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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自製桌遊在中大班的邏輯推理及社會互動能

力上的成效，研究者先收集市面上有與邏輯推理和社會互動相關的桌

遊，那要如何收集呢？我們透過網站和實體桌遊店面的互動上找尋到

具有邏輯推理和社會互動的桌遊，並將其分析；接著進行腦力激盪，

設計具有邏輯推理及社會活動的自製桌遊成品出來；最後將自製桌遊

對於中大班的幼兒在邏輯推理及社會互動做一個驗證的成效，研究者

針對某公立幼兒園園所內的中、大班 4-8位幼兒為研究對象，進行四

次的測試，其將桌遊分為簡單、中等、困難三階段，利用每次的影片

和照片紀錄幼兒的狀況，並設計自製評量表，以量化的方式評估幼兒

對於自製桌遊在邏輯推理和社會活動的成效。 

最後，本研究會在發現及結論，提出具體的建議，供日後相關研究者

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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