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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父母參與親子數學活動之情形，並探討不同背景的父母參與

親子數學活動現況與評定幼兒邏輯—數學智能之差異情形，以及二者間相關程度。

本研究以「幼兒基本資料」、「幼兒親子數學活動調查問卷」與「幼兒邏輯數學智

能量表(教師觀察表)」為研究工具，以桃竹苗地區公私立幼兒園之大班幼兒父母

與其教師為研究對象，共發出問卷 155 份，有效問卷 141 份，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91%；並以敘述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積差相關進行統計分析。主要

研究發現：(1)親子數學活動情況偏向「有時做」。(2)幼兒父母對於親子數學活動

有正向的感受及評價。(3)教師評定幼兒邏輯數學智能表現，偏向「常常做到」，

屬於中上。(4)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與邏輯數學智能表現

有顯著差異 

，高社經地位優於低社經地位。(5)「親子數學活動」與「親子數學活動看法(正向)」

達到極顯著性的正相關。本研究依據研究發現，提出建議以供現場教師、幼兒父

母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親子數學活動、邏輯—數學智能、父母參與、家庭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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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mathematic activities with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s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The research instrument was a questionnaire, entitled “parent-children 

mathematic activities” and” young children’s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implicated by preschool children’s parents and teachers .The total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141.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indicated 

as followings:1. In the status of parent-child mathematical activity, score was got 

between “Sometimes do” and “usually do” two levels. 2. Parents have positive 

viewpoint and feelings for parent-child mathematical activity.3.In the status of young 

children’s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score was got between “Sometimes do” 

and “usually do” two levels. 4. According to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we know that 

the state of the parent-child mathematical activity and the young children’s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were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child 

mathematical activity and Parents’ viewpoint and feelings for parent-child 

mathematical activity. 

Key Words: parental mathematic activities,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parental involvem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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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數學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基礎和工具，數學亦是教育中一門重要的基礎課程，

是每個人應具備的知識；幼兒數學啟蒙教育使幼兒能正確地認識周圍的世界，而

幼兒數學啟蒙教育能為日後學習數學奠定有利的基礎(林嘉綏、李丹玲，1999)；

且學前數學教育也是發展幼兒好奇心、探究精神和自信心，促使幼兒對數學活動

產生濃厚的興趣以及培養學習數學良好的習慣過程(曹雅玲，2004)。 

    環境對幼兒發展的影響中，最直接且最重要的影響即是家庭的環境，如父母

的互動、對幼兒的關心、照顧、教育、學習等(劉佩榕，2003)。幼兒各階段的領

域學習，父母比教師更能影響幼兒的學習成效，同時也對幼兒在數學能力發展上，

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力(Miller & Knabe, 1998)，而幼兒的數學思考始於幼兒早期的

非正式數學，再高深的學問都須由穩固的基礎紮根起，而學前幼兒的非正式數學

概念奠基於早年的家庭生活中，如幼兒的簡易唱數、計數、加減等，都是家庭給

予幼兒的早期數學教育(Ginsburg & Baroody, 2000)。家庭是孩子重要的學習場域，

因此，父母若能在學齡前階段就開始重視孩子的數學教育，利用有趣的遊戲、材

料讓孩子學習數學，並帶領他將數學融入生活經驗及其他活動中，相信必能激發

孩子的數學學習興趣，也可奠定孩子的數學概念，進而提昇日後的數學表現；但

父母是否真能重視孩子的生活化數學學習，且善用這些資源進行親子數學活動，

或是僅提供幼兒教材教具讓他自行摸索學習則需深入探究。 

    奠定幼兒數學能力基礎，是讓幼兒能由非正式的數學觀念發展到正式數學領

域，讓幼兒在生活中按部就班，建立良好數學概念，而數學能力概念並非在正式

教導習得，是藉由家長互動、透過模仿成人、電視節目、同儕互動等方式，幼兒

自行建構而來的能力；易言之，當幼兒生活中遇到真實、具體的一些數、量、形

的問題，只要是幼兒自己發現的問題，最能被幼兒所理解，較易解決的非正式數

學能力(杜雪淇，2010；曹雅玲，2004)。因此，發展幼兒的各類數概念，是發展

其數字概念或邏輯推理能力，乃發展邏輯—數學智能(Jensen, 1998)。相關研究指

出：不同家庭學習環境、親子互動方式的幼兒在數學表現有顯著差異，亦對對幼

兒未來的數學能力具有預測的能力(李淑娟，2008；蔡馨儀，2008)。可見家庭學

習環境與父母在孩子學習數學的過程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因此本研究試著探

究不同背景的幼兒家長參與親子數學活動情形與幼兒邏輯—數學智能之間的關聯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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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綜合上述，本研究主要目的探討幼兒園大班幼兒的父母對參與親子數學活動

的看法與其幼兒邏輯—數學智能之差異情形，並探討親子數學活動與其幼兒邏

輯—數學智能二者間相關程度。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有下列三項： 

(一) 不同背景(幼兒性別、幼兒家中排序、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月收入)的幼兒園

父母對參與親子數學活動之現況與看法差異情形為何? 

(二) 不同背景(幼兒性別、幼兒家中排序、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月收入)的幼兒邏

輯—數學智能情形為何? 

(三) 幼兒園父母參與親子數學活動與其幼兒邏輯—數學智能之各構面是否有顯

著相關? 

