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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現今科技蓬勃發展的社會，科技日新月益，家長忙於工作，缺乏多餘的時間陪伴幼兒

成長，因為工作上的勞累與身心疲倦，無心思及多餘的體力照顧陪伴幼兒，因此，家長用 3C

產品來取代對幼兒的關懷，而幼兒無形中也接受了以 3C 產品來取代父母與他們之間的親子互

動，讓幼兒越來越依賴 3C 產品之遊戲，而忽略了實際操作幼兒教具及玩具的意義。在科技還

沒有如此發達的時代，都是藉由人與人之間彼此的互動與相處來傳達情感，因此透過親子教

具的操作更能增加幼兒與家人的互動，進而增進感情。 

 

在日常生活中幼兒所接觸到的任何事物皆可用來當作教材，環顧幼兒生活周遭環境，隨

時可以接觸到許多不同形狀的物品，例如：房子的屋頂、牆上的時鐘、甚至幼兒的早餐，而

這些物品的外形就是幼兒認識數學中幾何圖形的第一步。而幼兒常會在無意間說出一些簡單

常見的圖形名稱，仿間的教具「七巧板」更能讓幼兒清楚了解圖案，七巧板是由三角形、正

方形以及平行四邊形所組成的一份教具，從最熟悉的圖形讓幼兒加深對圖形的概念，藉由操

作七巧板能讓幼兒有無限的創造力，在無形中發展幾何圖形與空間概念的能力，從一些簡單

顏色的圖案到實線、虛線、至單一顏色，既能讓幼兒認識顏色也能辨識圖形，七巧板被廣泛

運用到生活上，利用手眼協調能力完成這份教具，讓幼兒放下手邊的 3C 產品，從操作教具中

得到樂趣。 

 

本研究為了了解教具應用於教學活動中對幼兒的影響，故自製此份「七巧板」教具。藉

由幼兒實際操作來了解大班幼兒幾何圖形、空間概念及手眼協調能力之發展，並且比較不同

性別大班幼兒實際操作此份教具之差異，希望能藉由此次自製教具應用於教學活動之實施，

提升幼兒的學習興趣。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探討幾何圖形領域教具製作之方式。 

二、瞭解大班幼兒幾何圖形發展之情形。 

三、探討大班幼兒空間概念之發展。 

四、了解大班幼兒手眼協調之能力。 

五、比較不同性別大班幼兒操作教具之差異。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一、幾何圖形領域教具製作之方式為何？ 

二、大班幼兒幾何圖形發展能力為何？ 

三、大班幼兒空間概念發展能力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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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班幼兒手眼協調能力為何？ 

五、不同性別大班幼兒操作教具之差異為何？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大班幼兒： 

大班幼兒屬於「學齡前期」，為 3 歲後至 6~7 歲入小學前。本研究所指之大班幼兒，

指年滿 5~6 歲之幼兒為研究對象。 

二、教學媒體： 

『教學媒體（Instructional Media），是指教學上應用的任何形式資料、資源和設備，

以傳遞教學的內容進而達到教學的效果』（張霄亭，1998）。對幼兒而言，能自己動手親

自操作，能不斷地反覆練習的媒體都是有助於發展和學習，稱為「教具」。 

三、幾何圖形： 

幾何圖形是用來描述物體所在實質世界之關係，幼兒時期對幾何圖形仍處於形象化

階段。『幾何圖形的平面幾何是一個圖形上所有的點，同一平面內的圖形稱為平面幾何，

含長方形、三角形、正方形、圓形』（張靜文，2012）。 

四、空間概念： 

空間概念強調人對色彩、線條、形狀、形式、空間，它們之間關係的敏感性很高，

準確地感覺視覺空間，把所知覺到的表現出來。空間概念可以劃分形象的空間概念、抽

象的空間概念。 

五、手眼協調： 

手眼協調（Hand-eye coordination）乃是利用視覺系統的功能，將外在環境所接收的

各種訊息，經由神經系統的傳導及大腦的訊息處理和整合後，再使用手部的肌肉來執行

活動。 

 

