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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空間概念在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幼兒時期的空間概念能力尚處於

發展基礎階段，需要不斷的探索實際操作與學習。本研究目的主要探討操作桌上

遊戲對幼兒空間概念的影響。研究者閱讀相關文獻及資料，並設計出「空間概念

能力測驗表」及「觀察紀錄表」等研究工具。研究對象為桃園市龜山區某某科技

大學附設幼兒園大班滿 5 歲至 6 歲的幼兒共 4 人，分別為 2 男 2 女，本研究為期

8 週，每週進行 2 次，每次遊玩時間約 20 分鐘，共進行每款桌遊各 3 次共 9 次

的桌遊活動，並於活動前後實施前測與後測，藉由活動中的觀察紀錄表及空間概

念能力測驗表獲得統計資料，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探討桌上遊戲對幼兒空間概念的

影響。結果顯示，幼兒在空間概念操作表現上，前後及左右的空間概念在前後測

相比時有明顯的提升。空間概念口說表現上，前面及左邊的空間概念與前後測相

比時有明顯的提升，因此，透過桌上遊戲操作能增進幼兒空間概念的能力，在幼

兒園裡可以提供幼兒主動探索實際操作的機會，將有助於幼兒空間概念能力，宜

鼓勵讓幼兒使用語言方式來協助空間概念之學習。研究結果藉此提供對未來幼教

老師將桌上遊戲融入課程中，幫助幼兒提升空間概念能力，教學者應主動覺察幼

兒情緒並在幼兒在操作桌遊過程中給予鼓勵，引導幼兒解決問題作為教學參考。 

 

關鍵詞：桌上遊戲、幼兒、空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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