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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
習情境之態度調查 

 

 

陳必卿* 

 

摘要 

本文為調查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之態度，對象由隨機抽樣於臺東地區

之家長，並以問卷來了解。資料分析以單因子變異數為主，經雪費進行事後比較。本文

發現：（一）在教學環境及理念中，以「幼兒在校數學學習的興趣比能力來的重要」、「幼

兒就讀園所須提供完備的幼兒數學教育」及「幼兒園教學師資水準，期望教師提供高品

質的數學教學」最為重要；（二）在數學教材內容中，以「懂得時間的概念」、「圖形認識

（正方形、三角形、圓形）」、「數字認識、比大小、基礎運算（加減）」及「基本方位與

空間概念」為其主要；（三）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的態度受「家中幼兒年齡」、

「家中幼兒就讀園所性質」及「家中幼兒手足排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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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家長對幼兒學習的重視程度與過往相比逐漸提升，且在過去與現代時空背景

與環境皆有差異下，其態度亦有改變的可能。此外，不同族群的家長對幼兒數學

學習所重視的焦點及程度也各有特色，因此本研究將透過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

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進行態度調查，以下為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與名詞釋

義，內容說明如下： 

一、研究動機 

臺灣是個多元族群所組而成的國家，在社會及文化的互動上亦交織出形形色

色的內涵。一般來說，所謂的族群是指國家內部有一群人，在他們身上可以客觀

的觀察出一些相同的特色，包含血緣、語言、宗教、文化與生活習慣，最重要的

是他們具主觀且相同的記憶、經驗與歷史（歐正峰，2010）。換言之，臺灣有著

非常豐富的族群，除了漢人、原住民之外，近年來亦有新住民的出現，但就本身

居住於臺灣的原住民來說，他們不管是在教育、學習及發展上，都承襲過去社會

環境及文化脈絡的精隨而發展至今。不過，我們從學齡前教育的角度切入時，會

發現學齡前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礎及根本，其家長對幼兒在教育、養育和學習的

態度上，更有間接影響日後發展的可能性，但現今原住民家長對學齡前教育存有

與過去哪些不同的思維，以及這些思維有何特色，深具探討意義。 

承接上述，我們進一步從幼兒學習環境的角度來看時，會發現過去研究證實

了不同族群乃受時空及環境的影響，使家長逐漸改變提供於幼兒的學習資源和媒

介，且這種改變不僅凸顯了所處情境及脈絡的意義，也反映出當地社會及文化的

生態，可見這種意義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具有不斷流動的特質。另外，過去以原

住民家長對幼兒數學學習的相關研究來看，我們也能發現家長對教育的態度、親

師溝通的差異、讀書環境的缺乏皆對幼兒數學學習有所影響（章勝傑，2003；曹

琇玲，2002；黃森泉，2000），以及多數研究（Baroody, 2000; Clements, Sarama, & 

DiBiase, 2004; Clements & Sarama, 2007; Tudge & Doucet, 2004; Xu & Spel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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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亦指出幼兒數學學習的時間應越快越好，且有逐漸向下延伸的趨勢，表明

了學習情境有影響幼兒數學學習的可能性，且學習情境也扮演左右家長對幼兒進

行相關知能教育的潛在影響因子。 

除上述之外，過去與數學學習情境相關的研究，如 Vanmeirhaeghe（2012）

的研究發現數學素養存於我們日常生活的社會環境當中，且我們無時不刻都在這

個環境內進行數學的學習，例如計算、測試和實驗（Barth et al., 2006; Booth & 

Siegler, 2008; Halberda, Mazzocco, & Feigenson, 2008; Holloway & Ansari, 2009），

這說明了早期數學感覺涵養的重要性。可惜的是，國內外以原住民家長為研究對

象，進行有關幼兒數學學習的相關文獻較少，而過去研究也發現當幼教師對文化

的素養不足，以及社會結構具有影響幼兒學習環境（Pretorius & Naude, 2002；鄭

偉壕、郭李宗文，2009）的重要結果，都再次顯現數學學習與學習情境的關係密

切，且交互作用的互動頻率相當高。 

有鑑於上述脈絡，本研究動機有二：（一）幼兒所屬之社會文化及生活環境

如何經由數學學習的歷程來反映其族群思維，且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在幼兒園中相

關數學學習的考量所持之特色有哪些，值得探討；（二）根據過去研究指出，學

齡前幼兒在數學學習的環境中，可分為正式及非正式的場域，那麼原住民家長對

於正式的學習場域有哪些期待，以及有哪些影響這些期待的因素，仍可進一步探

究分析。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調查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之態度有何

差異，並透過問卷進一步的瞭解。另外，本研究提供幼兒園現場教師和臺東地區

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與影響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亦可使實務現場的

