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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設計適合國小五年級兒童的理財教育課程，並經由學生對本課程的反

應與回饋資料，來瞭解應用金融桌遊於理財教育對國小五年級學生的實際幫助與

學習情形。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為：(1) 瞭解應用金融桌遊於理財教育對
國小五年級學生的實際幫助與學習情形；(2)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實施國小學童理
財教育時的具體建議，作為日後課程設計與實施者的參考。本研究為便利取樣，

參與實驗學生為北部某班五年級學生，男生 14人，女生 15人，共 29位學生。研
究者將實施為期六週的理財教育課程，課程包含六大主題，分別是金錢價值觀、

消費行為、投資與風險管理、儲蓄與金融機構、保險、信用與借貸等，輔以學生

對課程感受回饋單及學習單等，作為質性與量化資料分析依據。研究結果發現：(1) 
參與實驗學生對於本次實驗教學的評價多為正向，顯示透過合宜的課程設計與適

當的教學方法，能提升學生對理財課程的學習動機與興趣；(2) 透過桌上遊戲能發
揮寓教於樂的效果，使學習者感受到遊戲融入理財教育課程當中的樂趣。研究建

議：實施桌上遊戲融入國小理財教育課程時，建議教學者應將重點放在學生的學

習目標上面，並適時依學生特性及程度來做調整。

關鍵詞：理財素養、理財教育、桌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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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are to design a financi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uitable for fif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and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help and learning situation 
of applying financial board games into financial education to fifth-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students’ responses to this course and feedback data.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ing. First,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help and learning sit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board games in financial 
education for the fifth grade stud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s. Second,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o put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nancial education 
for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course design and implementers. 
The sampling method of this study was adopted the convenient sampling.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teaching experiment were the fifth grade students from a class in a 
northern elementary school, with 14 boys and 15 girls, and a total of 29 students. The 
researcher implemented a six-week financial education course, which includes six major 
themes, namely “money values,” “consumption behavior,”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saving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surance,” “credit and lending,” etc.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the “students’ feedback on the course” and study sheets. 
Data analysis methods were to use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ing. (1)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research had the 
positive evaluation about the teaching experiment. Both the extent of students interest in the 
course and assist in helping students all show positive affirmation. (2) Through board games, 
students can enjoy the fun of learning. Furthermore, the learners can experience the joy of 
integrating games into financial education courses. Our research suggestion is that teachers 
would focus on students’ learning goals and make adjust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knowledge levels when implementing board games integrated into 
financial education curriculum of elementary school.

Keywords: financial literacy, financial education, board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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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教育應始於學校，人們應於生活中盡 
早學習與金融事務相關的知識（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5）。OECD在 2014年的 PISA 
計劃針對 15歲以下兒童進行的研究顯示，
只有 10%的學童可以分析複雜的金融產品
並解決非常規的金融問題，而有 15%的學
童最多只能做出有關日常支出的簡單決定

（OECD, 2014）。Whitmer（2015）指出，
如果我們要成功地使孩子們理解和管理他

們的財務狀況，我們需要在家庭和學校進

行頻繁且深思熟慮的討論。

本國政府也體認到理財教育普及性的

重要，為此，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管會）自 2006年訂定 3年
一期之「金融知識普及工作推動計畫」，

並且定期檢討，致力推廣全民金融教育與

消費者權益保護觀念，並透過跨部會合

作，結合各機構、學校、社區及媒體舉辦

各項宣導活動。為整合各處資源及人力，

金管會於 2012年成立「金融教育推動小
組」，作為「金融知識普及計畫」推動及

溝通之平臺，共同推動金融教育工作（朱

清宏，2009）。

黃富櫻（2008）認為金融教育帶來金
融知識，知識帶來力量，教育過程所產生

的力量，可賦予百姓享有快樂、有尊嚴的

生活，孩童是國家未來的資產，是型塑明

日經濟的基石。鄭振和等人（2009）指出
合宜的理財教育應該具備以下兩項特點，

第一，活潑生動地說明理財知識，引發學

生學習動機；第二，深入淺出結合真實市

場知識，令學生在真實理財世界中接受理

財教育，而非僅僅禁錮於考試及書本上的

知識。李胤禎（2009）將教育理念與遊戲
趣味性結合，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興

趣，促進學習者持續參與學習，遊戲使得

學習與教學不僅可促進正規學習和非正規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人們的生活離不開金錢，舉凡日常生

活中的食、衣、住、行、育、樂，無一不

與金錢息息相關，且隨著全球經濟發展型

態的改變以及時空環境的變遷，我們理財

的方式也跟著改變，朝向國際化邁進。因

此，在現代的經濟社會中，理財知識已經

是每個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

現代兒童生長在一個物質不虞匱乏、

商業行銷手法不斷推陳出新的環境中，

兒童隨著零用錢的增加，他們接觸金錢

活動的機會也相對變多。陳思璇與蔡耿

維（2010）指出，兒童往往會因欠缺理
性判斷能力而對消費沒有節制。Fabris與
Luburić（2016）的研究也發現，缺乏對錢
財的管理知識可能會使愈來愈多的人變得

過度負債，並且在管理個人理財方面將面

臨困難。另一方面，金融產品也變得愈來

愈複雜，具有許多隱藏的風險。若青年和

兒童的金融知識不足，這種情況可能導致

個人未來的財務問題。因此，現代有許多

國家已朝向培養學生理財素養之方向努力

邁進，歐美國家多認為理財教育應該從小

開始教導，進而有效讓孩童從小開始學習

正確且必要的理財知識與技能（曾永清，

2014）。

美國金融教育部（Office of Financial 
Education, 2002）的白皮書中主張，學校是 
提供給年輕人理財教育一個好且明顯的起 
點，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更好的場所能比

學校接觸到更多的年輕族群。經濟合作

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 2005
年「提升理財知識水準：問題及政策分析」 
（Improving financial literacy: Analysis of 
issues and policies）的研究報告即指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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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相互整合，創新的學習模式也為學習

