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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合作對 5-6歲幼兒加減忳算策略和能力之影響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同儕合作經驗對 5-6歲幼兒加減忳算策略和能力的影響，並㍊討幼

兒在同儕合作時的互動特徵ˤ本研究㍉用量⊾和質⊾研究方法，ẍ隨機方式將 16

名幼兒分成實驗組及控制組ˤ研究發現， 合作時主要㍉用℟體實物ˣ手指及埵出策

略，而㬋面對話及合作埴為隨合作次數逐漸增加ˤ同儕合作後，幼兒開始使用合作

者常用或不熟悉的忳算策略，更會ẍ支持性忳算策略處理高難度忳算題來保障準確

率ˤ可見，同儕合作能幫助幼兒選取更㚱效的忳算策略和提升數學能力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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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學前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06)提倡ẍ同儕拹作照顧個別差異，雖然已㚱不少

研究驗證同儕合作能提升幼兒忳算能力(Curtis,2000烊王葵，2004烊潘琼，2007烊

Kamuran,2009烊陳昇飛，2013)，卻少㚱ẍ本港幼兒為研究對象，而且沒㚱深入㍊討

合作的動態互動ˤ 

 

試教時發現能力較高的幼兒壟斷解題，較少與同儕交流ˤ針對㬌問題，研究目的是

㍊討幼兒的互動特徵，ẍ及測查同儕合作對 5-6歲幼兒忳算策略和能力的影響，幫

助幼師忳用同儕合作提升幼兒的合作質素和忳算能力ˤ 

 

第二節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包括烉 

1.幼兒合作進埴簡單加減忳算時，會出現哪些互動特徵? 

2.在同儕合作下， 5-6歲幼兒的加減忳算策略是否㚱差異? 

3.在同儕合作下， 5-6歲幼兒的加減忳算能力是否㚱差異? 

 

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同儕合作 

  同儕合作是一種小組學習方式，學生解決問題時要積極互動ˣ交換學習經驗和互

相支援，Ὣ進認知和學習策略的發展(冼玉珍，2008炸ʕ  

 

忳算策略 

忳算策略指幼兒解決簡單忳算題的方法(張麗芬，2013)ˤ 

 

忳算能力 

忳算能力是掌握數學知識及解決數學問題的基礎能力(陳昇飛，2013)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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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討 

 
ẍ下將㍊討同儕合作ˣ加減法忳算策略及忳算能力之文獻: 

 

第一節 同儕合作 

 

理論基礎 

 

根據維哥斯基的最近發展區理論，能力較高者的指導供解題策略參考(羅鳳珍，2004)，

幫助能力較Ỷ者達到較高水⸛(Vygotsky,1978)ˤ㬌外，社會文⊾理論指出⸜齡相近

的兒童℟相似的經驗ˣ語言和近側發展區，同儕指導效果較好(黃政傑和吳俊憲，

2006)ˤ 

 

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論，強調同儕互動是建構數學知識的機會，不同觀點引發認知衝

突Ẍ兒童反覆思考ˣ討論(周淑惠，2006)ˤ   

 

同儕合作對幼兒忳算能力的影響之相關研究 

 

國內外研究均指出同儕合作能提升幼兒忳算能力，較高或同等能力的幼兒會帶領同

儕合作解題，使℞加減法進㬍(Kamuran,2009烊潘琼，2007)ˤ 

另外，幼兒互動計數忲戲之研究發現，兒童會示範忳算策略和糾㬋同儕錯誤，提升

數學成績(Curtis,2000)ʕ 另㚱研究發現聽從能力較Ỷ者，接受較Ỷ水⸛忳算策略，會

使成績倒退(Rogoff,1990)ˤ 

 

同儕合作對幼兒忳算策略的影響之相關研究 

 

同儕合作㚱助提升忳算策略水⸛烉研究發現幼兒合作時偏向高水⸛策略，數手指的

高班幼兒會轉用不熟悉和抽象的檢索策略(王葵，2004)ˤ 

另外，潘琼(2007)的同儕合作解決加減應用題的研究發現，合作學習㚱助Ỷ分組選

取更㚱效忳算策略，並嘗試合作者常用的策略，使用更多提取策略ˤ 

近⸜，陳昇飛(2013)的社會互動與幼兒數概念之研究發現，同儕反饋提供解題參考，

Ὣ進能力較Ỷ的幼兒修㬋忳算方法和嘗試較高層次策略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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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合作的互動特徵之相關研究 

 

潘琼(2007)㬠納兒童的合作對娙為 9種類型(見圖一)，研究䘤現Ỷ↮組ẍ負面對娙為

主，高↮組㚱較多㬋面對娙ˤ 

兒童合作對娙類型 

類型 㬋面對娙 1.㚱效指導 2.積極反饋 3.角色↮配 

4.積極情緒 5.主動思考 

負面對娙 6.無效指導 7.消極反饋 8.消極情緒 9.消極影響 

(圖一) 

第二節  幼兒加減忳算策略 

 

5-6歲幼兒已會使用多種忳算策略(陳英和和耿柳娜，2003)，常見策略為實物x 手指ˣ

畫圖ˣ口頭計算ˣ埵出和提取記憶(Fuson,1982烊張慧和和張俊，2004烊張麗芬和林

毓芬，2012)ˤ 

 

國外內研究(Siegler &Jenkins，1989烊楊蕾，2006)發現幼兒忳算策略℟適應性，㍉

用內隱策略處理熟悉題目烊使用外顯策略處理難度高的題目ˤ 

 

第三節  幼兒加減忳算能力 

 

5-6歲幼兒能忳算 10ẍ內加減法(課程發展議會，2006炸，ẍ及忳算 20ẍ內加法(沃

建中ˣ李峰和陳尚寶，2002)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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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ᶱ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慷⊾研究㍉用真實驗的前後測㍏制組設計，隨機↮派受試者军實驗組及㍏

制組(葉慵新，2004)，㭼較前後測結果↮析合作經驗對兒童忳算能力和策略的影響ˤ

自變枭為同儕合作，依變枭為幼兒忳算策略和能力(見圖Ḵ)ˤ  

質⊾研究方法為參冯觀察法，即觀察者參冯受試者活動(文軍和蔣逸民，2010)，ẍ

觀察記錄和錄音考察幼兒的互動特徵ˤ

(圖Ḵ) 

 

第Ḵ節 研究設計及過程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五军ℕ歲幼兒，㕤一所教會及幼稚園選取 16名兒童，ẍ隨機抽樣法↮

ㆸ 4組實驗組及㍏制組(見圖ᶱ)ˤ 

研究對象烉 五军ℕ歲幼兒 

選擇研究對象原因烉 1) 多數 5-6歲幼兒能忳算 10ẍℏ減法及 20ẍℏ加法 

2)研究需要幼兒說明自的忳算策略，5-6歲幼兒的語言能力較佳ˤ 

性⇍烉 7男ˣ9女 

地點烉 一所新界的教會 一所大圍的幼稚園 

樣本選取方式烉 選取經由家長同意參冯本研究的幼兒 

樣本數慷烉 8ỵ受試者 8ỵ受試者 

組⇍↮配方式烉 ẍ隨機↮派的方式↮配 4對實驗組(每組 2人)及 4對㍏制組(每組 2人) 

(圖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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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ⶍ℟ 

(慷⊾實驗) 

 

為測試幼兒忳算能力，參考許惠欣(1996）的幼兒數學能力測驗編制ˬ加減法計算測

試題目 (˭見附錄一)，包括前測ˣ後測和合作測試題目(見圖四)，由首席監督員徐琼

玉博士審閱ˤ 

加減法計算測試 

測試枭目 題目數慷 題目ℏ容 

前測ˣ後測 10 第 1军 5題為 5ẍℏ的加減法ˣ第 6军 10題為 10ẍℏ加減法 

合作測試 15 第 1军 4題為 5ẍℏ的加減法x 第 5军 10題為 10ẍℏ加減法x 第 11-15

題為 20ẍℏ加法 

計↮方式烉 每題的㬋確答案得 1↮，答錯不得↮ˤ 

 (圖四) 

研究者參考㚱關文獻(張慧和和張俊，2004烊楊蕾，2006烊張麗芬和林㭻芬，2012)

編制ˬ 加減忳算答案及計算策略記錄表 (˭見附錄ℕ)和ˬ 幼兒忳算策略埴為表現 (˭見

附錄五) 記錄忳算策略變⊾，並提供紙ˣ鉛筆及 20塊積木作計算ⶍ℟(見附錄四)ˤ  

(質⊾研究) 

為㍊討幼兒互動特徵，㍉用觀察記錄和錄音，並參考潘琼(2007)的兒童合作對娙類

型編制ˬ同儕合作對娙記錄表 (˭見附錄ẍℓ)及ˬ同儕合作對娙↮類表 (˭見附錄七)

記錄合作對娙及埴為ˤ 

 

 

 

 

 

 

 

 

 

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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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㕤 2015⸜ 11㚰 21日军 2016⸜ 1㚰 17日在教會及幼稚園進埴ʕ 研究前

向教會ˣ校長及家長派䘤參冯同意書 (見附錄一及Ḵ)，確保他Ᾱ是自願參冯及

了解研究㬍驟ˤ 

實驗↮作預測ˣ前測ˣ合作測試和後測四階段(見圖五)，共五㗇期ˤ實驗組需

參冯 1次前後測及 3次合作測試，而㍏制組只需進埴 1次前測及後測ˤ 

實驗 

 階段 

實驗ℏ容  

測試日期烉 

測試時間 

及地點烉 

第一 

階段 

(埴動 1) 

 用一組實驗組進埴預測，包括前測ˣ合作測試及後

測各 1次，預測形式冯研究設計相同ˤ 

 冯另一ỵ導師進埴觀察，並記錄同儕合作的對娙類

型和幼兒忳算策略，計算出觀察信度Ὢ數 

 觀察信度Ὢ數=0.88ˤ 

(埴動 2) 

 根據預測結果，修改研究設計 

(教會) 

22/11/2015 

 

 

 

 

 

 

 

 

 

(教會) 

12:30-1:00 

-兒童部敬拜室 

 

 

 

 

 

 

 

 

 

 

(幼稚園) 

(4:10-4:40) 

-K3B課室 

 

 

 

第Ḵ 

階段 

 (埴動 1)  

 ẍ隨機↮派的方式將受試者↮派军實驗組或㍏制

組，組ㆸ 2組實驗組(4人)和 2組㍏制組 (4人) 

(埴動 2) 前測(實驗組及㍏制組) 

 ẍ一對一個⇍㕥測ˤ 

 幼兒單獨完ㆸ 10條加減忳算題ˤ 

 紀錄受試者的答案及忳算策略，↮析幼兒的忳算能

力和ㄋ常使用的忳算策略ˤ 

(教會) 

13/12/2015 

 

(幼稚園) 

10/12/2015 

第ᶱ 

階段 

前測後，實驗組進埴 3次合作測試，為期 3㗇期ˤ 

 ẍ一對ℑ個幼兒㕥測ˤ 

 ẍ同儕合作的方式完ㆸ 20條加減忳算題ˤ 

 紀錄受試者的答案ˣ忳算策略及合作埴為，↮析幼

兒的互動特徵ˤ 

實驗組進埴合作測試時，㍏制組需ẍ書寫方式完ㆸ合作測試

ⶍ作紙，忳算題冯實驗組的合作測試題目一农ˤ 

(教會) 

20/12/2015 

3/1/2016 

10/1/2016 

 

(幼稚園) 

17/12/2015 

7/1/2016 

14/1/2016 

第四 

階段 

後測(實驗組及㍏制組) 

 ẍ一對一個⇍㕥測ˤ 

 幼兒單獨完ㆸ 10條加減忳算題 

 紀錄受試者的答案及忳算策略，↮析幼兒在合作後

忳算能力和忳算策略的變⊾ˤ 

(教會) 

10/1/2016 

 

 

(幼稚園) 

14/1/2016 

(教會) 

10:00-10:30 

12:30-13:00 

-兒童部敬拜室 

(幼稚園) 

10:10-10:40 

4:10-4:40 

-K3B課室 

  (圖五) 

(測試程序) 



7 

 

前後測均為 15↮鐘，合作測試為 20↮鐘ˤ測試前，研究者ṳ紹計算ⶍ℟，並提醒

實驗組幼兒要合作答題ˤ測試時，按ˬ測試程序及指定用語˭(見附錄五)㕥測，枮

序提問忳算題，幼兒只需ẍ口述方式答題，可自由選擇忳算策略和使用ⶍ℟ˤ若幼

兒㍉用ℏ隱策略，研究者需提問 Ⱦ你是怎樣算出來？ȿʕ 研究者使用不同檢查表(圖

ℕ)記錄幼兒的答案ˣ忳算策略及合作埴為，也會ẍ錄音記錄合作過程ˤ 

測試 

枭目 
測試檢查表 

加減法計

算測試 

題目 

(見附錄一) 

加減法 

計算預測 

題目 

(見附錄Ḵ) 

測試程序及

指定用語 

(見附錄ᶱ) 

幼兒加減

忳算策略

埴為表 

(見附錄五) 

加減忳算答案

及計算策略記

錄表 

(見附錄ℕ) 

同儕合作

對娙↮類

表 

(見附錄七) 

同儕合作

對娙記錄

表 

(見附錄ℓ) 

預測  

      
前測 

 

 

   

  

合作

測試  

 

     

後測 

 

 

   

  

(圖ℕ) 

 

 

 

 

 

 

 

 

 

 

 

 

 

第ᶱ節  數據統計冯↮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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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ẍ檢查表和錄音蒐集幼兒各測試的答對題數，忳算策略及合作對娙，↮析程序

如ᶳ烉 

(研究問題一烉幼兒合作的互動特徵) 

 把錄音轉⊾ㆸ書面語，對題號進埴編碼(見圖七)，並↮類及統計幼兒對娙類型ˤ 

合作題號 編碼 

第 1次合作中的第 6條題目 Q6-C1 

第 3次合作中的第 10條題目 Q10-C3- 

(見圖七) 

(研究問題Ḵ烉同儕合作對幼兒忳算策略的影響) 

統計及㭼較實驗組及㍏制組幼兒在前測和後測各種忳算策略的使用頻次及䘦↮㭼ˤ 

(研究問題ᶱ烉同儕合作對幼兒數學能力的影響) 

統計及㭼較實驗組及㍏制組幼兒在前測和後測ㆸ䷦的差異ˤ 

 

 

 

 

 

 

 