幼教師在幼兒數學課程設計上有其參考的依據。 

（二）研究問題 

1.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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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教學環境及理念上有何觀點？ 

(2)在數學教材的內容上有何觀點？ 

2.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受到哪些背景因素的影響？ 

三、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使用之重要名詞說明如下： 

（一）幼兒數學學習 

Piaget（1952）指出幼兒的數學學習是無人教導，並具有獨立與自發性的發

展特質，且在日常生活環境上，隨處可見數字概念，幼兒透過基本的觀察與模仿

結合各種感官的運用來組織認知並建構有關數學學習的知識（朱家維，2006）。

因此，本研究所指稱的數學學習為幼兒在學校，以及家庭環境皆有出現的數學學

習活動。 

（二）數學學習情境 

Brofenbrenner（2005）認為人類是主動的與被動環境產生互動，且環境為人

類直接或間接所接觸到的場所，其中受到時空的影響對其發展有了不同的覺知，

但社會文化並無消失於互動時的環境與時空背景。因此，本研究所指稱的數學學

習情境為學校正式數學學習的環境。例如，幼兒園中的五個學習區，以及平時課

堂之數學課程。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文獻分別藉由原住民幼兒數學的學習環境、原住民幼兒數學的學習資

源，以及原住民幼兒數學概念的發展三部分進行說明： 

一、原住民幼兒數學的學習環境 

過去有關幼兒數學學習環境的研究發現，幼兒在學校與家庭中的學習經驗產

生落差時，對數學學習有具體的影響性（徐偉民、楊雅竹，2009），以及幼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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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習的動機與家庭系統的支持之間呈現正相關時，幼兒的學習動機會越高，表

示家長的態度越好，家庭系統的支持也越多（譚志遠，2007）的結果，說明了學

習環境不僅對幼兒數學學習有所助益，也能使家長有依循的準則。那麼，我們進

一步從原住民的學習環境來看，如譚昌國（2007）的研究就發現，原住民對家庭

的重視，可從日常生活及聚集型態略知一二，而原住民的生活環境多半提供幼兒

自由的學習氛圍，能了解到原住民家長在這種型態下，所提供幼兒學習的環境具

高度的彈性，且對原住民幼兒來說，在這種自由自在的型態學習也符合了文化脈

絡予以的支持。不過，臺灣的居住環境限於地理位置的影響，間接造成幼兒在學

習上的困難（黃森泉，2000）。例如，戴錦秀與柳賢（2006）的研究就指出環境

與日常生活的學習有關，以及外來因素會逐漸影響原住民幼兒在數學學習方式

（Nsamenang, 1992；高慧蓮、張靜儀、蘇孙萍、徐玉雲，2011）的結果，都凸顯

了原住民幼兒數學學習環境的重要性。另外，相關研究也發現學習環境能反映在

家長的價值觀、教養信念、文化與知識，以及語言結構中，這些都有助幼兒進行

數學的學習（牟中原，1997；陳枝烈，2001；陳必卿、鄒宜庭，2012），以及黃

志賢（2007）的研究指出生活經驗的連結，有利於社區、學校及家庭之間的互動，

對幼兒數學學習的助益頗深。由此可見，原住民家長在提供幼兒進行數學學習的

環境中，有連結所屬生活情境及脈絡的情形，並從這種歷程中藉由具體的語言、

文化及價值觀，來潛移默化幼兒的學習經驗，對幼兒日後的數學表現亦存有推波

助瀾之功效（郭李宗文、吳佩芳，2011；張靜儀等人，2010）。 

二、原住民幼兒數學的學習資源 

我們根據戴錦秀與柳賢（2006）的研究發現，數學與社會的關係密不可分，

且彼此每天進行互動的次數相當頻繁，但與數學學習有關的文化教材教具缺乏，

以及教師對原住民文化的陌生（郭李宗文，2009），將很難有效的提供師生之間

於數學學習上的溝通，對原住民幼兒於數學學習上是為警惕。另外，我們進一步

從其他有關數學學習資源的研究來看時，例如 Barnes 與 Barnes（2005）的研究

也曾指出，數學學習須建立於社會文化與生活經驗之上，並且從這種交互作用下

來連結與互動，這不僅能有助於幼兒數學學習動機的提升，亦有增加幼兒數學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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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學習功效的可能性（Leonard & Dantley, 2005），也就是必須符合日常生活經

