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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蒙特梭利教育對原住民族幼兒數概念的影響，及瞭解蒙特梭利與

單元教學的幼兒在數概念的差異，且進一步瞭解蒙特梭利教師在進行數學教育所

使用的方法與策略。本研究採用立意取樣方式，選取花蓮兩所原住民地區的幼兒

園，三到六歲的原住民族幼兒為研究對象。其中，蒙特梭利教育的幼兒園共有 28
位幼兒；另一所採取單元教學的幼兒園共有 27位幼兒。本研究採量化研究為主，
質性資料分析為輔的方法，運用幼兒數與運算能力測驗為研究工具，進行兩所幼

兒園數概念能力的前、中、後等三波測量，以檢視蒙特梭利數學教育對原住民族

幼兒數概念能力之效果與單元教學幼兒數概念之差異，最後分析觀察紀錄表、幼

兒學習評量表及教師訪談等資料，瞭解蒙特梭利教師進行數學教育所使用的方法

與策略。從資料分析結果顯示，(1) 單元教學幼兒園在前測明顯優於就讀蒙特梭利
的幼兒，且達顯著性，不過中測與後測時，單元教學的幼兒平均數雖仍高於蒙特

梭利幼兒園，但差異已未達到顯著水準，即差距並不大，且顯示蒙特梭利幼兒園

似乎能讓原本落後，較為稚齡幼兒數概念能力之落後情形有效提升。(2) 蒙特梭利
教育之幼兒的順數、序數、數字接龍、相對大小、計數技巧、基數、數量比較、

比較類應用問題、加法題及減法題的分數皆比單元教學之幼兒高。唱數、倒數、

數字接龍、數字比較、改變類應用問題及比較類應用問題則是單元教學優於蒙特

梭利大班幼兒。(3) 蒙特梭利教師進行數學教育的方法和策略有蒙特梭利教育整體
環境的設計與規劃、操作數學教具有更多自我檢視的機會，更增進數學計算能力、

尊重每位幼兒的學習步調，進行一對一個別差異的教學、重複的操作與練習，讓

弱勢幼兒的數學能力更好、人力的搭配與良好的教學策略精進幼兒數學能力。

關鍵詞：原住民族幼兒、數概念能力、蒙特梭利數學教育、單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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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implementing Montessori mathematics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indigenous children’s concept of the number and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ntessori education and unit teaching children’s concept 
of number. Purposive sampling was used to select research participants: indigenous 
children aged 3–6 years who were attending preschools in rural areas of Hualien in 
Eastern Taiwan. One of the sampled preschool primarily implemented Montessori 
education and had 28 children enrolled; the other sampled preschool adopted unit 
approach model and had 27 children enrolled. This study us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s the 
main method an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s the auxiliary method. The Early Informal 
Mathematics Abilities Test as a research tool to perform three wave measurements of 
first, middle and back of two preschools’ concept of number. Finally, analyze the data 
such as the observation record form, the child learning assessment scale and the teacher 
interview to understand th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used by Montessori teacher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show that (1) The unit teaching 
preschool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Montessori children in the front policy, and it is 
significant. However, the average number of children in the unit teaching is still higher 
than Montessori preschool in the mid-test and post-test. However, the difference has not 
reached a significant level, that is, the gap is not big. (2) Children in Montessori education 
have higher scores in order, ordinal, number solitaire, relative size, counting skills, 
cardinal numbers, number comparison, comparative application problems,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problems than those in unit teaching. Singing, countdown, number solitaire, 
number comparison, change application problems and comparative application problems 
are better than Montessori large class children in unit teaching. (3) Montessori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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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nd strategies for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clude the design and planning of 
the overall Montessori education environment, operational mathematics teaching ha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self-examination, enhances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 ability, and 
respects the learning pace of each child, carry out one-to-one different teaching, repeated 
operations and exercises, so that disadvantaged children have better mathematics ability, 
the combination of manpower and good teach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children’s 
mathematics ability.

Keywords: indigenous children, numeracy, Montessori mathematics education, uni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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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多元文化共處的社會中，出身於

不同族群組成家庭的學生一起共學是相當

普遍的現象，而近來許多研究者，皆提出

少數族群學生的學習劣勢是相當鮮明的事

實（Byun & Park, 2012; Rojas-LeBouef & 
Slate, 2011; Rowley & Wright, 2011）。
而相似的研究結果也出現在臺灣，有關於

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族學習落差的比較，

研究發現原住民族的學習劣勢導因於家

庭的低社經地位，與隨之受到影響的是家

庭教育資源貧乏的問題（李佩嬛、黃毅

志，2011；林俊瑩、謝亞恆、陳成宏，
2014）。同樣的原住民族幼兒數學能力表
現的相關議題近來頗受關注，已有研究指

出原住民族幼兒的數學能力普遍會明顯比

非原住民族家庭幼兒的數學能力低落（杜

雪淇、阮淑宜、林珮伃，2011；高昱昕，
2014）。究竟其原因為何？是文化的差
異、宗教信仰、歷史背景，亦或是學習環

境與教學模式的不同？是值得探討的。

有研究指出原住民族學童對於數學

學習，若使用具體與操作的學習，才會

有比較好的成效（林明芳，2000；郭玉
婷，2001）。研究者本身有多年的蒙特
梭利教學經驗，幾經思考，回想當年蒙特

梭利在兒童之家透過觀察 42位 3 ~ 6歲
的幼兒，發現幼兒是透過雙手來幫助其

智慧的成長，也創造了許多操作性的教具

（Standing, 1984），蒙特梭利教育非常
強調數學與感官教育是相連的，且感官

教育是數學教育的基礎，透過感官教育中

的比較與操作，可反覆刺激幼兒的感官功

能，培養幼兒數概念中的數學邏輯思考能

力，而所有的數學教具都是強調具體操作

來學習抽象概念，開啟幼兒學習數學具體

化的開端（Montessori, 1964）。由此可

見，蒙特梭利數學教育的主張與實施，似

乎相當契合原住民族孩子數學學習的特

徵，協助幼兒數學能力有更好的發展。

從前幼稚園課程標準在常識領域提

到數、量、形的學習內容（教育部國民教

育司，1999），而教育部在 2016年公布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簡稱課程大

綱），其中的認知領域有三個學習面向，

其中一個便是「生活環境中的數學」（教

育部，2016），課程大綱進行改變之際，
不變的是，幼兒在數學的學習不管是從前

的常識領域，還是現在的認知領域都是相

當重要的一環。再者，蒙特梭利教育中數

學教育是五大學習領域之一，因此，興起

研究者想瞭解幼兒在數學學習的情形。面

對蒙特梭利教育如此強調幼兒在數學教育

的學習，而目前實施蒙特梭利教學的幼兒

園，是否真能提升幼兒的數概念能力。研

究者身處偏遠的花東地區，也是原住民族

群聚集主要區域，期待在臺灣偏鄉的角

落，找到實現「揚助弱勢」的可能，將基

本知識的種子散播到臺灣各個偏鄉學校，

深化幼兒教育的推廣，擔負著對社會的關

懷與使命。而應用蒙特梭利數學教學教育

於原住民族 3 ~ 6歲幼兒的研究卻是首見，
期待本研究發展適合原住民族幼兒學習數

學的方法，對原住民族幼兒數學能力提升

有所助益。使他們不會輸在起跑點，未來

更可以迎頭趕上反敗為勝。基於上述，本

研究在花蓮地區選定了兩所幼兒園為研究

對象，並以三波的測量檢視蒙特梭利與單

元教學的幼兒園，一方面瞭解蒙特梭利幼

兒在數概念的能力表現，也藉由與單元教

學的原住民族幼兒比較整體數概念能力與

各項數概念能力表現之差異，更進一步瞭

解蒙特梭利教師在進行數學教育所使用

的方法與策略，最後提出可能的現象進行

解釋，以供教學實務者與後續研究者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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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分析蒙特梭利與單元教學之幼兒整體
數概念能力之差異。

二、 探究蒙特梭利與單元教學之幼兒各項
數概念能力之差異。

三、 瞭解蒙特梭利教師進行數學教育所使
用之方法與策略。

貳、文獻探討

本文獻內容針對蒙特梭利數學教育與

相關研究、數概念內容及原住民的數學學

習現況等兩項內容進行介紹。

一、 蒙特梭利數學教育與相關研
究

以下內容針對蒙特梭利數學教育的理

論與內容及蒙特梭利數學教育之相關研究

兩項內容進行介紹。

（一）蒙特梭利數學教育理論與內容

蒙特梭利強調日常生活教育是培養幼

兒生活自理能力的開始，除了養成幼兒自

己動手做之外，小肌肉更能充分的發展，

接下來便能發展出關心別人與環境的能

力，以上這些都是外在能力的學習，最重

要的是激發幼兒內在的秩序感、專注、手

眼協調與獨立的內在本能，而這些內在本

能是正式學習數學的必備條件（熊桂芬，

2002）。Montessori （1914）認為讀、寫、
算是文化學習的基礎，缺少這些就無法進

行文化課程的學習。市丸成人與松本靜子

認為數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含意：1. 作為語
言的數「數詞」，如一、二、三等數的名

