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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學齡前兒童使用不同形狀的鉛筆之運筆能力變化 
摘要： 

在幼兒開始學習寫字時，常會聽到老師或父母在談論鉛筆的剖面形狀，而哪一

種形狀的鉛筆最適合幼兒練習運筆時的使用眾說紛紜，本研究選用了市面上常見的

圓形、三角形、六角形鉛筆，調查學齡前幼兒使用不同形狀鉛筆時運筆能力變化。

以立意取樣方式選取幼稚園大班幼兒為研究對象。隨機編排分為三種組合:第一種組
合(圓形筆、三角筆、六角筆)共 15人；第二種組合(三角筆、六角筆、圓形筆)共 15
人；第三種組合(六角筆、圓形筆、三角筆)共 13人，總計 43人。以自行設計之繪

圖紙本進行實驗。計算描繪圖形時運筆能力的成功比例。以卡方檢定及二因子無重

複試驗作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幼兒的運筆能力並不會受到鉛筆的形狀影響 
 
關鍵字：學齡前兒童、形狀、鉛筆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學齡前的幼兒透過遊戲學習各種技巧與能力，包括認知、語言、社會互動、粗

大動作、精細動作等。在幼兒發展階段裡，粗大動作的發展為手腳的運用，如跑、

跳、爬等大動作的活動；精細動作則包括了抓、握、捏、撿等幅度較小的動作。幼

兒的手部動作發展上，在 10-18月的時候，已經可以握粉筆亂塗鴉，到了 2歲左右，
他們可以模仿學著畫橫線、直線；大概 3歲左右，不僅能夠仿畫橫線、直線，也開

始模仿畫出圓圈、三角形、方形。到了 4-5歲左右，便可仿畫十字、左/右斜線、身
體和四肢、及有些數字等；而 5-6歲左右，比較進階至可以寫下數字、注音、以及

正確寫出自己名字等 
 
在生理能力發展上，幼兒約在四歲後，手部小肌肉才會發展成熟。由於幼兒不

同的神經、骨骼、肌肉發展速度、環境、經驗、興趣等都會影響幼兒的書寫能力，

有些幼兒可能早至 4歲即開始書寫，有些可能晚至 6歲才準備好，在學齡前幼兒手
部骨骼肌肉還未發展健全時練習寫字，容易讓幼兒用不正確的肌肉代償，產生不好

的姿勢，進而影響工具的操作品質。以操作技能的角度觀察，畫圖和寫字都是手部

運用筆類工具進行活動的技能，更是兒童的重要發展任務和能力。只有具備一定的

繪畫和書寫能力，兒童才能有效進行書面的學習，從而掌握大量間接經驗（董奇、

陶沙等，民 95）。在寫字的準備能力中，手眼協調和運筆能力的學習是兒童學寫字

的二個重要能力。在手眼協調方面，應該著重在視覺與動作的學習，如穿珠、打球

或擲球、玩積木或黏土、攀爬、木工、縫工、拼圖、著色、剪貼、描繪等。在運筆

能力方面，著重在手臂、手腕及手指肌肉的運作。如畫直線、斜線或圓（宋海蘭、

李明珠，民 77）。 
 
繪畫能力初步發展是兒童書寫技能發展的前奏，其繪畫練習經驗也有利於兒童

書寫技能的獲得。過去的研究中提到當兒童的手眼協調能力及小肌肉發展已稍微成

熟，且可以畫出基本的九種圖形，包括垂直線、水平線、圓圈、十字、右斜線、正

方形、左斜線、交叉線與三角形時，就表示此時兒童已經具有寫字準備技巧了（馬

孋杉，民 91）。兒童大約在四歲十一月左右就能達到完成以上九種圖形的水準。所
以此時應加強玩具、教具及日常生活功能的操作，讓幼兒在遊戲過程及生活上促進

小肌肉的成熟，做為以後工具操作的基礎。 
 
基於以上原因，大部分的幼稚園或托兒所在大班的階段安排寫字練習，加強學

齡前幼兒運筆能力，以助於其將來發展寫字的能力，市面上有許多不同截面形狀的

鉛筆，包括圓形、三角形、六角形。哪一種形狀的鉛筆最適合幼兒練習運筆使用不

得而知，提供一個適合的工具，可以使得學習事半功倍。但到底哪一種形狀的鉛筆

最適合幼兒練習運筆使用眾說紛紜，本研究讓幼兒描繪各種圖形，如直線、橫線、



 
 
