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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理解之行動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提升國小六年級學童之閱讀理解，透過行動研究進行研

究教學，運用心智圖教學與小組合作學習探究學生的學習情形及教學歷程中所遭

遇的問題與與因應策略。 

本研究對象為新竹市快樂國小、研究者所任教之六年級學生共 27 人，透過

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等方式蒐集研究資料，以了解學生之閱讀理解能力提升情

形。以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為教材，進行階段性的研究教學，每週

兩節，實施八週，共 16 節。在研究教學的不同階段中設計不同之教學流程與活

動，研究流程採二階段式之研究教學：一、心智圖融入課文教學。二、小組合作

學習融入心智圖課文教學。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做為未來教師在教

學上的應用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研究結果如下： 

一、教師實施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法，於國語文閱讀理解教學所面臨之 

   困境可透過調整修正加以克服。 

二、接受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法於國語文閱讀理解教學之學生，對於心  

   智圖之學習活動抱持正向肯定的態度。 

三、國小六年級學生在接受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法，於國語文閱讀理解 

   教學後，學生之閱讀理解能力有明顯提升。 

最後，研究者針對以上研究結論提出建議，以作為未來教師教學及研究上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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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on Research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Sixth 

Graders 

 

Abstract 

This action research aimed to explore how to enhance sixth graders’ reading 

comprehension by applying the Mind Mapp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It also 

explored students’ learning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eaching and responding 

strategies.  

27 sixth-grade students of Happy Elementary School in Hsinchu participated in 

this research.  The teaching material was Hanlin version of the twelfth book of 

Chinese textbooks.  This research continued two lessons per week for eight weeks.  

The research process adopted two stages of teaching: First, the Mind Mapping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text teaching.  Secondly,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Mind Mapping teaching.  Th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course’s difficulties could be solved by revising teaching 

strategies. 

2. The students had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Mind Mapp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3. The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improved after 8 weeks of teaching Mind 

Mapp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made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teachers’ teaching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mind mapping、cooperative learning、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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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在探討國小六年級學生之閱讀理解，透過行動研究針對教學現場所面

臨之問題加以討論與改進，並作為未來教學上之參考以提升教師自我教學專業；

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自主學習能力以提升國語之閱讀理解之成效。本章共

有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明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第三節

為重要名詞解釋，第四節探討研究範圍與限制，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研究背景 

知識的大量產出與流通，有效、自主之學習已是熱門議題。二十一世紀是知

識爆炸之年代，身處於資訊日新月異的時代，面對龐大的知識，學習者應具備更

有效之學習方法及自主學習的能力。我國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國語文學習

領域中之基本理念申明：「國語文教學應引導學生學習利用工具書，結合資訊網

路，藉以增進語文學習的廣度和深度，培養學生自學的能力」。國語文是各學科

學習的基石，國際間無不重視本國語言之教學，世界各國無不把本國語文之教學

列為第一優先之發展順序上(王珩，2010)。國語文是各領域之學習基礎，其具工

具性的意義；閱讀是一種技能，閱讀理解能力是自主學習的能力，是現今終生學

習社會不可或缺的能力，有豐富的語文知識，才有寬闊的知識視野。 

各項國際評比也凸顯出國語文閱讀能力的重要性，閱讀能力不僅影響學生的

學習，對學生之學習成就及社會發展影響深遠，更攸關國家的競爭力。國際間「閱

讀素養表現」的評比已成為教育競爭力的指標，在各項國際教育競爭力的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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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難發現「閱讀」已成為重要的關鍵能力。近年來各項國際評比，如：「國際

學生評量方案」(PISA)和「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皆顯示台灣學生的

閱讀素養能力亟待提升，因而使得台灣颳起了一股「閱讀」風。近年來，政府機

關致力於推廣兒童閱讀，落實閱讀教育，於 2001 年推動「兒童閱讀計畫」，豐富

學校圖書設備，引進閱讀資源營造閱讀環境；於 2004 年實施「焦點 300─國民

小學兒童閱讀推動計畫」，針對弱勢地區之學校投入圖書及人力資源，以培養兒

童之閱讀習慣；於 2006 年全面性的推行「悅讀 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閱讀提

升計畫」，以促進國人重視閱讀、深耕閱讀(吳清基，2010；教育部，2010b)。教

育部及各級縣市主管機關也體認到閱讀的重要性，並大力的推廣閱讀課程，更是

提升了國語文課程中閱讀教學的重要性。 

閱讀理解能力的培養，教育責無旁貸，閱讀能力的培養是需要透過學習而獲

得。教育部國語文分段能力指標更具體的標示出學生國語文學習之重點及學生國

語文學習應具備之能力：注音符號運用能力、聆聽能力、說話能力、識字與寫字

能力、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各大能力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其中，閱讀能力為

六大能力指標之一，學生應具瞭解課文大意，進而培養學之閱讀興趣，擴展閱讀

視野，說明了閱讀與國語文教學密不可分的關係，也為教學現場之教師提供教學

指南(教育部，2011)。閱讀課文是學生最常接觸訊息的管道之一，教育部於 2012

年推動「課文本位理解教學」即是透過國語課本之課文的教學來提升學生之閱讀

能力。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面對眾多的學習領域，教師不須再額外尋找閱讀教

材，依照現有之上課進度及教材，依照孩子之學習能力及學習狀況設計課程教

學。閱讀需要學習、需要引導，教育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國語課對於學生閱讀能

力之培養極其關鍵，學校應提供一系列、有系統之閱讀教學，讓學生在學習的過

程中有豐富的閱讀材料及引導，閱讀教學的推行在台灣已經成為教育關注的重要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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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動機 

有感於教育環境的變遷，全球化及資訊化的革命，學生的學習型態面臨極大

的轉變。閱讀的重要性已廣為人知，擁有閱讀力即擁有競爭力，能快速掌握資訊

就容易獲得勝利(柯華葳，2009)。教育部持續推動各式閱讀相關活動的過程中，

教師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面對大量而多元的訊息，如何找出適當的策略是重要的

關鍵。研究者在國小國語文學習領域之教學現場發現，學生普遍視國語文之學習

為片面的死背，及片面字詞語意的理解，對於課文的理解有限；而教師用在生字

語詞的教學時間為閱讀理解教學時間的兩倍，而忽略了思考、整合、推理能力的

培養。學生在短時間內透過短期記憶、片段式的學習尚足以應付考試，然而被動

式的學習，隨著學習階段的提升、加深加廣的學習領域，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

能力之問題也一一浮現。教學是每一位教師每天必須面對及從事的任務，而教學

現場是複雜且多變化的，如何讓孩子專注於課堂中快樂學習，並獲得豐碩的學習

與教學的成果，是每位教師所關心的課題。為達此目標，教師必須具備豐沛的教

學知能與行動力，針對教學現場所觀察到的問題進行課堂的設計，課程之成功與

否，有賴教師之專業以及用心準備、孩子的專注以及良好的教材，學習環境…等。 

研究者目前任教六年級的導師，班級學生普遍呈現個別差異，再加上課程繁

多、難度加深，學習表現兩極化，面對眾多的學習領域及學習資訊，若能掌握學

習策略，則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提升學習成效。近年來，心智圖在台灣廣為使用，

是一項有效的教學及學習工具，其不同於傳統條列式的思維模式，以大腦放射狀

的運作模式，使思維不受侷限，有助於聯想、創意的培養。心智圖透過視覺化的

全腦學習，能協助學生處理大量訊息、增進長期記憶以解決學生課程繁多、難度

加深的問題。面對大量的學習資訊與新知，心智圖法是有助於整合、分類、增進

長期記憶的教學方法，透過心智圖能處理大量訊息。心智圖法是由英國大眾心理

學家 Tony Buzan 所提出，其繪製方式與與人類大腦放射性思考模式雷同。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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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透過視覺化與圖像化的方式，幫助學生發揮全腦的學習，並獲得創意思考與問

題解決的能力(孫易新，2014)。研究者欲探討國語文領域之閱讀教學運用心智圖

法，以心智圖融入課文理解教學，於六年級學生閱讀理解的能力是否有所提升，

此為研究動機一。 

一般傳統講述課程的教學方式、一層不變的教學易讓學生喪失學習興趣，導

致教學成效不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是以「自發」、「互動」、「共

好」為理念，強調學生自主學習，發展全人教育的精神。學生之學習動機與熱情

應被引導並發展出自我與他人、社會、環境互動的能力，藉由教學成就每一為孩

子，使學生成為主動自發的終身學習者(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部分學生，即

便有好的教學策略輔助，但往往因為生活經驗不足、學習能力差異，導致學習成

效不彰，學習意願低落。合作學習跳脫傳統的講述教學，強調學習者的參與，透

過討論、小組練習等方式，提供學生主動學習與思考的機會(教育部國中小教學

資源研發中心，2012)。藉由團體共做討論發表，有助於能力低的學生提高學習

效果（陳淑娟，2005）。 

合作學習能兼顧不同程度之學生，使學生專注於課堂中並為自我的學習負

責；合作學習能將學習的責任下放至孩子身上，並培養學生主動求知的態度(蔡

欣頤，2015)。合作學習透過思辨、溝通、發表，提高學習成效，教師若能透過

楷模、著重小組合作，讓學生可參考學習楷模，能力高的學生帶領能力低的學生

學習，勤加練習。小組合作學習不僅能讓學生成為助人及自助者，透過同儕間的

互動與學習提升自我的學習能力。透過小組合作學習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學

生能選擇適合自我的學習方式，並透過系統式的思考解決問題；進而，與他人及

環境互動，與他人建立合適的合作模式及人際關係。研究者欲將合作學習融入課

堂教學，藉由合作學習，兼顧不同程度的學生，讓學生承擔學習責任，養成學生

主動求知的態度，以改善班級學生個別差異、學習表現兩極化的狀況，此為研究

動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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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階段式教學讓教師的教學更具變化性，以提升學生學習樂趣、學習動機

及教學成效。將心智圖教學法結合小組合作學習融入於國語課堂教學，合作式心

智圖能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互賴合作，結合文字、圖畫、放射性結構促成孩子

長期記憶之形成。除了能增加教師課程之變化性，讓孩子提升學習的樂趣外，也

能讓孩子在理解課文，將課文轉化成心智圖的同時，學會找重點、關鍵字，並加

以統整與分類，使用更有效率的學習方式(魏嫻芳，2014)。研究者期望透過研究

所的進修，學習更多的教學理論、教學方法，提升自我教學知能，設計出更符合

時代需求、更能配合學生能力特質之國語文課程，改變過去一層不變之講述教

學，使教室不再乏味；生動而具變化的教學形式能讓學生積極參與課堂，進而增

進學生的學習成效。讓學生在國語文的課程中除了對課文文本的知識能充分吸收

與理解外，也能在課堂中習得不同的閱讀技巧與閱讀能力，進而運用至不同的學

習領域，此為研究動機三。 

針對教學現況而引發研究者之研究動機，期望閱讀相關文獻後聚焦於教學現

場的反思，提出教學策略並加以改善、解決教學現場的困境。因此，研究者欲透

過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提升國語文之教學及學生之閱讀理解之成效。為

使學生成為課堂中的主角，使其充分參與與專注於課堂中，研究者期望透過小組

合作學習之方式，藉由異質性分組讓孩子在學習的過程中了解同儕間在思考、認

知的異同，提升孩子對於文本更深一層的認識。而不同能力之學生的合作，也能

讓孩子在學習上提供鷹架，團體的合作與討論能提升學習成效並增進人際關係互

動之能力，透過閱讀過程學習自我的表達能力以及學會如何抓到他人的敘述與論

述，將有助於未來的學習。教師應將教室之要角交還學生，讓學生有更多的舞台

揮灑空間。讓孩子在對課文之閱讀理解的同時，能學會更有效率的學習，除了提

升學習成就外，更能對國語文之學習興趣能有所提升。最後，再將這一份閱讀技

巧與學習方法應用在日常生活之閱讀活動或其他領域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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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期望採行動研究，探討小組合作學

習結合心智圖的國語課文理解教學，提升學生之國文閱讀理解之成效，並透過研

究教學中所遭遇到的問題，提出策略並加以解決，以提升教師之教學省思及專業

成長，本研究之目的與待答問題茲說明如下： 

一、 研究目的 

(一) 探討教師實施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法，於國語文閱讀理解教學之歷

程及所遭遇到的困難及因應策略。 

(二) 探討國小六年級學生接受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法，於國語文閱讀理

解教學之學習感受。 

(三) 探討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法，於國語文閱讀理解教學對於國小六年

級學生提升閱讀理解之成效。 

二、 待答問題 

(一) 教師實施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法，於國語文閱讀理解教學之歷程及

所遭遇到的困難及因應策略為何？ 

(二) 國小六年級學生接受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法，於國語文閱讀理解教

學之學習感受為何？ 

(三) 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法於國語文閱讀理解教學，是否能提升國小六

年級學生閱讀理解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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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解釋 

一、 心智圖 

心智圖(Mind Map)又稱為腦圖、心智地圖、樹枝圖或思維地圖，為 Tony Buzan

所提出之心像思考技巧，是由圖示呈現與大腦組織相似的表徵，是一種放射性思

考，將主題置於中央，放射出其他分支概念，以視覺化及架構化之方式幫助學生

思考，有助於知識的思考、理解與統整(林美琴，2014)。心智圖法是以視覺圖像

來進行學習的工具，有四大核心關鍵：關鍵字、分類與階層化的圖解結構、顏色、

圖像。(孫易新，2014) 

本研究之教學即是透過心智圖之特色進行教學，引導學生聚焦於課文中的關

鍵字，並將課文內容加以分類、階層化，並輔以顏色與圖像，以協助學生思考、

理解與統整。 

二、 小組合作學習 

小組合作學習是依照各項條件將學生分組，經教師的引導在合作中學習，以

提高學生學習成效。小組合作學習的教學之要素有四：教師對全班教學、學生分

組學習、學習評鑑、學習表揚。透過合作學習的全班教學，不同於以往之傳統教

學，其課堂時間不是著重在全班教學，而是小組學習。透過異質性分組、學生互

助合作，注重個別績效，幫助每位學生達成學習目標。(黃政傑、林佩璇，2017) 

本研究之小組合作學習是參考 Slavin 所提出的「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指

教師經過有系統、有策略的設計與安排，依據學生性別、能力，不同學習特質之

學生四到五個人為一組的異質性分組，先透過全班性的講授課文，再讓小組協同

合作、討論與繪製課文心智圖，最後以學習單、作業單、試卷得知孩子個別與小

組的學習狀況加以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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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閱讀理解 

閱讀理解是對文本的理解，是學習國語文的基礎，也是各學習領域的基石。

閱讀理解除了字、詞、讀音的理解，更講究學習者思維的主動性、綜觀全文、分

析、評論文章的能力。在閱讀文章時，可先掌握各段段落大意對文章的文意有所

了解再結合自身的先備知識，對文章賦予新的價值和意義 

本研究之閱讀理解是指學生對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課文之理

解，學生經過研究者一系列之國語教學與學習活動後，其國語文閱讀能力之提升

情形。本研究之學習成就聚焦於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中分段

能力指標，六大能力指標項目：注音符號運用能力、聆聽能力、說話能力、識字

與寫字能力、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六大能力中之第五項：閱讀能力，測驗採王

木榮與董宜俐(2003)所編製的「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作為前後測試題。

本試題是針對六年級學生所設計之測驗，評量六年級學生閱讀理解之能力，透過

閱讀不同文體之文章，理解整篇文章、摘要重點大意、推論與布題之能力，採用

四選一的選擇題形式之標準化測驗。若學生之得分越高則閱讀理解成效越高；分

數越低，則閱讀理解成效越低。 

四、 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是應用研究的一種，為教師針對教學現場的觀察與反思，發現問

題、找出解決問題的策略，進而解決問題。行動研究著重在即時的運用，結合「行

動」與「研究」，教師實踐行動研究之行動如下：精緻化的教學反思、正視理論

的應用過程、建構教育專業實踐理論、自求發展的應用歷程(林生傳，2003)。行

動研究所採用之方法是多元而具彈性的，包含：調查法、實驗法、觀察法等。本

研究即是研究者針對教學現場所發現之問題，針對教學現場之教學困境及學生學

習問題，設計相關之教學活動、教學策略，以解決教學現場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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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在探討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對於國小六年級學生在閱讀理

解能力之影響，研究之設計與進行因研究對象、研究時間、研究工具及研究情境

等有其限制，茲於本節說明如下：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研究者所任教師之班級，新竹市快樂國小(化名)之學

生，本班學生採常態編班，班級人數共 27 名，男生 16 名、女生 11 名。研究者

在進行研究前，先徵詢學生家長之同意，在進行國語文之教學研究課程所蒐集之

資料給予妥善保管，僅供研究使用。 

二、 研究內容 

本研究為探討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的教學，對於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理

解能力之影響。研究對象所指的六年級學生為研究者任教之班級，106 學年度六

年級之學生。小組合作學習乃依照研究者班級學生之學習能力與學習狀況做異質

性之分組。而研究中所指的學習課程內容是以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

為教材；授課範圍為第一次期中評量之評量範圍，選取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

第十二冊，第一課到第七課之學習內容進行教學，實驗教學每週兩節，為期八週，

共十六節。 

研究者將配合教材內容及學生程度及學習狀況，設計心智圖學習策略融入教

學，並使用多元研究工具，包括：心智圖學習單、心智圖評分表；學生訪談大綱、

王木榮與董宜俐(2003)所編製的「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及研究者自編之

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附錄五)等，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以達實驗目的，

對於研究問題有更精確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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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為方法，因研究之人力及時間的限制，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為研究者所任教之班級學生，進行為期八週之研究教學。包括第一階段：六年級

下學期(107.2~107.3)之心智圖之初步練習與認識，及第二階段(107.3~4)：小組異

質性分組結合心智圖教學；然而，各班、各校之學生素質、班級風氣、城鄉差距

及家庭環境等因素，皆可能影響實驗結果不宜過度推論。 

研究課程配合學校進度正常教學，以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之課

文為研究教學教材，以一到七課為教學內容，在教學過程中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

歸納、分析，取得結論。國語文能力之培養，有賴長時間的累積、大量的閱讀，

研究者透過一學期八週所進行之研究，關於學生閱讀理解能力提升與否之推論有

其限制。 

而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工具，如：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附錄五)、心智

圖評分表為研究者針對本研究編製而成，以了解學生在教學研究課程中之能力變

化情形。受限於研究者本身之專業能力，其編制的完整性及信效度須再進一步的

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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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研究主題進行文獻探討，歸納整理有關心智圖教學、小組合作學習

及閱讀理解之相關概念理論，以對研究主題做理論性及實務性之了解。本章共有

三節：第一節為心智圖的概念與運用，第二節為小組合作學習之相關理論與概

念，第三節為閱讀理解之意義與內涵，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心智圖的概念與應用 

教育環境快速變遷，大環境的變革，學會如何思考、學習如何學習，獲得學

習技巧是學習者迫切的需求，心智圖透過視覺化與圖像化的方式，幫助學生發揮

全腦的學習，並獲得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能力(許麗齡、張美英、謝素英，2008)。 

Budd 為近年來心智圖之研究學者，他認為心智圖是學生學習活動中進行探索的

工具，在課堂中運用心智圖創作教學活動，發現透過小組合作討論之創作過程，

有助於學生對學習之了解(Budd，2004)。 

本研究探討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法教學，對於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國語文閱

讀理解之影響，本節對於心智圖之內涵與應用做進一步的探討，使研究者對於心

智圖之內涵與運用更加了解，並將心智圖法充分應用於教學，提升教師之教學專

業與知能。 

一、心智圖的意涵 

心智圖起源於 1930 年代，Korzybski 對普通語意學(General Semantics)之研

究；心智圖之雛形在 1960 年代，由 Collins 研究語意網絡(Semantics Network)所

塑造；而心智圖之成熟，則是出現在 1970 年代，英國大眾心理學家 Tony Buz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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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Your Head》一書中，其根據 Korzybski 語意學之概念，以幫助孩童學習為

目的，而提出心智圖的概念(孫易新譯，2007)。 

人類的學習型態可分為六大類：視覺型、聽覺型、觸覺型、團體型、個人型，

其中視覺型在方便性及實用性上佔極大的優勢。心智圖(Mind Map)是一種視覺化

的圖象，依大腦的思考方式，以圖解的形式，呈現大腦思維過程，是反應大腦思

考模式的視覺化思考工具(孫易新，2014)。心智圖是以放射性思考(radiant thinking)

