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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多功能情緒教具研發及教學應用之研究-以「情緒無尾熊」 

摘要 

    研究者將「自製多功能情緒教具-情緒無尾熊」主軸在「開心、生氣、難過、

害怕、感恩、抱歉」這 6種情緒圍繞，多元化玩法分為 10種遊戲，適性適齡每

一個年齡層幼兒發展，從認識情緒、覺察情緒、表達情緒、情緒理解、調適情緒

最後發展複雜高層次的情緒。因此本研究者在指導老師指導下，完成「自製多功

能情緒教具-情緒無尾熊」。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將自製多功能情緒教具研發及教

學應用之研究-以「情緒無尾熊」，轉為製作出具體的成品讓 100位現場教保人員

試用，以十位現場教保員研究對象，進行「自製多功能情緒教具-情緒無尾熊」

試用，並訪談教保員使用後的看法，其研究結論總結歸納如下：研發出「自製多

功能情緒教具-情緒無尾熊」產品教具優點有遊戲特別多元、有趣、具有挑戰性、

顏色豐富，容易吸引幼兒注意、「模仿表情」可以看到對方表情了解情緒、袋子

有貼圖片提示，幼兒收拾容易知道東西放哪裡、教具能對應不同年齡及不同能力

的幼兒操作、教具堅固、不易壞掉、能利用教具的外觀製作教具、能感知自己的

情緒，有機會表達出來、透過遊戲讓幼兒知道如何抒發情緒、遊戲結合身體動作、

認知及情緒、幼兒能認識不同表情、對中小班的幼兒是一種做中學、可以讓幼兒

有更多的互動、提升幼兒有更多的互動、整體可以給予幼兒很多幫助、接納每位

不同想法的幼兒為出發點、遊戲能培養耐心與專注力、讓幼兒了解情緒，且增進

記憶力、卡牌問題有各種不同的情境能讓幼兒思考、六種情緒明顯；現場教保人

員提出可改進的地方如下:分別是機會命運描述字多，幼兒不識字、遊戲需要大

人帶領幼兒一起玩、遊戲規則較難，題目都是開放性問題、人臉圖案更容易讓幼

兒學習模仿、「感恩我最行」可以做成骰子的方式、遊戲複雜需要年齡較大的幼

兒玩、「感恩我最行」需要在底下黏黏土，比較不會翻倒。自編問卷後建立信效

度，對 30位研究對象施測，進行相依樣本 T考驗，結果發現自製多功能情緒教

具-情緒無尾熊顯著優於傳統情緒教玩具；「自製多功能情緒教具-情緒無尾熊」

之有趣性、實用性、有創意性、深淺難度及多元豐富的玩法是顯著優於一般情緒

教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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