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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分辨左右腳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根據實習經驗的發現，在協助幼兒穿鞋時，常發現現在的小朋友不喜歡自己

穿鞋子，常會依賴自己的父母、老師，久了之後對於穿鞋子就面臨很大的問題了，

就像他們不會分辨左右腳，因為鞋子的圖案一樣，要區分也就更加困難了。所以

我們針對左右腳分不清楚的幼兒，來改善這項困難，進而設計出具有配對功能又

可吸引幼兒對穿鞋感到有興趣的鞋子，而我們從幼兒常聽的童話故事來設計圖

案，我門的設計理念，運用數概念的拼圖原理把一個故事的場景和人物分別畫到

兩隻鞋子上讓幼兒拼出一個完整的圖案，盡可以改善幼兒正確分辨左右腳的能

力。 

二、研究目的 

1.讓1-4歲的幼兒能學習自己打理自己的服裝 

2.讓 1-4 歲的幼兒能正確分辨出左右腳 

3.讓 1-4 歲的幼兒不依賴自己的父母學習獨立 

三、研究方法 

1.觀察法(在實習時觀察幼兒平常穿鞋子的方法，大部分的幼兒都會自己穿鞋，而

少不份幼兒需要老師、家長的協助) 
2.問卷法(利用問卷詢問家長是否有意願購買特殊的鞋子) 
3.訪談法(到幼稚園去訪談家長和老師，幼兒有沒有左右不分的情形) 
4.實作法(將我們所設計出來的鞋子，以問卷和訪談紀錄的內容進行我們研究這雙

鞋的的改造，設計出一雙經濟又實惠的鞋子) 

四、研究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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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流程圖 

貳●正文 

●文獻探討 

  幼兒會將鞋子左右腳穿反，這是因為幼兒基本的空間概念未發展成熟，對於

配對、區分左右邊那也更加困難。舉例來說：「五歲的幼兒可以區分自己的左右

手(腳)，但卻因發展的不成熟而導致左右不分」經佩芝、杜淑美(2007)。根據上

述我們可以得知，日常生活中一個簡單的穿鞋子口令，就可以讓幼兒忙了很久，

好不容易穿好了，又有可能穿錯，為了不要因為一個幼兒造成其他人的困擾，所

以我們藉由這個問題來研究探討，雖然這個問題在以前已經有人發現，但是至今

卻沒有人實做出成品，來改善幼兒不會分辨左右腳的問題，而我們即將研究出一

雙可以讓幼兒分辨左右腳的鞋子。 

一、學齡前幼兒左右方向辨識之發展 

  根據幼兒各階段的年齡，得知他們空間概念的發展，因為年齡的不同所發展

的項目也有所不同，且在我們親自實驗當中，對於中大班的幼兒都可以正確拼出

圖案與形狀，那也表示他們已經有自己穿鞋子的習慣，並且穿戴正確，潘浩(1999)
指出：在 3~6 歲幼兒的空間發展如表 1-1 所示在 4~5 歲的幼兒才發展左右的概

念，而幼兒在 4 歲以前較沒有左右的概念，由此可知我們將對 4 歲前的幼兒進行

改善的方法。 
表 1 

階段 年齡 空間概念 
小班 3~4 歲 1.上下、裡外               

2.幾何圖形、簡易造型結構   
3.二物比較高矮、長短、厚薄 

4.兩物比較大小長短 
5.簡易位置對應 
6.幾何圖形、造型建構 

中班 4~5 歲 1.裡外、立體空間 
2.幾何圖形、圖形組合 
3.線、形與平面、造型組合 

4.三物比較大小、長短、高

矮 
5.上下左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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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 5~6 歲 1.立體空間 
2.空間與位置分析 
3.交叉比較 

4.多元比較 
5.形與變化 
6.體的認識 

二、 幼兒左右不分會衍生的問題 

經由高二暑假實習後的結論,發現我們入班實習的孩子對於左右腳不分的情

況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大的影響。例如影響孩子在作息間的習慣，我們將影響分為

以下三點。 
(一)對幼兒自己的影響 
1.幼兒無法學會獨立。 
2.幼兒會太依賴成人。 
3.左右不分的行為會造成幼兒以後的發展途徑受影響。 
(二)對父母的影響 
1.父母需多花時間協助幼兒穿鞋。 
2.父母需花費精力幫助幼兒穿鞋。 
3.父母無法看到幼兒獨立。 
(三)對教保人員的影響 
1.幫一位幼兒，就得幫其他位幼兒穿鞋，這樣會讓老師增加許多麻煩。 
2.耽誤幼兒上課的時間。 

