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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的周淑惠教授，則是帶著我手把手進入 STEM幼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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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沒有懂。直到遇到了周教授，她清楚而直接地介紹了幼兒園的 STEM教育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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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佩服。有的時候是老師講完了兩個月之後，才恍然大悟的 " 原來老師兩個月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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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根據美國教育部 2020年 12月份所公布了一份"PROGRESS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EDERAL STEM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內容中明確指出美國針對 STEM教育提出的核心願景以及三大目標。 

本文提出對玩具腦整體商業模式架構，內容包含 : 國際 STEM教育的現況、台灣

幼兒 STEM教育的現況、台灣 STEM教玩具現況、台灣幼兒 STEM教育所遇到的

問題、玩具腦整體多邊平台的營運方式、商業模式圖、獲利模式、以及如何設計

完整的商業模組來應對解決目前遇到的問題。 

 

關鍵字:STEM教育、台灣 STEM教育現況、STEM教具、玩具腦、國際 STEM教

育 STEM教育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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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a "Progress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ederal Cadre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 publish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 December 2020, the 

content clearly pointed out the core goals and three major go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STEM educ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overall business model structure of the toy brain, includ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STEM educati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Taiwan’s early 

childhood STEM educati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Taiwan’s STEM educational toy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aiwan’s early childhood STEM education, and the overall 

multilateral platform operation of the toy brain , Business model diagram, profit model, 

and how to design a complete business module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Keywords: STEM education, current status of STEM education in Taiwan, STEM 

teaching aids, toy brain, international STEM education status of STE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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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摘要  

1.1 幼兒 STEM教育的商機分析 

 

開始構想這個計畫，是由於自己的孩子漸漸地長大了，脫離一般的嬰兒用品之後，

對於玩具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於是常常就會到百貨公司停留在玩具區，久久不能

自我。但常常看到的玩具，都是一般的電影或卡通裡的 IP 人物，於是過了一陣子

玩具影片下檔了之後，玩具就隨著束之高閣，過一陣子就造成了玩具的浪費。又

或者是天下父母心，總是希望孩子能夠在玩中也能夠學習，能夠越玩越聰明，於

是開始找尋了能讓孩子在玩中學的玩具。 

在找尋玩具的過程中，國家推出了 108 課綱，主要精神是以「自發」、「互動」、

「共好」，透過實作讓孩子能夠更主動的自主學習，與自己想要找尋益智玩具的

動機不謀而合，透過更能夠引導學習的玩具當作學習的橋樑，讓孩子對於上學所

學到的東西能夠有更接近於生活的學習，透過實作能夠了解為何自己要學習這個，

而非只是過往照本宣科的填鴨式學習。於是在網路上做了更多的資料後，發現了

在美國已經導入了許多年的”STEM”教育，很適合跟目前想做的這個主題相結合，

於是設計了一個生態圈的的網站主體，名為"玩具腦"。 

STEM 教育始於於 1996 年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於《型塑未來世界》報

告裡提出，「STEM」所代表的意思是由 Science 科學、Technology 技術、

Engineering工程、Math數學四個單字的總和，是一套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

方式，積極培育學生的獨立思考及創造能力。在未來的生活中，每個孩子都必須

接觸到 STEM 相關的主題，比如說在火星如何生活、無人機為什麼會飛、各式各

樣的物理或化學現象，各式各樣的天文概念，如何培養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則

是 STEM的核心精神，從小開始能對於 STEM有所了解，對於自己未來生活中可

能會遇到的問題，會有更清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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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構多邊平台的必要性以及動機 

從這個探索的過程中開始，就慢慢的延伸出以玩具腦的網路平台(提供 STEM相關

趨勢與新知識、動手做 STEM的技巧與方法，STEM相關的教玩具) 為主的平台，

分析了波特五力之後，覺得並不能夠使用波特五力來單一的分析整個多邊平台的概

念，才接著延伸出培養能教這些特別的 STEM教玩具，需要有對於 STEM更了解

的老師的系統，成立了培育這些 STEM老師的師訓課程的協會(提供相關 STEM精

神與訓練，課程認證制度)。甚至到後面要進入場域的一整套完整系統 (提供一整套

給幼兒園的完整 STEM教具及老師訓練)，繼而形成了一整個完整的多邊平台。從

這邊開始，漸漸的有越來越多認同 STEM教育的關鍵伙伴加入，也在這論文的兩

年中得到了國際組織 STEM.ORG的認證，玩具腦成為全亞洲第一個專精於 STEM

教育的平台，同時也是第一個專業販售 STEM教具的電子商務平台。茲就整個玩

具腦多邊平台分述於其他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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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內外 STEM市場現況及趨勢發展 

 

在確認 STEM教育的核心概念是創業的本體之後，就開始搜尋 STEM教育在世界

各國實際的體現、各國在推廣 STEM教育所遇到的問題，其所設定的核心目標，

以及落實到教育前線所使用目前相關 STEM教玩具各方面的問題。在細分下來則

包括了代理商的面向、STEM教玩具獨有特性、通路商，STEM教育認證系統......