三、 名詞釋義 

(一) 親子數學活動 

    本研究之「親子數學活動」是指幼兒父母與幼兒在日常生活中，共同進行關

於數學之非正式或結構性的學習活動。非正式學習活動為幼兒在自發式學習過程

中，成人掌握機會給予引導，共同進行之活動；結構式學習活動則為成人與幼兒

在特定的時間，進行預先設計好的課程及活動（陳彥廷、柳嘉玲、陳英娥譯，2006）。 

(二) 邏輯數學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係指善於看出周遭環境不相關事件的形式、次序和關係的能力，

以及從事一連串邏輯推理的能力，並能有效地運用數字、推理及對抽象關係的使

用與了解(郭俊賢、陳淑惠譯，2000)。本研究之「邏輯數學智能」是指幼兒教師

在「幼兒邏輯數學智能量表(教師觀察表)」之評定結果。 

 

貳、 文獻分析 

一、 親子數學活動之意涵 

    何謂親子數學活動?曾瓊瑩(2011)綜合國內外相關研究，歸納整理為四大面向：

(1)就參與者：強調由父母和孩子共同進行，是一項親子間互動的活動。在互動過

程中一起成長，一起享受其中的樂趣；(2)就學習材料：日常生活中所見的各種人、

事、物皆是親子數學活動的學習材料，特別是在活動過程中利用生活具體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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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如珠子、鈕扣、錢幣、玩具等，藉由操作及觀察加以學習，並解決數學問

題；(3)就學習內容：任何與生活真實情境有關聯性的內容皆可延伸做為活動進行，

但應以孩子的生活經驗為主，使孩子能具體操作數學概念的活動並更加深刻體會；

(4)就情意層面：在於父母和孩子活動時，雙方皆感到歡樂。對孩子來說，這是一

項活動或遊戲，父母與孩子共同學數學時，心情是愉悅放鬆的。 

    實施親子數學活動對親子雙方皆有所助益，若是父母自然地將數學教導融入

生活之中，不僅孩子的學習會較有成效，孩子的數學能力也會有較佳的表現(鍾志

從、許肅梅，2006；Anderson,1998)；並透過父母與孩子進行親子數學活動的過程，

親子雙方可以享受共處及學習的樂趣，進而增進親子間的關係(李美玲，1998；陳

瓊森，1995；鄧家駿，2006)；孩子亦能透過這些親子數學活動，培養數學的學習

興趣與能力(林嘉綏、李丹玲，1999；陳秋虹，2008；周淑惠，1996)。 

綜合上述，家庭密切地影響幼兒的生活與學習，父母在幼兒生活經驗中的引

導更是重要，同時也對幼兒在數學能力發展上，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力。因此，本

研究期待透過探討幼兒父母對參與親子數學活動的看法、感受，瞭解家庭背景因

素、家庭環境及親子互動現況等，對幼兒的數學能力發展之影響。 

二、 邏輯—數學智能之涵義 

    邏輯—數學智能（logic/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指的是能夠有效運用數字

和邏輯作為思考工具、確認重要問題並加以解決的能力、執行數學操作能力、科

學探究問題的能力。包括確認抽象的型態、歸納推理、演繹推理、辨別關係和連

結、表現複雜的計算、科學推理等。數學家、稅務人員、會計、統計學家、科學

家、電腦軟體研發人員等是此種智能的代表人物。他們特別喜愛數學或科學類的

課程，擅長提出假設並執行實驗以尋求答案，喜歡尋找事物的規律及邏輯順序，

容易接受可被測量、比較、歸類、分析的事物(Gardner, 1993, 1995, 1999；引自陳

家凌，頁 15)。 

    Ceci 與 Roazzi(1994)認為個體之邏輯一數學智能包含以下成分：(1)對事物的

來龍去脈，喜歡提出許多問題；(2)解答算術問題時，心算迅速；(3)喜歡上數學課；

(4)對電腦數學遊戲深感興趣；(5)喜愛下棋或玩策略性遊戲；(6)愛玩邏輯猜謎或令

人思索的遊戲；(7)愛將事物歸類、分級；(8)從事實驗時，運用較高層次的思考；

(9)思考比同儕較為抽象或呈現概念層次；(10)頗具因果關係意識；(11)具有其他邏

輯－數學智能的長處。因此，若能強化幼兒邏輯—數學智能的學習，有助其未來

在數學領域，成為優秀之研究或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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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親子數學活動與幼兒邏輯—數學智能之相關研究 

    幼兒數學學習的領域中，家庭背景因素、環境及親子互動情形等，皆可能對

幼兒的數學能力發展有所影響。不同家庭學習環境、親子互動方式的幼兒在數學

表現有顯著差異，亦對對幼兒未來的數學能力具有預測的能力(李淑娟，2008；蔡

馨儀，2008)。Skwarchuk（2009）探究父母的學習經驗及參與家庭數學活動對幼

兒數學表現的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父母認為大多數的數學活動都是非常重要

且必要的，但最能提昇幼兒數學能力的內容為數概念活動，而父母個人若具有較

正向的數學學習經驗，則孩子的數概念能力也較佳，此外，幼兒進行複雜性數學

學習活動若較為頻繁，如：加法、減法、比較、迷宮等，相對具有較佳的數概念。

父母親的教育程度亦會影響其提供親子數活動類型，當父母親教育程度越高時，

就愈常提供非正式的親子數學活動；當父母親教育程度愈低時，在家庭生活中，

就愈少提供非正式的親子數學活動(Stipek, Milburn, Clements & Daniels,1992)。在

幼兒性別方面，父母參與在女童的數學活動中多於參與男童的數學活動，同時相

較於女童母親，男童母親較常為孩子購買數學玩具(Jacobs & Bleeker,2004)。在家

庭之社經地位方面，鍾志從、許肅梅(2006)的研究結果指出：家庭收入越高的家

庭中，父母親較能提供孩子豐富的數學資源，讓孩子可以自發的去探索各種不同

的數學能力；而在家庭收入越低的家庭中，父母親則較少提供家庭的數學環境資

源和各種教導數學的行為；家庭中所具有的玩具遊戲及閱讀物會影響幼兒數學能

力的表現；在親子數活動中採用「直接式的數教導」方式對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

助益最大。曾瓊瑩(2011)的研究結果亦發現: 親子數學活動情形會因「家庭社經地

位」、「家庭經濟收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鄭博真（2006）探討學前幼兒多元智能發展與相關因素，由幼兒園教師評估

任教班級幼兒的多元智能，發現幼兒的八項智能表現在中上，其中以語文智能最

為優勢，邏輯數學智能最為弱勢，而影響幼兒多元智能發展的主要因素是年齡、

就學經驗和性別。謝佳蓁（1999）的研究結果發現:城市地區幼兒在邏輯—數學智

能及語文—語言智能優於市郊地區幼兒。 

    國內外的相關研究，雖能對幼兒的家庭數學經驗有所瞭解，但無法得知父母

對於參與親子數學活動的看法、感受，如收入較低的家庭可能受限於經濟條件，

無法提供幼兒豐富且多元的學習資源，親子數學活動的現況是否會因此造成差異？

而幼兒邏輯—數學智能是否也有所差異？職是之故，本研究欲深入了解不同背景

變項下之幼兒園父母對參與親子數學活動的看法及評定幼兒邏輯—數學智能之差



南亞學報   第三十六期 

 