稱；2. 作為文字的「數字」，如 1、2、
3或一、二、三等文字；3. 數的本義「數
目」，代表量的數（趙悌行譯，1993）。

蒙特梭利認為數學與感官知能是相連

的，感官教育是數學教育的基礎，萬物中

共同的屬性不外是大小、高低、長短等，

幼兒透過感覺及注意力的集中，才能掌握

抽象的要素與關係，因此透過感官教育中

的大小、形狀、顏色、味道、重量及聲音

等比較與觀察的工作，反覆刺激幼兒的感

官功能，培養幼兒數概念中的邏輯思考能

力。而幼兒透過工作中的分類、配對、集

合、序列、一對一對應與空間認知等邏輯

運思能力，將抽象事物具體化，這才是進

入數概念的先決準備（熊桂芬，2002；
Montessori, 1964）。

根據各文獻整理，蒙特梭利數學教育

的特色如下：1. 以感官為基礎：感官教育
中的大小、形狀、顏色、味覺、嗅覺、觸

覺與聽覺的認識，且透過序列、分類與配

對的方法建構數學思考的模式；2. 由具體
導入：每一項工作都可使用實物來操作；3. 
重視數量、數名與數字三者結合的關係：

不僅重視數量的具體認識，也很重視符號

和語文的建構；4. 採用三階段教學：分為
命名、辨別、發音三階段；5. 採用阿拉伯
數字，並統一字體：世界通用的數字符號，

固定的字形幫助幼兒的學習；6. 重視「0」
的概念；7. 以不同顏色代表不同位數的名
稱；8. 利用訂正板代替教具中錯誤控制的
設計，讓幼兒自己發現錯誤並做修正，無

須教師在旁指示或提示，能建立其自信心

與獨立性；9. 課程自成系統：整體架構完
整從具體到抽象、簡單到複雜，由預備到

綜合、熟練的操作。最後，蒙特梭利數學

教育的內容分為數學前準備、認識基數、

十進位認識、記憶性四則運算和認識分數

等五大內容（陳雯琪，2006；Montessori, 
1964）。

蒙特梭利數學教具開啟幼兒學習數學

具體化的開端（Montessori, 1964），也
驗證皮亞傑的理論，幼兒階段的學習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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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依賴感官，而知識的獲得則需要透過

實物操作來建立內在的數學邏輯知識（張

慧芝譯，2004；魏美惠，1994）。幼兒
多花一點時間在數概念的準備活動上，就

越能在以後的學習上學會理解，而知識的

成長亦透過同化、調適及反省性抽象等歷

程逐漸發展而成（邱文彬，2001；Kamii, 
1982）。

（二）蒙特梭利數學教育的相關研究

有關幼兒階段的研究，文獻指出蒙特

梭利教育對幼兒學習數學頗有助益，根據

許惠欣（1989）的文獻指出蒙特梭利學
校的幼兒比傳統學校的幼兒在 1. 序列、
2. 分類、3. 閱讀與 4. 數學成就等領域的
表現較為優異，1 ~ 3領域都與學習數學
的邏輯思考能力有關；紐西蘭教育審查辦

公室（Education Review Office, 2007）也
指出蒙特梭利的幼兒在算術方面有明顯的

優勢。而 Harris（2007）的研究比較實施
於 3 ~ 5歲傳統蒙特梭利教育及以音樂融
入蒙特梭利教育的學校，其中實施融入音

樂教育不僅顯現對幼兒的數學成績有所影

響，也具有顯著性，且該組幼兒有較高的

數學成績。最後，Lillard （2012）研究
顯示古典式蒙特梭利學校的幼兒在數學

能力優於一般傳統學校與輔以蒙特梭利教

育的學校。在小學以上的研究，Fuson 和
Briars提出當一和二年級的學生利用蒙特
梭利數學的教具時，在多位數字學習是相

當有效的（取自 Daoust, 2004）；Manner
（1999） 檢視蒙特梭利和傳統的學生在
數學能力的差異，發現學生在史丹福成就

測驗（Stanford Achievement Test）是沒
有顯著性的，但是蒙特梭利學生的數學卻

在平均的分數上高於傳統的學生；同時

Dohrman（2003）在公立蒙特梭利學校系
統從幼兒園到五年級的學生進行數學標準

測驗的結果是顯著的且高於其他學校的學

生； 接 著 Lillard 與 Else-Quest（2006）
利用幼兒在幼稚園結束及五年級結束的兩

個時間點進行研究，分析顯示在蒙特梭利

教育模式下兒童在數學能力有較高的成

就。Chisnall 與 Maher（2007）的研究發
現蒙特梭利的學生在數字序列、加法與減

法上有顯著性的高成就。最後，Dohrman
（2003） 比較畢業於 1997 ~ 2001 年的
高中生的學業學習成效，參與蒙特梭利的

團體在數學及科學有相當高的成績，因此

以上研究皆顯示幼兒或小學階段以上的學

生就讀蒙特梭利學校有較高的數學能力成

就。

但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蒙特梭利學校的

幼兒在數學沒有比較好的成就，如 Fero
（1997）在長期的縱貫性的研究發現，一
般傳統教學學校二年級的學生在數學如計

算、概念與應用能力的成就高於蒙特梭利

的學生，但到了五年級以後蒙特梭利的學

生在語言表達與社會研究則顯著高於傳統

教學的學生。同時，蒙特梭利學校的男生

表現不僅優於蒙特梭利學校的女生，也優

於傳統教學的男生與女生。Peng 與 Md-
Yunus（2014）研究臺灣讀過蒙特梭利幼
兒園的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他們的數學

能力與就讀一般幼兒園的差異性，研究顯

示一年級的學生的數學能力是具有顯著性

的，但二及三年級學生則沒有顯著性。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發現，蒙特梭利教

育對學生的數學能力的成效雖然有不一致

的現象，但大部分都顯現有較高的成就，

再者，國內目前只有一篇探究實施蒙特梭

利教育幼兒數學能力的研究（許惠欣，

1989），而國外大量的研究結果顯示蒙特
梭利教育對提升幼兒的數學能力是有助益

的，因此本研究的實施更顯現其學術價值

之意義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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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概念內容與原住民族幼兒

數學學習現況

以下針對數概念內容、幼兒數概念能

力的表現及原住民族幼兒數學學習現況進

行介紹。

（一）數概念內容與幼兒數概念能力的表

現

Piaget（1965）認為數保留能力是邏
輯思考的本質，是數學理解的基礎。而數

與集合源於相同的運作機能，集合的邏輯

包含了整體與部分的關係，數也是如此，

包含部分與整體的關係。而數概念能力所

包含的內容從以下介紹可得知。

幼稚園課程標準提到有關數、量、形

的學習內容包含順數、倒數、零到十的數

字辨識、時間概念、十以內的結合與分解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1999）。簡楚瑛
（1993）認為數概念的內容包含唱數計
數、基數、數列及序數；許惠欣（1996）
則認為數概念包含數算（含唱數、數字接

龍、倒數、跳數、合理性數算）、相對大

小、加減計算與心算、讀寫數字、數字運

算表、直式加減運算及十進位等；Copley 
（2000）認為幼兒階段的數概念內容包含
記誦數詞順序、指認數的形式、一對一對

應、計數、基數原則、部分—整體關係、

添加、拿走、數的比較、數字書寫等內涵；

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在 2000
年提出 Pre-K到 2的數學標準中指出，數
概念包含數的比較與排序、加減、合成與

分解、全組與位值、等量分割等內容；袁

媛（2001）則認為數概念包含數數、數的
保留、基數、數的組成與分解、口述應用

問題、排序、分類等；陳俞君、陳英娥、

陳品華、楊筱明與曹純瓊（2003）將數
能力分為唱數、計數、數字關係的認知、

序數、數的保留、一對一概念、認讀抽象

數字、數的合成與分解及數的運算等九大

類。最後，張麗芬（2015）認為數概念包
含唱數、順數、倒數、跳數、序數、數字

認讀、數字接龍、缺漏數字、數字比較、

相對大小、計數概念、計數技巧、基數、

聽數取物、數量比較、應用問題、加法及

減法計算問題。最後，根據幼兒園教保活

動課程大綱，認知領域中定義數學的內容

包含數量、數數、數字、形狀和空間方位，

且數學應該與生活環境中有關係才會有意

義（教育部，2016）。

綜合以上文獻整理，研究者認為數

概念能力指的是數字系統知識如唱數、順

數、倒數、跳數、序數與數字認讀等內容；

數字關係如數字接龍、闕漏數字、數字比

較、相對大小等；計數如計數概念、計數

技巧、基數、聽數取物及數量比較等；應

用與計算問題等五大內容。針對以上的介

紹瞭解數概念的內容，但在幼兒階段數概

念能力的表現狀況經由文獻的整理內容如

下。

1. 計數

許惠欣（1995）研究發現大班幼兒
有 98.75% 會正確數 10 以內的實物，有
85%會正確數 20以內的實物；陳俞君等
人（2003）則發現大班可計數到 30並知
道其數量；而原住民幼兒有 86.67%大班
可以計數到 30以內（蔡馨儀，2008）；
最後，原住民幼兒的數學能力表現在計數

與基數、數的合成與分解、心算、讀寫數

字等數能力上比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幼兒低

落（高昱昕，2014）。

2. 基數

Baroody與 Ginsburg（1982）研究顯
示有 83% 的幼兒能正確應用基數規則在 
6 ~ 12 個物品的集合體；許雅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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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則指出 96.67% 的幼兒能說出 10 
以內的計數物的總數量。