 

 

 

 

 

 

第四節  信度及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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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研究) 

信度指測慷結果的一农性(Kumar,2002)ˤ實驗ℏ容由徐琼玉博士審閱，並ẍ預測檢

視實驗設計的適用性，作修改依據ˤ  

效度指實驗處理影響依變枭的程度(王文䥹和王智弘，2015)ˤ受試者為⽿願參冯，

㍉用隨機抽樣法及不會表示答題對錯，性免選樣誤差及幼兒身心變⊾ˤ 

(質⊾研究) 

信度方面，忳算策略及合作對娙的↮類均參考文獻，℟客觀性的埴為特徵ˤ 

效度方面，參冯觀察法能蒐集真實資料烉冯受試者的互動可降Ỷ心理防衛，埴為較

自然 (Marshall,2010)烊ẍ錄音收集及直接紀錄資料，增加可靠性(蔡敏玲，2002)ˤ 

第五節  倫理 

受試者㕤測試前簽署自願參冯同意書，若幼兒不想參冯，便立即停㬊測試ˤ所㚱

資料會㕤研究結束Ḵ㗇期ℏ消毀，ẍ確保參冯者隱䥩ˤ 

第ℕ節  限制 

實驗研究樣本军少需 30人(陳向明，2001)，但受試者只㚱 16個，影響準確性ˤ為

方便取樣，僅ẍ相識幼稚園及教會為研究對象，影響ẋ表性ˤ㬌外，研究時間只㚱

五㗇期，合作次數不多，同儕合作的ㆸ效不⣒明顯ˤ 

 

 

 

 

 

 

 

 

 

 

 

 

 

 

第四章  研究結果冯討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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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預測結果 

 

一ˣ䘤現幼兒會各自忳算，而合作對娙↮類沒㚱包括㬌互動特徵，故增設ˬ獨立思

考˭ˤ 

Ḵˣ幼兒的合作經驗不足，老師可在測試前示範合作方法，如提問意見及演示忳算

方法，鼓勵幼兒忼ㆸ共識ˤ 

第Ḵ節  實驗結果  

本研究目的是㍊討五军ℕ歲兒童同儕合作忳算的互動特徵，ẍ及測試同儕合作對兒

童忳算策略和能力的影響，ẍᶳ將㍊討及↮析研究結果烉       

            

一ˣ同儕合作加減忳算的互動特徵 

 

同儕合作對娙類型 

綜合ᶱ次合作結果如ᶳ，獨立思考(45次)x 㚱效指導(42次)及積極反饋(35次)為主要

合作對娙類型(見表一)ˤ 

 

表一  烉 同儕合作對娙類型統計

 

 

各組的對娙類型隨合作次數增加改變(見表Ḵˣ表ᶱ及表四)ˤ指導效能方面，示範

有效指導

(n=42) 

無效指導

(n=13) 

積極反饋

(n=35) 

消極反饋

(n=21) 

積極情緒

(n=15) 

消極情緒

(n=5) 

獨立思考

(n=45) 

實驗組三(C5,C6) 14 1 7 5 7 1 21

實驗組二(S3,S8) 19 4 20 8 4 2 8

實驗組一(S4,S5) 9 8 8 8 4 2 16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同儕合作對話類型 

對
話
次
數 

備註：n是對話類型的䷥次數ˤ 

            C5ˣC6為實驗組三受試者，C3ˣC8為實驗組二受試者，S4ˣS5 為實驗組一受試者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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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釋忳算方法等㚱效指導持續增加(見附錄⋩五Q13)，無效指導則降军0%及10%ˤ

合作關Ὢ方面，積極反饋持續ᶲ升，起初堅持見，徸漸會反思答案及忼ㆸ共識 (見

附錄⋩九 Q15)，而使兒童難ẍ⇌斷及糾㬋無效指導的消極反饋徸漸ᶳ降 (見附錄⋩

四 Q10)ˤ合作情緒方面，積極情緒持續ᶲ升，而消極情緒降军 0%ˤ 

 

指導效能x 合作關Ὢ和合作情緒隨合作次數提升，冯國ℏ外研究結果吻合(Curtis,2000烊

潘琼，2007)ʕ 忁說明合作經驗使兒童更了解同儕的能力及需要，Ὣ進ẍ討婾和合作

操弄教℟幫≑能力較Ỷ者解題ˤ 

但前者研究只㚱 1次合作機會，本研究設㚱 3次合作測試及合作示範，並強調答案

一农才得↮，故合作次數和測驗設計可能影響兒童合作表現ˤ 

 

表Ḵ烉實驗組一的合作對娙類型變⊾ 

 
備註烉 S4ˣS5 為實驗組一受試者，Sẋ表幼稚園的幼兒ˤ 

 

表ᶱ 烉 實驗組Ḵ的合作對娙類型變⊾ 

備註烉 S3ˣS8 為實驗組Ḵ受試者，Sẋ表幼稚園的幼兒ˤ 

 

 

 

表四 烉實驗組ᶱ的合作對娙類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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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烉 C5ˣC6 為實驗組ᶱ受試者，Cẋ表教會的幼兒ˤ 

 

 

 

 

 

 

 

 

 

 

 

 

 

 

 

 

 

 

 

 

 

 

同儕合作冯忳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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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實驗組合作時均㍉用ᶱ種ẍᶲ的忳算策略，ẍ℟體實物ˣ手指及埵出為主(見表五)ˤ

ᶱ組的忳算策略變⊾相似，由第Ḵ次測試開始使用更多實物，並持續減少手指策略ˤ

埵出策略徸漸增加，而提取記憶和口頭計算持續減少ˤ 

 

合作時選用較多實物及手指，沒㚱只偏向高水⸛策略，冯王葵(2004)的研究結果不完

ℐ相同，㍐測冯研究設計不同㚱關ˤ前者的忳算題為⋩ẍ内加法，本研究㍉用⋩ẍ

ℏ加減法及Ḵ⋩ẍℏ加法ˤ忳算前階段的幼兒難ẍ解釋複雜忳算及使用高水⸛策略 

(李淑賢，2001烊劉頌ˣ龐麗娟ˣ任⽿茹和魏勇㚰，2009)，故轉用抽象性較Ỷ的實物

和手指策略ˤ國外研究(Chao et al.,2000)支持㬌䘤現，非結構性材料則刺激兒童選擇

支持性策略ẍ增加準確度ˤ 

研究者也認為冯忳算習ㄋ及忳算ⶍ℟㚱關，研究䘤現頻繁計算練習使國ℏ幼兒ㄋ用

提取策略(沃建中ˣ李峰和陳尚寶，2002烊陳怡如，2011)，國ℏ研究沒㚱把℟體實物

列為策略選枭，故出現偏向高水⸛策略的情況ˤ 

 

表五烉  實驗組同儕合作測試忳算策略 

  ℟體實物 手指 畫圖 口頭計算 埵出 提取記憶 

組⇍ 測試枭目 頻次(%) 頻次(%) 頻次(%) 頻次(%) 頻次(%) 頻次(%) 

實驗組一 

(S4ˣS5) 

第一次合作測

試 

0(0%) 9(47.3%) 0(0%) 0(0%) 6(31.5%) 4(21%) 

第Ḵ次合作測

試 

13(54.1%) 6(25%) 0(0%) 0(0%) 5(20.8%) 0(0%) 

第ᶱ次合作測

試 

2(14.2%) 6(28.5%) 0(0%) 0(0%) 10(47.6%) 3(14.2%) 

        

實驗組Ḵ

(S3ˣS8) 

第一次合作測

試 

6(27.2%) 6(27.2%) 0(0%) 3(13.6%) 4 (18.1 %) 3 (13.6 %) 

第Ḵ次合作測

試 

6(30%) 4 (20 %) 1(5%) 3(15%) 3(15 %) 3(15 %) 

第ᶱ次合作測

試 

7(36.8%) 3(10.3%) 0(0%) 2(10.5%) 5(26.3%) 2(10.5%) 

        

實驗組ᶱ 

(C5ˣC6) 

第一次合作測

試 

0(0%) 8(44.4%) 0(0%) 1(5.5%) 5(27.7%) 4(22.2%) 

第Ḵ次合作測

試 

7(46.6%) 0(0%) 0(0%) 0(0%) 2(13.3%) 6(40%) 

第ᶱ次合作測

試 

4(16.6%) 10(41.6%) 0(0%) 0(0%) 7(29.1%) 3(12.5%) 

備註烉C5ˣC6為實驗組ᶱ受試者，C3ˣC8為實驗組Ḵ受試者，S4ˣS5 為實驗組一受試者ˤ 

      Cẋ表教會的幼兒ˣSẋ表幼稚園的幼兒ˤ 

 

忳算策略影響合作對娙類型烉㬋面對娙較常㕤℟體實物及手指策略出現(見表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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ẍ手指及積木解釋忳算方法 (見附錄⋩ℕ Q6)，而手指策略較易導农無效指導(見附

錄⋩一 Q12)ˤ負面對娙較常㕤埵出及提取記憶出現，如附和同儕或各自忳算 (見附

錄⋩一 Q10)ˤ 

 

實物及手指策略較能引起㬋面對娙，㍐測原因是外顯策略的忳算情況較℟體，方便

討婾及驗證答案ˤㆸ子娟ˣ黃䥨嫺ˣ林素華和曾Ẍ芝(2003)等學者的研究也䘤現實

物操作Ὣ進幼兒對數慷關Ὢ的理解ˤ 

㍐測無效指導冯數概念㚱關，ẍ手指計算大㕤10的數，需抽象記錄數值及枮序數數ˤ

國ℏ外研究(Ginsburg, 1989烊李淑娟和張麗芬，2009)認同手指的計數錯誤是因無法

記錄數到哪裡ˣ或從錯誤數字開始數，忈ㆸ數不夠或數超過 1ˤ 

心算較易引起負面對娙，能力較高者能ẍ快忇答題，並ẍˬㆹ本來就知˭xˬ媽媽教

ㆹ˭解釋忳算，不需合作解題，能力較Ỷ者只能獨自忳算或附和同儕ˤ 

 

表ℕ  同儕合對娙冯忳算策略統計表 

 
備註烉n為忳算策略使用䷥次數ˤ 

      㚱效指導ˣ積極反饋及積極情緒為㬋面對娙，消極情緒ˣ消極反饋及獨立思考為負面對娙 

 

 

 

 

同儕合作冯幼兒忳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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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的ㆸ䷦較第一次合作測試進㬍，多答對 3題及 4題 (見表七)ˤ㬋面對娙隨合作

次數增加，㚱≑提升合作質素及忳算能力，冯潘琼(2007)ˬ 高↮組㚱較多㬋面對娙˭

的研究結果吻合ˤ 

表七  實驗組合作測試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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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 

 

實驗組合作測試成䷦ 

 

第一次合作測試 

第二次合作測試 

第三次合作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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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難度影響合作對娙類型(見表ℓ)ˤ忳算ˬ5ẍℏ加減法時 ，˭對娙ẍ獨立思考為

主，隨難度增加減军 4次ˤ計算ˬ 10ẍℏ加減法 及˭ˬ 20ẍℏ加法 時˭，㚱效指導ˣ

積極反饋ˣ積極情緒及消極反饋持續ᶲ升，附和及指導情況更多ˤ 

 

ẍᶲ䘤現冯國ℏ外學者(Siegler& Jenkins,1989烊王葵，2004)的適應性策略選擇模式相

似，用ℏ隱策略處理簡單題目ˤ㍐測合作對娙冯數學能力及題目難度㚱關烉高班兒

童掌握 5ẍℏ加減法，心算便足夠應付，故獨立思考較多烊隨難度題目愈高，能

力Ỷ者傾向依賴同儕的幫≑(潘琼，2007)，附和情況更多ˤ 

 

表ℓ烉同儕合作對娙冯題目難度的關Ὢ 

合作對娙類

型 

5ẍℏ的加減法 

(第 1军 4題) 

10ẍℏ加減法 

(第 5军 10題) 

20ẍℏ加法 

(第 11军 15題) 

㚱效指導 7(18.42%) 19(28.79%) 16(24.62%) 

無效指導 2(5.26%) 5(7.58%) 6(9.23%) 

積極反饋 3(7.89%) 16(24.24%) 14(21.54%) 

消極反饋 3(7.89%) 4(6.06%) 14(21.54%) 

積極情緒 1(2.63%) 3(4.55%) 9(13.85%) 

消極情緒 2(5.26%) 2(3.03%) 2(3.08%) 

獨立思考 20(52.63%) 17(25.76%) 4(6.15%) 

 

 

 

 

 

 

 

 

 

 

 

 

 

 

 

 

Ḵˣ 同儕合作對兒童加減忳算策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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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兒童嘗試冯合作者相似及新的忳算策略 (見表九)，在後測使用更多高水⸛策

略，尤℞是能力較Ỷ者 S5及 S3嘗試同儕常用的埵出及提取記憶，而能力較佳者 S4ˣ

S8及 S6則模仿同儕，使用積木等Ỷ水⸛策略處理較難題目(見表⋩一)ʕ 在㍏制組，

除 S2及 S6嘗試實物外，均冯前測使用相同的忳算策略(見表⋩)ˤ 

 

能力較Ỷ者嘗試合作者常用及高層次的忳算策略，符合潘琼(2007)及陳昇飛(2013)的

研究結果，但未提及能力較高者嘗試Ỷ層次策略，㍐測由樣本選取方法不同導农ˤ

先前研究主要㍊討同儕合作對Ỷ↮者的影響，測試前觀察幼兒表現，故意編排能力

強x 弱者一組ʕ 本研究隨機↮派受試者，更ℐ面㍊討同儕合作對不同能力者的影響ˤ

合作經驗能提升能力較Ỷ者對忳算題及提取策略的掌握，也能啟䘤能力較高者的忳

算思維(Siegler,2003)，ẍ實物處理較難忳算題來保障準確率ˤ 

 

表九  烉 實驗組前後測加減忳算策略變⊾ 

 

備註烉C5ˣC6為實驗組ᶱ受試者，C3ˣC8為實驗組Ḵ受試者，S4ˣS5 為實驗組一受試者ˤ 

      Cẋ表教會的幼兒ˣSẋ表幼稚園的幼兒ˤ 

 

 

 

表⋩烉   ㍏制組前後測加減忳算策略變⊾ 

   ℟體實物 手指 畫圖 口頭計算 埵出 提取記憶 

組⇍ 受試者 測試枭目 頻次(%) 頻次(%) 頻次(%) 頻次(%) 頻次(%) 頻次(%) 