父母參與親子數學活動與其幼兒邏輯數學智能之相關研究 

375 

異情形，且深入探究幼兒園父母參與親子數學活動與幼兒邏輯—數學智能二者間

相關程度情形。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與步驟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家長對參與親子數學活動看法、現況與其幼兒邏輯數學

智能之關係，並比較不同背景下之差異，以及二者間之關聯性。本研究以量化研

究方式，進行問卷調查，並依據研究動機、目的與問題，以及相關文獻分析探討，

設計本研究架構圖，如圖1： 

 

 

圖 1 家長參與親子數學活動與幼兒邏輯-數學智能之相關研究架構圖 

 

    研究架構中其背景變項包含「幼兒性別」、「幼兒家中排序」、「家庭社經地

位」、「家庭月收入」，研究者並將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看法與感受分為「親子

數學活動現況」、「親子數學活動正向看法」與「親子數學活動負向看法」三個

項度；以及「幼兒邏輯—數學智能」，分別作為量表題項之設計。本研究依據研

究架構，提出以下假設： 

H1：不同背景的幼兒父母參與親子數學活動現況與看法之差異情形。 

H2：不同背景的幼兒邏輯—數學智能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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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父母參與親子數學活動現況、看法與其幼兒邏輯—數學智能之各構面有顯著

相關。 

    本研究在確定主題之後，即著手蒐集親子數學活動與邏輯—數學智能相關文

獻資料。過程中除蒐集文獻外，並向專家、職場教師請益，以利修改、編製問卷

之內容。 

二、 研究對象 

(一) 研究樣本選取 

    本研究正式問卷研究對象為 103 學年度就讀於台灣桃竹苗地區(桃園縣、新竹

縣市、苗栗縣)私立幼兒園所之 5-6 歲大班幼兒父母，受限研究參與者填答問卷的

意願，採取非概率取樣之便利取樣，及以不同區域(都會型與非都會型)及該縣市

幼兒總人數為選取準則，儘可能符應母群體特徵。共選取五所私立幼兒園，幼兒

園中 5-6 歲幼兒之父母，亦即大班幼兒父母皆為本研究之樣本。 

(二) 問卷發放與回收 

    研究者事前聯絡各幼兒園，徵求幼兒園同意協助本研究的進行，並請各幼兒

園老師協助發放問卷，讓幼兒帶回家給家長填寫後，由研究者親自至幼兒園所取

回或由幼兒園寄回。共發出問卷 155 份，回收 155 份，剔除填答不完整及填答者

之問卷，共計有效問卷為 141 份，無效問卷 14 份，有效回收率為 91%，如表 1。 

表 1 問卷調查樣本回收率統計 

縣市 發出問卷 有效問卷 有效率(%) 

桃園市 65 62 95 

新竹縣市 60 52 87 

苗栗縣 30 27 90 

合計 155 141 91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幼兒基本資料」、「幼兒親子數學活動調查問卷」與「幼

兒邏輯數學智能量表(教師觀察表)」，問卷內容與分析敘述如下： 

(一) 幼兒基本資料 

    幼兒基本資料表為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所編製，內容包括「幼兒性別」、「幼

兒在家中排序」、「父親教育程度」、「母親教育程度」、「父親職業」、「母親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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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每月平均總收入」。 

    本研究之家庭社經地位，主要根據幼兒家長的教育程度與職業類別為依據，

換算成社經地位指數，再進行分級。根據美國何林夏（A. B. Hoollingshead）而修

改設計之「兩因素的社會地位指數」，將「職業等級指數乘以 7，加教育程度乘以

4，所得和數作為社會地位指標，再據之區分為五等級」。分數算法以職業等級指

數乘以 7，教育程度等級指數乘以 4，兩者相加所得之和即為社經地位指數。社經

地位指數最高分為 55 分，最低分為 11 分，指數越高表示家庭社經地位越高，依

家庭地位指數可再將社經地位分為低、中、高三個等級，分數介於 11~29 為低社

經地位，分數介於 30~40 為中社經地位，分數介於 41~55 為高社經地位（引自

林生傳，2005）。本研究以幼兒父親與母親中得分指數較高之一方代表本研究之家

庭社經地位。以下說明教育程度等級與職業等級的劃分： 

1.父母教育程度等級： 

第 I 級：得有碩士、博士學位者。 

第 II 級：大學校院畢業、技術學院畢業，獲學士學位者。 

第 III 級：大學肄業、專科畢業者。 

第 IV 級：高中、職畢業者。 

第 V 級：國中畢業者及其他。 

2.父母職業類別分為五等級： 

第 I 級：高級專業及行政人員。 

第 II 級：專業與中級行政人員。 

第 III 級：半專業、一般性公務人員。 

第 IV 級：技術性工人。 

第 V 級：半技術及非技術性工人。 

(二) 幼兒親子數學活動調查問卷 

1. 親子數學活動現況調查表 

    本研究使用曾瓊瑩(2010)所修訂之「親子數學活動現況調查表」，藉由此親子

數學活動現況調查表，可蒐集親子間進行數學活動之情形，包括幼兒數學學習內

容與頻率，與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一「瞭解幼兒與父母進行親子數學活動之現況」

相符，故本研究採用此調查表，藉以瞭解幼兒親子數學活動之情形。「親子數學活

動調查表」共有十五個題目，如：「我教孩子數具體的事物，如糖果、豆子」、「我

會教孩子數數 12345…」，填答選項分別為「從未做」、「很少做」、「有時做」、「時

常做」、「每天做」等五個，計分分別為 1-5，得分高者表示親子數學活動頻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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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90。 