3. 相對大小

許惠欣（1995）的研究顯示，有 30%
之大班幼兒會用心算數線比較兩組數字誰

比較接近；黃意舒（2003）研究指出大班
幼兒會以知覺來推估比較多少，會用手、

腳、身體或身邊的用品來當作計算的單

位；常婷雲（2005）發現大班的幼兒能以
數量的多少來判斷數字的大小，比較大小

的能力已具備一般國小一年級的水準；蔡

馨儀（2008）的研究結果指出 90%的大
班幼兒可以比較 10 以內的具體物數目。

4. 唱數

袁媛（2001）則發現幼兒可正確數
出 1 ~ 30；陳俞君等人（2003）發現大班
幼兒可以唱到 100的幼兒有 64.3%，能唱
到 50的幼兒有 85.7%，能唱到 30的幼兒
有 96%；許肅梅（2004）研究發現 4 歲
幼兒有 71.7%可以唱數至 30以內，只是
在 20以後會出現不穩定的順序；顏祺儒

（2008）的研究顯示有 97.9% 的幼兒可
唱數超過 20。

5. 倒數

陳俞君等人（2003）發現大班幼兒能
從 10倒數到 1有 89.9%，能倒數 20至 1
的有 42.9%；黃惠禪（2003）發現多數一
年級學童已經具有 20以下倒數的能力；
王國亨（2005）則發現 65%的一年級新
生可以從 20來倒數。

6. 數字接龍

許惠欣（1995）發現大班幼兒有
97.5%會接 29，93.75%會接 49，91.25%
會接 69，93.75 會接 89，85%會接 149，
28.75% 會接 179。陳俞君等人（2003）
則發現有 71.4%的大班幼兒可以會從 13

開始接龍數數，有 60.7% 的幼兒可以從
33開始接龍數數。

7. 數的合成與分解

魏培容、郭李宗文、高志誠與高傳正

（2011）的研究指出，新住民幼兒只有在
數的合成與分解的概念能力上，表現得比

非新住民幼兒弱，其他如計數與基數、比

較大小、心算、數字讀寫等則有中等以上

的數學能力。

8. 序數

陳俞君等人（2003）發現有 75% 的
大班幼兒可以指出第 30及第 23的青蛙、
小狗或草莓；顏祺儒（2008）的研究也
顯示 91.7%的大班幼兒可以找出序數第 1
及第 10的位置。

（二）原住民族幼兒數學學習現況

原住民族學生在學習表現上的落後

現象一直被許多研究所提及，特別數學

成就的落後，郭李宗文（2013）在研究
中探討原住民族小一新生的數學能力，

從幼兒數學能力測驗—第二版（Test of 
Early Mathematics Ability-Second Edition, 
TEMA-2）測驗結果發現原住民族地區的
學童在剛入小學時的數學能力表現多數不

佳。而高昱昕（2014）的研究也顯示新住
民族與非新住民族幼兒的數學能力高於原

住民族幼兒，而非弱勢家庭幼兒的非正式

數學及正式數學能力也優於弱勢家庭（杜

雪淇等人，2011）。
簡淑真（1998）研究中就指出雅美語

言中數字系統複雜及無書寫文字，造成兒

童數學學習困難，同時文化中強調分享、

缺乏貨幣制度且不重視兒童教育，可能造

成兒童學習數學動機與數學學習表現的低

落。蔡馨儀（2008）研究中探討 5歲一般
幼兒與原住民族幼兒數概念表現情形，結

果顯示一般幼兒數概念表現優於原住民族

幼兒，結論也指出家庭學習環境、雙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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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與職業、教師教學時間、幼兒學習

興趣等因素，會使原住民族幼兒數概念的

表現與其他同儕有顯著差異。徐偉民與楊

雅竹（2009）研究中探討影響原住民國小
學生數學學習的因素，並進行兩階段的觀

察、訪談與教學行動，其中家長和教師認

為缺乏練習是原住民數學學習表現不佳的

主因。最後，陳必卿與鄒宜庭（2012）研
究中探討原漢家長於不同社會與文化觀點

下，所產生之幼兒數學學習的差異，結果

發現原漢家長對幼兒數學學習觀點於社會

環境與文化價值有明顯不同，相類似的研

究結果也出現在高昱昕（2014）及魏培容
等人（2011）的文獻中。

但原住民族學生學習落後的原因真如

以上文獻所述嗎？蒙特梭利早在 1907年
的兒童之家中提出：「令幼兒學習數學困

難的原因，並不是數學抽象的問題，而是

大人所提供的方法錯誤所導致。」（吳旭

昌、吳如玉譯，1991）。再者，林明芳
（2000）和郭玉婷（2001）的研究皆指出
原住民學生偏好具體、操作的學習方式，

比較容易提高他們的學習動機。同時鍾佩

娟、歐嬌慧與葉川榮（2008）的研究也發
現，老師使用具體的實例比喻、擬人化、

對話，及生活經驗融入教學的方式，都較

能符合原住民學生的學習特性，讓原本深

奧難懂的抽象概念變得較容易理解。

最後，從以上研究分析原住民幼兒

數學能力低落的原因，除了受到自身文化

傳統、家庭學習環境、雙親教育程度與職

業及數學學習觀點所產生的結果外，更重

要的是教師教學時間與幼兒興趣確實影

響原住民族幼兒數學學習的成效（高昱

昕，2014；陳必卿、鄒宜庭，2012；蔡馨
儀，2008；魏培容等人，2011；簡淑真，
1998）。另一方面，研究結果也發現在教
學上利用實物具體操作方式、融入生活經

驗及反覆練習來進行教學，不僅提升原住

民族兒童學習意願與動機，更能提升數學

學習的成效（林明芳，2000；徐偉民、楊
雅竹，2009；郭玉婷，2001；鍾佩娟等
人，2008）。而蒙特梭利的數學教具的設
計根據具體到抽象及簡單到複雜的原則，

不僅強調以具體實物為主，還要滿足幼兒

反覆練習的慾望，且根據幼兒的年齡、能

力與興趣為幼兒示範合宜的教學內容，

並透過工作時間自由操作來進行數學的

學習，最後融入在地文化與生活經驗來設

計教具（Montessori, 1914, 1964; Standing, 
1984），因此分析蒙特梭利教育與原住民
族兒童的學習特性之間的關係，確實有其

共通性，然而實施後的成效如何，仍有待

本研究的探究與確認。因為蒙特梭利數學

教育採用實際操作教具的方式來學習數

學，相當適合幼兒學習數概念，再加上文

獻指出蒙特梭利教學法對幼兒學數學頗有

助益，因此，本研究選擇以蒙特梭利數學

教育為方法，建立幼兒數概念的能力。目

前蒙特梭利數學教育應用於原住民族幼兒

數概念的研究較少著墨，而本研究運用蒙

特梭利教育於原住民族幼兒數概念能力的

提升，期待能提供有意義的研究與參考價

值，發展適合原住民族幼兒學習數學的方

法，使他們不會輸在起跑點，未來更可以

迎頭趕上，反敗為勝。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採取量化研究為主，質性資

料分析為輔的方式進行研究。藉由幼兒數

概念能力之標準化測驗工具得出實際的現

象，且在一學年進行前、中、後三個時間

的測量，以瞭解原住民族幼兒之數概念能

力表現之差異。再透過質性資料的蒐集，

瞭解蒙特梭利教師在數學教育進行的方

法，主要包括參與觀察課堂的課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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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教師進行半結構訪談，且檢視幼兒學

習評量表等方式進行不同資料間交互檢

驗。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的方式來選擇研究

對象，一則以蒙特梭利教學為主的原住民

族幼兒園不多，安安幼兒園實施蒙梭利教

育已十多年；再則，要選擇與安安幼兒園

社經地位相近的原住民族幼兒園亦不多，

因此選擇在安安幼兒園附近且全園皆為原

住民族的培培幼兒園，兩間幼兒園皆為天

主教附設之私立幼兒園，期許降低幼兒之

間的差異性以增進研究的信效度，研究者

以幼兒園原有的教學方式與內容為主，在

前、中、後期針對幼兒的學習進行施測，

不對任何一間幼兒園實施任何的教學介入

與改變。

（一）蒙特梭利原住民族幼兒園

蒙特梭利原住民族幼兒園位於原住民

的部落中，全園師生皆為太魯閣族，幼兒

園共有兩班，一班為 2 ~ 3歲幼兒，另一
班為 3 ~ 6歲幼兒，故選擇 3 ~ 6歲混齡
班之幼兒進行本研究，其中大班有 14位，
中班有 8位，小班有 10位，男生 21位，
女生 11位，共 32位幼兒，但因資料蒐集
時有 4位幼兒資料不完整，因此實際研究
對象為 28位。本幼兒園實施蒙特梭利教
育以混齡方式進行，並設有日常生活、感