為概念，其繪製方式與與人類大腦放射性思考模式雷同，是人類心智的展現，有

助於大腦的記憶、創造性思維，可以幫助學習者發揮全腦創意思考和問題解決能

力，為視覺化、圖像化的思考工具，在各學習階段、學習領域廣泛的被使用。 

心智圖能促進創意思考，組織新舊經驗，使我們能快速提取資訊，並能更有

效率的計畫與組織(許麗齡、張美英、謝素英，2008)。1981 年，美國學者提出大

腦的思維方式，左右腦以不同方式思考：左腦掌控語言、邏輯、文字、數字、序

列等之學習；右腦掌控藝術、顏色、空間、影像、顏色等之學習(孫易新，2002)。

透過心智圖可以結合左腦和右腦的特性進行全腦學習，使得左右腦均衡發展。 

心智圖不同於傳統條列式的思維模式，以大腦放射狀的運作模式，使思維不

受侷限，有助於聯想、創意的培養。心智圖結合關鍵字、符號、圖像、色彩，以

網狀之方式將資料組織歸納，有助於加速記憶，提升學習成效，並能提升創造力、

記憶力，展現個人獨特風格(孫易新譯，2007)。心智圖是一種擴散性思考，以一

個主題為中心，再由中心分支擴散，由線條、色彩呈現思考脈絡、架構，以簡明

扼要的關鍵字提升記憶，以放射狀之圖像表現個人思考。（孫易新，2002；羅玲

妃譯，1998）。心智圖是以一個主題為中心，搭配關鍵字、線條、文字、色彩、

插圖等方式，將中心主題具象化，由中心放射狀往外連結相關概念的思維整合

(Buzan & Buzan,1996)。 

綜上所述，心智圖是依大腦之思考模式，為輻射狀結構，將主題置於中央，

分類不同之概念呈現出主概念、次概念等不同階層，結合文字、圖像、色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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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等之放射性思考圖像，具視覺化、統整、精簡等特色，並能充分發揮左右腦

之功能，是一種有助於記憶、思考、創新的全腦學習工具。 

二、心智圖之理論基礎 

心智圖(MindMap)是一種輔助學習的工具，能建構大腦內之圖像，使大腦各

項功能充分發揮。依照大腦的思維方式以放射狀圖像呈現，使大腦的運作更具效

率，有效發揮大腦潛能。心智圖之相關理論包含：多元智能論、建構理論、放射

性思考模式、全腦思考模式，其相關理論基礎分述如下： 

(一) 多元智能論 

美國學者 Gardner 於 1983 年提出多元智能論，Gardner 認為人類能透過八種

智慧進行學習、解決問題、創造，包含：語文、邏輯數學、空間、肢體動覺、音

樂、人際、內省、自然觀察等八大智能。而心智圖之運用，則是使用到多元智能

中的「語文」、「空間」、「邏輯數理」之智能，進行資訊的統整、歸納，以文字、

圖像、色彩之方式繪製出心智圖；再透過「內省」之智能來檢視與修訂，完成繪

製心智圖(Gardner，1983)。 

(二) 建構理論 

建構理論認為知識是建構而成的，強調學習應以學習者為中心，知識是由學

習者根據自身之經驗，結合新的想法主動建構而來。新知識之建構基礎乃在舊經

驗之上，學習者將舊有知識作為基礎，加入新知識並加以統整，使其具有意義，

此一過程又稱為「有意義學習」。建構理論強調學習者為中心，知識是由學習者

根據自身的經驗主動建構而來，而非教學者講述而得。學習者須將舊有的知識作

為基礎，搭配新知識加以統整，使知識更具意義。而心智圖即是以舊知識為基礎，

結合新知識的歷程(Jonassen,2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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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放射性思考模式 

人的大腦在處理各項資訊時，神經元會從中央的細胞核向外分支出樹突狀的

神經細胞軸索，人類大腦的運作模式為放射性思考模式。心智圖是以放射性的思

考模式，仿照大腦細胞的結構及訊息傳遞的過程，其從中心主題向外分枝。心智

圖為放射狀的思考模式，與人類大腦之死考模式及神經突觸傳導過程相似，每一

個概念皆由中心往外放射，並發展出無數的分支，而每一個分支又與中心概念相

關(孫易新，2014)。 

(四) 全腦思考模式 

美國神經心理學家於 1961 年發現人類大腦之左右腦功能不同，左腦負責抽

象思考、邏輯性思考，著重學習方功能，右腦負責具象思考、心向和影像的思考，

著重在創造方面的功能。左右腦掌控不同的活動，若能同時運用左右腦之功能即

能發會最大效益(Gardner，1983)。心智圖正是以全腦之思考模式，結合大腦之左

右腦發揮不同之心智技能。 

三、心智圖的繪製 

心智圖的繪製與呈現並非單一面向，為多元之取向，是個人展現自我風格及

特色之學習筆記，是結合文字、符號、圖像、色彩等要素繪製而成，因此每個人

繪製之心智圖的風格與特色大不相同(林慧珊，2012)。然而，繪製心智圖時仍須

遵循的大方向、原則及注意事項，依循心智圖之繪製原則方能發揮心智圖之功

能。心智圖的繪製規則各學者皆提出不同的遵循規則，繪製心智圖時應將中心主

題至於中央，往外做放射狀之分支，每個分支街與主題相關，讓資訊得以分門別

類，繪製心智圖之核心概念及注意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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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繪製心智圖的核心概念 

心智圖法具四大核心關鍵：關鍵字、分類與階層化的圖解結構、顏色、圖像，

其說明如下： 

1.關鍵字 

心智圖使用的關鍵字，以最能呈現具體概念與圖像的名詞為主，動詞次之，

再輔以形容詞與副詞。每一條枝幹以一個關鍵字為原則，使大腦的思緒更具自由

度、更加縝密，強化思考的深度。 

2.分類與階層化的圖解結構 

心智圖法的思考模式以「樹狀結構」為主，「網狀脈絡」為輔，從中央向四

周延展，依照關鍵字的邏輯結構而分類與階層化的放射性思考(Radiant Thinking)

樹狀圖。從一張心智圖中可以找出關鍵字及其因果關係，進而掌握一主題的所有

資訊和邏輯脈絡。 

3.顏色 

心智圖法的顏色運用，可以區分出不同的主題，並表達出對主題內容的感受

性。在繪製心智圖時應使用三種顏色以上，將同類別之主幹與枝幹以相同顏色呈

現，除了有助於釐清主題內容外，更能啟動右腦的心智能力，激發創造力、強化

記憶力。 

4.圖像 

在繪製心智圖時，在重要之處應加上具代表其意義之圖像，心智圖中運用圖

象之目的為：標示重點所在、提醒目光注意力、強化記憶效果，在重點處用簡單

的方式畫出能表達該資訊的聯想圖。學習者常會因為繪畫能力而感到卻步，認為

好的心智圖必充滿美麗的插圖，如此的觀念並不正確，且目前有所多心智圖軟

體，繪圖能力已不再是問題(孫易新，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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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繪製心智圖的注意事項 

心智繪圖將放射興思考具體化，符合大腦思考之方式，可發揮大腦的潛能。

各個領域，各個學習階段皆適合使用心智圖，以協助我們找出解決辦法、活絡思

緒、促進學習成效。心智圖之特點有四：將主體具體化置於中心，形成中心概念；

從中心概念往四周放射出分支，連接相關概念；分支中的相關概念為一關鍵字，

可再分支出數個次重要概念；所有分支形成連結式的結構(許麗齡、張美英、謝

素英，2008)。孫易新提出心智圖的筆記規則為有五：主題在中心，且運用三種

以上的顏色；使用品質較佳、完全空白的白紙，並將之橫式平放；多元的影像、

色彩及文字的使用；採放射狀的結構層次；要凸顯心智圖的風格、重點而展現個

人特色（孫易新，2002）。Buzan 也曾提出心智圖之繪製原則，其原則有四： 

將主題放置中央，並以具體圖像呈現；依概念由主題往延伸出主幹、枝幹，次要

概念接在高層次概念之後；於枝幹上方呈現關鍵字與圖像；所有枝幹呈現節點狀

結構。綜上所述，繪製心智圖的注意事項有四點，如表 2-1-1 所列： 

表 2-2-1 

繪製心智圖的注意事項 

項次 注意事項 說明 

一 順序 將主題至於中央，並於主題之右上方開始繪製，依順時針的方向往

外延伸。 

二 分類 類別應以四到六組為宜，且類別間的概念不可重疊；上位概念較為

抽象、較為重要；而下位概念相對具體，重要性較低。 

三 線條 應以彎曲、有弧度的線條，仿照大腦放射狀節構，與中心主題連接

的線條要由粗到細，且下位階的線條則逐層變細。 

四 文字 文字書寫方向應由左至右，呈現顏色應與線條一致；而文字的大                                            

小依位階之不同而變化，上位階之文字較大，下位階之文字較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引自孫易新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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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小組合作學習之相關理論 

一、合作學習的基礎意涵 

 合作學習起源自美國，是一種教學策略，藉由結構化、系統化之方式，將學

生依不同能力、性別等因素進行異質性分組，使學生一同討論、學習、解決問題，

以達成小組學習目標，進而提升個人學習成效(黃政傑、吳俊憲，2006)。合作學

習不同於傳統的小組學習，強調的是組員間的互助合作，個人都應承擔學習責

任，共同協助小組完成學習目標；合作學習可促進學生的合作能力，包含知識、

技能、情意等方面，並可促進全班學生的學習成效(黃政傑、林佩璇，1996)，透

過同儕、學習者、教學者間的對話、互動和溝通，可幫助學習者習得更多的技能，

明確了解自身觀念是否正確。合作學習包含五項基本要素：積極相互依賴、面對

面的積極互動、個人的績效責任、社會技巧、團體歷程(Johnson & Johnson,1989)。 

 合作學習的特質包括：異質性分組、積極互賴、面對面的助長式互動、強調

個人和團體的績效責任、團體歷程、重視社會技巧。教師在教學前應將學生依能

力、性別背景分配至不同組別中，並建立各小組積極互賴、休戚與共的精神，學

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彼此協助、鼓勵，以達成個人目標及小組共同目標。小組合作

學習的成功在於每位學生之成功，注重學生個別表現，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不僅

能讓學生學會學業上的知識，也能讓學生習得人際互動的技巧。合作學習具有六

個特質：異質性分組、積極互賴、面對面的助長式互動、評鑑個人學習績效、人

際技巧、團體歷程(黃政傑、林佩璇，1996)。 

綜上所述，小組合作學習是以學習者為中心，透過結構化、系統化的教學，

強調學生間的互動與主動學習，使異質性的小組學生在合作的過程中達成學習目

標及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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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學習的相關理論 

合作學習理論基礎奠基於建構論、社會學與心理學，其中社會學的觀點包

含：接觸理論、社會相依理論；心理學的觀點包含：認知發展理論、行為學派的

學習理論，以下分述三項合作學習相關理論： 

(一) 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認為知識是透過個體與外界不斷接觸後所建構出來的，學生若有更

多元的觀點、既有的知識更豐富，則有利於新智識之討論與思考(游惠美，2006)。

建構主義強調知識是由個體自我建構，每位學生為獨立的個體，會進行自我的思

考，主動詮釋、建構知識(林生傳，2002)。雖然建構主義強調知識是由個體主動

建構而來，然而他人的意見與想法也深深影響到個體建構之知識，善用同儕的力

量、彼此討論合作學習，有利於新知識的學習。 

(二) 認知學習理論 

認知學習理論源自於「社會認知衝突學說」、「社會建構論」。「社會認知衝突

學說」是由 J.Piaget 所提出，認為認知發展過程有三：同化、調整、平衡，個體

在社會互動的歷程中，因認知的衝突與失衡，為求認知重回平衡，個體會藉由同

化與調適重組舊有的認知基模。 

在小組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學生透過討論與互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認知失

衡，可促使學生重組認知基模，使學生之基模趨於精緻(King,1989)；而「社會建

構論」為 Vygotsky 所提出，其論點中之「近側發展區」即是學習者潛在能力與

實際能力的差距。實際能力是指個體能獨自解決問題的能力；潛在能力是指個體

經由成人或能力較佳之同儕的協助下，可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透過他人與環

境之影響，在小組合作學習的情境中有如搭鷹架一般，在異質性組組中因不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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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學生相互引導與協助，使學生之潛在能力與實際能力之差距更為縮小與拉近

(于富雲，2001)。 

Piaget 的「社會認知衝突學說」與 Vygotsky 的「社會建構論」的共同點皆指

出學生間的互動與討論，能提升其學習、激發不同觀點與想法，使學生獲得更佳

的學習成效。 

(三)動機理論 

 動機影響學習結果，其本身亦受學習結果影響(Gordon, & Riger,1989)，動機

理論包含需求理論和內在動機論： 

 需求理論認為人具有基本的心理需求，若能提供滿足這些基本需求的機會，

將能提升學習動機。在合作學習的環境下，組員間的溝通與討論、分享與互動能

提供與人互動、尋求歸屬感的基本需求。合作學習強調個人承擔責任、小組組員

互相依存，使學習者透過溝通互動滿足人的的心理需求，進而維持學習動機、提

升學習表現。 

 藉由提供新訊息，讓學習者發覺自身的知識體系是不完整的，則有助於提升

內在動機及好奇心(Malone & Lepper,1987)，合作學習透過組員間的互動、面對面

的接觸，能讓學習者重新審視舊有的知識結構(Brown, Collins & Duguid,1989)，

有助於學生引發好奇心，提升學習動機。 

三、合作學習的模式 

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發展於 1960 年代，已將抽象之理論轉化為具體的教學

模式與策略，1970 年代以後，合作學習蓬勃發展，並著力於建構合作學習的環

境及實施流程，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發展至今已有數十種(謝岱玲，2013)。合作

學習有利於學生高層次的思考、提升問題解決的能力，並能營造安全輕鬆的學習

環境，減輕學生之學習焦慮。合作學習主要的教學策略有：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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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圖法、團體探究法(吳曜明，2005)。教師在進行合作教學時應考慮學生之學習

背景、教師之教學經驗，選擇最適合的合作學習教學策略。 

(一)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 Teams and Achievement Divisions；簡稱 STAD)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AD)為典型的合作教學，是 Slavin(1978)所提出，是

最容易實施、上手的一種合作學習模式，適合初次使用合作學習法教學之教師使

用。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依據學生過去的學業表現、能力、性別、種族等，採異

質性分組，每組學生約四至五個人，使每一組的組員有最大的差異，每一組之結

構類似於班級結構。其教學步驟為：全班授課、分組學習、學習評量、個人進步

分數、小組表揚(林佩璇，1994)。 

教師先進行全班性的授課，介紹課程內容，再依照學生學習成就、學習狀況

及學生特質進行異質性分組，透過同儕合作式的學習達成小組學習目標；接著，

透過學習評量評估每一位學生之學習狀況及透過前後測評量得知學生個人進步

分數；最後，每週表揚優秀小組及學生。因此，小組成就區分法著重於所有成員

皆能精熟學習教材，透過同儕之討論與協助達成學習目標。 

(二)拼圖法(Jigsaw) 

 拼圖法是由 Elliot A.所提出，拼圖法的特點就如同拼圖一樣，依據教材分成

數個專家主題。將各小組組員分配到不同專家小組精熟某部分教材，回到原小組

報告所學，教導其他成員，以增進組員間的相互依賴(Aronson,1978)。每位學生

先是與專家小組的組員討論、學習，再以講述者與教學者的角色(Richard & 

Ann ，2010)。拼圖法適用於概念性的學科，教師可以單元、章節為單位設計「專

家單」，引導學生閱讀、研究，透過專家小組討論出的結果，帶回原小組指導小

組成員精熟學習教材(Steinbrink & Stahl, 1994)。 

Slavin(1986)將拼圖法加入「小組獎勵結構」、「進步分數」等要素，以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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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組員間的相互依賴，強調分工合作、成果的分享，而成為「拚提法第二代」

(Jigsaw II)。拼圖法第二代之教學步驟為：全班授課、分組學習、學習評量、小

組表揚。「拼圖法第二代」與上述「小組成就區分法」之教學流程最大的不同在

於分組學習的階段，拼圖法第二代之小組學習是將學生分成兩種小組學習方式：

專家小組、原小組。學生依被分配到的課程內容進行專家小組的討論，使學生精

熟其負責之主題，再為到原小組擔任指導者的角色，將自己所學加以講述出來。 

(三) 團體探究法(Group-Investigation, G-I) 

團體探究法是根據 Dewey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而發展出來的，團體探

究法之分組採隨機分配，其分組之依據為學生共同感興趣的主題，並提供學生多

樣化的學習經驗。小組成員藉由探究同一個主題，透過分工、研究、綜合成果，

在進行全班報告。團體探究法強調組內的分工及團體的分享，其成績評定的依據

為小組報告的品質及其團體表現(Sharan & Sharan,1976)。團體探究法為高結構的

一種教學方法，有四個主要特性(簡妙娟，2003)： 

1、 將學生依興趣分組，各小組有不同的研究主題。 

2、 組員相互依賴分工合作，完成教師提供之多元學習作業。 

3、學生蒐集資料、主動學習、多項溝通，共同進行計畫、協調、評鑑、分析與 

    統整活動。 

4、教師採用間接的領導方式，透過溝通與輔導的方式引導小組學生學習、探究。 

教師運用團體探究法進行教學時，事前的準備相當重要，教師必須從教材中

挑選適合學生探究的主題，進而設計與主題相關的作業，再引導學生合作學習，

對主題進行探究。團體探究法著重學生參與活動的內在動機，而非以團體獎勵作

為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團體探究法之教學階段有六：決定次主題並組成研究小

組、小組計畫探究活動、小組進行探究、小組計畫成果發表、小組向全班發表探

究成果、師生共同評鑑計畫(張世璿，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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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閱讀理解之意義與內涵 

一、 閱讀理解的意義 

閱讀能力是學習國語文的基礎，也是各學習領域的基石，良好的閱讀能力能

提升對於課程內涵之理解。閱讀理解是雙向的互動模式，是以個人先備知識為基

礎進行解碼，為高效解碼的結果(莊景益，2007)。閱讀理解除了字、詞、讀音的

理解，更講究腦部認知、思維的主動性、綜觀全文、分析、評論文章的能力。在

閱讀文章時，可先掌握各段段落大意對文章的文意有所了解再結合自身的先備知

識，對文章賦予新的價值和意義(黃秀莉，2010)。 

二、 閱讀理解的層次 

閱讀理解的層次中共通的概念即是對文本的理解，著重文本之字、詞、義的

學習，並以此為基礎達成句子、段落、篇章之理解，是一種複雜而動態的心智活

動。透過文章表層文意之理解、解碼字面意義，進而達到對文章事實的理解(董

宜俐，2003)。閱讀理解以理解文本文基礎，依據不同的目標可分成以下三個層

次： 

1、 字義理解 

字義理解是指對個別字彙的理解，進而解釋句子之意義，包含「字義取得」、

「語法分析」兩個過程，閱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彙集各種字義組合形成有意義的

理解，進行文本知識的活化，選擇適合的情境賦予意義。 

2、 推論理解 

讀者依據文章的訊息、語境、文章脈絡，先將文章中陳述性的概念加以統整，

接著，透過摘要歸納總結文章大意。最後，讀者將文本中的訊息連結自身先備經

驗，推論文章背後蘊藏之涵義，推論理解可使讀者對於文本有更深入的了解，建

構文章完整的意義。讀者需具備先備能力、舊有經驗，了解文章隱含之意，並整

合文意及訊息進行統整與摘要，推論新舊訊息，使文章產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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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摘取要旨 

讀者擷取文本全篇或各段落之原意，了解各段所要強調的概念、理解文章之

中心思想，為理解閱讀教材的監控過程。摘取要旨具備正確性的答案，有明確的

評量標準。 

三、閱讀理解的模式 

 閱讀，最終的目的在於理解文章，閱讀理解有三大模式：「由下而上」、「由

上而下」、「雙向互動」。 

1、「由下而上」模式 

「由下而上」的閱讀模式又稱為「資料導向模式」、「文章本位模式」，是部

分到整體的歸納：先以字、詞為基礎，對句意、段落的理解，再推展示全文的理

解；先由語言中較小的成分擴展至較大的部分之了解。讀者先是由字詞獲得訊

息，再透過句法與語意的理解，進而達到文章意義的理解，屬於一般閱讀、傳統

的教學模式，主張文章所提供的訊息優先於讀者既有的先備經驗，透過字的組合

便能理解文章。 

2、「由上而下」模式 

「由上而下」的閱讀模式又稱為「讀者本位模式」、「概念區動模式」，強調

閱讀是一個主動選擇的過程，是以讀者的舊經驗、先備知識為基礎，對文章做意

義化的理解。讀者根據對閱讀主題的認知結構進行假設、預測、理解文意，接著，

透過文章的上下文認字。閱讀文章時不需理解文章中每個詞彙，藉由讀者的背景

知識、舊經驗，進行文章的假設與預測，過程中對文意不斷的選擇、組織，而理

解文章(McCormick,1995)。 

3、「雙向互動」模式 

「雙向互動」的閱讀模式又稱為「交互模式」、「互動模式」，此模式結合「由

下而上」、「由上而下」之模式，強調閱讀的歷程是由字彙的解碼、文意的預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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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進行。閱讀文本與讀者先備知識缺一不可，在閱讀時讀者的知識及生活經驗之