驗的內涵，即就地取材來進行數學學習（陳必卿、鄒宜庭，2012）。然而，學習

資源對原住民幼兒的數學學習影響甚深，如林慧敏與黃毅志（2009）的研究也有

發現類似的結果，他們發現資源提供的多寡則與教育程度高低有關，以及幼教師

對數學、科學和在地文化連結的薄弱，亦對幼兒數學學習有很嚴重的影響（徐偉

民、楊雅竹，2009；曹琇玲，2002；詹家怡，2005；蔡文山，2006；譚光鼎、劉

美慧、游美惠，2012），由此不難發現學習資源的運用對原住民在學習上是非常

重要的結果。除了學校可作為數學學習資源的供給處之外，我們亦可從家庭環境

來進行思考，這符合了家庭是幼兒數學學習的基礎及首個環境的概念，也能從中

看出社會文化與家庭環境彼此對於幼兒在數學學習中扮演的角色比重。進一步來

說，根據徐偉民（2004）的研究發現家庭結構、家長教育觀、教養態度，以及學

校與家庭提供的資源，對幼兒數學學習皆佔有相當程度的阻礙及影響力（陳必

卿、鄒宜庭，2012；陳麗如，2005；譚光鼎，2002）；換言之，當學校提供了原

住民家庭不適切於數學學習的資源時，將對幼兒在進行相關知能發展上造成困

難，可見學習資源雖充斥於幼兒數學學習環境中，但其資源是否符合及受用於原

住民家長及幼兒本身，則是我們需要特別且密切注意的關鍵點。 

三、原住民幼兒數學概念的發展 

根據陳枝烈（2001）的研究發現原住民幼兒對學習的理解是藉由觀察與模仿

學習，並透過實際外顯行為的操作來呈現及內化，而不同族群獨具的圖騰特色也

富含了幾何、空間、色彩、方位的概念及意涵，可見這些元素提供了原住民幼兒

許多雙向於數學學習的因子（蔡孟恂，2007）。進一步來說，這些數學學習的因

子可以是學校正式環境的教育而來，也能是家庭非正式場域之涵養下所習得，如

譚光鼎與林明芳（2002）的研究就發現，非正式的學習對原住民幼兒來說，是非

常普遍也司空見慣的活動，且經由這種動態、具體及實驗性的學習強化了有別其

他族群（Soldier, 1997；林恩惠，2012）於數學學習的特質；不僅於此，原住民

幼兒在數學知識的傳遞上也多藉由前輩來執行（陳必卿、鄒宜庭，2012），由此

不難理解原住民在數學學習中，結合了獨有的文化脈絡，使其在家庭、學校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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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這些正式和非正式環境下的數學學習活動與之產生互動及得以實踐，這種結果

也深具所屬族群的獨特性（Rogoff, Paradise, Mejia Arauz, Correa-Chavez,  

Angelillo, 2003）。另外，相關於原住民之生活環境與數學概念的研究，如蔡馨儀

（2008）與張靜儀等人（2010）的研究指出原住民幼兒不具備乘法與倍數概念的

原因是與其社會文化及生活環境提供之脈絡有關，而我們從這個觀點進一步探究

其來由發現，原住民具有運用語言來進行數學學習的特性（Fuson& Kwon, 1992; 

林妙徽、顏瓊芬、李暉，2008）。例如，原住民在幾何圖形的發展上，是從語言

及圖像的交互作用和傳統文化的飾品與圖騰學習而來（戴錦秀、柳賢，2006），

而在距離、長度、測量與度量的學習，也是透過語言述說與生活有關的活動或事

件來建構（陳枝烈，2010），以及對於除法的發展是藉由日常生活經驗作為基礎，

並從抓魚、分配、唱數及數數等具體活動來學習和發展（陳枝烈，2010），由此

不難看見，原住民幼兒的數學學習必須倚賴社會及文化的語言為基礎之下，進而

結合課程，並於生活中的學習環境來操作和實踐，這樣才能促使原住民幼兒數學

概念的發展趨於完整（田耐青，2002；何美瑤，2006；高慧蓮等人，2011；傅麗

玉，2004），也可理解到原住民幼兒數學概念的發展，是根據族群的社會及文化

脈絡而延伸，並從具體活動及物件中進行學習的結果，且這種歷程具有動態與生

生不息持續性的意義特質。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的蒐集與整理後，透過問卷進行調查以瞭解

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之態度差異，以下就研究對象與過

程、研究工具，以及資料分析做描述，內容說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與過程 

本研究透過原住民族委員會，以及臺東縣政府主計處人口統計資料整理出臺

東縣市原住民人口總數，而本研究以臺東市原住民家長為其研究對象。此外，本

研究以隨機抽樣之方式進行，一開始先以電話聯絡的方式聯繫臺東市區內之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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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幼兒園，並詢問其園所長與教師及家長參與本研究之意願，待相關長官與家長

同意過後，將問卷依照園所長及教師給予之人數寄發，且寄發問卷的同時亦一併

寄發教師及家長二種版本之知情同意書。整體來說，本研究正式問卷寄發 500 份，

共回收 472 份，其問卷回收率為 94.4%。然而，經整理並剔除填答不完整、固定

性、未作答之 9 份問卷，得有效問卷為 463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2.6%。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問卷調查表」的形成，乃根據