2. 幼兒家長對實施親子數學活動之看法 

    本研究使用曾瓊瑩(2010)所編製之「幼兒家長對親子數學活動之看法與感受」，

共有十個題目，如：「我覺得孩子和我一起進行數學活動時是快樂的」，填答選項

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目的在於瞭解

父母對於實施親子數學活動是否持有正向或負向評價及感受，及其在實施過程中

所面臨之困難。正向看法題項依據填答選項「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

「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給 1-5 分，平均數值越高表示對親子數學活動較持

正向態度；負向看法與感受題項依據填答選項「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

「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給 5-1 分，平均數值越高表示對親子數學活動所持之

負向評價與感受較低。 

(三) 幼兒邏輯數學智能量表(教師觀察表) 

    本研究使用何惠君(2005)所編製之「多元智能觀察表(邏輯數學智能)－教師部

分」，共有十二個題目，如：「我覺得孩子和我一起進行數學活動時是快樂的」，觀

察表填答勾選項以「每次皆做到」、「常常做到」、「很少做到」、「完全做不到」表

示，「每次皆做到」得 4 分、「常常做到」得 3 分、「很少做到」得 2 分、「完全

做不到」得 1 分。 

四、 資料處理 

   本研究於問卷回收後，將有效問卷逐一編碼輸入電腦登錄，以「SPSS19.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理，並作結果分析。使用資料分析方法包括：

敘述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薛費檢定法及積差相關，說明如下： 

(一) 敘述統計 

針對幼兒基本資料、研究問題「幼兒與父母進行親子數學活動之情形為何？」、「父

母對實施親子數學活動之看法與感受為何？」「幼兒邏輯數學數智能之情形為

何？」，本研究以敘述統計處理，對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及標準差進行分析，

藉以瞭解幼兒家庭背景變項分佈情形，以及分析親子數學活動現況。 

(二) t 檢定 

    針對研究問題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現況」、「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看法」與

「邏輯數學智能現況」是否因幼兒性別而有所差異？因此使用 t 檢定進行考驗，

以瞭解實際之差異情形。 

(三)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薛費檢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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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研究問題「親子數學活動之現況」、「親子數學活動之看法」與「幼兒邏

輯數學智能之現況」是否會因為幼兒家中排序、家庭社經地位及家庭平均月收入

而有所差異？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考驗，分析不同家庭背景變項在親子數

學活動現況、實施看法與幼兒邏輯數學智能現況之差異情形，若達顯著，再進行

薛費檢定法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實際差異情形。 

(四) 積差相關法 

    針對研究問題「親子數學活動之現況」、「親子數學活動之看法」與「幼兒邏

輯數學智能之現況」是否有顯著相關，使用積差相關分析進行考驗。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幼兒背景資料分析 

    由表 2 可知，在「性別」這個背景變項中，共有「男生」與「女生」兩個組

別，「男生」的人數有 79 人，佔所有受試者的 56%；「女生」的人數有 62 人，佔

所有受試者的 44%。由此可知，在「性別」這個變項中，兩組的受試者人數相當

的接近。 

    由表 2 可知，在「幼兒家中排序」這個背景變項中，共有「老大」、「老二」

與「老三」三個組別，「老大」的人數有 81 人，佔所有受試者的 57%；「老二」

的人數有 51 人，佔所有受試者的 36%；「老三」的人數有 9 人，佔所有受試者的

6%。由此可知，在「幼兒家中排序」這個變項中，排序「老大」的幼兒佔最多；

排序「老三」的幼兒佔最少。 

    由表 2 可知，在「家庭社經地位」這個背景變項中，共有「高」、「中」與「低」

三個組別，「高社經地位」的人數有 84 人，佔所有受試者的 60%；「中社經地位」

的人數有 32 人，佔所有受試者的 23%；「低社經地位」的人數有 25 人，佔所有

受試者的 18%。由此可知，在「家庭社經地位」這個變項中，「高社經地位」的

幼兒佔最多；「低社經地位」的幼兒佔最少。 

    由表 2 可知，在「家庭收入」這個背景變項中，共有「5(含)萬元以下」、「5

萬-8 萬」與「8(含)萬元以上」三個組別，家庭月收入「5(含)萬元以下」的人數有

23 人，佔所有受試者的 16%；家庭月收入「5 萬-8 萬」的人數有 46 人，佔所有

受試者的 33%；家庭月收入「8(含)萬元以上」的人數有 72 人，佔所有受試者的

51%。由此可知，在「家庭收入」這個變項中，家庭月收入「8(含)萬元以上」的

幼兒佔最多；家庭月收入「5(含)萬元以下」的幼兒佔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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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幼兒背景變項之分配情形(N=141) 

基本資料 類別 次數 百分比(%) 

幼兒性別 男 79 56 

女 62 44 

幼兒家中排序 老大 81 57.4 

老二 51 36.2 

老三 9 6.4 

父親教育程度 國中（含）以下 5 3.5 

高中職 21 14.9 

專科 26 18.4 

大學 46 32.6 

研究所（含）以上 43 30.5 

母親教育程度 國中（含）以下 4 2.8 

高中職 22 15.6 

專科 34 24.1 

大學 63 44.7 

研究所（含）以上 18 12.8 

父親職業 半技術、非技術性工人及無業 14 9.9 

技術性工人 14 9.9 

半專業人員、一般性公務人員 28 19.9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63 44.7 

高級專業人員及行政人員 22 15.6 

母親職業 半技術、非技術性工人及無業 41 29.1 

技術性工人 12 8.5 

半專業人員、一般性公務人員 36 25.5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42 29.8 

高級專業人員及行政人員 10 7.1 

家庭收入 5(含)萬元以下 23 16.3 

5 萬-8 萬 46 32.6 

8(含)萬元以上 72 51.1 

社經地位 低 25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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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類別 次數 百分比(%) 

中 32 22.7 

高 84 59.6 

 

