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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今日常生活中常看到很多現成的教具，而且價錢昂貴，反而以手工製作的教具

比較少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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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教具未必

昂貴的、最好的是最適合幼兒。於是我們決定要以生活中常見的橡皮筋為素材來自製

一份教具『橡皮筋釘板遊戲』。可以透過操作此教具發展幼兒空間與想像力的創意發

展，自製教具有寓教於樂的功能，能增進幼兒的『空間概念』發展。此教具亦可透過

親子操作更加深幼兒與家人間的互動，進而增進彼此情感。幼兒的教具素材與設計以

簡單、自然更能使幼兒自由發揮，家長也可延伸玩法並可刺激幼兒想像力和創造力，

讓幼兒對教具的興趣能更為持久。 

 

本研究藉由幼兒操作橡皮筋釘板以了解中大班幼兒的幾何圖形、空間概念及手眼

協調能力之發展，並探究中大班幼兒操作表現之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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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幼兒能夠放下手邊的 3C 產品。 

 

二、研究目的 

 

    (一)教學媒體的形式和功用 

     (二)了解中班和大班幼兒空間概念之發展  

     (三)了解中大班幼兒操作橡皮筋釘板之差異 

 

三、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以中班和大班幼兒為此研究對象並且使用檢核表觀察幼兒空間概念 

             的發展及比較不同年齡的幼兒操作教具的差異。 

(二)研究場域：以高雄市某 Z 幼兒園為例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架構的項目包含自製教具、檢核表等兩部分，檢核表的組成分子列述如下，

並以架構圖呈現分析後整理出相關的研究內容： 

 

    (一)文獻蒐集法：蒐集相關書籍、新聞報導資料。 

        (二)檢核表分析法：用檢核表的方式提出問題做研究統計，以自製橡皮筋釘板遊                         

                         戲培養幼兒空間概念以及創造力。 

        (三)幼兒觀察記錄，在課程實施中，以拍照的方式記錄幼兒反應及特殊事件，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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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中可供研究者了解幼兒學習狀況及提供研究者教學省思，以供教學改進參  

           考。 

 

五、研究架構 

 

 

 

 

 

圖一 研究架構圖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貳、正文 

 

一、教學媒體的形式和功用 

 

「教學媒體(Instruc-tional Media)是指在教學上應用任何形式的資料、資源和設備，

以傳遞教學內容，達到教學效果。」(張霄亭，1998) 故又稱之為「教具」。而教學媒體

的形式又分為：實物、操作式教具、標本、模型、影片、數位化幻燈片、照片以及圖

畫，跟我們主題息息相關的教具形式為操作式教具，幼兒經由教具的操作可促進其空

間概念之發展。 

 

「人類的學習是經由與環境的互動而產生，知識則是透過人類五官及各種動作的

經驗，逐漸累積而成。」(蔡延治，2011)教育學者蒙特梭利曾說:「我聽我會忘記；我看

我會記得；我做我會了解。」由此了解幼兒是透過感官及實際操作教具的經驗來學習，

更可知操作教學媒體的重要性。 

 

教學媒體的運用需考量幼兒的能力，新的概念學習可透過不同的教學型態來呈現

的多種教學媒體，經由不斷的重複學習，幼兒即可獲得新的認知。綜合以上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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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教學成

效。於是，本研究透過實際的教具操作以及圖片中不同的變化可讓幼兒更有創意及創

新的想法，也能從中提升學習的樂趣。 

 

二、幼兒空間概念之發展 
 

空間是物體與物體之間的界線，或物體與物體之間的相對位置等，抽象化之後形

成的概念。「空間概念是學習幾何之前的必備階段，而學前教育階段是幼童學習空間

探討幼兒空間概

念-以自製教具

「橡皮筋釘板遊

戲」為例 

教學媒體的形式和功用 

了解幼兒空間概念之發展 

了解中大班幼兒操作橡皮筋釘板之差異

幼兒操作橡皮筋釘板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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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最恰當的時機。」(陳埩淑，2005)由此可知，學習的經驗越多，可使空間概念逐

