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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心智圖融入寫作教學對改善小學生寫作內容的成效，並採用行動 

研究的方法進行實驗教學。以香港某小學四年級學生作為實驗對象，透過單組前測及

後測、問卷及訪談等研究工具收集數據。實驗教學共三節課，每節 35 分鐘，前測與後

測均由研究員評分。學生在實驗教學中學習心智圖的繪製技巧，並在寫作前使用心智

圖構思，幫助豐富寫作內容。 

   

研究結果發現使用心智圖能提升學生寫作內容的各項表現，包括：選材恰當、題材

豐富、內容獨特、中心思想明確及富感染力。此外，心智圖更有利於寫作能力較弱的

學生，而心智圖的使用技巧與寫作內容成績的關係一般 。 

 

 

 

關鍵詞: 寫作教學、心智圖法、寫作內容  

 

 

 

 

 

 

 

 

 

 

 

 

 



一、研究動機 

聽、說、讀、寫是學習語文的四種途徑，其中寫作能力更是檢驗語文程度的重要

指標，最能直接地反映學生的語文程度以及教師的教學質素
1
。然而，香港學生在寫作

內容方面有空洞、離題、結尾或開頭平淡、上下文不連貫、審題不清、剪材不當、為

拼湊字數導致贅語多多、前言不對後語等問題。
2
 

 

傳統寫作教學偏重對寫作技巧、寫作形式及語言文字的追求，故依賴範文式的寫

作規則，忽視了思維訓練對寫作教學的意義。
3
學生往往透過閱讀篇章學習正確的語言

形式和範文中的修辭技巧。此外，有調查顯示不少老師只用少於十分鐘引導學生寫

作，指導活動主要為分析題目、提問及回饋，以及老師表達自己意見，甚少要求學生

將運思和聯想到的材料記錄下來並從中加以指導，缺乏對學生運思過程的了解。
4
寫作

思維過程理論的出現則影響著寫作教學，帶出寫作運思過程的重要。
5
 

 

思維及自學的發展是《「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2017 課程綱

要重點措施》。
6
而心智圖作為一種成熟及科學的思維訓練工具，在寫作教學中的意義

重大，有助學生學會寫作。香港學者在一項小四學生寫作研究中發現接受思維寫作教

學指導學生的表現，在「構思內容」、「主題的成熟度」及「想像力」等方面皆較接

受傳統式教學法指導的學生佳。希望透過是次研究，肯定心智圖在改善學生寫作內容

的作用，並從中汲取教學經驗。 

 
1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和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1995）：《中

國語文教學論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頁 13。 
2
 何嘉華（2005）：《利用視象工具進行寫作前構思訓練對作文成績的影響 : 控制組前後測準實驗設

計》，香港浸會大學碩士論文。 
3 余婉兒（2004）：創意思維與寫作：一個小學寫作教學設計 ，輯於《中國語文教育百年暨新世紀的語

文課程改革》。 
4 何嘉華（2005）：《利用視象工具進行寫作前構思訓練對作文成績的影響 : 控制組前後測準實驗設

計》，香港浸會大學碩士論文。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寫作思維過程教學法的發展》，檢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resources/primary/lang/writing_resource/i_appendix_01.pdf 
6
 余婉兒（2004）：創意思維與寫作：一個小學寫作教學設計 ，輯於《中國語文教育百年暨新世紀的語

文課程改革》，香港：香港教育大學。 



二、文獻探討 

2.1 寫作及寫作能力 

寫作是一種運用文字表達思想感情的操作，亦是反映社會生活的複雜思維過程。
7
  

Hayes 和 Flower 的模型（見圖一）把寫作分為三部分：寫作環境、寫作者的長期記憶

和寫作過程。當中寫作過程又分為計劃、轉譯和回顧三個階段，三者並非一個線性的

過程，而是互相影響、循環往返的關係。
8
 可見學生需要在寫作過程中面對不同的困

難，故訓練學生於寫作中不同過程的構思能力十分重要。 

 

圖 1：寫作思維過程圖（Hayes&Flower,1980） 

 

Hayes 吸收了 Baddeley 關於工作記憶的理論，在「個體 — 環境模型」(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model)（1996）強調了工作記憶於寫作中的中心地位，並加強了對環境/社

