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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高二的課程中有一門課是「家庭教育」，其中提到新北市政府及家庭教育中心曾提倡「新

家庭運動-幸福家庭 123」，期許父母親「承諾」每「1」天陪伴孩子至少「20」分鐘，一起做

「3」件事情，包括:閱讀、分享、遊戲或運動(簡志娟，2016)。從這項活動中，我們找到了促

進親子關係的著力點，那就是「遊戲」。 

 

「遊戲」是幼兒的主要活動，父母若能以遊戲為媒介，投注時間陪伴孩子，在遊戲過程

中歡樂互動，必然有助於親子關係的正面互動，拉近親子的距離。至於遊戲的內容，我們選

擇「益智性」的遊戲，以不織布和紙類設計製作一組教具，希望在遊戲過程中，讓小朋友與

家長一起同樂，促進親子關係。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遊戲的意義與特質。 

(二)探討親子關係對幼兒發展的影響。 

(三)探討自製益智遊戲對親子互動之成效。 

 

三、名詞解釋 

 

(一)幼兒： 

 

幼兒是指兒童前期，從兩足歲到六足歲，又稱「學齡前期」，此一時期的幼兒大多數會

在幼兒園就讀。  

 

(二)親子關係： 

 

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廣義的親子關係可包括孩子與祖父母、外公、外婆，甚至叔

伯姑姨、保母等長輩間的關係。 

 

(三)親子互動： 

 

 互動是指彼此聯繫，相互作用的過程。而親子互動能建立孩子的自信心，也可使孩子

的情緒更穩定、對他人產生信賴感、培養孩子的專注力、挫折忍受力，無論是在生理上的肢

體發展，或是心理層面的安全依附，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都能給予正向幫助。 

 

(四)益智遊戲： 

 

遊戲是指人的一種娛樂活動，也可以指活動過程。是一種有組織的玩耍， 有時也以教

育為目的(每日頭條 2017)。一般會有心理或是身體上的刺激，而益智遊戲則指有益於幼兒認

知發展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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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正文 

 

一、遊戲對幼兒的教育價值 

 

伯萊納(1996)曾提出遊戲活動使人愉快，它是滿足探索內驅力的一種途徑。探索包括一

個人對新經驗、新信息以及對新事物的需要。幼兒在沒有任何壓力下自由的探索、觀察，有

益於認知能力的發展。 

 

根據杜威（J. Dewey.）的說法：「所謂遊戲是在日常生活中，比較能夠自由、自在、自

立、自動展開的活動，也可以說活動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喜悅的活動。」（盧素碧，1989）

幼兒的遊戲類似成人的工作，遊戲的過程必須是快樂且孩子感興趣的，如果喪失了這些因

素，遊戲將會立刻停止，無法持續進行。 

 

當我們發現遊戲對幼兒的重要性，我們就能理解幼兒園教育為什麼要「以遊戲為主要活

動」，就能充分吸收幼兒園教師的專業知能。因為設計怎樣的遊戲環境，提供怎樣的遊戲材

料，是需要從遊戲中觀察與學習的，因此遊戲為幼兒園的主要活動。 

 

   二、益智遊戲對幼兒的影響： 

 

(一)訓練幼兒四肢的靈活度： 

 

幼兒還小的時候無法靈活運用自己的四肢和眼睛，經常在吃飯的時候發生拿碗，

卻不小心翻倒的情況，益智遊戲可以訓練幼兒四肢和眼睛的靈活度，讓幼兒更快掌握

自己的身體。 

 

(二)培養幼兒多元智能： 

 

智能包含：視覺空間、觀察力、數學、語言、記憶、用字遣詞的精確度及推理能

力(徐政萍，2005)。益智遊戲有助於幼兒培養多元智能。 

 

(三)增強幼兒問題解決能力： 

「益智遊戲」就是能夠幫助孩子大腦進步的各類遊戲，透過這些遊戲，能夠讓孩

子的大腦有足夠的能力協助孩子去面對將來生活中的種種挑戰！(張旭鎧 ，2014)換句

話說，益智遊戲能增強幼兒問題解決能力。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是透過相關文獻探討，並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導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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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架構圖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利用自編教案設計、教具教學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並利用檢核表進行

活動實際觀察。以自製益智遊戲到 S 幼兒園實際操作。 

 

1.自製益智遊戲製作過程與討論  表 (一) 

   

討論內容及材料 指導老師討論教具內容 製作教具過程 

   

製作教具過程 製作教具過程 製作教具過程 

   
製作教具過程 製作教具過程 製作教具過程 

透過自製遊戲促進親子關係

的互動 

 

探討學齡前幼兒與父母的互動情形。 

 
探討影響學齡前幼兒與父母互動的 

因素。 

 
藉由自製遊戲，探討親子互動對學齡 

前幼兒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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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教具過程 製作教具過程 製作教具過程 

   
自製教具內容 小卡與商店 機會與命運小卡 

 

 

 2.活動試教過程表 (二) 

   

準備過程   第一組進行過程   幼兒園講解過程 

   

  講解教具過程      試教過程    親子互動過程 

   

教導自製教具玩法   第二組進行活動      律動過程 

   

 操作教具過程      親子互動過程  親子互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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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幼兒互動      與幼兒互動  親子互動過程 

 