漸發展成熟，幼兒能從相關經驗中獲得空間概念，隨年齡的增長，其空間概念愈加成

熟。 

 

「三歲幼兒能分辨上下，四歲能分辨前後，而五歲則是左右概念的發展期。」 

(洪文東，2007)「中班幼兒理解的方位有限，只能辨別靠近自身的事物，大班幼兒則

可辨識離自身較遠的事物，且能分出右前.左前。」(邱先富，2013)由上述可知幼兒的

空間概念是先理解上下，接著是前後，最後才是左右。因此幼兒會因年齡的增長，而

增加空間的概念，從而辨識出更多的方位。 

 

綜合上述，可知幼兒的空間概念發展是循序漸進的，而經驗是最為重要的，所以

隨著幼兒年齡的增長，或是透過學習，只要獲得的經驗越多，空間概念就越加完整。

大班幼兒的年齡與經驗都較中班的幼兒多，所以大班幼兒的空間概念會比中班幼兒來

的成熟。 

 

三、橡皮筋釘板的功能 

 

橡皮筋釘板是學前幼兒認識圖案、幾何概念的最佳教學的工具。釘板就像畫板一

樣，幼兒可在釘板上運用顏色鮮明的橡皮筋，創作出各種不同的圖案變化，激發幼兒

的創造力。此次研究者自製橡皮筋釘板是運用 PP 板、大頭圖釘、橡皮筋、泡綿板以及

白板紙製作而成，均是日常生活隨手可取得的材料。 

 

何雪芳、陳彥文(2003)指出：「橡皮筋釘板的主要是培養幼兒從平面到立體空間概

念的轉移能力，需要具體又有意義的實體材料來供幼兒進行操作。」「橡皮筋釘板的設

計理念是依孩子的能力發展與對圖形產生認知概念的先後次序來設計。」(魏麗卿，2005)

老師和家長也可依其教學的概念與精神，製作及提供相關的圖形，給幼兒反覆練習與

辨認的機會。所以我們選擇了親手做出一份橡皮筋釘板遊戲，讓小朋友操作以方便我

們去觀察小朋友的操作過程和空間概念發展的程度。幼兒可以透過操作這份教具來學

習空間概念，同時，也可以增加幼兒的專注力以及促進小肌肉的發展。 

 

綜合上述，橡皮筋釘板可以提高小朋友學習的興趣，可以利用釘板和橡皮筋，讓

幼兒在橡皮筋釘板上自由發揮想像力做出各種不同的圖案，同時也達到老師預期的教

學效果也可以讓小朋友反覆練習，讓小朋友有更多的創意發揮空間。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自製教具之方式，藉由自製空間概念教具的操作來觀察幼兒的學習

之成效，可了解幼兒空間概念的發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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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教具製作 

 

 

 

 

 

 

 

      (表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表二 幼兒園試教活動 

 

 

 

 

 

 

 

      (表二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表三 觀察與紀錄 

 

 

 

 

      

 

 

 

     (表三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製作貼貼樂過程 製作貼貼樂過程 自製貼貼樂 

 

 

 

  

製作橡皮筋釘板過程 製作橡皮筋釘板過程 自製橡皮筋釘板 

 

 

 

  

帶手指謠引起動機 帶手指謠引起動機 帶律動引起動機 

 

 

 

  

帶律動引起動機 操作貼貼樂 操作橡皮筋釘板 

   

操作貼貼樂 操作貼貼樂 操作貼貼樂 

   

操作橡皮筋釘板 操作橡皮筋釘板 操作橡皮筋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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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皮筋釘板遊戲之紀錄檢核表 

姓名：         □男 □女           年齡：(  )  

  表五 橡皮筋釘板檢核表 

 