會因素的重視。他指出多媒體的出現，如互聯網、電腦等，大大改變了寫作過程。而

建基於 Hayes 和 Flower 的模型，Kellogg 提出了一個寫作技能認知要素模型，在寫作過

 
7
 余婉兒（2004）：創意思維與寫作：一個小學寫作教學設計 ，輯於《中國語文教育百年暨新世紀的語

文課程改革》。 
8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2014）：《小學中國語文寫作學與教資源套(一) ——附錄》，檢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resources/primary/lang/writing_resource/i_appendix_01.pdf 



程中加入「收集」一環，並列出了寫作的各種所需技能，如搜尋、體驗、檢查、修訂

等。受寫作思維過程理論影響，寫作教學日漸重視過程多於成果。
9
 

 

學者對於寫作能力應該包括哪些層面一直沒有統一的定論。傳統觀點重視文本寫

成方面，認為寫作能力指的是「審題、立意、布局、謀篇和表達」。謝錫金綜合前人

研究，把寫作能力歸納為「掌握寫作思維過程的能力 、掌握傳意能力、掌握表達能

力、掌握創意能力、掌握評鑑能力及掌握解決寫作困難的能力」
10
，涵蓋層面較傳統全

面。內地學者王可則指出寫作能力包括「審題、立意、選材、組材和基本表達能力」

11
；朱作仁則認為小學生的寫作能力應有審題的能力、立意的能力、搜集材料的能力、

選材和組織的能力、語言表達的能力及修改作文的能力
12
。 

 

近年的「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指出香港小學生在構思內容方面欠佳
13
，故本研究

將探討心智圖對小學生「寫作內容」方面的影響，評審準則將於「研究方法」部分說

明。 

 

  

 
9 Hayes, R. (1996). A New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ognition and Affect in Writing. In Levy, C.M. & Ransdell, 

S. (Eds), (1996). The Science of Writing. Theories, method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applications.  
10 謝錫金、岑紹基編(2000):《量表診斷寫作教學法》，香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11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2014）：《小學中國語文寫作學與教資源套(一) ——附錄》，檢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resources/primary/lang/writing_resource/i_appendix_01.pdf 
12
 朱作仁(1993):《小學作文教學心理學》，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13
 香港特別行政區考試及評核局（2019）：「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檢自 

https://www.bca.hkeaa.edu.hk/web/TSA/zh/2019tsaReport/chi/Ch6b_P6_Chinese_TSA2019C.pdf 



2.2 香港的寫作教學 

寫作為中國語文科九大學習範疇中的一環，備受重視。根據《小學中國語文建議 

學習重點》（試用）（2008），寫作教學旨在增強學生構思、表達及創作等寫作能

力，幫助學生掌握寫作策略，並培養其寫作興趣及自學能力。
14
可見寫作教學的目的不

僅是評核學生語文能力，更應重視創造力及學習意義。 

 

以往的寫作前指導大多偏重於範文及說明寫作手法，不能兼顧不同能力的訓練和

應用。不少學者，如朱作仁均批評這種教學輕視了寫作過程的分析，使寫作教學「流

於單一化、程式化」
15
。自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2 年頒佈《中國語文教育 學習領域

課程指引》並強調思維能力的訓練，語文教學中的思維教學已漸受重視。近年的寫作

指導多了採用不同形式的課業和策略來引導學生學習寫作，以提高其寫作及思維能

力。例如：腦力激盪術、聯想技術、「六 W」策略等。Kellogg 的研究結果發現有進行

寫作前構思的學生的寫作內容質素較沒有寫作前構思的學生高，而當中以群聚法作為

寫作前構思策略的組別分數最高。
16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在 2016 至 2017 年

度的學校報告指出，該校一項改良寫作設計實驗，有 80%老師會引導學生在寫作前用

六何法、心智圖等構思寫作大綱，而這些思維方法能使學生的作文內容更豐富、結構

更有條理 ，思考空間亦得以擴闊。尤其寫記敘文，老師認為學生能更清楚地交代事件

的起因、經過及結果。 
17
 

 

「心智圖」作為一種成熟的視覺思維工具，常見於寫作教學之中，有助學生構思

內容。有見及此，本研究將探討以「心智圖」用作寫作前大綱能否培養學生掌握寫作

前的運思策略，刺激學生思考，助其構思及豐富寫作內容，從而提升作文內容的成

績。 

 

  

