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說明研究設計與實施過程。第一節為研究對象之敘述；第

二節說明研究工具的內容及操作方法；第三節陳述實施程序；第四節簡

述資料處理與分析的方法。 

第一節   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九十六學年度台中市公私立托兒所及托嬰中心滿二歲及三

歲的幼兒為對象。台中市行政區分為東、南、西、北、中五區及南屯、

西屯、北屯三個屯區總共八區，最初研究者以台中市教育局及社會局網

站搜尋立案之托兒所及托嬰中心名冊，接著以地毯式電話初訪，尋求有

意願之公私立托兒所及托嬰中心，電訪中有意願者共計 18 所公私立托兒

所及托嬰中心（分別來自台中市南屯區、南區、北區、西區與西屯區），

繼以 18 所托兒所及托嬰中心小班與小小班全部幼兒（共 387 人）為初步

取樣樣本。後經與園方負責人晤談，了解其對研究理念的看法並取得家

長同意，篩選出其中 10 所托兒所及托嬰中心（以下代稱甲乙丙….），合

計受試幼兒人數 135 人。性別與年齡分配未完全平均，其中二歲組男生

36 人、女生 37 人，三歲組男女生則各有 31 人，以卡方考驗結果如表 3-1，

χ2（1, N=135）=.07, p= .790，其中 p值大於.05，表示受試幼兒年齡和

性別之間的分配無顯著差異，樣本人數各年齡層與性別之間雖不相等，

但仍具同質性。 
表 3-1  
受試樣本人數分配（N=135） 

   組別 男 女      χ2      p 

   二歲 36 37 

   三歲 31 31 

     .07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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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工具為「幼兒分類遊戲」與「幼兒一對一對應 

遊戲」。幼兒分類遊戲部份主要依吳新華（民 81）的分類基本概念架構

自編而成；幼兒一對一對應遊戲部分則以 Piaget 的一對一對應發展階段

為基礎，再參照常孝貞（民 93）的三到五歲幼兒一對一遊戲內容修訂而

成。共發展了 7 個幼兒分類測試遊戲及 8 個一對一對應能力的測試遊戲，

並依構念將題目由簡至難排列。採一對一測試方式進行資料收集，以瞭

解幼兒分類及對應能力的發展狀況。各項遊戲之遊戲名稱與測試目標詳

列如表 3 -2。 

一. 研究工具的內容與使用方法 

（一）幼兒分類遊戲 

把同類的東西歸併起來放在一起的活動，我們通稱為「分類」。在

我們的生活中到處充滿了分類的例子，它是人生存在社會中最重要的基

本能力，因為透過分類，我們才能建立生活和心理的秩序。「分類遊戲」

讓幼兒從各種不同的遊戲中自然的接觸與學習，充分獲得練習分類的機

會，不僅是學習數的起點，更可培養他們日後生活的技能。 

主試者雙手套上掌偶（如圖 1）對受試者說：「阿姨這裡有好多玩具，

我們一起來玩，注意看開始囉！」接著從盒子裡拿出 4 塊積木，分為圓

形和正方形兩類，每一個形狀各有 2 塊，且顏色均相同（黃色），接著

說：「波波喜歡方形（主試者邊說邊拿起方形積木），琪琪喜歡圓形（主

試者邊說邊拿起圓形積木），請把他們喜歡的形狀找出來，放在一起。」

主試者邊說邊做示範，將一樣形狀的積木疊在一起。「等一下換你來幫

忙他們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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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玻玻和琪琪 

 
表 3- 2 
幼兒分類遊戲與一對一對應遊戲的各項遊戲名稱與目標總表 

    遊戲名稱         目標 

依物的形狀分類（○、□） 瞭解幼兒形狀的分類能力 
依物的顏色分類（紅、黃） 瞭解幼兒顏色的分類能力 

依物的用途或性質分類  瞭解幼兒對物體用途的分類能力 

依單一要素來分類 瞭解幼兒能否依單一要素（單一顏色、形狀或功

能）來分類與組合 
依複雜要素來分類 瞭解幼兒能否依較複雜（兩項要素，如形狀與顏

色）的要素來分類與組合 

依抽象概念來分類 瞭解幼兒能否依抽象概念來分類與組合 

 
 