運作結構，文章以文字、符號提供讀者刺激，透過溝通連結閱讀材料的內涵，使

讀者對文章賦予新的詮釋，做建構式的理解(張必隱、彭聃齡，1999)。在閱讀時，

應先採取「由下而上」模式，專注在閱讀文本中，先進行字義的解碼；而後再採

取「由上而下」模式，針對閱讀內容進行假設、預測，以利於文章的理解。 

 認知與學習理論學者多認為學習是一種建構的歷程，個體在群體中透過互動

的方式建構知識，強調個體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個體和群體的互動，有別於傳統

教學法之教師講述、字詞意的理解(柯華葳，2004)。現代化的閱讀教學在「社會

戶動」上有較多的著墨，教學過程中以對話和互動為主，透過同儕間、師生間、

小組間的分享與溝通，使意見得以交流。閱讀理解的教學為活化、有意義的文章，

建構文意的歷程。 

第四節 心智圖教學與小組合作學習之相關研究 

近年來，心智圖教學與小組合作學習應用於各領域教學之相關研究為數眾

多，在眾多研究中探討其運用於教學成效之成果豐碩：許多研究結果皆呈現心智

圖教學與小組合作學習在各個學習領域皆有不錯的成效，大部分結果顯示其有助

於提升學習成效、學習動機等。 

本節將心智圖教學及小組合作學習之相關文獻進行歸納與整理後，針對其相

關研究文獻進行整理與說明： 

一、心智圖教學應用於各學習領域之相關研究 

近年來，心智圖在國內廣為使用，綜觀國內文獻，心智圖運用於各學習領域

及各年齡層皆有廣泛的研究，大多數的研究成果皆顯示心智圖對於學習成就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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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錯的提升，表 2-4-1 為 2016 年國內學者研究心智圖應用於各學習領域之相關研

究。由下表顯示心智圖能融入各個學習領域，包括：國語文之寫作教學及閱讀理

解教學、英語閱讀教學、社會科教學、藝術與人文之歌劇欣賞教學等，大部分之

研究結果皆顯示心智圖融入教學能提升學生之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對於教師之

教學及學生之學習是很有幫助的。 

 

表 2-4-1 

國內心智圖應用教學之相關研究 

編號 研究者 研究題目與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1 陳雅琦 

(2016) 

繪本結合心智圖應用於國小

中年級寫作教學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法) 

中年級 

42人 

心智圖教學歷程 

寫作興趣提升 

寫作表現提升 

2 賴桂琦 

(2016) 

心智圖教學法對國中社會領

域公民科學習成效之影響 

(準實驗研究法) 

八年級 

58人 

學習動機提升 

學習成效提升 

3 楊育欣 

(2016) 

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策略在

歌劇欣賞教學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法) 

五年級 

音樂班 

設計教學課程 

解決教學困難 

學習成效提升 

4 吳祺聖 

(2016) 

運用心智圖與合作學習於國

小四年級社會科教學對學習

影響之研究 

(行動研究法) 

四年級 具可行性 

能學生提升專注力、

學習成效、學生共學

能力 

能提升教師教學能力 

5 陳麗蓉 

(2016) 

數位閱讀教學結合心智圖法

對國小二年學生閱讀理解學

習成就和閱讀動機影響之研

究 

(準實驗研究) 

二年級 

57人 

提升學習動機及學習

成效 

6 鄭惠雯 

(2016) 

運用心智圖於寫作教學對六

年級學童寫作動機與寫作表

現之影響 

(準實驗研究法) 

六年級 

27+29人 

提升學習成效 

學生給予正面肯定 

心智圖繪圖佳 

寫作表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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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研究者 研究題目與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7 俞琪瑤 

(2016) 

 

心智圖法於國小五年級社會

領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

研究 

(準實驗研究法) 

五年級 提升學習動機及學習

成效 

8 黃婉青

(2016) 

心智圖法對國中七年級生國

語文學習成就及寫作能力影

響之研究 

(準實驗研究法) 

 

七年級 

54人 

未能提升國語文學習

成就 

能提升寫作能力 

心智圖法對於國 中

國語文領域學習是有

幫助的 

9 李宛錡

(2016) 

運用心智圖法於國小音樂欣

賞教學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法) 

五年級 

 

結合心智圖課程設計 

學習興趣擴散思考正

向影響 

教學策略解決困境 

10 郭文玲

(2016) 

應用心智圖於國中寫作教學

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法) 

七年級 寫作教學歷程 

提升寫作能力、態度 

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11 蕭卉妤

(2016) 

心智圖運用於國中藝術鑑賞

教學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法) 

八年級 

32人 

提升學生自信心及成

就感、專注力、學習

動機 

 

12 劉倩伶 心智圖應用在國中國文閱讀

教學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法) 

八年級 

33人 

提升閱讀理解能力、

學習動機及樂趣 

增進教學專業知能 

13 王蕙萍

(2016) 

心智圖法應用於國中英語閱

讀教學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法) 

七年級 

27人 

教學設計與規劃 

實施困境與因應對策 

課堂學習行為之改變 

14 高鶴綺

(2016) 

 

心智圖法融入閱讀教學之研

究--以國中八年級國文學習

低成就學生為對象 

(準實驗研究法) 

八年級 

25人 

提升低成就學生閱讀

能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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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智圖教學於國小國語文領域之相關研究  

心智圖是以放射性思考的圖解組織，是一種有組織、有條理的學習工具，運

用心智圖教學有助於提升國小學生國語文領域之學習成效。針對心智圖運用於國

小國語文領域之教學研究，茲舉例如下： 

陳雅綺(2017)透過行動研究法以國小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繪本結合

心智圖的寫作教學對中年級學生的寫作興趣及作品的主題思想與組織結構的表

現，研究結果顯示學生作品之主題思想及文章結構表現良好。陳怡秀(2017)以彰

化縣國小兩班常態編班之學生進行準實驗研究，探討心智圖教學法融入識字教學

對學生識字能力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心智圖融入識字課程有助於提升學生的識

字量。陳麗蓉(2017)以國小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採準實驗研究設計，探討心

智圖結合電子繪本教學對於學生閱讀理解及閱讀動機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實驗

組與控制組在「繪本閱讀理解測驗」、「閱讀動機調查問卷」有明顯的差異。 

歐玫琴(2016)以國小二年級學童兩個班級為研究對象，採用行動研究法探討

心智圖於國語文閱讀教學之策略對學童閱讀理解及摘要能力之影響，研究解果顯

示學童使用心智圖有利於組織課文重點及增進具體化思考，並能有效輔助口說課

文摘要。田于軒(2015)以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使用準時驗研究法探究國小六

年級學童心智圖學習對國語文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經心智

圖融入國語文教學後，實驗組學生之國語文學習成就優於傳統教學組之學生。 

 綜合上述的研究可發現，心智圖教學融入國小國語文領域之教學具可行性，

並能提升學生國語文領域之學習成就，其有助於提升學生之識字量、培養寫作之

主題思想及文章結構，並有助於提升閱讀理解之能力，因此本研究嘗試以透行過

研究之方式融入國語文領域之課文理解教學，藉由教學之歷程、研究者之省思與

發現，將研究結果作為國語文領域課文理解教學之參考與改進。 



 

28                    

 

(續下頁) 

三、 小組合作學習應用於各學習領域之相關研究 

小組合作學習為教學現場廣為使用的教學方法之一，綜觀國內文獻，小組合

作學習廣泛的運用於各個學習領域及各學習階段。大多數的研究成果皆顯示小組

合作學習能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表 2-4-2 為 2008 年至 2016 年國內

學者研究小組合作學習應用於各學習領域之相關研究及有關小組合作學習之個

案研究。由下表顯示小組合作學習之融入教學適用於各個學習領域，包括：數學

學習領域、國語文學習領域之寫作教學、自然科學教育等，大部分之研究結果皆

顯示小組合作教學融入融入各個學習領域，有助於提升學生之學習興趣，促進學

生主動學習，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並提升學習成效，有助於教師之教學及學生之

學習。 

 

表 2-4-2 

國內小組合作學習應用教學之相關研究 

編號 研究者 研究題目與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1 吳韶康

(2016) 

運用小組合作學習促進南台

灣地區國中八年級學生數學

學習成效之研究 

(準實驗研究法) 

八年級 

57人 

自我效能、主動學習

策略、成就目標皆提

升 

促進學生主動學習、

提昇學習興趣 

2 范雪芸

(2014) 

運用小組合作學習於國小二

年級看圖寫作教學之行動研

究 

(行動研究法) 

二年級 

15人 

學習動機提升 

學習成效提升 

3 蘇柏瑎

(2012) 

小組合作學習融入傳統教學

對國三學生自然科學習態度

與學習成就影響之研究 

(行動研究法) 

 

 

九年級 

二個班 

學習動機提升 

學習態度提升 

學習成就提升 

多數學生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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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研究者 研究題目與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4 廖紋章

(2011) 

透過資訊融入小組合作學習

以增進國小學童科學探究能

力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法) 

六年級 

三個班 

學業成就高者進步明

顯，學業成就低者進

步不明顯 

教師與學生互動增

加，有助於解決學 

生探究之困境。 

5 吳怡珣

(2011) 

運用 GS平台支援小組合作學

習於新詩寫作之研究 

(準實驗研究) 

高中一年級 

35人 

提升學習成效 

提高在創作上的興趣

與動機 

6 李麗華

(2011) 

小組合作學習對國小四年級

學童數學解題讀寫能力影響

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法) 

四年級 

33人 

提升學生讀題能力 

提昇答對率及書寫的

精緻度 

提高學生學習層次 

7 徐連梅

(2008) 

 

師資培育課程應用小組合作

學習促進學生自主學習成效

之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法) 

大學師資培育

的學生 

促進自主學習能力 

提升團隊能力、專業

能力、基本能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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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在探討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法教學對於國小六年級學童國語文

閱讀理解之影響，本研究設計採行動研究法，依據上述之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文獻探討，進行研究之設計。本章即針對研究之設計與流程加以說明，共有六節：

第一節為研究設計，第二節為研究場域，第三節為研究對象，第四節為研究流程，

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與分析，第六節為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法，行動研究為應用研究的一種類型，由教師或行政人

員等透過研究以解決特定問題，行動研究著重在及時的運用，針對情境中的問題

而為(王文科、王智弘，2016)。行動研究是結合「行動」與「研究」，透過實務

工作者的實際行動與研究縮短理論與實務的差距，以改善實務工作上的品質。換

言之，行動研究著重在實務工作者一面行動，一面研究，從行動中尋找問題、發

現問題，進而解決問題，追求進步(蔡清田，2013)。本研究之實務工作者為教學

第一現場之教師，教師即研究者，乃教師針對教學實務工作上所發現之問題進行

研究，進而解決教學現場之問題，提升教師教學專業。 

一、教學課程設計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研究步驟依循計畫、行動、觀察、省思和修正來進行，

將研究方法運用在教學情境中，以解決教學現場所面臨的問題。在課程設計上以

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課程範圍為第一次期中評量，第一課到七課

課文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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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實驗教學分為兩個教學階段：第一階段之教學時間為期四週，每週

二堂課，每堂課四十分鐘；課程範圍為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第一到

三課；第二階段之教學時間為期四週，每週二堂課，每堂課四十分鐘；課程範圍

為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第四到七課。 

第一階段之教學策略與流程以課文內容深究為重點，融入心智圖，使學生對

於心智圖的基本概念與運用技能有一定的基礎；第二階段輔以小組合作學習之方

式進行課文之討論、透過小組合作繪製出心智圖並加以發表，期望能將小組合作

學習融入心智圖教學，使每一位學生皆在同一個起點，共同思考解決問題，以提

升學生之學習能力，藉此提高學生之思考層次及問題解決的能力，並營造安全輕

鬆的學習環境，減輕學生之學習焦慮，使其對於課文之閱讀理解能有所提升，以

達到學生之學習成效，其研究架構圖如下：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心智圖教學法 

小組合作學習 

教材 
閱讀理解

能力 
+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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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編寫教案作為教學活動的依據，設計教學學習單、前後測試卷，及擬

定訪談大綱，藉由課程內容之設計，結合小組與心智圖之教學活動，了解學生之

學習情形，作為教學活動改進的依據，依學生實際學習情形作課程上的調整與變

更。在一系列的教學研究課程中，研究者持續蒐集資料，包含：學生訪談資料、

教學現場錄影、學生之回饋單、教師觀察記錄表、教學省思札記等，藉此了解孩

子在學習過程中的狀況；並利用研究者自編之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附錄五)

及王木榮與董宜俐(2003)所編製的「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進行測驗，透

過量化之方式了解孩童之國語文領域之學習成效及閱讀理解能力是否有所提升。 

在一系列的教學研究中，不斷的觀察學生的學習狀況，並掌握學生的個別差

異隨時給予協助、提醒。在教學研究的過程中，依照教學現場之狀況、學生之學

習表現來調整教學活動與教學流程，以達到良好的學習成效。此外，不斷的與指

導教授進行討論，以找出教學研究現場所面臨之問題與盲點，進而加以改進；並

與同儕教師共同備課、教室觀課，以提升自我在教學專業上之知能，並作為日後

教學上的參考。 

二、教學實施流程 

本研究透過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進行研究教學，採兩階段之研究教學：

第一階段教學為期四週，共八堂課，課程範圍為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

冊第一到三課；教學目標為透過教師引導學習，使學生熟稔心智圖之繪製規則及

技巧並理解課文內容及閱讀技巧。 

第二階段之教學為期四週，共八堂課，課程範圍為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

第十二冊第四到七課，本階段之教學目標是以第一階段為基礎，加入小組合作學

習，引導學生針對課文內容進行小組討論，透過小組合作繪製出心智圖並加以發

表。第一課到第七課之課程名稱及內容簡介如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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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課次及教學重點 

週次 課次 教學重點 

一 前導教學 1. 認識心智圖 

2. 實施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前測 

3. 異質性分組 

二 第一課 

不可以翻魚 

1.從課文中提取關鍵字、分類歸納 

2.教師引導歸納，並示範繪製心智圖。 

三 第二課 

橘化為枳 

1.熟悉心智圖的繪製技巧及步驟。 

2.教師引導歸納，並示範繪製心智圖。 

3.獨立完成部分心智圖。 

五 第四課 

我不和你談論 

1.小組合作討論完成心智圖。 

2.上台報告小組心智圖作品。 

3.小組自評與互評。 

六 第五課 

留得枇杷聽鳥鳴 

1.小組合作討論完成心智圖。 

2.上台報告分享小組心智圖作品。 

3.小組自評與互評。 

七 第六課 

樹的語言 

1.小組合作學習完成心智圖。 

2.上台報告分享小組心智圖作品。 

3.小組自評與互評。 

八 第七課 

收集喜悅 

1.小組合作完成心智圖後上台報告心智圖作品。 

2.小組自評與互評。 

3.實施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後測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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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場域 

本研究以研究者任教之學校為研究場域。本校位於新竹市區，已創校 65 年。

班級數共有 84 班，有普通班 79 班、集中式特教班 1 班、幼兒園 4 班，為常態編

班，學生人數約有 2300 多人，是新竹市學生數最多、班級數最多的小學。 

進行行動研究教學地點為研究者任教之班級教室，教室設備上有單槍投影

機、電腦、網路設備。參與本研究的學生為研究者任教之班級學生，為六年級學

生共 27 名，男生 16 人，女生 11 人。本研究分為兩個研究教學階段：第一階段

之教學策略與流程以國語課文內容深究為重點，融入心智圖，使學生對於心智圖

的基本概念與運用技能有一定的基礎；教師藉由全班性授課之方式聚焦於心智圖

融入國文閱讀理解之教學，逐步介紹心智圖的特色、功能與用法，並引導孩子逐

步的個別完成心智圖。 

本階段之教學目標為教師引導，學生透過個別學習能認識心智圖並熟悉心智

圖的繪製技巧，進而理解課文內容。因考量上課秩序因素及學生之專心度，本階

段之教室座位是以學生個別之座位進行設計，第一階段教學教室之規劃與小組之

配置情形如圖 3-2-1 第一階段教學教室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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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1 第一階段教學教室配置圖 

 

第二階段之教學是以第一階段為基礎，再輔以小組合作學習之方式進行課文

之討論、繪製出小組之課文心智圖並加以發表。因此，本階段之座位配置圖須以

小組討論之方便性做考量。 

教師依據第一階段學生之上課情形及繪製心智圖之表現，依據學生之學習能

力、性別及個人特質進行異質性的分組，使各小組學生皆有不同學習能力之學

童，而組間的學生能力平均。全班共分成六組，每組約 4 到 5 個人，座位安排以

小組座位之安排以利於學生討論、合作學習，使學生皆有充分發言的機會，樂於

積極參與討論。教師在課堂中進行小組巡視，關照每一位孩子，隨時掌握學生之

學習狀況。教室之規劃與小組之配置情形如圖 3-2-2 第二階段教學教室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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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是新竹市快樂國小(化名)六年級學生，學校在學生四年級

升五年級時採常態編班，班級學生呈現個別差異，學習成就呈常態分佈。研究者

在進行國語文教學時，發現班級學生在閱讀課文時無法掌握課文重點，且無法自

行歸納統整出課文之段落大意及全文大意。由課堂中教師的提問及學生的回饋中

發現學生對課文之理解與推論不甚熟稔。隨著課程難度之提升，課文內容與份量

逐漸擴充，班級之國語科之學習狀況逐漸趨向雙峰分布，在六年級上學期國語學

習領域之學習表現佳之學生有 5 至 7 個人，而學習表現弱者有 5 人。因此在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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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第二階段教學教室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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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行中需要注意孩子個別的學習狀況，並注意教學節奏，使班上學生皆能跟上

教師的教學進度。 

二、研究者背景 

研究者畢業於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目前任教於新竹市快樂國小(化名)，任教

年資約有四年。研究者在任教期間大多擔任高年級導師，所教授之科目以國語、

數學為主，對於國語之教學有深厚的興趣，進行本研究時，研究者所帶領的班級

為六年級之學生，也是研究者正式教師生涯之第四年。 

研究者接任本班學生之初，為學生經過常模編班後之五年級學生，研究者帶

領本班已有一年多之久，對於班級學生之特質與學習狀況有一定的了解。除了研

究者本身對於國語文教學之興趣外，研究者發現班級學生在國語文學習上所遭遇

的困境及教師在教學現場所發現的問題。為改善教學場域所面臨的問題，透過行

動研究教學者及研究者之特點，設計出一套結合小組合作學習與心智圖教學策

略，融入班級國語文教學。在教學研究之實施的同時，不斷改進教學過程中所面

臨之問題，進行對話與反思，增進自我在國語文教學之教學專業知能。 

三、同儕教師 

同儕教師為研究者同學年之教師，也是本行動研究之觀察教師，其任教年資

約有 12 年，任教期間擔任過導師、行政及科任教師。同儕教師為同學年的老師，

對於課程內容及學生認知發展階段相當熟稔，透過彼此的互動與交流，在共備的

過程中提升對於課程的掌握度，察覺學生之學習狀況，是研究者在進行研究過程

中的諮詢、討論之對象。同儕教師不僅在教學方面有相當的經驗，能依課程內容

設計不同教學活動，且在帶班、與孩子互動的班級經營具有理想及熱情。藉由同

儕教師豐富的教學經驗及客觀的角度，透過教學活動之觀察，指出研究者在教學

上的優缺點，作為研究者在教學上之反思與精進之依據。 



 

39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在探討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對於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理解

之影響，配合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課文內容進行實驗教學，期望透

過行動研究之方式，發現並解決學教學現場之問題，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讓學

生在國語文領域的學習上能提升文本閱讀的能力、心智圖法的繪圖能力及統整能

力；在教師方面，期望能提升教師之教學專業知能，增進教師國語文之教學能力，

運用小組合作學習與心智圖法結合之教學策略，提升教師之教學專業。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先後次序為：準備、發展、行動。在準備階段中，研究者