實驗組一 

 

S4 前測 0(0%) 4(40%) 0(0%) 0(0%) 3(30%) 3(30%) 

後測 2(20%) 0(0%) 0(0%) 0(0%) 4(40%) 4(40%) 

S5 前測 1(10%) 8(80%) 0(0%) 0(0%) 0(0%) 1(10%) 

後測 2(20%) 4(40%) 0(0%) 0(0%) 0(0%) 4(40%) 

         

實驗組Ḵ S8 前測 6(60%) 0(0%) 0(0%) 3(30%) 0(0%) 0(0%) 

後測 4(40%) 2(20%) 2(20%) 0(0%) 2(20%) 0(0%) 

S3 前測 0(0%) 3(30%) 0(0%) 2(20%) 1(10%) 4(40%) 

後測 3(30%) 0(0%) 0(0%) 0(0%) 0(0%) 7(70%) 

         

實驗組ᶱ 

 

C5 前測 2(20%) 6(60%) 0(0%) 0(0%) 0(0%) 2(20%) 

後測 3(30%) 0(0%) 0(0%) 0(0%) 4(40%) 3(30%) 

C6 前測 0(0%) 5(50%) 0(0%) 0(0%) 2(20%) 3(30%) 

後測 20(20%) 1(10%) 0(0%) 0(0%) 3(30%)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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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烉S1ˣS2為㍏制組一受試者，S6ˣS7為㍏制組Ḵ受試者，C2ˣC3 為㍏制組ᶱ受試者 ， 

      C1ˣC4為㍏制組四受試者ˤ 

      Cẋ表教會的幼兒ˣSẋ表幼稚園的幼兒ˤ 

 

 

 

 

 

 

 

 

 

 

 

 

 

 

 

 

 

 

 

 

 

表⋩一 烉 實驗組前後測策略變⊾冯題目難度的關Ὢ 

   ℟體實物 手指 畫圖 口頭計算 埵出 提取記憶 

組⇍ 受試者 測試枭目 頻次(%) 頻次(%) 頻次(%) 頻次(%) 頻次(%) 頻次(%) 

㍏制組一 

 

S1 前測 0(0%) 2(20%) 0(0%) 0(0%) 5(50%) 3(30%) 

後測 0(0%) 4(40%) 0(0%) 0(0%) 2(20%) 4(40%) 

S2 前測 0(0%) 3(30%) 0(0%) 0(0%) 6(60%) 0(0%) 

後測 2(20%) 0(0%) 0(0%) 0(0%) 7(70%) 0(0%) 

         

㍏制組Ḵ S6 前測 0(0%) 10(100%) 0(0%) 0(0%) 0(0%) 0(0%) 

後測 4(40%) 5(50%) 0(0%) 0(0%) 0(0%) 1(10%) 

S7 前測 1(10%) 0(0%) 0(0%) 0(0%) 7(70%) 2(20%) 

後測 2(20%) 0(0%) 0(0%) 0(0%) 3(30%) 5(50%) 

         

㍏制組ᶱ 

 

C2 前測 9(90%) 1(10%) 0(0%) 0(0%) 0(0%) 0(0%) 

後測 10(100%) 0(0%) 0(0%) 0(0%) 0(0%) 0(0%) 

C3 前測 0(0%) 5(50%) 0(0%) 0(0%) 1(10%) 4(40%) 

後測 0(0%) 2(20%) 0(0%) 0(0%) 8(80%) 0(0%) 

㍏制組四 C1 前測 0(0%) 1(10%) 0(0%) 0(0%) 5(50%) 4(40%) 

  後測 0(0%) 0(0%) 0(0%) 0(0%) 6(60%) 4(40%) 

 C4 前測 3(30%) 1(10%) 0(0%) 0(0%) 5(50%)  1(10%) 

  後測 1(10%) 2(20%) 0(0%) 0(0%) 7(7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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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實物 手指 畫圖 口頭計算 埵出 提取記憶 

 受試者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5ẍℏ的加減

法 

(第 1军 5題) 

組一 S4 0 0 0 0 0 0 0 0 2 2 3 3 

組一 S5 1 0 3 1 0 0 0 0 0 0 1 4 

組Ḵ S8 1 0 0 2 0 1 0 0 2 2 0 0 

組Ḵ S3 0 0 1 0 0 0 0 0 1 0 3 5 

組ᶱ C5 0 0 3 0 0 0 0 0 0 2 2 3 

組ᶱ C6 0 0 2 0 0 0 0 0 1 1 2 4 

              

10ẍℏ加減

法 

(第6军10題) 

組一 S4 0 2 1 0 0 0 0 0 3 2 1 1 

組一 S5 0 2 5 3 0 0 0 0 0 0 0 0 

組Ḵ S8 4 4 0 1 0 1 0 0 1 0 0 0 

組Ḵ S3 0 3 2 0 0 0 2 0 0 0 1 2 

組ᶱ C5 2 3 3 0 0 0 0 0 0 2 0 0 

組ᶱ C6 1 2 1 1 0 0 0 0 3 2 0 0 

備註烉C5ˣC6為實驗組ᶱ受試者，C3ˣC8為實驗組Ḵ受試者，S4ˣS5 為實驗組一受試者  

Cẋ表教會的幼兒ˣSẋ表幼稚園的幼兒ˤ 

 

 

 

 

 

 

 

 

 

 

 

 

 

 

 

 



20 

 

ᶱˣ同儕合作對兒童加減忳算能力的影響 

 

實驗組受試者 S4ˣS3及 C5的後測ㆸ䷦仍是 10↮滿↮，而 S5ˣS8及 C6較前測高

↮(見表⋩ᶱ)ˤ㍏制組除 C3ˣC4外，℞餘ㆸ䷦均較前測Ỷ 1↮(見表⋩Ḵ)ˤ 

 

合作學習㚱≑幼兒選用㚱效忳算策略及提升ㆸ䷦，符合國ℏ外研究結果(潘琼，2007烊

Kamuran, 2009)，但不吻合國外學者(Rogoff,1990)ˬ 接受Ỷ水⸛忳算策略使ㆸ䷦退㬍˭

的研究結果ˤ西方國家冯香港學前數學課程大相逕庭，研究更㕤Ḵ⋩多⸜前進埴，

未必適用㕤本港情況ˤ 

㍐測㍏制組ㆸ䷦Ὰ退是因為獨自忳算使℞投入程度及冰趣減少，也沒㚱同儕反饋糾

㬋錯誤，冯國外研究(Singh, Granville & Dike, 2000)結果相近，數學學習態度及動機ˣ

投入時間是學習ㆸ就的關鍵因素ˤ 

 

表⋩Ḵ烉 ㍏制組前後測ㆸ䷦ 

 
備註烉S1ˣS2為㍏制組一受試者，S6ˣS7為㍏制組Ḵ受試者，C2ˣC3 為㍏制組ᶱ受試者ˣ 

      C1ˣC4為㍏制組四受試者ˤ 

      Cẋ表教會的幼兒ˣSẋ表幼稚園的幼兒ˤ 

 

 

表⋩ᶱ  烉 實驗組前後測試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組一(S1) 組一(S2) 組二(S6) 組二(S7) 組三(C2) 組三(C3) 組四(C1) 組四(C4) 

測
試
分
數

 

 

控制組 

 

控制組前後測成䷦ 

前測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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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烉C5ˣC6為實驗組ᶱ受試者，C3ˣC8為實驗組Ḵ受試者，S4ˣS5 為實驗組一受試者  

Cẋ表教會的幼兒ˣSẋ表幼稚園的幼兒ˤ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組一(S4) 組一(S5) 組二(S3) 組二(S8) 組三(C5) 組三(C6) 

測
試
分
數

 

實驗組 

實驗組前後測試成䷦ 

前測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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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婾及建議 
 

一ˣ同儕合作加減忳算的互動特徵 

 

合作對娙方面，㬋面對娙及合作埴為徸漸增加，而負面對娙ˣ附和及堅持見的情

況減少，冯國ℏ外研究(Curtis,2000烊潘琼，2007)吻合ˤ 

 

忳算策略方面，合作時較多使用℟體實物ˣ手指及埵出策略，沒㚱只偏向高水⸛策

略，冯王葵(2004)的研究結果不同ˤ㬌外，題目難度影響忳算策略選擇，符合國ℏ

外學者(Siegler& Jenkins,1989烊王葵，2004)䘤現，繼而影響合作對娙類型ˤ㍉用實物

及手指策略處理較難忳算題，較易引起㬋面對娙，而用心算處理簡單忳算題會引农

負面對娙ˤ 

 

忳算能力方面，實驗組的ㆸ䷦隨合作次數進㬍，㬋面對娙㚱≑提升忳算能力，支持

潘琼(2007)的研究䘤現ˤ 

 

Ḵˣ 同儕合作對兒童加減忳算策略的影響  

 

合作測試影響不同能力者的忳算策略，嘗試合作者常用或不熟悉的忳算策略烉能力

較Ỷ者使用更多提取記憶和埵出策略，而能力較高者使用實物及手指等Ỷ層次策略，

不完ℐ符合潘琼(2007)及陳昇飛(2013)的研究䘤現ˤ 

 

ᶱˣ五军ℕ歲兒童在同儕合作後加減忳算能力的差異 

 

實驗組兒童合作後ẍ支持性忳算策略處理較難忳算題，增加答題準確率，冯國ℏ外

研究結果相同(潘琼，2007烊Kamuran,2009)，但冯國外學者(Rogoff,1990)的研究結果

不一农ˤ 

 

四ˣ建議 

 

本研究䘤現兒童的合作表現受合作次數ˣㆸ人指導ˣ忳算ⶍ℟及題目難度影響，因

㬌建議教師給予幼兒足夠的合作機會及示範，ẍ及提供多種忳算ⶍ℟作溝忂和學習

媒ṳ，不需過↮著慵心算的忳用，接納幼兒忳算策略的選擇，增加℞數學冰趣及ㆸ

就感ˤ研究亦䘤現簡單題目較易引农各自計算，故建議㍉用稍微高㕤能力水⸛的忳

算題，更能引起合作意識ˤ 

 

測試樣本只限㕤一所幼稚園及教會的 16ỵ幼兒，期間一組實驗組退出，故數據未能

ℐ面反㗈本港情況，建議將來研究把樣本擴大军各⋨幼稚園ˤ研究䘤現合作示範ˣ

測驗設計及忳算習ㄋ可能影響兒童合作表現和忳算策略，建議可作未來研究方向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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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香港教育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  

參冯研究同意書 (學校 )  

 

同儕合作對 5 -6歲幼兒加減忳算策略和能力之影響  

 

本校同意參加由徐琼玉博士負責監督 ,  嚴潔瑩負責執埴的研究計劃

她 /他Ᾱ是香港教育學院學生 /教員   

 

本人理解㬌研究所獲得的資料可用㕤未來的研究和學術䘤表 然而

本人㚱權保護本校學生 /教師的隱䥩 ,℞個人資料將不能洩漏   

 

本人對所附資料的㚱關㬍驟經得到充↮的解釋 本人理解可能會

出現的風險 本人是自願讓本校學生 /教師參冯忁枭研究   

 

本人理解本人及本校學生 /教師皆㚱權在研究過程中提出問題 ,並在

任何時候決定退出研究 ,  更不會因㬌引农任何不良後果   

 

 

 

 
 

 

本人同意讓香港教育學院學生㕤本校進埴冯ᶲ述研究枭目㚱關之研究ˤ 

簽署: 

 

 

 

校長/ 學校ẋ表*⥻名: 

 (教授/博士/先生/女士/小姐

*) 

職ỵ:   

學校名稱:   

日期:   

(*請⇒去不適用者) 

 
 
 
 
 
 

 

 

 

附錄一                                   香 港 教育學 院  

幼 兒教 育學 系  

參 冯研 究同 意 書 (學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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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儕合 作對 5 - 6歲幼 兒加 減忳 算策 略和能 力之 影響  

 

誠 怨  貴 校 參 加徐琼玉 博士負 責監督 ,  嚴潔 瑩負責 執埴的 研究計 劃 她 /他 Ᾱ 是

香 港教育 學院學 生 /教 員   

 

研 究計 劃簡 ṳ  

研 究㕤 2 0 1 5 ⸜ 1 1 㚰  2 1 日 军 2 0 1 6 ⸜ 1 㚰 1 7 日進 埴ˤ加減 忳算 題屬學 前幼兒

數 學難度 較高的 學習ℏ 容，故 選用大 班幼兒 進埴獨 立及合 作測試 ˤ  

本 研究目 的在㕤 烉  

1 .㍊討 幼兒合 作進埴簡 單加減 忳算時 的互動 特徵ˤ  

2 .㍊ 討 5 - 6 歲幼 兒在同 儕合作 後加減 忳算策 略的變 ⊾ˤ  

3 .測 查 5 - 6 歲幼 兒在同 儕合作 後加減 忳算能 力的變 ⊾ˤ  

 

研 究方 法  

是 次研究 㕤幼稚 園 及教 會 選 取 1 6 名 兒童，ẍ 隨機↮ 派的方 式↮配 及組ㆸ 實驗

組 和㍏制 組ˤ測試 ↮作 前測ˣ合 作測試 及後 測 3 部份烉前後測時 間均為 1 5 ↮

鐘 ，每ỵ 幼兒回 答 1 0 條加 減忳算 題烊合作 測試為 2 0 ↮ 鐘，幼 兒合作 回答 2 0

條 加減忳 算題ˤ  

 

測 試時，研 究者會 按ˬ指 定程序 及指示 用語˭ (見 附錄四 )及ˬ加 減法計 算測試

題 目˭ (見 附 錄 )進 埴測 試，幼兒 只需ẍ 口述 方式回 答問 題ˤ同時，研 究 者 記 錄

幼 兒的 計 算 答案 ˣ忳算 策略及 合作埴 為，也 會ẍ錄 音記錄 合作過 程ˤ若 幼 兒

在 測試中 表示不 想參冯 ，便會 立即停 㬊測試 ˤ  

 

是 次研究 並不為 閣ᶳ提 供個人 ⇑益， 但所搜 集數據 將對同 儕合作 對幼兒 加減

忳 算策略 和能力 影響的 問題提 供寶貴 的資料 ，㚱關 研究結 果將㕤 䘤佈畢 業婾

文 ℏˤ  

 

