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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是什麼？

“ 遊戲是純粹為了享受或娛樂而進行的身心休閒活動.” 

(Hughes, 2010) 3



遊戲的獨特之處

由孩子自我發起

孩子積極參與

孩子擁有自主權

(Bruce, 2011) 4



遊戲的種類

簡單建構性遊戲

想像類遊戲

探索性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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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遊戲中學習

• 刺激大腦
發育

• 提升溝通能
力、增加詞
彙

• 產生創意的
想法

• 促進對衝動
的克制和情
緒調節能力

社會情感
發展

創造力

智力語言

(Li,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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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實踐「從遊戲中學習」

遊戲加強親子溝通 遊戲增強認知能力 遊戲有助建立關係

(Wheeler, Connor, & Goodw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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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玩」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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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迷思#1
「玩」是沒有教育意義的。

「玩」可以訓練孩子們的
批判性思維和創造力。

(Goodliff,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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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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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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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迷思#2
「玩」是需要玩具的。

孩子們可以使用身邊的
物件來「玩」。

(Goodliff,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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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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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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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迷思#3
「玩」是亂七八糟的。

有時候「玩」只需要
少許空間和少許清理。

(Goodliff,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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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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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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