三、 目前童鞋有無辦法改善左右不分的問題 

目前台灣推新出很多不同款的童鞋,其中童鞋的種類也是琳瑯滿目，我們根據所

蒐集到的資料整理出，市面的童鞋大約有十一種，如表 2 所知，卻未針對辯識左

右腳進行設計，所以我們針對左右不分的情況做出專門改善之道。 
表 2 

種類 說明 

運動鞋 
又稱球鞋。原意是用於進行體育運動穿著的鞋，由於運動鞋

穿著舒適著舒適，且有不同款式，也是流行文化、時尚服飾

之一。運動鞋分為足球鞋、羽毛球鞋、跑步鞋等。 
皮鞋 古稱鞮，是主要由動物或人造皮革做的鞋。 

拖鞋 
是鞋子的一種，後跟是全空的，指有前面有鞋頭，多為平底，

材質經常是相當輕軟的皮料、塑膠、布料等。 
一般慢跑鞋 依搭載科技不同，主要又分入門,進階跟競賽型。 
越野慢跑鞋 提供在非路面平坦的跑步者所使用 
復古慢跑鞋 以前的舊式慢跑,現在大多拿來當休閒鞋使用。 

籃球鞋 
1.一般籃球鞋:又分高筒低筒,依不同科技可再細分適合的球

員。 
2.復古籃球鞋：以前的籃球鞋，現在大多拿來當休閒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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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足球鞋 針對室外足球，鞋底有釘。 
室內足球鞋 針對室內足球，鞋底大部分為膠底。 

健身房專用鞋
鞋底的紋路較不規則，有水波或是魚骨...等不同外底紋路的

綜合，鞋面也以網布跟皮革各半使用居多。 
休閒鞋 一般大眾休閒運動的鞋種。 

我們發現市面上的童鞋沒有一雙是針對左右腳不分的這項功能而設計。 

四、 改善左右腳不分的方法 

我們研究發現幼兒會有穿鞋左右不分的狀況，而想試圖找出解決策略，不只

幫助幼兒也幫助老師及家長，讓幼兒不過分仰賴或協助而能增加自理能力。 
根據華視新聞報導，得知：「在高雄市有位五年級生,就是看見媽媽每天幫弟

弟穿鞋子，乾脆發明一雙好寶寶鞋，只要小朋友左右腳穿對了，鞋子就會稱讚你

好棒喔！」他的原理是在鞋子內側邊緣安裝感應器，鞋子穿到正確的位置，鞋子

一碰喇叭就會響，而且妙的是你還可以選擇要錄什麼鼓勵自己的話。 
我們根據這篇報導得知目前台灣是有改善幼兒反穿鞋的想法，但還在實驗階

段。我們覺得這想法不僅可以鼓勵幼兒自己穿鞋還可以養成自己獨立的好習慣，

雖然目前只是個實驗，但加以改善之後必能有良好成效。 

參●問卷調查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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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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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7%

 
您家的寶貝幾歲圖 2-2 

根據問卷結果發現我們將對象指向 0~4 歲的幼兒，佔大部份都是在 3 歲這個

階段其次是 2 歲再來是 4 歲，因為這些年齡層是我們要研究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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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從事的職業是圖 2-3 
根據問卷結果發現孩子的家長多從事服務業其次是家管，也就是說大部份的

幼兒都不是由自己帶大的，而是經由長輩或保母所接手的所以在部分的日常教育

不是由父母親自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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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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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平均月收入圖 2-4 
根據問卷結果發現部分家長的月收入平均約 2 萬~4 萬，因為現在的家庭多

為雙薪家庭，薪水的支出不再單單只依靠一個人，而是由夫妻倆人共同分擔。 
 

1個

46%
2個

38%

3個

9%
其他

7%

 
家中有幾個寶貝圖 2-5 

根據問卷結果發現現在的家長大多只生一個小寶貝，因為現在的經濟不景氣

養兒育女開銷需要很大，所以相對的生育率就逐年下降，而獨生子女數比例升

高，這可能是大好也可能是大壞，因為可能使幼兒過度依賴導致發展遲緩，也有

可能將使幼兒自己更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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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每個寶貝平均有幾雙鞋圖 2-6 
 

根據問卷結果發現大部分的幼兒家中平均每人約有 3~4 雙鞋子可以輪替著

穿，以免一直穿同雙鞋而使腳不容易發展，所以適時的交換鞋子種類是比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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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多久幫寶貝買一次鞋圖 2-7 

 

