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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設計「空間」主題教學活動並評估幼兒在教學前、後對空間概念的學習與認知

情況。本研究以屏東縣某幼稚園 28 名幼兒為研究對象，進行主題教學活動。研究者將空間概

念分為「方向」、「立體」、「邏輯」、「平面」、「時間」、「肢體」六項組成概念，據此設計出「空

間」主題教學活動及「幼兒空間概念測驗」，本研究以單組前、後測設計，評估幼兒對空間概

念的學習與認知情況。結果發現在實驗教學後，幼兒對空間概念之學習與認知表現，整體而

言有顯著進步，進一步分析空間概念中各細項概念，發現不同組成概念各有不同程度的認知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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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晚近，社會人口結構變化迅速快速變遷，少子化趨勢日愈嚴重，社會對幼兒教育的品質

要求更形重視。普及幼兒教育及提昇幼教品質乃教育改革行動方案之教改項目之一(教育部，

2003)。傳統幼兒數學研究中，以數字的學習居多，在描述空間學習的篇幅較少，然而空間概

念是生活世界中非常重要而且普遍的基本概念，科學概念學習跟空間智能的發展有緊密的關

係。學前階段是幼兒學習空間概念最恰當的時間，如果幼兒錯失空間概念的學習，則幼兒進

階幾何學習的效果會受到影響 (Clements, Sarama, & DiBiase，2002)。 

就目前幼兒教育而言，幼稚園課程沒有統一教學模式、教學內容、教科書，幼稚園的教

學方法雖然相當多元，但主軸還是著重在遊戲化、生活化的學習過程，為了讓幼兒在有意義

的學習中去建構屬於自己較完整概念，研究者將「空間主題概念教學」融入幼兒園課程，透

過概念統整課程的設計，著手探究幼兒對空間概念認知的情況。幼兒對空間概念之認知，乃

幼兒科學概念學習的重要關鍵，研究者期能藉此主題教學活動設計與評估，提供幼兒園進行

有關空間概念主題教學之參考。 

 

二、文獻探討 

(一)、幼年期兒童空間概念之研究 

有關幼兒空間概念與發展，陳冠州(2003)指出空間定位與空間關係的認知是空間認知能

力的兩項主要本質，包含了解與操作物件在空間中與自己的相對位置關係，或空間中兩物的

相對位置。就幼兒的空間概念學習而言，會先以本身為中心，再逐漸轉移到外界環境，幼兒

透過空間定位去認識周遭事環境事物的結構及建立空間概念，除需要讓幼兒進行適度的練習

與推理活動之外，還要考慮到幼兒空間概念的認知發展以及思考的層次，以順應其概念的發

展。 

Poole, Miller 和 Church (2006)亦指出幼兒是藉由移與探索中學習到距離感等空間概

念，移動與探索亦是幼兒獲得空間知覺與了解空間關係最有效之方式，藉由空間知覺(spatial 

awareness)幼兒能發展出有關方向、距離和位置概念之理解，空間概念是建立在位置、距離、

與位移的空間概念知覺的發展基礎上。Gabriel(2004)則指出這些不同向度(Dimension)的空

間概念，彼此是緊密關聯的，足見幼兒空間概念的發展可視為幾何概念的綜合聯結與發展，

不同面向的概念的發展與學習應有相關。王為國(2006)曾對幼兒「空間智能」進行探討，認

為空間智能是指能夠準確的感受空間關係，並把所知覺到的表現出來。綜合上述相關文獻，

可以了解「空間概念」實為兒童最早發展的物理知識(physical knowledge)之一,亦為後續高

階科學概念發展之基礎，值得加以研究。 

在幼兒空間概念的相關研究中，鄭淑榮(2009)指出，幼兒的空間概念會隨年齡逐漸建立

成形。空間概念學習在學童的許多相關概念發展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洪文東與李長燦

（2008）指出幼兒「空間概念」實為幼兒個體最早發展的一種物理知識(physical knowledge),

亦為幼兒發展後續高階科學概念之基礎，並認為對幼兒「空間概念」發展進行探究，將有助

於透視幼兒個體對空間概念的認知與學習。     

 