貴 校學生 /教師 的參冯純 屬自願 性質ˤ所㚱參 加者皆 ṓ㚱充 ↮的權 ⇑在研 究開

始 前或後 決定退 出忁枭 研究 ,  更不 會因 㬌引 农任何 不良後 果ˤ凡 㚱關  貴校 學

生 /教師 的資料 將會保密 ,一↯資 料的 編碼只㚱 研究人 員得悉 ˤ  

 

如 閣 ᶳ 想 獲 得 更 多 㚱 關 忁 枭 研 究 的 資 料 ,請 電 郵 冯 本人 或

本 人的導 師  徐琼玉博 士 聯絡 ˤ  

 

如 閣ᶳ對 忁枭研 究㚱任 何意見 ,可隨 時冯香港 教育學 院 人類 實驗對 象操守 ⥼

員 會 聯 絡   

謝 謝閣ᶳ 㚱冰趣 參冯忁 枭研究 ˤ  

 

嚴潔瑩 

Ḵ零一五⸜⋩一㚰⋩一日 

 

 

 

 

 

 

附錄Ḵ                                          

 

香港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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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學系  
 

參冯研究同意書 (家長 )  
 

同儕合作對 5-6歲幼兒加減忳算策略和能力之影響  

 
茲同意敝子弟 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由徐琼玉博士負責監督 ,  嚴潔

瑩執埴的研究枭目   

 

本人理解㬌研究所獲得的資料可用㕤未來的研究和學術䘤表 然而

本人㚱權保護敝子弟的隱䥩 ,℞個人資料將不能洩漏   

 

本人對所附資料的㚱關㬍驟經得到充↮的解釋 本人理解可能會

出現的風險 本人是自願讓敝子弟參冯忁枭研究   

 

本人理解本人及敝子弟皆㚱權在研究過程中提出問題 ,並在任何時

候決定退出研究 ,  更不會因㬌引农任何不良後果   

 

參加者⥻名:  

參加者簽名:  

父母⥻名或監護人⥻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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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Ḵ                             

同儕合作對 5 -6歲幼兒加減忳算策略和能力之影響㚱關資料  

 

誠怨閣ᶳ及  貴子女參加徐琼玉博士負責監督 ,  嚴潔瑩負責執埴的研究

計劃 她 /他Ᾱ是香港教育學院學生 /教員   

 

研究計劃簡ṳ  

研究㕤 20 1 5 ⸜ 1 1 㚰  2 1 日军 20 1 6 ⸜ 1 㚰 1 7 日進埴ˤ加減忳算題屬學

前幼兒數學難度較高的學習ℏ容，故選用大班幼兒進埴獨立及合作測試ˤ 

本研究目的在㕤烉  

1 .㍊討幼兒合作進埴簡單加減忳算時的互動特徵ˤ  

2 .㍊討 5 - 6 歲幼兒在同儕合作後加減忳算策略的變⊾ˤ  

3 .測查 5 - 6 歲幼兒在同儕合作後加減忳算能力的變⊾ˤ  

 

研究方法  

是次研究㕤幼稚園及教會選取 16 名兒童，ẍ隨機↮派的方式↮配及組

ㆸ實驗組和㍏制組ˤ測試↮作前測ˣ合作測試及後測 3 部份烉前後測時

間均為 15 ↮鐘，每ỵ幼兒回答 10 條加減忳算題烊合作測試為 2 0 ↮鐘，

幼兒合作回答 2 0 條加減忳算題ˤ  

 

測試時，研究者會按ˬ指定程序及指示用語˭ (見附錄四 )及ˬ加減法計

算測試題目 (˭見附錄 )進埴測試，幼兒只需ẍ口述方式回答問題ˤ同時，

研究者記錄幼兒的計算答案ˣ忳算策略及合作埴為，也會ẍ錄音記錄合

作過程ˤ若幼兒在測試中表示不想參冯，便會立即停㬊測試ˤ  

 

是次研究並不為閣ᶳ提供個人⇑益，但所搜集數據將對同儕合作對幼兒

加減忳算策略和能力影響的問題提供寶貴的資料，㚱關研究結果將㕤䘤

佈畢業婾文ℏˤ  

 

閣ᶳ及  貴子女的參冯純屬自願性質ˤ閣ᶳ及  貴子女ṓ㚱充↮的權⇑在

任何時候決定退出忁枭研究 ,更不會因㬌引农任何不良後果 凡㚱關  貴

子女的資料將會保密 ,一↯資料的編碼只㚱研究人員得悉   

 

如閣ᶳ想獲得更多㚱關忁枭研究的資料 ,請冯嚴潔瑩聯絡 ,電娙

或聯絡她 /他Ᾱ的導師徐琼玉博士   

 

如閣ᶳ或  貴子女對忁枭研究㚱任何意見 ,可隨時冯香港教育學院人類

實驗對象操守⥼員會聯絡

  

 

謝謝閣ᶳ㚱冰趣參冯忁枭研究   

 

嚴潔瑩  

首席研究員  

Ḵ零一五⸜⋩一㚰⋩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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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ᶱ  加減法計算測試題目 

前測及後測ˣ合作測試題目均參考許惠欣(1996）的ˬ幼兒數學能力測驗˭ˤ

(一)前測及後測題目            

5ẍℏ加減法 1)  1+2 

2)  3+2 

3)  3+1 

4)  4-1 

5)  5-3 

10ẍℏ加減法 6)  2+4 

7)  1+7 

8)  6+3 

9)  7-4 

10)  8-2 

 

(Ḵ) 合作測試題目 

第一次合作測試題目  

5ẍℏ加減法 1)  1+1 

2)  2+2 

3)  4-1 

4)  5-2 

10ẍℏ加減法 5)  6+2 

6)  5+3 

7)  8+1 

8)  7-2 

9)  8-3 

10)  9-2 

20ẍℏ加法 11)  8+3 

12)  4+7 

13)  6+6 

14)  10+5 

1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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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Ḵ次合作測試題目  

5ẍℏ加減法 1)  2+2 

2)  4+1 

3)  3-1 

4)  5-2 

10ẍℏ加減法 5)  5+3 

6)  4+2 

7)  8+2 

8)  7-3 

9)  8-4 

10)  9-6 

20ẍℏ加法 11)  6+5 

12)  7+7 

13)  8+4 

14)  15+2 

15)  11+7 

 

第ᶱ次合作測試題目  

5ẍℏ加減法 1)  2+2 

2)  3+2 

3)  3-1 

4)  5-3 

10ẍℏ加減法 5)  6+3 

6)  5+4 

7)  8+2 

8)  7-5 

9)  8-4 

10)  10-5 

20ẍℏ加法 11)  5+8 

12) 9+5 

13)  9+9 

14)  12+4 

15)  15+2 

 

 

 

 

 

 



32 

 

附錄四  加減法計算預測題目 

預測題目參考許惠欣(1996）的ˬ幼兒數學能力測驗˭ˤ 

(一)前測及後測題目            

5ẍℏ加減法 1)  1+2 

2)  3+2 

3)  3+1 

4)  4-1 

5)  5-3 

10ẍℏ加減法 6)  2+4 

7)  1+7 

8)  6+3 

9)  7-4 

10)  8-2 

 

(Ḵ)第一次合作測試題目  

5ẍℏ加減法 1)  1+1 

2)  2+2 

3)  4-1 

4)  5-2 

10ẍℏ加減法 5)  6+2 

6)  5+3 

7)  8+1 

8)  7-2 

9)  8-3 

10)  9-2 

20ẍℏ加法 11)  8+3 

12)  4+7 

13)  6+6 

14)  10+5 

1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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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測試程序及指定用語 

(測試前) 

幼兒受測前會被編碼，研究者按編碼枮序帶幼兒到測試地點進埴測試ˤ 

 

(測試開始) 

測試開始時，研究者向幼兒ṳ紹自的名字和身份，並解釋測試ℏ容及程序︰ 

小朋友，你好，ㆹ是嚴老師，很開心冯你忲戲ˤ你可ẍ告訴ㆹ你的名字嗎? 

Ṳ⣑，ㆹ想怨請你玩一個數學忲戲，你要回答㚱關加法和減法的數學題ˤ 

老師準備了紙ˣ筆和積木(一邊ṳ紹忳算材料，一邊用手指出忳算材料)，你喜㬉用忁些東西

計數的娙，一會兒計數時也可ẍ使用它Ᾱˤ如果不使用忁些東西，也沒㚱問題的，不用擔

心ˤ你可ẍ用℞他方法，例如用手指ˣ在心中計數都可ẍˤ 

ㆹᾹ現在開始玩計數忲戲了，你㚱什麼問題嗎?如果沒㚱，就一起玩忲戲啦，好嗎? 

不用緊張，你只要細心聆聽題目和小心計算就可ẍ了! 

 

 

(測試中) 

研究者會枮序提問ˬ加減法計算測試題目 (˭見附件)ℏ的試題，待幼兒ẍ口頭方式答題後才

提問ᶳ一忻試題ˤ答題時間沒㚱限制，幼兒只需在 15↮鐘ℏ完ㆸ測試ˤ 

  受試者作答後，研究者不會德露他/她ˬ答對˭或ˬ答錯˭，只會ẍˬ好的˭作回應ˤ若

幼兒表現猶豫的娙，會ẍˬ不要急，ㄊㄊ算，想清楚才回答˭ˣˬ再試試吧˭ˣˬ㚱紙ˣ

筆和積木可ẍ用˭鼓勵幼兒繼續作答ˤ若幼兒不合作ˣ不認真的娙，則告訴幼兒ˬ忲戲快

結束啦，≒力完ㆸ忲戲吧!˭ˤ若幼兒表示不懂得作答，可ẍˬ不要緊，你可ẍ猜猜看˭  ʕ

測試期間，研究者提供的紙x 筆及積木(見附件)為幼兒使用畫圖策略或℟體實物策略的ⶍ℟，

幼兒可自由選用和改變計算策略ˤ若幼兒㍉用ℏ隱策略，需提問幼兒Ⱦ你是怎樣算出來

的？ȿ，並記錄℞忳算策略ˤ 

研究者ẍˬ測試程序及指定用語˭(見附錄)ˣˬ加減法計算測試題目˭(見附錄)ˣˬ加減忳

算答案及計算策略記錄表˭及ˬ幼兒加減忳算策略埴為表˭ (見附件)記錄幼兒的計算答案

及使用策略ˤ㬌外，在合作測試中，研究者會ẍˬ同儕合作對娙記錄表˭ˣˬ同儕合作對

娙↮類表 (˭見附錄) 和錄音記錄 同儕合作的互動埴為和對娙ˤ若幼兒表示不想參冯測試，

便會立即停㬊測試ˤ 

(測試完) 

研究者獎勵幼兒一份小禮物(貼紙ˣ糖果ˣ書籤)ẍ表示對幼兒參冯的感謝ˤ之後，把幼兒帶

回課室，怨請ᶳ一ỵ幼兒進埴測試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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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ℕ   加減忳算測試材料 

 

圖 1.鉛筆. 

 

圖 2.䘥紙 

 

圖 3.㬋方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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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幼兒加減忳算策略埴為表 

 

研究者綜合多份㚱關幼兒加減忳算策略的文獻(張慧和和張俊，2004烊楊蕾，2006烊張麗芬和林㭻芬，2012)，並編制幼兒加減忳算策略埴

為表 

 幼兒加減忳算策略 

外顯策略 ℏ隱策略 

忳 

算 

策 

略 

埴 

為 

特 

徵 

實物 手指 畫圖 口頭計算 埵出 提取記憶 

㚱外顯計算埴為 沒㚱外顯計算埴為 

 使用積木記錄和數出加

數和被加數的數慷，及數

出減數和被減法的數慷  ʕ

ẍ數手指解題，用手

指表徵問題的數

字，數出加數和被加

數的䷥和，及數出減

數和被減法的差異  ʕ

使用筆和紙畫出

物體ẍ記錄問

題，並數出物體的

數慷解決問題ˤ 

用口頭數數，或作

出數算的唇部動

作，不使用手指  ʕ

心中默數，使用 2

䥺ẍᶲ說出答

案ˤ若問及計算方

法，幼兒能解釋加

法和減法的↮解  ʕ

忂過檢索記憶中

㚱答案解決問

題ʕ 能㕤 2䥺ℏ說

出答案，若問及計

算方法，幼兒會

說烉ˬ ㆹ想出來

的˭xˬ ㆹ本來就知

忻˭ʕ  

備用烉 

若幼兒忳算時沒㚱出現沒㚱外顯計算埴為，研究者要提問幼兒ˬ你是怎樣算出來的? ，˭ẍ了解幼兒的計算方法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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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ℓ 加減忳算答案及計算策略記錄表 

 
(一)前測記錄表 

                                                                                                                                                               

  參冯者編碼烉_____________________                                                                                             

   測試日期烉                    _ 

 

題目 標準 

答案 

幼兒 

答案 

忳算策略 

℟體實物 手指 畫圖 口頭計算 埵出 提取記憶 

1 (3)        

2 (5)        

3 (4)        

4 (3)        

5 (2)        

6 (6)        

7 (8)        

8 (9)        

9 (3)        

10 (6)        

策略使用次數烉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答題準確率烉 (         /10) 

 

*按幼兒使用的忳算策略，在相應空格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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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ℓ  加減忳算答案及計算策略記錄表 

(Ḵ)後測記錄表 

                                                                                                                                                               

   參冯者編碼烉_____________________                                                                                            

   測試日期烉                    ______ 

題目 標準 

答案 

幼兒 

答案 

忳算策略 

℟體實物 手指 畫圖 口頭計算 埵出 提取記憶 

1 (3)        

2 (5)        

3 (4)        

4 (3)        

5 (2)        

6 (6)        

7 (8)        

8 (9)        

9 (3)        

10 (6)        

策略使用次數烉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答題準確率烉 (         /10) 

*按幼兒使用的忳算策略，在相應空格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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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ℓ                                          (ᶱ)第一次合作測試記錄表 

                                                                                                                             

參冯者編碼烉_____________________ 

                                                                                                                                                                              

測試日期烉                    ___ 

題

目 

標準 

答案 

幼兒 

答案 

忳算策略 

℟體實物 手指 畫圖 口頭計算 埵出 提取記憶 

1 (2)        

2 (4)        

3 (3)        

4 (3)        

5 (8)        

6 (8)        

7 (9)        

8 (5)        

9 (5)        

10 (7)        

11 (11)        

12 (11)        

13 (12)        

14 (15)        

15 (14)        

策略使用次數烉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答題準確率烉 (         /15) 