五、研究流程 

為有效達到研究的目的，本研究所進行的步驟與流程如下： 

 

 

 

 

 

 

 

 

 

 

 

圖二 研究流程圖 

(圖二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檢核項目 優 佳 良 差 
待加

強 

(1) 透過貼貼樂操作，幼兒可根據指示板貼出相對

應位置 
□ □ □ □ □ 

(2) 透過貼貼樂操作後，幼兒可說出上下左右空間

位置 
□ □ □ □ □ 

(3) 幼兒能按照橡皮筋釘板指示，操作出相同的圖

案 
□ □ □ □ □ 

(4) 幼兒操作後，並能說出其圖案名稱 □ □ □ □ □ 

(5) 幼兒能在橡皮筋釘板做遊戲操作，而能創造出

不同的圖案 
□ □ □ □ □ 

(6) 幼兒能專注的操作此份教具 □ □ □ □ □ 

(7) 幼兒能仔細聆聽操作方法之解說 □ □ □ □ □ 

(8) 幼兒能在限制時間內完成操作 (優：2分鐘 佳：

2 分 30 秒 良：3 分鐘 差：4 分鐘 待加強：5 分

鐘)  

□ □ □ □ □ 

研 究 對 象 、 目 的 

自 製 「 橡 皮 筋 釘 板 」 教 具 

 

編  制  檢  核  表 

 

資 料 分 析 與 結 果 討 論 

 

研  究  報  告  完  成 

 

蒐 集 與 閱 讀 文 獻 

擬定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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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橡皮筋釘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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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析結果 

(一)活動觀察記錄檢核表 

     表七 活動觀察記錄分析 

 

1.以研究分析結果，中班優佔 64%和

大班優佔 68%，所以透過貼貼樂的

操作，大班幼兒比中班幼兒更能根

據指示板貼出相對應位置。 

 

2.以研究分析結果，中班優佔 44%和

大班優佔 68%，所以透過貼貼樂的

操作後，大班幼兒可說出上下左右

空間的位置優於中班幼兒。 

 

3.以研究分析結果，中班優佔 16%，

佳佔 36%，共佔 52%；大班優佔 28%，

佳佔 48%，共佔 76%，所以大班的

幼兒優於中班的幼兒能按照橡皮筋

釘板指示，操作出相同的圖案。 

0%

20%

40%

60%

80%

百

分

比

等第

圖一 透過貼貼樂操作，幼兒可根

據指示板貼出相對應位置

中班

大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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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60%

80%

百

分

比

等第

圖二 透過貼貼樂操作後，幼兒可

說出上下左右空間位置

中班

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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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60%

百

分

比

等第

圖三 幼兒能按照橡皮筋釘板指

示，操作出相同的圖案

中班

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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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研究分析結果，中班優佔 92%和

大班優佔 96%，所以操作後大班幼

兒優於中班幼兒能說出其圖案名稱

的。 

 

5.研究分析結果，中班良佔 32%，差

佔 40%，待加強佔 28%；大班良佔

40%，差佔 40%，待加強佔 20%；所

以大班幼兒比中班幼兒更能創造出

不同的圖案。由於有時間限制，導致

幼兒無法有足夠思考時間創作新圖

案，所以差以及待加強的比率偏高。 

 

6.以研究分析結果，中班優佔 44%和

大班優佔 92%，所以大班幼兒能比

中班幼兒更專注操作此份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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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60%

80%

100%

百

分

比

等第

圖四 幼兒操作後，並能說出其圖

案名稱

中班

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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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幼兒能在橡皮筋釘板做遊

戲操作，而能創造出不同的圖案

中班

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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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百

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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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幼兒能專注的操作此份教具

中班

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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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研究分析結果，中班優佔 32%和

大班優佔 92%，所以大班的幼兒能

比中班的幼兒更仔細聆聽操作方法

之解說。 

 

