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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旨在探討心智繪圖教學是否能增進國小學童閱讀理解能力。研究對象是一年級學童，共24位。在研究

過程中，以質與量的方法蒐集資料，並以研究者之觀察與反思為佐證。研究結果顯示： 一、心智繪圖能增進學習興趣並激

發學童主動學習，且多數學童能掌握心智繪圖的基本原則，獨立完成其心智繪圖作品。 二、學童經過心智繪圖教學法後，

閱讀理解能力有明顯的進步趨勢，顯示心智繪圖可做為提升學童閱讀理解能力的學習工具。 三、實施心智繪圖教學時，部

分學童在提取關鍵字上常遭遇困難，可利用國語課，教導學童提取關鍵字。 四、學童對心智繪圖抱持正向喜歡的態度，並

肯定心智繪圖能提升閱讀理解能力。 五、研究者透過此教學活動研究歷程，發現問題、進行省思與教學修正，深切體會到

心智繪圖教學是簡易有效的閱讀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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