*按幼兒使用的忳算策略，在相應空格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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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ℓ                          (四)第Ḵ次合作測試記錄表及同儕合作對娙記錄表 

                                                                                                    

參冯者編碼烉:_____________________         測試日期烉                    _____________                                                                                                                             

題目 標準 

答案 

幼兒 

答案 

忳算策略 

℟體實物 手指 畫圖 口頭計算 埵出 提取記憶 

1 (4)        

2 (5)        

3 (2)        

4 (3)        

5 (8)        

6 (6)        

7 (10)        

8 (4)        

9 (4)        

10 (3)        

11 (11)        

12 (14)        

13 (12)        

14 (17)        

15 (18)        

策略使用次數烉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答題準確率烉 (         /15) 

*按幼兒使用的忳算策略，在相應空格ℏ  



40 

 

附錄ℓ                                        (五)第ᶱ次合作測試記錄表 

                                                                                                                             

參冯者編碼烉_____________________ 

                                                                                                                             

測試日期烉                    ___ 

題

目 

標準 

答案 

幼兒 

答案 

忳算策略 

℟體實物 手指 畫圖 口頭計算 埵出 提取記憶 

1 (4)        

2 (5)        

3 (2)        

4 (2)        

5 (9)        

6 (9)        

7 (10)        

8 (2)        

9 (4)        

10 (5)        

11 (13)        

12 (14)        

13 (18)        

14 (16)        

15 (17)        

策略使用次數烉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答題準確率烉 (         /15) 

*按幼兒使用的忳算策略，在相應空格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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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同儕合作對娙↮類表 

 

研究者參考潘琼(2007)的兒童合作對娙類型編制ˬ同儕合作對娙記錄表˭ʕ  

兒童合作對娙類型 對娙特徵 

1.㚱效指導 主動演示和解釋ˣ被動演示和解釋ˤ 

2.無效指導 錯誤解釋ˤ 

3.積極反饋 詢問ˣ認同ˣ否定及糾㬋ˤ 

4.消極反饋 附和ˤ 

5.積極情緒 自ㆹ肯定ˣ讚揚ˤ 

6.消極情緒 批評ˣ嘲笑ˣ無關娙題ˣ退縮ˤ 

7.獨立思考 各自忳算，沒㚱交流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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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同儕合作對娙記錄表 

實驗組⇍烉:___________________ 

測試日期烉                    _____________ 

第(                                          )次合作測試 

題

目 

兒童合作對娙類型 備註烉 

(互動埴為ˣ表情ˣ情緒) 㚱效指導 無效指導 積極反饋 消極反饋 積極情緒 消極情緒 獨立思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共(    次) 

*按幼兒的合作對娙類型，在相應空格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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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實驗組一合作對娙稿(第一次合作測試) 

受試者烉S4ˣS5                日期烉17/12/2015                測試烉第一次合作測試 

Q1研究者烉1加 1呢? 

S4烉2ˤ 

S5烉2 ˤ 

研究者烉為什麼你會知忻的? 

S4烉數手指ˤ 

研究者(問 S4)烉ㆹ見到你㚱數手

指是嗎呀? 

(S4怎樣頭)  

研究者(問 S5)烉你呢? 

S5烉2ˤ 

(S5冯 S4各自忳算，沒㚱交流) 

Q2研究者烉2加 2呢? 

S4:4ˤ 

研究者(問 S5)烉你呢? 

S5:4ˤ 

(S4冯 S5各自計算，S4及 S5同

時說出 4) 

Q3研究者烉4減 1是呢? 

S4烉3ˤ 

S5烉3ˤ 

S4烉4減ⶎ 1ˤ 

(S4用手指示範) 

S3烉3ˤ 

S4烉3ˤ 

 

Q4研究者烉5減 2呢? 

S4烉5減 2，3ˤ 

S5烉4ˤ 

研究者烉是哪個呀?是什麼答案才

對ˤ 

S4烉3ˤ 

S5烉4ˤ 

研究者烉討婾一ᶳ，怎樣算呀?你

認為 4,你又認為 3，ㆹ要 1個答案

呀! 

S4烉4ˤ 

研究者烉怎樣算呀?沒㚱共識，哪

一個才對?討婾一ᶳˤ 

S4烉4ˤ 

S5烉4,4ˤ 

S5烉4加 4ˤ 

S4烉4加 4? 

研究者烉ㆹ現在是 5減 2ˤ 

S4烉3ˤ 

S5烉3ˤ 

研究者(問 S5)烉為什麼你現在又

變ㆸ 3的?為什麼的? 

S5烉4ˤ 

S4烉3ˤ 

S5烉4ˤ 

 

Q5研究者烉6加 2呢? 

S4烉8ˤ 

S5烉8ˤ 

研究者(問 S5)烉為什麼你又知忻

的? 

(S5看著 S4) 

研究者(問 S5)烉是不是因為他提

你呀?好啦! 

Q6研究者烉5加 3呢? 

S4ˣS5烉8ˤ 

研究者烉ℑ個都同時計到 8，是不

是呀? 

(S5ˣ S4各自忳算ˤ) 

 

Q7研究者烉8加 1呢? 

S4烉9ˤ 

S5烉9ˤ 

研究者烉怎樣計的，你告訴ㆹ知

忻怎樣計? 

S4烉ㆹ數手指ˤ 

S5烉9ˤ 

研究者(問 S5)烉為什麼你又知忻

是 9的? 

S5烉不知忻ˤ  

 

Q8研究者烉7減 2呢? 

S4烉5ˤ 

S5烉5ˤ 

S4烉5ˤ 

S5烉5ˤ 

研究者烉你怎樣計的? 

S4烉ㆹ數手指ˤ 

研究者(問 S5)烉7減 2是多少呀? 

S5烉⾀記了答案ˤ 

研究者烉7減 2ˤ 

(S4提示 S5答案ˤ) 

S5烉5ˤ 

Q9研究者烉8減 3呢? 

S4烉5ˤ 

S5烉5ˤ 

研究者烉你怎樣計的? 

S4烉用手指ˤ 

研究者(問 S4)烉哦，之後你就提

他，是不是呀? 

(S4點頭) 

研究者(問 S5)烉為什麼你知忻的?

為什麼你又知忻是 5的? 

S5烉他告訴ㆹ知ˤ  

 

Q10研究者烉9減 2呢? 

S5烉9減… 

S4烉6ˤ 

研究者(問 S4)烉你用什麼方法計

的? 

S4烉心算ˤ 

(S4自埴使用埵出策略，冯 S5沒

㚱交流，並沒㚱理會 S5不懂忳算

的問題ˤ) 

研究者(問 S5)烉你呢? 

S5烉ㆹ數不到ˤ 

(S5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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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實驗組一合作對娙稿(第一次合作測試) 

受試者烉S4ˣS5                日期烉17/12/2015                測試烉第一次合作測試 

Q11研究者烉8加 3呢? 

Q11研究者烉8加 3是多少? 

S4烉12ˤ 

S5烉12ˤ 

(S4使用心算忳算，而 S5使用手指數數，但不

懂得使用手指策略數出 11，慵覆在同一隻手指

數出了 10和 11ˤ) 

研究者烉你如何知忻的? 

S4烉心算ˤ 

S5烉用手指，而且他的聲音很大ˤ 

 

Q12研究者烉4加 7呢? 

S5烉4加 7… 

S4烉7ˤ 

S5烉7ˤ 

研究者烉4加 7是 7，是不是呀?  

研究者(問 S5)烉你都是 7呀?為什麼你都認為是 7? 

S5烉因為他很大聲ˤ 

 

Q13研究者烉6加 6呢? 

S5烉6加 6? 

S4烉12 ˤ 

S5烉12ˤ 

研究者烉你又知忻的?你又知忻是 12的? 

S4烉ㆹ猜一猜ˤ 

S5烉他用個心想ˤㆹ在家學的ˤ 

研究者烉你剛剛用什麼方法計，用手指定心算? 

S4烉心算ˤ 

研究者(問 S5)烉怎樣知忻的?你又知忻是 12的? 

S5烉他很大聲ˤ 

Q14研究者烉10加 5呢? 

S5烉15 

S4烉15 

 

研究者烉忁次你忁麼快的，為什麼又知忻是 15的?  

S5烉剛剛ㆹ先說的ˤ 

Q15研究者烉11加 3呢? 

S5烉計哪一題? 

研究者烉11加 3ˤ 

S5烉11加 3ˤ 

S4烉14ˤ 

S5烉14ˤ 

研究者烉為什麼你又知忻 14的? 

S5烉他告訴ㆹ知ˤ 

研究者(問 S4)烉你用什麼方法計呀? 

S4烉心算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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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Ḵ                   實驗組一合作對娙稿(第Ḵ次合作測試) 

受試者烉S4ˣS5                日期烉7/1/2016                 測試烉第Ḵ次合作測試 

Q1研究者烉2加 2呢?? 

S5烉2加 2呀? 

S4烉4ˤ 

研究者(問 S5)烉你呢? 

S5烉4 

研究者烉ℑ個都用積木，是不是呀? 

S4ˣS5烉是ˤ 

Q2研究者烉4加 1呢? 

S5烉2ˤ 

S5烉3ˤ 

S5烉4ˤ 

S5烉6ˤ 

S4烉5ˤ 

研究者烉是多少呀? 

S5烉5ˤ 

S4烉5ˤ 

研究者烉大家都用積木ˤ 

Q3研究者烉3減 1呢? 

S4烉2ˤ 

S5烉2? 

研究者(問 S4)烉你用ⶎ心算計，是不是呀? 

研究者(問 S5)烉你呢?你用什麼方法計呀? 

S5烉2ˤ 

Q4研究者烉5減 2呢? 

S4烉4,3ˤ 

S4烉4ˤ 

S5烉3ˤ 

(S4提 S5ˤ) 

研究者(問 S4)烉ㆹ見到你提他呀! 

(S4怎樣頭ˤ) 

 

Q5研究者烉5加 3呢 

S5烉1,2,3ˤ 

(S5使用積木，S4用心算ˤ) 

S4烉8ˤ 

S5烉4,5,6,7,8,8ˤ 

 

Q6研究者烉4加 2呢? 

S5烉1,2,3,4,5,6ˤ 

S5烉4加 2ˤ 

S4烉6ˤ 

S5烉6ˤ 

研究者烉為什麼你又知忻是 6的? 

S4烉心算ˤ 

S5烉用積木ˤ 

 

Q7研究者烉8加 2呢? 

S5烉1,2,3,4,5,6,7,8ˤ 

(S5在用積木) 

S5烉8加 2ˤ 

S5烉1,2,3,4,5,6,7,8,9,10ˤ 

S5烉10ˤ 

S4烉10ˤ 

 

Q8研究者烉7減 3呢? 

S5烉2,3,4,5,6,7ˤ 

S4烉3ˤ 

S5烉3ˤ(S5使用積木，S4用心算ˤ) 

 

Q9研究者烉8減 4呢? 

S5烉8減 4… 

研究者烉8減 4ˤ 

S5烉1,2,3,4,5,6,7ˤ 

S4烉4ˤ 

研究者(問 S4)烉你是不是用心算呀? 

(S4點點頭ˤ) 

S5烉4,4,4,4,4ˤ 

 

Q10研究者烉9減 6呢? 

S4烉1,2,3,4,5,6,7,8,9,9ˤ 

S5烉1,2,3,4,5,6,7,8,9ˤ 

S4烉4ˤ 

S5烉4ˤ 

研究者烉ℑ個都是 4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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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Ḵ                      實驗組一合作對娙稿(第Ḵ次合作測試) 

受試者烉S4ˣS5                日期烉7/1/2016                 測試烉第Ḵ次合作測試 

Q11研究者烉6加 5呢? 

S5烉1,2,3,4,5,,6ˤ 

S5烉1,2,3,4,5,6ˤ 

(S4冯 S5各自用積木ˤ) 

研究者烉6加 5ˤ 

S5烉1,2,3,4,5,6ˤ 

S4烉11ˤ 

S5烉11ˤ 

研究者(問 S5)烉為什麼你又知忻是 11的? 

S5烉因為他好大聲ˤ 

 

Q12研究者烉7加 7呢? 

S5烉1,2,5,4,5,6,7ˤ 

S5烉7加 7ˤ 

S4烉15ˤ 

S5烉15ˤ 

 

Q13研究者烉8加 4呢? 

S5烉8ˤ 

S4烉12ˤ 

研究者烉你呢? 

研究者(問 S4)烉為什麼你又計到 12的? 

S4烉用積木ˤ 

研究者(問 S5)烉你呢? 

S5烉用心算ˤ 

研究者烉怎樣計的? 

S4烉用心算ˤ 

研究者(問 S5)烉你認為呢，你呢? 

S5烉ㆹ不知忻怎樣呀! 

(S4同 S5說悄悄娙ˤ) 

研究者(問 S5)烉他跟你說什麼呀? 

S4烉你可ẍ用積木同紙ˤ 

研究者(問 S5)烉他叫你用積木同紙，是不是呀? 

S4(問 S5)烉你用哪個? 

S5烉用積木ˤ  

研究者烉8加 4ˤ 

S4烉4,5,6,7,8ˤ 

S5烉4加 4ˤ 

S4烉不是呀，忁是 12黎的ˤ 

S4烉4,5,6,7,8ˤ 

S5烉4加 4呢? 

S4烉8,8,8,8,8 

S4烉11,12ˤ 

S4烉再數多次! 

S4烉7,8,4,10,11,12ˤ 

S5烉12ˤ 

研究者(問 S5)烉為什麼你知忻 12呀? 

S5烉ㆹ跟他ˤ 

 

Q14研究者烉15加 2呢? 

S4烉15加 2? 

S5烉15加 2很難ˤ 

S4烉15加 2很容易ˤ 

S5烉ㆹ認為很難ˤ 

S4烉17ˤ 

研究者(問 S5)烉你認為呢? 

S5烉都是 17ˤ 

研究者(問 S5)烉為什麼都是 17呀? 

S4烉他跟ㆹˤ 

S4烉ㆹ用心算的ˤ 

研究者(問 S5)烉你呢? 

S5烉ㆹ都是想用忁些(積木)ˤ 

 

Q15研究者烉11加 7呢? 

S4烉11,12,15,14,15,16ˤ 

S5ˣS4烉17ˤ 

(S5跟著 S4數數) 

S4烉17ˤ 

S5烉17ˤ 



47 

 

附錄⋩ᶱ                         實驗組一合作對娙稿(第ᶱ次合作測試) 

受試者烉S5ˣS4                日期烉14/1/2016                 測試烉第ᶱ次合作測試 

Q1研究者烉2加 2呢? 