(二)、幼稚園中有關空間概念之課程與教學 



Kamii 和 DeVries(1999)認為幼兒科學教育是幼兒教育中最弱的一環，主因是幼教老師不

能充分了解幼兒科學概念發展，若要正確且有效的協助幼兒進行概念學習，則主題教學活動

設計就成為需要努力的方向。 

幼稚園課程將圖形與空間納入常識科的領域。從認知階段而言，兒童係由知覺空間轉化

為表徵空間與概念空間，兒童幾何概念發展根據 Piaget 和 Inhelder (1967)對圖形的知覺發

展有三階段：第一階段(二至四歲)能分辨開放與封閉圖形。第二階段(四至六歲)能辨識歐氏

幾何圖形，區分直線圖形類(正方形、長方形、平行四邊形、菱形等)與曲線圖形類(圓形、橢

圓形)之不同。第三階段(七歲左右) 能辨識直線形成的封閉圖形，他已具有逆向思考能力。 

目前幼稚園中主題統整式教學的實施方式有許多種，在統整學科教學活動中大部分均採

用單一學科或跨學科。其統整方式以主題為主或多領域學科設計較多，其中又以主題統整式

教學活動設計最常被運用。本研究所指「主題教學」是以幼兒生活經驗為導向的學習活動，

研究小組在擬訂教學活動時，以幼兒的認知發展和學習能力及興趣為起點，配合幼兒比較親

近、具體、感受得到的概念，加上幼兒可以理解的原則擬出教學活動基本架構。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探索性研究(exploratory stndy)，有關研究樣本、研究設計、及研究工具說明

如下：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立意取樣選取屏東縣某幼稚園 28 名幼兒為研究樣本，採用洪文東等人(2009a，

2009b)所開發出來的幼兒空間主題教學模組及幼兒空間概念評測工具，於班級進行連續七週

的教學活動及施測，包含前測、教學活動及觀察記錄活動、後測及晤談。並於實驗教學結束

後，對相關資料進行探討分析。 

 

(二)、研究工具 

1.主題教學活動設計 

Ross和Mnny(1991)利用教材的重要概念為基礎，將其中基本之主要概念畫成ㄧ幅標準的

模式概念圖(model concept map)，作為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指引，本研究依此理念，針對

坊間之幼兒教材中有關「空間」概念內容進行分析，整理歸納出幼兒「空間」概念之「模式

概念圖」，如圖一。 

本研究藉由幼兒園教材中整理出幼兒空間概念之相關組成概念後，提出初級模式概念

圖，再逐步修訂與精緻化，設計出「空間概念」主題活動初稿後，實施初步試探性教學活動，

在試教活動後，對教學計畫、實施過程、幼兒感受進行反思、討論與修正，最後發展出主題

教學活動，其內容含括「方向」、「立體」、「邏輯」、「平面」、「時間」、「肢體」六項組成概念。 



 
圖一 幼兒「空間」概念之模式概念圖(Model concept map) 

 

2.概念測驗及施測 

配合空間概念主題活動內容，發展出「幼兒空間概念測驗」共六大題(包含六項組成概

念)，每大題有二小題。本研究以屏東縣某幼稚園幼兒(共 28 名)進行小規模之主題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前實施前測，並於完成主題活動後再進行後測及個別晤談，待完成教學活動及施測

後，研究者再彙整並分析相關質性資料與評測資料。 

 

四、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教學前幼兒空間概念的表現情況 

    研究者以SPSS統計軟體進行描述性統計，分析幼兒在實驗教學前有關空間概念認知情況

結果如表1，由表1發現幼兒在「立體幾何」的表現概念得分最低，而「方向」概念與「肢體」

得分最高，研究者推測這是因為「方向」是幼兒方向概念由於日常生活中比較常使用到，因

此幼兒「方向」概念表現會比較好，而「肢體」相對於其他認知概念屬於不同屬性的思考面

向，故表現較突出；相對的，「立體」概念表現較弱，可能是幼兒對於立體幾何圖形的繪製較

不熟悉所造成。 

 

 