等等，都做了一個完整的調查與探討，將分項針對各部分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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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國外 STEM市場現況 

美國: 

美國是 STEM 教育的火車頭，在 STEM 教育上美國歷經三任總統開始大力的推廣

STEM 教育。由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副研究員羅良慧於《由科技融入教育趨勢

初探 STEM 教育的驅動力》指出，2018 年 6 月，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舉行

STEM 教育高峰會，從中央政府、教育、勞動、科學等部會、地方官員，從幼稚園

到大學老師、產業、勞工、社會教育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等皆派出代表與會，各種專

家和代表們齊聚討論未來 5 年符合美國競爭法案(America Creating Opportunities to 

Meaningfully Promote Excellence in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Science Act, America 

COMPETES Act) 的聯邦 STEM教育策略。2007年後歷經了布希、歐巴馬、川普三

任總統，為維持國家競爭優勢需強化 STEM教育的政策訴求，不曾因政黨輪替而減

弱推動力道(黃敦晴，2018b)。 

在 2021.1 美國的教育部網站中，特別有一個地方是關於 STEM 教育的欄位，顯示

STEM 教育對於整體美國教育的重要性。2020 年 12 月份美國也公布了一份

"PROGRESS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EDERAL STEM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內容中明確指出美國針對 STEM教育提出的核

心願景以及三大目標。 

 

內文中說明美國教育部對於 STEM戰略核心願景: 

All Americans will have lifelong access to high-quality STEM educ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the global leader in STEM literacy,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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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PROGRESS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EDERAL STEM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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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關於 STEM教育戰略計劃著重於三個總體目標： 

1.Build Strong Foundations for STEM Literacy by ensuring that every American 

has the opportunity to master basic STEM concepts and to become digitally literate.  

建立每個美國人都擁有 STEM素養的堅實基礎，有機會掌握基本 STEM概念並具

有數字素養。 

 

2.Increase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in STEM and provide all Americans 

with lifelong access to high-quality STEM education, especially those historically 

underserved and underrepresented in STEM fields and employment. 

在 STEM的領域中增加多樣性、公平性以及包容性，並為所有美國人提供高品質

的 STEM教育。 

 

3.Prepare the STEM Workforce for the Future—both college-educated STEM 

practitioners and those working in skilled trades that do not require a four-year 

degree—by creating authentic learning experiences that encourage and prepare 

learners to pursue STEM careers. 

為未來的 STEM人做好準備! 

 

從這些目標中可以完全顯示，美國對於 STEM教育的重視以及對於未來 STEM教

育取得核心地位的決心，而且是由政府驅動。 

同時，STEM教育也確實落實在學前教育機構，甚至嬰幼兒中心，如託收零至六歲

嬰幼兒富有名聲的加州理工大學兒童中心(Children’s Center at CALTEC)。(周淑

惠,2020) 

由此可以看出，美國針對於 STEM教育，是由國家整合所有部門的資源，提出戰

略方針，從上到下做一個完整的規劃，培養 STEM人才，並預期在未來世界級的

領導地位。如果位於目前世界先進開發國家的美國有其認知，則可彰顯 STEM教

育在未來社會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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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亞洲方面，目前在 STEM教育取得領先地位的是香港以及新加坡。以香港為例，

香港政府在 2015年發表的《施政報告》首次提出推廣 STEM 教育，該政策在 2016 

年的《施政報告》中得到進一步支持。 於 2016年年底，教育局發表題為《推動 

STEM 教育 - 發揮創意潛能》 報告，為中小學推廣 STEM 教育制訂方向，包括檢

討科學、科技及數學 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以及採取"學校為本"政策推行 STEM 

教育。又根據台灣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第 180期《各國推動 STEM 教育的新動

態》（蔡進雄）中指出 STEM教育是世界大趨勢，香港政府先後向每間公營和直

資小學及中學提供每校 10萬港元及 20萬港元一筆撥款，即共逾 1.5 億港元推動 

STEM教育，又正逐步修改中小學課程配合，不少學校仍處於教學起步階段，正摸

索實踐方法。（駐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 2017a；駐香港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派駐人員，2018）。 

全世界各國無不傾全力發展 STEM教育，可從表中看到目前世界各國發展 STEM

教育現況。 

 

圖二   世界 STEM教育推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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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國內 STEM市場現況 

在台灣方面，由於 STEM教育在台灣尚屬新概念，針對 STEM教育所做出專門的

市場研究稀缺，所以研究者引用《107年度智慧學習產值調查報告》作為市場調查

基礎。報告中指出，2018年智慧學習教學產業的整體產值為新臺幣 342.26億元，

相較於 2017年的 193.12億元成長了 77.23%。其中內容教材占整體教學產業的

49.4%，產值為新臺幣 169.1億元；教學服務則是占 50.6%，產值為新臺幣 173.16

億元。又其調查結果顯示，2018 年臺灣智慧學習市場分布方面，第一大銷售客群

為「學校」，占比達 42.0%，銷售金額為新臺幣 532.7億元，其中幼兒園佔 62.2億

元，達到 11.7%。第二大銷售客群為「個人」，占比達 18.7%，銷售金額為新臺 幣 

236.2 億元，個人客群的次分類中以成人 45.0%占比為最高，銷售 金額為新臺幣 

106.2 億元，其次占比依序為學生（含國中及以上）26.0%、幼童（含國小及以

下）23.0%，及銀髮族 6.0%。（曾家宏,2018） 

同時，根據台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教授林坤誼教授於 STEM

教育在《台灣推行的現況與省思》指出，以 2018年九月公布的科技領域課程綱要

為例，其課程綱要內涵中雖然有提到 STEM或 STEAM（納入藝術）統整的相關內

涵，但其規劃理念、核心素養、以及學習重點等，皆以科技領域為主體，而並非聚

焦在以 STEM為核心進行規劃。因此，在教育部所規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中，實際上並未針對 STEM教育有系統與完整的規劃。又目前台灣的

STEM教育偏重於由下而上，以現場實務教師、民間團體等為主的運作模式。（林

坤誼,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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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美國、香港、台灣三地 STEM教育現況 

參考資料:《推動 STEM 教育 — 發揮創意潛能》報告、由科技融入教育趨勢初探 STEM

教育的驅動力、STEM 融入創客教育之省思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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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STEM教育在幼兒層面上還有三個面向值得探討，分述如下: 