分 
類

遊

戲 
 
 

能做 A 與非 A 的分類 瞭解幼兒能否做 A 與非 A 的分類 

二隻無尾熊找朋友 瞭解幼兒在二個同質性相似物中相同物的對應

能力 

三隻無尾熊找朋友 瞭解幼兒在三個同質性相似物中相同物的對應

能力 

七隻小熊找舞伴 瞭解幼兒在七個同質性相似物中相同物的對應

能力 

十隻青蛙找新娘 瞭解幼兒在十個同質性相似物中相同物的對應

能力 

小綿羊帶鈴鐺 瞭解幼兒異質性互補物體間的靜態對應能力 

小綿羊開汽車 瞭解幼兒異質性互補物體間的靜態對應能力 

小汽車要回家 瞭解幼兒異質性互補物體間的靜態對應能力 

 
 
 
 
對

應

遊

戲 

小老鼠 Jerry 來作客 瞭解幼兒異質性互補物體間的靜態對應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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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物的形狀分類（○、□）   

 名稱：把它們分一分（不同形狀的分類遊戲）。 

目標：瞭解幼兒形狀的分類能力。 

材料：4 塊積木，分為圓形和正方形兩類，一種形狀各有 2 塊，且顏色

均相同（紅色）。如圖 2。 

方法：主試拿出上圖的積木、置於受試幼兒面前，拿出二個掌偶（如圖

一），以故事為引導（語言標籤）說：「波波喜歡方形，琪琪喜

歡圓形，請把波波喜歡的方形找出來（主試者邊說邊拿起紅色積

木），放在一起；再請把琪琪喜歡的圓形找出來（主試者邊說邊

拿起黃色積木），放在一起。」不管受試表現如何均給予鼓勵。 

 

圖 2 形狀的分類 

通過標準：依題意分類成功計 1 分，未依題意分類計 0 分。（主試者記

錄受試者表現） 

2.依物的顏色分類（紅、黃） 

名稱：把顏色一樣的放在一起（依物的顏色分類遊戲，紅色和黃色）。 

目標：瞭解幼兒顏色分類能力。 

材料：4 塊圓形積木，分為紅色和黃色兩類，每個顏色各有 2 個，如 

       圖 3。 

方法：主試拿出上圖的積木、置於受試幼兒面前，再拿出二個掌偶，以

故事為引導（語言標籤）說：「波波喜歡紅色，琪琪喜歡黃色，

請把波波喜歡的紅色找出來（主試者邊說邊拿起紅色積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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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顏色的分類 

   

      在一起；再請把琪琪喜歡的黃色找出來（主試者邊說邊拿起黃色

積木），放在一起。」不管受試表現如何均給予鼓勵。 

通過標準：依題意分類成功計 1 分，未依題意分類計 0 分。（主試者記

錄受試者表現） 

3.依物的用途或性質分類 

 名稱：哪些可以吃（依物的用途或性質分類）。 

 目標：瞭解幼兒物品性質（屬性）分類能力。 

 材料：包括糖果、餅乾、鉛筆、橡皮擦和模型汽車，如圖 4。 

 

圖 4 物的用途或性質分類 

 方法：主試拿出糖果、餅乾、鉛筆、橡皮擦和模型汽車，將實物及模

型置於受試者面前，說：「波波和琪琪好餓，請你幫忙波波和琪

琪，把可以吃的找出來，放在這個籃子（主試邊說邊指籃子）；

不可以吃的，放在那個籃子（主試邊說邊指籃子）。」如果受試

者無任何反應或動機，主試者再三鼓勵並重複指導語，但不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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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暗示。不管受試者表現如何均給予鼓勵。 

通過標準：依題意分類成功計 1 分，未依題意分類計 0 分。（主試者記

錄受試者表現） 

4.依顏色、形狀等單一要素分類 

 名稱：顏色一樣的積木放在一起。 

 目的：瞭解幼兒能否依單一要素來分類與組合。 

 材料：4 塊積木，分為紅色和黃色兩類，每種顏色有 2 塊，但形狀不同。

如圖 5。 

 

圖 5 顏色與形狀等單一要素分類 

 

