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新知 >>>

54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新北市教育　中華民國108年12月/第三十三期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心智圖法在技術型高中教學上之應用
─以會計學為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林志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王智瑩

壹、前言

筆者任教於桃園市某技術型高中資處科教授

會計學，由於該學科授課模式在教學現場絕大多

數皆採行講述法，缺乏師生互動，以致於學生

在課程進行中學習動機低落。有鑑於此，筆者反

思，教學者如何創造有效的教學情境，引起學

習者的學習意願，促使學生得以有效學習。因

此，本文將以心智圖（Mind Map）結合會計課為

主題，教學活動聚焦在「繪製心智圖」，教學目

標是透過繪製心智圖，學習者在瞭解脈絡，內化

後，再輸出屬於自己的學習筆記，進而啟發學生

對於會計學的學習興趣，並能將此思考法運用於

日常生活中。

貳、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

一、課程設計

筆者以所服務學校學生40位為對象，規

劃六週，每週三節的會計課程。六週課程分

為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教師引導期，因

學生初次使用心智圖學習，教師需引導心智

圖規則及繪製步驟。待學生熟悉繪製心智圖

規準後採用小組方式進行討論，共同繪製小

組心智圖，此為第二階段：小組合作期。最

後階段則為個人創作期，由學生自己繪製完

成具有自己風格之心智圖。以上過程，藉由

組織化繪製心智圖培養學生思考、邏輯分類

及創意能力，小組合作形式則可訓練學生溝

通及合作之能力。

二、教學實施

(一)教師引導期

由教師說明心智圖四大規則：(1)

關鍵詞(2)放射思考的圖解結構(3)色

彩(4)圖像（蔡承志，2010）。依據前

述規則衍生繪製步驟：(1)標出中央主

題。(2)關鍵字使用。(3)階層化呈現、

放射性的網狀結構。(4)顏色區分。

經教師說明後，學生透過練習發散

性及聚斂性思考，認識心智圖思考模

式。教學課程結束後，教師再帶領學生

擷取關鍵字，於黑板上示範繪製該單元

的心智圖，此階段讓學生模擬範本、熟

悉心智圖的使用。

(二)小組合作期

本階段學生已了解心智圖的思考模

式，進入分組討論關鍵字、繪製網狀放

射結構、顏色配置及強化記憶之圖示等

操作及分享。著重在單元架構及脈絡之

呈現，完成該單元小組心智圖。

個別小組分享所繪製之心智圖，透

過聆聽他人作品，除能多次複習單元內

容外，同時反思對於課程的理解脈絡是

否需修正。

(三)個人創作期

在單元教學活動結束後，由小組自

行討論，揀選心智圖所需關鍵字及分層

結構，再由學生各自獨力完成具個人風

格之心智圖。相較於小組心智圖的製作

過程，由學生獨立完成個人心智圖，更

加著重個人的邏輯思維的運用及創意的

發想。

三、評估機制

心智圖評分項目包含廣度、深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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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及繪製心智圖技巧之運用，評分標準

分為很好（5分）、尚可（3分）及加強（1

分）。

參、執行結果

一、心智圖能統整單元結構，增加學習者理解及

記憶

在繁雜的課文內容中，找出關鍵字及做

階層分類為學習重點。看到關鍵字時，大腦

很自然的進行蒐集素材與分類，轉化成圖

像，建構心智圖的歷程，而印象深刻。運用

心智圖表達重要概念及關連性，統整此主題

所有概念模組，將可有效率整合知識，比起

大量文字更加容易記憶及理解內文。（如圖

1所示）

二、心智圖能訓練學習者創意思考

同樣一個概念可以用線圖、彩色、創意

三種層次的不同方式呈現。學生獨立繪製心

智圖的階段，可自由聯想，而聯想乃是創新

關鍵能力之一。透過心智圖來加入創意內

容，完成後所獲得的成就感，促使學習者得

到自我滿足及肯定。

三、遭遇困境及建議

多數學生對心智圖法之學習感受表達正

向肯定，惟學習初期部分學生因擷取關鍵字

困難而有挫折感。

筆者認為心智圖教學需有詳盡指導擷取

關鍵字及分類，始能展現心智圖功能，因此

使用三階段教學歷程指導繪製心智圖及多次

演練，能有效促使學生熟悉繪製心智圖技

巧。另在指導時，教師宜透過討論引領學生

思考，因此過程中教師需耐心等待學生回應

及學生繪製心智圖時走動巡視，對低成就學

生提供學習輔助，或遇到問題之學生個別協

助，方能有效進行。

肆、結語

一、心智圖運用全腦思考模式

「全腦思考」就是左右腦在運作時能

相互配合，運用所屬的心智技能解決生活

中的任何問題，提高學習效率（黃淑真，

2011）。心智圖是一個學習記憶與創造思考

聯想的過程（孫易新，2017），利用左、右

腦功能，經過整理後，轉化圖表方式呈現

（林貞鳳，2013）。能廣泛運用於各領域的

學習上，清楚呈現課程內容資料的邏輯結構

性與關連性，可促使學生有效思考，且幫助

理解與保留記憶。

二、小組合作學習訓練學生創造、溝通及合作之

能力

透過分組合作討論，在學習過程中相互

給予意見、彼此腦力激盪，多方聯想，產生

多元的看法，雖過程中也許會因此引發爭

辯，而後續如何解決提出組員們共同可接受

想法，此便能訓練學生創造、溝通及合作之

能力。此外，組員上台分享作品時，觀察不

同學生發表作品時的表現，也能培養學生表

達能力。

三、期許運用心智圖於各類領域

惟目前心智圖教學多使用於社會科、共

同科目、商管群領域上，建議其他類領域學

科也可嘗試使用心智圖三階段教學歷程融入

課程，期可有效促使學生在學習上更容易上

手，進而激發學習意願而投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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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學生於課堂繪製7-3單元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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