者帶來更多益處。黃美筠、紀博棟與黃劍

華（2010）研究發現，對五、六年級學生
提供理財教育之相關課程並不會造成學習

上的困擾，反而有助於融入其他學科的學

習。而該研究透過理財教育課程的實施，

對增進學生的理財觀念與理財素養是具有

相當成效的。

研究者認為，教學者若能將生動活潑

的理財課程與遊戲結合，發揮寓教於樂的

效果，不但可賦予學習理財的樂趣，亦是

吸引受教者樂於學習之重要法門。因此研

究者與團隊共同設計了一系列生動活潑的

課程，藉由玩遊戲的方式牽引出生活中各

種理財的觀念。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設計適合國小五年級兒

童的理財教育課程，並經由學生對本課程

的反應與回饋資料，來瞭解應用金融桌遊

於理財教育對國小五年級學生的實際幫助

與學習情形。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

的為：（一）瞭解應用金融桌遊於理財教

育對國小五年級學生的實際幫助與學習情

形；（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實施國小

學童理財教育時的具體建議，作為日後課

程設計與實施者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理財素養

「Financial Literacy」 一 詞 在 國 內
的研究常翻譯為理財素養或是財金素養

（郭志安、李文清，2009）。Schagen與
Lines在 1996年對英國教育研究國家基金
會（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的報告中對理財素養的定義為
「有能力做有知識的判斷，以及在關於使

用和管理金錢時能採取有效的決策。」此

定義之後被許多英國與澳洲的學者研究所

採用（轉引自黃美筠，2012，頁 8）。俄
羅斯聯邦財政部長 Siluanov 認為，一個
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取決於其國民的金融素

養（Russia G20, 2013）。因此，發展和
引入金融教育是國家經濟發展政策的重要

事項。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理財素

養已成為現代合格公民的必備素質和各國

教育的培養目標之一。

Jump$tart個人理財素養聯盟（Jump$tart  
Coalition for Personal Financial Literacy）
表示理財素養並非絕對的，理財能力應

視不同年齡、家庭、文化與居民而定，

而每一個人在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下，

也會呈現出不同的理財素養。其所出

版的《K-12 個人金融教育國家標準》
（National standards in K-12 personal 
finance education）中提出了年輕人在從
幼兒園到十二年級（K-12）期間應該獲
得的個人理財知識和能力，該課程從小學

早期開始，一直延續到高中畢業，期能透

過這套標準來培育出有能力、有自信的成

人。它們分為六個部分，分別是：（一）

支出和儲蓄：應用策略來監控收入和支

出，計劃支出並為未來目標儲蓄。（二）

信貸和債務：制定控制和管理信貸和債務

的策略。（三）就業和收入：使用職業

規劃來發展個人收入潛力。（四）投資：

實施符合個人理財目標的多元化投資策

略。（五）風險管理和保險：應用適當和

具有成本效益的風險管理策略。（六）財

務決策：將可靠的信息和系統的決策應用

於個人財務決策（Jump$tart Coalition for 
Personal Financial Literacy, 2015）。

日本由金融宣導中央委員會於 2002
年公布的「以年齡層分類，增進對金融瞭

解之課程」將理財課程對象分為幼稚園、

小學生（低、中、高年級）、中學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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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生及成人七個階段，定出應學習之理財

概念與能力指標。課程內容包含：經濟結

構與消費者行為、貨幣的價值與功能及金

融的結構、金融商品與服務內容、生涯計

畫、消費者的自主等五項應學習的理財主

題（引自黃劍華，2009）。儘管大家對於
理財素養的詮釋不盡相同，但仍可見其一

致性，其共同特徵有：（一）有知識的、

受過教育的，並且在管理金錢和資產、銀

行業務、投資、信貸、保險、稅賦等議題

上有所認識；（二）理解金錢和資產管理

的基礎概念；（三）運用知識及理解來規

劃並執行財務決策。他們大致上都同意理

財素養不是僅包含理財的知識，還要有能

力使用它們去計畫和實行理財的決策。

本研究所指的理財素養是指有能力與

時俱進的理解在金錢管理上重要的概念，

且具有對金融機構、制度與服務的實務知

識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同時具有做出符合

個人需求的與有責任的財務管理決策之能

力與態度。

二、理財教育

理財教育的範圍相當廣泛，小到只是

金錢管理的技巧，例如規劃金錢的各項預

算；大到知識與技能必須與時俱進，跟上

世界經濟的脈絡，例如應該如何賺錢、存

錢、花錢、分配、消費、借錢、與投資，

其中包括如何設定理財目標、現金存（流）

量的管理、信用卡的使用、借貸款項、稅

務管理、人身及財產的風險管理、投資工

具的選定、退休計畫以及資產計畫等等的

各項人生計劃，都是理財教育的範圍。

Masnan與 Curugan（2016）指出，從
學齡前到學校，應該在學校裡教授金融教

育，並擴展到成人。有必要制定可行和有

效的金融教育計劃，以因應對兒童進行金

融教育的緊迫需求。Whitmer（2015）也認
為兒童應該盡快開始學習財務管理原則及

知識。曾永清（2017）定義理財教育為根
據經濟與社會的需要，發展適當課程，培

養人們關於理財的正確知識、態度、價值

觀與技能，使他們具備分析研判能力，能

夠承擔責任，做出正確的決策，來達到個

人理想的理財目標與提高生活品質。Fabris
與 Luburić（2016）認為金融教育的作用是
使年輕人獲得生活必需的生活技能，以使

其成為積極負責的公民。美國前聯邦準備銀

行理事會主席 Greenspan（2005）指出，就
像所有的學習一樣，理財教育應該從小就

要開始，然後持續到整個人生。此一漸進

的過程建立出一種做重要理財決策的技能，

而這些技能將能使得個人獲得那些可以促

進經濟福祉的資產，例如教育、財產和儲蓄

的能力。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CFPB], 2016）也
建議了 6至 12歲兒童理財能力應該達到以
下的里程碑，如表 1所示。

表 1
6 ~ 12歲兒童理財能力

執行能力 理財習慣和規範 金融知識和決策技巧

1. 擁有提前計畫且延遲滿足的能
力。

2. 做事情時能傾向未來導向。

1. 懂得儲蓄、計畫及自我控制。
2. 能夠用積極的態度去做理財計

畫。
3. 可根據自己的目標去決定要花

錢或是存錢。
4. 有自信的去完成適合自己年齡

的理財任務。

1. 能夠理解基本的理財過程和概
念。

2. 能夠成功的運用金錢或資源以
達成自己的目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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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秀（2015）指出，英國國定課
程在 2014年 9月正式將理財教育結構化
地融入五年級的數學及公民課。為了引發

教師的教學熱情，政府也提供了資源來

推動四年期的國小學童儲蓄計畫（school 
saving club），鼓勵學童儲蓄，甚至募款
管理。黃美筠（2009）指出，日本則是由
金融宣導中央委員會規劃理財教育的相關

