及總人數分配如下： 

班別 3-4 歲 4-5 歲 5-6 歲 總計 

人數＼比例 6 7 7 20 

此次施測的結果如下： 

﹙一﹚圖形空間概念(拼圖) 

1.幼兒是否能配合觀察指示卡將 10 片拼圖完成? 

 3-4 歲 4-5 歲 5-6 歲 

是(人數)＼比例 1(17%) 4(57%) 7(100%) 

否(人數)＼比例 5(83%) 3(43%) 0(0%)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有 1 位(17%)能配合觀察指示卡將 10 片拼圖完成；

4-5 歲幼兒有 4 位(57%)能配合觀察指示卡將 10 片拼圖完成；5-6 歲幼兒有 7 位

(100%)能配合觀察指示卡將 10 片拼圖完成 

2 幼兒是否能自行將拼圖完成? 

 3-4 歲 4-5 歲 5-6 歲 

是(人數)＼比例 1(17%) 2(29%) 4(57%) 

否(人數)＼比例 5(83%) 5(71%) 3(43%)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有 1 位(17%)能自行將 10 片拼圖完成；4-5 歲幼兒有

2 位(29%)能自行將 10 片拼圖完成；5-6 歲幼兒有 4 位(57%)能自行將 10 片拼圖完

成 

 

3.問幼兒是否喜歡此份教具?      

 3-4 歲 4-5 歲 5-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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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人數)＼比例 5(83%) 6(86%) 7(100%) 

 尚可(人數)＼比例 0(0%) 0(0%) 0(0%) 

  不喜歡(人數)＼比例 1(17%) 1(14%) 0(0%)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有 5 位(83%)喜歡此面教具；4-5 歲幼兒有 6 位(86%)

喜歡此面教具；5-6 歲幼兒有 7 位(100%)喜歡這面教具 

4.喜歡的原因?          

 3-4 歲 4-5 歲 5-6 歲 

圖案好看(人數) ＼比例 4(44%) 5(42%) 6(30%) 

內容好玩(人數) ＼比例 3(33%) 5(42%) 7(35%) 

操作有趣(人數) ＼比例 2(22%) 2(17%) 7(35%) 

    其他(人數) ＼比例 0(0%) 0(0%) 0(0%)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喜歡原因以圖案好看有 4 位(44%)最多；4-5 歲幼兒

喜歡原因以圖案好看有 5 位(42%)及內容好玩有 5 位(42%)居多；5-6 歲幼兒喜歡

原因以內容好玩有 7 位(35%)及操作有趣有 7 位(35%)居多； 

配對(連連看)                                      

1. 幼兒是否能自行將動物圖連到正確的影子圖?  

 3-4 歲 4-5 歲 5-6 歲 

是(人數)＼比例 6(100%) 7(100%) 7(100%) 

否(人數)＼比例 0(0%) 0(0%) 0(0%) 

由以上數據得知：3-6 歲都能自行將動物圖連到正確的影子圖 

2. 幼兒是否能利用連連看讓風扇轉動來了解自己答對?  

 3-4 歲 4-5 歲 5-6 歲 

是(人數)＼比例 5(83%) 7(100%) 7(100%) 

否(人數)＼比例 1(17%) 0(0%) 0(0%)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有 5 位(83%)能利用連連看讓風扇轉動來了解自己答

對；4-5 歲幼兒有 7 位(100%)能利用連連看讓風扇轉動來了解自己答對；5-6 歲幼

兒有 7 位(100%)能利用連連看讓風扇轉動來了解自己答對 

3.問幼兒是否喜歡此份教具?          

 3-4 歲 4-5 歲 5-6 歲 

 喜歡(人數)＼比例 6(100%) 7(100%) 7(100%) 

 尚可(人數)＼比例 0(0%) 0(0%) 0(0%) 

  不喜歡(人數)＼比例 0(0%) 0(0%) 0(0%) 

由以上數據得知：3-6 歲的幼兒都喜歡此份教具 

4.喜歡的原因?（可複選） 

 3-4 歲 4-5 歲 5-6 歲 

圖案好看(人數) ＼比例 4(28%) 5(33%) 5(28%) 

內容好玩(人數) ＼比例 5(36%) 5(33%)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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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有趣(人數) ＼比例 5(36%) 5(33%) 7(39%) 

    其他(人數) ＼比例 0(0%) 0(0%) 1(5%)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喜歡原因以內容好玩有 5 位(36%)及操作有趣有 5 位

(36%)居多；4-5 歲幼兒喜歡原因以圖案好看有 5 位(33%)、內容好玩有 5 位(33%)

及操作有趣有 5 位(33%)一樣多；5-6 歲幼兒喜歡原因以操作有趣有 7 位(39%)最

多 

﹙三﹚對應(相反及互補間對應)                              

1.幼兒是否能自行把相反圖案對應正確?   