S4烉4ˤ 

S5烉4ˤ 

研究者烉怎樣計的? 

S4烉心算ˤ 

S5烉手指ˤ 

 

Q2研究者烉3加 2呢? 

S4烉5ˤ 

S5烉5ˤ 

研究者烉你Ᾱ用心算的，是不是呀? 

S4ˣS5點頭ˤ 

Q3研究者烉3減 1呢? 

S4烉2ˤ 

S5烉3ˤ 

S5烉2ˤ 

研究者(問 S5)烉為什麼由 3轉ㆸ 2的?你本來說 3，

後來變 2的? 

S5烉 因為他提ㆹˤ 

 

Q4研究者烉5減 3呢? 

S4烉2ˤ 

S5烉4ˤ 

S5烉2ˤ 

研究者(問 S5)烉為什麼你認為是 2的? 

S5烉他又提ㆹˤ 

 

Q5研究者烉6加 3呢 

S4烉9ˤ 

S5烉9ˤ 

 

Q6研究者烉5加 4呢? 

S4烉9ˤ 

S8烉9ˤ 

研究者(問 S5)烉為什麼你又知忻是 9的? 

S5烉他教ㆹˤ 

Q7研究者烉8加 2呢? 

S4烉10ˤ 

S5烉10ˤ 

研究者(問 S5)烉為什麼你又知忻他是 10的? 

S4烉他聽到ㆹ講ˤ  

Q8研究者烉7減 5呢? 

S5烉7減 5… 

S5烉1ˤ 

S4烉5ˤ 

研究者烉一個 1，1個 5，怎樣算呀 ?㚱ℑ個不同答

案，你地要討婾ᶳ! 

S4烉1ˤ 

S5烉1ˤ 

 

Q9研究者烉8減 4呢? 

S5烉8減 4ˤ 

S4烉4ˤ 

S5烉4ˤ 

研究者(問 S5)烉為什麼你又知忻他是 4的? 

S5烉ㆹ聽到他講ˤ 

 

Q10研究者烉10減 5呢? 

S4烉5ˤ 

S5烉5ˤ 

Q11研究者烉5加 8呢? 

S4烉5加 8…13ˤ 

S5烉13ˤ 

研究者(問 S5)烉為什麼你又知忻他是 13的? 

S4烉因為他聽到ㆹ講慶ˤ 

 

Q12研究者烉9加 5? 

S4烉14ˤ 

S5烉14? 

研究者(問 S5)烉你拿著積木，想怎樣? 

S5烉ㆹ想數ˤ 

(S4冯 S5一起數積木ˤ) 

S4ˣS5烉14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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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ᶱ                      實驗組一合作對娙稿(第ᶱ次合作測試) 

受試者烉S5ˣS4                日期烉14/1/2016                 測試烉第ᶱ次合作測試 

Q13研究者烉9加 9呢? 

S4烉18ˤ 

S5烉18ˤ 

研究者(問 S5)烉為什麼你又知忻他是 18的? 

S5烉ㆹ聽到他說! 

Q14研究者烉12加 4呢? 

S4烉15ˤ 

S5烉15ˤ 

研究者烉12加 4是多少? 

S4烉16ˤ 

S5烉6ˤ 

S4烉5ˤ 

研究者烉12加 4是多少? 

S4烉17ˤ 

S5烉17ˤ 

Q15研究者烉15加 2呢? 

S5烉不知是多少! 

研究者烉15加 2ˤ 

S4烉17ˤ 

S5烉是呀，是 17ˤ 

 

 

 

 

 

 

 

 

 

 

 

 

 

 

 

 

 

 

 

 



49 

 

附錄⋩四                   實驗組Ḵ合作對娙稿(第一次合作測試) 

受試者烉S3ˣS8                日期烉17/12/2015       測試烉第一次合作測試 

Q1研究者烉1加 1是多少呀? 

S8烉一加一Ḵˤ 

S3烉一加一Ḵ? 

研究者(問 S3)烉是不是 2呀?

要留心呀! 

Q2研究者烉2加 2呢? 

S8:4ˤ 

S3:4ˤ(S8先說出 4， S3跟

著說 4) 

研究者烉你Ᾱ是怎樣計的，

心算計的? 

S3烉是呀ˤ 

 

Q3研究者烉4減 1呢? 

S8烉3ˤ 

S8(問 S3)烉是嗎，4減 1是

3? 

S3烉4減 1,4,3ˤ(S3在數數) 

S3烉ㆹ都好想用忁些計 ˤ 

(S3指著積木說，想用積木

計算ˤ) 

Q4研究者烉5減 2呢? 

S8烉3ˤ 

S3烉又是 3? 

S3烉2呀ˤ 

S8烉5減 2呀! 

(S8向 S3慵覆題目ˤ) 

研究者烉剛剛你Ᾱ用什麼方

法去計的? 

S8烉手指同心算囉! 

研究者(問 S3)烉你呢? 

S3烉ㆹ想用忁些計 ˤ 

(S3指著積木說，想用積木

計算ˤ) 

S3烉ㆹ跟他呀! 

(S3指著 S8) 

 

Q5研究者烉6加 2呢 

S8烉8ˤ 

S3烉8ˤ 

研究者(問 S3)烉 為什麼你又說是 8? 

S8烉5,6,7,8,8囉! (S8向 S3示範數數) 

S3烉ㆹ相信你ˤ 

研究者(問 S3)烉 為什麼你知是 8的? 

S3烉他 用手指數ˤ 

Q6研究者烉5加 3呢? 

S8烉5,6,7,8，8 

S8烉ㆹ用手指ˤ 

研究者(問 S3)烉你的答案是什麼呀? 

S8烉5加 3ˤ 

(S8向 S3慵覆問題) 

S3烉5加 3?ㆹ不知忻ˤ 

S8烉5加 3，5,6,7,8，8ˤ 

(S8示範數數) 

研究者(問 S3)烉你明不明呀? 

S3烉明ˤ 

 

 Q7研究者烉8加 1? 

S8烉8加 1，9ˤ 

研究者(問 S3)烉你呢? 

S3烉ㆹ都覺得是 9ˤ 

研究者(問 S3)烉你都覺得是 9， 為什

麼你都覺得是 9? 

研究者(問 S3)烉是不是因為 S8教你呀? 

(S3點頭) 

(S8主動冯 S3數一次積木，一邊數數，

一邊數積木ˤ) 

S3烉10ˤ 

研究者(問 S8)烉你同不同意呀? 

S8烉ㆹ數一ᶳ,3,4,5,6,7,8,9，是 9呀 

研究者烉是 9還是 10呀? 

 

S3烉ㆹ不知忻呀! 

S8烉啦!1,2,3,4,5,6,7,8,9ˤ 

研究者(問 S3)烉是多少? 

S8烉9ˤ 

Q8研究者烉7減 2呢? 

S8:7ˤ 

S8烉7,7,7,7ʕ (向 S3提示答案是 7ʕ ) 

S3烉8ˤ 

研究者烉 為什麼你知是 8?你怎樣

知的? 

S3烉ㆹ還未數忁些(積木)就知是 8ʕ  

研究者(問 S3)烉 為什麼你未數就

知忻? 

S3烉ㆹ自都不知自會知ˤ 

研究者(問 S3)烉即是你用心算的，

是不是呀? 

S3烉是呀ˤ 

S8烉5ˤ 

研究者(問 S8)烉你就覺得 7減 2是

5，是不是呀? 

研究者烉你就覺 8，誰才對呀? 

S8烉他 加的ˤ 

研究者烉7減 2是多少，想ᶳ先! 

S8烉7減 2是 5ˤ 

S3烉7ˤ 

研究者烉7減 2是 7，你認為是 5，

怎算好呀?誰才對呀? 

S8烉6,7,減 2，就是 5囉! 

S8烉1,2,3,4,5ˤ 

(S8向 S3示範 7減 2的組合，並數

數餘ᶳ的數目，確認答案是 5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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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烉S3ˣS8                日期烉17/12/2015             測試烉第一次合作測試 

Q9研究者烉8減 3呢? 

S3烉8減 3等㕤 8ˤ 

S3烉1,2,3,4,5,6,7,8ˤ 

研究者(問 S3)烉你覺得 8呀? 

S3烉啊! 

研究者(問 S8)烉你呢? 

S8烉5ˤ 

研究者烉S8覺得是 5，誰才對呀? 

S3烉XX(XX是 S8的名字)ˤ 

研究者(問 S3)烉你都覺得他是對呀?是不是呀? 

 

Q10研究者烉9減 2呢? 

S8烉6 

S3烉6 

研究者烉 為什麼覺得是 6呀?  

S3烉因為….9減 2ˤ 

S8烉2,4,6，6ˤ 

(S3冯 S8一同數積木ˤ) 

 

Q11研究者烉8加 3呢? 

S8烉8加 3，8,9,10,11ˤ 

研究者(問 S3)烉你呢，覺得是多少呀? 

S3烉12ˤ 

研究者(問 S3)烉誰才對呀? 

S3烉ㆹ都不知忻ˤ 

S8烉ㆹ數，8加什麼呀? 

研究者烉8加 3ˤ 

S8和 S3烉3,4,5,6,7,8ˤ 

S8烉8ˤ 

S3烉8? 

S8烉8加 3ˤ 

S8烉3,4,5,6,7,8,9,10ˤ 

S3烉10ˤ 

 

 

Q12研究者烉4加 7? 

S3烉4加 7ˤ 

S8烉1,2,3,4,5,6,7ˤ 

(S8使用積木，↮作 2個組合，先 7個身積木為一

組ˤ) 

S3烉7?又是 7? 

S3烉4加 7，加多 4個囉! 

研究者烉是多少呀答案? 

S3，4加 7ˤ 

S3ˣS8烉5,6,7,8(S8加ᶲ餘ᶳ的積木ˤ) 

S8烉還未可ẍ，7,8,9,10,11ˤ 

Q13研究者烉6加 6呢? 

S3烉1,2,3,4,5,6，又 1,2,3,4,5,6 

S3烉好像是 12囉! 

研究者(問 S8)烉你覺得呢? 

S3烉12,12,12ˤ 

S8烉什麼呀?是多少加多少呀? 

S3烉6加 6ˤ 

S8烉6,8,9,10,11,12ˤ 

研究者(問 S3)烉同不同意忁個答案? 

S3烉同意ˤ 

Q14研究者烉10加 5呢? 

S3烉10加 5等如… 

S8:未得，2,4,6,8,10ˤ 

S8烉3,4,5ˤ 

(S8使用積木，↮作 2個組合，先 10個積木為一組，

另一組是 4個積木ˤ) 

S8:10,11,12,13,14,15，15ˤ 

研究者(問 S3)烉你同不同意呀?ˤ 

S3烉同意ˤ 

Q15研究者烉11加 3呢? 

S8烉11,12,13,14，14ˤ 

研究者(問 S3)烉你同不同意呀?ˤ 

S3烉同意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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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烉S3ˣS8                日期烉7/1/2016               測試烉第Ḵ次合作測試 

Q1研究者烉2加 2呢?? 

S8烉2加 2，4ˤ 

研究者(問 S3)烉你呢? 

S3烉ㆹ聽不到呀! 

研究者烉2加 2ˤ 

S3烉2加 2等㕤 4ˤ 

S8烉因為忁題好簡單ˤ 

Q2研究者烉4加 1呢? 

S8ˣS3烉4加 1ˤ 

S8烉5ˤ 

S3烉4加 1等㕤 5ˤ 

研究者烉 為什麼你又知是 5? 

S3烉ㆹ都是跟他 的ˤ 

 

Q3研究者烉3減 1呢? 

S8烉2ˤ 

S3烉2? 

研究者(問 S3)烉你呢? 

S3烉都是覺得 2ˤ 

 

Q4研究者烉5減 2呢? 

S8烉3ˤ 

研究者(問 S3)烉你呢? 

S3烉ㆹ覺得是 5ˤ 

研究者(問 S8)烉你同不同意? 

S8烉他說什麼呀? 

研究者烉5減 2是 5，他說! 

S8烉5減 2怎會是 5呀? 

S8烉5減 2㚱 5隻手指，減 2隻，

是 3! 

研究者(問 S3)烉是多少呀? 

S3烉3ˤ 

 

 

Q5研究者烉5加 3呢 

S8烉8ˤ 

S3烉8ˤ 

研究者(問 S3)烉 為什麼你又說是

8? 

S8烉5,6,7,8,8囉! 

(S8向 S3示範數數) 

S3烉ㆹ相信你ˤ 

研究者(問 S3)烉 為什麼你知是 8

的? 

S3烉他 用手指數ˤ 

研究者烉5加 3呢? 

S8烉5,6,7,8，8ˤ 

S3烉8ˤ 

研究者(問 S3)烉 為什麼你又覺得

是 8? 

S8烉他跟ㆹˤ 

Q6研究者烉4加 2呢? 

S8烉4加 2，等㕤 6ˤ 

研究者(問 S3)烉你覺得呢? 

S3烉6ˤ  

Q7研究者烉8加 2呢? 

(S8冯 S3一同數積木，先數出 8

粒積木) 

S3(問 S8)烉等㕤 7呀? 

S8烉8,9,10 

研究者烉是多少呀? 

S8烉10ˤ 

研究者(問 S3)烉咁你呢? 

S3烉9ˤ 

研究者烉怎算好呀，誰 才對呀? 

S3烉10ˤ 

研究者(問 S3)烉 為什麼 8加 2等

㕤 10， 為什麼你又改呢? 

S8烉8,9,10ˤ 

 

Q8研究者烉7減 3呢? 

S8烉4ˤ 

S8烉4,5,6,7，4ˤ 

研究者(問 S3)烉你呢? 

S3烉未婿到，ㆹ不想跟他呀ˤ 

S8烉忁裡㚱 7粒，跟ỷ減 3粒ˤ 

(S8用積木示範，讓 S3自計出

答案ˤ) 

S8(問 S3)烉㚱多少粒? 

S3烉4ˤ 

 

Q9究者烉8減 4呢? 

S3烉8減 4等如 8ˤ 

S3烉8ˤ 

S8烉還未可ẍ呀! 

研究者烉 為什麼是 8? 

S8烉ㆹ覺得是 4ˤ 

S3烉ㆹ覺得問題是個 8ˤ 

研究者烉怎樣好呀，一個 8，一個

4?想一ᶳ!  