課程，並於 2002年公布「以年齡層分類，
增進對金融瞭解之課程」，針對各個學習

階段，訂出學生應學習之理財概念與能力

指標。

美、英、日等先進國家早已發現學

生理財素養不足的現象，他們也覺察了理

財教育對國小學生的重要性，因應時代所

需，皆將理財教育實際納入國小課程之

中，希望藉著教育向下紮根，讓孩子贏在

起跑點。

曾永清（2019）指出，金融危機的
發生證實了缺乏理財教育將導致危機的惡

化。當今美國、歐盟等國家把理財教育

作為一項重要的政策付諸實施。美、英兩

國在實施理財教育國家策略上，規劃組織

與建立時間早、內容完整，中國推動理財

教育時間較晚，亦積極推動相關工作，一

些地區將理財知識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這

三個國家發展經驗應可供作參考。美、英

及中三國均已訂定完整的理財教育國家策

略，且均有專責機構負責規劃與執行。

美、英兩國已透過機構規劃理財課程綱

要，付諸實施。而中國則已在一些地區將

理財納入小學選修課程中。

有關我國的理財教育發展，教育部

是在 2008年公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中的四大

主題軸之「生活經營」，將「規劃個人運

用時間、金錢，所需的策略與行動」納為

「生活管理」之核心指標，顯示政府與教

育相關單位逐漸重視「理財教育」之重要

性，並將此列為國民義務教育（教育部，

2008）。並且在 100 學年度開始實施金
融教育，其核心在建立正確的消費觀念，

養成個人的生活能力，且能為自己的財務

決定負責任。此外，教育部與金管會在規

劃國中、小學金融教育學習能力時，重點

在培養學生建立正確的金錢價值觀、理性

消費態度與及早養成儲蓄習慣，並非教學

生如何投資，到高中職或大專才再進一步

學習投資理財規劃相關的金融知識（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2009a，
2009b；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財金智慧教育
推廣協會，2009）。黃美筠（2008）指出
理財教育是一個過程，藉由此過程學生增

進他們對理財概念與商品的理解，透過循

序漸進、由淺而深的課程與教學，發展出

符合個人需求的理財決策技能與信心，能

覺察到理財的風險與機會，學習對金錢管

理的適當態度，以及學習負起理財決策的

責任。

正確的理財知識和良好的理財能力是

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生活在現代文明社

會的人們不可忽視的國民素質。大部分的

專家們認為孩子的金錢觀的萌芽期是在 6
歲以前，形成期是在 6歲到 12歲，而 12
歲到 18歲屬於發展期，每一個階段對於
理財知識的養成都是十分重要的，且不同

年齡層的孩子所需要之理財知識是不一樣

的，而國小階段的孩童，其身心發展已經

具備能夠學習經濟相關概念的基礎，所傳

授的理財金融知識應以生活上常遇到的概

念為主，如生產、消費、交易、機會成本

等，且國小學童對於金融知識教育不排斥

且接受度高，認為在不增加課業負擔之下

願意多學習更多的金融課程（陳煥文、李

岳鴻，2007）。而根據黃美筠（2008）進
行理財素養指標建構的研究發現，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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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在社會、綜合活動與公民學習領域有較

多的教學單元適合融入教學，而數學科中

的複利單元、地理科中的產業活動單元、

歷史課中的賦役制度，以及自然科中的功

能原理都與理財素養相關，顯示理財素養

並非侷限於社會科學的知識，其核心概念

在各個學科都有可呼應之處。黃美筠等人

（2010）的研究進一步指出透過學校的課
程，例如數學、社會等科目傳遞理財教育

之概念，則提供了教導學生理財技能更有

效之方法。此等策略為理解理財概念提供

了一個情境，增強了原數學、社會等科目

之教導，使理財教育較不易因為預算或資

源稀少的理由而被排擠於學校課程之外。

理財知識能夠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理財態

度，養成一定的理財能力，建立良好的理

財習慣，並做出正確的理財決策，為個人

與家庭奠定重要的基礎。因此，理財能力

對於每個人而言是重要的終身技能，理財

教育的關鍵是兒童時期，從學校和家庭生

活就應該開始進行理財教育。

近年來金融教育被視為教育上的重要

議題，世界各國都積極投入學校金融教育，

希望藉由教育向下紮根，培養財務健全的

下一代（周玉秀，2015；唐潔如，2009；
黃美筠，2009；CFPB, 2016）。理財教育
是一種過程，根據經濟與社會的需要，由

淺而深，藉由有順序的課程、有組織的教

學活動，學習理財的相關知識及技能，培

養人們關於理財的正確知識、態度、價值

觀與技能，使他們具備分析研判能力，能

夠承擔責任，做出正確的決策，來達到個

人理想的理財目標與提高生活品質。

三、桌上遊戲融入教學

（一）桌上遊戲的分類

桌遊的種類繁複、難易有別，我們

熟悉的大富翁系列桌遊，不過只是桌遊茫

茫大海中的滄海一粟而已，其桌上遊戲

五花八門，擁有許多分類方式。Mayer與
Harris（2010）提出現代桌上遊戲的四個
特色，包括了：1. 資訊充足的環境，遊戲
因具備某種的不確定性而富有機遇與趣味

性，遊玩過程中可知與隨機的資訊比例影

響玩家思考的多寡，要獲得勝利不只是需

要實力也需要運氣；2. 開放式的決定，
桌上遊戲的重要特徵是讓玩家自行做選

擇，且大部分的遊戲皆具有競賽與合作的

特性，競爭能激起學童的好勝心，合作能

互相協助贏得勝利，玩家能根據已知或未

知的考量及資訊，因此玩家做任何決定前

必須進行策略性思考，發揮遇強則強的能

力；3. 遊戲結束的計分，此類遊戲的勝負，
多半以遊戲結束的所獲得的分數高低來作

為判斷標準，這樣的遊戲機制能讓學生學

習控制自己的專注力；4. 相稱的主題，遊
戲的機制需要與主題做結合，玩家可透過

遊戲傳達一段豐富的主題故事，達到寓教

於樂的特性。

根據黃心玫（2013）的研究，桌上遊
戲可分成以下幾類：派對遊戲（遊戲規則

簡單容易學，可以支援多人玩，主要以容

易上手，快速炒熱氣氛，大家玩得開心為

主）、策略遊戲（需要大量的策略思考，

遊戲的難度較高，適合對思考和解決問題

有高度興趣的人）、主題遊戲（有強烈

情境主題包裝的遊戲，通常依據主題情境

來進行遊戲設計，往往使用擲骰子、塑膠

模型的遊戲工具）、戰爭遊戲（以戰爭為

背景，由玩遊戲的人指揮模型兵棋，來完

成任務獲得勝利）、抽象遊戲、（需要使

用策略贏得遊戲，運氣成分不高。是一種

簡單直覺的遊戲方法，常以棋盤、卡片或

塑膠棋粒為遊戲的工具）、交換卡片遊戲

（以圖文卡片標示遊戲狀態，利用圖文敘

述擴充或改變規則）、幼兒遊戲（為學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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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幼兒設計的遊戲，具有實物可供操作）、