 
14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2008）：《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試用》，檢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pri_chi_lang_lo_web_version.pdf 
15
謝錫金、岑紹基編(2000):《量表診斷寫作教學法》，香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16 Kellogg, R. (1990). Effectiveness of Prewriting Strategies as a Function of Task Demand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3(3), 327-342. 
17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2017）：《學校報告 2016 至 2017 年度》，檢自：

https://www.xpypssc.edu.hk/subpage/06/04_SR/1617_SR.pdf 



2.3 香港小學生寫作內容的現況 

是次研究訪問了實驗學校中的兩位在職小學中文老師，他們指自己的學生在寫作

內容方面普遍有「內容不夠豐富、欠缺生活經驗、 流水式的敘述」等寫作問題。
18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在 2019 年的「全港性系統評估」及「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

報告指出小學生寫作時大致能夠審閱題目，並掌握題目的要求，內容亦切合題旨。然

而，學生在內容上仍有待改善，「不切題」和「內容空泛」的問題仍需正視。 

 

小三學生「在短文寫作方面，小部分學生在『內容』上有所偏離，未能緊扣題 

旨」、「內容上往往只偏重敘述『經過』， 『感受』只是略提，發揮不足」、「學生

在構思內容上，仍有進步空間」；「小六學生則有「內容一般，敘事經過比較簡單，

說明的論點缺乏闡釋」、「部分內容平淡，情感抒發方面亦未見深刻」、「在撰寫日

記時，偶有剪裁不當的情況，感受過於簡略」等問題
19
（見圖 2）。 

  

 

 

 

 

 

 

圖 2: 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評估試卷（小學）寫作分卷三
20
 

  

 
18 見附錄一 
19
 香港特別行政區考試及評核局（2017）：「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檢自： 

https://www.bca.hkeaa.edu.hk/web/TSA/zh/PriTsaReport.html 

 
20
 香港特別行政區考試及評核局（2019）：「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檢自 

https://www.bca.hkeaa.edu.hk/web/TSA/zh/2019tsaReport/chi/Ch6b_P6_Chinese_TSA2019C.pdf 



2.4 心智圖 

心智圖（mind map），又稱思維導圖、腦圖、大腦地圖或腦力激盪圖
21
，是英國心

理學、語言學及數學家東尼·博贊(Tony Buzan) 在 1974 年提出的概念。他在《啟動大

腦》一書中把「思維導圖」定義為「用圖解的形式、網狀和樹狀的結構，用於儲存、

組織、優化和輸出信息的思維工具」。其繪製方式為「從上到下或順時針方向」，有

時會加上編號或建大標示順序。繪畫心智圖有特定的技巧，包括「必須要有一個中心

圖像、使用不同大小的字和線條、合理地安排空間等。」
22
其好處是圖中每個概念都與

主題有關，而非個別存在，或互相割裂，製作者可圍繞中心主題進行聯想及修訂。 

 

孫易新則在《心智圖法理論與應用》一書指出心智圖是一種「以視覺化圖像為 

基礎的放射思考模式」，包含圖像、色彩、空間、文字、數字等元素。
23
他進一步指出

廣義的心智圖法是一種以各類型圖像、圖表來呈現心智程序或記錄知識的方法；狹義

的心智圖法則是以心智圖為工具思考或學習的方法。 

 

綜上所說，廣義而言的心智圖是包括一切由圖像、色彩、文字、線條和數字等元

素組成的、呈現大腦思考過程與關係的、用作提升創造力和思考效能的思維工具、 

 

 

 

 

 

 

 

 

圖 3: 香港學生心智圖作品。
24
 

 
21「 諾斯以「大腦地圖」來定義心智圖法。」東尼．博贊著，承志譯（2010）：《超高效心智圖學習

法》，台北：商周出版。 
22 孫易新（2014）：《心智圖法理論與應用》，台北：商周出版。頁 31。 
23
 孫易新（2014）：《心智圖法理論與應用》，台北：商周出版。頁 137。 

24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2002）：「腦圖及概念圖在中、英文教學的應用」工作坊，檢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resources/serc/sbrsp/sample_01_2595.jpg 



心智圖「像樹枝、葉脈般由中央向外發散」，如實地反映了大腦的活動——其中

心就像大腦的中央區，延伸出來的線就像腦神經。使用者可透過關鍵詞創造思維導

圖，激發新的想法，釋放大腦真正的潛能。
25
 

 

概念圖較強調聚斂思維，有助學生把從各渠道所得的各種信息聚合起來，並加以

組織和篩選
26
；心智圖則「比較強調擴散思維」

27
，有利刺激思考。寫作固然重視組織

結構，但是過程中首要的是創作思維，特別是記敘文、描寫文、故事改寫等形式。學

生透過心智圖構思寫作內容時可擺脫慣性思維，從多方向思考，想像各種可能，從而

使寫作內容更豐富，做到多側面、多層次，最終達致文章的獨特性。 

 

