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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隨著科技的進步，各式各樣的教玩具充斥，卻不一定能刺激幼兒的心智能力與運動

能力，甚至有的只能看而不能玩，就算能玩，遊戲方法也只是那一兩種，一下子就玩膩

了。其實「「「「幼兒的教幼兒的教幼兒的教幼兒的教具具具具素材與設計素材與設計素材與設計素材與設計越單純越單純越單純越單純、、、、簡單簡單簡單簡單、、、、自然自然自然自然，，，，則越能激發幼兒的創造力與想則越能激發幼兒的創造力與想則越能激發幼兒的創造力與想則越能激發幼兒的創造力與想

像力像力像力像力，，，，幼兒對它的興趣也越能持久幼兒對它的興趣也越能持久幼兒對它的興趣也越能持久幼兒對它的興趣也越能持久」」」」（鄧淑如，2004）。 

 

    因為在高二時我們曾修習過「幼兒教學媒體設計與製作」這門課程，於是我們親自

製作了一份認知教具讓幼兒親自操作，我們將此份教具命名為「不織布蛋糕」，它具有

分類、序列、對應、及數概念發展之操作功能，希望能藉由幼兒親自操作此份教具來了

解此階段幼兒之認知發展，且期盼能善用教具於教學過程中，藉以提升幼兒之學習興趣。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探討自製教具─「不織布蛋糕」之製作之方式。 

二、藉由幼兒實際操作教具，了解其「分類」能力。 

三、藉由幼兒實際操作教具，了解其「序列」能力。 

四、藉由幼兒實際操作教具，了解其「對應」能力。 

五、藉由幼兒實際操作教具，了解其「數概念」發展能力。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教具： 

  

        「「「「廣義的教具廣義的教具廣義的教具廣義的教具，，，，是指為達成特定教育目標或學習者特定能力所設計的玩具是指為達成特定教育目標或學習者特定能力所設計的玩具是指為達成特定教育目標或學習者特定能力所設計的玩具是指為達成特定教育目標或學習者特定能力所設計的玩具」」」」（林

佳慧，2000）。無論是教師或學生，凡是在教學過程中，一切有助於達成教學目標

的任何媒介均屬於教具。本研究所稱之教具，僅限定認知發展概念之自製教具「不

織布蛋糕」。 

 

二、幼兒： 

 

        幼兒期是指出生滿一個月至學齡前的兒童，兩歲至未滿六歲之階段，稱為學 

齡前期或兒童前期。而本研究所指之幼兒，乃是指年滿 5~6歲之幼兒為研究對象。 

 

三、分類：根據事物的共同性（或屬性），對它們進行分組。 

 

四、序列：是一種能力，幼兒先觀察兩兩物體間有何差異，並觀察出差異的規則時，可

依據此一規則將物體排出序列。常見序列包括：大小序列、顏色序列…等。 



自製教具應用於幼兒實施之研究－以「不織布蛋糕」為例 

2 

五、對應：一對一的對應。是衡量兩組集合是否相等，最簡單也最直接的方法。 

 

六、數概念：幼兒數概念，即是教保人員提供幼兒在日常生活中嘗試數的基礎概念，透 

    過直接手動、操作、比較、思考…等遊戲方法，讓幼兒由日常生活中，了解數的意 

    義和觀念，運用遊戲中學習的方式，增強幼兒數的概念並促進幼兒推理與解決問題 

的能力。本研究所指之數概念發展能力，乃是藉由幼兒操作蛋糕之物件，如：藍莓、 

檸檬片…等，來了解其是否能正確計算出十以內之加法。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茲將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及相關限制說明如下： 
 

一、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本研究以高雄市為研究範圍，以九十九學年度就讀高雄市某私立幼

兒園大班 5～6 歲幼兒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限制 
 

（一）教具種類繁多，包含範圍極廣，限於研究者本身的時間、人力及財力的關係，

本研究所指之教具的範圍僅限於認知發展概念之自製教具─「不織布蛋糕」，

其它類教具並不在本研究考量範圍。 
 
（二）本研究所得結果只適於解釋高雄市某私立立案之幼兒園大班幼兒，無法推論於

其他縣市或區域之幼兒，於研究結果上受到限制。 
 
（三）本研究採用實際操作法，受試者可能因為情緒、態度、情境或其他主觀因素等 

原因，操作教具之表現與其實際發展能力有所差異，因此研究資料所反應之事 

實可能有所差異存在。 

 