國內外以幼兒園數學教材教法之教學與實踐，如 Brenneman、Stevenson-Boyd 與

Frede（2009）、Clements 與 Sarama（2009），還有 Piasta、Pelatti 與 Miller（2014），

以及 Trawick-Smith、Swaminathan 與 Liu（2016）等人之研究，並與家長及幼兒

於數學學習相關文獻之結合，如 Yucel（2014）、郭李宗文與吳佩芳（2011）、陳

枝烈（1994）和黃千真（2013）等人之研究編製而成，其問卷內容包含原住民家

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的教學環境及理念，還有數學教材的內容。此外，為豐富本

研究之問卷內容，本研究亦訪談二位原住民家長、二位現場原住民教師、三位碩

士以上相關專業領域人員之意見進行調整與修改，最終形成正式問卷。本問卷的

內容效度以專家效度為基礎，問卷的向度以相關文獻與理論為支持，亦透過原住

民家長和教師，以及相關領域教授於問卷的題項設計、遣詞用字與內容做進一步

的修正。此外，本問卷的建構效度則以預試之資料與結果，藉由因素分析來考驗，

將所得之因素融合於相關文獻並作統整，其三大部分無太多改變。因此，本問卷

的信度以 Cronbach α 係數為基礎，其正式問卷的 Cronbach α 值為.84。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正式問卷依據下列步驟進行處理，以建立問卷資料分類與彙整的一致

性。其中，本研究藉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一、不同背景之臺東地區原住

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中的教學環境及理念。例如，臺東地區的原住民家

長重視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的教學環境及理念哪些部份？以及他們期望幼兒園

能傳遞哪些概念於幼兒的數學學習歷程？二、不同背景之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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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中的數學教材內容。例如，臺東地區的原住民家長認為幼兒

園數學學習情境的數學教材內容哪些是重要的？以及哪些是希望幼兒能在幼兒

園中習得的知識？進一步來說，透過本研究之問卷來瞭解不同背景的原住民家長

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的差異及其影響情形有哪些。此外，當自變項的二組達顯

著差異時，本研究將會透過雪費（scheffe’）來進行事後的比較，以瞭解各組之間

的差異狀況。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來了解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之

態度的差異。因此，以下分別呈現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中的教學環境及理念、數

學教材內容，以及不同背景之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的差異

三部分，內容說明如下： 

一、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的教學環境及理念之差異 

本研究藉由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的教學環境及理念進行

各細項之比較後，發現「幼兒在校數學學習的興趣比能力來的重要」、「幼兒就讀

園所須提供完備的幼兒數學教育」，以及「幼兒園教學師資水準，期望教師提供

高品質的數學教學」最受原住民家長重視，如表 1 所述： 

 

表 1 

原住民家長於教學環境及理念之摘要 

幼兒園數學學習於的 

教學環境及理念 

百分比（%） 

SD M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1. 重視幼兒在校的數學學習是否

運用自然素材（樹枝、石頭等） 
27.4 35.0 29.6 8.0 0.17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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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原住民家長於教學環境及理念之摘要（續） 

幼兒園數學學習於的 

教學環境及理念 

百分比（%） 

SD M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2. 重視幼兒在校的數學學習是否

運用坊間教材（CD、講義等） 

33.0 30.0 33.5 3.5 0.19 2.93 

3. 重視幼兒在校的數學學習是否

有實物的操作（測量、建構等） 

24.2 44.5 26.6 4.8 0.18 2.88 

4. 重視幼兒園教學師資水準，期

望教師提供高品質的數學教學 

40.8 35.4 21.2 2.6 0.21 3.14* 

5. 重視幼兒園的教學環境設備，

用以提高數學教學的品質 

19.2 63.5 7.8 9.5 0.20 2.92 

6. 重視幼兒在校所學的數學能力

是否與同齡幼兒相當 

35.2 38.7 17.9 8.2 0.19 3.01 

7. 重視幼兒在校課程內涵是否具

備充足的數學知識與概念 

32.0 35.0 28.9 4.1 0.19 2.95 

8. 重視幼兒在校的數字學習與概

念為未來數學能力打下基礎 

24.0 40.0 30.0 6.0 0.18 2.82 

9. 重視幼兒在校數學學習的興趣

比能力來的重要 

46.9 37.4 11.0 4.8 0.22 3.26* 

10. 重視幼兒就讀園所提供完備的

幼兒數學教育 

41.9 40.6 14.5 3.0 0.22 3.21* 

 