 
 
 
 
 
 
 
 
 
 

     

折線、三角形、圓形、方形，描繪圖形邊緣的線條，計算描繪線條偏離預設軌跡的

寬度。作為運筆能力指標，調查學齡前幼兒在使用不同形狀鉛筆時，其運筆能力之

差異，此結果將可作為未來設計或生產幼兒書寫文具、繪圖文具的參考數據。 



 
 
 
 
 
 
 
 
 
 
 
 

     

 文獻回顧與探討： 
學齡前兒童透過遊戲，學習各種技巧及能力，包括認知、語言、社會互動、粗

大動作、精細動作等。在學齡前幼兒發展的幾個階段裡，粗大動作的發展包括手腳

的運用，如跑、跳、爬等大動作的活動；精細動作則包括了抓、握、捏、撿等，幅

度較小的動作。以精細動作來說，一般幼兒手部控制發展上，於 10到 18個月時已
經可以握筆亂塗鴉，到了 2歲左右，可以模仿著畫橫線、直線，3歲左右，能夠仿
畫橫線、直線，也開始仿畫出圓圈、三角形、方形等形狀[3]。到了 4-5歲左右，便

可仿畫十字、左/右斜線、身體和四肢、及有些數字等；而 5-6歲左右，進階至可以
寫數字、注音、以及正確寫出自己名字等。 

 
以生理發展來看，學齡前兒童約在四歲以後，手部小肌肉才發展成熟。幼兒的

神經、骨骼與肌肉發展速度、環境、經驗與興趣等，都會影響幼兒的運筆能力[1]，
有些幼兒可能早至 4歲以前即開始書寫，有些可能晚至 6歲以後才準備好。因此，
如果學齡前兒童在手部骨骼肌肉尚未發展健全時練習運筆，容易讓幼兒用不正確的

肌肉代償，產生不好的姿勢，進而影響學習品質，所以此時加強玩具、教具及日常

生活功能的操作，讓幼兒在遊戲過程及生活上促進小肌肉的成熟，做為以後學習操

作的基礎。  
 
而畫圖和寫字都是手部運用工具的高級技能[2, 11]，更是兒童的重要發展任務

和能力要求之一，當幼童出現了握筆塗鴉的行為後，表示生理發展已具有一定的成

熟程度，當具備一定的繪畫和書寫能力，兒童才能有效進行書面的學習[5,6]，從而
掌握大量間接經驗[7,8,9]。在寫字的準備能力中，手眼協調和運筆能力的學習是兒

童學寫字的二大重點。在手眼協調方面，應該著重在視覺與動作的學習，如穿珠、

打球或擲球、玩積木或黏土、攀爬、木工、縫工、拼圖、著色、剪貼、描繪等。在

運筆能力方面，著重在手臂、手腕及手指肌肉的運作。如畫直線、斜線或圓[10]。
繪畫能力初步發展是兒童書寫技能發展的前奏，其繪畫練習經驗也有利於兒童書寫

技能的獲得。當兒童的手眼協調能力及小肌肉發展已稍微成熟，且可以畫出基本的

九種圖形，包括垂直線、水平線、圓圈、十字、右斜線、正方形、左斜線、交叉線

與三角形時，就表示此時兒童已具有寫字準備技巧了。兒童大約在四歲十一月左右

就能達到完成以上九種圖形的水準。 
 

綜觀以上運筆能力的發展來說，幼兒手握的鉛筆半徑或形狀[4]，會是一個影響書寫
結果的重要因素[12]，但現階段並無參考資料，兒童手握的書寫工具有形形色色的

粗細與形狀，本計劃探討學齡前兒童的運筆能力是否會因不同形狀的鉛筆而有所差

異。 



 
 
 
 
 
 
 
 
 
 
 
 

     

