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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及因人口結構的改變，少子化的情況在台灣更加地顯而易

見，出生率的下降，使得家長對於幼兒教育更加重視，再加上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

情蔓延，導致被迫採取線上教學的方式，同時更促使數位學習的時代提早來臨，根據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２０２０年３月發佈《教育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擁抱

數位學習與線上協作》報告，指出各國皆需對學校長期無法到校上課做好準備，線上

學習的需求可能會持續擴大。因此，因應後疫情時代，不受時空限制的數位學習方

式，將成為未來教育的重要型態與實施挑戰（郭伯臣，2020）。 

希望透過本次的專題製作，結合我們對於科技的應用，讓數位遊戲補足傳統教具

空間的放置、運用的時機、方便性等缺失，讓幼兒以有趣生動的創新方式學習，配合

目前１０８課綱的資訊化要求，能將幼兒在家中使用３Ｃ的時間，轉換為不同的學習

方式，把科技的運用結合在我們所控制的範圍內，讓孩子學得開心家長放心。 

 

關鍵字：小班幼兒、認知發展、數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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