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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幼兒園的學習區時間一群孩子聚集在美勞區看著摺紙書激烈討論著下一

個步驟該怎麼摺，才能摺出與摺紙書中一樣的圖案，完成後孩子們在戶外拿出自

己製作的紙飛機，仰著小小的頭顱緊張地看著今天是誰的紙飛機飛得遠；在放學

時間拿著自已製作的紙花朵卡片送給自己最親愛的家人，相信這些場景對於幼兒

園教師是相當熟悉，也是很多人共同的回憶。 

摺紙是一種將紙張透過一些的摺疊步驟，摺出各式各樣的造型，屬於動作技

能活動（朱玟蓉，2013），摺紙有單一的摺的方式，也有藉由組合及黏貼的方式

進行多層紙張的創作，透過創新的方式來創作摺紙藝術（林鼎文，2012）。摺紙

活動除了有助於孩子的創造性思考外，也運用在藝術治療領域，使注意力缺陷與

過動、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焦慮與情緒疾患的兒童能夠集中注意力、放鬆與降低

焦慮（吳明富、謝政廷，2011），亦有助於訓練立體空間思考與加強多角形的概

念、對形狀的認知能力（朱玟蓉，2013）。 

綜合上述學者提出摺紙對於孩子各方面發展的助益，筆者在教學現場中運用

晨間的摺紙活動引導孩子靜心，並引發孩子在自我探索的學習區時間到美勞區進

行摺紙的活動，在筆者的觀察下，發現孩子可以透過摺紙書、摺紙步驟圖以及同

儕鷹架的方式完成簡易的平面摺紙創作，但是從平面到立體的摺紙創作過程繁瑣

複雜，往往需要教師在一旁長時間的協助，對於一名幼教師在需掌握每位孩子的

探索學習及引導鷹架的狀況下，筆者思考要如何在這時間內協助孩子進行立體的

摺紙活動，而劉詠倢（2018）提到利用摺紙的動態畫面協助孩子觀察立體摺紙的

步驟及變化過程，因此引發筆者思考將科技應用於摺紙活動的可行性。 

二、科技應用的理念 

教學與資訊科技相結合最大的優勢是打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朱玟蓉，

2013），隨著科技逢勃發展，學習不只侷限於課堂，主動尋求資訊學習，使科技

成為現在孩子學習的助力，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成功的關鍵點在於教師靈活的運

用，劉翊涵（2015）認為輔助孩子學習將科技資訊做為學習的媒介，能夠幫助孩

子更有效率地學習，教師若能在課堂上善用這些科技媒材，運用科技動畫輔助教

學除了能激發孩子的學習興趣，也能使教學活潑化，在孩子有興趣的情形下進行

教學，對於學習概念的理解將會有所助益（林鼎文，2012），而幼兒園的孩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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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get 的認知發展階段屬於前運思期，抽象思考是有其困難度，摺紙可以增加孩

子抽象思考能力以及各項學習的發展，在摺紙活動時需要雙手操作，因此使用動

畫作為教學媒材有助於學習者觀察學習（劉詠倢，2018）。 

筆者主要將教學影片運用在立體的摺紙活動，期望孩子能夠有一段自我探索

的歷程，在歷程中透過調適來調整自身對於形狀空間的概念、創造力的激發以及

專注於探索的經驗，立體摺紙是為了協助孩子建構將平面轉為立體等概念，利用

教學影片引起孩子學習的動機，也讓孩子能夠大致了解摺紙的步驟流程，如此孩

子在親自操作時有一個概念並朝著此方向邁進。 

三、科技媒材－教學影片的實施方式 

(一) 影片重點畫面擷取 

       
圖 1、2、3 針對陀螺的每一層摺法分別解說 

(二) 教學實施融入方式 

摺紙會隨著困難度的提升而越趨複雜繁瑣，因此在一開始的引起動機就相當

重要，以一個孩子喜歡的紙陀螺影片讓孩子觀賞，增強孩子練習的動力與想要完

成的渴望，同時，也讓有摺紙經驗的孩子對於摺紙陀螺的步驟流程有初步的認識。 

除了引起動機外，此影片也用於團體教學，在課堂上教師播放此影片，可以

避免教師示範時，孩子會有被前面的孩子擋住及觀看角度上的影響，在播放過程

中，引導孩子觀察步驟，待一個小步驟結束後，提供孩子親自操作的時間，操作

時重複播放正在進行的步驟，供需要多一些時間練習的孩子跟上摺紙的步驟。 

四、科技媒材在教學現場的影響 

對孩子：引起孩子的學習動機，在摺紙活動中，可以避免不同的觀看角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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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差異，同時也提供孩子接觸多元的媒材；但是孩子在使用科技媒材的過程

中，需要成人在操作科技上的輔助，使孩子無法獨自操作。 

對教師：影片提供孩子一個摺紙步驟方向，當教師進行引導時，孩子可以跟

上一連串的步驟，使摺紙更加順暢；但是科技帶來便利性的同時，教師需要具備

對於媒材使用的熟悉度，在科技日新月異的現今，教師須保持對於任何事物的學

習熱忱，方能透過科技設計出符應孩子學習發展的媒材。 

對家長：孩子將紙陀螺帶回家中與家長分享，或是孩子渴望在家中繼續進行

這項活動時，因為家長不曉得摺紙步驟，而中斷了孩子的渴望，無法在家中繼續

練習，透過此影片，可以讓孩子將學習帶回家中，讓家長可以在家中與孩子共同

摺紙，提供親子互動機會，並可在後續進行紙陀螺競賽，增進情感交流。 

科技運用得宜可以帶來正面影響，但也可能帶來負面效果，身在教育現場的

教師需要更仔細地思考科技在教學上的可行性，以及對教學上可能衍伸的影響，

期許教師能夠妥善使用科技媒材，使教學更加多元與豐富孩子的學習。 

五、結語 

資訊科技的便利性，教師可以運用教學影片融入教學現場，引起孩子的學習

興趣之時，使孩子在觀察學習下獲得概念與技巧的練習，也使孩子在家中能夠與

家人一同練習，增進情感交流。但是學齡前階段的孩子需要更多的人際互動經

驗，引導孩子發現並解決問題是教師的重要任務，更是一項使命，因此在運用動

畫科技在教育上時，教師亦須思考其必要性及相關的課程規劃，勿讓資訊科技成

為教學的阻力，須盡其所能地設計多元且適合的方法引導孩子學習，使科技與教

學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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