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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Tony Buzan的心智圖法理論基礎為主，研究者擬定一套以心智圖法的基本原則與製作步驟，融入國小數學領域課

程中「九九乘法」的學習，設計適合國小二年級學生的數學科心智圖法教學方案。研究採「準實驗設計」，即實驗組和對

照組在實驗的處理方式指派上，不是隨機的。研究對象以九十八學年度彰化縣社頭鄉Ａ國小二年級學生為取樣對象，以班

級為取樣單位，學生共兩班五十人為實驗組，並以鄰近學校社頭鄉B國小二年級兩個班的學生共四十四人為控制組。實驗

組進行「數學科心智圖法教學方案」；對照組進行「傳統講述教學方案」。教學內容以引導、實作、應用三階段為主，藉

由心智圖法教學所面臨的問題及學生的學習歷程，作為二年級實施數學科心智圖法課程教學的省思及改善。 本研究獲致以

下結論： 1.將心智圖法運用於數學科九九乘法課程教學學習改善應用上，實驗組和對照組二組在計算題方面及應用題方面

進步性成效並不顯著。但進步性的平均數，實驗組明顯比對照組多，可見心智圖法運用在數學科九九乘法教學學習上的成

效雖不顯著，但實質上仍有很大的功效。 2.我們發現在計算題與應用題之間有非常顯著的正相關。

關鍵詞 : 心智圖、創造力、教學、九九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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