 3-4 歲 4-5 歲 5-6 歲 

是(人數)＼比例 6(100%) 6(86%) 7(100%) 

否(人數)＼比例 0(0%) 1(14%) 0(0%)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6 位，100%)能自行把相反圖案對應正確；4-5 歲幼

兒(6 位，86%)能自行把相反圖案對應正確；5-6 歲幼兒(7 位，100%)能自行把相反

圖案對應正確 

2.幼兒是否能自行把互補的圖案對應正確?    

 3-4 歲 4-5 歲 5-6 歲 

是(人數)＼比例 5(83%) 6(86%) 7(100%) 

否(人數)＼比例 1(17%) 1(14%) 0(0%)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有 5 位(83%)能自行把互補圖案對應正確；4-5 歲幼

兒有 6 位(86%)能自行把互補圖案對應正確；5-6 歲幼兒有 7 位(100%)能自行把互

補圖案對應正確 

3.幼兒是否能利用矯正點來了解自己是否答對?   

 3-4 歲 4-5 歲 5-6 歲 

是(人數)＼比例 5(83%) 5(71%) 6(86%) 

否(人數)＼比例 1(17%) 2(29%) 1(14%)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有 5 位(83%)能利用矯正點來了解自己是否答對； 

4-5 歲幼兒有 5 位(71%)能利用矯正點來了解自己是否答對；5-6 歲幼兒有 6 位(86%)

能利用矯正點來了解自己是否答對 

4.問幼兒是否喜歡此份教具?  

 3-4 歲 4-5 歲 5-6 歲 

喜歡(人數)＼比例 6(100%) 5(71%) 6(86%) 

尚可(人數)＼比例 0(0%) 1(14%) 0(0%) 

不喜歡(人數)＼比例 0(0%) 1(14%) 1(14%)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有 6 位(100%)喜歡此份教具；4-5 歲幼兒有 5 位(71%)

喜歡此份教具；5-6 歲幼兒有 6 位(86%)喜歡這份教具； 

5.喜歡的原因? （可複選） 

 3-4 歲 4-5 歲 5-6 歲 

圖案好看(人數) ＼比例 4(31%) 5(42%)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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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好玩(人數) ＼比例 6(46%) 4(33%) 3(33%) 

操作有趣(人數) ＼比例 3(23%) 3(25%) 2(22%) 

其他(人數) ＼比例 0(0%) 0(0%) 1(12%)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喜歡原因以內容好玩有 6 位(46%)最多；4-5 歲幼兒

喜歡原因以圖案好看有 5 位(42%)最多；5-6 歲幼兒喜歡原因以圖案好看有 3 位

(33%)及內容好玩有 3 位（33%）居多 

序列(規則性序列)                                     

1.小朋友是否能自行看指示卡排出正確的順序? 

 3-4 歲 4-5 歲 5-6 歲 

是(人數)＼比例 5(83%) 6(86%) 7(100%) 

否(人數)＼比例 1(17%) 1(14%) 0(0%)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有 5 位(83%)能自行看指示卡排出正確的順序；4-5

歲幼兒有 6 位(86%)能自行看指示卡排出正確的順序；5-6 歲幼兒有 7 位(100%)能

自行看指示卡排出正確的順序 

2.小朋友是否能自行找出圖案少了圖的哪個部份? 

 3-4 歲 5-6 歲 4-5 歲 

是(人數)＼比例 4(67%) 7(100%) 7(100%) 

否(人數)＼比例 2(33%) 0(0%) 0(0%)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有 4 位(67%)能自行找出圖案少了圖的哪個部份；4-5

歲幼兒有 7 位(100%)能自行找出圖案少了圖的哪個部份；5-6 歲幼兒有 7 位(100%)

能自行找出圖案少了圖的哪個部份 

3.小朋友是否能利用矯正點來了解自己是否答對?  