在教學現場中發現問題、分析教學現況，進而針對教學現場之問題及其相關議題

蒐集資料，研擬行動研究主題。接著，在發展階段中，則是進行課程與教學活動

內容的設計，研究者針對教材內容及學生學習特質設計一系列的教學活動，並發

展評量工具。最後，於行動階段中實際進行研究教學：在課堂中先融入心智圖教

學於國語文課文教學，再結合小組合作學習與心智圖教學於六年級國語文課文教

學。最後將蒐集到的資料整理與撰寫，為行動研究，規劃、行動、反省、修正的

研究過程，研究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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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階段─確定主題(106.2~106.9) 

 研究者為現職教師，有感於大環境知識之快速產出，有效學習及自主學習的

重要性；國語文為各學習領域之基礎學科，語文知識越豐富，則知識視野越寬廣。

國際間各項評比也凸顯出閱讀能力之重要性；而在研究者之現學現場中發現學生

對於國語文領域之學習，面對龐大的知識及抽象的概念，以過去傳統教學、提問

及講授的方式，學生對於課文之理解之成效與國語文學習的興趣明顯低落，班級

學生呈現個別差異，並逐漸趨向雙峰現象。為提升學生國語之閱讀理解之能力，

因此研究者期望能夠過心智圖融入國語課文教學。 

發現問題、分析現況 

蒐集資料、擬定研究主題 

實施教學 

資料蒐集與分析 

撰寫研究成果 

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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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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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階段─設計教學活動及評量工具(106.10~107.2) 

在確定主題後，研究者開始蒐集小組合作學習、心智圖與閱讀理解方面的相

關文獻，並依照文獻所得設計國語文教學活動的課程計畫，撰寫課程教案，對於

課程流程、時間的安排、同儕教師的觀課以及研究工具的實施皆加以設計及規

劃。在研究教學中所必須使用到之工具，包括：心智圖學習單、國語文領域學習

成就測驗、心智圖評分表等，也將於此階段一併設計、產出。 

三、 行動階段(107.2~107.6) 

(一)第一階段教學─心智圖法融入國語文課文教學(107.2~107.3) 

研究者經由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結合學校課程進度及課程教材，依照國民小

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課文進行心智圖融入課文教學。此階段之教學內容為

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第一課至第三課之課文，進行為期四週的第一

階段教學。在進行本階段教學前，研究者於 107 年二月進行「國小學童中文閱讀

理解測驗之前測」，以了解學生在尚未進行研究教學前其閱讀理解之表現情形。 

針對此第一階段之研究教學，研究者根據課程內容及學生能力設計一系列之

教學活動、依照課程編寫教案進行心智圖融入國語課文教學，本階段之教學目標

為：使學生對於心智圖之原理原則有初步的了解，透過教師示範與引導，學會如

何提取重點、統整課文內容，使學生對於心智圖之繪製更加熟稔。 

在教學過程中研究者持續蒐集此階段教學，學生之課文心智圖筆記、回饋

單、教學者之教學觀察記錄表、教學省思札記、學生訪談。最後，針對此階段之

教學進行反省與修正，審視教學活動設計是否恰當，依據學生之學習狀況及教師

教學過程中所面臨之問題加以調整改進，改變與使用不同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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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階段教學─結合小組合作學習與心智圖於國語文課文教學 

(107.3~107.4) 

依據前一階段教學流程與學生學習成效，審視教學者教學活動與設計之適切

性，並進行調整。本階段之教學目的是讓學生於前一階段之教學活動中，加入小

組合作學習。讓心智圖融入國語課文之教學活動加入小組合作學習之要素，依照

學生前一階段之學習程度加以分組，透過異質性分組，使得不同能力之學生針對

課文進行討論與分享，提升學生對國語課文之理解。 

教師將學習之責任逐漸下放至學生身上，讓學生在教師的引導及學生間的合

作中，學會找尋課文中的重點與關鍵字，加以統整與分類，逐步完成課文心智圖。

期望透過學生間的對話與交流，提升學生國語領域之閱讀理解能力；並在討論與

繪製課文心智圖的同時，對於課文有更深一層的了解，進而提高思考層次。本教

學階段實施完畢後，於 107 年 4 月 10 日進行「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於

107 年 4 月 21 日進行「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後測」。 

(三)資料整理與撰寫(107.5~107.6) 

研究者根據第一教學階段心智圖融入課文教學，及第二教學階段小組合作學

習融入心智圖課文教學，所蒐集到的質性資料及量化資料，根據研究目的及待答

問題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以了解研究者實施研究教學之成效，利於後續撰寫

行動研究之分析討論與結論建議。 

透過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期能清楚呈現教學現場實施之真實狀況，了解教師

在研究教學中所遇到之困難及英應策略，學生接受此研究教學之學習感受，以及

運用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對於學生之閱讀理解能是否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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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是以行動研究進行國語文領域教學，行動研究之資料的蒐集是非常多

元的，在教學研究過程中蒐集相關資料，包括：教學時的錄影、教師省思日誌、

閱讀理解前後測、國語文領域成就測驗(附錄五)等質性與量化資料。在教學過程

中隨時修正研究者的教學策略與流程，並進行資料的歸納與分析。 

一、蒐集資料 

(一)質性資料的蒐集 

 本研究所蒐集到的質性資料包含：教學省思日誌、教學現場錄影、同儕教師

觀察記錄、訪談資料、學生學習資料，其說明如下： 

1、教學省思日誌 

 本研究進行的時間為 107 年 2 月至 107 年 4 月，每週兩節課，共計 16 節。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進行觀察與紀錄並於課程結束之後，針對教學現場之狀況做教

學省思記錄，共計八份。所記錄之內容包含：學生於教學活動中之學習情形，以

及所面臨的問題；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及其解決方式、改進策略與教

學心得。藉由教學省思日誌之記錄，了解教學過程中之盲點，並找出解決之道，

使教學活動更加流暢，進而增進研究者之教學專業知能。 

2、教學現場錄影 

 在行動研究教學的過程中，透過錄影的方式將研究者的教學過程記錄下來，

使究者於教學後能進一步的檢視自我的教學，從中發現研究者教學過程中的優、

缺點，以及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反應及學習狀況，以作為研究者在進行下一個課

程之課程設計與調整之參考依據。本研究在進行教學研究前，研究者會先在教室

架設錄影設備，依課堂的時間與節次詳實的記錄課堂中的情形。本研究之教學活

動為每週兩節、為期八週，共 16 節，每節課四十分鐘，透過錄影錄音清楚呈現

學生之上課討論過程及師生間的互動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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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儕教師觀察記錄 

 本研究除了教學現場之錄影和教學省思日誌外，透過同儕教師之觀察記錄能

使研究者對於課堂中學生之學習情形、師生間的互動、教師之教學歷程有不同角

度上的了解。同儕教師透過非參與者的觀察，針對師生間課堂中的互動情形、學

生課堂中的反應及研究者所設計的教學活動加以觀察，並給予研究者客觀的看法

與意見，如：「哪個教學流程需做調整」、「學生在哪個部份的學習出現瓶頸」、「課

程中可深入與孩子討論的部分」，使研究者以不同的角度與觀點，對於學生的學

習狀況及自身之教學流程與策略有更客觀、更全方位的了解。研究者可透過同儕

教師之觀察記錄加以省思，進而對課程作修正與調整，使教學流程更加順暢，也

使教學策略得以提升，進而達成教學目標。 

4、訪談資料 

藉由訪談可以進一步了解學生的看法，以避免研究者主觀的判斷，以更清楚

的了解研究教學的真實情況。本研究採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在研究教學結束

後，除了利用課餘時間不特定的了解孩子對於研究教學之學習心得與感受外，更

有系統地針對班上不同程度學習狀況之學生，包含：學習表現家之二位學生、學

習表現尚可之二位學生、學習表現弱之二位學生，共六位學生進行訪談。在訪談

前先行擬定大綱，於家長與孩童同意之情況下進行訪問，以了解學生在「結合小

組合作學習及心智圖教學」之教學活動中，學生之學習情形與學習成效，以作為

研究者資料分析之依據。 

5、學生學習資料 

學生學習資料為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所蒐集到之學生個人心智圖作品及小

組心智圖作品。第一個學習階段，藉由研究者所設計之「心智圖學習單─個人」，

了解學生在第一階段之研究教學之學習情況及進步情形；而第二個教學階段，則

是以各小組之學習單「心智圖學習單─小組」分析各組學生之學習狀況。透過學

生學習資料之蒐集，以了解學生對於教學課程內容之學習情形、學習成效，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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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者資料分析的依據及教學設計之調整的參考。 

研究者會將研究過程中所蒐集到的資料依研究主軸不同進行編碼，以利於分

類、比較與統整。研究中所蒐集到的資料包含：教師教學省思日誌、教學現場錄

影、同儕教師觀察記錄、訪談資料、學生學習資料等，其資料編碼方式依時間、

類別、對象做不同的標記註解，期望能將最原始的資料詳細的記錄，以便研究者

統整與分析，其編碼方式如下表： 

 

表 3-5-1 

資料編碼方式說明 

標記註解 說明 

1070305-省思 107 年 3 月 5 日研究者記錄教學中所見所聞及教學心得 

1070305-觀察 107 年 3 月 5 日教學現場錄影錄音之觀察記錄 

1070305-建議 107 年 3 月 5 日同儕教師的訪談與建議 

1070305-訪談 107 年 3 月 5 日學生訪談資料 

1070305-作品 107 年 3 月 5 日學生心智圖作品 

括號(      ) 補充說明，如：事件、動作、表情、行為等 

 

(二)量化資料的蒐集 

本研究所蒐集到的量化資料包含：「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前後測成

績、研究者自編之「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附錄五)、經協同教師審題之「國

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其說明如下： 

1、 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 

本研究採用王木榮與董宜俐(2003)所編製的「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

作為前後測試題。此試題為心理出版社於 2006 年所出版，是以六年級學童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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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對象，針對六年級學童之閱讀歷程的認知處理，設計不同文體的文章，以了解

學生在理解篇章、摘要重點大意等閱讀理解之能力，為一份國小六年級學童中文

閱讀理解能力之標準化測驗。王木榮與董宜俐(2003)所編製的「國小學童中文閱

讀理解測驗」是用來評估國小六年級學童中文閱讀理解之能力，其測驗檢測的閱

讀理解能力有五：字義理解能力、文本推理能力、推論理解能力、摘要能力、布

題能力。文章篇數總計六篇，類型則涵蓋兩篇故事類記敘文、一首新詩及三篇說

明文，說明文分別是描述式、舉例式、因果關係三種類型，共五十題。 

本測驗具良好之信度，其信度的考驗有三：以內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測之相關

係數驗證此測驗之穩定性及可靠性，並以 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01)呈現評分者

信度。其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bachα值為.74；重測信度係數為.95，已達顯著水

準(p＜.01)，顯示其具有良好的穩定性；評分者信度係數為.87~.98 (P <.01)，評分

員皆有所依據並具有可靠之信度，顯示其評分誤差小。 

在效度方面則同時兼顧三個面向：內容效度、效標關聯之同時效度與構念效

度。在內容效度方面，將閱讀理解能力分為字義理解、文本理解、推論理解、摘

要、布題能力等五大能力，並以四選一的選擇題測驗此五大能力，以確保內容效

度。而在校標關聯效度上，以國語、數學之學期成績作為校標，其相關係數分別

為.61 和.60，具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而構念效度之相關係數為.25~.50，其測驗

檢測的閱讀理解能力有五：字義理解能力、文本推理能力、推論理解能力、摘要

能力、布題能力之間接呈現正相關，具良好的構念效度。 

2、 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 

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附錄五)為研究者依據實驗研究教學授課之範圍、

學生在教學過程中之學習狀況及學生程度所編製之測驗。題目範圍為國民小學國

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第一課到第七課之課文內容，採用四選一的選擇題形

式，共五十題。本測驗之施測時間為教師於實驗研究教學結束後進行總結性之評

量，以測得學生對於課文理解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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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 

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為新竹市快樂國小(化名)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

次期中評量範圍，其出題範圍為本研究之教學範圍：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

十二冊第一課到第七課。本試卷針對考試範圍採用雙向細目表出題，並經由 14

位協同教師進行審題，在此試卷中「字形音義與詞語」的題目比重占 26 分，「寫

作練習」占 38 分，「課文文意測驗」比重占 22 分，「閱讀測驗」比重占 14 分，

合計 100 分。 

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相較於研究者自編之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其

命題方式較為嚴謹，不僅採用雙向細目表，並經由多位協同教師進行審題，也是

學校中正式的大型考試。本定期評量試題之分析包含：「字形音義與詞語」和「寫

作練習」共 64 分，課文文意測驗題目占 36 分。研究者欲透過學生之國語文領域

定期評量試卷的成績來了解透過閱讀理解教學後，學生在閱讀理解方面之表現及

學習成果。 

二、資料分析 

在行動研究中研究者即教學者，資料的蒐集是從教學活動中取得。在本研究

的教學活動及研究課程結束後，針對班級學生做個別訪談及相關測驗，再將所獲

得的資料加以整理，以了解學生經過一系列的研究教學後，運用心智圖結合小組

合作學習於國語文閱讀理解教學，對於學生國語文學習感受、閱讀理解能力之學

習成效。 

本研究之資料來源為研究者進行研究教學過程中所蒐集到的資料，包含：教

師教學省思日誌、教學現場錄影、同儕教師觀察記錄、學生訪談資料、學生學習

資料、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附錄五)、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前後測、

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等，其中學生訪談資料及教學現場錄影資料之呈現會轉

錄成逐字稿。 



 

48                    

 

(一) 質性資料的分析 

1、 質性資料的信效度 

信度是指研究內容的一致性，為提高本研究之信度，研究者採多元的方式蒐

集資料，並對資料加以處理與分析。透過比對實驗研究教學過程中所蒐集到的多

元資料，以降低研究者之主觀及片面的認知，以提升研究過程中所蒐集資料之真

實性。如：在研究教學過程中，研究者除了記錄教師教學過程中所紀錄之教學省

思日誌，同時也參考同儕教師在課室中非參與式之觀察紀錄表，以進行資料之比

對，以檢驗資料之一致性。 

而效度是指研究的有效程度，為提高本研究之效度，研究者在進行實驗研究

教學的過程中，不斷的與同儕教師討論並交流教學心得，並諮詢指導教授之意見

以減少研究者之偏見，進而呈現最真實的研究成果。而在實驗研究教學的過程

中，研究者不斷的記錄教學過程中的所知所感，針對教師本身之教學方式及學生

在課堂中的學習狀況做自我反思，完整的記錄實驗研究課程之歷程，以最真實的

呈現研究過程，提高資料的準確性。而在學生訪談的部分，透過詳實的記錄，以

逐字稿的方式真實的呈現學生在訪談時所蒐集到之資訊，並加以分類編碼，以利

於研究者比對不同時空下所蒐集到的資料，檢核資料的真實性，降低研究者之主

觀與偏見。 

2、 質性資料的分析 

研究者針對所蒐集到的資料加以詳細閱讀並整理，以逐字稿的方式採用對話

式或敘述式的方式加以記錄並進行編碼，逐段檢視資料內容後，進行研究資料內

容之分析。研究者針對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相關之資訊，依照不同的事件、類別

或陳述意見加以整理歸納、分類、命名，如：「學生對話」、「師生對話」、「同儕

教師意見」，透過表格的方式，將同類型的資料加以歸類，進而詮釋資料找出研

究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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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量化資料的分析 

本研究所蒐集到的量化資料包含：「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國語文

領域學習成就測驗」、「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所蒐集到之測驗成績採用社

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21.0 版軟體處理，透過統計分析，比較學

生在進行實驗研究教學前及教學後之前後差異之情形。其使用方法如下： 

1、 平均數、標準差 

以平均數和標準差來了解整體學生，經過閱讀理解教學之前後，其閱讀理解

能力之表現狀況。 

2、 成對樣本 t 檢定 

透過「成對樣本 t 檢定」，可以更精確的比較每位學生在前後測之平均數之間

的差異。透過 t 值之檢定量，以求得前測和後測成績的差異性是否達顯著水準，

而藉由顯著性(雙尾)為之 P 值，以了解前側與後測相同的機率，及後測的結果與

前測的結果是否有顯著不同。 

第六節 研究倫理 

在進行研究時為保護研究對象的隱私，研究者必須遵守研究倫理的行為規

範，本教學實驗研究在進行的過程中採取以下的行為規範及做法： 

一、 徵詢家長同意 

在進行本教學實驗研究之前，研究者透過班親會與家長面談的機會，向家長

介紹本實驗研究教學之內涵、教學實施的目的、方法與內涵，如：教師的授課範

圍，教學中所採取的方式，學生在此教學後所預期的學習成果，學生在教學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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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及需要家長協助之處等，讓家長充分了解課程之內涵及本

研究教學對學生之助益後，透過「家長同意書」(附錄一)徵求家長同意學生參與

本實驗研究教學，並在教學的過程中蒐集學生學習過程中之相關資料。 

二、 確保研究對象之隱私 

研究者在進行實驗研究教學的過程中，所收集到的資料將予以保密，以保護

研究對象之隱私與權益。在研究結果及資料處理的呈現上，研究者將研究學校名

稱、班級學生姓名，以化名或編號的方式進行處理。 

三、 客觀呈現研究研究結果 

研究者在進行實驗研究教學的過程中，以多元的方式蒐集資料，並詳實地加

以記錄，而對於所蒐集到的資料做客觀的分析，並免過度的推論。真實的呈現教

學情況、研究對象之反應及研究結果，以達到客觀、公平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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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透過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理解之行動研究歷

程，收集相關資料並加以整理，以了解研究教學之成效。並依研究目的與研究問

題，分析所蒐集的資料以呈現研究的結果，並加以討論。 

第一節為閱讀理解教學省思及教學困境的因應策略；第二節為學生接受閱讀

理解教學之學習感受，透過學生個別晤談了解學生進行閱讀理解教學之學習心得

感受；第三節為閱讀理解教學對於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理解之成效，依據王木榮

與董宜俐(2003)所編製的「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前後測試卷、研究者自

編之「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附錄五)及「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之得

分，加以分析討論。 

第一節 閱讀理解教學省思及教學困境的因應策略 

 本研究運用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法進行閱讀理解教學，每週兩節

課，為期八週，共十六節的研究教學。本節根據行動研究教學中所蒐集到的質性

資料進行分析，包括：教學現場情況、師生與同儕間的互動情形、教師教學後的

省思、同儕教師之觀課回饋。在教學過程中逐步引導學生繪製心智圖，採用兩階

段的教學：第一階段，教師講述心智圖繪製規則及注意事項，並以班級授課之方

式示範繪製心智圖；第二階段，學生採異質性分組進行小組合作學習，將學習的

責任下放至孩子身上，讓孩子獨立完成課文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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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標形成與教學策略的運用 

閱讀是一個有趣又能獲得豐富知識的活動，閱讀需要教師的引導，國語文領

域課程之教學是學生學習閱讀技巧良好的管道。國語課本是學生最常接觸的閱讀

素材之一，藉由課文的閱讀、文意的理解有助於學生對於課文文本的認識。然而，

國語文領域課程在教師的講述教學下，學生習得的有多少？ 

在教師完成課程的教學後，透過提問、形成性測驗等來了解學生的學習狀

況，總是讓老師感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不僅學生感到挫折而失去學習興趣，教師

在教學上也深感無力。如何讓學生主動參與課程，持續專注的學習，並對學習領

域的興趣加以提升？這是每位老師最關心的課題。研究者在閱讀相關文獻後，在

國語文領域教學上融入小組合作學習、心智圖教學以增進學生之閱讀理解能力，

並據以設計相關教學策略及教學流程。 

本實驗研究課程範圍為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第一課到第七

課，第一課到第三課讓孩子透過教師提供鷹架，逐步完成心智圖，並由教師指導、

評分；第四課到第七課，由小組合作完成心智圖，並進行心智圖自評互評表，分

析學生心智圖繪製、分析課文之能力，以檢視學生心智圖之學習情形。研究者在

進行心智圖教學時，有系統的逐步指導心智圖的繪製規則與步驟，並隨時給予學

生回饋與建議。在教學的過程中隨時關注個別學生之學習狀況，時時給予協助及

引導，並針對教學上所遇到的問題調整教學方式及教學活動。 

二、 第一階段行動研究 

1、教學流程 

第一階段行動研究教學之方式主要以教師講述，引導學生熟悉課文篇章的閱

讀技巧，並在教師逐步引導繪製心智圖的過程中能認識心智圖，並學會心智圖的

繪製方法。本階段之授課範圍為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第一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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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翻魚」、第二課「橘化為枳」、第三課「自嘲是幽默的最高境界」，研究教學