二、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的數學教材內容之差異 

本研究藉由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的數學教材內容進行各

細項之比較後，發現「懂得時間的概念」、「圖形認識（正方形、三角形、圓形）」、

「數字認識、比大小、基礎運算（加減）」，以及「基本方位與空間概念」最受原

住民家長重視，如表 2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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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原住民家長於數學教材內容之摘要 

幼兒園數學學習於 

數學教材的內容 

百分比（%） 

SD M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1. 數字認識、比大小、基礎運算

（加減）是重要的 

43.6 36.9 15.8 3.7 0.21 3.21* 

2. 圖形認識（正方形、三角形、

圓形）是重要的 

47.3 36.3 12.3 4.1 0.22 3.27* 

3. 分類與類比能力是重要的 38.0 38.2 20.3 3.5 0.20 3.11 

4. 形 式 排 列 能 力 （ ABAB 、

AABBCCAA）是重要的 

28.7 35.0 33.0 3.2 0.18 2.89 

5. 基本方位與空間概念學習是重

要的 

42.8 40.2 10.4 6.7 0.21 3.19* 

6. 容積、體積、溶液概念學習是

重要的 

27.9 33.3 31.3 7.6 0.17 2.81 

7. 速度、速率概念學習是重要的 29.6 32.2 32.8 5.4 0.18 2.86 

8. 測量活動與實驗是重要的 35.0 41.3 17.5 6.3 0.20 3.05 

9. 懂得時間的概念是重要的 51.2 33.9 11.2 3.7 0.23 3.33* 

10. 以數字認識及運算為主，幾何

空間的理解可以等到數字認識

與運算熟悉後再進行教學 

35.9 30.2 28.7 5.2 0.19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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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背景之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的差異 

本研究藉由不同背景之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的差異

進行比較，發現家長之態度受「家中幼兒年齡」、「家中幼兒就讀園所性質」以及

「家中幼兒手足排序」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如表 3 所述： 

 

表 3 

影響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之摘要 

項目 N M SD 

變異數分析 

變異源 SS df MS F 
事後比

較 

性

別 

男 192 60.77 5.04 組間 

組內 

總和 

6.17 

11261.93 

11268.10 

1 

461 

462 

6.17 

24.63 

 

.25  

女 271 60.53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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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影響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之摘要（續） 

項目 N M SD 

變異數分析 

變異源 SS df MS F 
事後比
較 

年
齡 

26-30 91 61.37 4.22 
組間 
組內 
總和 
 

329.4 
10875.7 
11268.10 
 

4 
458 
462 

 

34.81 
20.48 

 
 

.92 
 

 

31-35 137 60.02 5.19  

36-40 121 57.91 5.43  

41-45 61 59.66 4.37  

46-50 53 61.73 5.81  

職
業 

民 意 代
表 

33 59.76 5.25 組間 
組內 
總和 
 
 
 
 
 
 
 
 
 
 
 

259.07 
11009.03 
11268.10 
 
 
 
 
 
 
 
 
 
 
 

4 
458 
462 

 
 
 
 
 
 
 
 
 
 
 

64.77 
24.04 

 
 
 
 
 
 
 
 
 
 
 
 

.92 
 
 
 
 
 
 
 
 
 
 
 

 

專 業 人
員 

24 60.64 5.12 

技 術 員
及 助 理
業人員 

138 61.32 4.74 

事 務 工
作人員 

127 61.22 4.57 

服務工作
人員及售
貨員 

141 59.72 5.22 

教
育
程
度 

研 究 所
畢業 

23 61.44 4.17 組間 
組內 
總和 
 
 
 
 
 
 
 
 
 

15.88 
11114.22 
11268.10 
 
 
 
 
 
 
 
 
 

4 
458 
462 

 
 
 
 
 
 
 
 
 

38.47 
24.27 
 
 
 
 
 
 
 
 
 
 

1.59 
 
 
 
 
 
 
 
 
 

 

大 學 或
技 術 學
院畢業 

97 60.95 5.17 

大 學 肄
業 或 專
科畢業 

176 60.98 4.65 

高 中 職
畢業 

102 60.32 5.30 

國 中 畢
業 或 其
他 

65 59.40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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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影響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之摘要（續） 

項目 N M SD 

變異數分析 

變異源 SS df MS F 
事後

比較 

家

中

子

女

數 

一位 92 60.58 5.13 組間 

組內 

總和 

 

345.99 

10922.11 

11268.10 

 

3 

459 

462 

 

35.33 

13.79 

 

 

1.85 

 
 

二位 179 61.46 4.62 

三位 107 60.57 5.26 

其他 85 59.01 4.61 

家

中

幼

兒

年

齡 

二歲 68 60.03 5.29 

組間 

組內 

總和 

 

300.79 

10967.31 

11268.10 

 

 

4 

458 

462 

 

 

29.54 

11.38 

 