家庭遊戲（設計給家庭成員共同休閒的遊

戲，規則簡單易懂，內容寓教於樂）。

桌上遊戲的種類包羅萬象，遊戲間並

沒有互相排斥，因此常有遊戲兼具有兩種

分類特性，不同分類的特性帶給參與者的

學習影響各有巧妙不同。研究者參考了上

述桌遊的分類，挑選出適合與理財課程做

搭配的桌上遊戲「金融戰略王」，學童能

在遊戲中扮演經理人，模擬全球資本市場

的真實情況進行投資獲利，過程中能隨著

經濟情勢彈性的調整資產配置比重，以面

對蘊含五大風險因素之各種金融事件對資

本市場的衝擊，並盡可能獲得投資報酬或

降低損失，從模擬遊戲中累積理財知識，

亦能鍛鍊危機處理能力，其融合了派對遊

戲的多人同樂以及策略遊戲的動腦思考，

讓學童在輕鬆無壓力遊戲的同時，又可以

習得學習內容的知識與技能。

（二）國內桌上遊戲融入教學之相關研究

根據陳介宇（2010）的研究結果指
出，選擇桌上遊戲作為學習的媒介，增進

並刺激兒童學習，比其他學習媒介所擁

有的優勢有三點：資訊充足的環境：遊戲

的豐富情境所運用的認知技能，比課堂上

透過講述所獲得的技能更真實，經驗更深

刻。能讓兒童參與的意願高：愛玩是兒童

的天性，對遊戲會主動積極參與，使其在

獲得相關技能知識時事半功倍。可以激發

高層次的思考：玩遊戲時訓練出的高層次

思考技能，是傳統課堂上較缺乏的部分。

一般大眾對於桌遊的瞭解都是用在

休閒娛樂，但近年來開始有學者、研究生

發現桌遊的特性可應用於教育，不僅可提

升學習動機，也增加在特定領域的能力。

林正昌（2016）針對高中設計金融課程
模組，內容乃以「全球資本市場動態演化

知識庫」為基礎，涉及「金錢與交易」、

「計劃與管理財務」、「風險與獲利」和

「金融環境」等四個領域，並且在教學活

動中引入具備金融概念的桌上遊戲，以金

融場域的探究活動取代傳統教科書，透過

每週與真實金融市場的模擬投資比較，能

讓學生理解和推論國際事件與金融市場之

間的關係，以及個人風險承受度、投資風

格與投資策略的關係。蕭仁傑與劉宣谷

（2018）則發現國小六年級學童的學習動
機是學習金融知識的重要因素，遊戲式金

融教育課程，對於不同數學學習成就的學

童，能使其金融知識顯著提升。

綜上所述，可歸納出下列重要的發

現：第一，桌上遊戲因含有遊戲的成分在，

在社交技巧的營造上，有正向的影響；第

二，若將桌上遊戲融入正式的教學領域，

桌上遊戲能提升學習成效以及學習動機；

第三，桌上遊戲可以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與

成就感，適合應用在補救教學中。因此，

桌上遊戲所營造出的遊戲情境，不但在學

習上可以提升學習動機、學習興趣與課堂

投入程度，在人際關係的互動上，都有正

向的影響。綜合上述，研究者以桌遊融

入理財教學中，期待能夠主動吸引學生喜

歡，進而建構理財的基礎能力。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透過理財教育課程

的實施，以探討國小五年級兒童之理財學

習成效，研究者將實施為期六週的理財教

育課程，課程包含六大主題，分別是「金

錢價值觀」、「消費行為」、「投資與風

險管理」、「儲蓄與金融機構」、「保險」、

「信用與借貸」等，輔以「學生對課程感

受回饋單」（附錄）及學習單等，作為

資料分析依據。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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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設計理念

本研究結合金融桌遊的遊戲卡，並依上

述六項主題，分別將教案設計理念說明如下。

（一）主題一：「金錢價值觀」

在本課程當中首先透過金融桌遊內的

五寶冒險故事來替接下來六週的理財課程

揭開序幕。接著透過估價的活動，讓孩子

明白物品的價值，並不全然取決於價錢，

而是背後所代表的深重意義，畢竟現代孩

子擁有的太多，以為能用名牌就是代表自

己很富有，以為一味的追求流行就代表自

己很時髦。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此單元課

程中的故事及日常經驗的說明，讓孩子明

瞭金錢的意義與價值，培養及建立正確的

金錢態度與觀念。接下來透過閱讀理解的

方式，讓學生試著思考、討論並表達，將

想法記錄在學習單當中，判斷自我真正的

需求為何。

（二）主題二：「消費行為」

新世代的孩子總把「得到」為理所當

然，忘記「付出」及「等待」的重要性，

再加上班上的學生大部分家庭的社經地位

都很高，金錢也不虞匱乏，因此有時會花

在不必要的東西上面，現階段對於如何分

辨需要和想要的不同，並學著忍耐，是建

立他們正確消費觀的起點，也能為生活達

到真正滿足的目的。

課程首先引出金融桌遊五寶的冒險故

事引起他們的學習動機。接著從最吸引學

生目光的廣告影片切入，讓學生覺察廣告

的誘惑及迷思，畢竟在現代社會，廣告無

孔不入，因此研究者相信培養學生對廣告

的鑑別力能對他們的成長很有幫助，一個

有智慧的消費者不但能抗拒廣告的誘惑，

也能讓金錢發揮最大的效用。接著，請他

們思考討論消費時要注意的原則，正確分

辨什麼是需要，什麼是想要，以建構他們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正確的消費行為，從眾