官、數學、語文與文化教育等學習區，幼

兒每天有兩小時的自由工作時間。

教室中有 3位老師，A老師為太魯閣
族，教育大學幼教系畢業未取得教師證，

正在接受蒙特梭利師資培訓課程；B老師
為太魯閣族，科技大學幼保系畢業沒有教

師證，正在接受蒙特梭利師資培訓課程；

C老師為太魯閣族，科技大學幼保系畢業
沒有教師證，持有臺灣本地蒙特梭利師資

培訓機構的初級證書。

（二）單元教學原住民族幼兒園

單元教學原住民族幼兒園位於非原

住民的鄉鎮裡，幼兒含太魯閣族、阿美族

與布農族三種族群，該園共有兩班，一班

為中大混齡班，另一班則為小幼混齡班幼

兒，故選擇中大混齡班，大班 14位及中
班 11位幼兒，小幼混齡班中的小班 7位
幼兒進行本研究，男生 15位，女生 17位，
共有 32位原住民族幼兒，但因資料蒐集
時有 5位幼兒資料不完整，因此實際研究
對象為 27位。本幼兒園以老師為主的單
元教學輔以學習區的方式進行課程，每天

皆有一小時的學習區與 40 ~ 50分鐘的主
題課程，因應家長的需求在下午時間使用

坊間教材，進行大班數字 1 ~ 20及小中班
1 ~ 10的書寫與認識，並讓幼兒帶數學簿
本回家書寫。

參與本研究教師有 3位，兩位為中大
班教師，A老師為漢人，師範專科畢業沒
有教師證；B老師為漢人，高職幼保科畢
業；一位小班教師，C老師為布農族，高
職幼保科畢業。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量化資料的研究工具是

幼兒數與運算能力測驗，質性研究資料則

有觀察紀錄表、教師訪談、幼兒學習評量

等，以下敘述量化與質性資料內容。

（一） 量化資料

本研究取得張麗芬同意，採用張麗芬

（2015）編製的「幼兒數與運算能力測
驗」，該測驗以評量 4 ~ 6歲的幼兒為主，
內容有 1. 數字系統知識：包含唱數、順
數、倒數、跳數、序數、數字認讀；2. 數
字關係：數字接龍、缺漏數字、數字比較、

相對大小等；3. 計數：包含計數概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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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技巧、基數、聽數取物、數量比較等；

4. 應用問題：包含改變類應用問題、合併
類應用問題、比較類應用問題；5. 計算問
題：包含加法題及減法題。測驗內容共五

個分測驗，有 20項作業，而每一項題目
不等，共有 70題。幼兒數與運算能力測
驗具有內容效度與構念效度，在信度方面

則有內部一致性，以 Cronbach’s α係數，
探討測驗之內各題項的同質性，各分測驗

的 α係數在 .575 ~ .830之間。該測驗的
重測信度在 .630 ~ .905之間，因此顯示
測驗中的大部分題目具穩定性（張麗芬，

2015），因此本研究採用該測驗為瞭解幼
兒數概念之研究工具。

本測驗由施測者以說故事方式，逐一

呈現圖片並提出問題，且搭配施測題本及

實物、花片與遊戲方式採個別施測的方式

進行，施測時間約 30分鐘。題目中有 67
個題目以每題達成者得 1分，另有三個題
目如唱數，以幼兒答對率計算，計算分

數從 1 ~ 5分計算；倒數，以幼兒答對率
計算，計算分數從 1 ~ 2分計算；跳數，
以幼兒答對率計算，計算分數從 1 ~ 4分
計算。因此計算研究對象在 20項作業答
對的分數作為每項作業的總分，且因每項

作業的題數不同，可以再將每項作業的總

分除以題數，便可得到各項作業的平均分

數，平均分數越高表示幼兒在該項的數學

能力越好。最後，再依五大分測驗的總分

除以作業數目，便可得到各分測驗的平均

分數，平均分數越高表示幼兒在各分測驗

的數學能力越好（張麗芬，2015）。

（二）質性資料

1. 觀察紀錄表：本研究在蒙特梭利幼兒
園的觀察時間從早上 8時至 12時，在
蒙特梭利工作時間採觀察紀錄表方式

進行觀察。研究者每週進班兩次，詳

實記錄工作時間或學習區操作及文化

課程的內容。

2. 幼兒學習評量表：教師根據每天的工
作觀察紀錄的內容，統整在每個月的

學習評量表上，學習評量表上則包含

日常生活、感官、數學、語文及文化

教育等內容，教師依幼兒各個教育項

目的內容將操作的次數與情形填寫在

該項目中。

3. 教師訪談：資料蒐集時間研究者與蒙
特梭利幼兒園的 3位教師，各進行兩
次的訪談，以瞭解其進行教學後對幼

兒數概念能力的表現。

三、資料分析與處理

本研究資料收集來源中量化的資料是

幼兒數與運算能力測驗，質性的資料則有

觀察紀錄表、幼兒學習評量表及教師訪談

等，透過資料的收集，檢驗與增強資料來

源的證據（黃瑞琴，1991）。

（一）量化資料

本研究將 55位研究對象施以幼兒數
與運算能力測驗，以套裝軟體 SPSS 20.0 
for Windows進行資料分析工作，統計方
法以描述性統計及單因子 T考驗為主進行
幼兒數概念能力的資料分析，分析出各種

研究工具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並將所得原

始分數換算成百分等級以彙整出前、中、

後三次施測後的成績差異。施測時間設計

如下，前測時間為八月底，中測時間為次

年一月，後測則為六月。

（二）質性資料

本研究之質性資料包含觀察紀錄表、

幼兒學習評量表及教師訪談等資料收集，

以瞭解幼兒數概念能力資料之分析。根

據 Crabtree與 Miller（1992）將各家資料
分析整理後分為四類：準統計式（內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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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模版式、編輯式及融入／結晶式

等。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將觀察紀錄表、

幼兒學習評量表及教師訪談等文本資料登

錄後，進行 1. 資料編碼：以整個段落形
式將文本資料命名，名稱來源主要是實境

代碼，其次是原始資料的概念。2. 抽繹主
題：確認該片段資料呈現的主題概念，而

同一資料可能抽繹出二個以上概念。3. 歸
類：抽繹出的主題可歸納成幾個大類別，

後再歸成數個小類別。最後，根據研究目

的為資料分析蒙特梭利教育整體環境的設

計與規劃、操作數學教具有更多自我檢視

的機會，更增進數學計算能力、尊重每

位幼兒的學習步調，進行一對一個別差異

的教學、重複的操作與練習，讓弱勢幼兒

的數學能力更好及人力的搭配與良好的教

學策略精進幼兒數學能力五個大類別的架

構。在信效度方面，本研究同時藉由錄影

機、錄音機、現場筆記及訪談記錄等方式

蒐集資料，且透過詳盡記錄、長時間投入

與有焦點的觀察來提升資料搜集的信度。

其次，透過研究者個人理論敏銳度與對資

料分析過程的嚴謹留意教師的回饋，與現

場成員發展信任關係等提升內在效度。而

外在效度的確保則藉由詳實描述田野工作

資料、研究者個人角色說明、使用多元

資料蒐集方法、重視與研究夥伴互動倫理

等。研究者每次訪談結束，將當日訪談內

容轉譯成文字資料，並在下次進行訪談前

交付給接受訪談的教師，就上次文字記錄

再次確認以防轉譯上的錯誤，增加研究之

效度。最後文件資料之代號編碼如「訪」

代表訪談，編碼格式為（代號—年月日），

如（訪 T21070430）意指：對第二位教師
於 107年 4月 30日所做的訪談（表 1）。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根據本研究目的，將蒙特梭利教育及

單元教學幼兒數概念能力之差異，及蒙特

梭利數學教育進行方法與策略之研究發現

敘述如下。

一、 蒙特梭利與單元教學之幼兒
整體數概念能力之差異

首先，從表 2 發現在三波測量之不
同幼兒園幼兒數概念能力的發展比較，發

現前測時，就讀單元教學幼兒園的幼兒

之發展（M = 48.44, SD = 11.07）明顯優
於就讀蒙特梭利的幼兒（M = 34.14, SD = 
19.02），且前測達顯著性（p < .05）。
兩種不同教學特色的幼兒起始表現的確有

明顯不同，探究原由，其一，單元教學的

幼兒居住接近都市的社區，而蒙特梭利的

幼兒則身處於部落，環境的接觸與所受的

刺激與學習可能是影響的原因。其二，單

元教學在小班便有數學回家功課，所以本

研究對象中大班幼兒有學習數概念 1 ~ 10
的經驗，但相反的蒙特梭利教學的幼兒未

提早接觸，只在工作時間讓幼兒自由選擇

數學區的工作，因此大中班的幼兒在研究

前並不都有接觸數概念的經驗。因此，

本結果也呼應某些研究提到原住民族幼兒

表 1 
資料編碼代號表

資料類別 範例 說明

觀察紀錄表 觀 1061022 106 年 10 月 22 日觀察紀錄表

幼兒學習評量表 評 1070311 107 年 3 月 11 日幼兒學習評量表

訪談 訪 T21070430 107 年 4 月 30 日訪談第二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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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學習成效受到自身文化傳統、家庭學

習環境、教師教學時間與幼兒興趣的影

響 （陳必卿、鄒宜庭，2012；蔡馨儀，
2008；簡淑真，1998）。

再者，單元教學之大、中、小班幼兒

的整體月齡皆大於蒙特梭利教育之幼兒，

且單元教學（24人）之大、中班人數多
於蒙特梭利教育（20人）之幼兒，連小
班都是單元教學（3人）少於蒙特梭利教
學（8人）幼兒的人數，這些皆有可能是
影響前測的結果，但不管如何，單元教學

