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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設計一款適合 6-10 歲兒童的數學桌遊「GO! Dolphin」，研究

者首先蒐集相關桌遊文獻及坊間桌遊，完成設計圖及桌遊樣品，並進行內部

測試與修正，過程中進行兩次學童測試桌遊，透過訪談教師及學童以了解他

們對此桌遊的想法。質化研究方面，邀請學童實際操作此桌遊，並訪問學童

及老師對此桌遊的建議，透過訪談方式，分析使用情況、優缺點及改進方向。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研究對象為 6-10 歲準備入國小及國小中、低年級之學

童，共計 20 位，以及 2 位教師，對於自製數學桌遊的回饋，修正自製數學桌

遊產出成品。 

研究結果如下：一、自製 6-10 歲兒童數學桌遊「GO!  Dolphin」具多樣

化特色：在遊戲底板、棋子、收納盒等設計及遊戲機制方面，皆便於使用且

吸引學童目光；在自製桌遊操作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GO! Dolphin」除了

可以讓學童在操作桌遊過程中提升數學的學習興趣，也可以提升「十以內數

學加減運算」及「九九乘法」兩大數學能力。二、透過不斷測試與訪談歷程，

參考專家、教師及學童對自製桌遊「GO!  Dolphin」的建議，完成自製桌遊

「GO!  Dolphin」設計。最後，根據研究過程與結果提出相關建議，做為未

來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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