8.依研究分析結果，中班 25 位幼童

中有 1 位幼兒能在 2 分鐘內完全操

作完圖形，佔 4%。有 6 位幼兒能在

2 分 30 秒內完全操作完圖形，佔

24%。有 12 位幼兒能在 3 分鐘內完

全操作完圖形，佔 48%。有 5 位幼

兒能在 4 分鐘內完全操作完圖形，

佔 20%。有 1 位幼兒能在 5 分鐘內

完全操作完圖形，佔 4%。所以中班

有 19 位幼兒能在限制時間內完成。 

 

9.依研究分析結果，大班 25 位幼童

中有 1 位幼兒能在 2 分鐘內完全操

作完圖形，佔 4%。有 17 位幼兒能

在 2 分 30 秒內完全操作完圖形，佔

68%。有 7 位幼兒能在 3 分鐘內完全

操作完圖形，佔 28%。所以大班有

25 位幼兒都能在限制時間內完成。 

 

 (二)研究者的省思 

 

   一開始我們想利用自製教具實際至幼兒園的中班及大班操作，以提升幼兒的

創造力及對空間概念的認知。在那之前，我們整組對自製出一份教具都毫無頭緒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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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60%

80%

100%

百

分

比

等第

圖七 幼兒能仔細聆聽操作方法之

解說

中班

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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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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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中班幼兒操作完成時間

0%
20%
40%
60%
80%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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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

圖九 大班幼兒操作完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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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要該用什麼材料做，我們為了教具的材料與做法商討多次，嘗試多種不同材料後

終於做出一份教具，但因為不夠美觀被老師一退再退，直到要到幼兒園試教的前三

天，我們才一起合力把教具完成。到了幼兒園之後我們都很緊張，我們在中班試教時

一開始是以手指謠引起動機，在大班試教時是以律動為引起動機，兩班的小朋友都很

活潑而且也很配合我們的教學指引。觀察幼兒操作教具情形發現中班的幼兒的空間概

念，明顯比大班幼兒弱，因此在講解操作規則時中班的幼兒要比大班幼兒花較多時

間，在操作時間上中班幼兒比較慢完成。當我們在做教具時，要不是有老師在幫我們

盯著然後給我們建議，我想我們也沒辦法這麼順利的製作完這麼樣一份完美的教具跟

參考圖卡讓幼兒們去操作。雖然過程很辛苦，也花費不少時間與精力，但我們每一位

成員也盡心盡力將這份教具給製作完成。 

 

二、結論 

 

       (一)橡皮筋釘板操作大班幼兒比中班幼兒表現佳 

在我們研究過程中，如圖(三)幼兒能按照橡皮筋釘板指示，能操作出相同的圖案，

在這方面大班幼兒優於中班幼兒，因為大班幼兒操作此份教具的過程中，他們的手眼

協調能力及方位的辨識能力的表現較成熟，而中班幼兒手眼協調能力及方位的辨識能

力須花較多時間完成。 

         

       (二)大班幼兒空間概念發展比中班幼兒優  

研究結果顯示，如圖(一)、圖(二)透過貼貼樂操作後，幼兒可說出上下左右空間位

置，在這方面大班幼兒空間概念發展比中班幼兒優，因為在大班幼兒階段，幼兒的空

間已經發展到左右的階段了，而中班幼兒只發展到上下和前後階段而已。 

 

總結來說，大班幼兒對於空間概念是能說出正確的方位，也能在一定的時間完成、

仔細聆聽和專心操作此份教具，而中班幼兒對於空間概念的發展是比大班幼兒還要慢，

因此幼兒的空間發展是漸進式的發展，而到 6 歲時空間概念發展會較完全。 

 

三、建議 

  研究發現，幼兒在操作此份教具時，給幼兒的時間不足，所以導致他們無法在限 

    時間內完成創意圖形。研究者建議，在下一次做類似的研究希望可以給幼兒足夠的時間，  

    並且耐心等待他們作品完成，才可以蒐集較多的數據以做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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