二、 幼兒親子數學活動之現況 

   針對 141 份樣本所進行的幼兒親子數學活動調查，發現親子間共同進行數學

活動的頻率偏低，亦即父母在幼兒的生活中，給予數學學習方面的陪伴及引導仍

較為不足，落在「有時做」的等第上。問卷第一部分「親子數學活動調查表」以

15 題題目來瞭解幼兒親子數學活動的情形，分數越高表示幼兒親子數學活動頻率

越高，此數值以五點量表的計分標準是介於「有時做」與「時常做」兩個等第之

間，偏向「有時做」，表示本研究受試家庭進行親子數學活動的頻率是為中等的頻

率，受試父母有時會與幼兒進行親子數學活動。關於幼兒親子數學活動情形各題

項之調查結果，參見表 3。 

    在幼兒親子數學活動的 15 題題目中，其中「我告訴孩子我很在乎他」（M=4.09）

的平均數高於 4 分的結果，此數值以五點量表的計分標準皆是偏向「時常做」。

表示受試父母常對幼兒表達父母對子女的關愛與重視。其次為「我會教孩子數數

12345…。」（M=3.87），此數值以五點量表的計分標準稍偏向「時常做」，顯示出

受試父母時常教導幼兒數數。而平均數最低者為「我讓孩子幫我量米量水」

（M=2.10），此數值以五點量表的計分標準是偏向「很少做」，所以受試父母較少

在日常生活中讓孩子幫忙量米量水。 

    整體而言，受試父母最常與幼兒進行的數學活動為教導孩子數數 12345…，

他們也常教導孩子數具體的事物（如：糖果、豆子），表示家長對於幼兒數學學習

內容中的「數與量」概念較具重視，教導孩子唱數、計數，進而認識數字等，這

也反應數概念的學習易落實在幼兒的生活中。在問卷中所列出的所有活動裡，父

母最少與孩子進行的為讓孩子幫忙量米量水，及教孩子認識數學符號，顯示出受

試父母較少以「測量」方式讓孩子學習「數與量」概念。 

 

表 3 幼兒親子數學活動情形之分析表(N=141)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我會跟孩子一起唸唱有關數的兒歌(如：星期一猴子穿新衣…) 3.08 0.80 

我在家時，有一個固定的時間與孩子一起探索有關數的活動。 3.02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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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跟孩子一起玩找尋數的遊戲(如：在招牌、玩具盒、建築物

上)。 

2.96 0.78 

看電視時，我會跟孩子談論節目中出現有關數或數字的問題。 3.02 0.91 

我會花時間跟孩子談他在數學上的新發現或新的興趣。 3.15 0.85 

我會帶孩子到戶外去探索，討論哪些事物是相同的，哪些事物

是不同的。 

3.36 0.77 

我的孩子可以看見我數數或使用數。 3.29 0.91 

當我與孩子對話時，我會使用“上下、左右、前後”有關位置的

字眼。 

3.82 0.82 

我會教孩子數數 12345…。 3.87 0.74 

我會教孩子認識形狀(如：正方形、圓形、三角形)。 3.65 0.75 

我教孩子認識數學符號(如：=，+，-)。 2.87 0.99 

我讓孩子幫我量米量水。 2.10 0.97 

我告訴孩子我很在乎他。 4.09 0.87 

我教孩子數具體的事物(如：糖果、豆子)。 3.70 0.92 

我跟孩子玩和數有關的遊戲(如：撲克牌、跳棋等)。 2.95 0.97 

 

三、 幼兒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之看法與感受 

     本研究調查幼兒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的看法與感受，結果顯示受試父母對

親子數學活動持正向看法及具有正向感受，大多認為與幼兒一起進行數學活動是

有趣且快樂的，亦能夠增進親子關係與培養幼兒的數學學習興趣。問卷第二部分

「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的看法與感受」共有 10 題，其中以前 5 題來探討幼兒父母

對親子數學活動的正向看法與感受，平均數值越高表示對親子數學活動較持正向

態度，此數值以五點量表的計分標準是介於「普通」與「同意」兩個等第之間，

偏向「同意」，顯示受試父母同意親子數學活動在親子關係及孩子數學能力等各方

面的助益；後 5 題為負向看法與感受，平均數值越高表示對親子數學活動所持之

負向評價與感受較低，此數值以五點量表的計分標準是介於「普通」與「不同意」

兩個等第之間，偏向「不同意」，表示受試父母不認為進行親子數學活動會破壞雙

方的和諧氣氛及增加孩子對數學的負面感受。關於受試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看法

與感受各題項之調查結果，參見表 4。 

    在正向看法與感受題目中，「我覺得和孩子一起進行數學活動是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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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06）、「我認為和孩子一起進行數學活動可以增進親子關係。」（M=4.18）、

「我認為和孩子一起進行數學活動可培養幼兒的數學學習興趣。」（M=4.23）及

「我認為和孩子一起進行數學活動對孩子的數學能力有幫助。」（M=4.29）皆得

出平均數值高於 4 分的結果。顯示出家長贊同進行親子數學活動對幼兒數學能力

的提升及興趣的培養有幫助，亦能增進親子間的關係。 

    在負向看法與感受題目中，平均值較高者為「我認為和孩子一起進行數學活

動會增加孩子的學習壓力/負荷。」（M=2.70），表示受試父母對此負向評價及感受

較高。平均值最低者是「我認為和孩子一起進行數學活動反而讓孩子不喜歡數學。」

（M=2.07）。造成上述差異的原因，可能是父母與幼兒在進行數學活動的過程中，

持續保持良好關係與互動，幼兒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若遇到阻礙，無法理解父母

所傳達的數學概念，此時父母在肢體動作及語言表情會有所轉變，無形中帶給幼

兒壓力，這些壓力來自於父母對幼兒的數學成就表現期待，但幼兒的學習過程應

是循序漸進且輕鬆歡樂的。 

表 4 幼兒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看法之分析表(N=141) 

向度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正 

向 

看 

法 

我覺得和孩子一起進行數學活動是有趣的。 4.06 0.64 

我和孩子一起進行數學活動時感到很快樂。 3.95 0.70 

我認為和孩子一起進行數學活動可以增進親子關係。 4.18 0.71 

我認為和孩子一起進行數學活動可培養幼兒的數學學習興趣。 4.23 0.68 

我認為和孩子一起進行數學活動對孩子的數學能力有幫助。 4.29 0.66 

負 

向 

看 

法 

我認為和孩子一起進行數學活動會增加孩子的學習壓力/負荷。 2.70 1.00 

我認為和孩子一起進行數學活動會增加我們的衝突，製造緊張氣氛。 2.33 0.85 

我認為和孩子一起進行數學活動反而讓孩子對數學產生恐懼感。 2.20 0.72 

我認為和孩子一起進行數學活動反而讓孩子不喜歡數學。 2.07 0.68 

我不會也不知道該如何引導孩子進行數學活動。 2.58 0.99 

 