的幼兒的確在數概念是優於蒙特梭利教

學的幼兒。至於中測與後測分數上，單元

教學幼兒園（M = 55.18/56.70）之幼兒數
概念表現的平均數仍高於蒙特梭利幼兒園

（M = 49.53/49.93），其差異亦達到顯著
水準（p < .05），因此，單元教學的幼兒
在數概念優於蒙特梭利教學的幼兒。

另外，在受試者間的效應比較上，不

同幼兒園之幼兒三波數概念得分上，從前

測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看這兩間幼兒園

是達顯著性（F = 8.44, p < .01，見表 2）。
而整體而言，此三次幼兒數概念表現不同

組別也達顯著差異，中測後顯示蒙特梭利

幼兒數概念發展落後的現象減低許多，因

此，研究結果顯示蒙特梭利教學能有效改

善原本落後的幼兒數概念能力，這也印證

文獻提到教學上利用實物具體操作方式、

融入生活經驗及反覆練習來進行教學，不

僅提升原住民族兒童學習意願與動機，更

能提升數學學習的成效（林明芳，2000；
徐偉民、楊雅竹，2009；郭玉婷，2001；
鍾佩娟等人，2008），說明蒙特梭利教學
提供教具操作與讓幼兒反覆學習的方式是

正確的，也的確適合原住民族幼兒。

由圖 1的幼兒數概念重複量數的折線
圖來看，在沒有考量所有受試幼兒的月齡

時，單元教學幼兒的三波測量，呈現出前

測較低，中測有明顯進步及後測時仍有成

長，但成長趨勢已趨緩的狀態。而同樣的

成長趨勢也出現在蒙特梭利幼兒園。所不

同的是，在數概念的前測表現上，單元教

學的幼兒比蒙特梭利教學之幼兒數概念表

現要來得好，差距也頗大，不過到了中測

時差距變小，在後測時，二者的差距又縮

小了些，這二者在三波測量上皆有成長且

差距被縮小，因此可看出蒙特梭利幼兒園

數概念的成長斜率要比單元教學幼兒園來

得明顯。

接著，研究者進一步納入幼兒的月

齡，瞭解各項數概念與蒙特梭利教育或單

元教學之間的相關性，從表 3 的 Person
相關來看，蒙特梭利教育的幼兒在唱數、

順數、倒數、跳數、序數、數字認讀、數

表 2 
不同教學模式幼兒數概念能力三個時間點之比較

前測 中測 後測

項目 M SD M SD M SD
蒙特梭利教育（N = 28） 34.14 19.02 49.53 20.62 49.93 20.27
單元教學模式（N = 27） 48.44 11.07 55.18 11.30 56.70 11.18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F = 8.44 F = 15.36 F = 14.75

t 檢定 -3.392 -1.254 -1.527
顯著性 .005 .000 .000
重複量數分析 F =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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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接龍、闕漏數字、數字比較、相對大小、

計數概念、聽數取物、合併類應用、比較

類應用、加法題及減法題在中測後相關都

在 .70以上，說明數概念能力與月齡的相
關性，也代表年齡越大幼兒該項數概念能

力越好；但單元教學的幼兒則在中測後只

有跳數、數字比較及減法題三類 Person
相關高於 .70，只有三項數概念能力顯現
出與年齡相關。因此研究結果顯示幼兒園

類型與月齡的相關性，顯示蒙特梭利教育

幼兒的數概念發展明顯與年齡有很大的關

係，單元教學則不然。 

大部分文獻的研究結果皆呈現，蒙

特梭利學校的數概念優於一般或傳統教

學（Dohrman, 2003; Harris, 2007; Lillard, 
2012; Lillard & Else-Quest, 2006; Manner, 
1999; Dohrman, 2003），但本研究結果卻
顯示單元教學幼兒優於蒙特梭利教育。本

研究與其他研究的差別在於研究對象的背

景，大部分的研究對象皆是小學以上的學

生，只有 Harris（2007）及 Lillard（2012）
兩篇是幼兒階段，但本研究對象為原住民

幼兒，不同於 Harris 與 Lillard，因此蒙
特梭利教育是否有助於提升幼兒數概念能

力，仍需要再進一步探討。再者，也可深

入探討幼兒園到小學階段學生的數學能

力，不外乎是值得進行的一種研究方式。

二、 蒙特梭利與單元教學的幼兒
各項數概念能力之差異

從表 4中可看出，蒙特梭利教育的幼
兒各項數概念能力在前、中、後三波的測

量中都顯示穩定成長，但單元教學之幼兒

數概念能力則發現，闕漏數字、基數及比

較類應用問題等三項能力明顯退步，且單

元教學幼兒之順數和基數的成績，在中測

後明顯比蒙特梭利教育的幼兒弱，唯有在

比較類應用題中測時，單元教學之幼兒略

下降了一些，在後測後又比蒙特梭利教育

的幼兒高了一些。 

表 4的 F和顯著性在前測中可看出計
數概念、計數技巧及改變類應用問題具顯

著性（p < .001）差異；但在中測和後測
後，則是順數、數字比較、計數技巧具顯

著性（p < .001）差異；在各項數概念中，
只有計數技巧一項在前、中、後測皆具顯

著性（p < .001）差異。最後從表中可明
顯看出順數和基數兩項原本是單元教學的

幼兒表現優於蒙特梭利幼兒，但在中測以

後蒙特梭利幼兒便急起直追優於單元教學

圖 1　組別與受試時間（未考慮月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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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0

.5
6

.0
02

.2
6

.1
97

.2
0

.3
07

倒
數

.4
7

.0
11

.7
4

.0
00

.7
4

.0
00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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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5
8

.0
02

.3
4

.0
80

跳
數

.3
3

.0
87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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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7
8

.0
00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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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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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9
2

.0
22

序
數

.4
1

.0
31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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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7
8

.0
00

.2
0

.3
21

.1
8

.3
69

.1
8

.3
69

數
字
認
讀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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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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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7
3

.0
00

.3
4

.0
86

.6
2

.0
01

.6
2

.0
01

數
字
接
龍

.5
6

.0
02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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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7
6

.0
00

.4
4

.0
21

.5
2

.0
01

.5
8

.0
01

闕
漏
數
字

.4
4

.0
21

.7
8

.0
00

.7
6

.0
00

.1
3

.5
14

.4
2

03
0

.4
5

.0
19

數
字
比
較

.4
4

.0
21

.7
8

.0
00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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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
3

.5
14

.4
2

03
0

.4
5

.0
19

相
對
大
小

.2
1

.2
78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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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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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4
8

.0
11

.7
0

.0
00

.6
1

.0
01

計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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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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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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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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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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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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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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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2
9

.1
38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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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計
數
技
巧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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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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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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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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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6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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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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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
數

.2
6

.1
79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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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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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9

.3
46

.1
1

.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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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14

聽
數
取
物

.4
8

.0
11

.7
6

.0
00

.7
4

.0
00

-.0
2

.9
17

.4
6

.0
16

.4
6

.0
16

數
量
比
較

.2
4

.2
12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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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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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
6

.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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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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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64

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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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
6

.4
14

.6
9

.0
00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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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2
3

.2
10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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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4
9

.0
09

合
併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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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
5

.2
01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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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7
7

.0
00

-.0
5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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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76

.0
6

.7
76

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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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
3

.5
19

.7
5

.0
00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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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
2

.9
36

.1
3

.5
16

.0
4

.8
45

加
法
題

.3
3

.0
85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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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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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3
7

.0
55

.4
4

.0
21

.3
0

.1
24

減
法
題

.3
3

.0
84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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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7
4

.0
00

.7
2

.0
00

.7
7

.0
00

.6
8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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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蒙
特
梭
利
與
單
元
教
學
之
幼
兒
各
項
數
概
念
能
力

蒙
特
梭
利
教
育

單
元
教
學

F
顯
著
性

題
目
類
別

前
測

中
測

後
測

前
測

中
測

後
測

前
測

中
測

後
測

前
測

中
測

後
測

唱
數

0.
64

0.
00

0.
83

0.
00

0.
84

0.
00

0.
59

0.
00

0.
49

.0
10

.4
70

.0
10

順
數

0.
82

2.
14

2.
25

1.
81

1.
96

2.
04

0.
08

21
.6

0
20

.4
9

.7
74

.0
00

.0
00

倒
數

0.
25

1.
21

1.
21

0.
89

1.
56

1.
70

0.
86

4.
11

0.
98

.3
58

.0
48

.3
28

跳
數

1.
21

2.
75

2.
71

2.
52

3.
00

2.
96

4.
47

1.
45

0.
14

.0
39

.2
34

.7
11

序
數

0.
79

1.
61

1.
61

1.
15

1.
67

1.
67

0.
04

0.
02

0.
02

.8
53

.8
90

.8
90

數
字
認
讀

1.
61

2.
93

2.
93

2.
30

3.
26

3.
26

4.
47

0.
23

0.
23

.0
39

.6
34

.6
34

數
字
接
龍

1.
14

2.
04

2.
11

1.
52

2.
78

2.
81

0.
17

2.
48

0.
03

.6
79

.1
21

.1
60

闕
漏
數
字

2.
29

3.
04

3.
07

3.
52

3.
52

3.
48

9.
61

3.
42

3.
75

.0
03

.0
70

.0
58

數
字
比
較

2.
29

2.
71

2.
79

2.
63

3.
52

3.
63

2.
75

15
.2

2
17

.2
6

.1
03

.0
00

.0
00

相
對
大
小

2.
71

3.
18

3.
32

3.
19

3.
33

3.
48

9.
98

9.
78

6.
51

.0
03

.0
03

.0
14

計
數
概
念

3.
46

5.
21

5.
18

4.
63

5.
41

5.
59

12
.4

8
1.