 
 研究方法與步驟： 
研究對象： 
幼稚園大班兒童 43名（男性 22人，女性 21人）。 
 
研究器材： 
硬體部分： 
※ 運筆工具鎖定為一般木質鉛筆 

先行調查市面常見鉛筆種類，收集不同形狀（如圓形、三角形、六角形）

的鉛筆，收集不同直徑、筆長和筆身周邊長度的產品，做為學齡前幼兒使用不

同形狀鉛筆之運筆的工具。 
 

 

 
 

圖一：運筆工具: 三角筆、圓形筆、六角筆 

 

   
 

圖二：以游標尺分別測量三角筆、六角筆之邊長，及圓形筆之半徑。 

 

 

 

 



 
 
 
 
 
 
 
 
 
 
 
 

     

表一：各種形狀鉛筆之邊長、筆長、周長 

廠牌 形狀 邊長 (直徑) 筆長 周長 

利百代 NO.102小
天使高級鉛筆 H 

圓形 7.0 mm 19 cm 2.3 cm 

y彩虹三角筆
HB(粗) 

三角形 9.0 mm 17.7 cm 3.2 cm 

利百代 CB－089
塗鴉轉寫三角筆

HB 

三角形 7.0 mm 17.5 cm 2.3 cm 

歐菲兒童學前專用

三角筆(小丑熊) 
三角形 1.0 mm  17.6 cm 3.5 cm 

 
利百代_勵志 三角形 7.0 mm 17.7 cm 2.5 cm 
利百代 88號高級
鉛筆<HB/NO.2> 

六角形 4.1 mm 19 cm 
(含橡皮擦) 

2.5 cm 

台北樹蛙六角筆

HB(粗) 
六角形 7.5 mm 17.7 cm 2.4 cm   

 
 

軟體部分： 

※繪圖製作過程： 
蒐集來自文具店、量販店、圖書館的各種繪本及幼稚園上課的教材，做為

設計圖形的參考資料，其中將包含運筆的基本線條，做為運筆能力的測試。圖

形分為直線、橫線（選定三種長度分別為 8cm、10cm、11.5cm）、折線（兩種

角度分別為 60 度和 90 度；轉折次數分別為 4次與 6次）、長方形、圓形、三
角形。繪圖設定所描繪之內外範圍的寬度分別為　2mm、3mm、4mm，以描繪
在線中範圍為成功，超出範圍之外為失敗，以描繪線條成功與失敗的長度比值，

來計算幼兒描繪各種圖形時，運筆成功的比例。 

 
圖三：正方形描繪邊框 

Range : 1mm Range : 2mm 



 
 
 
 
 
 
 
 
 
 
 
 

     

 

 
 

圖四：折線描繪圖，折角三次，折線交角 900 

 
 

 
圖五：有底色部位為允許描繪範圍，實線為幼兒描繪線條，描繪線條有 9公分在範

圍內，1公分在範圍外，以要求描繪 10公分的線條上，成功率為 90%。 

 
 
研究步驟： 

要求每位測試的幼兒分別使用圓形、三角形、六角形的鉛筆來描繪各種圖形，

三種不同截面形狀的鉛筆的使用順序均衡分配，如圓形→三角形→六角形、圓形→
六角形→三角形、三角形→六角形→圓形、三角形→圓形→六角形、六角形→三角
形→圓形、六角形→圓形→三角形等，以減少因使用不同形狀鉛筆順序不同所造成

的實驗誤差。每位幼兒再換用不同半徑的鉛筆再做一次，因為描繪時間不予限制，

預期每一幼兒施測時間將會很長，換用不同半徑的鉛筆的測試將在一個禮拜內分數

次完成，以減少幼兒耐心不足的誤差或因生理學習時間差異造成的實驗誤差，可分

析提出適合特定年齡、性別、身高幼兒所對應的鉛筆形式[13]。 
 

研究流程： 

1. 蒐集相關文獻及整理。 

2. 確定研究主題、研究目的、研究範圍、研究對象、研究架構、研究問題。 

9cm 10cm 



 
 
 
 
 
 
 
 
 
 
 
 

     