多選擇中能做出最好的決定，並培養對自

己的決定負責任的態度。當學生有了正確

的消費觀之後，希望他們能透過記帳的方

式，學習如何做金錢的主人，韓國理財教

育專家朴鐵（2008）也曾提到：「克服
衝動消費的最好方法就是做『計畫』，惟

有事先做好計畫，才能有節制的消費。」

個人財富累積的道理，就像生活中常見的

大茶桶，收入就像從口中倒入的水，支出

則是像水龍頭。如果倒入的茶水比流出的

多，那麼桶子裡的水就會愈來愈多，反

之，則是愈來愈少，甚至變成一個空桶。

（三）主題三：「投資與風險管理」

「一頓與股神巴菲特共進午餐的價值高

達千萬臺幣，這樣的投資值得嗎？」按照以

前數位獲得此機會的人的說法，簡直太值得

了！他們覺得像巴菲特這樣的億萬富翁還能

低調的持續關注慈善，非常值得大家學習，

而這些成功競標午餐的人也藉此得到了巴菲

特投資股票的心得。臺灣的金融產業已邁入

低利率時代，在這個低利率的時代，儲蓄方

圖 1　理財素養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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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必須做調整，才能達到理財的效益。理財

的途徑，除了節流外，就是開源。學生目前

雖然沒有賺錢的能力，但教學者透過經驗分

享，能讓學生瞭解社會上投資的途徑概念。

在這個單元中，教學者特地介紹了股票這樣

投資工具。

股票，聽起來莫測高深，又有風險，

很多人都因此畏懼不前，其實，只要認真

瞭解，要掌握它並不難。且如果能結合金

融桌遊，透過丟骰子、翻卡片等過程，讓

他們輕鬆學習理財相關概念，雖然這些也

許都是粗淺的投資知識，卻能讓他們在遊

戲過程中，逐漸熟悉投資用語和觀念。

此外，當然也要提醒學生，投資行為永遠

會伴隨風險，雖然會帶來獲利，但是也很

可能賠掉本金，血本無歸，因此我們必須

謹慎選擇投資，尤其絕對不能把投資當作

唯一賺錢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透過巴菲

特的生平介紹，也讓學生知道，施比受更

有福，財富的意義並非絕對值，而是相對 
性的。

（四）主題四：「儲蓄與金融機構」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把暫時用不到

的錢存放在銀行是大多數人的選擇，因為

這樣比較保險，而且還有一定的利息可以

拿，俗話說：「聚錢才能生財」，財富的

累積不在於賺多少錢，而在於存了多少

錢，所以說，儲蓄是理財的根本。

當然，如果只是無條件的儲蓄，學生 
會不明白為何要儲蓄。因此，如果能讓學

生瞭解到需要儲蓄的原因或是處境，較能

夠使他們擁有儲蓄的動力，例如：預防不

時之需、買想要的東西、投資準備、退休

生活。另外，也應該讓學生明白儲蓄不是

把消費剩下的餘額存起來，而是拿儲蓄剩

餘的部分來消費。最後，讓學生學習如何

計算利息、如何將不同理財目的的錢送進

不同的帳戶，活存定存分開，選擇對自己

最有利的儲蓄方式，才是聰明的理財達人。

（五）主題五：「保險」

課程首先以金融五寶的故事引起動

機，並介紹故事卡「卡崔娜逞兇 美國南岸 
水淹漫漫」的事件背景，順帶說明何謂保

險。過去幾年來，國內發生嚴重的風災、

水災、地震、火災以及空難等天然與人為

的災變，造成國人身家性命嚴重的傷亡與

毀損，不禁讓我們深切的體認到保險概念

對民眾人身與財產安全的重要性。我們的

生活中到處都充斥著不同的危險，即使這

些危險可透過許多方法去避免，但還是危

險無法避免其發生。因此我們可以透過保

險「自助助人」的觀念，以減輕危險發生

時所帶來的經濟損失。讓學生認識危險，

並從小建立保險概念，進而體會保險的重

要性。當有意外或疾病等發生時，生活

將更有保障。教學者接著藉由影片內容談

到校園安全的重要，並分組討論校園中容

易發生危險的地方，以及該如何避免發生

意外。再進一步談到萬一不幸發生意外，

可以透過保險申請理賠。接下來請學生完

成學習單，希望藉由學習單上的題目，讓

學生能夠去省思生活中可能會遇到哪些危

險，應該要如何預防的因應措施，以及規

避危險的觀念及規劃，使他們能夠學習處

理意外、危險，使生活更加平安美滿。

（六）主題六：「信用與借貸」

從引導學生認識什麼是信用出發，守

信用就是答應別人的事一定要做到，在財

務上，信用是指借了錢，就一定要在約好

的時間清還。雖然借錢並非萬萬不可，但

需教導孩子借貸行為應該是用在急用或非

常必要不得不借的時候，在沒有衡量自己

是否有償還能力就貿然借錢，除了可能衍

生個人信用不良的記錄，甚至還會衍生校

園內金錢霸凌等糾紛。課程從聚焦個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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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人際互動的關係，引導學生從認同個

人信用的價值。

再來，透過信用卡的介紹，讓學生知

道信用卡是支付的替代品。不辦信用卡，

固然可避免淪為卡奴，但也失去了學習使

用信用卡的機會，為避免淪為卡奴，釜底

抽薪的辦法就是瞭解信用卡的本質。

接著，請學生分組討論通常在什麼

情況下需要借錢，與其一味強調人不能借

錢，不如讓學生知道，信用具有槓桿原理

的意義，只要能靈活運用借貸技巧，也能

成為有效管理財務的方式，前提是目的

要正當且有還款能力。希望透過本教學設

計，不僅讓學生認識從小養成不輕率借

錢，及準時還錢習慣的重要性，更能提高

學生對信用的認同，同時提高學生的品格

素養。

三、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便利取樣，參與實驗學生為北

部某國小五年級某班學生，男生 14人，女
生 15人，共有 29位學生。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團隊是由臺北市國小教師與

大學教授共 4人所組成，共同完成教案設
計、編製「學生對課程感受回饋單」及學

習單，以及教學實驗的進行與施測。

四、實施程序

本研究採單組實驗設計，實施程序可

分為「實驗準備階段」、「實驗處理階段」

與「實驗處理後階段」三個部分。此三階

段的實施情形說明如下。

（一） 實驗準備階段：包括文獻資料蒐
集、準備測量工具（學生對課程感

受回饋單）、編擬理財教育課程的

教學教案。

（二） 實驗處理階段：本研究自 2018年
3月起，針對參與實驗學生授課，
課程的實施時間每次 120分鐘，其
中第一階段是說故事時間，10 分
鐘；第二階段進行理財教育課程，

