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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來國民中小學

國中部國文教學概況

報告人：王美宜



學生的學習特質

• 學生生性質樸樂觀、天真無邪、喜好無拘

束的學習氣氛。

• 多數學生的學習優勢特質，顯現在視覺空

間、肢體運作與音樂等智能方面。



方向正確，路就不遠

• 加強基礎能力：聽、說、讀、寫、作

• 加強理解能力：將課本內容與學生經驗作

連結。

• 提供操作機會：以心智圖呈現課內範文及

課外科普文章。



心智圖融入國文教學研究設計

• 採「單組前後測設計」進行實驗教學，橫跨九十八學

年度上、下兩學期，共二十五週，歷時六個月。

• 研究設計之目的在探討心智圖法融入國語文教學後，對提

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的成效與影響。

• 除了分析實驗教學前及教學後，學生在閱讀理解能力前、

後測的結果外，並針對研究者的教學檔案以及學生的學習

檔案作質性的探討。



心智圖融入國文教學研究工具

• 量化資料：

1.從90年到98年的「國民中學學生基本能力測驗─國文科

試題」中的「題組」所選編而成的「閱讀理解能力測驗」

前測與後測驗試題。

2.用來評量學生自行繪製課外文章心智圖的「心智圖法教

師評量表」。

3.學生自行繪製課外文章心智圖後的「心智圖法自我評量

表」。



心智圖融入國文教學研究工具

• 質性資料：

1.教師的教學檔案：心智圖法實驗教學課程設計、心智

圖法教學札記，以及心智圖法教學觀察紀錄。

2.學生的學習檔案：心智圖作業、心智圖法學習札記，

以及心智圖法學習後問卷 。



心智圖融入國文教學研究結果分析

• 閱讀理解能力前、後測驗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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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能力指標對照(NAEP)

閱讀理解能力前後測對應NAEP指標的答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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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能力指標對照(PIRLS)

閱讀理解能力前後測對應PIRLS指標的答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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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能力指標對照(P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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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能力指標對照(鄭圓鈴教授)

閱讀理解能力前後測對應鄭圓玲教授訂定之指標的答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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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能力測驗結果指標分析
1.心智圖法對提升學生的提取特定訊息的能力幫助最為顯著，
後測較前測提高了十五個百分點，這是因為心智圖法十分強調
擷取重要關鍵字詞以組織成一放射狀的圖像式訊息群組，學生
必須相當熟練找重點的技巧與策略才能順利完成作業，所以這
方面是他們練習得最多的地方，因而表現相對突出。

2.其次是推論能力的提升，後測較前測提高十三個百分點，顯
示學生在找到關鍵字詞後，必須再經由推論來判別所得訊息的
屬性後加以分門別類、放在適當的分枝與位置來表達該訊息的
意義，而這項能力是完成心智圖所必須的重要認知，所以學生
也能表現得不錯。

3.對學生最困難的是組織架構，因為在進行組織的時候，學生
必須運用其背景知識與相關語文能力來為每一主要分枝下適切
的標題以達提綱挈領之效。



不同國語文學習成就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不同國語文學習成就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前後測之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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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國語文學習成就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1.高學習成就組的後測分數較前測進步3分，中學習成就組的

後測分數較前測進步2.54分，低學習成就組的後測分數較前測

進步4分，顯示心智圖法對後段學生的幫助最為顯著。

2.從學生的學習札記與問卷中可以發現，低學習成就組的學生

相對偏好圖像刺激與操作學習，尤其是使用XMind時，他們的

學習動機與態度有最顯著的提升，因此連帶影響到他們的理解

結果。

3.高學習成就組在前後測標準差的差異最大，後測較前測縮減

了2.41，顯示心智圖法對拉近前段學生之間的落差有較為明顯

的影響。



不同性別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不同性別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前後測之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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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別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1.心智圖法對提升女生的閱讀能力有較顯著的影響。