四、 幼兒邏輯數學智能之現況 

    針對 141 份樣本所進行的教師觀察幼兒邏輯數學智能表現現況調查，發現幼

兒邏輯數學智能表現，落在「常常做到」的等第上，分數越高表示幼兒邏輯數學

智能表現越佳，此數值以五點量表的計分標準是介於「常常做到」與「每次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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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兩個等第之間，偏向「常常做到」，表示本研究幼兒的邏輯數學智能表現屬於

中上，關於幼兒邏輯數學智能表現情形各題項之調查結果，參見表 5。 

   在幼兒邏輯數學智能的 12 題題目中，其中「小朋友能從物體外觀辨認出簡單

幾何圖形」（M=3.72）與「小朋友能描繪或仿畫簡單平面圖形」平均數最高，此

數值以四點量表的計分標準皆是偏向「每次皆做到」。表示受試幼兒在「簡單幾何

圖形」的能力表現上較佳。 

 

表 5 教師評定幼兒邏輯數學智能情形之分析表(N=141)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小朋友能進行數數，辨別數字(大班 1-100) 3.62 0.72 

2.小朋友能運用數，表達多少、大小、長短等 3.70 0.57 

3.小朋友能說出常用時間用語，點鐘及日期 3.30 0.87 

4.小朋友能使用測量工具測量物體 3.27 1.04 

5.小朋友能從物體外觀辨認出簡單幾何圖形 3.72 0.50 

6.小朋友能描繪或仿畫簡單平面圖形 3.72 0.54 

7.小朋友能說出前後、左右、上下、遠近的相關概念 3.64 0.56 

8.小朋友能將物體正確分類、配對 3.70 0.54 

9.小朋友能依照物體屬性，漸次做排列 3.45 0.81 

10.能依事件的邏輯規則進行排列 3.44 0.83 

11.能正確排列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 3.55 0.72 

12.能運用不同的策略解決問題 3.25 0.75 

 

五、 不同背景變項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之差異分析 

以幼兒性別、家中排序、家庭社經地位與家庭平均月收入為自變項，幼兒親

子數學活動情形為依變項，以 t 檢定或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考驗，以瞭

解實際之差異情形。 

(一) 不同性別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之差異分析 

    由表 6 可知，在 t 檢定統計考驗上，不同性別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

量表的得分無顯著差異，也就是親子數學活動發生的頻率不因性別不同而有所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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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性別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量表」之獨立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變項 男生 

(n=79) 

女生 

(n=62) 

t 值 p 值 95%CI η2 1-β 

M SD M SD LL UL 

親子數學活動量表 49.24 9.00 48.51 8.08 4.96 .621 -2.16 3.61   

註:df=139 

(二) 不同家庭排序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之差異分析 

    由表 7、表 8 可知，在 F 檢定統計考驗上，不同家庭排序的幼兒在「親子數

學活動情形」量表的得分無顯著差異，也就是親子數學活動發生的頻率不因家中

排序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7 不同家中排序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量表」之人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老大 81 48.89 8.91 

老二 51 48.88 8.28 

老三 9 49.44 8.32 

表 8 不同家中排序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量表」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2.63 2 1.31 0.18  

組內 10317.52 138 74.77   

總和 10320.14 140    

 

(三)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之差異分析 

    由表 9、表 10 可知，在 F 檢定統計考驗上，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幼兒在「親

子數學活動情形」量表的得分有顯著差異，F(2,138)=3.78，P<.05，也就是親子數

學活動發生的頻率因家庭社經地位高低不同而有所差異；高社經地位的得分

(M=50.38)顯著高於低社經地位的得分(M=45.32)，換言之，高社經地位家庭比低

社經地位家庭的親子數學活動頻率高。此研究結果與曾瓊瑩(2011)的研究發現一

致。 

表 9  不同社經地位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量表」之人數、平均數與標準

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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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社經 25 45.32 8.44 

中社經 32 47.90 6.19 

高社經 84 50.38 9.10 

 

 

表 10 不同社經地位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量表」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536.17 2 268.09 3.78* 高社經>低社經 

組內 9783.97 138 70.90   

總和 10320.14 140    

*P<.05 

 

(四) 不同家庭平均月收入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之差異分析 

    由表 11、表 12 可知，在 F 檢定統計考驗上，不同家庭月平均收入的幼兒在

「親子數學活動情形」量表的得分無顯著差異，也就是親子數學活動發生的頻率

不因家庭月平均收入不同而有所差異。此研究結果與曾瓊瑩(2011)的研究發現一

致。 

表 11 不同家庭收入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量表」之人數、平均數與標準

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5(含)萬元以下 23 48.30 8.48 

5 萬-8 萬 46 49.15 6.94 

8(含)萬元以上 72 48.97 9.61 

 

表 12 不同家庭收入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量表」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11.39 2 5.70 .08  

組內 10308.75 138 74.70   

總和 10320.14 140    

 

六、 不同背景變項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看法之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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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幼兒性別、家中排序、家庭社經地位與家庭平均月收入為自變項，幼兒父

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看法為依變項，以 t檢定或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考驗，

以瞭解實際之差異情形。 

(一) 不同性別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看法之差異分析 

    由表 13 可知，在 t 檢定統計考驗上，不同性別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看

法」量表的得分無顯著差異，也就是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的看法不因幼兒性別不

同而有所差異。 

表 13 不同性別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看法」量表之獨立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變項 男生 

(n=79) 

女生 

(n=62) 

t 值 p 值 95%CI η2 1-β 

M SD M SD LL UL 

親子數學活

動看法(正向) 
21.01 2.82 20.31 3.18 1.40 .165 -.295 1.71 

  

親子數學活

動看法(負向) 
11.70 3.45 12.11 3.40 -.72 .475 -1.57 .733 

  

註:df=139 

(二) 不同家庭排序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看法之差異分析 

    由表 14、表 15 可知，在 F 檢定統計考驗上，不同家中排序的幼兒在「親子

數學活動正向看法」量表的得分無顯著差異，也就是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的正向

看法不因幼兒在家中排序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14 不同家中排序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正向看法」量表之人數、平均數與

