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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幼兒體能遊戲教具「妖怪動一動」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自製幼兒體能遊戲教具「妖怪動一動」設計概念及成品

製作歷程，並了解自製教具之質量化研究成效。透過專家晤談，了解融入自製

幼兒體能遊戲教具，在使用時遇到的問題、優缺點以及改進方向與建議，經過

多次內外部測試及反覆修正後，最後製成成品。 

本研究設計幼兒體能遊戲教具「妖怪動一動」，主體採豐富且具趣味性的

情境遊戲設計，結合 3 種身體動作的指示圖案及 15 種妖怪圖案(大、小圖卡各

15 張)，引導幼兒以遊戲方式練習身體穩定性與移動性動作，促進大肢體動作的

協調與控制，同時幫助手眼協調與精細動作的綜合發展。透過自製教具使用說

明書，讓教保服務人員能更加瞭解此教玩具的玩法，透過操作的過程，刺激幼

兒大小肌肉發展與增進彼此間的情感。 

「妖怪動一動」教具製作完成後，研究者於幼兒園邀請教保服務人員及幼

兒共玩，從 23位幼兒中選擇 9位 4~6歲的幼兒為研究對象，並訪談 10位教保服

務人員瞭解其看法與建議，進行自製幼兒體能遊戲教具「妖怪動一動」之量化

問卷及質性訪談，了解自製教具成效。 

量化研究結果發現：在「此教具設計色彩豐富，易吸引幼兒操作」滿意度

最高，其次為「此教具設計具創意及獨特性」，第三為「此教具的操作方式安

全性高」、「此教具收納具有便利性，幼兒可自行收拾」，整體滿意度達

4.34，故自製體能遊戲教具成效尚佳。質化研究結果發現：自製教具在外觀及

配件設計能吸引幼兒注意力，幼兒能清楚理解體能遊戲玩法，教具搭配動作具

趣味性及創新性，且教具具有挑戰性及思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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