貳●正文 

 

第一節  教具的意義 

 

    「「「「為達成特定教育目標或培養學習者特定能力所為達成特定教育目標或培養學習者特定能力所為達成特定教育目標或培養學習者特定能力所為達成特定教育目標或培養學習者特定能力所設計的玩具設計的玩具設計的玩具設計的玩具，，，，一切有助於達成教學一切有助於達成教學一切有助於達成教學一切有助於達成教學

目標的目標的目標的目標的媒媒媒媒介介介介均屬於教具均屬於教具均屬於教具均屬於教具」」」」（林敏宜、楊秀玲，2000），如：沙、水、石頭等也可說是教具。

這些東西只要妥善應用，切合教學目的，就是教具。 

 

    教具的製作與提供，並非以成人的喜好和需要為出發點，而是以孩童為中心，並且

了解其認知和身、心、靈發展的需要後方才提供。教具的製作與應用，既然是需要以孩

子的學習能力與發展為考量來設計和進行，成人們就應該盡量提供機會與材料，和孩子

們一起互動來進行教學；藉著教具的製作與應用過程，孩子們學習到的就不再是單一與

零碎的認知概念，而是學習到更多具有完整和有系統的常識與知識。此類型的教具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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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針對孩子們在發展過程中，應有的基本技巧與概念形成而有所幫助。 

     

    王美晴（1999）認為「「「「教具是教師教學上所使用的輔助教材教具是教師教學上所使用的輔助教材教具是教師教學上所使用的輔助教材教具是教師教學上所使用的輔助教材」」」」。透過教具本身的教

育目標，提升學習的樂趣並集中注意力，更可增進幼兒的語言能力、數概念的認知能力、

創造力及自理動作能力，以達到幼兒身心健康的發展。所以「「「「教具可說是進行教學活動教具可說是進行教學活動教具可說是進行教學活動教具可說是進行教學活動

時時時時，，，，為了使幼兒能具體地為了使幼兒能具體地為了使幼兒能具體地為了使幼兒能具體地、、、、有效地有效地有效地有效地、、、、具趣味性地學習而使用的重要媒介物具趣味性地學習而使用的重要媒介物具趣味性地學習而使用的重要媒介物具趣味性地學習而使用的重要媒介物」」」」（李惠加，

2000）。  

     

    因此，教具就是教師教學上所使用的輔助教材。教具在教學上具有畫龍點睛之效

用，幼兒透過教具的操作和使用，不但激發幼兒教學思考上的創意，並能透過大小肌肉

的發展，達到全人教育之目標 （王美晴，1999）。 

     

第二節  教具的功能 

 

熊桂芬（2000）指出，「「「「教具能幫助幼兒認識外界的秩序教具能幫助幼兒認識外界的秩序教具能幫助幼兒認識外界的秩序教具能幫助幼兒認識外界的秩序，，，，是使兒童能夠認識大宇是使兒童能夠認識大宇是使兒童能夠認識大宇是使兒童能夠認識大宇

宙真理的關鍵宙真理的關鍵宙真理的關鍵宙真理的關鍵」」」」。「「「「適當的教具能提供幼兒直接經驗學習適當的教具能提供幼兒直接經驗學習適當的教具能提供幼兒直接經驗學習適當的教具能提供幼兒直接經驗學習，，，，讓幼兒透過感官及動作的體讓幼兒透過感官及動作的體讓幼兒透過感官及動作的體讓幼兒透過感官及動作的體

驗驗驗驗，，，，獲得最真實獲得最真實獲得最真實獲得最真實、、、、持久的知識持久的知識持久的知識持久的知識」」」」（蔡延治，1989）。站在教具兼玩具的性質來看，教具也

具有玩具寓教於樂的功能，以下乃教具之功能（李惠加，2000）： 

 

一、教師教學更活潑化，提高教學效果。 

 

二、幫助幼兒對事物的了解和增加熟悉度。 

 

三、幫助幼兒更容易了解抽象概念，減少學習之挫折感。 

 

四、啟發幼兒思考，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引起動機，增加學習之趣味性，讓幼兒快樂地學習。 

 

六、親自動手操作以熟練動作技能，幫助大小肌肉發展。 

 

七、維持較久的注意力，促進各方面的學習。 

 

八、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和主動自發的學習精神。 

 