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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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一○五學年度就讀高雄市某私立幼兒

園立案之大班幼兒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所得結果只適於高雄市某私立幼兒園大班幼兒，無法推論於其他縣市或地區

之幼兒，因此研究結果上受到限制。 

（二）本研究採用實際操作法，樣本可能因為受到環境、態度、外在因素、情緒或其他因

素等原因，操作教具時的表現與實際發展能力而有所不同。因此，此研究資料所反

應之事實可能有所差異。 

（三）由於教學媒體種類甚多，礙於研究者本身的人力、時間、財力之因素，本研究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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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媒體的範圍僅限於「幾何圖形」領域之自製七巧板教具，其他教學媒體種類並

不在本研究之探討範圍。 

 

貳●正文 

 

第一節  教學媒體之探討 

 

    『科技應用於教學日益廣泛，人們使用各種聲音和符號來傳遞訊息，人和人之間用來相

互溝通的管道方法，稱為媒體』（徐照麗，2000）。透過它人們可以接受和傳達訊息，這一些

媒體若運用在教學上，就稱之為「教學媒體」，進而達到傳播資訊與教學之目的。教學媒體不

僅僅提供學習所必需的具體經驗，並且能夠幫助學生統整先前之經驗。理想的教學媒介，可

以幫助學生將其不同之經驗統整為具有意義的抽象概念。 

 

不一樣的媒體在教學上有其特別的優缺點、使用限制及呈現方式，而媒體所扮演之最重

要角色是促使整個教學環境有所改變的觸媒劑，老師也要有效地使用教學媒體。『教具是教學

上的使用工具，以聽覺及視覺刺激為主，充分利用教學媒體增進教學效率及達到教學目標』

（張霄亭、朱則剛，1998）。 

 

綜合以上的觀點，教學媒體可視為教學時所使用具有教育功能、可以傳送各種訊息的媒

介，而視聽教育則為運用這些教學媒體藉以提高教學效能的一種教育方式，無論是運用何種

教學媒體，只要使用得當，皆能提升幼兒的學習樂趣及效率。 

 

第二節  闡述「幾何圖形」與「空間概念」之意涵 

 

幼兒時期對於幾何圖形與空間概念的活動仍然處於形象化的階段，在教學上應多提供活

動與機會讓幼兒從各個角度認識圖形，如操作性活動、感覺性活動、模擬性活動、辨識性活

動。而幼兒幾何圖形之學習內容則分為： 

 

一、平面圖形：其發展之先後順序為圓形、正方形、長方形、三角形、菱形和五邊形。 

二、立體圖形：球、圓柱、角柱、立方體、平面、球面、交接面、封閉面、有洞的面。 

 

空間概念部分學習包含空間的判斷、幾何圖形、定方位、座標、辨認方向、對稱性。『空

間智能的開發，充分啟發幼兒敏銳的圖像感知能力，可以促進其他感覺能力的均衡發展』（楊

秋仁，2001）。 

 

第三節  七巧板的由來及功能 

 

一、七巧板之由來 

七巧板是源於明、清兩代間中國人所發明的。先是宋朝的燕几圖，演化成明朝的蝶翅几，

再成清初到現代的七巧板。七巧板本來的面目是「燕几圖」，燕几的意思是招呼客人用的賓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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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几，這個點子的作者人是北宋進士黃伯思，先設計了六件長方形案几，宴會時能視賓客多

寡適當調整位置，隨後又增加一件小几，七件案几全拼在一起，會變成一個大長方形，分開

組合可變化無窮，已經和現代的七巧板差不多相像了。後來，明朝戈汕依照「燕几圖」的原

理，又設計成了「蝶翅几」，由十三件不同的三角形案几而組成的，拼在一起是一隻蝴蝶展翅

的形狀，分開後則可拼成出一百多種圖形。然而，在現代的七巧板就是在「燕几圖」與「蝶

翅几」的基礎上加以延伸發展出來的。 

 

