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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integrating the mind mapping into writing teaching, focused on writing

abilities and writing attitudes among the fifth-grade students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The study was a pretest-posttest design with

two nonequivalent groups of quasi-experimental structure. The participants were from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Changhua Count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9 weeks, 2-3 classes a week of the mind mapping in writing

clas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writing instruction. The “Written Language Ability Test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Writing Attitude Scale” were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results of this experiment, together with experimental

sessions records, course feedback interviews and reflective journal were collected.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one-way

ANCOVA. The main findings were: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total number of words”, and “Context level

”. Aga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However,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Average

number of words in the sentence”, and “Sentence quotient”.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Writing attitude score”,

“Aware performance”, and “Self-reflec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much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re was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on “Writing interest”. 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writing

abilities and writing attitud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4. Nearly 90% of the students considered integrating the mind mapping

into writing teaching had a positive benefit on the writing performance. 5. Nearly 70% of the students gave positive response in

integrating the mind mapping into writing teaching.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the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eachers

and future research were further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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