 

2.2.1 台灣幼兒園目前對於 STEM教育的概念稀缺，資訊取得管道少 

如前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已經開始將 STEM教育由 K-12 (台灣學制的小學到高

中) 延伸到 Pre-K，而台灣目前還剛剛從國中、小開始發芽，且因為台灣多屬理工

科，於是在推廣 STEM教育上多偏重於 STEM教育的"TECHNOLOGY科技"，以單

一學科關聯式統整的模式為主(林坤誼,2019)，導入了一些機器人的課程，而非平衡

性的將 STEM教育融會貫通。而幼兒園更別說，由於師範體系並沒有實際操作過太

多的 STEM相關教育，導致實際的教學現場離 STEM教育還有非常大的一段距離。

這樣的問題其實可以從家長、老師以及政府的層面來說明。 

先從家長說起，由於亞洲家長對於孩子，相對來說是比較保護的，而 STEM教育非

常多的東西都需要孩子親自動手去做，在過度的保護主義之下，普遍的家長認為孩

子做不到，於是會讓孩子對於 STEM 教育的根本精神 - 探索，相對來說在探索的"

量"上面，較於歐美是非常的不足的。再者，家長也會認為這麼小的孩子是否有能

力做到 ? 而在先期就否定了孩子願意嘗試的心態。延伸到後面，也就是孩子長大後

有"怕失敗"的心態，不敢嘗試新的項目，不敢創業，安安穩穩的過一生。家長端因

為保護主義，而沒有將 STEM教育視為一個重要項目，只注重英文的發展，自然老

師就沒有這樣的動能去滿足提升 STEM教育的需求。 

實際上，根據國立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周淑惠教授在《幼兒 STEM教育課程與教

學指引》一書中指出，幼兒 STEM教育是合宜的，它可以讓孩子積極投入活動、使

用 STEM語彙與分享，因此宜將 STEM學習經驗引入幼兒教室。(周淑惠,2020)。孩

子是非常有探索的潛能，幼兒 STEM教其實是一個非常適合孩子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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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專門的 STEM老師在職訓練資源不足 

在 108課綱頒布後，其實非常多的幼兒老師在考量到未來時代的特性，以及所需要

的能力需求，體會到目前的世界已經不能再用以前 30、40年前填鴨機械式灌輸的

方法進行，老師們也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但實際上遇到的問題是，除了每日幼兒

園累積不完的庶務之外，想要找一個適合的進修場所，實際上是困難的。坊間有許

多的課程，但泰半都是機器人的課程，不然就是針對小學生提出的寒暑假冬夏令營

的課程，針對幼兒老師進修部分，還維持在一般育兒概念，幼保的進修，並沒有可

以提供的專業 STEM課程，於是有心而沒有可以進修的管道。 

根據資策會所作之「STEAM教育現況教師調查」（資策會,2018）顯示，國中小教

師對 STEAM教育的需求量大。問及「你是否同意國中小有推動 STEM教育的迫切

性？」有 89.6％的教師表示同意，同意的原因最主要為「未來社會所需技能非單科

知識能滿足」89.5%，次要為「科技的進步勢不可擋」60.1%。 

但專業增能、課程結構、設備環境上的供給，卻遠趕不上需求。問及「您認為目前

推動 STEM教育最大的困境為何？」65.8%認為學校教師跨科整合不易、62.6%認

為教育現場對 STEM的認識不足、58.6%認為師資不夠專業、51.5%認為硬體資源

未到位。 

由此可知道，在正式的教學現場中，老師們都已經認知到 STEM是一個Must，一

定要進行的項目，但礙於上述原因則落於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在非正式的教學現

場中，其實 STEM教育已經在一般業者累積其動能，若能有一個系統性的整合，

從師資的培訓、STEM精神的教育、認證制度的推廣、硬體的整合各方面完整設

想，則 STEM教育可大幅度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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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STEM教具與教案整體系統性的稀缺 

針對 STEM教育的專業教具，在國外其實已經發展得很成熟，但因為國內環境尚

未成熟，所以引進的代理商其實不夠多。 

在推廣 STEM教育上，除了透過自己找尋所謂的鬆散素材(大陸譯為附加材料)，經

由上課課程中來進行 STEM教育動手做的概念之外，其實在國外發展了許多年的

STEM教育，已經有非常多專業的 STEM教具商，比如說美國著名的 Learning 

Resources , 4M 這些專門做 STEM教具的大廠，或者是新的歐系廠商如 Bakoba漂

浮積木，土耳其的 TOYI動奇玩件，都是深具有 STEM精神，而且經過非常多教育

體系老師所認可的 STEM教玩具，也獲得許多國際 STEM教具大獎。但實際上

STEM教具要進入台灣，還是有以下幾個問題: 

 

2.2.3.1 STEM教玩具本身的商品屬性特別 

根據台灣玩具教育發展協會理事長蔡宗翰表示，從國際玩具趨勢發現，STEM教育

已經翻轉了整個傳統玩具產業，STEM玩具已經成為眾多產品類別中不可或缺的一

種，像是連鎖玩具店或是書局，都已經常設 STEM玩具專櫃，讓父母或是教育者

有更多的選擇。 

doi:10.6342/NTU202100529



 