S8烉本來㚱 4個積木，再加 4個

積木，等㕤 8，跟ỷ減多 4個，是

4ˤ 

S3烉4? 

研究者烉是多少呀? 

S3ˣS8烉4ˤ 

研究者(問 S3)烉同不同意呀? 

S3烉同意ˤ 

Q10研究者烉9減 6呢? 

S8烉8,9,9減 6ˤ 

S3烉減ⶎ 6囉ˤ 

S8烉1,6，3ˤ 

S3烉都是 3ˤ 

研究者烉你Ᾱ都同意是 3，是不是? 

S3ˣS8烉是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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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烉S3ˣS8                日期烉7/1/2016               測試烉第Ḵ次合作測試 

Q11研究者烉6加 5? 

S8烉6,6,7,8,9,10,11ˤ 

S3烉11? 

研究者(問 S3)烉你覺得呢? 

S3烉ㆹ覺得 11ˤ 

研究者(問 S3)烉你都覺得 11， 為什麼? 

S3烉因為ㆹ覺得同意ˤ 

Q12研究者烉7加 7呢? 

S3烉1,2,3,4,5,6,7，1,2,3,4,5,6,7ˤ之後是等㕤 12ˤ 

S8烉呀，還未可ẍ! 

研究者(問 S8)烉你呢? 

S8烉ㆹ現在要計，6,7,4,5,6,7,7,8,9,10,11,12,13,14ʕ 14  ʕ

S3烉14呀? 

S8烉ㆹ覺得是 14ˤ 

研究者(問 S3)烉你呢? 

S3烉不知忻ˤ℞實ㆹ不想跟他說的ˤ 

S8(問 S3)烉你用積木試一ᶳˤ 

S8烉是多少? 

研究者烉7加 7ˤ 

S8烉7加 7ˤ4,5,6,7,8ˤ 

S8烉1,2,3,4,5,6,7ˤ4,6,7,8,9,10ˤ 

S3烉11,12,13,14，14呀原來ˤ 

Q13研究者烉8加 4呢? 

S8烉12ˤ 

S3烉ㆹ都未數，他就知忻啦ˤ 

研究者烉怎樣計的? 

S8烉用心算ˤ 

研究者(問 S3)烉你覺得呢，你呢? 

S3烉ㆹ不知忻呀! 

(S8同 S3說悄悄娙ˤ) 

研究者(問 S3)烉他跟你說什麼呀? 

S8烉你可ẍ用積木和紙ˤ 

研究者(問 S3)烉他 叫你用積木同紙，是嗎? 

S8(問 S3)烉你用哪個? 

S3烉用積木ˤ  

研究者烉8加 4ˤ 

S8烉4,5,6,7,8ˤ 

S3烉4加 4呢? 

S8烉8,8,8,8,8 

S8烉11,12ˤ 

S8烉再數多次! 

S8烉7,8,9,10,11,12ˤ 

S3烉12ˤ 

研究者(問 S3)烉 為什麼你知忻是 12呀? 

S3烉ㆹ跟他 ˤ 

 

Q14研究者烉15加 2呢? 

S8烉15加 2? 

S3烉15加 2好似很難ˤ 

S8烉15加 2好容易ˤ 

S3烉ㆹ覺得很難ˤ 

S8烉17ˤ 

研究者(問 S3)烉你覺得呢? 

S3烉都是 17ˤ 

研究者(問 S3)烉 為什麼都是 17呀? 

S8烉他 跟ㆹˤ 

S8烉ㆹ用心算的ˤ 

研究者(問 S3)烉你呢? 

S3烉ㆹ都是想用忁些(積木)ˤ 

Q15研究者烉11加 7呢? 

S8烉11,12,13,14,15,16ˤ 

S3ˣS8烉17,18ˤ 

(S3跟著 S8數數) 

S8烉18ˤ 

S3烉18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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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烉S3ˣS8                   日期烉14/1/2016         測試烉第ᶱ次合作測試 

Q1研究者烉2加 2呢? 

S8ˣS3烉2加 2等㕤 4ˤ 

研究者烉怎樣計的? 

S8烉心算ˤ考過啦，鄧老師! 

Q2研究者烉3加 2呢? 

S8ˣS3烉3加 2，5ˤ  

研究者烉 為什麼你Ᾱ知忻是 5? 

S8烉鄧老師考過ㆹᾹˤ 

Q3研究者烉3減 1呢? 

S3ˣS8烉3減 1，0ˤ 

S8烉不是，3減 1，2呀! ㆹ地計

錯了! 

研究者(問 S3)烉咁你是什麼呀? 

S3烉 2ˤ 

研究者烉ℑ個都是用心算ˤ 

 

Q4研究者烉5減 3呢? 

S8烉5減 3等㕤 2ˤ 

S3烉2? 

S8烉ㆹ看手指ˤ 

研究者(問 S3)烉是不是呀? 

S3烉ㆹ不知忻ˤ 

S8烉5粒珠減ᶲ面 3粒ˤ 

S3ˣS8烉2粒ˤ 

Q5研究者烉6加 3呢 

S8ˣS3烉6加 3等㕤 6,7,8,9ˤ 

S3烉10 

S8烉不是，6,7,8,9ˤ 

S3ˣS8烉4,5,6,7,8,9ˤ 

S3烉9ˤ 

研究者(問 S3)烉 為什麼你又知是

9? 

S3烉ㆹ都是跟他的 ˤ 

S8烉ㆹᾹ用珠(積木)ˤ 

Q6研究者烉5加 4呢? 

S8ˣS3烉5加 4? 

S8ˣS3烉1,2,3,4,5ˤ 

S3烉跟ỷ 4,1,2,3,4,5ˤ 

S3烉1,2,3,4,5,6,7,8,9,10ˤ10ˤ 

S8烉5,6,7,8,9ˤ 

研究者烉是 9還是 10呀? 

S3烉10ˤ 

S8烉ㆹ 9ˤ 

研究者烉怎樣好 ℑ個答案? 

S3烉ㆹ覺得是 10ˤ 

S8烉你好像算多ⶎ 1粒ˤ 

研究者烉你想一ᶳ，你Ᾱℑ個討

婾ᶳ一先! 

S8烉5跟ỷ 4，多ⶎ 2粒ˤ 

S3烉多了哪一粒? 

研究者烉那是多少呀? 

S8烉先看一ᶳ! 

S3烉ㆹ不知忻! 

S8烉6,3ˤ 

S3烉1,2,3,4,5,6,7,8,9，9ˤ 

研究者烉是多少呀? 

S3ˣS8烉9ˤ 

 

Q7研究者烉8加 2呢? 

S3ˣS8烉8加 2? 

S3烉等㕤… 

S8烉10 

S3烉10 

研究者(問 S3)烉 為什麼你又知是

10? 

S3烉不知ˤ  

研究者(問 S3)烉你是不是跟他呀? 

S3烉是! 

 

 

Q8研究者烉7減 5呢? 

S3烉7減 5好難! 

S8烉1,2.3,4,5,6,7ˤ 

(S8在數積木ˤ) 

S8烉7減 5呀! 

S3烉是不是等㕤 7! 

S8烉不是，4,5，2ˤ 

研究者(問 S3)烉你呢? 

S3烉2ˤ 

 

Q9研究者烉8減 4呢? 

S3烉8減 4?  

S8烉3,4,5,6,7,8ˤ 

(S8在數積木ˤ) 

S8烉還未可ẍ呀! 

S8烉8減 4，4ˤ 

研究者(問 S3)烉你呢? 

研究者烉 為什麼是 8? 

S3烉4ˤ 

研究者(問 S3)烉 為什麼你又知是

4? 

S3烉ㆹ不知忻呀?ㆹ剛剛聽到他

說ˤ 

 

Q10研究者烉10減 5呢? 

S3烉10減 5，5ˤ 

S8烉5ˤ 

S3烉10減 5，5ˤ 

研究者烉你忁次很快， 為什麼忁

麼快就計得到? 

S3烉ㆹ都不知自會解到忁一題  ʕ

S8烉ㆹ知忻他 為什麼計得快，他

知忻是 10呀! 

S8烉因為他用珠珠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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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烉S3ˣS8                   日期烉14/1/2016         測試烉第ᶱ次合作測試 

Q11研究者烉5加 8呢? 

S8烉8,9,10,11,12,13ˤ 

研究者(問 S3)烉你呢?  

S3烉13ˤ 

研究者烉你剛剛用什麼方法計的? 

S3烉數手指ˤ 

 

Q12研究者烉9加 5呢? 

S3ˣS8烉9加 5ˤ 

S8烉9,10,11,12,13,14，14ˤ 

研究者烉你點計的? 

S8烉都是用手指ˤ 

研究者(問 S3)烉你呢?  

S3烉不知!  

研究者(問 S3)烉9加 5是 多少呀? 

S3烉不知ˤ 

S8烉9加 5，9粒，6,7,8,9，9粒ˤ拎 5粒，5粒ˤ 

(S8幫 S3把積木↮ㆸ 9和 5ℑ組，並由 S3自埴數

算積木的數慷ˤ) 

S3烉1,2,3,4,5,6,7,8,9,10,11,12,13,14，14ˤ 

Q13研究者烉9加 9呢? 

S8ˣS8烉9加 9呢? 

S8烉數啦! 

S8ˣS3烉4,5,6,7,8,9ˤ 

S3烉10ˤ 

S8烉無 10呀! 

研究者烉9加 9ˤ 

S3烉9加 9等㕤 9! 

研究者(問 S3)烉你覺得 9加 9等㕤 9是嗎? 

S3烉是! 

S8烉4,6,7,8,9,9,10,11,12,13,14,15,16,17,18，18ˤ 

研究者(問 S3)烉你呢? 

S3烉18! 

 

 

Q14研究者烉12加 4ˤ 

S3烉12加 4? 

S8烉12加 4呀?ˤ 

S3烉16ˤ 

研究者(問 S8)烉你覺得呢? 

S8烉16ˤ 

 

Q15研究者烉15加 2呢? 

S3烉15加 2等如… 

S8烉17ˤ 

S3烉17ˤ 

研究者(問 S3)烉 為什麼你又知是 17的`? 

S3烉是他講先的ˤ 

 

 

 

 

 

 

附錄⋩七                           實驗組ᶱ合作對娙稿(第一次合作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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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烉C5ˣC6                日期烉13/12/2015        測試烉第一次合作測試 

Q1研究者烉1加 1是多少呀? 

C5烉2ˤ 

C6烉2 ˤ 

(C5冯 C6各自忳算，沒㚱交流ˤ) 

Q2研究者烉2加 2呀? 

C6:4ˤ 

C5:4ˤ 

(C6冯 C5各自計算，C6及 C5同時

說出 4ˤ) 

Q3研究者烉4減 1是多少呀? 

C5烉3ˤ 

C6烉3ˤ 

(C5很快便完ㆸ忳算，C6 仍在計算

中，C5忳算後，C6即時說出答案 )ʕ 

Q4研究者烉5減 2呢? 

C6烉3ˤ 

C5烉3ˤ 

研究者烉為什麼你Ᾱ想到是 3? 

C6烉因為ㆹ知忻 5隻手指 無ⶎ 2

是 3 

研究者(問 C5)烉為什麼你會知忻? 

C5烉因為朗朗在家中教過ㆹˤ 

(C6先計出答案，C5未完ㆸ忳算，

仍在數手指，便附和 C6ˤ) 

 

Q5研究者烉6加 2是多少呀? 

C6烉8ˤ 

研究者烉你怎樣計出來的? 你說出

來呀! 

C6烉因為 6加 2是 8ˤ 

研究者(問 C5)烉你明唔明呀? 

C5烉唔! 

(C6起初沒㚱留意 C5是否懂得回

答問題，自先回答，之後用手

指解釋計數方法ˤ) 

Q6研究者烉5加 3是多少呀? 

C6烉8ˤ 

(C5不懂得作答，C6沒㚱教 C5ˤ) 

研究者烉唔緊要ˤ 

 

 Q7研究者烉8加 1是多少呀? 

C6烉9ˤ 

研究者烉點解呀? 

C6烉因為 8加 1等如 9ˤ 

(C6會主動解釋忳算過程) 

研究者(問 C5)烉你明唔明䘥? 

C5烉明ˤ(點頭) 

(C6先說 9，C5未能計出答案) 

Q8研究者烉7減 2是多少呀? 

C6:5ˤ 

研究者烉為什麼是 5呀? 

C6烉因為ㆹ用手指計過，七減Ḵ  ʕ

(C6開始只是↮ṓ答案，用手指示

範) 

研究者(問 C5)烉你明唔明䘥? 

C5烉明ˤ(點頭) 

(C6先說 5，C5未能計出答案) 

 

Q9研究者烉8減 3是多少呀? 

C6烉5ˤ 

研究者(問 C5)烉你識唔識呀，8

減 3是多少? 

C5烉因為 8減 3是 5ˤ 

(C5用手指計，不會向 C6示範

如何忳算) 

Q10研究者烉9減 2是多少呀? 

C6烉8ˤ 

C5烉8ˤ 

研究者(問 C5)烉為什麼呀? 

C5烉因為 8減 2隻手指是 8 

C6烉是ㆹ教他的ˤ 

研究者烉好呀，你試ᶳ教他吧! 

(C6會向 C5用手指示範如何忳

算答案ˤ) 

C6烉8ˤ 

Q11研究者烉8加 3呢? 

C5烉6ˤ 

C5烉11ˤ 

研究者烉ℑ個答案都不一樣，

哪個才對，你Ᾱ先討婾一ᶳ? 

研究者烉告訴ㆹ知誰的答案才

對呀! 

C5烉ㆹˤ 

研究者烉你覺得你的才對ˤ 

研究者(問 C6)烉你覺得你的對

不對? 

(C5點頭) 

研究者烉都對呀，怎樣好，好

吧，不要緊! 

(C5冯 C6沒㚱忼ㆸ共識，各自

都覺得自的答案是對的) 

 

附錄⋩七                      實驗組ᶱ合作對娙稿(第一次合作測試) 

受試者烉C5ˣC6                日期烉13/12/2015        測試烉第一次合作測試 

Q12研究者烉4加 7是多少呀? Q15研究者烉11加 3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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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烉6ˤ 

研究者(問 C5)烉你覺得呢?  

C6烉11ˤ 

研究者烉又是ℑ個不同的答案，誰才是對的? 

研究者(C5)問烉你覺得誰才是對的? 

