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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mind-mapping constructed electronic media interaction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social studies.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re 32 six-grade students in Taichung City

Beitun District Wun-chang Elementary School. The control group contains six-grade students of similar quality in the same school.

The control group is instructed by the pedagogy of social studies that integrates mind-mapping constructed electronic media

interaction; it lasts ten weeks, in other words. The curriculum is inclusive of "Knowing and applying the rules of mind-mapping,"

and “Social studies that integrates mind-mapping con-structed electronic media interaction.”The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following factors, including 1) the assignments involving hand-drawn mind-mapping, 2) pre and post tests o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social studies, 3) the questionnaire on students’ feedback of the instruction of electronically constructed interactive

mind-mapping media , and 4) the instructor's notes regarding the electronically constructed interactive mind-mapping media.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listed below: 1.Two phase instruction that include "Knowing and applying the rules of-mind-mapping“

and “Social studies that integrates mind-mapping constructed electronic media interaction” proves to be a good way to introduce

the Electronically constructed interactive mind-mapping media to social studies. 2.Electronically constructed interactive

mind-mapping media enhances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3.Electronically constructed interactive mind-mapping media

enhances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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