 方法：施測者將積木交給幼兒，說：「把顏色一樣的積木疊在一起。」 

 通過標準：全部放對即給分。（主試者記錄受試者表現） 

5.依較複雜的要素來分類 

 名稱: 顏色和形狀都一樣的積木放在一起。 

 目的：瞭解幼兒能否依較複雜的要素來分類與組合。 

 材料：黃、紅兩色的圓形積木和正方形積木共 8 片和 4 個籃子。 

       如圖 6。 

 方法：施測者將積木混在一起，請幼兒把相同的積木放在一起。 

       說：「請把顏色和形狀都一模一樣的，放在一起。」或 

       說： 「這裡有籃子，請把黃色圓形放在這個籃子（主試 

       邊說邊指籃子）、紅色圓形放在這個籃子（主試邊說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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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複雜要素的分類 

        籃子）。」等幼兒放好後，再對幼兒說：「黃色正方形請 

        放在這個籃子（主試邊說邊指籃子），紅色正方形請放最 

        後這個籃子裡。」（因受試者年齡的關係，將指導語分成 

        兩段，避免指導語太長，造成幼兒混淆）。 

  通過標準：全部放對即給分。（主試者記錄受試者表現） 

6.依用途或性質等抽象概念來分類 

  名稱: 開水果、麵包和花店。 

  目的：瞭解幼兒能否依用途或性質等來分類與組合。 

  材料：水果、花朵、麵包模型各二份，籃子 3 個。如圖 7。 

 

圖 7 抽象概念的分類 

 

  方法：施測者將水果、花朵、麵包模型混在一起，對幼兒說：「這裡

有麵包、漢堡、花朵及水果，要開店囉！請你把水果店可以買到

的放在這個籃子（主試邊說邊指籃子）。」等幼兒放好後，換第

二個籃子說：「麵包店可以看到的的放在這個個籃子（主試邊說

 
 
 
 

- 47 -



邊指籃子）。」最後拿出第三個籃子說：「花店賣的東西放到這

個籃子（主試邊說邊指籃子）。」 

 通過標準：全部放對即給分。（主試者記錄受試者表現） 

7.做 A 與非 A 的分類 

名稱: 幫我找吃飯要用的餐具。 

目的：瞭解幼兒能否做A與非A的分類。 

材料：碗、叉、湯匙、鉛筆、模型汽車各一份。如圖 8。 

 

圖 8 A 與非 A 的分類 

方法：施測者將碗、叉、湯匙、刀、鉛筆、汽車模型混在一起，對幼兒

說：「要開飯囉！請你幫忙我找吃飯要用的東西（餐具），把吃

飯需要用的（餐具）放這一籃（主試邊說邊指籃子），吃飯不需

要用到的（餐具）的放另一籃（主試邊說邊指籃子）。」 

通過標準：全部放對即給分。（主試者記錄受試者表現） 

（二）幼兒一對一對應遊戲 
 Piaget 歸納出兩種一對一對應型態：同質性物體之間的一對一對應

和異質但互補性的物體一對一對應。其中同質性物體的對應包含了相似

物的一對一對應（如：同質性的糖果）與相同圖形的對應（如：排出一

樣的圖形）；異質但互補的一對一對應，受社會生活與文化環境影響，

由幼兒所生活的環境模式所界定，其中包含靜態（杯盤組）與動態（拿

錢買物品），本研究的一對一對應遊戲，依據 Piaget 歸納出的幼兒對應

類型為基礎，設計測試情境，以便瞭解幼兒一對一對應能力的發展。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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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中包含四個同質性相似物的對應遊戲及四個異質互補物的靜態對應遊

戲，每個對應類型遊戲都有二個以上，主要是更確定幼兒在遊戲中的表

現，且本對應遊戲不涉及計數的部分，只檢視幼兒在物體知覺上一對一

對應的能力，因此假設對應物品的多少與幼兒計數的能力沒有關係。僅

瞭解幼兒在各種對應類型下的表現為基礎來設計以下之遊戲。 

1.同質性相似物的對應遊戲 

主試者先做示範，說：「等一下！請你幫每一隻無尾熊找一隻穿背

心的無尾熊朋友，就像這樣放在它的旁邊…」，主試者邊說邊做示範，

拿出一隻無尾熊旁排另一隻穿背心的無尾熊。如圖 9。 

 