 13 

但關鍵問題在於 STEM教具本身的特性，是需要被詳細的介紹，透過操作、講解

使用方法，並且詳細的體驗過後，才能夠體現出實際的設計精神以及所包含的教育

意義。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的玩具代理商對於代理這些需要被"溝通理念"的教

具，相較於一般只要上到網路通路，或是實體通路就可以進行銷售的流行玩具(如

蜘蛛人、戰鬥陀螺、鬼滅之刃)，STEM教玩具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被市場接

受。投入的時間成本高，回收時間成本長，又因為商品的特性還需要教育使用者用

法以及概念，對於追求商品周轉率的廠商來說，要代理相關的 STEM教玩具，無

疑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其實在台灣目前針對 STEM教

玩具的專業代理商，寥寥無幾。目前代理此類商品的 STEM教具商，皆是秉持著

熱情，願意為下一代孩子提前作準備，具有前瞻想法才願意投入。 

再者，STEM教育由於尚屬新穎，針對 STEM教玩具的教案目前能撰寫相同概念的

非常稀缺，廠商並沒有開發的能力，必須要透過學界來加強研發的能量。 

 

2.2.3.2  專屬於 STEM教玩具的通路甚少 

如上述，由於 STEM教具有特別的商品屬性，且須透過實際的說明與體驗，親子

共享，才能夠將其特性完全發揮。因此以一般平台如 momo、pchome等大型電商

平台，或者是一般實體玩具店等通路，皆難表現此類教玩具之獨特屬性。又 STEM

教玩具必須要透過體驗，才能了解其原始設計者的設計含意，屬於非常有深度的商

品。在這樣的情況下，目前皆是搭配原本從事教育類的書店通路，如誠品書店，另

開設"非書"等相關區域來進行販售。但如前所述，STEM教育有其獨特的專業度，

若沒有受過相關的師訓，書店的店員其實無法深刻滲透進每一樣商品的核心精神，

一般網路大型通路的商品 PM在搶業績搶時間的狀態下，更難針對一個需要被深度

說明的教玩具進行說明。當消費者想要詢問時無法獲得完整的介紹與解答，容易產

生更多疑惑，不確認自己買回家後是否能真實使用，到最後只能放棄購買，也是

STEM教玩具在實體通路銷售上所遇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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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了上述從家長不知道、買不到優良的 STEM教玩具，老師們需要有良好的

STEM教育進修管道，以及整體幼兒園缺乏師資以及需要有系統性的整合，方能導

入 STEM教育這些構面，於是研究者設計出一個含有"媒體、電子商務、課程、幼

兒教育系統"的整體幼兒 STEM生態圈，來作為創業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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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場分析與競爭策略 

3.1 市場規模 

為了推廣幼兒 STEM教育，使用直接能夠讓幼兒理解的 STEM玩具是一個簡單而

直接明瞭的方法。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玩具製造行業產銷需求與投資預測分

析報告》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全球玩具市場零售額已達到 833.13億美元，而截

止到 2017年全球玩具市場零售額突破 900億美元，達到 910.42億美元，五年間增

加了 77.29億美元。主要的玩具消費地區仍然是歐美國家，歐洲約佔全球 29%，美

國約佔 30%。這些數字代表的基礎如下： 

1、未來嬰兒數量增長提速，為市場增長奠定良好的基礎。 

2、玩具消費意願增強，市場增長具備強勁的動力 

而在眾多玩具品類中，專注於益智積木的研發、生產與銷售，關於啟蒙的玩具取得

了每年 30%以上的複合增長率，總增長率達到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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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根據 The Toy Association, Inc.於 2021年出的《Future forecast 2021》表示，

從 2019年開始，越來越多的孩子願意自己花錢買科學玩具。

 

圖三   Future forecast 2021 提出孩子使用自己零用錢購買科學玩具比例逐年增加 

 

甚至在新冠肺炎爆發的這一段時間，孩子花在 STEM玩具上的增長達到了 94%。 

 

圖四   Future forecast 2021 提出 STEM教育正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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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據 Newsweek於 2020年 12月出的 Best in STEM中指出，“Sales of building sets 

rose 22% from 2011 to 2012, from $1.63 billion to $1.99 billion; sales of scientific toys 

and educational toys, while a tiny fraction of overall toy sales, grew as well, by 17% and 

25%, respectively.”（SER,2020）這項數據也著實顯示了 STEM教具正在大幅度的

成長中，而 STEM教具的使用在 STEM教育中扮演了一個根本而基礎的角色，透

過教具的使用，教案的設計，可達到完整的師資架構與培訓，進而帶動整體 STEM

教育的推廣。 

從各項資料均顯示，整體的 STEM教育及 STEM教具的趨勢都在大幅度的成長

中，選擇以 STEM教育及教具作為多邊平台的中心目標，可得到強力的支持。 

 

3.2 市場區隔  

目前台灣教育現場中上進行較多的都是非正式的教育場域，針對國中、國小的課後

輔導，來推廣 STEM教育，而實際上的現況則是許多廠商僅是打著 STEM的名

號，卻對於 STEM教育的核心精神與理解，並沒有相當透徹的研究，導致於市場

紛亂。由下而上的發展方式常常會遇到這個問題，也是因此玩具腦在針對發展過程

中，特別透過深度的研發以及對於教具的了解，諮詢多位在學界的教授，或是不同

在業界的前輩，經過研發多時候，才獲得在 STEM教育中具有知名影響力的國際

組織 STEM.org的 Trustmark認證，註冊於區塊鏈，為其獨家優勢。 

在市場的區隔上，玩具腦生態圈也鎖定學齡前幼兒教育，以避開目前對於 STEM

教育核心概念相當混亂的國中、小 STEM教育，而選擇從最根本的學齡前幼兒教

育開始，培養老師、擴張 STEM社群、引入 STEM教玩具，發展適合幼兒園的

STEM教案，形成完整的幼兒 STEM教育多邊平台，推出市場唯一的未來 STEM

小玩家教育系統，都是要了要從最早的源頭開始，導正 STEM教育的根本觀念，

建立起獨樹一格的競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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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競爭者動態及差異 