11
11

.0
2

.0
01

.2
97

.0
02

計
數
技
巧

2.
50

3.
11

3.
07

3.
78

3.
81

3.
81

35
.6

4
44

.6
9

40
.7

1
.0

00
.0

00
.0

00
基

數
2.

54
2.

82
2.

79
2.

70
2.

37
2.

56
70

.0
2

6.
27

0.
75

.8
81

.0
15

.3
90

聽
數
取
物

1.
25

1.
68

1.
71

1.
74

1.
85

1.
85

9.
69

9.
98

6.
46

.0
03

.0
03

.0
14

數
量
比
較

3.
04

3.
40

3.
43

3.
56

3.
44

3.
56

3.
96

6.
14

6.
16

.0
52

.0
16

.0
16

改
變
類
應
用

1.
79

2.
79

2.
79

2.
44

3.
04

3.
26

11
.3

2
8.

31
5.

80
.0

01
.0

06
.0

20
合

併
類
應
用

0.
93

1.
29

1.
29

1.
41

1.
52

1.
52

2.
07

2.
72

2.
72

.1
56

.1
05

.1
05

比
較
類
應
用

0.
25

0.
43

0.
43

0.
67

0.
41

0.
52

9.
00

0.
10

1.
69

.0
04

.7
54

.1
99

加
法
題

1.
93

3.
29

3.
32

2.
63

3.
56

3.
63

5.
97

9.
08

10
.0

8
.0

18
.0

04
.0

03
減

法
題

1.
71

2.
64

2.
43

2.
52

2.
81

2.
96

3.
98

2.
82

2.
59

.0
51

.0
99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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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幼兒。

從數概念各項目的內容來看，蒙特梭

利教育之幼兒在後測時的順數、序數、數

字接龍、相對大小、基數、聽數取物、比

較類應用問題、加法題及減法題的分數共

九項比單元教學之幼兒高；而單元教學之

幼兒則是唱數、倒數、數字認讀、闕漏數

字、數字比較、計數概念、數量比較、改

變類應用問題及合併類應用問題共九項高

於蒙特梭利教學之幼兒；再者，蒙特梭利

教育之幼兒在後測時分測驗的總分與平均

數，則以數字系統知識、計數與計算問題

等三項高於單元教學之幼兒；數字關係及

應用問題兩項則是單元教學高於蒙特梭利

教育之幼兒，因此整體而言，蒙特梭利教

育之幼兒在後測的分測驗能力略高於單元

教學之幼兒，如表 5所示。

以下分別介紹蒙特梭利與單元教學之

幼兒在各項數概念能力之差異。

（一） 數字系統知識能力

從幼兒各項數概念能力測驗中可看

出，蒙特梭利大班的唱數能力有 11位獲
得 5 分，代表可以唱數 1 ~ 50 占 92%，
中班唱數 1 ~ 50 占 38%，小班唱數 1 ~ 
39 者占 13%；單元教學大班有 14 位能
唱數 1 ~ 50占 100%，中班唱數 1 ~ 50占
70%，小班唱數 1 ~ 19則占 100%。蒙特
梭利大班順數能力滿分四分者占 25%，
中班占 25%；單元教學之順數能力得四

表 5 
蒙特梭利與單元教學幼兒分測驗後測分數與平均數

蒙特梭利教育 單元教學

分測驗 題目類別 分數 總分 平均數 分數 總分 平均數

數字系統知識 唱數 102 119
順數 67 54
倒數 36 41
跳數 78 78
序數 47 44
數字認讀 83 515 85.50 90 426 71.00

數字關係 數字接龍 81 74
闕漏數字 87 91
數字比較 82 97
相對大小 95 345 86.25 93 355 88.75

計數 計數概念 147 150
基數 89 46
聽數取物 22 12
數量比較 49 405 81.00 50 352 70.40

應用問題 改變類應用問題 77 87
合併類應用問題 37 40
比較類應用問題 15 129 43.00 14 141 47.00

計算問題 加法題 96 87
減法題 68 164 82.00 59 146 73.00

總分 1,186 1,420



80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 教育類

分者大、中、小班皆 0人。蒙特梭利大班
倒數能力滿分兩分有 10人占 83%，中班
有 5人占 63%；單元教學大班有倒數能力
13人占 93%，中班 5人占 50%。蒙特梭
利大班跳數能力滿分四分 8人占 75%，中
班占 38%，單元教學大班得四分者 8人，
占 57%，中班占 60%。蒙特梭利大班有
序數能力滿分兩分者占 100%，中班 6人
占 75%；單元教學有序數能力大班 9人占
64%，中班 9人占 90%。蒙特梭利大班的
數字認讀滿分四分者有 9人占 75%，中班
4人占 50%；單元教學大班有數字認讀能
力 13人占 93%，中班 4人占 40%。

（二） 數字關係能力

蒙特梭利大班有數字接龍滿分四分

者 5 位占 42%，中班只有 2 人占 25%；
單元教學大班有 9 人得四分占 64%，中
班 1 人得四分。蒙特梭利大班闕漏數字
滿分四分者 12 位占 100%，中班得四分
者有 63%；單元教學大班的闕漏數字有
12位占 86%，中班有六位占 60%。蒙特
梭利大班數字比較滿分四分者有 12人占
100%，中班有 5人占 63%；單元教學大
班有 13人占 93%，中班有 7人占 70%。
蒙特梭利大班相對大小滿分四分有 11位
占 92%，中班有 7 位占 88%；單元教學
之大班幼兒有 11位占 79%，中班有 5人
占 50%。

（三）計數能力

蒙特梭利大班計數概念滿分六分者

12人占 100%，中班 7人占 88%；單元教
學大班 13人占 93%，中班 6人占 60%。
蒙特梭利大班計數技巧滿分四分者 12人
占 100%，中班 7人占 88%；單元教學大
班 13 人占 93%，中班 10 人占 100%。
蒙特梭利大班基數能力滿分四分者只有 1
人；單元教學只有中班一人得四分。蒙特

梭利大班聽數取物能力滿分兩分者 12位
占 100%，中班 8 人達 100%；單元教學
大班 13位占 93%，中班 9位占 90%。蒙
特梭利大班數量比較滿分四分有 11人占
92%，中班 6位占 75%；單元教學大班 8
人占 57%，中班 7人占 70%。

（四）應用問題與計算問題

蒙特梭利大班改變類應用問題能力滿

分四分者 7人占 58%，中班得四分只有 1
人；單元教學大班有 7人得四分占 50%，
中班 4人得四分占 40%。蒙特梭利大班合
併類應用問題滿分 2分者 11位占 92%，
中班 3 人占 38%；單元教學大班 8 位占
58%，中班 7位占 70%。蒙特梭利大班比
較類應用問題滿分兩分者只有 1位；單元
教學大班得兩分者 2位占 14%，中班有兩
分有 1位。蒙特梭利大班加法題能力滿分
六分者 4 位占 33%，中班最高得四分有
3位占 38%；單元教學大班得六分者只有
1位，中班最高分得五分有 2位占 20%。
蒙特梭利大班減法題能力滿分五分者大、

中、小 0位；單元教學大、中、小班幼兒
滿分五分 0位。

綜合上述蒙特梭利大班幼兒在順數、

跳數、序數、闕漏數字、相對大小、計數

概念、計數技巧、基數、聽數取物、數

量比較、合併類應用問題及加法題優於單

元教學之大班幼兒；唱數、倒數、數字接

龍、數字比較、改變類應用問題及比較類

應用問題則是單元教學優於蒙特梭利大班

幼兒；數字認讀和減法題兩項則沒有差異

性，如表 6所示。

在唱數能力方面，蒙特梭利的大班能

唱數 1 ~ 50 占 92%，中班能唱數 1 ~ 50
占 38%，小班能唱數 1 ~ 39 者占 13%；
單元教學的大班能唱數 1 ~ 50占 100%，
中班能唱數 1 ~ 50占 70%，小班能唱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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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則占 100%，本研究結果皆高於袁媛