70分鐘；第三階段為桌遊時間，40
分鐘。連續 6週，共 6個主題，合 
計上課時間為 18節。理財教育課
程的實施主要是將金融桌遊融入理

財教育課程當中，並採用課堂講

授、討論、小組桌遊合作學習、省

思與分享的方式，提升學習興趣。

（三） 實驗處理後階段：包括學生回饋資
料分析及個別成員分析。

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者從「學生對課程感受回饋單」

書面資料中，分析參與實驗學生在接受六

週的理財教育課程後之學習情形與實際感

受為何？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於本理財教育課程結束時，研究者委

請參與實驗學生填寫「學生對課程感受回

饋單」。研究者根據回饋單的陳述來分析

學生對於本實驗課程的意見與滿意度，用

以瞭解課程對於學生的影響，以探討理財

教育課程之實施情形，並作為日後對於相

關課程設計的改進與參考依據。以下茲將

結果分述如下。

一、參與實驗學生對理財教育課

程喜愛的程度

研究者以五等量表的方式讓參與實驗

學生勾選，由表 2可知，經過理財教育課
程後對於課程喜歡的程度，喜歡和非常喜

歡的比率占 93.1%，可見大部分的學生都很
喜歡本課程，對於本課程給予正向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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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實驗學生對理財教育課

程喜歡的原因

研究者於「學生對課程感受回饋單」

中列出了 13項喜歡本課程的原因，另外
提供一項供學生自行填寫，茲將相關資料

以百分比方式彙整如表 3。
由表 3可知，全班 29位成員中喜歡本

課程的原因中以「有很多有意義的活動」

這一項最多人勾選，比率高達 100%，可

見課程的內容對學生來說很有意義。其次

是「覺得『金融戰略王』這款桌遊很好

玩」，比率為 96.6%，代表學生們都很喜
歡這款桌上遊戲，也能享受到遊戲融入課

程當中的樂趣。

另外，「內容很豐富實用」比率也高

達 86.2%，可見本課程內容實用性高，能
使學生學以致用，引起學習的興趣。教學

者活潑、生動的上課型態，也使得大部分

的學生認為「老師教得很好」，能激發他

們學習的動機。

另外，有 3位學生表達了喜歡的原因
還有：「讓我認識了更多理財的知識」、

「可以聽故事」、「影片很好看」，顯

示出學生喜愛相較於課本之外的學習方

式，透過不一樣的活動，讓學習更能寓教 
於樂。

表 2
參與實驗學生對理財教育課程喜愛程度表

喜歡的程度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喜歡 22 75.9
喜歡   5 17.2
普通   2   6.9
有點不喜歡   0   0.0
非常不喜歡   0   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N = 29

表 3
參與實驗學生喜歡理財教育課程的原因

喜歡的原因 人次（人） 百分比（%）

1. 內容很有趣。 20   70.2
2. 覺得「金融戰略王」這款桌遊很好玩。 28   96.6
3. 內容很豐富實用。 25   86.2
4. 學會控制慾望，會等到物品降價時再買。 19   66.6
5. 老師教得很好。 24   82.8
6. 學會設定自己的夢想，為圓夢而努力存錢。 18   62.1
7. 很多有意義的活動。 29 100.0
8. 學會仔細考慮清楚後，再決定該不該花錢。 18   62.1
9. 學會買東西前會習慣貨比三家，挑出比較便宜的店再買。 17   58.6
10. 個人對這個主題很有興趣。 22   75.9
11. 學會有計畫的使用零用錢。 22   75.9
12. 對於金錢有較正確的價值觀。 20   70.0
13. 去買東西之前，學會先想好或列出購買清單。 17   58.6
14. 其他   3   10.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N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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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實驗學生對理財教育課

程的看法

研究者於「學生對課程感受回饋單」

中，茲舉出七項供參與實驗學生勾選其喜

歡的學習方式，茲將相關資料以百分比方

式彙整如表 4。

由表 4可知，參與實驗學生最喜歡的
學習方式為「玩遊戲」，每堂課最期待的

就是最後玩金融戰略王桌遊的時間，在玩

桌遊的過程中，學生能從做中學，在玩耍

中學，增加學習的愉快氣氛，因此若能將

遊戲與理財教育課程結合，其正向的影響

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為「聆聽故事」及「影片欣賞」

計有 69.0%的人勾選，這兩項教學活動也
深深擄獲孩子的心。小朋友天生都有一對

愛聽故事的耳朵，聽故事的過程中，可以

學習語言文字的運用，可以獲得許多生活

常識，也可以激發學生的想像力。至於影

片教學不僅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影

片觀賞後的討論活動，更有助於學生批判

思考與自我反省能力的養成。

四、理財教育課程對於參與實驗

學生的幫助程度

在理財教育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想瞭

解本課程的實施對參與實驗學生是否有幫

助，以五等量表的方式讓學生勾選，茲將

相關資料以百分比方式彙整如表 5。

由表 5的整理結果可知，全班 29人
當中，勾選幫助很大的人占了 48.3%，大
部分有幫助的人也占了 48.3%，只有 1個
人勾選普通，沒有人勾選一點點幫助以及

完全沒幫助，可見學生對於本課程的實施

均給予正向的回饋。

五、參與實驗學生對老師教學的

看法

研究者在課程結束後請參與實驗學生

勾選回饋單的項目，藉以瞭解成員對於研

究者在理財教育課程中的表現。茲將成員

所填答情形以百分比方式彙整如表 6。

由表 6 可知，參與實驗學生對於研
究者的教學看法中「會與同學分享經驗」

的項目高達九成六的認同，顯示學生喜愛

教師藉由分享自身的經驗，來傳達教授學

生的知識此種教學方式。其次是「態度親

切」，顯示出教師除了專業的教學涵養之

外，也需要注意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態度，

親切的態度可以幫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困

難，也能對學生的學習發揮正向的效果。

另外，「會尊重同學」、「會鼓勵同 

表 5
理財教育課程對於參與實驗學生的幫助程度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1. 幫助很大 14 48.3
2. 大部分有幫助 14 48.3
3. 普通   1   3.4
4. 一點點幫助   0   0.0
5. 完全沒幫助   0   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N = 29

表 4
參與實驗學生喜愛的學習方式

學習方式 人數（人） 百分比（%）

1. 發表個人看法 12 41.4
2. 聆聽故事 20 69.0
3. 玩遊戲 27 93.1
4. 影片欣賞 20 69.0
5. 小組合作學習 16 55.2
6. 文章閱讀 17 58.6
7. 省思與分享 15 51.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N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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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也獲得了很大的支持，這顯示出教學