二、七巧板的功能 

七巧板是一種智力遊戲，顧名思義就是由七塊板所組合成，七巧板的功能多不勝數，例

如：形狀概念、視覺分辨及記憶、手眼協調、擴散思考、創作想像能力。無論在現代還是古

代，七巧板都是幫助啟發幼兒智力的良好工具。七巧板被家長廣泛運用幫助孩子學習幾何圖

形及空間概念，認識各種形狀，辨別顏色，領悟圖形的分割合成，增強智能發展及培養耐性

（廖育屏 2015）。『七巧板不僅具有娛樂價值，還具有教育性，因此常常運用在教學活動中』

（世一編輯部，2014）。 

 

第四節  研究方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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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一○五學年度高雄市某私立幼兒園大班幼兒共 36 名作為本研究之樣本，其

中男童 21 名、女童 15 名。研究工具完成後，對此 36 名幼兒進行施測，每位幼兒輪流操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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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進行統計與

、百分比等描

幼兒是否能正

形、能否運用

大班幼兒操作

節  結果與

 

結果來探討

差異。 

其中男童 2

析 

有 28 位幼兒

兒具有分辨

、女童有 13

能力較女童佳

圖 2-5-2 幼兒

形」教具－「

與分析。採用

描述性統計

正確分辨圖

用七巧板自

作教具之差

與討論 

討幼兒幾何圖

21 名、

 

兒能認

辨教具

3 名，

佳。描

兒是否認識

自製七巧板」

用 Excel 之

計方法來呈

圖形之形狀

自行變化不

差異。 

圖形、空間

圖 2-5-1 

識七巧板各種

」為例 

之統計軟體進

呈現幼兒基本

狀、幼兒是否

同圖案、探

間概念及手眼

幼兒男女比

種顏色之分

進行資料處

本資料，並

否辨識教具

探討幼兒正

眼協調能力

比例分析圖

分析圖 

處

並

具

正

力，

圖 



三、幼兒是

 經統

能正確分辨

具有正確分

佔 58%、女

各種形狀之

 

四、幼兒能

經統計

分別舉例生

多數幼兒具

有 20 名，

男童延伸問

 

 

五、幼兒是

經統計

能正確說出

兒具有正確

有 16 名，佔

男童正確說

結果如下圖

 

六、幼兒是

經統計

運用七巧板

兒具有自行

男童有 19

示，男童自

佳。描述結

 

 

 

 

教學媒

是否認識七

統計分析結果

辨七巧板各

分辨各種形

女童有 13 名

之能力較女

能舉例生活

計分析結果

生活中哪些

具有舉一反

佔 63%、女

問題之能力

是否能說出

計分析結果

出 10 組圖

確說出 10

佔 62%、女

說出 10 組

圖 2-5-5： 

是否能運用

計分析結果

板自行變化

行運用七巧

名，佔 56%

自行運用七

結果如下圖

媒體製作與應

七巧板各種形

果得知，36

各種形狀，佔

形狀之能力

名，佔 42%

女童佳。描述

活中哪些物品

果得知，36

些物品為△

反三、延伸問

女童有 12 名

力較女童佳。

圖

出 10 組圖形

果得知，36

形之名稱，

組圖形名稱

女童有 10 名

組圖形名稱之

用七巧板自行

果得知，36 位

化不同圖案

巧板變化不

%、女童有

七巧板變化

圖 2-5-6： 

應用之探討：以

形狀之分析

6 位幼童中有

佔 86%，表

。其中，男童

。結果顯示

述結果如下

品為△、□

位幼童中有

、□、○，

問題之能力

名，佔 37%

。描述結果如

圖 2-5-4 幼兒

形之名稱之分

位幼童中有

，佔 72%，

稱之能力。

名，佔 38%。

之能力較女

行變化不同

位幼童中有

，佔 94%

同圖案之能

15 名，佔

不同圖案之

圖 2-5-6

以「幾何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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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有 31 位幼兒

表示多數幼兒

童有 18 名

示，男童分辨

下圖 2-5-3：

圖 2-5-3 幼

□、○之分析

有 32 位幼兒

佔 89%，表

力。其中，男

%。結果顯示

如下圖 2-5-

兒能分別舉

分析 

有 26 位幼兒

表示多數幼

其中，男童

結果顯示

女童佳。描述

圖 2-5-5 幼

同圖案之分析

有 34 位幼兒

，表示多數

能力。其中

44%。結果

之能力較女

6 幼兒是否

形」教具－「

兒

兒

，

辨

 