每週二節，並依照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進行教學活動。 

在每堂課之初，教師會準備與課堂相關的影片或故事帶領孩子進入課堂，以

引起學生之學習動機，另外教師在「準備活動」的教學階段會將心智圖的相關特

色及概念加以指導，以利於學生對心智圖之相關概念的了解，讓教學課堂中的討

論能順利進行。 

 

師：本學期的國語課程，老師要介紹大家一個幫助大家整理做筆記、幫助記憶的學  

    習工具─「心智圖」。 

S8：心智圖我有聽過，以前的老師好像有教過。 

師：很好，大家對心智圖一定不陌生，說到心智圖大家可以說說看對它的認識嗎？ 

S4：好像就是要畫圖吧。 

S1：其實我已經忘了，我還給以前的老師了。 

S17：嗯…好像就是有很多分支。 

師：有同學講到重點了。 

    心智圖其實有很多名稱，我們可以叫他腦圖、思維導圖、概念地圖等 

    透過類似大腦結構之圖像來幫助思考、記憶 

    心智圖的運用範圍很廣泛，在學習上、生活上，各個領域上都是一個很好的輔 

    助工具。 

S2：心智圖真的有這麼厲害，感覺很神奇。 

師：相信大家都迫不及待想學心智圖，心智圖的呈現方式沒有一定的標準答案，大 

    家可以參考老師投影片上的心智圖作品，我們在繪製心智圖時只要遵循幾項規 

    則，每個人畫出來的心智圖都會很不一樣唷。(1070224-觀察) 

 

接著，「發展活動」即是本研究教學之重點，教師透過引導與問答的方式，

協助學生理解課文結構，根據課文內容一同討論出課文中的自然段與意義段，並

找出其關鍵字詞。在此階段教師一邊引導發問，一邊將心智圖之中心主題(課

名)，以及第一層分支(意義段之關鍵字詞)呈現在黑板上。 

 

師：現在請大家將各個自然段，也就是空兩個的地方寫上數字，請問本課第 

    三課「自嘲是幽默的最高境界」共有幾個自然段。 

S：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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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很好，小朋友現在找自然段的速度既快速又精準！現在老師在黑板正中 

    間上寫上本課課名。請同學默讀五分鐘找找看那些自然段講的內容是同 

    一著重點或主題，並歸類成一個意義段。 

S10：第二、三段舉的例子都是在講自嘲是一種修養的例子。 

S16：第四、五段舉的例子都是在講自嘲是一種自信的例子。 

S24：第六、七段舉的例子都是在講自嘲的人大智若愚的例子。 

師：很好，所以第二段到第七段都是舉例，可以成為第一層分支的關鍵字， 

    從舉例之下，我們可以再延生出三個小分支，分別是「修養」、「自信」 

    「大智若愚」，注意在找關鍵字詞的時候要注意精簡不可以超過五個字。 

S2：剩下第一段和第八段還沒畫進去。 

師：同學們找找看第一段和第八段是在講什麼種點呢？該下什麼關鍵字？ 

S8：第一段是作者說明有關「自嘲」的觀點。 

師：很好，所以分支的關鍵字可以下什麼？ 

S：觀點 

師：那第八段呢？ 

S：結論    (1070306-觀察) 

 

接著，再細分出各意義段之關鍵字詞加以呈現在黑板上，使所有課文之重點

皆有規則的出現在一張心智圖上，最後，老師邀請學生上台在重要的關鍵字詞旁

畫上代表性的插圖，以幫助學生記憶。教學課堂之最後階段─「綜合活動」，教

師透過全班共同討論而完成的心智圖，複習課文內容協助學生記住課文重點，並

說明本節課教師介紹及使用了哪些心智圖之筆記方法。 

2、教學重點 

本階段之教學內容為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第一課到第三課，教

學目標為透過老師的引導與示範，逐步的帶領孩子認識心智圖，透過三次的教學

引導與示範，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逐漸減少學生之學習鷹架：從第一課「不可以

翻魚」，教師帶領全班引導學生繪製出整課課文之心智圖，至第三課「自嘲是幽

默的最高境界」，教師指引導學生找出部分自然段及意義段之分支、關鍵字後，

其餘部分由學生獨自補充完成。從這三課的教學流程，給予學生充分的示範和引

導並觀察學生的學習情況減少學習鷹架，逐課留下更多練習的空間，使學生對於

心智圖的用法更加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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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課到第三課，透過教師全班性的引導，先從心智圖的基本認識、功能

及用法之介紹，逐步融入國語課文閱讀理解之教學，帶領學生認識課文、分析課

文架構，進而完成心智圖。透過課三課的教學，在學生完成心智圖作品時，教師

會將優秀作品陳列在教師公佈欄上，並隨時與學生討論各個作品的優缺點，值得

學習及改進之處，一步一步地讓學生接受心智圖、熟練心智圖並愛上心智圖。 

 

T1：第一階段的教學終於告一段落了！ 

T2：從一開始學生的反應，似乎不太能理解心智圖的用法。 

T1：是啊，尤其是第一層的分支，孩子們不太會分類，還有學生將整段課文抄上 

    去。 

T2：那是第一課的作品，第三課的作品就進步很多了。從這位同學的作品就能清 

    楚的看出課文重點，分類得很好。 

T1：第一課跟第三課的作品真的很不一樣呢！  (1070314-建議) 

 

3、教學省思 

 本階段的教學方式為教師透過傳統講述式的方式進行全班性的教學，在教學

的過程中，由老師講述課文並帶領學生完成繪製心智圖。在本教學過程中，研究

者發現學生普遍有以下問題：學生被動學習、思考模式受教學方式限制而相當侷

限、心智圖作品不夠完整。 

由第一課到第三課的教學及學生的作品中發現，學生大多倚賴老師所繪製的

心智圖範本，因此學生之思考模式受到限制，全班繪製出的心智圖作品相當一

致，與心智圖繪製的基本原則─「心智圖的繪製與呈現並非單一面向，為多元之

取向，是個人展現自我風格及特色之學習筆記，是結合文字、符號、圖像、色彩

等要素繪製而成，因此每個人繪製之心智圖的風格與特色大不相同(林慧珊，

2012)。」大相逕庭。且因為學生不須經過太多的思考及統整即可以獲得答案，

對於教師在課堂間的發問，學生普遍處於被動模式，因此學生成效相當有限。再

者，本階段學生所呈現的心智圖作品較不完整，多數不擅於畫圖的學生對於繪製

心智圖感到卻步；學生的心智圖作品也進停留在於教師所給予的「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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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二階段行動研究 

1、教學流程 

本階段之教學活動是以第一階段之教學活動為基礎，並針對第一階段教學所

發現之問題進行調整。第一階段之教學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學生普遍有以下問

題：學生被動學習、思考模式受教學方式限制而相當侷限、心智圖作品不夠完整。

為了改善以上問題，研究者在與同儕教師及指導教授討論過後，在第二個教學階

段做進一步的調整：先透過全班性的引導，再讓小組協同合作、討論、繪製出小

組心智圖，並讓學生以報告的方式呈現課文重點及心智圖作品。本階段之授課範

圍為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第四課「我不和你談論」、第五課「留

得枇杷聽鳥鳴」、第六課「樹的語言」、第七課「收集喜悅」，研究教學每週二節，

並依照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進行教學活動。 

在每堂課之初，教師會準備與課堂相關的影片或故事帶領孩子進入課堂，以

引起學生之學習動機，另外教師在「準備活動」的教學階段會將本節課小組討論

之進行方式、討論時間及注意事項做明確的說明，以利於學生在小組討論的過程

中之討論能順利進行。接著，「發展活動」即是本研究教學之重點，學生針對課

文內容進行小組討論，教師在課間巡視的過程中給予引導與協助，觀察各小組的

討論及學習狀況給予提醒及建議，讓各小組能順利完成心智圖作品。教學課堂之

最後階段─「綜合活動」，教師指派各組不同之組員上台報告各組心智圖作品特

色及課文重點，使全班學生觀摩各組別繪製心智圖之方式，以達見賢思齊之效。

最後，透過「心智圖自評互評表」(附錄四)讓各組自我評分也幫他組評分，讓學

生們各了解心智圖繪製技巧及課文重點。 

2、教學重點 

本階段之教學是以第一個教學階段為基礎，並加以調整改進：教師講述課文

的部分逐漸減少，並著重在小組合作之學習，透過異質性分組，使不同能力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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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生能發揮所長互助合作，將學習責任下放至學生身上，幫助每位為學生達成學習

目標。本階段之小組合作學習採用 Slavin 所提出的「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教

師根據第一階教學活動學生之學習表現、學習特質、能力等加以異質性的分組。

研究者任教之班級學生是經由常態編班而成，班級學生呈現個別差異，學生的學

習成就與個人特質及學習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在小組合作的過程中，教師不主動

安排組員間的職務，只提供小組任務分配表由小組自行分配，為了確保學生皆能

投入小組討論活動，避免學習機會不均，教師在進行小組討論前，會提醒學生進

行分工，個小組組員輪流擔任不同的任務工作。此外，為了增加學生上台發表的

機會，每次課程活動皆會指派不同的學生上台，以確保學生之學習成效。 

 

表 4-1-1 

小組任務分配表 

組員角色 工作任務 

主持人 1、 領取小組心智圖學習單、心智圖自評互評表。 

2、 主持小組討論、歸納討論重點。 

3、 決定發言次序。 

4、 維持小組秩序。 

資料長 1、 蒐集學習資料。 

2、 協助整理課文重點。 

3、 認真參與討論。 

紀錄長 1、 紀錄討論內容、課文重點。 

2、 認真參與討論。 

美工長 1、 注意心智圖之版面配置之美觀。 

2、 協助在關鍵字旁畫上簡易插圖。 

3、認真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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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角色 工作任務 

檢查長 1、 確定每位組員皆參與討論。 

2、 檢查小組心智圖是否確實完成。 

3、 安排上台報告組員，確定每位組員皆在組內

練習講述報告。 

4、 認真參與討論。 

 

3、教學省思 

本階段之教學是以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課文內容之討論，並將討論的結果透

過心智圖作品加以展現。在教學的過程中，各小組組員透過異質性分組並進行小

組分工，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透過小組合作之學習，學生較能積極

參與課堂。而在小組互動的過程中，學生更能從同儕間學會不同的心智圖呈現方

式，各組之心智圖作品，因組員間不同能力之角色分工而更加生動及完整。 

透過小組合作學習，學生對於枯燥、冗長的課文感到更有興趣，也更願意閱

讀課文，從課文中尋找重點關鍵字，與同儕討論的過程中對於重點之歸納也更加

得心應手，而小組心製圖之作品呈現也更加完整、美觀。 

四、 教學困境與因應策略 

本實驗研究教學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教學為心智圖融入國語文課文閱讀

理解教學，第二階段教學則以第一階段教學為基礎融入小組合作學習，每週兩

節，為期八週，共十六節。 

在實驗研究教學的過程中，教師不斷觀察孩子學習狀況，並針對教學歷程中

所面臨的問題，進行教學省思與改進，進而提出因應策略，以降低教學中所產生

的負面因素，使研究教學更加流暢，學生的學習成效更加提升。以下為教師在進

行實驗研究教學中所遭遇到的困境及其因應策略： 



 

59                    

 

(一)教學困境 

1、學生被動學習 

在研究教學之初，教師先進行全班性的講述教學，透過提問與引導的方式帶

領學生逐步完成心智圖。在教學的過程中，發現學生傾向於教師直接給予答案而

不積極查閱課文或是憑對課文的印象回答教師的問題，不願意積極地思考與歸納

課文之結構。而在繪製心智圖的過程中，有少部分的孩子顯得相當被動，由第一

課學生的心智圖作品中，有少部分的同學即使經過教師的引導而將整課的心智圖

呈現在黑板上，學生的心智圖作品完成度仍是不佳，甚至是空白。 

 

師：為什麼老師已經帶領大家一起畫，而你卻只畫這樣？ 

S5：因為我不會畫。 

師：黑板上老師帶著大家一起畫的，為什麼你沒畫？ 

S5：我也不知道。   (1070301-訪談) 

 

2、小組討論時間掌控不佳 

第二階段之教學為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法，是以第一階段之教學為

基礎融入小組合作學習。學生在第一階段透過前三課的心智圖教學已熟練心智圖

的繪圖規準與步驟，而進入第二階段即是讓學生們透過小組的方式，以合作學習

的方式，共同討論課文結構，將課文內容加以分類、歸納，並完成小組心智圖。

班上學生總共分為六組，在討論的過程中各組的進度落差很大，有的組別能在老

師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小組心智圖作品，而有的小組則是時間掌握不佳，無法在教

師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小組心智圖。 

3、小組組員互動不佳 

從第四課「我不和你談論」進入第二階段教學，為了小組討論之便利性，採

取小組之座位安排。在教學活動的轉換中，教師對於教學活動的流程及規則加以

呈現及說明，發下小組心智圖學習單後，隨即進入小組討論的階段。教師不定時



 

60                    

 

的小組巡視給予口頭上的提醒，如：版面的安排，分支的劃分、關鍵字的尋找…，

小組討論的過程中，教師發現教學上最大的困境，即是如何使所有組員快速地進

入小組討論的模式，使所有學生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皆有所獲，不至於成為教室

中、小組內的客人，如 107/3/14 的教師省思日誌中即紀錄了各小組組員分工時難

以平均分配，尚未進入小組討論模式之狀況： 

 

第四課進入第二階段教學採取合作學習的方式，這是孩子們第一次透過小組討論合 

作完成小組心智圖，在課堂中發現大部分的組別仍沒有掌握小組討論的要點，仍停 

留在第一階段教學之學習模式，小組繪製心智圖的過程中大多由較快進入狀況的高 

成就學生執筆居多，中成就學生在一旁協助上色，而學習表現弱之學生則無法加入  

小組合作討論。   (1070314-省思) 

 

因組間的競爭個小組在繪製心智圖的過程中，教師巡視及觀察發現，各小組

繪製心智圖的軸心工作大部分都由學習表現佳之學生所擔任，而學習表現尚可及

學習表現弱之學生總是擔任協助、繪製插圖、上色的工作，較沒有發言權。使得

學習表現佳之學生學習機會及學習效能較佳，學習表現弱之學生學習機會、學習

效成較差，所進步的空間較不明顯。因此，在小組合作學習繪製心智圖的過程中，

常由學習表現佳之學生包辦大部分的工作，而獲得較多的學習機會；反觀學習表

現弱之學生應害怕表現不好，較沒信心也難以擔任軸心任務之角色。 

(二)教學困境之因應策略 

1、改變教學流程、加強獎勵制度 

研究者的觀察，學習表現弱之學生由於學業成績不佳，導致對學習的動機及

興趣不足，多次的學習無助下也對自我較沒信心。教師針對學生被動學習之情況

加以思考並改進教學方式與教學流程：教師在進入教學前先說明本節課的教學重

點及必須完成的事項，並加入不同難度的問題使各程度之學生皆有成功的機會；

在教學的過程中加入小組競賽，將表現好的個人或小組加分，於課後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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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師在進行全班講述的過程中加入行間巡視，給予孩子更多的學習時間與

空間，並觀察孩子的學習狀況，給與立即性的指導。針對心智圖的部分，除了展

示優良作品外並給予口頭獎勵、小組積分及個人點數等；然而，不完整的作品，

教師則會給予更多的指導，以改進學生的學習狀況。 

 

師：本節課我們要進行的是完成第二課課文的心智圖，今天我們必須一起討 

論，一起完成心智圖，下課前老師會將每個人的心智圖收過來批改。 

 S12：不能帶回家畫嗎？畫不完怎麼辦？ 

 師：大家跟著老師的進度一起畫一起討論，一定能畫得完，除非你不夠專心！ 

        這節課沒跟上班上進度，而畫不完的，下課後老師會陪你繼續畫。 

 S20：這一節課變刺激了。 

 師：除此之外，今天課堂中有舉發發表的同學老師會加小組分數。(1070301-觀察) 

 

2、加入明確的指導語 

針對學生小組討論時間掌控不佳的情況，在與同儕教師討論與分享之後進行

課程活動之調整。教師在小組合作學習前，教師應明確說明規則，加入更多的指

導語，提醒小組在進行討論之前，必須有具體明確的分工。在進行小組活動時每

位組員應有各自所負責的工作，並請各組的主持人掌握小組的討論進度。而在小

組進行討論的過程中，教師增加小組間的巡視，觀察各小組討論的狀況，提示孩

子所遇到的難題，並以鼓勵的方式提醒學生積極參與小組活動，並對表現良好的

組給給予口頭獎勵及小組加分。另外，教師也會將各節課之時間加以劃分，每個

時間點給予任務的提示，如：課前十分鐘必須完成第一層分支，課中 20 分鐘必

須將各分支的小分支內容完成，最後十分鐘進行插圖的繪製及組內報告練習等。 

 

師：上一節課，大家在畫課文心智圖時時間掌控不太好，很多組別時間到了才匆匆  

    忙忙完成作品，大家該如何控制時間，在老師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任務？ 

 S3：我們這組有人會偷懶，當然會來不及。 

 師：所以今天老師會加強巡視，看哪一組有人不認真討論。 

 S22：我們這組都意見不合。 

 師：大家記得依照小組分工表，讓每位組員都有負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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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大家要注意看時間，10：20前必須完成第一層分支，10：40前要完成 

小分支的所有內容，10：50補充版面插圖，11：00上台報告。 

(1070321-觀察) 

 

3、改變小組討論模式 

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發現小組討論角色分工不均的問題，在課程活動的引導

及流程中加入了些許的變化：鼓勵學生離開位置或是站立的方式充分加入討論，

更融入小組織討論核心，並增加教師小組巡視及口頭指導的次數，最後在各小組

上台報告前，先給予小組時間進行每位組員練習組內報告，由學習表現佳之學生

示範，逐一輪流練習，以達到學生間的觀摩學習。 

 

師：今天老師希望看到各組組員的工作內容和之前的能有所不同，才能學到  

    不同的學習技巧。 

S3：那我上次負責畫插圖，這次就不行了？ 

師：每位同學輪流做不同的工作，對你們會比較有幫助。 

    還有今天要上台報告前，擔任「檢察長」的同學要負責確認每位同學老 

    師指派同學之前，皆有在小組內練習報告，相信大家真正上台時會表現 

    得更好。   (1070330-觀察) 

第二節 學生接受閱讀理解教學之學習感受 

本研究於二階段之閱讀理解教學之過程中及閱讀理解教學結束後，依據訪談

大綱對學生進行訪談。在教學的過程中，研究者利用課餘時間，不以特定學生為

對象進行訪談；而於閱讀理解教學後，教師選取二位學習表現佳之學生、二位學

習表現尚可之學生，及二位學習表現弱之學生，共六位學生進行深度訪談，以便

了解學生對於國語文領域閱讀理解教學課程後，學生之學習感受。最後，將學生

之訪談資料以陳述式的方式，加以整理與歸納，學生接受閱讀理解教學之學習感

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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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習心智圖有助於找出課文重點、理解學習內容 

本實驗研究教學分成兩個階段，研究者先使用心智圖進行全班性的講述教

學，以引導孩子認識心智圖，並熟練繪製心智圖的技巧；而第二階段則是加入小

組合作學習，讓孩子藉由同儕的觀摩與學習討論課文，完成心智圖。在兩個階段

之教學結束後，研究者訪談之學生中，大多數學生表示教師將心智圖運用於課文

理解教學，能幫助學習課文內容，更理解課文內容，更清楚課文重點，也可以讓

他們在考試時透過心智圖回想課文內容，幫助他們提升成績。如：S11 認為「心

智圖可以讓我更理解課文內容」，S15 表示「我發現我的課業成績變好了，國語

理解能力也變好了」，S20 表示「畫心智圖時在找關鍵字時，讓我更了解課文」，

S19 認為「心智圖讓我更清楚課文重點」，S1 表示「心智圖對我很有幫助，而且

很有效，反應在我的期中考的選擇題，完全沒有錯」，S18 認為「心智圖可以幫

助我更深入的了解課文的結構，可以用心智圖的分支背出課文」，S23 表示「心

智圖讓我更了解課文重點，讓我在考試時更得心應手」 

綜上所述，受訪學生認為心智圖可以幫助他們從繁雜的知識中找出重點，協

助他們理解學習內容，並利用心智圖圖像記憶的方式加深記憶，對於國語文領域

之學習相當有幫助。 

二、 心智圖讓學習更有趣、更有效率 

心智圖法融入課文理解教學能讓傳統的講述式教學更具變化性，大部分受訪

的學生對心智圖皆持正向態度，認為心智圖可以讓上課時更有變化，也能讓他們

在短時間內了解課文內容、加深記憶。如：S17 認為「上國語課時如果一直聽老

師講，一個人一直講很煩，能夠用不同的方式上課很好」，S6 表示「畫心智圖時

對自己寫的東西、畫過的東西印象特別深刻，所以考試的時候會記得比較清楚」，

S3 表示「心智圖讓我可以快速地了解課文大意和重點，使成績提升了」，S10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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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心智圖可以將死板的文字靈活運用，加深記憶，考試時可以更快速的回憶課