針對目前台灣的競爭者，分為課程類，教具類，資訊平台類競爭者，做出不同分

析，詳見下表： 

 

表二   玩具腦競爭者分析 

 

由此可看出，由於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性規劃，想要進入市場的廠商容易各自表

述，流於各自發展，並辛苦地推廣自己的項目，缺乏核心精神，而不是利用一整套

系統設計來達到加乘的效果，甚為可惜。接下來再根據整個產業進行波特五力分

析，來看看以何種方式發展會達到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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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波特五力分析 

波特五力分析(Porter's Five Forces)是由麥可波特於 1980年代所提出，作為商業分

析的企業戰略制定。波特的五力分析共分為以下五種：供應商的議價能力、購買者

的議價能力、新進入者的威脅、替代品的威脅、同業廠商的競爭強度。分述如下： 

 

3.4.1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  

除了一般網路通路平台之外，幼兒園也是一個教具商都想進駐的場域。但幼兒園非

常特別，是一個非常封閉的通路，所有的教具商並不能輕易地打入。於是若能建立

一個能夠把供應商與幼兒園連結的機制與系統，可以取得非常有優勢的地位。 

經過玩具腦透過經驗與標準選出教玩具後所研發出的系統，會對幼兒園老師進行老

師訓練。在系統中所採取的供應商，皆不是處於獨佔或寡佔市場的態勢，所以供應

商的議價能力不強。 

再從一般消費市場的面向來看，原本企業已經有配合的供應商，但因為目前只單是

提供教具，並未有整套系統的教育訓練及特別的 STEM教具，所以供應商依賴系

統的需求較強，相對來說在建立系統後供應商的議價能力更會下降。 

在這樣的過程中，供應商對能進入整體 STEM系統的需求相當大，因此議價能力

低，可以判斷為一個機會。同時，供應商與玩具腦並非零和，可重新透過合作增加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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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購買者的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 of Buyers)：  

如同前述，從幼兒園的角度來說，目前的幼兒園在新的課綱下都面對了要轉型的需

求，在市場上的幼兒園又相對成為 M型市場，一方面的幼兒園提供較低的學費來

吸引客人，另一方面則是收取高額的學費卻仍然供不應求。 

從消費性市場來看，若是單純的以全部玩具來看，則 STEM教玩具的取代性高；

但若是針對在含 STEM精神的教玩具，則因為 STEM教具有其專業性及稀缺性，

購買者的議價能力低。 

 

3.4.3 新進入者的威脅(Threat of New Entrants) : 

若玩具腦單純以販售 STEM教玩具給一般消費者，則會面對非常大的未來競爭者

的威脅。若設計搭配是以教案結合了 STEM教具，在延伸到師資的狀況，則可大

幅度降低新進入者所帶來的威脅。所以必須要設計整體系統來降低未來新進入者的

威脅。 

 

3.4.4 替代品的威脅(Threat of Substitutes) : 

在幼兒園或是進行一般 STEM教育中，STEM教具的替代品可由一般隨處可見的鬆

散素材（如隨手可見的橡皮筋、木頭、紙箱......等）作為替代。這個情況在幼兒園

特別常見，很多幼兒園進行了鬆散素材的運用即可進行＂基本＂的 STEM教育。

但在深度地挖掘下去，若是要能夠完整地、有系統地推廣幼兒 STEM教育，那的

確需要引入專業的 STEM教具以及教案，同時更需要老師有受過相關的 STEM訓

練，才能夠完整的成為一套系統。因此替代品的威脅可以透過增加附加價值來建立

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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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同業廠商的競爭強度(Rivalry among Existing Competitors)  

從單一媒體的競爭角度來看，目前玩具腦並非為大流量的媒體，雖已經在 STEM

項目中具有影響力，但同業廠商的競爭強度仍強。從推廣課程、老師訓練的角度來

看，坊間雖然亂象齊聚，各種打著 STEM名義的課程都有，但仍然是瓜分了整個

市場，以課程的角度來說競爭力也強。在從幼兒園的角度來說，目前幼兒園多半都

是接觸到某些較過時的幼教社，以低價格為取向，所販售的商品教案、教具並不含

有 STEM精神，在此可視為一個機會點。綜合上述個面向來說，同業廠商的競爭

強度其實還是算強烈，必須要組合一個生態圈的概念才能夠完整。 

 

由上述五力分析即可知道，如果進行單一項目，則所建立的門檻不夠，且五力不足

以分析整體多邊平台所能夠擁有的附加價值，以多邊平台的模式進行，才能成為具

有門檻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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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以平台為核心的產品及服務 

在網路的世界中，掌握正確的族群，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只要能更針對單一族

群，提供族群所需要的服務，即可形成一個具有力量的社群。所以玩具腦從第一天

開始，即開始建立一群具有對 STEM議題有興趣的用戶，在網路上形成聲量，並

吸引老師們的加入，來作為其商業競爭門檻的根本，同時架構上以多邊平台為核心

來發展相關的服務與產品。 

 

4.1 多邊平台產品以及服務創意  

在整個玩具腦多邊平台中，總共分為網路平台(媒體及電子商務)，STEM教育師

訓，以及 STEM應用場域三大部分，彼此互相有不同的獲利模式。在這樣的概念

中，彼此互相面對不同卻互有關係的服務族群，卻又能互相產生綜效，為整體生態

圈的核心概念，茲分述如下: 

 