圖 9 相似物的對應 

                  
（1）名稱：二隻無尾熊找朋友（同質性相似物的對應遊戲）。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 2 個物體的相似物一對一對應。 

     材料：無尾熊玩偶（二隻穿背心）共四隻。如圖 10。 

     方法：主試者從盛裝無尾熊的盒子裡拿出 2 隻無尾熊排成一列， 

        接著說：「現在換你囉！請你幫每一隻無尾熊，找一個穿

背心的無尾熊朋友！」把盛裝無尾熊的盒子給受試者，讓他

拿出同樣數目的無尾熊 2 個。之後，把無尾熊放回盒子。 

     通過標準：依題意對應成功計 1 分，未依題意對應計 0 分。（主 

           試者記錄受試者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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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二隻無尾熊找朋友 

 
（2）名稱：三隻無尾熊找朋友（同質性相似物的對應遊戲）。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 3 個物體的相似物一對一對應。 

     材料：無尾熊玩偶共六隻（三隻穿背心，三隻未穿背心）。 

           如圖 11。 

 

圖 11 三隻無尾熊找朋友 

     方法：主試從盒子裡拿出 3 隻穿背心無尾熊。受試前面排成一列， 

           接著說：「你幫每一隻無尾熊，找一個穿背心的無尾 

           熊朋友！」 把盒子給受試者，讓他拿出同樣數目的無 

           尾熊 3 隻。之後，把無尾熊都放回盒子內。  

     通過標準：依題意對應成功計 1 分，未依題意對應計 0 分。（主試 

           者記錄受試者表現） 

（3）名稱：七隻小熊找舞伴（同質性相似物的對應遊戲）。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 7 個物體的相似物一對一對應。 

     材料：小熊玩偶 17 隻（分別為橘色 10 隻，綠色 7 隻）。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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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七隻小熊找舞伴 

       

方法：主試者從盛裝小熊的盒子裡拿出 7 隻綠色小熊排成一列，接

著說：「綠色小熊要找橘色小熊來跳舞哦！請你幫每一隻綠

色小熊，找一隻橘色的小熊！和牠ㄧ起跳舞。」把盛裝穿小

熊的盒子給受試者，讓他拿出同樣數目的紅色的小熊 7 個。

之後，把小熊放回盒子內。 

通過標準：依題意對應成功計 1 分，未依題意對應計 0 分。（主試

者記錄受試者表現） 

（4）名稱：十隻青蛙找新娘（同質性相似物的對應遊戲）。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 10 個物體的相似物的一對一對應。 

 材料：粉紅青蛙 10 隻，藍色青蛙 10 隻。如圖 13。 

     方法：主試者從盛裝青蛙的盒子裡拿出藍色青蛙 10 隻排成一列 

         ，接著說：「藍色青蛙是男生，粉紅色青蛙是女生，牠們要 

                    圖 13 十隻青蛙找新娘 

         結婚，請你幫每一隻藍色青蛙，找一個粉紅色青蛙，當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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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把盛裝粉紅色青蛙的盒子給受試者，讓他拿出同樣 

         數目的青蛙 10 個。之後，把青蛙放回盒子內。 

     通過標準：依題意對應成功計 1 分，未依題意對應計 0 分。（主 

         試者紀錄受試者表現） 

2.異質性互補物的對應遊戲 

（1）名稱：小綿羊戴鈴鐺（異質性互補物的靜態對應遊戲）。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異質互補性的靜態一對一對應。 

     材料：2 隻小綿羊玩偶，3 個鈴鐺。如圖 14。 

 

圖 14 小綿羊戴鈴鐺 

  

方法：把 2 隻小綿羊玩偶排成一列，把盛裝 3 個鈴鐺的籃子交給受

試者說：「小綿羊要去跳舞，請你給每一隻小綿羊一個鈴鐺，

讓牠變漂亮，如果有多出的鈴鐺，請放回籃子中。」 

通過標準：全部放對即給分。（主試者記錄受試者表現） 

（2）名稱：小綿羊開汽車（異質性互補物的靜態對應遊戲）。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異質互補性的靜態一對一對應。 