文內容」。 

綜上所述，運用心智圖於國語文領域閱讀理解教學，能提升學生學習的動

機，學生學會繪製心智圖後，能掌握課文內容之重點，並理解課文結構、幫助記

憶、提升學習的效率，進而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獲得成就，主動的對學習產生

興趣。 

三、 小組合作學習提升學習表現尚可及學習表現弱學生之學習成效 

從學生訪談的資料中得知，學生在小組合作學習的過程中，透過與同學討

論、思考、觀摩學習的互動中收穫良多，各小組之組員具不同的長處，藉由合作

學習能習得同儕間繪製心智圖之技巧。 

如：S1 表示「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可以讓大家發揮自己的長處，學習各自

的優點」，S6 在課餘之時提及：「今天第一次和 S12 一起畫心智圖，想不到他寫

得很好，真讓我大開眼界」，S10 表示「我喜歡以小組合作的方式畫心智圖，大

家分工合作學到很多東西」，S19 表示「小組合作學習可以知道每個同學不同的

想法，可以學到別人畫心智圖的方法」，S18 表示「小組討論的方式可以互相分

享自己的想法，選出最好的寫上去」，S27 認為「透過合作的方式可以很快畫好

心智圖，當我字寫不夠大時組員會幫我」，S8 認為「我非常喜歡小組合作學習，

可以了解各個同學的想法，多一點思考的方向，而且我們這組有很會寫的、很會

畫圖的，也有很會報告的」 

受訪的多數學生認為透過小組合作學習可以和組員互相學習，團結合作使心

智圖畫得更好，在繁雜的課文中找出關鍵字並歸納出重點，並依照組員不同的強

項使心智圖更加完整、美觀，協助學生理解課文，透過討論的方式使學生對課文

的內容有更深刻的印象。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不僅讓學生更加熟練繪製心智圖，

也讓學生對於國語文領域課文理解的學習更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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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組合作學習增加學習表現佳之學生之學習負擔 

傳統講述式的教學為教師授課，學生單方面的學習，如此的教學方式對於學

習表現佳之學生而言，是過去的學習模式，也是他們獲得好成績的習慣性的學習

方式。而本實驗研究教學，第一個教學階段為教師講述性全班授課，全班學生之

表現與過去之學習況沒有太大的改變，學習表現佳之學生依然表現很好，而中低

學生之學生進步的狀況及學習興趣之提升則相當有限。而進入第二個教學階段，

可以從小組之討論狀況，感受到學習表現尚可及學習表現弱之學生參與課程之程

度有所提升，並能學習小組成員之學習技巧，並在心智圖作品上及課文理解上有

較明顯的進步。 

然而，對於學習表現佳之學生而言，小組合作學習則造成他們在課堂上之學

習很大的負擔。如：S16 表示「和同學互動讓我感到很困擾，有些同學很雷，會

被他們拖累，有些同學只會一直聊天」、「大家的理解、想法及智商不同，我講的

沒人聽得懂」。在小組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表現佳之學生在小組討論上容易

感到困難，認為自己獨自學習較快速、方便，可以不受他人干擾，如：S17 認為

「大家一起討論有時會意見不合，而且比較不容易集中精神」。而學習表現佳之

學生在小組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大多是擔任指導者、被學習者的角色，無形之中增

加了學習表現佳之學生課程以外之負擔，如 S4 表示「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有些

組員會嬉鬧，必須控制好他們、分配工作」。 

綜上所述，第一個教學階段之傳統講述教學即能讓學習表現佳之學生有良好

的學習表現，而對學習表現尚可及學習表現弱之學生之影響較少；相反的，第二

個教學階段，透過小組合作學習，可以明顯提升學習表現尚可及學習表現弱之學

生之學習表現，而對於學習表現佳之所生則沒有明顯的效果，且透過訪談的資料

中，發現學習表現佳之學生對於小組合作學習之態度較為保留，並表示與組員間

難以溝通、容易讓他們分心，及增加了學習以外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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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閱讀理解教學對於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理解之成效 

本實驗研究教學於不同的教學階段進行施測，透多量化資料來分析學生經過

閱讀理解教學後之閱讀理解成效是否提升，本研究所蒐集到的量化資料包括：國

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研究者自編之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附錄五)以及

定期評量試卷，針對所得之數據加以分析並說明其意義。 

一、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成績分析 

 本研究採王木榮與董宜俐(2003)所編製的「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作

為前後測試題。本試題是針對六年級學生所設計之閱讀理解測驗，評量六年級學

生閱讀不同文體之文章，以測得學生理解整篇文章、摘要重點大意、推論與布題

之能力。本試題為採用四選一的選擇題形式之標準化測驗，若學生之得分越高則

閱讀理解能力越高；分數越低，則閱讀理解能力越低。 

本測驗包含三大項目：字義理解、表層文意理解、深層文意理解。表層文意

理解是從文章中找出文字意義；深層文意理解則是在文章的明示中找出題目的答

案，是文本理解能力的評量標的；而文意理解則需間接的經由文章中提示的線索

才能獲得題目的答案，是推論理解能力評量。王木榮與董宜俐(2003)所編製的「國

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文章篇數總計六篇，試題類型則涵蓋兩篇故事類記敘

文、一首新詩及三篇說明文。說明文分別是描述式、舉例式、因果關係三種類型，

共五十題。 

本測驗之施測時間為實驗研究教學前及實驗研究教學後：教師於2018/1/22

在未進行實驗研究課程之前進行「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前測，而於教學

結束後，教師於2018/4/20進行「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後測，透過閱讀

理解之前後測之成績，以了解學生閱讀理解能力是否有所提升。研究者所蒐集到

之成績分析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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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之全班成績摘要 

學生 前後測成績 學生 前後測成績 學生 前後測成績 

S1 84 82 S10 82 79 S19 70 79 

S2 64 67 S11 68 79 S20 84 97 

S3 76 85 S12 88 85 S21 72 91 

S4 88 82 S13 68 82 S22 74 85 

S5 56 73 S14 64 64 S23 82 85 

S6 82 79 S15 84 94 S24 52 52 

S7 74 79 S16 84 94 S25 82 88 

S8 70 82 S17 82 91 S26 88 88 

S9 98 94 S18 74 82 S27 78 94 

 

表 4-3-2 

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之平均數與標準差之摘要 

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76.59 82.67 

個數 27 27 

標準差 10.449 10.065 

 

根據表4-3-1「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之全班成績摘要」及表4-3-2「國

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之平均數與標準差之摘要」，可以得知全班學生之成績

分布。學生在「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前測及後測的平均分數從76.59分

進步到82.67分，班級整體學生進步6.08分。由前後測成績平均數的變化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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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經過實驗研究教學後，在「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有進步。 

而透過「成對樣本t檢定」，可以更精確的比較每位學生在前後測之平均數

之間的差異。由下表「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之成對樣本檢定摘要」，t值

是檢定量，為-4.413(t=-4.413)，其數值代表顯著。而顯著性 (雙尾 )為

0.00(P=0.00)，則說明前測與後測相同的機率≦0.01，因此，後測的結果與前測

的結果有顯著不同。測驗成績經由成對樣本t檢定分析後，可得前測和後測成績

的差異性達到顯著水準(t=-4.413,p <.01)，因此閱讀理解教學確實能有效提升學生

閱讀理解之學習成效。 

 

表 4-3-2 

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之成對樣本檢定摘要 

 

二、國語文學習領域成就測驗成績分析 

「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附錄五)為研究者依據閱讀理解課程之授課範

圍及學生之能力及學習表現等所編製之測驗。本試題範圍為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

林版第十二冊課本，第一課到第七課之課文內容，題目採用四選一的選擇題形

式，共五十題。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施測時間為教師於實驗研究教學結束後

進行總結性之評量，以測得學生對於課文理解之學習成效，其「國語文成就測驗

之描述性統計摘要」及「國語文成就測驗統計表」如下： 

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變數差異 t值 

(t) 

自由度 

(df) 

顯著性 

(雙尾)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平均數的標

準誤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6.074 7.152 1.376 -8.903 -3.245 -4.413 2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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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國語文學習領域成就測驗之描述性統計摘要 

 

國語文成就測驗(附錄五)共五十題，施測人數為27人，學生成績之平均數為

83.33分，學生得分最高分為100分，最低分為60分，學生成績偏態為-.553，大

部分學生成績均高於平均值83.33分。而由下表「國語文成就測驗統計表」更可

以清楚得知多數學生之得分集中在80-89分之間，共11人；有三位學生之成績落

在60-69分之間。 

100分與90-99分區間之學生有：S9、S4、S15、S21、S26，這些學生為第一

階段教學中學習表現佳之表現之學生，於第二階段小組討論學習時也是小組中之

靈魂人物，是帶領組員學習的重要關鍵人物，這五位學生於國語文成就測驗呈現

較高之分數。而S1是在二階段實驗研究教學過程中進步最多之孩子，從第一階段

實驗研究教學，教師以全班性的講述教學過程中，發現S1對於心智圖的繪製規則

無法理解，作品之呈現時常不符合心智圖之繪製規則；而到了第二階段，小組合

作學習時透過同儕間的討論、觀摩學習，於短時間內學會繪製心智圖的技巧，並

能呈現較佳的作品，S1於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之表現優異，並在訪談時表

示，心智圖對他有很大的幫助，幫助他能快速整理重點，並增加對課文的記憶。 

S5和S24為國語文領域學習表現弱之學生，在第一階段之教學過程中所呈現

出的心智圖作品表現明顯不足，尤其在擷取關鍵字時常抓不到重點，對於各個段

落分類之學習也尚未上手，因此第一階段之心智圖作品時常無法凸顯重點。而於

第二階段之教學過程，S24在討論的過程中屬於較不主動參與，對於自信心不足

較少發言；S5則是屬於學習被動、不積極，需要老師及同學時常叮嚀，明確告知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27 60 100 83.33 10.954 -.553 .448 -.472 .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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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才願意學習。 

S11、S14與S5、S24同為學習表現弱之學生，在研究教學的過程中S11與S14

於第一階段講述教學之表現仍是無法進入狀況，心智圖呈現之內容空洞、版面凌

亂不堪；而進入第二階段小組合作學習時，與同學討論及分工合作的過程中學會

了心智圖繪製技巧，在小組的合作中找到自信心，並能發揮所長為小組加分，這

兩位孩子在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的分數上也有不錯的表現。 

 

表 4-3-4 

國語文學習領域成就測驗成績統計表 

應考 

人數 
27人 

成績

(分) 

100

分 

90-99分 80-89分 70-79分 60-69分 

人數 1 7 11 5 3 

百分率

(%) 
3.70 25.92 40.74 18.51 11.11 

學生 

代碼 
S9. S1.S4.S12.S15.S21. 

S25.S26 

S6.S7.S8.S13.S16. 

S17.S18.S19.S20.S23. 

S27 

S3.S10.S11.S14.S22 S2.S5.S24 

 

三、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教學範圍為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翰林版第十二冊第一課到第七課，也

是新竹市快樂國小(化名)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期中評量範圍。國語文領域

定期評量試卷採用雙向細目表，並由協同教師進行審題，在此試卷中「字形音義

與詞語」的題目比重占 26 分，「寫作練習」占 38 分，「課文文意測驗」比重占

22 分，「閱讀測驗」比重占 14 分，合計 100 分。扣除「字形音義與詞語」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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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作練習」，本次綜合測驗中有關閱讀理解題目占 36 分，表 4-3-5 為新竹市快樂國

小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命題類型配分表： 

 

表 4-3-5 

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命題類型配分表

版本 翰林版 第十二冊 考試範圍 第一課～第七課 

類型及試題型式 第一課 第二課 第三課 第四課 第五課 第六課 第七課 

A 

字

形

音

義

與

詞

語 

國字注音 3 3 4 2 4 4 4 

改錯字 1 1 1 2  1  

相似詞、相反詞        

選字詞填寫        

選出適當代名詞        

選出適當的量詞        

寫出筆畫並造詞        

圈出正確的字        

寫出不同的讀音        

選或填適當的詞語        

小計 3 4 4 3 4 4 4 

B

閱

讀 

閱讀理解測驗 14 

看文章回答問題        

課文文意測驗  4 2 4 2 2 4 

小計 2 4 2 4 4 2 4 

C

寫

作 

修辭      2 2 

短語練習  6  6    

標點符號        

句型練習(造句)   3  4 4 3 

句子重組   4  4   

短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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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0 6 7 6 8 6 5 

 總計 4 14 14 14 14 13 13 

 

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成績統計表試卷相較於研究者自編之國語文領域

學習成就測驗，其命題方式較為嚴謹，不僅採用雙向細目表，並經由多位協同教

師進行審題，也是學校中正式的大型考試，透過本試題之分析可以更了解學生在

閱讀理解方面之成效，表 4-1-6 為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之表現情形，以下將

針對學生成績進行分析，討論學生閱讀理解教學後之學習成果。 

 

表 4-3-6 

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成績統計表 

應考 

人數 
27人 

成績

(分) 

100-90分 80-89分 70-79分 60-69分 

人數 8 7 9 3 

百分率

(%) 
29.62 25.92 33.33 11.11 

學生 

代碼 
S1.S4.S6.S9.S12 

S15.S16.S23 

S3.S13.S18.S19.S21. 

S22.S26 

S2.S7.S8.S10.S11. 

S17.S20.S25.S27 

S5.S14.S24. 

 

由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成績統計表可發現大部分學生之成績分佈在在

前三個區間：「100-90 分」、「80-89 分」、「70-79 分」，而得分為「60-69 分」之

學生為 S5、S14、S24，對照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之表現，可知 S5、S24 於

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及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皆表現皆不佳，而 S14於國

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則有退步的現象。S14雖於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及心

智圖作品有明顯的進步，然而，成績表現尚未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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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及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成績前 30%之共同

學生名單為 S1、S4、S9、S12、S15。其中 S4、S9於第一階段之心智圖作品有絕

佳的表現，並於第二階段小組討論時擔任領導工作，帶領組員學習。S15則於第

一階段之心智圖表現優良，而於第二階段之小組討論時無法融入小組之討論，於

訪談的過程中表示「因為組員之理解力、想法與智商與我不同，我講的沒人聽得

懂，自己寫比較不會有壓力，也畫得比較好」。而 S1和 S12則是於第一階段之學

習表現平庸，於第二階段透過小組討論有明顯的進步。 

四、 綜合討論 

綜合以上三項量化之評量工具：「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國語文領

域學習成就測驗」、「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之結果分析，可以得知在經過閱

讀理解教學之實驗研究後，大部分之學生在閱讀理解能力之表現有所進步。學習

表現佳之學生在各教學階段皆能有好的表現並獲得良好的成績，即使於第二階段

小組合作之學習過程中不參與討論、觀摩學習，於成績表現上仍是可以維持。學

習表現尚可及學習表現弱之的學生，透過兩階段之教學，能有顯著的進步，尤其

在小組合作學習的討論與觀摩中受益良多。然而，少部分的學生，因學習動機不

足，過於被動，不願意參與學習，則其學習表現仍不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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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理解之行動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心智圖

教學於國語文領域對於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以研究者任教之新竹市

快樂國小(化名)六年級學生共 27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八週之研究教學，共

分為兩階段教學。本章依研究結果歸納本研究之結論並提供相關建議，以提供未

來相關研究及教學之參考。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本研究之結論，第二節為

根據研究結果對未來教學與研究提供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教師實施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法於國語文閱讀理解教學所面臨之困   

   境可透過調整修正加以克服 

(一)學生被動學習給予更多鷹架及獎懲制度 

 本研究之教學在課程進行之初，教師及發現班級中有少部分學習表現弱之學

生對於課堂之參與度不佳，對於教學流程不願意配合，學習相當被動，心智圖作

品完成度不佳。經研究者的觀察，學習表現弱之學生由於學業成績不佳，導致對

學習的動機及興趣不足，多次的學習無助下也對自我較沒信心。 

針對此教學困境，教師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設計更多元的問題及任務，使

不同程度之學生皆有成功的機會，並加入小組競賽之獎懲制度，於課堂結束前給

予立即性的獎勵；此外，在教學的過程中加入更多的指導與關心，隨時觀察孩子

的學習狀況調整課程進度，並適時的給予指導，必要時給予更多的時間及空間使



 

76                    

 

學習表現弱之學生能跟上班及進度，不至於成為教室中的客人。 

(二)小組討論時間掌控不佳，給予更明確的指導語 

本教學研究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教學階段為傳統式的教師講述教學，在教

學的流程及時間的掌控上掌握在教師手中，因此本階段的教學進度能如期順利進

行、完成。而第二個教學階段融入小組合作學習，學生必須進行小組討論，並完

成心智圖作品。此階段之教學困境為各小組之討論進度不一，並有延宕教學進度

之狀況。 

 針對此教學困境，與同儕教師討論過後，進行教學流程之調整。教師在課堂

之初給予學生更明確的指導語，讓學生了解本節課之教學目的及學習重點，學生

必須配合之事項、可能遇到的問題等。除了配合小組之獎懲制度外，教師在教學

流程的過程中，將教學時間加以劃分，並隨時提醒各小組之討論進度，使學生能

在時間內完成小組任務。 

(三)小組組員互動不佳，改變小組討論模式 

 學生在學校最長時間、最廣泛接觸之教學模式為傳統講述教學而對於小組討

論不甚熟悉，由第一階段傳統講述教學轉換至第二階段小組討論教學，發現學生

無法掌握小組討論的要點，無法進入小組討論之模式。各小組間呈現自我學習或

是學習表現佳之學生包辦小組大部分工作。 

 針對此教學困境，在小組討論討論的過程中改變其小組討論模式，讓學生能

有多元的討論形式，鼓勵學生離開位置或以站立的方式更融入小組織討論核心，

並使用小組分工表，讓不同的學生擔任不同任務角色。最後，讓各小組組員在組

內逐一練習，確保各組員對於課文心智圖之瞭解及對課文內容之熟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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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法於國語文閱讀理解教學之學生，對於心 

   智圖之學習活動抱持正向肯定的態度 

研究者在實驗研究課程之兩個教學階段結束後，透過訪談了解學生對於結合

心智圖教學及小組合作學習之閱讀理解課程之學習感受，大部分的受訪學生對於

此研究教學皆抱持著肯定、正向的感受：心智圖教學讓課程更具變化性、心智圖

教學有助於理解課文、小組合作學習能使學生明顯進步。 

(一)心智圖教學讓課程更具變化性 

心智圖教學融入國語文領域課文理解教學，有助於教師在一層不變之教師講

述式的教學流程中增添變化性，藉由不同的教學流程與教學活動設計，能提升教

學的變化性，學生對於課堂也能更加專注，學習樂趣提升了，學生對於國語文領

域之課文理解教學也更有學習動機。 

(二)心智圖教學有助於理解課文 

大部分受訪的學生認為心智圖教學有助於理解課文重點、找出課文的重點，

能更理解熟悉課文內容。心智圖能歸納、分類各段之重點，使課文之各段結構更

加分明、更具意義。而由關鍵字的提取及插圖的呈現能增進學生對課文的記憶

力、方便複習，提升國語文閱讀理解之能力。 

(三)小組合作學習能使學生明顯進步 

而透過小組合作學習之討論與合作，更能讓學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學會繪製

心智圖的技巧。透過小組合作學習，學生能從同儕的身上，學到許多是老師單方

面授課無法習得的。心智圖教學結合小組合作學習之教學法，不僅能讓課堂中增

進更多的樂趣，以多元的方式增進對課文之理解；更能讓學生透過同儕之合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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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自我的長處與創意，提升學生學習的自信心。學生透過觀摩學習，吸取他人的