3. 準備測試所需之工具鉛筆、繪製測試所需之各種圖形。 

4. 選定某幼稚園大班四名幼兒為預試對象進行預試。 

5. 原設計的繪圖紙本張數為 14 張，經預試後發現由於張數過多，導致幼兒耗時過

久缺乏耐心，因此將繪圖紙本張修正為 8張。 

6. 於某幼稚園安排正式施測。 

7. 資料統計與分析整理。  

8. 研究結果與建議。 

9. 撰寫報告。 

 
實驗環境 

實驗環境桌子高度為 42 cm，坐椅高度為 27 cm。 
 

    
 

圖六：施測所使用的桌椅 

 

實驗進行時書寫時手臂與作業面距離依受測者個人習慣進行。 

 



 
 
 
 
 
 
 
 
 
 
 
 

     

      

 

圖七：實驗環境與受測幼兒 



 
 
 
 
 
 
 
 
 
 
 
 

     

 
 實驗結果： 
※統計方法 

本研究採用兩種不同的檢定方式加以檢定，分別是: 

1. 採用無母數統計分析中的卡方檢定，考驗學齡前幼兒的運筆能力是否會因不同形

狀的鉛筆而有顯著差異。此方式為檢定不同形狀的鉛筆在描繪各種圖形之成功次數

是否相同。 

   

2. 採用二因子重複實驗變異數分析，考驗學齡前幼兒的運筆能力是否會因不同形狀

的鉛筆而有顯著差異。此方式為檢定不同形狀的鉛筆在描繪各種圖形之成功比例是

否相同。 

 
※學齡前幼兒描繪各種圖形之成功情形 
為了解參與本研究的 43 名幼兒，描繪各種圖形運筆成功比例之情形。茲針對受

測幼兒描繪圖形之結果，依序說明如下： 

 

一、學齡前幼兒三種組合分配情形 

本研究對象為幼稚園之學齡前大班幼兒，以隨機編排分為三種組合。第一種組

合(圓形筆、三角筆、六角筆)的男生 10人、女生 5人，共 15人；第二種組合(三角
筆、六角筆、圓形筆)的男生 7人、女生 8人，共 15人；第三種組合(六角筆、圓形
筆、三角筆)的男生 5人、女生 8人，共 13人。總計男生有 22人、女生 21人，共
43人。 

 
表二：學齡前幼兒三種組合分配表 

編號 性別 慣用手 組合 

1 男 右 一 

2 男 右 二 

3 女 右 三 

4 男 左 一 

5 男 右 二 

6 男 右 三 

7 男 右 一 

8 女 右 二 

9 男 右 三 

10 女 右 一 



 
 
 
 
 
 
 
 
 
 
 
 

     

11 女 右 二 

12 男 右 一 

13 女 右 二 

14 男 右 三 

15 男 右 一 

16 女 右 二 

17 女 右 三 

18 男 右 一 

19 男 右 二 

20 女 右 三 

21 女 右 一 

22 男 右 二 

23 女 右 三 

24 女 右 一 

25 男 右 二 

26 女 右 三 

27 男 右 一 

28 女 右 二 

29 女 左 三 

30 男 右 一 

31 女 左 一 

32 女 右 二 

33 女 左 三 

34 女 右 一 

35 女 右 二 

36 男 右 三 

37 女 右 一 

38 男 右 二 

39 女 右 三 

40 男 左 一 

41 男 右 二 

42 男 右 三 

43 女 右 二 

 
 



 
 
 
 
 
 
 
 
 
 
 
 

     

二、學齡前幼兒描繪圖形之成功比例情形 

茲將學齡前幼兒描繪各種圖形的成功比例(即運筆成功比例)依不同組別整理如

下：第一種組合(圓形筆→三角筆→六角筆)、第二種組合(三角筆→六角筆→圓形

筆)、第三種組合(六角筆→圓形筆→三角筆)的成功比例如下所示： 

 
表三：第 1位小朋友為例之第一種組合(圓形筆→三角筆→六角筆)成功比例表 
        鉛筆種類

編號/圖形 

圓形筆 三角筆 六角筆 

圓形 100 97.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方形 98.8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5.8 89.2 
橫線 8 100 100 100 100 100 81.3 100 100 12.5 
橫線 10 100 100 86 100 85 82 100 100 30 
橫線 11.5 100 100 87.8 100 87 84.3 100 95.7 39.1 
直線 8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8.8 
直線 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1 
直線 11.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2.2 
三角形 100 100 76.1 100 100 93.5 100 100 100 
六折 90 度 100 100 99.3 100 100 98.1 100 100 100 
四折 90 度 100 87.8 90 100 100 95.6 100 100 100 