（2001）的研究幼兒可正確數出 1 ~ 30；

陳俞君等人（2003）能唱到 50的大班幼

兒有 85.7%，能唱到 30的幼兒有 96%；

許肅梅（2004） 的 4歲幼兒有 71.7%可

以唱數至 30 以內；顏祺儒（2008）有

97.9%的幼兒可唱數超過 20。在倒數能力

方面，蒙特梭利的大班在 1 ~ 15倒數能力

占 83%，中班占 63%；單元教學的大班

占 93%，中班占 50%，因此本研究皆高

於陳俞君等人（2003）的研究倒數 10到

1有 89.9%，能倒數 20至 1的有 42.9%；

及黃惠禪（2003）及王國亨（2005）的

65%的一年級新生有 1 ~ 20的倒數能力

的研究結果。

在序數能力方面，蒙特梭利之大班有

1 ~ 10序數能力占 100%，中班占 75%；

單元教學大班占 64%，中班占 90%，

表 6 
蒙特梭利與單元教學幼兒各項數概念分數與人數

蒙特梭利教育 單元教學

題目類別 大班 12 人 中班 8 人 小班 8 人 大班 14 人 中班 10 人 小班 3 人

唱數（1 ~ 50）5 分 11 3 0 14 7 0
唱數（1 ~ 49）4 分 1 2 0 0 2 0
唱數（1 ~ 39）3 分 0 3 1 0 1 0
唱數（1 ~ 29）2 分 0 0 1 0 0 0
唱數（1 ~ 19）1 分 0 0 6 0 0 3
順數 4 分 3 2 0 0 0 0
倒數 2 分 10 5 0 13 5 0
跳數 4 分 9 3 0 8 6 0
序數 2 分 12 6 1 9 9 0
數字認讀 4 分 9 4 0 13 4 0
數字接龍 4 分 5 2 0 9 1 0
闕漏數字 4 分 12 5 0 12 6 0
數字比較 4 分 12 5 0 13 7 0
相對大小 4 分 11 7 0 11 5 0
計數概念 6 分 12 7 0 13 6 0
計數技巧 4 分 12 7 0 13 10 0
基數 4 分 1 0 0 0 1 0
聽數取物 2 分 12 6 0 13 9 1
數量比較 4 分 11 6 0 8 7 0
改變類應用問題 4 分 7 1 0 7 4 0
合併類應用問題 2 分 11 3 0 8 7 0
比較類應用問題 2 分 1 0 0 2 1 0
加法題 6 分 4 0 0 1 0 0
加法題 5 分 0 0 0 0 2 0
加法題 4 分 0 3 0 0 0 0
減法題 6 分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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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的蒙特梭利幼兒高於顏祺儒

（2008）的研究，但單元教學幼兒卻低於
顏棋儒的研究結果 91.7%的大班幼兒可
以找出序數第 1及第 10的位置。有關數
字接龍能力，蒙特梭利之大班有 1 ~ 25數
字接龍能力占 42%，中班占 25%；單元
教學之大班占 64%，中班占 10%，與許惠
欣（1995）研究結果明顯差異較大，大班
幼兒有 97.5%會接 29，93.75%會接 49，
91.25% 會接 69，93.75 會接 89，85% 會
接 149，28.75%會接 179；且與陳俞君等
人（2003）有 71.4%的大班可以從 13開
始接龍數數，有 60.7% 的幼兒可以從 33
開始接龍數數也不同，可能是測量的內容

不同所以結果差異較大的原因。

本研究結果顯示蒙特梭利幼兒在相

對大小方面有 30以內的比較能力大班占
92%，中班占 88%；單元教學之大班占
79%，中班占 50%，高於許惠欣（1995）
的研究 30% 的大班，也高於蔡馨儀
（2008）的研究結果有 90%的大班可以
比較 10以內的具體物數目。有關計數技
巧內容是測量 1 ~ 20以內的數數能力，
蒙特梭利大班在計數技巧占 100%，中班
占 88%；而單元教學大班占 93%，中班
占 100%，因此平均是 96.5% 的大班及
94%的中班幼兒會正確數 20以內的實物，
超越了許惠欣（1995）的研究發現大班有
98.75%會正確數 10以內的實物，有 85%
會正確數 20以內的實物的研究結果。基
數的部分本研究是測量幼兒說出 20以內
的計數物的總數量，而研究結果顯示蒙

特梭利大班及單元教學中班各只有 1位
得四分，明顯低於 Baroody 與 Ginsburg
（1982）及許雅幸（2010）的研究結果，
但兩個研究結果的基數範圍是 12以內的
計數量，和本研究的計數範圍是不同的。

三、 蒙特梭利教師進行數學教育
之方法與策略

根據研究資料的分析，整理出蒙特

梭利教師有五項實施數學教育的方法與策

略，其敘述如下。

（一）蒙特梭利教育整體環境的設計與規
劃

1.教學環境中提供更多的數學教具的具
體操作機會

蒙特梭利教學的教育哲學理念是提

倡讓幼兒透過具體教具的操作學習數學、

語文、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與邏輯思考概念

（Lillard, 2005）。因此當幼兒在操作教
具時，並不覺得是在做數學題目，而是像

遊戲般的玩玩具，這樣對幼兒而言是沒有

負擔的，也顯得比較有趣，最後透過自主

性不斷的重複操作中學會數量 1 ~ 10，甚
至能進行加減乘除的計算。

當初修女在幼兒園實施蒙特梭利教

學的原因，就是因為可以有更多

的機會進行教具的操作，而且可

以培養幼兒的專注力，讓幼兒可

以快樂地進行知識的學習。（訪

T11070403）

2. 提供一個更開放的操作環境，讓幼兒
自主學習

蒙特梭利教學中每天提供兩個小時

讓幼兒自由選擇操作教具的方式，讓幼兒

在不受限的空間中依照自己的興趣自由選

擇教具進行操作，也強調自發性的主動學

習（Lillard, 2005），經由觀察看到幼兒
在此環境中都能自在地選擇想要操作的教

具，在操作中展現強大的專注力，並不會

有爭吵的情形發生，偶爾看到有些幼兒雖

然沒有在操作教具，但也是和同儕之間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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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談與對話，這也是語文學習的一種機

會。

正皓操作除法板、靖芳操作數字

與籌碼、紘鈞操作小數棒的加

法、心彤操作加法蛇⋯⋯。（評

1070129）

（二）操作數學教具有更多自我檢視的機
會，更增進數學計算能力

因為蒙特梭利工作時間老師要照顧全

班的幼兒，無法一一觀察到每一位幼兒操

作的過程，因此透過學習單的設計讓幼兒

寫下操作數學教具後的答案，方便讓幼兒

操作後讓老師檢視，老師便可依據此學習

單瞭解幼兒操作的困難與問題，透過老師

的檢視，請幼兒再次修正錯誤的答案，便

有機會進行第二次的操作與學習，因此也

增進幼兒的計算能力。

靖芳拿著乘法板和有十個個位數的

乘法學習單，透過乘法板的教具操

作寫出答案後，拿給老師檢查，老

師圈出有四題是錯的，並請靖芳再

做一次這四個題目 6乘 7、8乘 8、
2乘 7、9乘 6，再修正後一樣拿給
老師檢查⋯⋯。（觀 1070522）

（三）尊重每位幼兒的學習步調，進行一
對一個別差異的教學

雖然都是大班的幼兒，但每個幼兒都

可以在工作時間，依照自己的數學能力來

進行教具操作的選擇，例如有些幼兒已經

有乘法與除法的能力，他便可以自由的選

擇該項教具來進行操作，但同樣是大班的

幼兒有些只有 1 ~ 10的數量能力，並沒有
加法或減法的能力，他依然可以按照自己

的能力操作適合的教具，因此幼兒可以依

照自己的速度來進行學習，學習是沒有壓

力的，也不用跟同年齡的幼兒進行比較，

因此老師對幼兒進行的是個別差異一對一

的教學。因此蒙特梭利教學所提倡的方式

和差異化教學中提及教師能依兒童的個別

差異及需求，彈性地進行教學內容與進

度，引導學生進行適性的發展的言論不謀

而合（丘愛鈴，2013）。

蒙特梭利教學的重點不是全班式

的教學方式，而是針對每個幼兒

進行個別的示範，幼兒的能力到

哪？老師就示範適合幼兒的能力的

教具，老師也不用趕進度。（訪

T21070304）

（四） 重複的操作與練習，讓弱勢幼兒的
數學能力更好

蒙特梭利教學透過設計符合幼兒興

趣的教具，並給予重複的練習與操作的機

會，讓幼兒進行抽象概念的學習（Lillard 
& Else-Quest, 2006），因著蒙特梭利教
學的理念，老師允許幼兒依照內在的需求

重複性的操作相同的教具，直到內在需求

滿足，也因為自主重複的練習讓幼兒對於

某項數學能力的學習可以越來越好。

幼兒可以自由地操作想要玩的教

具，也依自己的需求想要操作幾次

教具便可隨心所欲的操作，教師不

會阻止幼兒每天操作相同的教具。

（觀 1061022）

（五） 人力的搭配與良好的教學策略精進
幼兒數學能力

1. 透過輔導教授的建議，採用美國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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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利小學的方法