兒是否認識

析 

兒能

表示

男童

示，

-4： 

例生活中哪

兒

幼

童

，

述

幼兒是否能

析 

兒能

數幼

中，

果顯

女童

能運用七巧

自製七巧板」

識七巧板各

哪些物品為

能說出 10 組

巧板自行變

」為例 

各種形狀之分

為△、□、○

組圖形之名稱

變化不同圖案

 

分析圖 

○之分析圖

稱之分析圖

案之分析圖

圖 

圖 

圖 



七、幼兒是

分析 

經統計

日有玩過類

數幼兒在平

20 名，佔

童在平日有

下圖 2-5-7

 

八、幼兒正

經統計

在 3 分鐘內

童 2 人。有

佔 61%，其

確完成圖形

結果顯示

描述結果如

 

九、幼兒正

經統計

分鐘內正確

有 21 位幼

中，男童

10 位幼兒

女童正確完

 

十、幼兒是

經統計

下次還有類

有類似活動

名，佔 41

無趣」。描

 

 

 

教學媒

是否平日有

計分析結果

類似的遊戲

平日有玩過

59%、女童

有玩過類似

7： 

正確完成 1

計分析結果

內正確完成

有 22 位幼兒

其中，男童

形有 4 位幼

，男、女童

如下圖 2-5-

正確完成 1

計分析結果

確完成圖形

幼兒能在 5.1

12 人、女童

，佔 28%，男

完成圖形之

是否希望下

計分析結果

類似活動，

動。其中，

1%。而不喜

描述結果如下

媒體製作與應

有玩過類似的

果得知，36 位

戲（積木、樂

過類似遊戲

童有 14 名，

似遊戲之頻率

~6 組七巧板

果得知，36

成圖形，佔

兒能在 3.1~

童 12 人、女

幼兒，佔 11%

童正確完成圖

-8： 

0 組七巧板

果得知，36 位

形，佔 14%，

1~8 分鐘內正

童 5 人。8.1

男童 6 人、

之能力有些許

下次還有類似

果得知，36 位

佔 94%，

男童有 20

喜歡此項活

下圖 2-5-10

應用之探討：以

的遊戲（積

位幼童中有

樂高），佔

戲之經驗。其

佔 41%。結

率較女童多

板圖形時間

位幼童中有

28%，其中

~5 分鐘內正

女童 10 人。5

%，男童 1 人

圖形之能力

圖

板圖形時間之

位幼童中有

男童有 3 人

正確完成圖

1 分鐘以上

女童 8 人。

許差異。描

圖

似活動與幼

位幼童中有

表示多數幼

0 名，佔 59

動之幼兒為

0： 

圖 2-5-10 幼

以「幾何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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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木、樂高）

有 34 位幼兒

81%，表示

其中，男童

結果顯示，

多。描述結果

    

間之分析 

有 10 位幼兒

中男童 8 人

正確完成圖形

5.1 分鐘以上

人、女童 3 人

力有些許差

2-5-8 幼兒

之分析 

有 5 位幼兒能

人、女童有 2

圖形，佔 58

上正確完成圖

。結果顯示

描述結果如下

圖 2-5-9 幼兒

幼兒互動之分

有 34 位幼兒

幼兒希望下

9%、女童有

為覺得「活

幼兒是否希

形」教具－「

）之

兒平

示多

童有

，男

果如

         

兒能

、女

形，

上正

人。

異。

兒正確完成 1

能在 5

2 人。

%，其

圖形有

，男、

下圖 2-5-9

兒正確完成

分析 

兒希望

下次還

有 14

活動太

望下次還有

人

圖 2-5

的遊戲

自製七巧板」

         