長處，不僅課堂中更加專注、學業成績進步，也能改善學生在國語文領域之學習

態度。 

三、國小六年級學生在接受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法於國語文閱讀理解  

教學後，學生之閱讀理解能力有明顯提升 

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法於國語文閱讀理解教學，藉由心智圖法有助

於學生習得之心智圖之繪製技巧及統整歸納的能力；而小組合作學習則有助於學

生透過團體討論，習得同儕互助學習。學生學會了心智圖之歸納與統整及提取關

鍵字之過程；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學生透過不斷的思考、組織，在學習上更加

積極主動。 

(一)學生整體成績進步 

研究者在實驗研究教學前後使用王木榮與董宜俐(2003)所編製的「國小學童

中文閱讀理解測驗」進行前後測之結果顯示，學生在經過實驗教學前及教學後其

測驗整體成績之平均數有所進步，而透過成對樣本 t 檢定後也顯示前後測之結果

有顯著不同，其差異性達到顯著水準(t=-4.413,p <.01)，因此閱讀理解教學確實能

有效提升學生閱讀理解之學習成效。另外分析「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國

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之結果，可以得知在經過閱讀理解教學之實驗研究後，

大部分之學生在閱讀理解能力之表現有所進步。綜合以上三項量化之評量工具：

「國小學童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國語文領域定期

評量試卷」之結果分析，可以得知在學生經過閱讀理解教學之後閱讀理解能力有

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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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表現尚可及學習表現弱之學生學習成效顯著提升 

綜合分析「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國語文領域定期評量試卷」之測驗

結果，顯示大部分學生經過實驗教學後，在國語文閱讀理解能力上皆有所提升。

學習表現佳之學生在分數的呈現上坐落在班上前 30%，因此在成績上進步的成效

有限；而中低學習成就之學生，在分數之提升及班級組距之分佈上有明顯的進步。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研究者運用小組合作學習結合心智圖教學於閱讀理解之教學歷程中之所

得，加上教學後的省思，對於未來教學上之維持與調整之部分更加了解。本節將

依據六年級學生閱讀解教學之行動研究之研究結果，提出閱讀理解教學之策略及

建議，以對未來教師在研究上及教學上提供參考。 

一、 教師實施閱讀理解教學之建議 

(一) 結合各學習領域融入心智圖教學 

心智圖是學習的工具、是一種作筆記的方式，其應用範圍相當廣泛，並適用

於各學習領域，學生學習繪製心智圖必須經過長時間、多次的練習才能有好的成

效。教師可與其他學習領域之教師形成專業學習社群共同備課，結合各領域之學

習內容作一系列的心智圖教學活動，讓學生於不同的文本中活用練習，讓學生在

更有系統的心智圖教學下更加熟悉心智圖的基本概念、用法及繪製技巧。學生學

會心智圖後，能在各個學習領域及不同的學內內容進行運用，進而提升學習成

就，也提升學習上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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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多元的方式提升學生心智圖技法 

在教導學生心智圖之基本概念及繪製技巧時，除了傳統講述式的教學法，教

師講解示範，學生練習模仿的教學方式外，可以加入更多元之教學方式。如：透

過資訊融入教學。藉由資訊科技給予學生更多視覺上之媒材，進而促進學生之聯

想力及創造力，以避免學生觀摩教師之引導與示範後，呈現出的心智圖作品毫無

自我想法及特色。另外，透過大量的心智圖作品觀摩，可讓學生更容易了解心智

圖之繪製規則與分類方式。教室可呈現不同心智圖媒材或是學生之作品觀摩，以

利於學生發現自身及他人的優缺點。 

(三)給予學生更多學習鷹架 

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宜隨時觀察個別學生之學習狀況，並適時的提供鷹架

協助，並增加學生練習的時間及次數。而在小組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宜指導孩子

小組討論之技巧，並隨時關注小組討論之狀況，逐步的引導各小組討論的技巧及

注意事項，對於小組中不擅長發表的學生，多給予示範、觀摩學習的機會及明確

之指導語。 

二、 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不同學習領域之研究 

本研究將心智圖教學法結合小組合作學習應用於國語文領域閱讀理解教學

上，研究者認為此教學模式除了可運用於課文文本之理解之外，亦可將其運用於

不同之學習領域，如：英文之作文教學、自然科學之實驗教學、數學之概念統整

等。透過心智圖教法融入小組合作學習於不同學習領域之研究，可以了解心智圖

教法及小組合作學習運用在不同領域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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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研究對象之研究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是以研究者所任教之新竹市快樂國小(化名)之六年級學

生，近年來心智圖已廣泛的被運用在各個領域，而在教學場域上，主要的研究對

象是以國中小學生為主，對於幼兒園孩童、成人教育及樂齡學習之研究對象則較

為少見，在未來研究之建議宜擴大不同族群之研究對象，以進一步了解不同研究

對象經實驗過後之成效。 

(三) 增加實驗時間 

本研究配合學校之教學進度所進行之實驗研究學為期八週，每週兩節，共十

六節。第一段之教學進行前三課之引導、講述教學；第二階段加入小組合作學習。

教師在教學流程及教學步調雖已配合學生之學習況狀及學習能力安排學生練習

繪製心智圖。然而，班級學生普遍存在個別差異，需更多的教學引導及練習時間；

且心智圖本是需要長時間及多次的練習才能有好的成效，若能增加教學實驗時

間，給予學生更充裕的時間練習，在研究成果上應會有更顯著的成效。 

(四)未進步學生之相關教學研究 

本研究透過兩階段之研究教學發現：藉由心智圖教學法及小組合作學習融入

課程教學，班級中大部分學生之閱讀理解能力皆能有所提升，唯少部分學習動機

不足、學習被動之學生未見成效。建議在未來之相關教學研究上，可聚焦於常態

編班下之班級教學，對於學習成效較落後學童之教學方法，進而提供具體的教學

策略，以作為教學現場之教師教學上的參考，讓教室中的每一位孩子皆能在老師

的引導下獲得良好的學習成效，使教室中沒有落後的孩子，讓每位學生在學習上

皆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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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您的孩子已進入國小高年級階段，高年級的國語文學習學習領域

課程難度加深、內容加廣，為了讓孩子在國語課有更好的學習效果，

使課程更豐富多元，自 106 學年第二學期起，國語課程將融入心智圖

及小組合作學習進行教學。為使教師更了解學生學習情形，並作為教

師教學上的研究，教學過程中將全程錄影、拍照，所蒐集到的資料將

作為研究及教學使用，絕不另作他用，懇請家長同意孩子參與本教學

研究，並共同關心孩子的學習狀況。 

教師 許娌偵 107.02.21 

□同意參加國語研究教學 

□不同意參加國語研究教學 

建議：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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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課次 前導教學 週次 第一週 

教學主題 心智圖簡介與操作 教學對象 國小六年級 

教學時間 二節課/80 分鐘 教學者 許娌偵 

教學重點 認識心智圖的由來、特色、繪製技巧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式 

【課前準備】 

1、上課前先將學生進行異質性分組。 

2、心智圖介紹 PPT。 

【發展活動】 

一、 引起動機 

 呈現各式心智圖作品，讓孩子欣賞各種心智圖作品， 

 引導孩子了解心智圖作品的特色。 

二、教學活動 

1、 認識心智圖 

(1) 介紹心智圖的由來。 

(2) 心智圖的功能、使用範圍及領域。 

(3) 影片欣賞：心智圖法定義及規則 

2、 放射興思考練習： 

   (1)主題聯想，教師給主題由孩子進行創意思考。 

   (2)每一個聯想都和主題相關。 

   (3)學生發表後由教師於黑板示範。 

 

 

 

 

5 分鐘 

 

 

20 分鐘 

 

 

 

 

20 分鐘 

 

 

 

 

 

 

 

 

 

 

學生能專心

聆聽 

 

 

 

學生能踴躍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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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組實作練習 

   (1)主題聯想，以「新竹市」為主題。 

   (2)每一個聯想都和主題相關，進行放射性思考。 

   (3)各小組完成作品後，上台發表分享。 

三、綜合活動 

1、教師歸納較學重點：心智圖的由來及特色 

                   心智圖的繪製規則 

                   心智圖的使用方式 

                   心智圖運用於國語課文之筆記方式 

2、獎勵表現良好小組 

 

30 分鐘 

 

 

 

5 分鐘 

學生能上台

分享並專注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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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次 第一課  週次 第二週 

課名 不可以翻魚 教學對象 國小六年級 

教學時間 二節課/80 分鐘 教學者 許娌偵 

教學重點 1.從課文中提取關鍵字、分類歸納 

2.教師引導歸納，並示範繪製心智圖。 

教 學 活 動 時 間 評 量 方 式 

【課前準備】 

1、 學生預習第一課課文。 

2、 學生進行異質性分組。 

3、 教師準備繪製心智圖學習單。 

 

【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播放「第一課 不可以翻魚」課前影片。 

2、 引導學生討論有關「妙語化解危機」的生活經驗或小 

    故事。 

 

二、 教學活動 

【活動一】：認識課文內容、課文結構 

1、 熟讀課文：學生先進行課文默讀後，教師針對課文內 

    容提問。 

(1) 故事一開始阿凡提因為什麼原因而受國王賞賜？ 

(2) 哪一件事讓阿凡提的遭遇有了很大的轉變？ 

(3) 阿凡提運用了什麼方法終於化解危機？ 

2、 教師引導學生找出課文自然段，並逐段講解課文。 

3、 學生依各段課文內容進行小組討論，使內容相同的自 

    然段成為一個意義段。 

(1) 本課的自然段共有幾段？ 

(2) 那些段落的內容是相同的，可以歸類成一個意義

段？ 

 

 

 

 

 

 

 

5 分鐘 

 

 

20 分鐘 

 

 

 

 

 

 

 

 

 

 

 

 

 

 

學生能專注

並踴躍發言 

 

學生能參與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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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繪製心智圖 

1、 以提問的方式，複習心智圖繪製規則。 

2、 小組討論，並在課文中圈出各個自然段的關鍵字。 

3、 小組討論，找出各個意義段的分支關鍵字。 

 

 

【活動三】：教師帶領孩子示範繪製心智圖。 

1、 依照心智圖繪製規則，逐步帶領孩子繪製心智圖。 

2、 教師於黑板示範繪製心智圖，學生逐步練習並完成心 

    智圖學習單。 

(1) 將心智圖學習單橫放。 

(2) 於學習單中心寫上課名：「第一課 不可以翻魚」。 

(3) 劃出第一層的分支，並寫上分支關鍵字。 

(4) 教師透過提問的方式引導學生將各個自然段所圈

出的關鍵字逐一分類。 

(5) 畫上關鍵字所代表的簡易插圖。 

 

三、綜合活動 

1、針對全班討論繪製出的心智圖進行指導，說明其優缺 

   點、待改進之處。 

2、公開表揚表現良好之組別。 

3、展示優秀心智圖作品於佈告欄。 

 

 

20 分鐘 

 

 

 

30 分鐘 

 

 

 

 

 

 

5 分鐘 

 

學生能找出

關鍵字 

 

 

學生能完成

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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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次 第二課  週次 第三週 

課名 橘化為枳 教學對象 國小六年級 

教學時間 二節課/80 分鐘 教學者 許娌偵 

教學重點 1.熟悉心智圖的繪製技巧及步驟。 

2.教師引導歸納，並示範繪製心智圖。 

3.獨立完成部分心智圖。 

教 學 活 動 時 間 評 量 方 式 

【課前準備】 

1、 學生預習第二課課文。 

2、 學生進行異質性分組。 

3、教師準備繪製心智圖學習單。 

 

【發展活動】 

一、 引起動機 

1、 播放「第二課 橘化為枳」課前影片。 

2、 接紹有關晏子的故事及其時代背景。 

 

二、教學活動 

【活動一】：認識課文內容、課文結構 

1、熟讀課文：學生先進行課文默讀後，教師針對課文內 

    容提問。 

(1) 這個故事發生的原因是什麼？ 

(2) 楚王為了達成目的採取哪些行為？ 

(3) 對於楚王的行為，晏子有何反應？ 

3、 教師引導學生找出課文自然段，並逐段講解課文。 

4、 學生依各段課文內容進行小組討論，使內容相同的自 

    然段成為一個意義段。 

(1) 本課的自然段共有幾段？ 

(2) 那些段落的內容是相同的，可以歸類成一個意義

段？ 

 

 

 

 

 

 

5 分鐘 

 

 

20 分鐘 

 

 

 

 

 

 

 

 

 

 

 

 

 

學生能專注

聆聽 

 

學生能參與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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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這些意義段分別講述那些重點？ 

 

【活動二】：繪製心智圖 

1、 根據第一課心智圖作品，教師提醒繪製心智圖基本步

驟及注意事項。 

2、 小組討論，並在課文中圈出各個自然段的關鍵字。 

3、 小組討論，找出各個意義段的分支關鍵字。 

 

【活動三】：教師帶領孩子示範繪製心智圖。 

1、 依照心智圖繪製規則，逐步帶領孩子繪製心智圖。 

2、教師於黑板示範繪製心智圖，學生逐步練習並完成心 

    智圖學習單。 

    (1)將心智圖學習單橫放。 

(2)於學習單中心寫上課名：「第二課 橘化為枳」， 

  代表心智圖的中心主題。 

(3) 劃出第一層的分支，與中心主題連接的支線應由

粗而細，並寫上分支關鍵字。 

(4)教師透過提問的方式引導學生將各個自然段所圈 

出的關鍵字逐一分類。 

    (5)畫上關鍵字所代表的簡易插圖，以幫助思考，增強 

      記憶。 

    (6)提醒學生關鍵字應少於五個字，不同類別概念可使 

用不同顏色。 

 

三、綜合活動 

1、教師歸納繪製心智圖的規則，針對全班討論繪製出的 

   心智圖進行指導，說明其優缺點、待改進之處。 

2、公開表揚表現良好之組別。 

3、展示優秀心智圖作品於佈告欄。 

 

 

 

20 分鐘 

 

 

 

30 分鐘 

 

 

 

 

 

 

 

 

 

 

5 分鐘 

 

 

學生能找出

關鍵字 

 

 

學生能完成

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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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次 第三課  週次 第四週 

課名 自嘲是幽默的最高境界 教學對象 國小六年級 

教學時間 二節課/80 分鐘 教學者 許娌偵 

教學重點 1.熟悉心智圖的繪製技巧及步驟。 

2.教師引導歸納，並示範繪製心智圖。 

3.獨立完成大部分的心智圖。 

教 學 活 動 時 間 評 量 方 式 

【課前準備】 

1、 學生預習第三課課文。 

2、學生進行異質性分組。 

3、 教師準備繪製心智圖學習單。 

 

【發展活動】 

一、 引起動機 

1、 播放「第三課 自嘲是幽默的最高境界」課前影片。 

2、 接紹有關張大千、梅蘭芳、伏爾泰的生平故事。 

 

二、教學活動 

【活動一】：認識課文內容、課文結構 

1、熟讀課文：學生先進行課文默讀後，教師針對課文內 

    容提問。 

(1) 本課有三個小標題，他們有什麼功用？ 

(2) 本課舉了幾個例子？他們有何異同之處？ 

(3) 本課想傳達什麼道理？ 

2、 教師引導學生找出課文自然段，並由學生歸納整理出

各段段落大意。 

3、 學生依各段課文內容進行小組討論，使內容相同的自 

    然段成為一個意義段。 

 

 

 

 

 

 

 

 

5 分鐘 

 

 

20 分鐘 

 

 

 

 

 

 

 

 

 

 

 

 

 

學生能專注

並踴躍發言 

 

學生能參與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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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繪製心智圖 

1、 教師提醒心智圖繪製規則及注意事項。 

2、 學生透過小組討論找出出各個自然的關鍵字。 

3、小組討論，找出各個意義段的分支關鍵字。 

 

【活動三】：教師帶領孩子示範繪製心智圖。 

1、教師透過提問引導孩子歸納重點，逐步帶領孩子繪製 

    心智圖。 

3、 教師於黑板示範繪製心智圖，學生逐步練習並完成心 

    智圖學習單。 

(1)將心智圖學習單橫放。 

(2)於學習單中心寫上課名：「第三課自嘲是幽默的最

高境界」。 

(3)從右上角開始，依順時針方向劃出第一層的分支， 

並寫上分支關鍵字。 

(4)教師透過提問的方式引導學生將各個自然段所圈 

出的關鍵字逐一分類。 

(5)畫上關鍵字所代表的簡易插圖。 

    (6)學生獨立完成教師未講述的部分。 

 

三、綜合活動 

1、針對全班討論繪製出的心智圖進行指導，說明其優缺 

   點、待改進之處。 

2、公開表揚表現良好之組別。 

3、展示優秀心智圖作品於佈告欄。 

 

 

20 分鐘 

 

 

 

30 分鐘 

 

 

 

 

 

 

 

 

 

5 分鐘 

 

學生能找出

關鍵字 

 

 

學生能完成

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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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次 第四課  週次 第五週 

課名 我不和你談論 教學對象 國小六年級 

教學時間 二節課/80 分鐘 教學者 許娌偵 

教學重點 1.小組合作學習完成心智圖。 

2.上台報告分享小組心智圖作品。 

3.小組自評語互評，給予自己其他人繪製心智圖之建議。 

教 學 活 動 時 間 評 量 方 式 

【課前準備】 

1、 學生預習第四課課文。 

2、學生進行異質性分組。 

3、教師準備小組心智圖學習單。 

 

【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1、播放「第四課 我不和你談論」課前影片。 

2、 介紹作者─吳晟生平事蹟。 

 

二、教學活動 

【活動一】：認識課文內容、課文結構 

1、熟讀課文：學生先進行課文默讀後，教師針對課文內 

    容提問。 

    (1)作者不想談論那些事？ 

    (2)這些事各有那些特色？ 

    (3)作者想做與不想做的事之間有何不同？ 

2、教師引導學生找出課文自然段，並由學生歸納整理出

各段段落大意。 

3、 學生依各段課文內容進行小組討論，使內容相同的自 

    然段成為一個意義段。 

 

 

 

 

 

 

 

5 分鐘 

 

 

 

20 分鐘 

 

 

 

 

 

 

 

 

 

 

 

 

學生能專注

並踴躍發言 

 

 

學生能參與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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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小組合作繪製心智圖 

1、教師發下小組心智圖學習單及心智圖自評互評表。 

2、教師透過自評互評表提醒心智圖繪製規則及注意事項。 

3、 各組學生購過小組合作的方式完成第一層分支。 

4、 學生透過小組討論找出出各個自然的關鍵字，並歸納

於各分支之下。 

5、 教師巡視各小組，並給予提醒與建議。 

 

【活動三】：小組上台報告、觀摩他組心智圖作品 

1、 各小組上台報告，藉由心智圖作品講述整課課文內 

    容。 

2、各小組介紹小組心智圖繪製特色，以提供他組觀摩、 

    學習 

 

【活動四】：小組心智圖自評、互評 

1、 各組依照心智圖評分表，逐項為心智圖作品評分，並 

    寫下省思及值得改進之處。 

2、 小組針對他組作品給予評分，並給予建議。 

 

三、綜合活動 

1、針對全班討論繪製出的心智圖進行指導，說明其優缺 

   點、待改進之處。 

2、公開表揚表現良好之組別及個人。 

3、展示優秀心智圖作品於佈告欄。 

 

 

3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學生能合作

完成心智圖 

 

 

 

學生能上台

報告並專注

聆聽 

 

學生能欣賞

他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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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次 第五課  週次 第六週 

課名 留得枇杷聽鳥鳴 教學對象 國小六年級 

教學時間 二節課/80 分鐘 教學者 許娌偵 

教學重點 1.小組合作學習完成心智圖。 

2.上台報告分享小組心智圖作品。 

3.小組自評語互評，給予自己其他人繪製心智圖之建議。 

教 學 活 動 時 間 評 量 方 式 

【課前準備】 

1、學生預習第五課課文。 

2、學生進行異質性分組。 

3、教師準備小組心智圖學習單。 

 

【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播放「第五課 留得枇杷聽鳥鳴」課前影片。 

2、介紹有關枇杷的資料、圖片或故事。 

 

二、教學活動 

【活動一】：認識課文內容、課文結構 

1、熟讀課文：學生先進行課文默讀後，教師針對課文內 

    容提問。 

    (1)作者如何描寫枇杷的成長？ 

    (2)作者為什麼不好意思將枇杷分送給鄰居？ 

    (3)作者為什麼決定將枇杷繼續留在樹上？ 

2、教師引導學生找出課文自然段，並由學生歸納整理出     

    各段段落大意。 

3、 學生依各段課文內容進行小組討論，使內容相同的自 

    然段成為一個意義段。 

 

 

 

 

 

 

 

5 分鐘 

 

 

 

20 分鐘 

 

 

 

 

 

 

 

 

 

 

 

 

學生能專注

並踴躍發言 

 

 

學生能參與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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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小組合作繪製心智圖 

1、教師發下小組心智圖學習單及心智圖自評互評表。 

2、教師提醒學生繪製心智圖注意事項，並注意組員之分 

   工。 

3、各組學生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完成第一層分支。 

4、學生透過小組討論找出出各個自然的關鍵字，並歸納

於各分支之下。 

5、教師巡視各小組，並給予提醒與建議。 

 

