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腦數學與老師分享的文章：關於孩子的數學學習 

 動手操作‧操作學習  

全腦幼兒教材研發部 

現在孩子學習數學強調從實際的動手操作中幫助孩子概念的建
立，強調遊戲中學習。長大已經長大成為爸爸媽媽、成為老師的人，
回想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爸媽重視孩子的成績，便不斷地準備許
多的練習本、測驗卷給孩子反覆的書寫、練習，在孩子身上反倒成了
揠苗助長，造成孩子對於數學的恐懼、排斥。現在的爸爸媽媽對於孩
子的學習更加重視，也有越來越多的家長懂得運用正確方法的重要
性。在數學學習上提供幼兒操作教具、讓孩子親自動手操作，成為現
在孩子學習數學的必備條件。然而縱覽各家教材，紛紛強調教具操作，
是否真的有達到操作的真實意義呢？重回幼兒教育理論，學者們是如
何看待幼兒學習中操作的意義呢？ 

在幼兒教育理論中，強調孩子操作的重要學者有福祿貝爾、蒙特
梭利與杜威。 

福祿貝爾設計一整套完整的『恩物』，他也是近代中的幼兒教育學
者中，第一位大力倡導幼兒實物操作的人。福祿貝爾觀察孩子們的遊
戲活動中發現，在孩子的身上，天生俱有活動的『衝動』，孩子們會不
斷地從自己的周圍尋找物品，來幫助他探索世界，例如：隨手可得的
紙張、小石頭、湯匙等，孩子都很喜歡去拿一些小東西，不斷地把東
西轉來轉去，甚至把他放到嘴巴裡咀嚼等。這個時候，在孩子的腦中，
也正如他的小手一樣的靈活運動著，不斷地在建構對於這個物品的認
識。福祿貝爾觀察孩子，從很小的時候就有『衝動』去瞭解事物內在
的意義，在孩子還很年幼的時候，在他們的內心裡就已經存在有研究
探討的精神。但，若是成人缺乏對於幼兒探究精神與行為的正確認識，
以致去制止孩子發展中的探究行為，甚至給予責備，以致於孩子內在
主動思考與探究的衝動也漸漸地喪失了。 

福祿貝爾為了要滿足孩子天生的發展衝動，啟發幼兒智能，開始
著手設計『恩物』。他設計的恩物對幼兒呈現出各種的形狀、顏色，例
如六種顏色的毛線球體、大小立方體，以及基本的勞作，例如：繪畫、
剪貼、玩沙與黏土。福祿貝爾認為適合幼兒操作、遊戲的物品應該是：
形式單純，卻能夠多樣變化的，各項恩物與遊戲之間是相關連，而非
各自獨立，符合孩子發展的連續性。 

接續在福祿貝爾之後，蒙特梭利同樣依據他直接觀察幼兒，以及
與幼兒相處的經驗，發現動手操作對於幼兒概念發展的重要性。在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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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梭利的理念中，教學是從孩子選擇有興趣的教具開始，依照老師設
計、規劃的適切步驟進行操作，並給予孩子充分的反覆操作時間與經
驗，讓孩子在這過程之中吸收與建構自己的知識。他設計的教具內容
包含感官、數學、語文與文化領域。蒙特梭利設計的工作具有幾項重
要的特色： 

特梭利的理念中，教學是從孩子選擇有興趣的教具開始，依照老師設
計、規劃的適切步驟進行操作，並給予孩子充分的反覆操作時間與經
驗，讓孩子在這過程之中吸收與建構自己的知識。他設計的教具內容
包含感官、數學、語文與文化領域。蒙特梭利設計的工作具有幾項重
要的特色： 

孤立性孤立性：每項教具都有他主要的設計目的，讓幼兒一次操作一種
教具中，專心單獨學習某一概念，也因此蒙特梭利強調孩子在操作教
具也是在幫助孩子培養專注力。 

由具體到抽象：孩子是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真實體會各種概念的真
諦。蒙特梭利設計教具的序列安排是由具體而抽象，例如：對於較小
的孩子或是新學習者，數學教具序列的設計是要先呈現給孩子具體的
數『量』操作、計算，之後才呈現抽象的數『字』符號計算。同樣地，
語文教具序列的設計要提供給孩子們具體的實際物品，之後才教孩子
認識代表物品名稱的抽象符號。 

具控制錯誤的功能：是蒙氏教具的一大特色，幼兒能自動工作而自我
矯正。蒙特梭利除了設計教具之外，對於每一套教具設計操作流程。
教師示範給幼兒看如何正確的操教具，幼兒自然會透過觀察力，比較
和判斷做正確擺放的決定，與錯誤的修正。 

孩子從操作中學習，但蒙特梭利並不將這樣的操作視為一般的遊
戲，遊戲是讓幼兒可以任意用自己想要的方式進行操作，蒙特梭利將
操作這件事視為『工作』，是有規範的、是有紀律的。蒙特梭利所提出
的工作的規範與紀律並不是為了滿足成人管理上的方便，而是要確保
在配合孩子認知發展狀況，進行有意義的操作，並且能夠在不影響他
人，也不被他人影響的狀況之下，順利的操作、專注的學習。蒙特梭
利還更進一步的提出，反覆的操作可以喚起幼兒內心的專注力和自我
建構的能力。對於相同工作的重複操作五次、七次，甚至更多的次數，
孩子專注於學習、滿足於進步。 

杜威對於教育提出『生活即教育』以及『做中學』的主張。在他
的主張中，一方面如同前福路貝爾與蒙特梭利一樣，強調孩子有效的
學習、概念的建立必須從實際的操作而來。另一方面，杜威也提出教
學與生活脫節的不合理之處，因為知識是源自於生活，因此也應該是
在生活的情境中學習知識。教育孩子不應該去記憶符號：2＋3＝5，而
是應該在生活情境中透過真實物品的操作，讓孩子真實理解到：我原
來有 2顆蘋果，老師給我 3 顆蘋果，所以現在數一數我有 1、2、3、4、
5，有 5顆蘋果。杜威提倡教育應與生活結合，為了生活作準備，孩子
是從真實的生活中，運用自己的想像力與內在的學習動機。因此，孩
子在學習數學的同時，除了必須要有真實的操作經驗，實物操作更必
須是以生活經驗為基礎，與生活情境相結合的。讓孩子在與情境相結



合的操作過程中，將自己帶入一個更高的認知領域，同時從操作中練
習真實解決問題的技巧與能力。 

杜威也主張在操作的過程中，教師不應該主導幼兒，孩子除了觀
察與模仿教師的操作方式，教師也應該給予孩子發揮想像力的機會，
在正確的操作模式之下，運用自己的方式進行操作，將自己的想法在
實際操作中驗證，而教師只要提供意見給予孩子們探索與學習的方
向。例如：教師在引導孩子操作 2 顆蘋果加上 3 顆蘋果，一共有 5 顆
蘋果之後。之後的重複操作中，大可不必每次都是由教師來設計題目，
教師也可以詢問孩子還想要拿幾顆蘋果，依照孩子的想法去進行計
算，這樣一共有幾顆蘋果呢？ 

身為教育孩子的重要一員，不論是教師、園所長、家長，在為孩
子選擇教材時，看到各家數學教材都在強調『操作』為自己的特色，
但怎樣的操作才能真的幫助孩子真實建立概念，藉由此篇文章，將我
們對於操作的認識回歸到那些首先提出操作重要性的學者身上，期盼
每一位身為教育孩子的重要一員都對於操作的意義與教材的選擇有更
正確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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