1 

四折 60 度 100 100 92.1 100 100 89.3 100 100 100 
單位：百分比，% 
 

表四：第 2位小朋友為例之第二種組合(三角筆→六角筆→圓形筆)的成功比例表 
        鉛筆種類

編號/圖形 

三角筆 六角筆 圓形筆 

圓形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7.2 100 100 
方形 100 100 100 100 94.6 100 100 100 100 
橫線 8 100 100 93.6 100 100 100 93.8 100 100 
橫線 10 100 100 75 100 100 100 95 100 100 
橫線 11.5 100 100 69.6 100 100 100 95.7 100 100 
直線 8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71.3 100 
直線 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77 100 
直線 11.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0 100 
三角形 87.7 100 81.9 93.6 100 83.2 100 100 100 

2 

六折 90 度 100 100 66.7 100 100 100 91.1 100 100 



 
 
 
 
 
 
 
 
 
 
 
 

     

四折 90 度 44.4 100 100 91.1 92.8 100 100 100 100 
四折 60 度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單位：百分比，% 
 
表五：第 6位小朋友為例之第三種組合(六角筆→圓形筆→三角筆)的成功比例表 
        鉛筆種類

編號/圖形 

六角筆 圓形筆 三角筆 

圓形 61 49 78 100 100 97 97 98 100 
方形 41.3 61.3 77.9 100 92.9 100 88.8 100 90 
橫線 8 78.8 100 100 100 47.5 61.3 100 100 88.8 
橫線 10 83 100 100 100 36 50 100 100 91 
橫線 11.5 85 100 100 100 29.6 56.5 100 100 92.2 
直線 8 100 100 100 100 100 90 100 100 100 
直線 10 100 100 100 100 100 92 100 100 100 
直線 11.5 100 100 100 100 100 93 100 100 100 
三角形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六折 90 度 100 88.1 100 100 93.7 100 100 100 100 
四折 90 度 100 86.1 100 100 90.6 100 100 100 100 

6 

四折 60 度 100 100 92.9 99.3 100 100 92.9 100 100 
單位：百分比，% 

 
三、學齡前幼兒運筆能力情形 

將學齡前幼兒描繪各種圖形成功比例換算成成功次數。成功比例為 100 %則計

為成功次數一次，若未達到 100 %則不列為計算的次數之中。成功次數越高，表示

幼兒對描繪圖形的運筆能力越好。成功次數如下所示。 

 
表六：第 1位小朋友為例之第一種組合(圓形筆→三角筆→六角筆)的成功次數表 

鉛筆種類

編號/圖形 
圓形筆 三角筆 六角筆 

圓形 2 3 3 
方形 2 3 1 
橫線 8 3 2 2 
橫線 10 2 1 2 
橫線 11.5 2 1 1 

1 

直線 8 3 3 2 



 
 
 
 
 
 
 
 
 
 
 
 

     

直線 10 3 3 2 
直線 11.5 3 3 2 
三角形 2 2 3 
六折 90 度 2 2 3 
四折 90 度 1 2 3 
四折 60 度 2 2 3 

 

表七：第 2位小朋友為例之第二種組合(三角筆→六角筆→圓形筆)的成功次數表 

鉛筆種類

編號/圖形 
三角筆 六角筆 圓形筆 

圓形 3 3 2 
方形 3 2 3 
橫線 8 2 3 2 
橫線 10 2 3 2 
橫線 11.5 2 3 2 
直線 8 3 3 2 
直線 10 3 3 2 
直線 11.5 3 3 2 
三角形 1 1 3 
六折 90 度 2 3 2 
四折 90 度 2 1 3 

2 

四折 60 度 3 3 3 
 

 

表八：第 6位小朋友為例之第三種組合(六角筆→圓形筆→三角筆)的成功次數表 

鉛筆種類

編號/圖形 
六角筆 圓形筆 三角筆 

圓形 0 2 1 
方形 0 2 1 
橫線 8 2 1 2 
橫線 10 2 1 2 
橫線 11.5 2 1 2 
直線 8 3 2 3 
直線 10 3 2 3 