者若能發自內心尊重學生的價值，並以正

向的鼓勵，適時的肯定與指導，來激發學

生內在的潛力，就能夠讓學生更熱愛學

習。其餘各項也在五、六成以上，顯示研

究者的教學獲得多數成員的支持。

六、實驗組成員的學習收穫

為深入瞭解學生的學習收穫，研究者

針對「學生對課程感受回饋單」中關於學

生對金融桌由融入理財教育的看法進行整

理。以下用 S1代表編號為 1號的學生（為
保護學生個資，已去識別化）。

（一）在「金錢價值觀」方面

學童能明白物品的價值，並不全然取

決於價錢，而是背後所代表的深重意義；

能明瞭金錢的意義與價值，培養及建立正

確的金錢態度與觀念。例如：

估價時，我幾乎都沒有估對，覺得

有的怎麼那麼貴，有的怎麼那麼便

宜，但經過老師講解後，我明白每

個東西對不同的人來說，價值也不

一樣，所以不要隨便小看不起眼的

小物品，它對某些人來說可能非常

重要。（S9）

貴的東西不一定比較有價值，像我

就不會花大錢去買一雙籃球鞋，

我覺得平價的籃球鞋就很好穿了。

（S14）

我們可以用錢買東西，但太貴的東

西可能就要思考一下是否真的有這

樣的價值。（S2）

金錢可以讓我們獲得許多東西，例

如吃的、住的、日常用品⋯⋯，可

是卻無法買到友誼、親情、回憶、

時間、生命、幸福、快樂等重要的

物品。（S5）

錢無法買到快樂，快樂和幸福可以自

己製造。（S12）

我學到很多讓自己幸福的方法，其

中，節儉、量入為出也是一種。（S8）

表 6
參與實驗學生對老師教學的看法

老師的表現 人數（人） 百分比（%）

1. 教學生動 20 69.9
2. 會尊重同學 25 86.2
3. 會與同學分享經驗 28 96.6
4. 說明很清楚 20 69.9
5. 態度親切 26 89.7
6. 會鼓勵同學 25 86.2
7. 教學活動流程順暢 21 72.4
8. 教學內容安排佳 19 65.5
9. 教學準備充實 19 65.5
10. 學習單設計精美 17 58.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N = 29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2(2)-02 王美娟.indd   44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2(2)-02 王美娟.indd   44 2021/12/9   下午 05:51:062021/12/9   下午 05:51:06



應用金融桌遊於國小五年級理財教育之研究 45

我明白每個東西對不同的人來說，

價值也不一樣，所以不要隨便小看

不起眼的小物品，它對某些人來說

可能非常重要。（S11）

（二）在「消費行為」方面

學童能分辨需要和想要的不同，並學

著忍耐，是建立他們正確消費觀的起點，

也能為生活達到真正滿足的目的；學童能

瞭解一個有智慧的消費者不但能抗拒廣告

的誘惑，也能讓金錢發揮最大的效用。學

童表達需要的物品及理由，例如：

保暖衣物，因為很冷時需要衣服來

保暖，不然有可能會被凍傷。（S6）

手錶，因為我們需要看時間，能夠好

好利用時間的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

（S3）

水壺，因為需要裝水，人無法不喝水。

（S5）

直排輪，因為舊的快要壞了，硬穿

的話有可能發生危險。（S14）

短褲，因為舊的穿不下了。（S7）

學童也表達想要的物品及理由，例如：

機票，因為有了它就能環遊世界，增

廣見聞。（S8）

遙控車，因為看起來很帥，能夠和同

學一起玩會更好玩。（S2）

平板電腦，因為裡面有很多遊戲可以

玩。（S9）

飲料，因為喝了心情會很好。（S4）

兩層樓的家，因為我家很小。（S3）

需要是指你沒辦法沒有它的，而想

要是指你要一個東西，但你也不一

定要有它。（S4）

廣告裡都有很多陷阱，很吸引人，

但其實裡面的內容不一定是真的。

（S2）

記帳的習慣要持續，這樣才能夠更

清楚自己的錢都花到哪裡去了。

（S9）

透過課堂中的遊戲，我能更清楚知道

什麼是需要、什麼是想要。（S1）

買東西前要三思，不然因為一時衝動

買了一堆無用的東西，那時後悔也來

不及了。（S6）

需要與想要是不一樣的，上完這堂

課後我發現以前我都是把錢拿去買

想要的東西，希望下次我能夠更克

制一些。（S10）

（三）在「投資與風險管理」方面

學生能逐漸熟悉投資用語和觀念；能

知道，施比受更有福，財富的意義並非絕

對值，而是相對性的。例如：

股票就是你擁有一家公司的股權，

如果它賺錢了，你也可以分配到一

些錢。（S7）

股票有時漲、有時跌，買了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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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它是一個有風險的東西，所以在

買之前，應該要先瞭解清楚。（S5）

從巴菲特的故事中，它提醒了我做事

要小心，凡事三思而後行，說話前也

要想想是否適當，否則一次失誤，就

毀了好不容易建立的名聲了。（S12）

我覺得人應該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向成

功，不是自以為是的想超過別人，也

別想要一步登天。（S1）

我認識了 GOOGLE的由來，也瞭解
到如果有精準的眼光，就能在投資時

賺大錢，讓小公司變成大公司。（S6）

股票是一個有風險的東西，所以在

買之前，應該要先考慮一下。（S4）

錢放在銀行的利率很低時，拿去投

資的話可能會賺得比較多，但相對

的風險也比較高。（S3）

投資是有風險的，有人很成功，有的

卻失敗，但也不是每個成功的人都能

像巴菲特一樣。（S11）

（四）在「儲蓄與金融機構」方面

學生能瞭解到需要儲蓄的原因或是處

境，較能夠使他們擁有儲蓄的動力。例如：

撲滿存錢很方便，但它沒有利息，

還是把錢存銀行比較好。（S9）

定存和活存的利息不一樣，定存比

較高，而活存比較低。我想將活存

的錢改成定存，因為這樣利息比較

高，存款的錢也會變比較多。（S15）

儲蓄很重要，因為未來有可能需要

用到，平常有儲蓄，那時才有錢可

以用。（S5）

（五）在「保險」方面

學生能體認到保險概念對人身與財產

安全的重要性；能學習如何處理意外、危

險，使生活更加平安美滿。例如：

生活當中充滿了各種意外，我們應該

盡量避免意外發生，如果有預算，也

可以拿來買保險，讓生活更有保障。

（S14）

我認識了什麼是人壽保險、意外險、

全民健康保險⋯⋯等不同種類的保

險。（S10）

原來保險還有分那麼多種，我們應

該仔細評估，找出最適合自己的保

險，才不會浪費錢。（S15）

我覺得保險是必要的，因為我怕會

有意外發生。（S10）

即使買了保險，我們也要好好照顧自

己，因為生命是最可貴的。（S12）

（六）在「借貸與信用」方面

學生能認識從小養成不輕率借錢，及

準時還錢習慣的重要性，更能提高學生對

信用的認同，同時提高學生的品格素養。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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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別人借東西、答應別人的事就要