標準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老大 81 20.80 2.74 

老二 51 20.84 3.19 

老三 9 19.00 3.84 

 

表 15 不同家中排序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正向看法」量表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27.91 2 13.95 1.59  

組內 1227.59 138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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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 1255.49 140    

    由表 16、表 17 可知，在 F 檢定統計考驗上，不同家中排序的幼兒在「親子

數學活動負向看法」量表的得分無顯著差異，也就是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的負向

看法不因幼兒在家中排序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16 不同家中排序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負向看法」量表之人數、平均數與

標準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老大 81 12.01 3.10 

老二 51 11.53 4.07 

老三 9 12.67 1.80 

 

表 17 不同家中排序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負向看法」量表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13.26 2 6.63 .56  

組內 1625.70 138 11.78   

總和 1639.00 140    

 

(三)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看法之差異分析 

     由表 18、表 19 可知，在 F 檢定統計考驗上，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幼兒在「親

子數學活動正向看法」量表的得分無顯著差異，也就是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的正

向看法不因家庭社經地位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18 不同社經地位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正向看法量表」之人數、平均數與

標準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低社經 25 19.64 3.52 

中社經 32 20.63 2.54 

高社經 84 21.04 2.94 

 

表 19 不同社經地位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正向看法量表」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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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間 38.42 2 19.21 2.18  

組內 1217.07 138 8.82   

總和 1255.49 140    

 

由表 20、表 21 可知，在 F 檢定統計考驗上，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幼兒在「親

子數學活動負向看法」量表的得分無顯著差異，也就是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的負

向看法不因家庭社經地位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20 不同社經地位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負向看法量表」之人數、平均數與

標準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低社經 25 12.72 3.57 

中社經 32 11.56 3.19 

高社經 84 11.75 3.46 

 

表 21 不同社經地位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負向看法量表」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22.29 2 11.14 .951  

組內 1616.67 138 11.72   

總和 1638.95 140    

 

(四) 不同家庭平均月收入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看法之差異分析 

    由表 22、表 23 可知，在 F 檢定統計考驗上，不同家庭月平均收入的幼兒在

「親子數學活動正向看法」量表的得分無顯著差異，就是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的

正向看法不因家庭月平均收入不同而有所差異。 

    由表 24、表 25 可知，在 F 檢定統計考驗上，不同家庭月平均收入的幼兒在

「親子數學活動負向看法」量表的得分無顯著差異，就是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的

負向看法不因家庭月平均收入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22 不同家庭收入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正向看法量表」之人數、平均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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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5(含)萬元以下 23 20.91 3.26 

5 萬-8 萬 46 21.07 2.78 

8(含)萬元以上 72 20.40 3.05 

表 23 不同家庭收入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正向看法量表」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13.54 2 6.77 .75  

組內 1241.95 138 9.00   

總和 1255.49 140    

 

表 24 不同家庭收入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負向看法量表」之人數、平均數與

標準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5(含)萬元以下 23 12.04 2.98 

5 萬-8 萬 46 11.54 3.46 

8(含)萬元以上 72 12.04 3.55 

 

表 25 不同家庭收入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負向看法量表」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7.71 2 3.85 .33  

組內 1631.25 138 11.82   

總和 1638.95 140    

 

 

七、 不同背景變項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表現之差異分析 

   以幼兒性別、家中排序、家庭社經地位與家庭平均月收入為自變項，幼兒邏輯

數學智能表現為依變項，以 t 檢定或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考驗，以瞭解



南亞學報   第三十六期 

 

父母參與親子數學活動與其幼兒邏輯數學智能之相關研究 

391 

實際之差異情形。 

(一) 不同性別的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表現之差異分析 

由表 26 可知，在 t 檢定統計考驗上，不同性別的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量表

的得分無顯著差異，也就是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的表現不因幼兒性別不同而有所

差異。 

 

 

 

表 26 不同性別的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量表」之獨立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變項 男生 

(n=79) 

女生 

(n=62) 

t 值 p 值 95%CI η2 1-β 

M SD M SD LL UL 

邏輯數學智能量表 42.33 6.40 42.39 7.27 -.050 .960 -2.34 2.22   

註:df=139 

(二) 不同家庭排序的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表現之差異分析 

    由表 27、表 28 可知，在 F 檢定統計考驗上，不同家中排序的幼兒在「邏輯

數學智能」量表的得分無顯著差異，也就是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的表現不因幼兒

在家中排序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27 不同家中排序的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量表」之人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老大 81 42.70 6.30 

老二 51 41.69 7.35 

老三 9 43.00 7.92 

 

表 28 不同家中排序的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量表」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36.40 2 18.20 .40  

組內 6379.87 138 46.23   

總和 6416.27 140    

 

(三)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表現之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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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9、表 30 可知，在 F 檢定統計考驗上，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幼兒在「邏

輯數學智能」量表的得分有顯著差異，F(2,138)=6.26，p<.01，也就是幼兒在邏輯

數學智能的表現因家庭社經地位高低不同而有所差異；高社經地位的得分

(M=43.58)顯著高於低社經地位的得分(M=38.32)，換言之，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幼

兒在邏輯數學智能的表現優於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幼兒。 

 

 

表 29 不同社經地位的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量表」之人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低社經 25 38.32 8.11 

中社經 32 42.28 6.40 

高社經 84 43.58 6.05 

 

表 30 不同社經地位的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量表」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533.94 2 266.97 6.26** 高社經>低社經 

組內 5882.33 138 42.63   

總和 6416.27 140    

**p<.01 

 

(四) 不同家庭平均月收入的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表現之差異分析 

    由表 31、表 32 可知，在 F 檢定統計考驗上，不同家庭月平均收入的幼兒在

「邏輯數學智能」量表的得分有顯著差異，F(2,138)=3.80，p<.05，也就是幼兒在

邏輯數學智能的表現因家庭月平均收入高低不同而有所差異；家庭月平均收入

「8(含)萬元以上」的得分(M=43.56)顯著高於家庭月平均收入「5(含)萬元以下」

的得分(M=39.22)，換言之，家庭月平均收入高的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的表現優於

家庭月平均收入低的幼兒。 

表 31 不同家庭收入的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量表」之人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5(含)萬元以下 23 39.22 7.76 