2.從標準差來看，女生之間的分數落差較男生小，顯示女生之

間的閱讀能力程度較男生為一致。

3.根據研究者的教學札記與觀察教師的觀察紀錄，以及全體學

生的國語文學習成就統計發現，女生在學習動機、態度和成效

上普遍高於男生，願意投入比男生更多的時間與專注力在學習

心智圖法與閱讀活動上，因此在測驗上有較為優秀的表現。



不同文化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不同文化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前後測之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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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1.心智圖法對提升原住民學生的閱讀能力有較顯著的影響。

2.原住民學生的後測標準差比前測小，顯示學生經由心智圖

法的教學課程後，彼此的程度落差亦有所縮減。

3.因原住民學生的進步較為明顯，所以拉近了與漢族學生之

間的差異。



學生心智圖作業(手繪）



學生心智圖作業（ＸＭind軟體)



學生學習心得

1.覺得自己已能掌握心智圖法的繪製規則。

2.覺得自己頭腦更加靈活與聰明。

3.更懂得閱讀的技巧。

4.希望能繼續用心智圖學文章。

5.對自己更有自信。



教師教學心得

1.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學生更能專注於學習活動。

3.學生更懂得運用學習策略。

4.提供學生合作學習的機會。

5.激發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心智圖融入國文教學研究結論

1. 心智圖法融入國語文教學對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有顯著

的成效。

2. 學生在NAEP的「形成一般瞭解」、PIRLS的「直接提取」、

PISA的「提取資訊」，以及鄭圓鈴教授所訂定的「特定訊

息」等閱讀能力評量指標的表現最為突出。

3. 高國語文成就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最好，其次是中國語文成

就的學生，平均得分最低的是低國語文學習成就的學生，

但低國語文成就學生在後測的進步最大，顯示心智圖法對

後段學生的幫助最為顯著。



4. 性別差異不影響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但測驗結果顯示，女

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普遍優於男生；女生在後測的得分明顯

高出男生，顯示心智圖法對提升女生的閱讀能力有較顯著

的影響。

5. 漢族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較原住民學生為佳；原住民學生在

後測提升的分數較漢族學生高，顯示心智圖法對提升原住

民學生的閱讀能力有較顯著的影響。

6. 學生在心智圖的得分大致呈穩定進步的情況，且大多數學生

認為自己具有運用心智圖呈現文章內容的能力。



7.無論高中低國語文學習成就的學生，皆能利用手繪或電腦軟體

XMind完成一張能呈現文章內容的心智圖，其作業表現之優劣

與國語文學習成就呈現正相關。

8.大多數學生表示繪製心智圖讓他們覺得上課變得有趣多了，理

解與記憶能力也有所提升，頭腦變得比以前更加靈活，也充滿

了學習的成就感，對心智圖法融入國語文教學的反應普遍良好。

9.大多數學生對運用心智圖呈現文章內容持正面而肯定的態度，

認為心智圖法在閱讀方面能達到迅速整理重點、幫助理解與記

憶、清楚呈現文章結構等優點，同時也願意將心智圖法運用在

其他學習領域與生活上，此外，絕多數學生偏好使用XMind完

成心智圖。

10.心智圖法實驗教學課程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專注力、刺激學生運

用策略進行閱讀、促進學生獨立思考與合作學習的意願。此外，

文章結構的緊密與否，對學生的閱讀成效有顯著的影響，當文

章結構較不緊密時，教學者必須有較多的介入以協助學生完成

一張有意義的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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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心智圖法課程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專注力、刺激學生運用策

略進行學習，同時促進學生獨立思考與合作學習的意願。

在學科知識方面的學習，烏來孩子會的幾乎就是學校老師教

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烏來的老師比較厲害，而是烏來的老師必

須在種種的教學困境下找尋各種可能的出口，而心智圖，便是

其中一個很值得嘗試的敎與學的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