表 1 實驗教學前測(n=28) 

    概念

分數 
邏輯 方向 立體 平面 時間 肢體 

平均數 6.35 6.78 3.89 5.17 6.17 6.82 

標準差 3.03 2.23 1.70 2.58 3.50 2.76 

 

 

(二)、主題教學活動對幼兒空間概念認知表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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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以相依樣本 t檢定分析，來比較實驗組的六項空間組成概念，在教學前後的差異，

了解空間主題教學活動對幼兒空間概念認知程度之影響情形。其分析結果如表 2。 

 

表 2  成對樣本檢定摘要表(n=28) 

  成對變數差異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的 

標準誤 t 

顯著性

(雙尾) 

成對 1 後 1﹣前 1 2.04 2.99 0.56 -3.61 0.00 

成對 2 後 2﹣前 2 1.61 2.53 0.48 -3.36 0.00 

成對 3 後 3﹣前 3 3.21 3.45 0.65 -4.93 0.00 

成對 4 後 4﹣前 4 2.29 2.76 0.52 -4.38 0.00 

成對 5 後 5﹣前 5 1.18 4.47 0.85 -2.58 0.12 

成對 6 後 6﹣前 6 1.36 3.04 0.57 -3.42 0.19 

成對 7 後總﹣前總 13.29 15.75 2.98 -4.46 0.02 

說明:1.邏輯 2.方向 3.立體 4.方面 5.時間 6.肢體 7.總分 前:前測 後:後測 

由表 2顯示幼兒在邏輯、方向、立體、平面、思考及總分，前、後測有顯著差異，且後

測成績優於前測，可見經由主題活動可以增進幼兒對空間概念的認知。但是在時間及肢體方

面則前、後測無顯著差異，推論其原因可能為：(一)學生對於時間及空間的相對關係(亦即速

度)，概念感覺發展較早，故在幼兒期即可發展出對於時間與空間的基本概念，經教學提升能

力有限。(三)肢體並不會因教學活動而顯著提升，可能是因為肢體乃幼兒生活中熟悉的經驗。 

 

(三)、從晤談深入了解幼兒空間概念認知 

為了更深入了解幼兒的空間概念，研究者以空間概念測驗為晤談大綱，對幼兒進行「半

結構式」晤談，並配合實際物品操作，減少幼兒在紙筆測驗中視覺感受上與立體實物的差異，

以期獲得更佳的質性資料。 

結果發現幼兒的口語能力的發展與逐漸成熟，往往影響其測驗的表現。值得注意的是，

概念的認知表現容易受到生活經驗或直覺的影響。例如在問及交通工具的速度快慢時有學生

因沒有乘坐飛機經驗，容易受到直覺的影響，認為飛機速度比較慢。 
 
T2 問：為什麼摩托車比較快？ 
S4 答：因為摩托車用開的，腳踏車用騎的比較慢。 
T2 問：那為什麼飛機比較慢？ 
S4 答：飛機我沒有坐過，都在天上慢慢飛。 
 

五、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幼兒對空間概念之各組成概念在教學前後的認知表現情況，主題教學除了要

注意到學生的先備知識外，還需要考慮到學生學習的情境脈絡。 Rosenber ,Hammer,和 

Phelan(2006)認為主題教學確能夠對學生的認知產生深刻的影響，即使仍有某些學生的內在

想法沒有改變。 

本研究設計之主題活動分別為「方向」、「立體」、「邏輯」、「平面」、「時間」、「肢體」，

經實驗教學證實確能有效增進幼兒在空間概念認知上的表現；本研究期能藉此提供幼兒對現



象觀察、動手操作等親身體驗之多樣化學習機會。若學生能有更豐富的生活經驗，更流利的

語言能力，透過視覺描述，將有助於學習者建構正確心像，以利其建立相關概念的理解，以

增進幼兒有關空間概念的學習與認知發展。 

幼兒教育是個體成長與發展極為重要之基礎教育，幼兒科學概念培養更是日後發展科學

概念的基礎，若能使幼兒學習經驗更加多元豐富，應更能促進幼兒科學概念的認知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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