 

 

2.79* 

 

 

四 歲

> 五

歲 ；

四 歲

> 六

歲 

三歲 89 61.24 4.49 

四歲 116 61.61 4.46 

五歲 105 60.40 5.34 

六歲 85 59.41 4.73 

家

中

幼

兒

就

讀

園

所

性

質 

公立幼

兒園 
147 60.85 4.83  

組間 

組內 

總和 

 

 

 

 

 

266.26 

11001.84 

11268.10 

 

 

 

 

3 

459 

462 

 

 

 

 

88.75 

23.97 

 

 

 

 

 

3.70* 

 

 

 

 

私 立

幼 兒

園 >

公 立

幼 兒

園 

私立幼

兒園 
119 61.29 4.75 

公立托

兒所 
101 60.89 5.16 

私立托

兒所 
96 59.19 4.89 

家

中

幼

兒

手

足

排

序 

老大 112 60.51 5.04 

組間 

組內 

總和 

 

 

334.76 

10933.34 

11268.10 

 

 

3 

459 

462 

 

 

111.59 

23.82 

 

 

 

4.69* 

 

 

老 二

> 老

大 ；

老 三

> 老

大 

老二 127 61.47 4.53 

老三 115 61.15 5.06 

其他 109 59.23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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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影響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之摘要（續） 

項目 N M SD 

變異數分析 

變異源 SS df MS F 
事後

比較 

家

中

幼

兒

接

觸

教

育

時

間 

半年以

內 
63 59.95 5.19 組間 

組內 

總和 

 

 

 

 

 

 

 

 

 

 

273.73 

10994.37 

11268.10 

 

 

 

 

 

 

 

 

 

 

4 

458 

462 

 

 

 

 

 

 

 

 

 

 

68.43 

24.01 

 

 

 

 

 

 

 

 

 

 

 

1.74 

 

 

 

 

 

 

 

 

 

 

 

半年以

內到一

年 

26 61.24 4.64  

一年以

上到二

年 

129 61.45 4.64  

二年以

上到三

年 

91 60.37 5.44  

三年以

上 
84 59.45 4.74  

家

中

幼

兒

的

數

學

活

動

年

齡 

尚無 52 59.94 5.31 
組間 

組內 

總和 

 

 

 

 

 

 

 

 

 

 

275.39 

10992.71 

11268.10 

 

 

 

 

 

 

 

 

 

 

6 

456 

462 

 

 

 

 

 

 

 

 

 

 

45.90 

24.11 

 

 

 

 

 

 

 

 

 

 

 

1.90 

 

 

 

 

 

 

 

 

 

 

 

0-1 歲 49 60.51 4.60  

1-2 歲 57 61.56 4.64  

2-3 歲 73 61.15 4.81  

3-4 歲 79 61.49 4.59  

4-5 歲 83 60.27 5.43  

5-6 歲 70 59.37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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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經由上述顯示，不同背景之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中，

在「家中幼兒年齡」與「家中幼兒就讀園所性質」，以及「家中幼兒手足排序」

出現顯著差異，於此本研究進一步透過雪費（scheffe’）之事後比較發現，原住民

幼兒年齡四歲較五歲與六歲顯著，而就讀私立幼兒園者也比公立幼兒園者顯著，

最後手足排序為老二和老三較老大來的顯著。 

四、研究討論 

（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的教學環境及理念 

本研究發現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的教學環境及理念中，呈現出「幼

兒在校數學學習的興趣比能力來的重要」、「幼兒就讀園所須提供完備的幼兒數學

教育」，以及「幼兒園教學師資水準，期望教師提供高品質的數學教學」的結果，

因此基於這些結果，以下結合過去相關研究發現進一步來討論。首先，我們根據

徐偉民和楊雅竹（2009）的研究發現，幼兒在學校與家庭中的學習經驗產生落差

時，對數學學習有具體的影響，以及幼兒數學學習的動機與家庭系統的支持之間

呈現正相關時，幼兒的學習動機會越高，表示家長的態度越好，家庭系統的支持

也越多（譚志遠，2007）的結果，能理解到數學學習的教學理念不只是存於教師

而已，家長的想法也是影響教學理念的關鍵之一。進一步透過本研究發現來說，

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於數學教學的理念上，或多或少隱含著家庭數學學

習脈絡下的元素。例如，家長認為幼兒在校數學學習的興趣比能力來的重要，以

及幼兒就讀園所須提供完備的幼兒數學教育，都凸顯了原住民家長期待幼兒園的

數學教學理念能延續我族部落的情境及脈絡的可能性。由此可見，原住民家長這

些觀點，不僅能連結幼兒從熟悉的活動中進行學習的機會，也可使他們有進一步

從生活環境來實踐的空間。此外，本研究也呼應過去研究發現原住民家長對幼兒

在數學學習的歷程是結合部落具體的活動、傳統文化與象徵物（陳必卿，2015），

以及原住民家長重視家庭、學校和社區在正式與非正式之間的數學學習活動及其

實踐的觀點（Rogoff et al., 2003），還有幼教師對原住民文化的陌生，以及教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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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不足，將對原住民幼兒在數學學習上可能產生阻滯不前的結果（Howard & 