     材料：2 隻小綿羊玩偶，3 輛模型汽車。如圖 15。 

     方法：主試從拿出 2 隻小綿羊玩偶排成一列，把 3 輛模型汽車交 

           給受試者說：「小熊現在要出去玩囉！每隻小熊開一部車 

          ，請你把車子排在小綿羊前對對看，如果有多出的車子， 

           請放回籃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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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小綿羊開汽車 

     通過標準：全部放對即給分。（主試者記錄受試者表現） 

（3）名稱：小汽車要回家（異質性互補物的靜態對應遊戲）。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異質互補性的靜態一對一對應。 

     材料：12 輛模型小汽車，厚紙板上畫的停車位 9 個。如圖 16。 

 

 圖 16 小汽車要回家 

     方法：主試者拿出厚紙板上做成的停車位，把盛裝 12 輛模型小 

           汽車的籃子交給受試者說：「請你給每一輛小汽車找一個。 

           停車位，看看車位夠不夠，如果有多出的小汽車請放回籃 

      子中。 

通過標準：全部放對即給分。（主試者記錄受試者表現） 

（4）名稱：小老鼠Jerry來作客（異質性互補物的靜態對應遊戲）。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異質互補性的靜態一對一對應。 

     材料：12 隻小老鼠Jerry，14 個圓圈。如圖 17。 

     方法：主試從拿出 12 隻小老鼠Jerry排成一 列，把盛裝圓圈的盒子 

          ，交給受試者說：「小老鼠餓了，請你給每隻老鼠一個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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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小老鼠 Jerry 來作客 

 

        圈，如果有多出的請放回籃子中。」 

   通過標準：全部放對即給分。（主試者記錄受試者表現） 

一. 研究工具的信效度 

（一）效度 

本研究工具「幼兒分類與一對一對應遊戲」是依據吳新華（民 81）

數基本概念的評量內容架構，以及 Piaget 系列保留概念測驗中的幼兒對

應類型，理論上具有構念效度。測試內容曾經過專家（專家名單請參見

附錄一）的內容效度檢核。 

（二）信度 
本研究施測對象為二至三歲的幼兒，為瞭解「幼兒分類與一對一對

應遊戲」的能力表現情形，信度考驗係採觀察者一致性係數（Kappa）。

初探性的預試，由研究者和一位資深幼教老師，於口試計畫與專家效度

檢核通過前，針對 12 位二至三歲的小朋友進行測試，並依幼兒的反應與

回答進行討論，第一次修正觀察記錄。在通過專家審查後，再由兩位觀

察者（含資深園長與研究者），再度進行 13 位幼兒的評分者信度觀察，

並在徵求園方同意的情況下進行錄音錄影，以便就幼兒的反應與回答共

同進行討論，所得各題的觀察者一致性係數值 Kappa 為 0.81-1.00（參見

表 3-3），平均觀察者間的信度值為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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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幼兒分類與一對一對應遊戲的觀察者一致性信度 

遊戲名稱 Kappa   卡方表 

依物的形狀分類（○、□） 1.00 0 0 
0 13 

依物的顏色分類（紅、黃） 1.00 5 0 
0 8  

依物的用途或性質辨別 1.00 1 0 
0 12 

依單一要素來組合 1.00 3 0 
0 10 

依複雜要素來組合 .83 4 0 
1 8  

依抽象概念來組合 1.00 1 0 
0 12 

能做 A 與非 A 的分類 1.00 5 0 
0 8  

二隻無尾熊找朋友 1.00 0 0 
0 13 

三隻無尾熊找朋友 .81 3 0 
1 9  

七隻小熊找舞伴 .85 6 0 
1 6  

十隻青蛙找新娘 .81 9 0 
1 3  

小綿羊帶鈴鐺 1.00 0 0 
0 13 

小綿羊開汽車 1.00 0 0 
0 13 

小汽車要回家 1.00 4 0 
0 9  

小老鼠 Jerry 來作客 1.00 1 0 
0 12 

第三節  實施程序 

本節旨在說明本研究實施程序及相關事項，研究實施程序分為十個

階段：一為擬定方向；二為準備階段；三為蒐集資料閱讀相關文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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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編製研究工具；五為確認研究對象；六進行預試；七進行專家效度審