   

 

  

 
25 東尼．博贊著，卜煜婷譯（2015）：《啟動大腦》，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頁 114。 
26
 余婉兒（2004）：創意思維與寫作：一個小學寫作教學設計 ，輯於《中國語文教育百年暨新世紀的語

文課程改革》。 
27 東尼．博贊著，蔡承志譯（2010）：《超高效心智圖學習法》，台北：商周出版。頁 110-112。 



2.5 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學習是學習者和環境之間產生相互作用、透過實踐來建構知識

的一個過程，在這個理論之下，教師的責任是提供真實的情境讓學生觀察、動手並反

思，引導他們將新舊知識聯繫起來。
28
 

 

寫作反映學生的生活經驗，當學生接觸作文命題後，他們已有的生活經驗會在剎

那間受觸發，並需要表達的渠道，文字便是其中一種傾訴方式。然而，他們很難一下

子把大腦聯想到的事件以通順的句子表達，並同時安排作文結構。
29
東尼．博贊指出，

由於心智圖能讓學生快速地把所學過的知識和重要概念全部連結起來，更能有效地將

不同概念的關係清楚列出。
30
 

 

建構主義下的鷹架式教學（Lev Vygotsky）主張學習過程中由教師暫時利用教學策

略或工具支持學生發展學習能力，隨著學習者的能力提升，便逐漸放手，最後由學生

主導學習，並建構出屬於自己的知識。若套用在心智圖融入寫作教學中，就是讓學員

在老師的指導和帶領下，從簡單的水平與垂直思考開始，由淺入深，逐步增加內容的

廣度和深度，掌握使用心智圖的技巧。 
31
 

 

周紅霞和陳志鋭歸納出鷹架教學的特徵包括：1. 共同的學習目標；2. 隨時診斷及

援助；3.師生的對話及互動；4. 鷹架的拆除。在鷹架學習中，學生並非被動地接受知

識，教師需要透過師生互動來隨時評估學生所需並給予支援。
32
故在是次實驗教學中，

教師將會在學生完成心智圖後收回批改，並予以評價，幫助學生優化寫作的架構及大

綱，繼而改善寫作內容。 

 

  

 
28 皮亞傑著，吳福元譯（1950）：《兒童心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社。 
29
 陸逐、居志良及楊峻岩(1995)。作文訓練與作文評價。江蘇:教育出版社。 

30 東尼．博贊著，蔡承志譯（2010）：《超高效心智圖學習法》，台北：商周出版。頁 137。 
31
孫易新（2014）：《心智圖法理論與應用》，台北：商周出版。頁 20。 

32
 周紅霞、陳志鋭（2016）：鷹架教學模式中教師鷹架搭建意識及技能的分析，《華文學刊》， 14

（2），頁 72-87。 



2.6 前人透過思維視象工具提升寫作能力的研究 

2.6.1 香港研究 

余婉兒認為寫作教學不應只把焦點放在「作品」上，而應重視寫作的思維過程。

故參考威廉氏三度空間結構的創造思考教學模式，以四年級為例，建構可行的寫作教

學設計，當中包括使用「思維導體」及「擴散思維」等策略，指出了思維訓練在寫作

教學上的意義。 

 

謝錫金
33
在 1983 年的研究中指出了學生構思何組織文章的困難，揭示了學生寫作

時的運思過程，發現大多學生都是邊寫邊想，缺乏有系統地構思，同時強調老師不應

要求學生在下筆寫作之前預先準備一個嚴謹及邏輯性的大綱。然而，研究並沒有提出

具體的寫作教學策略。 

 

何嘉華曾於 2000 年至 2005 年間就思維導圖與寫作的關係進行四次行動研究，並

發現初中學生在使用心智圖勾畫大綱後，作文成績有較大的提高。研究指出，受試學

生同意思維導圖能引導大腦思考，亦普遍認同思維導圖能使寫作內容更豐富、結構更

嚴謹及有助更快寫完，但是不會因為心智圖而更喜歡作文。研究同時指出其並未加以

控制可能影響作文成績的變項的限制。 

 

 