6 



  我會分辨左右腳 

根據我們的問卷分析出圖 2-6 中發現家長們半年買一次鞋給幼兒的大約有 6
成，而由此我們可知幼兒每半年會換一次鞋子，而其次是一年買一次鞋子大約是

1 成 7。 

寶貝

17%

爸爸

11%

媽媽

53%

奶奶

14%

爺爺

2%
其他

3%

 
鞋子的款式是寶貝挑選還是您圖 2-8 

根據我們的問卷分析出圖2-8中發現幫幼兒挑選鞋子款式的大多是幼兒的媽

媽，由此可知幼兒的鞋子都是由媽媽購買的，我們針對了此問題分析出媽媽是主

要購買者，我們會根據媽媽的需要製作出屬於幼兒獨一無二的鞋。 

皮鞋

4%
涼鞋

22%
布鞋

51%

拖鞋

16%

靴子

6%
其他

1%

 
您大多幫寶貝挑選什麼種類的鞋子圖 2-9 

根據我們的問卷分析出圖 2-9 中發現家長幫幼兒買布鞋站 5 成 1 是最多的，

由此可知幼兒們幾乎都是穿布鞋的，而涼鞋占 2 成 2 是其次。 

市場

11%

鞋全家

31%大賣場

29%

夜市

11%

運動

用…

其他

15%

 
您大多在哪個地方幫寶貝買鞋圖 2-10 

根據我們的問卷分析出圖 2-10 中發現，家長們幫幼兒買鞋子的地方在鞋全

家占了 3 成 1，是最多的，如此可知我們可以去鞋全家介紹我們的鞋子，被買的

機率也會相當的提高一些。 

材質

41%

價錢

15%
顏色

3%

創意設

計…

小朋友

喜好…

產地

5%

 
購買鞋子的考量重點圖 2-11 

    根據問卷結果發現家長都是依據 1、材質 2、小朋友喜好 3、價錢做為

購鞋的考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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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一雙鞋的價格圖 2-12 

    根據問卷分析發現平均一雙鞋子價格約佔 1. 400~500 元。 

會

78%

不會

20%
其他

2%

 
會購買特殊鞋子的意願圖 2-13 

    根據問卷結果發現若有設計特殊功能的鞋子家長願意購買鞋子的 
意願佔 7 成 8、不會的意願佔 2 成。 

300~400
18%

400~500
22%500~600

44%

600~700
14%

其他

2%

 
這雙特殊鞋子可接受的價格圖 2-14 

    根據問卷結果發現可接受此雙鞋的價錢在於 500~600 之間。 

●結論 
我們經過實習的經驗發現，在中、小班的年齡階段皆有分不清左右腳，穿反

鞋的情況，因此我們研究改善幼兒反穿鞋的情形。因此我們利用問卷的方式擬定

出幾個為幼兒購買鞋子的依據作為調查的內容項目，並且詢問是否有意願為幼兒

購買特殊用的鞋子，家長也會為了讓幼兒培養獨立，進而購買此種鞋子，而得到

熱烈的回應。而且家長們都會注重在鞋子的材質方面上，因為要讓幼兒的腳感到

舒適，所以我們製作鞋子的時候更應該注意到幼兒穿起來的舒不舒適的問題去著

手。也很感謝填寫問卷的家長們，因為有你們使我們的研究有所雛形，也將使我

們的研究更邁向成功的一步。 
而我們又去對一到六歲的幼兒們實施拼圖配對的遊戲，在這項實驗結果得

知，一歲的幼兒還不會拼拼圖，所以這種鞋子對他們來說就沒有效用，相對在學

習穿鞋子也需要較多的協助和練習的時間，兩歲半到三歲的幼兒已能隨意拼拼

圖，有了空間概念，所以他們就可以使用這一種鞋子來分辨左右腳。因此我們為

了使幼兒學習自己獨立，便依據這些問題來發明一雙能讓幼兒喜歡且能正確穿對

的鞋，而這雙鞋的優點是 1.利用幼兒耳熟能響的童話故事灰姑娘作為背景並且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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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分成兩半讓幼兒學習正確配對 2.可以讓幼兒學習獨立打理自己的衣著 3.可以

改善幼兒反穿鞋的機率，因為當他反穿鞋時他的故事圖案就無法正確所以幼兒會

發現並適時的自我糾正。 
在研究之前我們就有看過現在目前台灣已經有人發現幼兒左右不分的情

況，而他近而發明一雙會鼓勵幼兒的鞋子，而經由他的想法啟發我們想進一步研

究、實做的動力，所以我們將他的想法進一步包裝，讓他更精緻，而達到我们研

究的目地。 
經過這一次的研究歷程我們可以針對幾個地方來給予建議，1.父母親和教師

不要經常幫幼兒穿鞋，而導致她們習慣依賴、2.若不會分辨左右腳的幼兒，父母

可以在兩隻鞋子上做上記號，這樣就不容易穿錯了、3.我們可以透過做中學的方

式，讓幼兒在錯誤中經過不斷練習而成長。而我們以吸取這些建議決定研發出可

以讓幼兒分辨左右腳的鞋子，首先先挑幾位幼兒，讓幼兒嘗試配對拼圖，接著就

可以分析出對左右腳不易分辨的年齡階段，再針對這些幼兒進行鞋子的試驗，而

使他們能更快學習自己穿鞋。 
 

肆●引注資料 
月刊。(2011)。嬰兒與母親，417 期，第 194~198 頁。 
潘浩(1999)。活在廣闊的空間領域：幼兒空間智能的發展與培養，家庭教育。 
鍾菊香(2005)。認知圖述說幼兒空間認知能力的表現：以家家幼稚園戶外教學為

例，國立台北教育大學幼教系碩士班。 
林嘉綏、李丹玲(2005)。幼兒數學教材教法。台北：五南。 
經佩芝、杜淑美(2007)。嬰幼兒發展與保育 II。台北市：龍騰出版社。 
江方筠、蕭鈺蓁。從幼兒概念發展探討童鞋反穿情形。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10/03/2010033016442312.pdf。 
許文男(2009)。華視新聞。鞋子穿對邊，你是好寶寶。

http://news.cts.com.tw/cts/life/200909/200909220319995.html。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