4.1.1 玩具腦網路平台 

產品的設計上，玩具腦網路平台以介紹 1.STEM玩具的相關資訊 2.STEM的手作技

巧、創意、方法，以及相關教案  3.玩具產業的新知市場規模與動能  4.STEM相關

的進程、正確觀念為主軸。透過這四大主軸，提供需要的資訊以及購買連結，玩具

腦平台可以吸引原本設定的目標族群:具有孩子的家長以及幼兒園的老師，達到打

開品牌知名度，以及聚眾的目的。同時透過了網路平台，玩具腦邀請了非常多本身

已經在進行 STEM相關內容的部落客以及老師，把所有的資訊完整的整合在玩具

腦網路平台中，也同時透過結構性的組合，才能達到資源最大化。同時玩具腦網路

平台，與一般 facebook粉絲團功能不同的地方在於，提供了部落客、老師、專家

學者們一個共同的分享平台，讓觀點呈現多元化，具有"資料庫"概念的功能，使得

未來的老師在搜尋 STEM相關資訊能夠更輕鬆的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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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STEM師訓平台 

透過協會師訓的功能，可以將老師訓練的部分更回歸到學術面。帶狀工作坊的老師

訓練課程可以邀請到更多的在教學現場第一線的學者，來進行 STEM相關教育的

研討，凝聚對於 STEM教育共識，協會的特性也具有公信力，也才能確實地推廣

STEM相關教育。 

 

4.1.3  STEM應用場域 

延伸玩具腦網路平台本身在網路上的聚眾功能，玩具腦多邊平台品牌還必須要實際

的與第一線的教學現場進行結合。由於教育體系的環境相對較為封閉，所以必須要

進行"地推"，透過師訓所產出的教案，可以延伸教案的使用範圍，讓更多的業務人

員來進行與幼兒園的面對面接觸，建構 STEM幼兒園場域。建立起通路後，可將

玩具腦網路平台所結合的廠商，同步地介紹給更多的幼兒園，並且提供玩具腦網路

平台內的廠商，透過教案進行組織幼兒園所需要的"STEM教學教案"服務，設計給

不同階段兒童的進程，提供學習單完成學習歷程，來讓幼兒園能輕鬆引入整體的

STEM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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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產品與服務的獨特性  

玩具腦多邊平台具有下列四大特色。 

4.2.1  專業力 

為了從事教育行業，玩具腦多邊平台需要有不會被挑戰的專業度，才能說服供應商

或者是部落客等關鍵伙伴加入。在累積了非常多的教學資料與經驗後，玩具腦向國

際 STEM教育知名平台 STEM.org申請了 STEM教育平台的認證，並且於 2020年

10月獲得了全亞洲第一個 STEM教育平台的認證。同時玩具腦多邊平台除了取得

國際認證之外，並且同步的取得了國立成功大學的 STEM認證，以不易取得的專

業力來做為建立商業模式的門檻。 

 

圖五   玩具腦獲得 STEM.org 亞洲唯一認證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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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品牌力 

除了上述取得 STEM.org國際認證的優勢之外，玩具腦邀請了非常多的同產業部落

客，針對某單一的 STEM商品進行共同的研究、行銷操作、集資。在完成共同一

件事情的努力上，同步在相關領域的老師、粉絲、部落客或者是專家，都能對玩具

腦生態圈的理念有共識，同時也建立起玩具腦的品牌。 

 

4.2.3  社群力 

在網路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即是口耳相傳。當同一群人為了同一個目的聚合，便容

易形成一個具有特色的專業社群。在這個社群中有相同的新議題就容易引起討論擴

散，對於每個網路平台要以高額成本取得流量這件事情，玩具腦網路平台透過社群

取得極大優勢，同時也可以養成社群經濟。 

     

圖六   玩具腦擁有自己分眾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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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搜尋力 

由於建立了非常多的 STEM教育相關文章，並透過獨家的搜尋引擎優化經驗與技

術，當一個未來的新潛在用戶需要進入相關領域時，較有機會從搜尋進入到玩具腦

網路平台中。在這樣的狀況下，玩具腦會取得比其他平台低廉的新用戶成本，同時

也可以透過搜尋建立更深的品牌力，環環相扣。 

 

圖七   玩具腦擁有獨家的 SEO技術，流量不斷自然增長 

 

4.3 產品以及服務的未來計劃 

在產品以及服務的未來規劃上，由於確實地了解用戶(包括老師端以及家長端)的需

求，玩具腦以線上及線下分別進行 O2O產品及服務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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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透過建立網路社群來增加對 STEM議題的話語權 

玩具腦平台已蒐集非常多的 STEM相關資訊，包括 STEM市場動態與新知、STEM

教育的精神、相關的 STEM教玩具......等等來形塑市場對於玩具腦的印象。再加上

取得的 STEM國際認證，做好專業訴求，透過訴說推廣 STEM教育的理念，來聚

合所有對於 STEM教育認同的社群，發揮影響力。 

 

4.3.2  透過師訓以及課程來深耕應用場域 

玩具腦針對用戶及廠商的需求，透過舉辦多次的 STEM玩具體驗會，讓一般不認

識 STEM教育的群眾進行初步的認識。體驗會中會進行多種不同的 STEM活動搭

配 STEM教育的說明，包括科學的認知、數學的推演、創意的堆疊，抑或是趨勢

的介紹。如果有興趣者，即可再進一步參加由針對單一項目的 STEM課程，比如

說 : STEM帶你玩 - 科學篇，透過深度的課程來了解 STEM的內涵。另外，如果有

志於從事 STEM產業的老師或個人，師訊平台部分也提供獲得 STEM.org國際認證

的 STEM師訓方式，配合國內執教多年的幼兒教育學者，來讓欲從事 STEM教育

者可以透過完整的課程訓練來獲得國際認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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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顧客描繪 

