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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幼兒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礎，家庭是幼兒學習的第一個場所，在少子化

的現今社會，家長相對於過去的農業社會，能提供更多的資源給幼兒，而

對資源的使用與愛護是建立幼兒好品格的重要基礎，此為本研究之背景因

素。 

    本研究目的為了解家長對幼兒收拾習慣的教養觀念，及探討家長在輔

導幼兒建立收拾習慣時的困難與解決方式。採質化研究方式進行，首先請

幼兒家長於 109年 6月起，連續兩週，每天觀察家中幼兒收拾玩具的情形，

並撰寫「觀察幼兒收拾行為記錄表」，共 14份。此外，研究者也當面訪談

家長，研究歷程還收集環境照片及一次研究者參與的錄影資料，期望在多

元的資料收集後，進行分析。「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及「觀察幼兒收拾行為

記錄表」皆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檢視內容後完成效度。研究者收集訪談資

料後進行逐字稿繕打與確認，並反覆閱讀逐字稿內容，同時將 14份觀察記

錄表與錄影資料加以歸納，彙整出幼兒收拾玩具的類型與收拾的完整程

度。 

    本研究主要獲致結果如下： 

一、 家長對幼兒收拾習慣建立的教養觀念有： 

    家長認為培養收拾習慣可以增進幼兒自制力與邏輯能力，及環境潛移

默化下使幼兒產生秩序感，在此基礎下透過訂定短期與長期收拾策略，可

有計畫的培養幼兒的收拾習慣。 



II 

 

二、 家長在輔導幼兒收拾習慣建立時的困難與解決方式有： 

    當幼兒出現負向情緒不願收拾時，家長認為需以幼兒為本位了解降低

收拾意願之原由。 

三、 研究者的省思有： 

    研究觀察期間研究者發現幼兒家長在培養幼兒收拾習慣時使用正向教

養策略，除了家長本身以身作則外，也需建立於長期規範基礎下，使收拾

不再只是幼兒對於家長的聽從指示，而是將其成為習慣。 

本研究依據結果提供給有興趣的人士或未來研究者進一步的建議。 

關鍵詞：幼兒、收拾、教養觀念、教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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