查；八進行正式施測；九資料整理與分析；十撰寫研究報告。研究流程

敘述如下： 

一. 擬定方向 

研究者由研究所各種課程中逐漸了解自己的研究性向，並由國內外

數學教材分析的資訊中，發現幼兒教育工作者缺乏二至三歲這方面的發

展資料，因而自民國九十五年十一月起開始陸續蒐集和閱讀國內外的幼

兒數概念的相關研究，並觀察幼兒日常的數活動，在與指導教授多次討

論後修正自己的研究方向。 

二. 準備階段 

大方向決定後慢慢聚焦，十二月初形成研究主題。鑑於國內對二至

三歲幼兒分類遊戲、對應遊戲的研究缺乏，各式教學法在臺灣各行其道

的情況下，幼兒教育工作者及家長是否能符應幼兒的能力，提供適合幼

兒的環境刺激？因此，瞭解幼兒前期的數學能力發展狀況是一位教育工

作者很重要的工作，也是研究者的關注點。 

三. 蒐集資料閱讀相關文獻 

在確定研究主題後，先著手整理文獻中重要的理論，釐清要探討的

向度，並從文獻中參考過去的研究發現，作為將來研究的證據與假設。

並訂定研究架構及程序。 

四. 改編研究工具 

根據前章文獻探討，在分類遊戲部分，研究者參考多位學者對分類

類型的操作型的定義，主要使用吳新華數基本概念架構中的分類形態，

設計出符合分類類型的遊戲。在對應遊戲部分則使用 Piaget 對應作型定

義，各項遊戲的內容與材料，以幼兒生活經驗為出發點，再由研究者平

時觀察幼兒的興趣所得，設計出幼兒能達成研究目的的遊戲。訂定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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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與內容只是編製工具的初步，材料的選擇也是要件之一，所依據

的幾個要點是：能吸引受試幼兒的注意、大小適中、操作方便。之後尋

找適合的工具，最後才決定出本研究之工具。 

五. 確認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二到三歲之幼兒，正是小班和小小班年齡層之幼兒，

因此設定以托兒所的幼兒為初步的取樣對象。又考量於取樣園所之社經

分布狀況以及研究者之人力、資源有限，加上本研究樣本所需的人數較

多，因此以立意取樣方式，初步擬定自台中市公立托兒所中選取受試園

所。而後因考慮研究者居住所在地之人力及資源，改以台中市的公私立

托兒所及托嬰中心中選取較有意願配合研究者的園所，在選取樣本園所

開始時因台中市之托兒所所方較無意願因此繼續尋覓之路，從民國九十

六年年初起，分五階段以地毯式電話訪問到實地勘查地點，及初訪以獲

得較充份樣本。其中經歷五階段之步驟，僅敘述如下： 

階段一：找尋立案之托兒所及托嬰中心名冊。 

階段二：地毯式電話初訪，尋求有意願之公私立托兒所及托嬰中心。 

階段三：實地勘查及拜訪，確定所方有無可單獨施測之獨立空間。 

階段四：訪談園所負責人，篩選理念上較有研究概念者（對研究的 

   理念正確，確保研究效度）。 

階段五：商請所方代為詢問有意願配合之班級及家長。 

六. 預試及修改研究工具 

初步設計出工具後，先以台中市某私立托兒所及托嬰中心小小班（滿

二歲）、小班（滿三歲）幼兒為實驗性預測對象，共選取 12 位幼兒進行

進行小規模一對一個別實驗性預測。過程中，依據實驗性預測的資料，

持續修改工具，直至熟練順暢為止，並詳細紀錄幼兒的表現。再請幼教

專家學者進行工具的效度檢定後，做為正式測試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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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進行專家效度檢核 