玩具腦所針對的目標族群，分為幾種類型。 

a.一般對 STEM有興趣的家長 : 在家中想要進行學校裡所不足的 STEM教育的家

長。 

b.有志從事推廣 STEM教育的老師 : 指的是目前幼兒園的老師，或是一般在市場上

想要從事 STEM教育的老師，包括補習班或者是跑堂老師。 

c.欲轉型或差異化的幼兒園 : 目前市場上多屬於雙語幼兒園，又有專業的幼教專家

指出幼兒其實需要探索的事情是很多的，英語並非佔有絕對的必要性。而 STEM

可以提供探索的機會，在兩相權衡之下，STEM可以作為雙語幼兒園的新出路，並

可以與其他幼兒園做出差異化，具有代表性特色。 

d.販售 STEM教具的代理商 : 如前所述，指的是代理國外 STEM教玩具的代理商，

或者是自己研發的國內廠商如 Q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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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玩具腦多邊平台商業模式圖 

4.5.1 玩具腦多邊平台商業模式分項表 

由上面論述即可推出，玩具腦生態圈由網路平台、STEM師訓平台以及 STEM應用

場域所組成，其各自的商業模式分述如下: 

 

圖八   玩具腦網路平台的商業模式圖 

 

網路平台主要的核心價值是建構 STEM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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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玩具腦教育學會的商業模式圖 

STEM師訓平台的核心價值在於提供優質 STEM師資。 

 

圖十   玩具腦應用場域的商業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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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場域則是面對幼兒園所產生出的教育系統。接下來再根據上述三項產生出整個

生態圈的商業模式圖。 

 

4.5.2 玩具腦生態圈商業模式圖 

綜合以上三大項，可歸納出，玩具腦 STEM生態圈的商業模式由以下價值主張以

及其他關鍵要素所組成。 

 

圖十一   玩具腦多邊平台的商業模式圖 

再清楚的圖表化，三者的關係互相依存，也互相提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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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玩具腦多邊平台的互相共存關係與執行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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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玩具腦的獲利引擎 

玩具腦透過服務主導邏輯(service-dominant logic)，注重與顧客之間的關係(謝明

慧,2020)，創造不同於一般電子商務或是教具商的生態圈營運模式。主要的獲利分

為五大部分，分述如下: 

 

4.6.1  教案規劃收入 

每一套具有深度的 STEM玩教具，都會遇到與消費者之間有非常寬廣的距離。這

段距離必須透過實際的面對面教學以及舉辦現場的教學活動，來縮短這個距離。對

於一個老師或家長來說，這些具有教育意義的玩教具若是只有簡單的說明，而沒有

學習目標或是教學方法，會造成排斥感，能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必須透過專業的老師

來撰寫教案，以及帶領課程來讓所代理的商品能被消費者接受。若是代理商需要自

行去教課的時候，代理商可透過協會專業的師資來進行教案的撰寫。此教案撰寫完

後有兩個地方可以使用 : 1.給一般消費者通路或一般教室作為上課的教材。2.提供

給應用場域系統作為進入幼兒園的資格。 

再延伸下去，經過建立了非常多的教案後，玩具腦可以將教案進行編輯，變成一本

針對 STEM教具及教學的教案，進行出版收益。 

 

4.6.2  平臺廣告編輯與廣告露出  

在聚合並形成了獨家的社群特色後，玩具腦擁有一群針對 STEM教育有興趣老

師、家長的特殊族群。這個族群針對廣告商來說十分珍貴，在 ios強化隱私權，由

於 facebook廣告投放會趨於越來越不精準，想要接觸到這個族群的廠商，即可透

過玩具腦的廣告系統進行投放廣告，將流量引導至自己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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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STEM老師訓練 

在幼兒園的師訓部分，由於老師訓練需要有系統性的教學，以及由於教育的是影響

國家未來深遠的老師，那教授者的權威性必然要足夠。玩具腦協會特別邀請許多任

教於學界的專業教授，以及從事於業界的資深專業人士，如台灣教育玩具協會的理

事長蔡宗翰先生，來研發 STEM的相關課程並實際操作。除此之外，為了建立起

信任度，玩具腦更取得國際知名 STEM組織 STEM.org的獨家認證，通過國際組織

的認證，玩具腦教師訓練的課程具有 STEM精神，以及執行方法的可信任度，在

完整接受過老師訓練授課之後，上課的人士可以取得 STEM.org的個人專業認證，

由此再延伸出更多的 STEM教育者能夠進入校園，並導入玩具腦的 STEM應用場

域系統以及教具。 

目前在幼兒園常常會遇到家長質疑老師是否具有專業資格的問題，唯有透過第三方

認證制度，才能夠將雙方關係建立於信任之上，走向幼兒教育的正向循環。 

 

4.6.4  帶狀工作坊課程 

除了專業的幼兒園師資認證之外，玩具腦也推出針對一般家長，認識 STEM教育

的《帶你玩 STEM》系列，分為科學、數學、建構積木、桌遊、美學等不同的主

題，並導入正確的 STEM教育並不是分科，而是融合的觀念。每次招收 10-30名上

課人數，透過實作達到玩中學的目的。課程中除了實作的內容之外，也會有請專業

教授進行關於 STEM教育的根本基礎觀念訓練，以達到糾正 STEM市場亂象、正

本清源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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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場域認證費用 

若代理商想要將商品導入進幼兒園，則必須要先由透過認證的老師進行教案的撰

寫，才能獲得進入玩具腦已建立好的幼兒園通路的資格。但此筆教案費用於期初必

須由玩具腦自行支出，直至確認通路建立完畢，且有幼兒園採用應用場域系統，供

應商才有加入未來 STEM小玩家的動機。在此之前，玩具腦以自身代理的獨家商

品作為實驗場域的基礎，開發教案，建立通路，導入師訓，研發系統。 

未來 STEM小玩家教育系統綁定了教具以及教案後，在進入幼兒園時，可經由協

會培養的專業師訓教授，或者是由幼兒園自行決定是否採用本系統。因為有許多不

同的供應商，於是每學期可以提供給幼兒園不同的新商品，增加幼兒園特色以及幼

兒學習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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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進入市場計畫 