【活動三】：小組上台報告、觀摩他組心智圖作品 

1、 各小組組員在小組內練習心智圖報告。 

2、 教師隨機抽各小組組員上台報告，藉由心智圖作品講 

   述整課課文內容。 

3、各小組介紹小組心智圖繪製特色，以提供他組觀摩、 

    學習 

 

【活動四】：小組心智圖自評、互評 

1、 各組依照心智圖評分表，逐項為自己的心智圖作品評

分，並 

    寫下省思及值得改進之處。 

2、 小組針對他組作品給予評分，並給予建議。 

 

三、綜合活動 

1、針對學生上台報告之內容做講評，說明各組心智圖的 

   優缺點及待改進之處。 

2、展示各組心智圖作品於佈告欄。 

 

 

3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學生能合作

完成心智圖 

 

 

 

 

學生能上台

報告並專注

聆聽 

 

 

學生能仔細

聆聽並欣賞

他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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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次 第六課  週次 第七週 

課名 樹的語言 教學對象 國小六年級 

教學時間 二節課/80 分鐘 教學者 許娌偵 

教學重點 1.小組合作學習完成心智圖。 

2.上台報告分享小組心智圖作品。 

3.小組自評語互評，給予自己其他人繪製心智圖之建議。 

教 學 活 動 時 間 評 量 方 式 

【課前準備】 

1、學生預習第六課課文。 

2、學生進行異質性分組。 

3、教師準備小組心智圖學習單。 

 

【發展活動】 

一、 引起動機 

1、播放「第六課 樹的語言」課前影片。 

2、介紹學校校樹、四季景色變化。 

 

二、教學活動 

【活動一】：認識課文內容、課文結構 

1、熟讀課文：學生先進行課文默讀後，教師針對課文內 

    容提問。 

    (1)作者如何帶領孩子感受樹的語言？ 

    (2)樹如何訴說四季的故事？ 

    (3)作者認為樹如何傳遞豐富的語彙？ 

    (4)作者認為樹具備那些功能？ 

2、教師引導學生找出課文自然段，並由學生歸納整理出     

    各段段落大意。 

3、 學生依各段課文內容進行小組討論，使內容相同的自 

    然段成為一個意義段。 

 

 

 

 

 

 

5 分鐘 

 

 

 

20 分鐘 

 

 

 

 

 

 

 

 

 

 

 

 

學生能專注

並踴躍發言 

 

 

學生能參與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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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小組合作繪製心智圖 

1、教師發下小組心智圖學習單及心智圖自評互評表。 

2、教師提醒學生繪製心智圖注意事項，包括：線條粗細、 

   邏輯關係、空間配置、顏色、插圖設計…。 

3、各組學生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完成第一層分支。 

4、小組共同分類中心主題、各分支層次的關鍵字，找出 

   出各個自然的關鍵字，並歸納於各分支之下。 

5、教師巡視各小組，並給予提醒與建議。 

 

【活動三】：小組上台報告、觀摩他組心智圖作品 

1、 各小組組員在小組內練習心智圖報告。 

2、教師隨機抽各小組組員上台報告，藉由心智圖作品講 

   述整課課文內容。 

3、各小組介紹小組心智圖繪製特色，以提供他組觀摩、 

    學習 

 

【活動四】：小組心智圖自評、互評 

1、 各組依照心智圖評分表，逐項為自己的心智圖作品評 

   分，並寫下省思及值得改進之處。 

2、小組針對他組作品給予評分，並給予建議。 

 

三、綜合活動 

1、教師針對各組心智圖之作品須改進之處加強指導說明。 

2、教師歸納：透過心智圖能幫助記憶、強化思考能力， 

   將課文內容進行結構化之整理，有處於課文之理解。 

3、獎勵優秀之組別，並展示各組心智圖作品於佈告欄。 

 

 

 

3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學生能合作

完成心智圖 

 

 

 

學生能上台

報告並專注

聆聽 

 

 

學生能仔細

聆聽並欣賞

他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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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次 第七課  週次 第八週 

課名 收集喜悅 教學對象 國小六年級 

教學時間 二節課/80 分鐘 教學者 許娌偵 

教學重點 1.小組合作學習完成心智圖。 

2.上台報告分享小組心智圖作品。 

3.小組自評語互評，給予自己其他人繪製心智圖之建議。 

教 學 活 動 時 間 評 量 方 式 

【課前準備】 

1、學生預習第七課課文。 

2、學生進行異質性分組。 

3、教師準備小組心智圖學習單。 

【發展活動】 

二、 引起動機 

1、播放「第七課 收集喜悅」課前影片。 

2、引導分享收集東西的經驗及日常生活中發生過的好事。 

 

二、教學活動 

【活動一】：認識課文內容、課文結構 

1、熟讀課文：學生先進行課文默讀後，教師針對課文內 

    容提問。 

    (1)課文中提到，青少年喜歡收集那些東西？這些東西 

      有哪些共同點？ 

    (2)收集東西可以帶來哪些好處？ 

    (3)一般人對「收集喜悅」有什麼看法？ 

    (4)作者舉了那些例子證明喜悅是可以收集的？這些 

      例子可如何分類？ 

2、教師引導學生找出課文自然段，並由學生歸納整理出     

    各段段落大意。 

4、 學生依各段課文內容進行小組討論，使內容相同的自 

    然段成為一個意義段。 

 

 

 

 

5 分鐘 

 

 

 

20 分鐘 

 

 

 

 

 

 

 

 

 

 

 

 

學生能專注

並踴躍發言 

 

 

學生能參與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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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小組合作繪製心智圖 

1、教師發下小組心智圖學習單及心智圖自評互評表。 

2、教師提醒學生繪製心智圖須注意分工及集間的控制， 

   每位組員皆需參與討論、繪製。 

3、各組學生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完成第一層分支。 

4、小組共同分類中心主題、各分支層次的關鍵字，找出 

   出各個自然的關鍵字，並歸納於各分支之下。 

5、教師巡視各小組，並給予提醒與建議。 

 

【活動三】：小組上台報告、觀摩他組心智圖作品 

2、 各小組組員在小組內練習心智圖報告。 

2、各小組代表組員上台報告，藉由心智圖作品講 

   述整課課文內容。 

3、各小組介紹小組心智圖繪製特色，以提供他組觀摩、 

    學習 

 

【活動四】：小組心智圖自評、互評 

1、各組依照心智圖評分表，逐項為自己的心智圖作品評 

   分，並寫下省思及值得改進之處。 

2、 小組針對他組作品給予評分，並給予建議。 

3、 各小組紀錄三~七課心智圖之自評、互評之分數，並 

   提出自我進步之處。 

 

三、綜合活動 

1、教師提出學生進步之處，將學生所表現良好之處口頭 

   獎勵。 

2、獎勵優秀之組別，並展示各組心智圖作品於佈告欄。 

 

 

 

3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學生能合作

完成心智圖 

 

 

 

學生能上台

報告並專注

聆聽 

 

 

學生能仔細

聆聽並欣賞

他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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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心智圖學習單 

心智圖學習單─個人  第      課：                 得分： 

座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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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圖學習單─小組  第      課：                  得分： 

組別：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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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心智圖自評互評表 

 組別：我們是第     組 

 □自評    □互評(評分第      組) 

 

評分項目 

優良 

( 5 分 ) 

尚可 

( 3 分) 

需加油 

( 1 分) 

 

 

內容 

於中心用文字或圖像呈現中心主題    

分支分類清楚    

分支涵蓋所有重點    

正確使用關鍵字(五個字以內)    

各分支層次分明    

 

 

技巧 

使用顏色突顯重點    

圖像能充分表達想法    

與中心主題相連的線由粗到細    

每個枝幹只使用一個關鍵字    

版面充分運用、空間分配適當    

圖文並茂、呈現美感    

總分  

反思 

可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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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國語文領域學習成就測驗(正試題本) 

 課文文意測驗：每題兩分，共 100分 

 範圍：一~七課      班級：     座號：    姓名：             

 

(   )1.不可以翻魚一課中，針對理政大臣指阿凡提違反法律，阿凡提想出什麼

辦法來應對？○１否認所犯的錯誤○２請求國王原諒過錯○３請求先給他賞賜

○４要求其他大臣翻魚。 

(   )2.收集喜悅一課中，「喜悅不是東西，看不見、摸不著，怎麼收集」，這句

話是什麼語氣？○１生氣○２高興○３擔心○４疑惑。 

(   )3.我不和你談論一課中，「農人」是要展現什麼？○１努力往上生長○２揮鋤讓

大家溫飽○３頑強的生命力○４照顧人們的生活。 

(   )4.我不和你談論一課中，田野上的「幼苗」是要展現什麼？○１努力往上生

長○２脆弱的生命力○３生活的內涵○４照顧人們的生活。 

(   )5.樹的語言一課中，當臺灣欒樹長出金黃小花、桃紅色蒴果，就是什麼季

節到了？○１冬○２秋○３夏○４春。 

(   )6.樹的語言一課中，有關樹和人的關係，下面哪一項不是作者的觀點？○１樹

向人傳遞豐富語言○２樹會變成各種家具○３樹帶來四季流轉訊息○４樹會向

孩子們說話。 

(   )7.收集喜悅一課中，作者從海軍退伍後的一整年，為什麼幾乎天天是快樂

的？○１終於可以嘗到陸地上美味的食物了○２可以合情合理的刷牙、洗澡、

走路了○３能自在的用水，也不必擔心搖晃暈眩了○４退伍後，每天都有人為

他準備驚喜。 

(   )8.不可以翻魚一課中，提到「紅燒魚灑滿醬汁、香料，那鮮嫩的魚肉，美

味可口，令人食指大動。」「食指大動」是什麼意思？○１指受到驚嚇而手

指僵硬○２指因情緒激動而握緊拳頭○３面對美食而食慾大開○４指因飢餓過

度而手指發抖。 

(   )9.橘化為枳一課中，可以推測楚王的性格如何？下面哪一項錯誤？○１自作

聰明○２最後能知錯，展現國君的氣度○３委婉沉著○４傲慢無禮。 

(   )10.我不和你談論一課中，「詩藝啊！人生啊！社會啊！已爭辯了很多」從

本段詩句，可以推測作者的心情如何？○１無奈○２期待○３興奮○４難過。 

(   )11.留得枇杷聽鳥鳴一課中，鳥兒說：「卡緊呷」，除了趕快吃之外，還有什

麼意思？○１吃飽了○２不夠吃○３太甜了○４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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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不可以翻魚一課的主旨是什麼？○１在國王的宴會上，絕對不要去翻魚○２

適時的改變立場可以保住性命○３吃魚吃一面就好，不要太貪吃○４機智的應

對，可以幫我們化解難題。 

(   )13.橘化為枳一課中，晏子將要出使到楚國，楚王打算做什麼？○１盛宴款待

○２捆綁遊街○３斬首示眾○４想羞辱他。 

(   )14.留得枇杷聽鳥鳴一課中，作者為什麼覺得以前種的樹沒有施肥，果實雖

小但也挺甜？下面哪一項不是可能的原因？○１雨水充足○２空氣新鮮○３蟲

鳴鳥叫○４土壤肥沃。 

(   )15.不可以翻魚一課中，阿凡提得知即將要被處死時的心理變化依序為何？

請將( A 慌慌張張 B 莫名其妙 C 冷靜下來)排列：○１ ABC○２ BCA○３ CBA○４ ACB 

(   )16.下面哪一句話所表達的感受，和收集喜悅一課中提到的喜悅含義相近？

○１山重水複疑無路，柳暗花明又一村○２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３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４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

。 

(   )17.留得枇杷聽鳥鳴一課中，「小時候家裡的芭樂樹和柚子樹從來沒施過肥

，年年都可以大快朵頤」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１丟棄處理○２有病蟲害○３

果實碩大○４盡情享用。 

(   )18.自嘲是幽默的最高境界一課中，作者告訴我們自嘲的方法中，不包括下

面哪一項？○１誇大自己的優點○２適可而止的自嘲○３將自己的困境轉化為

幽默的談吐○４可將缺點具體描述。 

(   )19.樹的語言一課中，作者帶領學生睜開眼可以看到什麼？○１高大的椰子樹

○２媽媽關愛的微笑○３滿樹鳳凰花開○４樹葉訴說四季的故事。 

(   )20.留得枇杷聽鳥鳴一課中，鳥兒如何和人互動？○１幫忙照顧果樹○２高歌鳴

唱○３在樹上玩耍○４叼來食物。 

(   )21.自嘲是幽默的最高境界一課中，下面哪一項不是作者認為「自嘲」的意

思？○１幽默的最高境界○２運用嘲諷來取笑自己○３博君一笑皆大歡喜○４暗

諷別人娛樂大家。 

(   )22.我不和你談論一課中，為什麼作者不和讀者談論詩藝？那是因為作者不

喜歡什麼？○１生動感人的新詩○２美麗的大自然○３糾纏不清的隱喻○４有哲

理的古詩。 

(   )23.自嘲是幽默的最高境界一課中，為什麼說「具有幽默感的自嘲，最能表

現自己的坦誠」？○１自嘲可以自圓其說，博君一笑，讓雙方皆大歡喜○２自

嘲往往不掩飾自己的缺點，因此令人覺得坦白、誠實○３自嘲看似在貶抑自

己，其實可藉此表現自己的自信○４自嘲可以使自己化險為夷，是一種大智

若愚的表現。 

(   )24.自嘲是幽默的最高境界一課中，為什麼作者說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的自嘲

是大智若愚表現？○１裝笨讓英國人放過他○２比英國人親切三倍○３懂得欣

賞張大千的畫作○４誇張自己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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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橘化為枳一課中，晏子提到「橘化為枳」這件事是想要說明什麼？○１楚

國環境影響犯罪○２環境影響水果種類○３齊國人天性愛竊盜○４淮河南北水

果品種差異。 

(   )26.收集喜悅一課中，作者認為人收集的嗜好為什麼能夠維持呢？○１收集物

品的單價比較低○２可高價賣給其他收藏者○３獨一無二的收藏最珍貴○４欣

賞收集的成果很有趣。 

(   )27.樹的語言一課中，作者認為樹也有故事，哪一種樹暗戀著站在校門口的

阿伯勒？○１鳳凰樹○２臺灣欒樹○３風鈴木○４苦楝樹。 

(   )28.樹的語言一課中，當孩子在榕樹下盪秋千時，榕樹會發出咿呀咿呀的聲

音，作者認為是為什麼？○１體重太重○２小孩太多○３風吹樹葉○４榕樹喊痛。 

(   )29.樹的語言一課中，有些樹為什麼會喊痛呢？○１長出新的枝椏○２被剝掉樹

皮○３長出新的果實○４鳥吃掉果實。 

(   )30.留得枇杷聽鳥鳴一課中，作者為什麼可以早晚聽到鳥歌唱？○１枇杷樹開

花吸引鳥兒○２枇杷成熟散發香味吸引鳥兒○３養鳥吸引同伴○４在窗臺前撒

了米粒吸引鳥兒。 

(   )31.自嘲是幽默的最高境界一課中，作者舉了名人的例子來說明自嘲的說話

方式，其中不包括下面哪一項？○１表現說話者的修養○２表現說話者思考不

周○３潤滑人際衝突○４讓人化險為夷。 

(   )32.不可以翻魚一課中，「我會賞賜，但別想求饒！」……「快說！快說！

」，從這些對話中，可以推測國王的心情如何？○１擔心害怕○２心情愉快○３心

煩意亂○４不知所措。 

(   )33.收集喜悅一課中，為什麼作者從海軍退伍後的一整年，幾乎是天天快樂

的？○１不用受軍事規範○２能自在的使用水○３順利找到好工作○４吃到喜愛

的食物。 

(   )34.收集喜悅一課中，作者所說的「傷感情」是什麼意思？○１容易感動○２容

易感冒○３情緒起伏○４感情受傷。 

(   )35.不可以翻魚一課中，「宴會中，樂音悠揚，君臣有說有笑……」從這段

描述中，可以知道作者想要營造什麼氣氛？○１悲傷痛苦○２歡樂喜悅○３緊張

恐懼○４冷靜鎮定。 

(   )36.樹的語言一課中，「她『苦苦暗戀』著校門口旁那棵開滿金黃色花的阿

伯勒」請問「她」是指哪一種樹？○１鳳凰木○２苦楝樹○３紫檀木○４風鈴木。 

(   )37.請根據收集喜悅一課的文意，排列下面情節順序。甲、詢問讀者是否有

收集喜悅的習慣？乙、收集東西的趣味。丙、收集喜悅的必要。丁、收集

喜悅的經驗：○１甲乙丁丙○２乙甲丁丙○３丙丁甲乙○４丁丙乙甲。 

(   )38.留得枇杷聽鳥鳴一課中，作者把枇杷留在樹上，跟之前沒有枇杷的生活

，有什麼變化？○１充滿果香味○２蟲鳴聲不絕於耳○３花香四溢○４能聽到美妙

的鳥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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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不可以翻魚一課中，為什麼阿凡提會在宴會中翻魚？下面哪一項錯誤？

○１廚師廚藝精湛○２阿凡提實在太愛吃魚○３紅燒魚太可口○４國王答應他可

以翻魚。 

(   )40.收集喜悅一課中，作者舉例的喜悅事件有什麼共同的特點？○１都跟收集

的物品有關○２與學生生活有關聯○３都是他人所製造出來○４不是預期內的

驚喜。 

(   )41.我不和你談論一課中，作者使用許多次「請離開書房」，請問作者是使

用何種語氣？○１命令○２請求○３責備○４急切。 

(   )42.我不和你談論一課中，可知書房內和書房外的主要差異是什麼？○１真實

感受○２知識難度○３人的多寡○４談論話題。 

(   )43.留得枇杷聽鳥鳴一課中，作者所種的枇杷樹一開始發生什麼事？○１開花

不結果○２果實太小○３葉子掉光○４果實掉落。 

(   )44.橘化為枳一課中，聽完晏子說的話，楚王的反應是什麼？○１龍心大悅○２

自取其辱○３自相矛盾○４自尋煩惱。 

(   )45.收集喜悅一課中的「你」，是指誰？○１小孩○２讀者○３學生○４朋友。 

(   )46.我不和你談論一課中，為什麼作者認為讀者居住都城裡，對詩藝、人生

、社會，已爭論很多？○１忙於播種耕種沒有時間○２大家喜歡分享知識○３城

市裡的人看法多，爭論也多○４都城中的交流方法。 

(   )47.樹的語言一課的作者要告訴我們什麼？○１多多種樹有益環境○２認識季

節的好方法○３人破壞環境的過程○４人與物的真情流露。 

(   )48.橘化為枳一課中，楚王問晏子：「你們齊國人天生都喜歡偷東西嗎？」

從這句話，可以推測楚王的語氣如何？○１關心慰問○２嘲笑侮辱○３擔心害怕

○４疑惑不安。 

(   )49.不可以翻魚一課主要告訴我們什麼？下面哪一項錯誤？○１巧妙的說話

應對，可以化解危機○２遇到問題要冷靜下來想辦法解決○３可以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來化解危機○４遵守國家的法律規範以免惹禍上身。 

(   )50.自嘲是幽默的最高境界一課中，英國作家傑斯塔東如何展現他的幽默？

○１讚美觀眾有愛心○２無法生為英國人是種懲罰○３自嘲自己很胖○４稱自己

是動手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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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訪談大綱 

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理解之行動研究 

【訪談大綱】 

1、心智圖融入國語課文閱讀理解教學 

1-1 本學期國語課運用「心智圖」的上課方式之想法為何？ 

1-2 本學期國語課運用「心智圖」的上課方式，你最喜歡的部分 

   是什麼？ 

1-3 本學期國語課運用「心智圖」的上課方式，你最感到困難的 

   部分是什麼？ 

1-4 本學期國語課運用「心智圖」的上課方式，對於課業成績是 

否有幫助？ 

1-5 本學期國語課運用「心智圖」的上課方式，對於閱讀之理解 

是否有幫助？ 

 

2、 繪製課文心智圖 

2-1 你學會那些繪製心智圖的方法？ 

2-2 你覺得繪製心智圖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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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組合作學習繪製課文心智圖 

3-1 你喜歡以小組合作的方式繪製心智圖嗎？為什麼？ 

3-2 在小組合作的過程中，感到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4、心智圖學習心得 

4-1 你認為心智圖有那些優點？ 

4-2 運用心智圖作為學習的工具，對於課業表現是否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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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學生心智圖作品 

一、第一階段教學學生心智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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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教學學生心智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