3.活動觀察檢核表 表(三) 

 

姓名：        幼兒性別：□男 □女   

年齡：(  )歲 

姓名：        □父親 □母親 □其他        

非
常
同
意 

部
分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自製益智遊戲能促進親子溝通。      

(2)親子間能共同合作解決問題。      

(3)自製益智遊戲的設計內容適合親子共玩。      

(4)自製益智遊戲的設計規則清楚明瞭。      

(5)自製益智遊戲能引起親子的參與興趣。      

(6)透過遊戲有助於增進幼兒的認知發展。      

(7)活動過程中，參與者感到愉快。      

(8)遊戲活動能持續 20~30 分鐘。      

(9)自製益智遊戲能促進親子間的親密感。      

(10)研究者能清楚解說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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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圖(二) 研究流程圖 

 

參、結論 

 

一、分析結果 

 

（一）檢核表分析結果 

 

依據研究者的自製益智遊戲「益起智造親子情」及檢核表，對 7 位家長及 9 位孩子施測，

研究者在父母與孩子操作遊戲的過程觀察，填寫觀察紀錄表。完成觀察紀錄表後，將資料登

錄電腦進行統計分析，採用 Excel 表單之統計軟體，處理分析資料。 

 

 

圖(三)，自製益智遊戲能促進親子溝通，非

常同意佔 86%，大部分同意佔 5%，同意佔

5%，不同意 3%，非常不同意 1%，透過自

製益智遊戲能促進親子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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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親子間能共同合作解決問題，非常

同意佔 75%，大部分同意佔 15%，同意佔

5%，不同意 5%，透過自製益智遊戲，親

子間能共同合作解決問題。 

 

圖(五)，自製益智遊戲的設計內容適合親子

共玩，非常同意佔 95%，大部分同意佔

3%，同意佔 1%，不同意 1%，透過自製益

智遊戲的設計內容適合親子共玩。 

 

圖(六)，自製益智遊戲的設計規則清楚明

瞭，非常同意佔 82%，大部分同意佔 10%，

同意佔 5%，不同意 3%，透過自製益智遊

戲的設計規則清楚明瞭。 

 

圖(七)，自製益智遊戲能引起親子的參與興

趣，非常同意佔 95%，大部分同意佔 3%，

同意佔 2%，透過自製益智遊戲能引起親子

的參與興趣。 



「益」起「智」造親子情---透過自製益智遊戲促進親子關係的互動 
 
 

 8 

 

圖(八)，透過遊戲有助於增進幼兒的認知發

展，非常同意佔 85%，大部分同意佔 10%，

同意佔 5%，透過遊戲有助於增進幼兒的認

知發展。 

 

圖(九)，活動過程中，參與者感到愉快，非

常同意佔 95%，大部分同意佔 3%，同意佔

2%，透過活動過程中，參與者感到愉快。 

 

圖(十)，遊戲活動能持續 20~30 分鐘，非常

同意佔 96%，大部分同意佔 3%，同意佔

1%，透過遊戲活動能持續 20~30 分鐘。 

 

圖(十一)，自製益智遊戲能促進親子間的親

密感，非常同意佔 90%，大部分同意佔

5%，同意佔 5%，透過自製益智遊戲能促

進親子間的親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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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研究者能清楚解說遊戲規則，非

常同意佔 85%，大部分同意佔 5%，同意佔

10%，研究者能清楚解說遊戲規則。 

 

（二）研究者省思 

 

1. 感謝園方協助接洽孩子的家長，請家長撥空到幼兒園參加此活動，讓我們有機會利

用自製益智遊戲了解家長與孩子互動學習的反應，透過遊戲促進良好的關係。 

 

2. 在 S 幼兒園進行活動時，父母與孩子共同進行遊戲，在遊戲的時候，父母與孩子都

掛著喜悅的笑容，當小朋友玩遊戲遇到困難的時候，父母會給小朋友提示或與孩子

一起完成挑戰，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父母與孩子的親密互動，以及積極參與這項活

動，讓我們更加肯定遊戲的價值。 

 

3. 許多家長稱讚我們的自製遊戲很精緻，期望往後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讓父母與孩子

一起玩遊戲互動，增進彼此的情感。 

 

二、結論 

 

（一） 自製益智遊戲有助於促進父母與孩子親子互動： 

 

  從活動的分析結果發現，透過自製益智遊戲可以增加親子間的溝通，進而完成挑

戰，例如:走到糖果店，就要說出「糖果店」的名稱，以及列舉糖果店裡會有的相關物品，

若是走到了「機會」與「命運」，則是與父母共同完成挑戰，透過研究者引導，孩子會

與父母共同進行遊戲。 

 

（二）自製教具有助於提高家長與孩子參與遊戲的意願： 

  

      研究者在活動時發現，家長與孩子看到遊戲教具的反應十分熱絡，願意積極參與 

遊戲，自製教具有助於提高其參與遊戲活動的意願，遊戲設計在過程中能引導孩子思考 

解決遊戲的問題，提升親子間的互動。 

 

      本研究發現父母與孩子完成遊戲後，能增進彼此的情感，建立良好的互動，父母 

與孩子積極共同完成遊戲，在互動中建立起父母與孩子的親密互動。期待父母與孩子將 

此遊戲的互動模式烙印在心中，更加了解彼此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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