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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在幼兒學習和發展中的重要性

台灣著名幼教學者陳鶴琴先生曾指出，
“小孩子玩，很少是空著手玩兒的，
必須有許多東西來幫助才能玩兒起來，

才能滿足玩兒的欲望。”



為何玩具是幼兒學習的途徑?

•玩具的基本特徵是具體形象性和可操作性。

•幼兒從手的操作活動可以促進大腦的積極活動。

•幼兒對於周圍環境的認識依賴於他們與事物的直接接觸

和體驗，玩具可以推動幼兒掌握很難理解的、比較抽象

的 概念和關係形象化。

•通過玩玩具的操作過程，幼兒可以體驗、領悟和理解包含
在玩具和操作過程中的概念，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



認知發展論
（Cognitive-developmental theory 或 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由著名發展心理學家皮亞傑(法語：Jean Piaget，
1896年8月9日－1980年9月16日）所提出，被公認
為20世紀發展心理學上最權威的理論。

•所謂「認知發展」是指個體自出生後在適應環境的
活動中，吸收知識時的認知方式以及解決問題的思
維能力，其隨著年齡增長而改變的歷程。

•皮亞傑的研究方法是採用對於自己女兒在自然的情
境下連續、細密的觀察紀錄他們對事物處理的智能
反應，屬於質的研究。



皮亞傑把兒童的認知發展分成以下四個階段

感知運動階段（感覺動作期，Sensory Motor Stage，0-2歲）

• 1歲時發展出物體恆存性的概念，以感覺動作發揮其基模的功能。由本能的
反射動作到目的性的活動。

前運算階段（前運思期，Pre-Operations Stage ，2-7歲）

• 已經能使用語言及符號等表徵外在事物，不具保留概念，不具可逆性，以自
我為中心，能思維但不合邏輯，不能見及事物的全面性。

具體運算階段（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s Stage，7-11歲）

• 能根據具體經驗思維解決問題，能使用具體物之操作來協助思考，能理解可
逆性與守恆的道理。

形式運算階段（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s Stage，11-16歲）

• 開始會類推，有邏輯思維和抽象思維。能按假設驗證的科學法則思考解決問
題。



怎樣以學習三角營造幼兒的主動學習的條件

提供

豐富的素材

• 為幼兒提供豐富的刺激和挑戰，讓幼兒根

據自己的興趣和需要自主選擇。

• 有選擇才有個體的需要和興趣，才能激發

幼兒學習的內在動機。

安全的環境

• 支持和鼓勵幼兒大膽探索、想像和創造。

• 安全的環境來自於幼兒對於人際互動的體

驗，來自於引導者的開放態度。

推動
對素材的探索

• 動手操作、直接經驗、思考和及時回饋是

適合幼兒學習和思維特點的學習方式。

• 幼兒通過操作、探索、象徵、試誤、重複

等方式方法去探索素材，獲得來自素材的

效果回饋。

幼兒的動機

• 幼兒在玩具中可以自主決定、可以按照自

己的想法自由行動和冒險，玩具能夠使獲

得自主感、興趣感和成就感。

• 幼兒可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動，做自己感興

趣的事情，在玩具中表現出最高水準的堅

持性。



從認知發展理論到學習三角的玩具

感知肌能發展

邏輯思維及組織力發展 社群適應及溝通發展

感知肌能

協調

肌能動作

感知反應

學習與理解新事

物的速度

組織規劃能力

溝通技巧

觀察而模仿

遊戲中練習

日常生活中實踐



玩玩具是幼兒的需要和權利，促
進幼兒身心全面發展，更是幼兒
學習與探討的基礎。它不僅給幼
兒帶來快樂，也是幼兒積極主動、
真實自然的學習活動。

感謝聆聽和參與，
歡迎交流與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