依本研究的研究目的，參考相關測驗，發展出研究工具，先經過 12 位

幼兒的實驗性預測，針對預試結果、幼兒反應及家長意見修正遊戲內容，

再請國內從事幼教、心理測驗編製、幼兒數教育領域研究的專家審查遊

戲測驗內容的效度。並依據專家的建議進行修改，接下來依據修改之內

容進行預試，經預試後分析每題項的數量對二至三歲的幼兒是否合宜，

再做適當的調整，如「第一個」改為「這個或那個」，也依幼兒對各題的

難易程度重新編排題目順序，以由淺而深為原則。此外為求標準化，每

次測驗開始的指導語都要求標準化。全部測試題項共計 15 題（參見研究

工具）。 

八. 正式施測 

將預試工具加以修正並經學者專家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及受試者

之特質及適用性做專家效度檢定後，對台中市 10 所公、私立托兒所及托

嬰中心滿二至三歲約 135 名幼兒為對象進行正式資料收集測驗。採一對

一方式個別進行，先商請受試園所借用空的活動室或教室，以場地不受

干擾適合測驗進行為原則，並向受試班級教師接洽最適宜施測時間。施

測過程針對幼兒回答之答案予以紀錄，期能瞭解並發現幼兒的分類能力

與對應能力的發展與表現。 

九. 整理資料 

於資料收集後，以 SPSS for windows14.0 套裝統計軟體，進行統計資

料之登錄與分析。 

十. 撰寫報告 

資料收集及以電腦相關軟體進行統計分析後，開始撰寫研究報告。 

 
 
 
 

- 58 -



第四節 資料整理及分析 

本研究資料收集後，即著手整理資料，以 SPSS for windows14.0 套裝

統計軟體，進行統計資料之登錄與分析，採用方法如下： 

一. 描述統計：預計以人數、百分比、平均數和標準差等呈現幼兒在分類

能力發展與對應能力發展二項測驗中的表現，分析受試者不同性別、

年齡與分類、一對一對應表現在統計上的意義。 

二. 另以kappa值報告各題項的觀察者信度。 

三. 卡方考驗：比較不同年齡的幼兒於分類遊戲與一對一對應遊戲測試通

過人數的差異情形；探討不同性別的幼兒之間有無顯著差異。 

四. 獨立樣本t考驗：比較異質性互補物的靜態對應與同質性相似物的對

應兩組平均數有否顯著差異。 

五. 文字資料分析：將個別施測時，文字記錄的書面資料，整理出表現類

型，歸納分析幼兒表現異同處，做為研究結果的輔助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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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B 名稱：把它們分一分（不同形狀的分類遊戲）。
	146B材料：4塊積木，分為圓形和正方形兩類，一種形狀各有2塊，且顏色均相同（紅色）。如圖2。
	90B（二）幼兒一對一對應遊戲
	1.同質性相似物的對應遊戲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2個物體的相似物一對一對應。
	     材料：無尾熊玩偶（二隻穿背心）共四隻。如圖10。
	     方法：主試者從盛裝無尾熊的盒子裡拿出2隻無尾熊排成一列，
	147B        接著說：「現在換你囉！請你幫每一隻無尾熊，找一個穿背心的無尾熊朋友！」把盛裝無尾熊的盒子給受試者，讓他拿出同樣數目的無尾熊2個。之後，把無尾熊放回盒子。
	     通過標準：依題意對應成功計1分，未依題意對應計0分。（主
	           試者記錄受試者表現）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3個物體的相似物一對一對應。
	     材料：無尾熊玩偶共六隻（三隻穿背心，三隻未穿背心）。
	           如圖11。
	     方法：主試從盒子裡拿出3隻穿背心無尾熊。受試前面排成一列，
	           接著說：「你幫每一隻無尾熊，找一個穿背心的無尾
	           熊朋友！」 把盒子給受試者，讓他拿出同樣數目的無
	           尾熊3隻。之後，把無尾熊都放回盒子內。 
	     通過標準：依題意對應成功計1分，未依題意對應計0分。（主試
	           者記錄受試者表現）
	（3）名稱：七隻小熊找舞伴（同質性相似物的對應遊戲）。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7個物體的相似物一對一對應。
	     材料：小熊玩偶17隻（分別為橘色10隻，綠色7隻）。如圖12。

