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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在 2019 年 12 月底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開始爆發，

2020年疫情持續蔓延至亞洲、歐洲、北美洲、大洋洲，全球紛紛出現確診病例，

目前確診案例破億，死亡案例不計其數。由於傳播速度快，感染人數迅速上升，

因此全球開始非常重視最基本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並保持個人衛生

習慣、配戴口罩預防病毒侵入身體，以及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

公共場所，人多的地方並保持 1.5公尺適當的距離，避免交互感染。研究者有感

幼兒抵抗力較差，在防疫方面的需求更應重視，然而目前防疫作為大多針對成人

設計，幼兒防疫相關產品少見，因此與指導教授討論，繪製出設計圖，希望實際

製作出以防疫為主軸的情境繪本和教具，設計方向包含「口罩知識與禮節」、「健

康飲食知識」、「洗手正確步驟」、「防疫注意事項」等，再自製防疫小物，分

別為「口罩創意造型妙妙貼」及「口罩隨身收納袋」，「口罩創意造型妙妙貼」

設計出動物造型的小眼睛、嘴巴、耳朵等小小貼紙，可以貼在口罩上，增進幼兒

配戴的興趣和意願；「口罩隨身收納袋」可以讓幼兒收納口罩，避免使用口罩後

遺失。 

自製產品完成後，將進行質化研究以改良產品，再進行量化研究，了解產品

的實施成效。質化研究方面，邀請十位專業教保員，請他們觀察幼兒實際操作研

究者自製防疫情境繪本、教具和防疫小物後，透過訪談統內容總結歸納出:教具

的優點有教具細緻，圖片清晰、教具以市售教具為發想，創造出新遊戲、教具顏

色豐富，具吸引力、教具可以增進幼兒的記憶力、藉由教具認識健康飲食觀念、

藉由教具能讓幼兒知道如何做好自我保護、自我照顧、教具變化多樣不會讓孩子

感到無趣、教具耐用度、實用性高、教具能增進幼兒的決策能力；繪本的優點有

繪本結合時事教導幼兒防疫觀念、知識、繪本可以引起幼兒操作教具的興趣、故

事條理分明、用色鮮明、主題性明確、繪本結合遊戲功能能讓幼兒印象深刻、繪

本內容豐富且精緻、取代傳統說明書用繪本引導幼兒、繪本畫風溫暖、色彩柔

和、貼近幼兒；教具玩法優點有具新鮮感，引起注意力、結合舊經驗及新玩法、

新穎的設計跳脫傳統的玩法、教具操作規則淺顯易懂；健康飲食觀念有認識飲食

是否對身體有益、傳達良好的飲食習慣；防疫觀念有自我保護、自我照護正確的

防疫觀念、落實防疫主題宣導；整體收納優點有收納方式引人注目、教具配件有

明確的收納圖示、善用收納技巧。 

量化研究方面，自編問卷後找 100位研究對象建立信效度，然後邀請 34位

教保人員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前後測，透過相依樣本 t 考驗了解研發產品的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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