6 

直線 11.5 3 2 3 



 
 
 
 
 
 
 
 
 
 
 
 

     

三角形 3 3 3 
六折 90 度 2 2 3 
四折 90 度 2 2 3 
四折 60 度 2 2 2 

 

 
※學齡前幼兒使用不同形狀鉛筆的運筆能力變化 

本節旨在了解參與本研究的學齡前幼兒的運筆能力是否會因使用不同形狀的

鉛筆而有顯著差異。茲根據三種組合(第一組合:圓形筆、三角筆、六角筆；第二組

合:三角筆、六角筆、圓形筆；第三組合:六角筆、圓形筆、三角筆)幼兒繪圖的成

功次數或比例予以總和。將統計的數據，分別說明如下: 

 

表九：學齡前幼兒在三種組合中第一次使用不同形狀鉛筆之運筆能力變化分析 

 

 
 

由表九可得知，第一組合、第二組合、第三組合的第一次所拿的鉛筆形狀分別

為圓形、三角形及六角形，將學齡前幼兒描繪各種圖形的成功次數予以總和，經卡

方檢定分析，三者差異未達顯著水準(p>0.05)。由結果可知，三種組合中，不論第一

次所拿的鉛筆形狀為圓形、三角形或六角形，並不會影響學齡前幼兒繪圖時的成功

次數，亦即，幼兒的運筆能力並不會受到不同形狀鉛筆的影響。 

 

 

 

 

 

 



 
 
 
 
 
 
 
 
 
 
 
 

     

表十：學齡前幼兒在三種組合中第二次使用不同形狀鉛筆之運筆能力變化分析 

 

 
 

由表十中可得知，第一組合、第二組合、第三組合的第二次所拿的鉛筆形狀分

別為三角形、六角形及圓形，將學齡前幼兒描繪各種圖形的成功次數予以總和。經

卡方檢定分析，三者差異未達顯著水準(p>0.05)。由結果可知，三種組合中，不論第

二次所拿的鉛筆形狀為三角形、六角形或圓形，並不會影響學齡前幼兒繪圖時的成

功次數，亦即，幼兒的運筆能力並不會受到不同形狀鉛筆的影響。 

 

表十一：學齡前幼兒在三種組合中第三次使用不同形狀鉛筆之運筆能力變化分析 

 

 
 

由表十一中可得知，第一組合、第二組合、第三組合的第三次所拿的鉛筆形狀

分別為六角形、圓形及三角形，將學齡前幼兒描繪各種圖形的成功次數予以總和。

經卡方檢定分析，三者差異未達顯著水準(P>0.05)。由結果可知，三種組合中，不

論第三次所拿的鉛筆形狀為六角形、圓形或三角形，並不會影響學齡前幼兒繪圖時

的成功次數，亦即，幼兒的運筆能力並不會受到不同形狀鉛筆的影響。以上結果可

知，幼兒在三次的比較中無論使用圓形、三角形或六角形的鉛筆皆不會影響幼兒繪

圖的成功次數。亦即，幼兒的運筆能力並不會受到鉛筆的形狀影響。 

 



 
 
 
 
 
 
 
 
 
 
 
 

     

表十二：學齡前幼兒在三種組合中使用不同形狀鉛筆之二因子無重複試驗分析 

 

 
 

由表十二中可得知，將三種組合所拿的不同形狀鉛筆所描繪各種圖形的成功比

例予以總和。經二因子無重複試驗得知，無論使用圓形、三角形或六角形的鉛筆都

未達顯著差異(p>0.05)。由結果可知，三種組合中，不論拿任何形狀的鉛筆，都不會

影響學齡前幼兒在描繪圖形時的成功比例，亦即，幼兒的運筆能力並不會受到不同

形狀的鉛筆影響。 



 
 
 
 
 
 
 
 
 
 
 
 

     

 
 結論： 
學齡前幼兒使用不同形狀鉛筆繪圖的成功次數中，發現幼兒在三次的比較中無

論使用圓形、三角形或六角形皆不會影響幼兒在握筆描繪圖形的成功比例。亦即，

幼兒的運筆能力並不會受到鉛筆的形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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