Perry, 2006; 洪思雅，2007；郭李宗文，2009）。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原住民家

長認為幼兒在校數學學習的興趣比能力來的重要，以及幼兒園教學師資水準，期

望教師提供高品質的數學教學是為重要基礎的結果，能看出且了解到原住民家長

對幼兒園之期待心理。例如，他們會期待幼兒園能在幼兒進行數學學習時，提供

更有效的教學環境和符合幼兒學習及發展的相關理念。 

（二）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的數學教材內容 

本研究發現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的數學教材內容中，呈現出「懂得

時間的概念」、「圖形認識（正方形、三角形、圓形）」、「數字認識、比大小、基

礎運算（加減）」，以及「基本方位與空間概念」的結果，因此基於這些結果，以

下結合過去相關研究發現進一步討論。一開始，我們根據 Barnes 與 Barnes（2005）

的研究來看，他們發現數學學習須建立於社會文化與生活經驗之上，並且從這種

交互作用下進一步的連結及互動，一來可有助於幼兒數學學習動機的提升，二來

也能增加幼兒在數學概念學習功效（Leonard & Dantley, 2005）的觀點，與本研究

發現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於數學教材的內容應讓幼兒懂得時間的概

念、圖形認識（正方形、三角形、圓形）、數字認識、比大小、基礎運算（加減），

以及基本方位與空間概念是最重要且基本的結果相互呼應。此外，進一步從本研

究結果來說，亦符合了陳彥廷與柳賢（2004）的研究指出，幼兒園數學學習的數

學教材內容以坊間為主，而幼教師自己設計為輔，且數學課程的編排宜以螺旋式

進行的結果，以及這些課程內容的設計，必須透過日常生活經驗的內涵，即就地

取材來輔以數學學習（陳必卿、鄒宜庭，2012）的思維。換句話說，本研究發現

原住民家長強調幼兒園提供數學教材的內容，是需要符合原住民社會及文化的元

素，如時間、圖形、數字、大小、加減、方位和空間概念的學習，都必須要連結

學校、家庭及社區的學習環境。另外，過去研究也發現，原住民幼兒對數學學習

的理解主要是藉由觀察與模仿而來，並透過實際外顯行為的操作來呈現及內化，

而不同族群獨具的圖騰特色也富含了幾何、空間、色彩、方位的概念及意涵，這

些元素提供了原住民幼兒許多雙向於數學學習的因子（陳枝烈，2001；蔡孟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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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深入來說，原住民族在幾何圖形的發展上，是從語言及圖像的交互作用