九、透過教具的多元性，滿足幼兒的個別需要。 

 

十、教具有自我糾正與自我學習的功能，能避免幼兒被糾正錯誤時，覺得難堪而自尊心 

    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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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具的形式 

 

    教具的形式多樣化，以下由具體而抽象介紹教具的形式（蔡延治，1989）：  

 

一、實物：實地參觀或將實物帶至教室內示範，如：直接帶幼兒到花園觀察植物的生態，

或參觀動物園及各行各業，可以讓幼兒親身體會真實事物的型態。 

 

二、操作式教具：包括各種揭示板、卡片、益智教具、劇偶、蒙氏教具、福氏恩物…等

各種課程所需教具，讓幼兒能親自體驗，從操作中獲得各種學習。 

 

三、標本：當我們無法帶幼兒到實地參觀或帶實物到教室時，只好使用標本來代替。 

 

四、模型：為實務的複製品，可將實物放大或縮小，如：牙齒模型、建築模型、心臟模  

    型等，在幼兒教學活動中經常被使用。 

 

五、影片：雖然它無法實際讓幼兒摸到，但是透過影片內容，幼兒可以看到實物的動作

和生態。 

 

六、數位化幻燈片：從幻燈片中無法看到生物的動作或生態，卻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它外 

    型及色澤。 

 

七、照片：可以利用報章雜誌或月曆上的照片給幼兒觀看，提供視覺上的資訊，如：山

水風景。 

 

八、圖畫：這是一種較不具體卻十分方便的方式，老師可依需要隨時畫給幼兒看，在幼 

    兒園的教學中十分重要。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分析及相關理論之探討，針對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擬定研究架構，如下圖

2-4-1。 
 
 
 
 
 
 
 
 
 
 
 

圖2-4-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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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九十九學年度就讀於高雄市某私立之幼兒園大班幼兒共47名做為本

研究之樣本。研究工具完成後，對此47名幼兒進行施測，我們再依照幼兒操作教具之結

果來填答檢核表。 
 

第六節  研究工具 
 
一、認知發展概念之自製教具－「不織布蛋糕」 
 
        本研究所使用之工具為我們自製之認知發展概念教具－「不織布蛋糕」，藉由

幼兒親自操作教具來了解大班幼兒之認知發展及數概念能力。以下乃本研究工具

「不織布蛋糕」之製作流程： 
 
表2-6-1 自製幼兒教具－「不織布蛋糕」之製作流程 

步

驟 

編

號 

操作圖示 

步

驟 

編

號 

操作圖示 

步

驟

一 

 

操作說明：製作教具圖形 

步

驟 

二 

 

操作說明：黏合蛋糕物件 

步

驟

三 

 

操作說明：縫紉奶油球的圖形 

步

驟 

四 

 

操作說明：蛋糕物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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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五 

 

操作說明：陸續組合各種之物件 

步

驟 

六 

 
操作說明：自製教具「不織布蛋糕」完成 

 
二、教具檢核表 
 

教具檢核表（表 2-6-2）乃探討大班幼兒認知發展及數概念之能力，包含：藉

由幼兒實際操作教具，了解其分類、序列、對應、數概念發展能力為何。幼兒操作

過程如下表 2-6-3所示： 
 

表 2-6-2  教具檢核表 

性別：男□ 女□        年齡：（（（（    ））））歲                                                      

(1) 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分類」？              是□ 否□ 

(2) 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序列」？                  是□ 否□ 

(3) 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對應」？           是□ 否□ 

(4) 幼兒數概念（十以内之加法）是否正確？          是□ 否□                                   

 
表 2-6-3 幼兒操作教具－「不織布蛋糕」之實施流程 

步

驟 

編

號 

操作圖示 

步

驟 

編

號 

操作圖示 

步

驟

一 

 

操作說明：幼兒將物件依屬性做分類 

步

驟 

二 

 

操作說明：幼兒將物件依大小排列 



自製教具應用於幼兒實施之研究－以「不織布蛋糕」為例 

7 

步

驟

三 

 

操作說明：幼兒依照指示卡對應蛋糕圖形 

步

驟 

四 

 

操作說明：幼兒計算十以內之加法 
          （數概念發展） 

 
第七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下： 
 

一、確認方向、蒐集與閱讀文獻。 
 
二、題目擬定。 
 
三、構思研究對象、目的與架構。 
 
四、研究計劃形成。 
 
五、自製「不織布蛋糕」教具。 
 
六、設計「教具檢核表」。 
 
七、大班幼兒實際操作。 
 
八、資料分析與結果討論。 
 
九、撰寫小論文。 
 
 

