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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ffection of Mind-Mapping teaching for elementary poetry writing and learning attitude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Unequal control test design”. The examinees are from two groups of same types of the second grade students

in Yunlin County. The number of each group is thirty students. They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is examination group and the

other is controlling group. The examination group of students is educated by the Mind Mapping teaching with poetry writing, while

the other group of learners is taught by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The Mind Mapping group of examinees will be trained with some

mind-mapping activities. Both of groups will be tested with poetry writing within sixteen classes eight weeks.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of the study, the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Buzan Mind Mapping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Lesson plans preparations for the research

instruments. Two experiments have been done by pre-test and post-test. After that, the results a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nonparametric test analysis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firs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ind-Mapping group of learners is much better on poetry writing than the

traditional method. Seco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earning attitudes of these two groups of the learners present the positive

reactions. However, the Mind-Mapping group of the learners presents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s and loves to do group working.

They may continue to write poetry in the future. Mind-Mapping teaching method enhances the learners’ poetry writing better, as

well as the learning attitude. To concluded, this study will denote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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