 3-4 歲 4-5 歲 5-6 歲 

是(人數)＼比例 3(50%) 4(57%) 7(100%) 

否(人數)＼比例 3(50%) 3(43%) 0(0%)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有 3 位(50%)能利用矯正點來了解自己是否答對；4-5

歲幼兒有 4 位(57%)能利用矯正點來了解自己是否答對；5-6 歲幼兒有 7 位 (100%)

能利用矯正點來了解自己是否答對 

4.問幼兒是否喜歡此份教具?  

 3-4 歲 4-5 歲 5-6 歲 

 喜歡(人數)＼比例 6(100%) 7(100%) 6(86%) 

 尚可(人數)＼比例 0(0%) 0(0%) 0(0%) 

  不喜歡(人數)＼比例 0(0%) 0(0%) 1(14%)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有 6 位(100%)喜歡此份教具；4-5 歲幼兒有 7 位(100%)

喜歡此份教具；5-6 歲幼兒有 6 位(86%)喜歡此份教具 

5.喜歡的原因?（可複選） 

 3-4 歲 4-5 歲 5-6 歲 

圖案好看(人數) ＼比例 4(44%) 7(54%)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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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好玩(人數) ＼比例 3(33%) 5(38%) 6(40%) 

操作有趣(人數) ＼比例 1(11.5%) 1(8%) 3(20%) 

    其他(人數) ＼比例 1(11.5%) 0(0%) 0(0%) 
由以上數據得知：3-4 歲幼兒喜歡原因以圖案好看有 4 位(44%)最多；4-5 歲幼兒

喜歡原因以圖案好看有 7 位(54%)最多；5-6 歲幼兒喜歡原因以圖案好看有 6 位

(40%)及內容好玩有 6 位（40%）居多 

 

從這次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得知，此份數教具中，在拼圖教具方面 5-6 歲幼兒及

4-5 歲幼兒，有一半以上會依觀察指示卡將 10 片拼圖完成，但只有 4 位 5-6 歲幼

兒能自行將拼圖完成，而 3-6 歲之幼兒 80%以上都喜歡這份教具，喜歡的原因中

包括圖案好看、內容好玩及操作有趣，在配對教具方面可得知 3-6 歲幼兒有一半

都能自行將動物圖連到正確的影子圖，且 3-6 歲的幼兒能利用連連看讓風扇轉動

來了解自己答對，而 3-6 歲之幼兒 95%以上都喜歡這份教具，喜歡的原因中包括

圖案好看、內容好玩及操作有趣，在對應教具方面可得知 3-6 歲的幼兒有一半都

能自行把相反圖案對應正確，且 3-6 歲的幼兒能自行把互補圖案對應正確，而 3-6

之幼兒 90%以上都喜歡此份教具，喜歡的原因中包括圖案好看、內容好玩及操作

有趣，在序列教具方面可得知 3-6 歲的幼兒有一半以上都能自行看指示卡牌出正

確的順序，而 3-6 之幼兒 90%以上都喜歡此份教具，喜歡的原因中包括圖案好看、

內容好玩及操作有趣。除了教具內容之外尚發現 3-6 歲幼兒對於能動的設備感到

特別有興趣，會想重複的玩，所以一個能夠吸引幼兒注意的東西，多為能動、能

發出聲音、能亮燈……等的設計，這樣的設計也使幼兒印象更為深刻。 

 

由教具的實驗結果來看，這份教具中的連連看影子配對、相反及互補間對應、序

列適合幼兒來操作，但其中的拼圖的剪裁過於複雜，使得有些幼兒無法正確的完

成，必須有人協助才能順利完成。所以可知此份教具除了在拼圖方面可適用年齡

為 5-6 歲之外，其他的配對、對應及序列方面都可適用年齡 3-6 歲，故總結而言

此份教具是適用為 3-6 歲之幼兒 

 

下回再自製教具之建議部分為 

(一)圖案的撕貼要容易，幼兒在撕的時候較難撕下。 

(二)圖案的封膠需更加堅固，一直撕貼導致圖案損壞。 

(三)拼圖的剪裁再簡易些，否則會造成許多幼兒無法自行完成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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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操作教具的實驗過程

(圖二)操作教具的實驗過程 

(圖三)老師一起參與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