因幼兒園正好執行專業發展的輔導計

畫，每個月有輔導教授入園訪視，透過教

授訪視與討論的機會，老師提及幼兒數學

與語文能力有待進步，因此輔導教授提供

美國蒙特梭利小學的做法，老師在大班幼

兒尚未到學校之前，便依據幼兒的能力在

白板寫下幼兒今天工作的任務，幼兒到校

後便先在簿本中仿寫老師安排的任務，接

著，便依據任務的內容進行教具的操作，

如此的方式進行了半年的時間，老師也發

現幼兒的數學能力相對於上一屆的幼兒有

明顯的進步。

修女提到大班幼兒的語文與數學能

力在上小學後還是有明顯的落差，

因此請輔導教授提供方法來解決該

問題，該方法是小學的進行方式，

老師將幼兒的工作內容寫在白板

上，幼兒抄寫每天的任務後，便按

照工作內容進行操作，任務操作完

之後便可自由操作喜歡的教具，這

樣的方式進行了半年的時間。（訪

T31070412）

2. 三位教師的協同方式，照顧到每位幼
兒的需求

幼兒園本是兩個混齡班有三個教師的

編制，因為教師的轉換，新的教師對蒙特

梭利教學尚不清楚的情況下，輔導教授建

議將兩個班級打通變成一間大教室，於是

在進行蒙特梭利學習區的分配時，一位教

師管理數學與文化教育區，一位教師管理

感官與日常生活教育區，一位教師管理語

文教育區，相較於以往一位教師要管理三

至五個學習區的情況下，目前減輕了教師

的負擔，因此更能充分地進行學習區的輔

導工作，相對也較能個別照顧到幼兒的需

求。

以前一個班級的老師要管理五個學

習區，另一個班級則是二至三個學

習區，因此老師有時沒辦法顧到幼

兒的操作，也不清楚幼兒操作教具

的情形，現在兩個班級變成一個大

班級，老師只要學習一或兩個學習

區的教具，不僅減輕了工作，也比

較能看到幼兒的操作，協助幼兒的

學習。（訪 T21070325）

3. 落實蒙特梭利教學的個別計畫

蒙特梭利教學提倡的是個別差異的

一對一示範教學，也強調根據幼兒的各種

能力設計適合幼兒程度的學習內容，這一

次教師確實的執行蒙特梭利教學的個別計

畫，在一月進行幼兒的能力觀察後，在二

月便依據觀察後的結果寫下每一位幼兒在

各個學習區示範的教具名稱，透過確實的

執行，讓幼兒能依據每月不同的進度，在

數學方面能有效的學習。

其實教授很久以前就要我們幫幼兒

寫個別計畫，但是以前一個教師要

管理三至五個學習區，根本無法清

楚幼兒的能力，現在因為一個教師

只有管理一至二個學習區，所以對

於幼兒各區的能力便能掌握得很清

楚，所以現在就可以確實地進行個

別計畫，也發現幼兒的數學能力真

的有進步了。（訪 T31070502）

4. 師生比的降低，提高教學品質也增進
學習效果

之前兩個混齡班的編制A班是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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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班是 2:28，當轉換成一個大班級時，師
生比變成 3:32，一方面是少子化的關係
降低了入學的人數，但也是因師生比的降

低，讓老師在教學上更有品質，三個教師

進行分組活動只有 10 ~ 11位幼兒的情形，
讓活動進行得更順利，也因幼兒人數的降

低，老師與幼兒的互動更多，也更能掌

握幼兒個別學習的情形，讓學習的效果更

佳。

以前一個老師要照顧將近 15 位幼
兒，在教學上根本忙不過來，再來

因為一個班級有三至六歲的幼兒，

對於不同年齡幼兒的照顧也不是很

好，現在三個老師分組可以依照幼

兒的能力或年齡來分組，老師進行

教學比較方便，已發現幼兒學習的

比較好。（訪 T11070504）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發現，蒙特梭利教

師透過環境的設計讓幼兒有許多具體操作

數學教具的機會；且透過數學教具的操作

有更多檢視，進而增進計算能力的學習；

教師也能針對幼兒的學習步調進行一對一

個別差異的引導；再來透過重複的操作與

練習讓幼兒數學能力更精進，使原本數概

念落後的幼兒情形有效改善，這也印證文

獻提到教學上，利用實物具體操作方式、

融入生活經驗及反覆練習來進行教學，不

僅提升原住民族兒童學習意願與動機，更

能提升數學學習的成效（林明芳，2000；
徐偉民、楊雅竹，2009；郭玉婷，2001；
鍾佩娟等人，2008），這說明蒙特梭利
教育提供教具操作且讓幼兒反覆學習的方

式是正確的，也的確適合原住民族幼兒。

課程大綱在實施原則中強調依據幼兒發展

狀態與學習需求、規劃動態多的學習環境

提供幼兒自由操作的機會，且重視幼兒在

自由遊戲的學習，及讓幼兒有探索操弄

與學習的機會是重要的方法（教育部，

2016），從研究結果來看，蒙特梭利教育
的確都符應課程大綱的精神。

伍、結論與省思

一、結論

根據本研究目的，以下介紹四項研究

結果。

（一）蒙特梭利教育與單元教學幼兒整體

數概念發展之差異

前測時，單元教學幼兒園之發展明顯

優於就讀蒙特梭利的幼兒，且前測達顯著

性，不過中測與後測的分數上，單元教學

的幼兒數概念表現的平均數雖仍高於蒙特

梭利幼兒園，但差異已未達到顯著水準，

即差距並不大，顯示蒙特梭利幼兒園似乎

能讓原本落後，較為稚齡幼兒數概念能力

之落後情形有效提升。再者，兩組幼兒的

數概念發展都會隨著時間而成長，但在中

測時，蒙特梭利教育的幼兒顯現多項數概

念與年齡有相當大的相關，單元教學之幼

兒卻不明顯，因此研究結果顯示幼兒園類

型與月齡的相關性是不同的，尤以蒙特梭

利教育幼兒的年齡越大，其數概念發展越

好。

（二）蒙特梭利與單元教學的幼兒各項數

概念能力差異之情形

蒙特梭利教育的幼兒各項數概念能

力在前、中、後三波的測量中都顯示穩定

成長，但單元教學之幼兒數概念能力則發

現，闕漏數字、基數及比較類應用問題等

三項能力明顯退步，且單元教學幼兒之

順數和基數的成績，在中測後明顯比蒙特

梭利教育的幼兒弱，唯有在比較類應用題

中測時，單元教學之幼兒略下降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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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測後又比蒙特梭利教育的幼兒高了一

些。從數概念各項目的內容來看，蒙特梭

利教育之幼兒的順數、序數、數字接龍、

相對大小、計數技巧、基數、數量比較、

比較類應用問題、加法題及減法題的分數

皆比單元教學之幼兒高。

蒙特梭利教育之幼兒分測驗的總分與

平均數則以數字系統知識、計數與計算問

題等三項高於單元教學之幼兒；數字關係

及應用問題則為單元教學之幼兒高於蒙特

梭利教學之幼兒。蒙特梭利大班幼兒在順

數、跳數、序數、闕漏數字、相對大小、

計數概念、計數技巧、基數、聽數取物、

數量比較、合併類應用問題及加法題優於

單元教學之大班幼兒；唱數、倒數、數字

接龍、數字比較、改變類應用問題及比較

類應用問題則是單元教學優於蒙特梭利大

班幼兒；數字認讀和減法題兩項則沒有差

異性。

（三）蒙特梭利教師進行數學教育的方法
和策略

1. 蒙特梭利教育整體環境的設計與規劃：

(1) 教學環境中提供更多的數學教具具
體操作機會。

(2) 提供一個更開放的操作環境，讓幼
兒自主學習。

2. 操作數學教具有更多自我檢視的機會，
更增進數學計算能力。

3. 尊重每位幼兒的學習步調，進行一對
一個別差異的教學。

4. 重複的操作與練習，讓弱勢幼兒的數
學能力更好。

5. 人力的搭配與良好的教學策略精進幼
兒數學能力：

(1) 透過輔導教授的建議，採用美國蒙
特梭利小學的方法。

(2) 三位教師的協同方式，照顧到每位

幼兒的需求。

(3) 落實蒙特梭利教學的個別計畫。

(4) 師生比的降低，提高教學品質也增
進學習效果。

二、研究省思

蒙特梭利教育非常強調數學與感官知

能是相連的，而感官教育更是數學教育的

基礎，透過感官教育中的比較與觀察的工

作，可反覆刺激幼兒的感官功能，培養幼

兒數概念中的邏輯思考能力 （Montessori, 
1964）。蒙特梭利數學教育到底對弱勢幼
兒的數學學習有何影響，特別是對臺灣普

遍家庭低社經、文化不利因素較多的原住

民族幼兒而言，數學能力普遍會明顯比非

原住民族家庭幼兒的數學能力低落（杜雪

淇等人，2011；高昱昕，2014）。本研
究發現蒙特梭利數學教育，對於偏鄉原住

民族幼兒數概念能力的發展之提升效果，

明顯比單元教學來得好，且此種效果是縱

使幼兒一開始的數概念能力發展落後，蒙

特梭利數學教育仍能讓這些幼兒，能力發

展的成長趨勢明顯比接受單元教學的幼兒

來得快，呈現出明顯急起直追，可迎頭趕

上態勢。且臺灣原住民族家庭與文化，似

乎對孩子的數學能力發展，不具有優勢，

例如這個族群文化推崇分享、交換，對於

講求公平性的計數與比較，並不是那麼擅

長，也有可能是因為整體家庭文化不利的

結果，而不管是如何，這都造成原住民族

幼兒數學能力落後的事實，特別是地處於

後山，多屬偏鄉的原住民族幼兒更是如

此。

不過，回歸本質，數學能力要有好

的發展，首當提高孩子的學習興趣，並選

用適合孩子的學習方法，就能畢其功。本

研究發現，蒙特梭利教育利用其課程與教

學的設計與開放教育理念，能給孩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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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機會與空間具體操作與學習，且透過自

我探索的工作，老師有更多時間來觀察幼

兒的學習，並給予個別差異化的引導，

而蒙特梭利教育的數學教育，更是讓幼

兒透過具體操作方式來瞭解抽象概念的

設計（Lillard, 2005），可避免一般教學
者自行設計數學教學的活動，缺乏結構

化與學習素材較為零散的缺點（Lillard, 
2005），這都是蒙特梭利教育得以讓原住
民幼兒數概念能力得以迎頭趕上的重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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