5 萬-8 萬 46 42.04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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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含)萬元以上 72 43.56 5.68 

 

表 32 不同家庭收入的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量表」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334.67 2 167.33 3.80* 8(含)萬元以上>5(含)萬元以

下 

組內 6081.60 138 44.07   

總和 6416.27 140    

*P<.05 

 

八、父母參與親子數學活動、與其看法、及幼兒邏輯數學智能之相關

情形 

    由表 33 可知，「親子數學活動」與「親子數學活動看法(正向)」達到極顯著

性的正相關，積差相關為 γ(139)=.487，p<.001；「親子數學活動」與「親子數學

活動看法(負向)」達到極顯著性的負相關，積差相關為 γ(139)=-.338，p<.001；「親

子數學活動看法(正向)」與「親子數學活動看法(負向)」達到極顯著性的負相關，

積差相關為 γ(139)=-.452，P<.001。而「親子數學活動」、「親子數學活動看法(正

負向)」與「邏輯數學智能」彼此間皆無顯著性的相關。 

表 33 積差相關分析表 

 1 2 3 4 

1.親子數學活動 -    

2.親子數學活動看法(正向) .487*** -   

3.親子數學活動看法(負向) -.338*** -.452*** -  

4.邏輯數學智能 .282 .007 -.053 - 

平均數 48.92 20.70 11.88 42.35 

標準差 8.59 2.99 3.42 6.77 

註:N=14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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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依據研究結果進行歸納與總結，共分成三個部份，第一部份敘述幼兒親子

數學活動現況、看法與幼兒邏輯數學智能表現情形；第二部份敘述不同背景變

項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現況、與其父母的看法與幼兒邏輯數學智能表現之差異

情形；最後，敘述親子數學活動現況、幼兒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看法與幼兒邏

輯數學智能表現之關聯性分析，整理如下： 

(一)幼兒親子數學活動現況、看法與幼兒邏輯數學智能表現情形 

    研究結果顯示，親子數學活動情況是介於「有時做」與「時常做」兩個之

間，偏向「有時做」，其中受試父母最常與幼兒進行的數學活動為「我會教孩子

數數 12345…」，且父母時常對孩子表達情感，告訴孩子自己很在乎他。而最少

進行的則是「我讓孩子幫我量米量水」。 

    幼兒父母對於親子數學活動有正向的感受及評價；且對於親子數學活動有

負向的感受及評價，介於「不同意」與「普同」兩個之間，偏向「不同意」，整

體而言，幼兒父母對於親子數學活動有正向的感受，且給予正面的評價。 

    教師評定幼兒邏輯數學智能表現，介於「常常做到」與「每次皆做到」兩

個等第之間，偏向「常常做到」，表示本研究幼兒的邏輯數學智能表現屬於中上。 

(二)不同背景變項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現況、與其父母的看法與幼兒邏輯數學

智能表現之差異情形 

1. 不同性別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看法與邏輯數學智能表現無顯著

差異。 

2. 不同家中排序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看法與邏輯數學智能表現無

顯著差異。 

3.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幼兒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與邏輯數學智能表現有

顯著差異，高社經地位優於低社經地位；而在親子數學活動的看法無顯

著差異。 

4. 不同家庭月平均收入的幼兒在邏輯數學智能表現有顯著差異，月平均收

入高的家庭優於月平均收入低的家庭；而在親子數學活動情形與看法無

顯著差異。 

(三)親子數學活動現況、幼兒父母對親子數學活動看法與幼兒邏輯數學智能表

現之相關分析 

   「親子數學活動」與「親子數學活動看法(正向)」達到極顯著性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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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數學活動」、「親子數學活動看法(正向)」分別與「親子數學活動看法(負

向)」達到極顯著性的負相關，而「親子數學活動」、「親子數學活動看法(正負

向)」與「邏輯數學智能」彼此間皆無顯著性的相關。 

二、 建議 

    由研究結果發現：社經地位與家庭月平均收入對家長與孩子進行親子數學

活動的情形影響較大，社經地位越高，則進行親子數學活動的頻率越高，且高

社經地位與高收入家庭的幼兒邏輯數學智能表現較優。另，父母參與親子數學

活動的頻率與其對親子數學活動看法(正向)有高度相關。分別對幼兒園教育工

作者、幼兒家長、以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其內容分述如下。 

(一)對幼兒園所教育工作者之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幼兒園教育工作者應多關切提供低社經地位或低收入家

庭的幼兒學習機會，加強幼兒在數學能力概念，提供數學學習相關輔具，並提

昇幼兒對數學學習的興趣，能在愉快的情緒中以輕鬆、自然、有趣地學習，讓

幼兒真正獲得數學能力，解決數學問題，預防數學學習困難以達到最佳的教育

效果；且需營造多元智能教學和學習氛圍的環境，將學習中心的設計融入教學

中，那麼幼兒在教師的潛移默化當中更能發現自己的優勢智能；並積極加強親

師溝通，提升幼兒數學學習機會與能力。 

(二)對幼兒家長之建議 

    父母若能多蒐集相關教育資訊，對幼兒的學習有所認識，可協助幼兒發展，

各縣市鄉鎮圖書館有許多資源可以運用，也宜積極參與政府或教育相關單位辦

理的研習講座，不僅可以對幼兒的學習有更深入的瞭解，更可透過與學者專家、

學校教師及其他幼兒父母的交流，獲得更多的資訊及成長。而低社經地位或低

收入家庭的家長更要多參與幼兒園之親職活動或相關聯絡事宜，了解幼兒在園

學習情形，並親師合作共同為幼兒學習而努力。 

(三)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僅以桃竹苗地區大班幼兒為研究對象，經由問卷調查之後，進行統

計分析，在推論上有其限制，故建議未來的研究可將取樣範圍擴及全台，期使

能增加推論的範圍及研究結果的正確性。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以問卷調查獲

得研究結果，並未對幼兒父母進行深入訪談，以瞭解親子間實際進行數學活動

之情況，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建議未來研究可增加質性資料之分析，瞭解影響

親子數學活動現況之各種因素。在研究變項方面，建議增加其他研究變項(如:

幼兒數學學習歷程以及相關智能等)探究其他影響因素，是否有更多的數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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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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