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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心智圖教學對小學生童詩寫作與學習態度影響之研究。本研究採「不相等控制前後測設計」之實驗研究法

進行實驗。以雲林縣兩所鄉鎮型規模相同的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一所為實驗組學童三十人接受心智圖法教學進行童詩

寫作，另一所為控制組學童三十人以傳統教學法進行寫作。心智圖組在寫作前先接受心智圖活動的訓練。兩組課程各進行

八週十六節的童詩寫作。為了達成研究的目的，先進行Buzan心智圖理論文獻的探討並編制教學教案為實驗工具。兩組皆

進行實驗前測及後測，再分別以描述性統計和無母數檢定分析，以評估教學法的差異成效。由研究得知：(1)心智圖教學法

的學童在童詩寫作上表現優於傳統講述法，兩組之間有顯著差異。(2)兩組在童詩寫作上的態度都有正向的反應，而心智圖

組的學童在學習態度上喜歡和同學分享作品及未來會繼續寫童詩兩細項和控制組有顯著差異。由以上結論得知心智圖教學

法增進學童童詩寫作的表現更優，且學習的態度正向。最後，本研究提出教學和未來研究之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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