第八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檢核表回收後將資料登錄電腦進行統計分析，採用Excel之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

分析，探討幼兒使用教具之能力，包含：是否能正確分類及序列物件、是否能正確對應

圖形、以及幼兒數概念發展之能力。 
 

第九節  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所回收之問卷以 Excel之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以下乃資料統計分

析結果之呈現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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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分類

是, 46, 98%

否, 1, 2%

是

否

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序列

是, 45,
96%

否, 2, 4%

是

否

一、幼兒性別 
 
        本研究樣本共有幼兒 47 名，其中男童有 21 

名，佔 45%，女童有 26 名，佔 55%，由資料得知， 
女童之樣本數較男童多。統計結果如圖 2-9-1所 
示：  

 
                                                
 

圖 2-9-1 幼兒性別分析圖 
 

二、幼兒年齡 
 
    本研究樣本之幼兒，年齡 5 歲者有 18 名，佔 38%，

6 歲者有 29 名，佔 62%，由此資料得知，6 歲之幼兒

佔較多數。統計結果如圖 2-9-2所示： 
 

 
 
                                                            

                                                 圖 2-9-2 幼兒年齡分析圖 
 

三、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分類 
 

47 名之研究對象，能正確完成分類者有 46 名，佔

98%，未能完成分類者則有 1 名，佔 2%。研究結果顯

示，多數幼兒能正確做好分類物件。統計結果如圖 2-9-3
所示： 
 

 
                                            圖 2-9-3 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  

                                            分類分析圖 
 
四、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序列 

 
47 名之研究對象，能正確完成序列者有 45 名，佔

96%，未能完成序列者則有 2 名，佔 4 %。研究結果顯

示，多數幼兒能正確做好序列物件。統計結果如圖 2-9-4
所示： 
 

 
                    

圖 2-9-4 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

序列分析圖       
 
 

 
 
 

幼兒性別

男, 21, 45%

女, 26, 55%

男

女

幼兒年齡

5歲, 18,
38%

6歲, 29,
62%

5歲

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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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對應

是, 37,
79%

否, 10,
21%

是

否

幼兒數概念（十以內之加法）是否正確

是, 40,
85%

否, 7, 15%

是

否

五、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對應 
 

47 名之研究對象，能正確完成對應者有 37 名，佔

79%，未能完成對應者則有 10 名，佔 21 %。研究結果

顯示，多數幼兒能依照指示卡正確對應圖形。統計結

果如圖 2-9-5所示： 
 

 
 

圖 2-9-5 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 

對應分析圖 

 

六、幼兒數概念（十以內之加法）是否正確 
 
    47 名之研究對象，能正確計算十以內之加法者有

40 名，佔 85%，未能答對者則有 7 名，佔 15 %。研究

結果顯示，多數幼兒能正確計算十以內之加法。統計

結果如圖 2-9-6所示： 

 

 

                                                 圖 2-9-6 幼兒數概念是否正確 

                                             分析圖 

 

參●結論 

 

第一節  結論 

 
一、多數幼兒能正確完成分類，表示大部分幼兒此階段之分類概念發展佳。 
二、多數幼兒能正確完成序列，表示大部分幼兒此階段之序列能力發展佳。 
三、多數幼兒能正確完成對應，表示大部分幼兒此階段之對應能力發展佳。 

四、多數幼兒能正確計算十以內之加法，表示大部分幼兒數概念發展能力佳。 

 

第二節  建議 

 
以下針對此份研究分別提出幾項建議： 

 
一、此份教具設計時可以加入「配對」之功能，可藉此探討幼兒之「配對」發展能力。 
 
二、幼兒操作教具時難免會有其他幼兒在旁邊提示或提供意見，若人力及情境許可，可 

盡量排除這些干擾因素，讓所得之研究結果能更加客觀。 
 
三、此教具所設計之五張指示卡的內容較複雜，往後可再多增加幾張指示卡，圖片內容 
    由簡單至困難，從最少或單一種的配件開始，再慢慢增加到多種配件综合在一起， 
    這樣年齡更小的幼兒也可以參與，且幼兒在操作時一關一關前進，也更有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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