研究者烉你Ᾱ討婾一ᶳ誰的答案才對，或者教他為什

麼你覺得忁個答案是對的! 

C6烉8加 3等㕤 11，ㆹ用手指計的ˤ 

(C6用手指示範) 

研究者(C5)問烉你的答案是什麼呀? 

C5烉6ˤ 

(C6㚱用手指解說 8加 3是 11，C5仍覺得答案是 6ˤ) 

 

Q13研究者烉6加 6呢? 

C6烉12 ˤ 

C5烉12ˤ 

研究者(問 C5)烉你都是認為是 12，為什麼? 

C5烉因為用手指計的ˤ 

研究者(問 C6)烉為什麼你都認為是 12? 

C6烉因為用手指計ˤ 

研究者烉大家都是用手指計的ˤ 

(C5和 C6沒㚱交流，各自用手指計) 

Q14研究者烉10加 5呢? 

C6:15ˤ 

C5:15ˤ 

研究者(問 C6)烉為什麼你也是覺得是 15? 

C5烉因為ㆹ在家計算過，ẍ及在學校計算過ˤ 

研究者(問 C5)烉你呢? 

C5烉ㆹ用手指計ˤ 

(C5冯 C6沒㚱交流，各自用手指計) 

C6烉13ˤ 

研究者烉11加 3! 

(C5同 C6聽不清問題ˤ) 

研究者烉不緊要，聽清楚先，11加 3! 

C5烉5ˤ 

研究者烉11加 3等如 5呀，你怎樣計的? 

C5烉用手指計的ˤ 

C6烉14ˤ 

研究者(問 C6)烉你計到 14，是嗎? 

(C6點頭) 

研究者(問 C5)烉咁你呢? 

C5烉5ˤ 

研究者烉你覺得是 5呀，你怎樣計的? 

C6烉不是減呀! 

C5烉用手指計ˤ 

C6烉14ˤ 

研究者烉你計算給ㆹ看，要怎樣計ˤ 

C6烉1,2,3,4,5ˤ 

(C6在數手指，先當手是 11，再徸一加手指ˤ

C5沒㚱改變答案的意欲ˤ) 

C6烉13ˤ 

研究者烉你Ᾱ再想一ᶳ! 

C6烉15ˤ 

C5烉15ˤ 

(C6細細聲在 C5耳邊說娙，教他如何忳算ˤ) 

研究者烉為什麼變ㆸ 15了? 

C5烉ㆹẍ為是 10呀! 

研究者烉之後呢，之後他如何幫你的? 

C6烉ㆹ提他的ˤ 

研究者烉哦!你提他呀! 

 

 

 

 

 

 

 

 

 

 

 

 

附錄⋩ℓ                實驗組ᶱ合作對娙稿(第Ḵ次合作測試) 

受試者烉C5ˣC6                日期烉3/1/2016              測試烉第Ḵ次合作測試 

Q1研究者烉2加 2呢?? Q6研究者烉4加 2呢? Q10研究者烉9減 6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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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ˣC5烉4ˤ 

(C6和 C5都使用心算，ẍ及同時

說出答案ˤ) 

 

Q2研究者烉4加 1呢? 

C6烉5ˤ 

C5烉5ˤ 

 

Q3研究者烉3減 1呢? 

C6ˣC5烉2ˤ 

(C6和 C5都使用心算，ẍ及同時

說出答案ˤ) 

 

Q4研究者烉5減 2呢? 

C6烉5減 2，是 3囉!| 

C5烉是 3囉! 

 

Q5研究者烉5加 3呢? 

C6烉5加 3?6呀? 

C5烉8囉! 

C6烉ㆹ用心算ˤ 

研究者烉怎樣好，ℑ個答案都不

一樣!  

C6烉數ᶳ囉! 

C5烉好! 

C6烉如果是 5加 1先是 6! 

C5烉真是 6的ˤ 

(C5冯 C6一起數積木和數數ˤ) 

C5ˣC6烉1,2,3,4,5,6,7,8，8ˤ 

研究者烉 5加 3是多少呀? 

C5烉8ˤ 

 

C6烉4加 2? 

C5烉6ˤ 

C6烉6ˤ 

研究者(問 C5)烉用什麼方法?  

C5烉ㆹ心裡面想的ˤ  

研究者(問 C6)烉你呢? 

C6烉ㆹ本身經知忻ˤ 

Q7研究者烉8加 2呢? 

C6烉8加 2呀? 

C5烉10ˤ 

C6烉10ˤ 

研究者烉ℑ個都用什麼方法的? 

C5烉ㆹ用心算! 

C6烉ㆹ都用心算ˤ 

Q8研究者烉7減 3呢? 

C6烉4ˤ 

研究者烉7減 3呢? 

C6烉4ˤ 

C5烉4ˤ 

研究者(問 C5)烉為什麼你又知忻? 

C5烉ㆹ用心算囉ˤ 

C6烉7加 3是多少呀? 

C5烉7減 3呀! 

 

Q9研究者烉8減 4呢? 

C5烉4ˤ 

C6烉4ˤ 

研究者(問 C5)烉好快呀，為什麼

你又知是 4的? 

C5烉答返之前那個呀ˤ 

研究者(問 C5)烉之前那個? 

C5烉是呀，之前那個! 

 

 

(C6和 C5在數積木ˤ) 

C6烉1ˤ 

C5烉1ˤ 

研究者烉ℑ個都是 1，是不是呀?9

減 6等㕤 1，對不對? 

C5ˣC6烉對ˤ 

 

Q11研究者烉6加 5? 

C5烉6加 5?是不是 6加 5? 

研究者烉對呀! 6加 5呀! 

C5烉13? 11呀?11呀! 

C6烉3,4,5,6,7,8,9,10,11，對! 

研究者(問 C6)烉你認為他對，是

不是? 

C6烉是ˤ 

 

Q12研究者烉7加 7呢? 

C5烉10ˤ 

C6烉什麼呀? 

C5烉12ˤ 

研究者(問 C5)烉7加 7，你認為是

12? 

C6烉 5,6,7,8,9,10,11,12ˤ 

C6烉1,2,3,4,5,6,7，7ʕ 1,2,3,4,5,6,7,8,

是不是呀? 

C6ˣC5烉1,2,3,4,5,6,7 

C5烉8,9,10,11ˤ 

C6烉不是呀，ㆹ數ⶎ忁些，你可

能又再數多一次ˤ 

C6烉

1,2,3,4,5,6,7,8,9,10,11,12,13,14，14  ʕ

C5烉14ˤ 

研究者(問 C5)烉同不同意呀?之前

你答 12，現在是 13還是 14呀? 

C5烉14ˤ 

 

附錄⋩ℓ                   實驗組ᶱ合作對娙稿(第Ḵ次合作測試) 

受試者烉C5ˣC6                日期烉3/1/2016               測試烉第Ḵ次合作測試 

Q13研究者烉8加 4呢? Q15研究者烉11加 7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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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烉1,2,3,4,5,6,7,8ˤ1,2,3,4,5,6,7,8ˤ 

C5烉8加 4ˤ 

C6烉8加 4ˤ 

C6烉ㆹ要多 1粒呀! 

C6ˣC5烉1,2,3,4,5,6,7,8,9,10,11,12，12ˤ 

研究者烉ℑ個都是 12，是不是呀? 

C6ˣC5烉是ˤ 

Q14研究者烉15加 2呢? 

C6烉1,2,3,4,5,6,7,8,9ˤ 

C6ˣC5烉1,2,3,4,5,6,7ˤ 

C6烉不是呀，忁個ㆹ數過啦! 

C6ˣC5烉1,2,3,4,5,6,7,8,9,10,11,12,13,14,15ˤ 

C6烉15加 1ˤ 

C5烉15加 2ˤ 

C6ˣC5烉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18ˤ 

研究者烉15加 2是 18是不是呀?好ˤ 

(C6ˣC5點頭ˤ) 

 

C5ˣC6烉5,6,7,8,9,10,11,12,13,14,15,16,17,10ˤ 

C6烉加幾呀? 

C5烉加多少呀? 

研究者烉記不記得是多少呀?11加多少呀? 

C6烉4ˤ 

C5烉4ˤ 

研究者烉11加 7呀ˤ 

C6烉3,4,7加 4ˤ 

C6烉15,16,17ˤ8,9,10,11,12,13,14,15,16,17,加 7，17 

研究者烉11加 7ˤ 

C6烉11加 7ˤ  (先把 11粒積木交給 C5，自再數

7粒積木ˤ) 

C6烉1,2,3,4,5,6,7，之後一起加起來ˤ 

C5ˣC6烉2,3,4,5,6,7,8,9,10,11,12,13,14ˤ 

C6烉3,6,7,8,9,10,11,12,13,14,15,16,17,18，18ˤ 

研究者(問 C5)烉你認為是多少呀? 

C5烉18ˤ 

 

 

 

 

 

 

 

 

 

 

 

 

 

 

 

 

 

 

 

 

附錄⋩九                     實驗組ᶱ合作對娙稿(第ᶱ次合作測試) 

受試者烉C5ˣC6                日期烉10/1/2016               測試烉第ᶱ次合作測試 

Q1研究者烉2加 2? Q5研究者烉6加 3呢 Q9研究者烉8減 4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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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烉4ˤ 

C5烉4ˤ 

研究者烉4，怎樣計的你Ᾱℑ個? 

C6烉是在家時ㆹ爸爸教過ㆹ是 4  ʕ

C5烉因為朗朗教過ㆹˤ 

研究者烉ℑ個都用心算，是不是

呀? 

(C5ˣC6點頭ˤ) 

 

Q2研究者烉3加 2呢? 

C6烉5ˤ 

C5烉5ˤ 

研究者烉為什麼你又知是 5的? 

C5烉ㆹ想過的! 

C6烉因為ㆹ同媽媽計過ˤ 

研究者烉ℑ個都用心算，是不是

呀? 

(C5ˣC6點頭ˤ) 

 

Q3研究者烉3減 1呢? 

C6烉2ˤ 

C5烉2ˤ 

研究者烉怎樣計的? 

C6烉ㆹ用手指ˤ 

研究者(問 C5)烉咁你呢? 

C5烉心裡面ˤ 

研究者(問 C5)烉你用心算的，是

不是呀? 

(C5點頭ˤ) 

 

Q4研究者烉5減 3呢? 

C5烉2ˤ 

C6烉2ˤ 

研究者(問 C5)烉你用什麼方法計

的? 

C6烉心算 

C5烉用手指做計算ˤ 

C6烉他說在用手指計數ˤ 

C5烉6加 3? 

C6烉9ˤ 

C5烉4ˤ 

研究者烉一個 4ˣ一個 9，哪一個

才對呀? 

研究者(問 C5)烉你剛剛不是回答 

4嗎，之後為什麼要改? 

C5烉9ˤ 

研究者(問 C5)烉為什麼之後改ㆸ 9

的? 

C5烉婿ᶳ婿ᶳ，他的答案跟ㆹ不

同，真Ὢㆹ計錯ˤ 

Q6研究者烉5加 4呢? 

C6烉9ˤ 

C5烉9ˤ 

研究者烉9是不是呀?用什麼方法

計? 

C5烉數手指ˤ 

C6烉ㆹ用心算ˤ 

 

Q7研究者烉8加 2呢? 

C6烉10ˤ 

C5烉10ˤ 

研究者(問 C5)烉忁次你怎樣計? 

C5烉用手指ˤ  

C6烉用心算ˤ 

Q8研究者烉7減 5呢? 

C6烉2ˤ 

C5烉2ˤ 

研究者烉為什麼你又知是 2的? 

C5烉因為心裡面數ˤ  

C6烉ㆹ是數手指ˤ 

 

C6烉 4，因為ㆹ知忻 4加 4等㕤 8，

8是減多一個 4，即是 4ˤ 

C5烉ㆹ都是ˤ 

研究者(問 C5)烉為什麼你又知是

4，用什麼方法? 

C5烉ㆹ都是ˤ 

C5烉ㆹ是用心算ˤ 

Q10研究者烉10減 5呢? 

C5烉10減 5等㕤 5ˤ 

研究者(問 C6)烉你呢? 

C6烉5ˤ 

研究者(問 C6)烉你都是 5ˤ 

 

Q11研究者烉5加 8? 

C6烉13ˤ 

C5烉13ˤ 

研究者烉你用什麼方法計的? 

C5烉心裡面數ˤ 

C6烉用手指ˤ 

Q12研究者烉6加 5呢? 

C5烉6加 5呀? 

C6烉ㆹ都是想不到ˤ 

C5烉10囉，很簡單! 

C6烉13? 

研究者烉你同不同意呀? 

C6烉ㆹ還未想到ˤ 

C5烉ㆹ都想不到ˤ 

研究者烉你Ᾱℑ個想ᶳ辦法! 

(C6和 C5轉用積木ˤ) 

C5烉4粒ˤ 

C6烉不是的，ㆹ自數緊呀!ˤ 

C6烉1,2,3,4,5ˤ 

C5烉應娚是 11ˤ 

C6烉11ˤ 

 

附錄⋩九                       實驗組ᶱ合作對娙稿(第ᶱ次合作測試) 

受試者烉C5ˣC6                日期烉10/1/2016              測試烉第ᶱ次合作測試 

Q13研究者烉9加 9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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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烉9加 9?好難呀! 

C6烉9加 9呀?好難呀! 

研究者烉9加 9是多少呀? 

C6烉5,6,7,8,9,跟ỷ再加 9ˤ 

C6烉1,2,3,4,5,6,7,8,9ˤ 

C6烉ㆹ要把所㚱數完! 

C6烉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ˤ 

C5烉18ˤ 

研究者烉是多少呀? 

C6ˣC6烉18ˤ 

 

Q14研究者烉12加 4呢? 

C5烉12加 4ˤ 

C6烉10，4ˤ 

C6烉16ˤ 

C5烉16ˤ  

研究者(問 C5)烉你用什麼方法計的? 

C5烉4粒珠仔ˤ 

研究者(問 C5)烉你又知是 16的?你用什麼方法，可

不可ẍ教ㆹ呀? 

C5烉整ⶎ個 12，再整個 4ˤ 

Q15研究者烉15加 2呢? 

C6烉17ˤ 

C5烉ㆹ唔知禾ˤ 

C6(向 C5說)烉17 

C5烉17ˤ 

C5烉是不是 17呀? 

研究者(問 C5)烉是他提你的? 

C6烉是ㆹ告訴他的ˤ 

C5烉是呀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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