和傳統文化的飾品與圖騰學習而來（戴錦秀、柳賢，2006），而在距離、長度、

測量與度量的學習，也是透過語言述說與生活有關的活動或事件來建構（陳枝

烈，2010），對於除法的發展是藉由日常生活經驗作為基礎，並從抓魚、分配、

唱數及數數等具體活動來學習和發展（陳枝烈，2010），由此不難發現原住民家

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於數學教材的內容能否提供適切的學習涵養頗為重視。 

（三）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及其影響 

本研究發現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及其影響中，原住民家長受到

「家中幼兒年齡」、「家中幼兒就讀園所性質」以及「家中幼兒手足排序」的影響

有所改變，因此基於這些結果，以下結合過去相關研究發現進一步討論。根據戴

錦秀與柳賢（2006）的研究指出環境與日常生活的學習有關，以及外來因素會逐

漸影響原住民幼兒數學學習方式（Nsamenang, 1992；高慧蓮等人，2011）的結果，

我們可了解這些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因子確實存在。其中，影響原住民家長對幼兒

園數學學習於學習環境的差異中，本研究發現有三個顯著差異的結果，分別是家

中幼兒年齡、家中幼兒就讀園所性質，以及家中幼兒手足排序。首先，從家中幼

兒年齡進一步分析來看，本研究發現幼兒年齡四歲較五歲及六歲顯著，這與 Saxe

（1985）的研究發現幼兒在四歲之後，就能自動自發的開始運用數概念進行數學

學習（Siegler & Jenkins, 1989），以及許惠欣（1996）透過幼兒年齡比較研究指出，

四歲及五歲幼兒的數學學習能力有其差異的結果相符，皆凸顯了幼兒於四歲左右

時的數學學習是為關鍵，且與學習環境提供的素材及資源亦有關聯。其次，從家

中幼兒就讀園所性質進一步分析來看，本研究發現就讀私立幼兒園的原住民幼

兒，比就讀公立幼兒園的原住民幼兒顯著，這與陳嘉里（2004）的研究發現私立

幼兒園較公立幼兒園重視量、圖形、空間、邏輯與推理，以及蕭蕙雯（2010）的

研究發現幼兒園學習環境中，數學教學實施和立案性質有關的結果相同，但卻與

徐映慈（2008）的研究發現公立幼兒園教師較私立幼兒園教師在數學教學的內容

及方法好的結果有所落差，本研究推測有可能是不同族群家長所重視的焦點不同

所導致。最後，從家中幼兒手足排序進一步分析來看，本研究發現幼兒手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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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老二者較老大和老三者來得顯著，與 Dai 與 Heckman（2013）的研究發現手足

排序在學習環境中對數學學習關係密切的結果相同。進一步來說，手足之間的排

序於學習環境的數學發展有其直接（Brody, Kim, Murry, & Brown, 2003; Maynard, 

2002），以及間接（Whiteman & Buchanan, 2002）的貢獻，不難理解手足排序在

學習環境中對數學發展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另外，根據 Brody 等人（2003）與

Maynard（2002）的研究也發現到手足排序的互動，不僅能增進語言和認知能力

的發展，對於年幼的手足來說，也在這種學習情境下提供了學習的榜樣，這些結

果與本研究發現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於學習環境的差異是受到家中幼

兒手足排序而改變於態度的結果相輔相成。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研究結論，以及研究限制與建議二部分，內

容說明如下：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臺東地區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的教學環境及

理念上，認為「幼兒在校數學學習的興趣比能力來的重要」、「幼兒就讀園所須提

供完備的幼兒數學教育」，以及「幼兒園教學師資水準，期望教師提供高品質的

數學教學」是重要地。另外，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的數學教材內容

上，指出「懂得時間的概念」、「圖形認識（正方形、三角形、圓形）」、「數字認

識、比大小、基礎運算（加減）」，以及「基本方位與空間概念」為基本概念。最

後，在影響原住民家長對幼兒園數學學習情境的背景因素中，受到「家中幼兒年

齡」與「家中幼兒就讀園所性質」，以及「家中幼兒手足排序」三個層面導致其

態度產生變化。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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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因時間、人力及物力之限制，僅以臺東市之原住民家長作為調查的對

象，因此對臺東地區其他鄉鎮市之原住民家長，以及跨縣市之原住民家長與非原

住民家長僅能做初步的分析，較無法比較其結果是否一致。 

（二）研究建議 

本研究與過去文獻希冀帶給原住民家長，以及實務現場的幼教師對幼兒數學

學習有著不同層面的理解，而本研究亦嘗試從原住民家長的觀點著手探討其對幼

兒園數學學習的思維，提供雙方於此達成互信理解的基礎，替幼兒營造並共創有

效的學習環境。因此，未來研究可朝向更廣泛於原住民家長及幼兒於家庭數學學

習，以及其他領域的探討，以提供實務現場幼教師，以及原住民家長有更多具體

鷹架幼兒學習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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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Indigenous Parents’ 

Attitude toward the Mathematical Learning 

Contexts in the Taitung Preschools 

 

 

Bi-Ching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mainly aimed a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arents’ 

attitude toward the mathematical learning contexts in the Taitung preschool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parents’ attitude toward teaching 

environments, teaching concept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eaching materials. 

Parents with children aged from 3 to 6 years old and studying in the preschools were 

selected by random sampling, and the 50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with 92.6% of 

response rate. Besides, the study was analyzed by one-way ANOVA to get realized if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the Taitung indigenous parents would affect their attitude 

toward the mathematical learning contexts and its effective factors. Furthermore, 

differences between analyzing groups were then compared based on Scheffe’ when 

two groups of independence variables got significant. This study found that: (i) in the 

part of parents’ attitude toward the mathematical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teaching 

concepts, most of them thought that ―children’s preference on the mathematical 

learning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ir abilities,‖ ―preschools should provide children 

with well-prepared mathematical education,‖ and ―teachers’ mathematical teach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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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was expected by parents;‖(ii) in the part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y thought 

things below were important, including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clock and 

time,‖ ―recognition of shapes such as square, triangle, and circle,‖ ―basic 

mathematical concept such as recognition of figures, comparison of numbers, and 

calculating,‖ and ―basic spatial concepts;‖(iii) in the part of parents’ attitud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their attitude would be influenced by ―age of the chil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schools the child studying in,‖ ―the siblings ranking of the 

child.‖ 

 

Keywords: mathematical learning of children, indigenous parents, Taitung, 

mathematical learning contexts,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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