1~6 組七巧

： 

成 10 組七巧

有類似活動

0%

100%

<3分鐘

60%
40%

人數

幼兒正

0%

100%

男

59%

人數

是否希望

5-7 幼兒是否

戲（積木、

」為例 

巧板圖形時間

巧板圖形時間

動與幼兒互動

鐘 3.1~5分鐘

57%
% 43%

正確完成全部10組

時間

男

男 女

% 50%41% 5

望下次還有類似活

動

是 否

否平日有玩

樂高）之分

間之分析圖

間之分析圖

動之分析圖

>5分鍾

60%
40%

組七巧板圖形的

50%

活動與幼兒互

玩過類似

分析圖 

圖 

圖 

圖 



十一、幼兒

經統計

望下次還有

還有類似活

14 名，佔

具太簡單」

 

 

一、多數幼

二、多數幼

三、多數幼

四、多數幼

之能力

五、多數幼

率較女

六、多數幼

女童佳

七、多數幼

女童佳

八、多數幼

九、幼兒正

成，而

十、幼兒正

成，而

 

 

一、 周遭環

二、部分題

三、教導者

四、針對幾

    變化之

 

 

 

教學媒

兒是否喜歡

計分析結果

有類似活動

活動。其中

41%。而不

」。描述結果

幼童能依照

幼童具有正

幼童能正確

幼童能正確

力較女童佳

幼童在平日

女童多。 

幼童能依照

佳。 

幼童能運用

佳。 

幼童喜愛此

正確完成 1

而五分鐘以

正確完成 10

而五分鐘以

環境因素，

題目較為困

者需了解幼

幾何圖形概

之圖形讓幼

媒體製作與應

歡此項活動之

果得知，36

動，佔 94%，

中，男童有

不喜歡此項活

果如下圖 2

照指示板正確

正確分辨圖形

確分辨圖形之

確分別舉例生

佳。 

日裡玩過類似

照指示板上圖

用七巧板自行

此項七巧板遊

1~6 組七巧板

以上完成人數

0 組七巧板

以內完成人數

導致部分幼

困難，導致幼

幼兒幾何圖形

概念發展較佳

幼兒辨認，而

應用之探討：以

之分析 

位幼童中有

，表示多數

20 名，佔

活動幼兒原

-5-11： 

第

確完成圖形

形顏色之能

之形狀，而

生活中哪些

似的相關遊

圖形說出正

行變化不同

遊戲，並且

板圖形之時

數則最少，

板圖形之時間

數則最少，

第

幼兒無法在

幼兒思考時

形發展能力

佳之幼兒，

而不要侷限

以「幾何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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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4 位幼兒

幼兒希望下

59%、女童

原因為覺得

參●結論

第一節  結論

形。 

能力，男童分

而男童分辨各

些物品為△

遊戲（積木

正確圖形名稱

同圖案，男童

且希望下回還

時間大多數

男童正確完

間大多數能

男童正確完

第二節  建議

在較安靜的

時間較長而失

力。 

建議教導者

限在幾何圖形

形」教具－「

兒希

下次

童有

「教

圖 2-5-11 幼

論 

分辨教具顏

各種形狀之

、□、○，

、樂高），男

稱，男童正

童自行運用

還有類似活

在五分鐘以

完成圖形之

能在八分鐘以

完成圖形之

議 

情境下專注

失去興趣。

者在教學時

形的原型。

自製七巧板」

幼兒是否喜

顏色之能力較

之能力較女童

，男童具有

男童在平日

正確說出 10

用七巧板變

活動。 

以上完成，

之時間則較女

以內完成，

之時間則較女

注完成教具

 

時可利用各種

 

0%

100%

是

59%

人數

幼兒

」為例 

喜歡此項活動

較女童佳。

童佳。 

有舉一反三、

有玩過類似

組圖形名稱

化不同圖案

其次為三分

女童短。 

其次為八分

女童短。 

。 

種不同的大

是 否

% 50%41% 50

兒是否喜歡此項活

男 女

動之分析圖

。 

、延伸問題

似遊戲之頻

稱之能力較

案之能力較

分鐘以內完

分鐘以上完

大小、旋轉

0%

活動

圖 

 

題

頻

較

較

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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