2.6.2 澳門研究 

梁祐澄於 2000 年的實驗研究
34
以心智圖作為學習輔導課程的核心，為中一學生設

計提高學習效能的課程。研究發現學生參與心智圖課程後的寫作成績明顯提升，當中

包括寫作技巧，可供教育工作者借鑑。梁祐澄指出學生透過心智圖以關鍵字、圖象及

符號等表達想法，可減少學生因詞彙及語法束縛而減少創作意欲，有助激發構思寫作

內容。 

 

 

 
33
 謝錫金(1983)：《高中學生中文寫作思維過程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學碩士論文。 

34
 梁祐澄(2000)：《以思維導圖為核心的學習輔導課程對初中學生之學業成績提升之研究》，澳門: 澳門

大學教育碩士論文。 



2.6.3 國內研究 

沈董美
35
在〈思維導圖在小學作文教學中的應用研究一文，指出學生的寫作水平與

思維能力關係緊密，並揭示現時用思維導圖的問題，包括教師缺乏對思維導圖的準確

認識、缺乏培養學生主動使用思維導圖的意識及缺乏在寫作教學中應用思維導圖的策

略。 

 

楊俊珂
36
的〈知識可視化在小學語文教學中的應用研究〉以小學四年級學生為教學

實驗對象，就知識可視化在小學語文教學中的具體應用展開了為期一學期的實驗研

究。研究肯定了知識可視化能夠提升寫作能力，有助於小學四年級學生立意、選材構

思和結構安排，在寫作的邏輯、聯想和觀察方面都有很大的提示，繼而提高學生的整

體寫作水平。他亦發現思維導圖對以前作文成績好的學生和差生的幫助更大，一般學

生的變化並不明顯，尚有研究空間。 

 

劉炳霞在〈思維導圖輔助解決小學作文教學難題研究〉
37
指出，思維導圖能有效輔

助師生進行作文教與學，幫助教師梳理作文存在的問題，並有利於培養學生的寫作思

維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學生在作文中出現離題的問題。他亦指出了在小學生階段

學生繪製思維導圖的時候可能需要用更多時間，不由自主地反覆修改，有機會降低學

習效率，造成本末倒置。因此，教師在使用思維導圖教授寫作時需多加注意及引導學

生。   

 
35
 沈董美（2018）： 《思維導圖在小學作文教學中的應用研究》， 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36
 楊俊珂 （2012）：《知識可視化在小學語文教學中的應用研究》， 江蘇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37 劉炳霞（2014）： 《思維導圖輔助解決小學作文教學難題研究》，魯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6.4 台灣研究 

錢昭君和張世彗
38
的研究，發現「心智圖法寫作教學方案」能提升小四學生的語 

文創造力（包括語文流暢力、獨創力及變通力）。在寫作方面，學生接受心智圖寫作

教學後，在文句使用、內容思想及創造思考方面均有提升，但其組織結構則未見提

升。心智圖改善了學生「篇幅不足」的問題，內容亦變得更活潑有趣和深刻。 

 

王開府在〈心智圖與概念模組在語文閱讀與寫作思考教學之運用〉
39
一文，以心智

圖為例探討思考教學在國文課程的運用，認為心智圖比概念圖更適合用在處理文章或

故事的閱讀或寫作方面，概念圖則較適合用以處理嚴謹知識結構的表徵。 

 

林秀雲
40
研究應用心智圖教學法於讀寫結合的策略及成效，在實驗中使用「螺旋式

課程設計」，助學生從閱讀學習遷移至寫作，藉閱讀成為學生寫作時的「鷹架」。而

大部分學生均對心智圖持肯定態度，而全部學生均認為心智圖的「蒐集想法」活動有

助寫作時靈感湧現。 

 

陳淑娟
41
在〈心智圖融入國小低年級寫作教學之行動研究〉，以行動研究設計心智

圖寫作教學行動方案，並在小學二年級的寫作教學中實行。她在教學中，以合作學習

方式，與學生一同發展心智圖第二層，再讓學生繼續構思第三、四層，引導學生逐步

學會使用心智圖。 

 

林秀娥
42
的研究後發現心智圖能有效地引導學生寫作記敘文，學生在增加內容字

數、依題意選取適當材料、清楚說明內容等方面均有進步。實驗教學期間，作者引導

學生共同繪製心智圖能使學生更容易地掌握其繪製原則及技巧，以幫助學生結合繪圖

 
38 錢昭君、張世彗（2010）：《心智圖法寫作教學方案對國小學生創造力及寫作表現之影響》， 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報》，32 ,頁 79—100。 
39
 王開府（2007）：〈心智圖與概念模組在語文閱讀與寫作思考教學之運用〉，《 國文學報》43，頁