	148B方法：主試者從盛裝小熊的盒子裡拿出7隻綠色小熊排成一列，接著說：「綠色小熊要找橘色小熊來跳舞哦！請你幫每一隻綠色小熊，找一隻橘色的小熊！和牠ㄧ起跳舞。」把盛裝穿小熊的盒子給受試者，讓他拿出同樣數目的紅色的小熊7個。之後，把小熊放回盒子內。
	149B通過標準：依題意對應成功計1分，未依題意對應計0分。（主試者記錄受試者表現）
	150B（4）名稱：十隻青蛙找新娘（同質性相似物的對應遊戲）。
	151B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10個物體的相似物的一對一對應。
	152B 材料：粉紅青蛙10隻，藍色青蛙10隻。如圖13。
	121B     方法：主試者從盛裝青蛙的盒子裡拿出藍色青蛙10隻排成一列
	         ，接著說：「藍色青蛙是男生，粉紅色青蛙是女生，牠們要
	         結婚，請你幫每一隻藍色青蛙，找一個粉紅色青蛙，當牠的
	         新娘！」把盛裝粉紅色青蛙的盒子給受試者，讓他拿出同樣
	         數目的青蛙10個。之後，把青蛙放回盒子內。
	     通過標準：依題意對應成功計1分，未依題意對應計0分。（主
	         試者紀錄受試者表現）


	2.異質性互補物的對應遊戲
	153B（1）名稱：小綿羊戴鈴鐺（異質性互補物的靜態對應遊戲）。
	154B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異質互補性的靜態一對一對應。
	155B     材料：2隻小綿羊玩偶，3個鈴鐺。如圖14。
	156B方法：把2隻小綿羊玩偶排成一列，把盛裝3個鈴鐺的籃子交給受試者說：「小綿羊要去跳舞，請你給每一隻小綿羊一個鈴鐺，讓牠變漂亮，如果有多出的鈴鐺，請放回籃子中。」
	157B通過標準：全部放對即給分。（主試者記錄受試者表現）
	（2）名稱：小綿羊開汽車（異質性互補物的靜態對應遊戲）。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異質互補性的靜態一對一對應。
	     材料：2隻小綿羊玩偶，3輛模型汽車。如圖15。
	     方法：主試從拿出2隻小綿羊玩偶排成一列，把3輛模型汽車交
	           給受試者說：「小熊現在要出去玩囉！每隻小熊開一部車
	          ，請你把車子排在小綿羊前對對看，如果有多出的車子，
	           請放回籃子中。」
	     通過標準：全部放對即給分。（主試者記錄受試者表現）
	（3）名稱：小汽車要回家（異質性互補物的靜態對應遊戲）。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異質互補性的靜態一對一對應。
	     材料：12輛模型小汽車，厚紙板上畫的停車位9個。如圖16。
	     方法：主試者拿出厚紙板上做成的停車位，把盛裝12輛模型小
	           汽車的籃子交給受試者說：「請你給每一輛小汽車找一個。
	           停車位，看看車位夠不夠，如果有多出的小汽車請放回籃

	158B      子中。
	159B通過標準：全部放對即給分。（主試者記錄受試者表現）
	（4）名稱：小老鼠Jerry來作客（異質性互補物的靜態對應遊戲）。
	     目標：瞭解幼兒能否做異質互補性的靜態一對一對應。
	     材料：12隻小老鼠Jerry，14個圓圈。如圖17。
	     方法：主試從拿出12隻小老鼠Jerry排成一 列，把盛裝圓圈的盒子
	          ，交給受試者說：「小老鼠餓了，請你給每隻老鼠一個甜甜



	一. 53B研究工具的信效度
	91B（二）信度

	第三節  實施程序
	一. 54B擬定方向
	二. 55B準備階段
	三. 56B蒐集資料閱讀相關文獻
	四. 57B改編研究工具
	五. 58B確認研究對象
	六. 59B預試及修改研究工具
	七. 60B進行專家效度檢核
	八. 61B正式施測
	九. 62B整理資料
	十. 63B撰寫報告

	7B第四節 資料整理及分析
	一. 64B16B描述統計：預計以人數、百分比、平均數和標準差等呈現幼兒在分類能力發展與對應能力發展二項測驗中的表現，分析受試者不同性別、年齡與分類、一對一對應表現在統計上的意義。
	二. 65B另以kappa值報告各題項的觀察者信度。
	三. 66B卡方考驗：比較不同年齡的幼兒於分類遊戲與一對一對應遊戲測試通過人數的差異情形；探討不同性別的幼兒之間有無顯著差異。
	四. 67B獨立樣本t考驗：比較異質性互補物的靜態對應與同質性相似物的對應兩組平均數有否顯著差異。
	五. 68B文字資料分析：將個別施測時，文字記錄的書面資料，整理出表現類型，歸納分析幼兒表現異同處，做為研究結果的輔助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