去做到，才算是守信的行為。（S2）

信用卡很方便，讓我們在買東西或出

國時，不必帶那麼多錢。但使用信用

卡容易因為衝動而買了不需要的東

西，所以使用時要小心，也要懂得克

制自己的消費慾望。（S10）

信用卡的利率非常高，所以用信用

卡買東西時一定要再三考慮清楚，

不然繳不出錢下一次就要還非常多

的利息。（S7）

信用卡是先購買，後付款的一種消

費方式，等於先向銀行借錢買東西，

等賬單來了，還是要去繳錢，但信

用卡不是申請就會有，銀行會評估

你的收入多寡以及信用程度，而且

要年滿 18歲才能申請。（S13）

綜合上述，從參與實驗學生所填寫

的回饋資料顯示成員對於理財教育課程大

都採取正向的肯定與回饋，亦能明確瞭解

「金錢價值觀」、「消費行為」、「投資

與風險管理」、「儲蓄與金融金購」、「保

險」、「借貸與信用」六個主題的理財知

識，並從中得到深刻的體驗，產生了正向

的影響，獲益匪淺。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參與實驗學生對於本次實驗教學的

評價多為正向

從學生的回饋單顯示出學生認為此理

財教育課程包含了很多有意義的活動，例

如：師生共同探討廣告當中的陷阱、認識

利息的概念、學著將收入與支出紀錄在寄

賬單中、這些教學活動能與實際生活連結，

因此能引起學生高度的學習動機。對於教

學者在課程中的表現學生也給予認同，其

中又以「會與同學分享經驗」以及「態度

親切」得到最多的肯定，顯示出在實驗課

程當中教師與學生的互動良好，能滿足學

生在學習上的需求，引導學生願意且投入

學習。因此，透過合宜的課程設計與適當

的教學方法，能提升學生的理財素養。

（二）透過桌上遊戲能發揮寓教於樂的效
果

本次參與實驗研究學生對於桌遊「金

融戰略王」的評價也很高，每堂課最期待

的就是最後玩金融戰略王桌遊的時間，他

們認為此桌遊很好玩，在玩的過程中能學

習到許多理財概念，也能從中能夠透過扮

演企業經理人的角色，來模擬投資市場的

真實情況以進行獲利，並藉由調整資產

配置比重，以面對蘊含各種風險因素之衝

擊，盡可能獲得投資報酬或降低損失，累

積理財知識，確實能使學習者感受到遊戲

融入理財教育課程當中的樂趣。

二、建議

研究者對實施運用桌上遊戲融入國小

理財教育課程建議，教學者將重點放在學

生的學習目標上面，適時依學生特性及程

度來做調整。

依據本研究發現，由於桌上遊戲不但

可以訓練反應，也可以增進思考，讓理財

課程變得多采多姿，因此學生喜歡以桌上

遊戲學習理財，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然

而市面上的桌上遊戲種類繁多，教學者除

了考量學習內容的特性、教學進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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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風格、教學目標等因素來選擇適合的

桌上遊戲之外，還可以參加相關的工作坊

或研習，提升見識以及精進遊戲能力。值

得注意的是在實驗教學的過程中，有部分

學生反應遊戲規則複雜，因此建議未來欲

使用桌上遊戲來搭配教學的教師，為避免

被複雜的遊戲規則綁手綁腳，不如將重點

放在學生的學習目標上面，並且適時依學

生特性及程度來做調整，學生才能玩得更

自在，提升學習動機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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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學生對課程感受回饋單

 姓名：　　　　　　　　

親愛的小朋友：

上完 6週的理財教育課程後，老師很想知道你的意見與感受，這份問卷上的每個問
題都沒有對錯，希望你依照自己真實的感受來填答，你的意見將提供老師日後對於相關

課程設計時的參考依據喔！

【填答說明】以下請選擇符合的情形，並在□內打 V

一、整體而言，對於理財教育課程內容，你喜歡的程度：

 □ 1.非常喜歡　□ 2.喜歡　□ 3.普通　□ 4.有點不喜歡　□ 5.非常不喜歡

二、你喜歡的原因是：（選幾個答案都可以）

 □ 1.內容很有趣。

 □ 2.覺得「金融戰略王」這款桌遊很好玩。

 □ 3.內容很豐富實用。

 □ 4.學會控制慾望，會等到物品降價時再買。

 □ 5.老師教得很好。

 □ 6.學會設定自己的夢想，為圓夢而努力存錢。

 □ 7.有很多有意義的活動。

 □ 8.學會仔細考慮清楚後，再決定該不該花錢。

 □ 9.學會買東西前會習慣貨比三家，挑出比較便宜的店再買。

 □ 10.個人對這個主題很有興趣。

 □ 11.學會有計畫的使用零用錢。

 □ 12.對於金錢有較正確的價值觀。 

 □ 13.去買東西之前，學會先想好或列出購買清單。

 □ 14.其他： 

三、在理財教育課程中，請問你喜歡哪些學習方式？（選幾個答案都可以）

 □ 1.發表個人看法　□ 2.聆聽故事　□ 3. 玩遊戲　　　□ 4.影片欣賞

 □ 5.小組合作學習　□ 6.文章閱讀　□ 7.省思與分享 

四、歷經 6週的理財教育課程，請問你覺得這些課程對自己有沒有幫助？

 □ 1.幫助很大　　□ 2.大部分有幫助　□ 3.普通　

 □ 4.一點點幫助　□ 5.完全沒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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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理財活動方案中，你覺得老師的表現如何？（選幾個答案都可以）

 □ 1.教學生動　□ 2.會尊重同學　□ 3.會與同學分享經驗　□ 4.說明很清楚

 □ 5.態度親切　□ 6.會鼓勵同學　□ 7.教學活動流程順暢　□ 8.教學內容安排佳

 □ 9.教學準備充實　□ 10.學習單設計精美　

 □ 11.其他：

六、給老師的悄悄話（建議、回饋、鼓勵或是需要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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