玩具腦進入市場即是以社群為基礎，透過短時間建立關於 STEM相關資訊的優質

內容，建立未來競爭者進入的門檻，再透過優質內容建立精準受眾。培養出精準受

眾的互動之後，增強品牌度，再來才開始進入到第二階段，開始推廣商業活動。 

商業活動的部分也分不同的進程。茲分述如下: 

 

5.1行銷策略 

5.1.1 由平臺聚合流量，分析銷售數據 

玩具腦透過自產以及部落客分享的內容活動，聚合所有對此類內容有興趣的精準族

群，商業活動上首先先以電子商務進行代理商商品的聚合，再按照代理商的商品銷

售數據作為探索消費者需求的根本，分析銷售數據或是平臺流量數據，找出消費者

喜好之 STEM 教玩具或是喜愛的相關主題興趣。 

5.1.2 教案與課程的製作 

找出適合的 STEM教具之後，開始請專業的老師製作適合的 STEM教案。並舉辦

大量的體驗課，來吸引一般家長及孩子，以分項的 STEM課程來獲取想要了解針

對該項目有興趣的用戶。同時開始進行 STEM.org課程的認證師訓招生部分，培養

專業的老師，使用的教案即是玩具腦的教案，並實地演練操作，同步進行

STEM.org認證的申請。 

5.1.3 未來 STEM小玩家系統進入幼兒園 

在 STEM教案、STEM老師師訓完畢等相關資源都準備好之後，即可開始進入原始

玩具腦已經培養好的幼兒園通路進入認證場域，開始導入整套系統進入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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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財務預估 

為了達成本平臺的願景，進行兩年的財務規劃。 

 

5.1 預計兩年內展開的目標 

平台經營目標 

上站人次達到每日 10000不重複拜訪人次 

會員 : 一萬人加入會員 

教案 : 完成 42 個教案 

廣告 : 完成 54 個廣告 

 

協會經營目標 

認證教師 : 完成 109位老師認證 

 

場域經營目標 

合作場域 : 完成 35個場域認證 

 

5.2 兩年財務報表估算 

本預估報表羅列以下項目: 

● 基本開銷 

基本開銷部分:  

包含人事成本、辦公室水電租金、會計師事務所費用、行銷費用、活動場地租金、

網站系統費用、專業老師教師撰寫費用、STEM.org平臺認證費用.....等。其中人事

成本前三個月包含 : 執行長、行銷企劃人員、招商人員、會計人員、客服人員各一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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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銷費用 

在進行幼兒園的推廣部分，需要較傳統的方式，比如說 DM的印製......等。每月也

會固定編列教具樣品的採買，作為展示。另外較大筆的行銷費用，則是與嘖嘖合作

的群眾募資項目，此項目會帶來最快的現金流以及品牌的推廣。再者也定期編列部

落客的推廣費用，達到品牌效益最大化。 

 

2020年產品數量及收入試算表 

 

表三   玩具腦 2020產品數量與收入試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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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產品數量及收入試算表 

 

表四   玩具腦 2021產品數量與收入試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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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產品數量及收入試算表 

 

表五   玩具腦 2022產品數量與收入試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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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022年財務試算表 

 

表六   玩具腦 2020-2022財務預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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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募資計畫架構 

面對市場的競爭，搶市占率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在藍海市場裡若能取得資本，加速成

長，則可以在未來建立一個先進者門檻，因此玩具腦計畫面對資本市場，取得更多的資本

資源以及擴張的關係鏈。 

 

6.1  團隊以及組織架構 

 

 

圖十二   玩具腦組織架構圖 

 

6.2  種子輪計畫 

根據財報預估，將會於 2021年達到損益兩平，並驗證商業模式為實質可獲利。下

一步的拓展加速場域及課程的規劃，需重新募資進行架構 a.所有資料庫 b.擴增團隊 

c.新市場之行銷。從 2021-2022年的財報預估，約需要 2000萬新台幣做為第一輪的

融資金額，團隊釋出的股份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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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在美國大力推動 STEM教育之下，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STEM是一個未來的趨勢。在推動

這個 STEM教育的早期過程，需要建構非常多的資訊與教案教材，相對地來說，這也會

成為未來公司所生存的依靠。 

在坊間有許多對於 STEM的不了解，都可以根據學術的研討與釐清來正本清源，確認根

本定義之後，設立目標，才能夠正確的推廣 STEM教育。在這個 STEM教育多邊平台的

架構下，每一個單位自成一格，自己也能有自己的營利方式，同時彼此又互相支援，隨

著時間的累積，能形成堅實的門檻，才是設計商業模式的最根本道理。 

幼兒園是一個國家奠定基礎的根本，孩子能夠在這個時候獲得更多的探索，才能夠針對

未來的生活有更實在解決問題的能力。亞洲有過度保護孩子的傾向，跟創業相同，唯有

不斷的嚐試，在架構下摸著石頭過河，隨時修正可能的方向，才有達到創業目地的可能

性。 

玩具腦在目前短短的一年半之間，流量成長了十倍，目前要進入第二階段與商業接軌，

同時要開始接觸更多的實體通路，發揮由網路作為核心的根本，建構資料庫，連接所有

與 STEM教育相關的系統，透過網路建立串聯 STEM教育的科技教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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