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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玩具是幼兒成長過程中重要的輔助工具，它可幫助幼兒智力的成長、體能及創意的 啟發，也可藉由活動學習人際互動的關

係與社會約制。而幼兒的成長過程中以學齡前幼 兒的學習階段最為重要，學齡前玩具的選擇影響幼兒未來認知成長很大，

卻常被父母所 忽略，無形中對幼兒的成長造成負面的影響。 本研究係針對學齡前幼兒玩具研究色彩計劃，探討玩具配色

的問題，希望找出學齡 前幼兒玩具配色的原則，用於玩具設計上，使幼兒可藉由玩具的外觀學習色彩的辨視與 認知，進

而提高對事物的敏銳度。 本研究分三部份進行調查，第一部份，係針對學齡前幼兒色彩辨視度及喜好度進行 調查；第二

部份，則針對市場販售之教育性玩具進行色彩分析，並與第一部份之結果進行比較；第三部份，則針對玩具製造廠進行訪

問，以了解業界配色的考慮因素。經資料的分析與歸納，將所得之原則應用於現有玩具產品實物的色彩設計上，提出具體

實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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