263-296。 
40 林秀雲（2010）：《心智繪圖教學法應用在讀寫結合之行動研究－以 A 國民小學四年級為例》，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41 陳淑娟（2004）：《心智圖融入國小低年級寫作教學之行動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未

出版。 
42
 林秀娥（2007）：《心智繪圖在國小五年級記敘文寫作教學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

學系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及寫作。然而，研究亦指出心智圖與記敘文寫作的限制：學生將心智圖轉換為文字

時，仍有少數學生會將數個關鍵字組合成文，缺乏了由關鍵字聯想及延伸的能力。故

作者建議運用心智圖進行寫作教學時，應同時加強學生的其他相關寫作知識。 

 

小結 

從上述兩岸三地的研究可見，在寫作教學方面，心智圖有利學生的思維，從而幫

助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參考文獻後，是次研究除了探討心智圖是否能改善學生的寫

作內容外，亦會詳細研究心智圖可以如何、在哪方面幫助學生豐富寫作內容。 

 

上述研究在繪製心智圖的原則、教學步驟與評改方式等方面對是次研究均有啟

示。例如：教導學生以心智圖協助寫作時，教師需要留意幾項重要原則: 強調「主

題」，讓學生審題，在心智圖中央寫出題目；強調「關鍵詞」，教師應循序漸進引導

學生找出作文的關鍵字;「善用線條」，由中心主題延伸出主支幹。 

 

目前針對心智圖寫作教學的研究中，大多探討心智圖對學生整體寫作表現的影

響，本研究集中並深入地探討心智圖如何影響學生在寫作內容方面的成績，並輔以學

生作品作詳細地分析，驗證學生使用心智圖作文寫作學習的工具的的具體成效及困

難，故是次研究對設計心智圖寫作教學法有一定價值。 

 

前人研究亦指出了心智圖融入小學寫作教學時，年級較低的學生要面對更多挑

戰，故大部分文獻的對象為思維發展較成熟的高小學生或中學生。參考有關心智圖的

研究後，本研究選擇思維組織能力發展相對成熟的小四學生作為研究對象。 

 

此外，小四學生雖適合使用心智圖研擬寫作前大綱，唯技巧尚未純熟，過程中仍

需教師協助。上述文獻中均有建議使用心智圖進行寫作教學時的策略及技巧，對是次

研究方法有借鑑意義。參考以上文獻後，是次實驗教學嘗試使用「以讀促寫」作為鷹

架，期望能循序漸進地引導學生學習使用心智圖。 



 

圖 4：理論架構 

  

心智圖教學策略： 

1.鷹架式教學 

2. 以讀促寫 
 

小四學生的特點及需要： 

1.思維發展較初小學生成熟 

 

2.不擅長使用心智圖 

 

寫作的過程： 

 

1. Hayes 和 Flower 的模型： 

 

計劃、轉譯和回顧三個階段，

三者互相影響、循環往返。 

 

改善寫作內容 

 

學者對於「寫作內容」沒有具體

的定義，何嘉華在研究中根據以

下五項評改學生的寫作內容： 

 

 

1.  選材恰當,切合題旨 

2. 題材豐富,能圍繞題目發揮 

3. 內容獨特、有新意 

4. 中心思想明確 

5.  感染力強,令人對本文印   

象深刻 

 

 



三、 研究問題 

1. 心智圖能否刺激學生思考寫作內容？ 

2. 繪製心智圖如何幫助學生提升寫作內容的質素？ 

  



四、研究方法 

4.1 研究對象 

是次研究對象為香港一所資助小學的四年級學生，全班共 31 人。由於學校中文科

使用「抽離教學」，實驗班級有三位學生無法參與是次研究，故參與總人數為 28 人。

從與原任老師的訪問得知，該班的中文成績屬年級的中等水平，學習動機高，但存在

學習差異情況。研究參與者當中並沒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針對寫作內容方面，原任老師的資料可知該班學生平日寫作時基本能達寫作字數 

要求，但在取材方面一般，欠缺新意，內容亦有欠充實，未能就題旨充分發揮。在心

智圖的學習方面，學生曾在課堂上接觸過，並於三年級下學期的其中一篇作文——

《我最愛的家人》中使用，對心智圖已有初步認識，但是並不常用於寫作前大綱。 

 

  



4.2 研究設計 

本研究涉及教學實務，故採用行動研究，結合寫作教學的理論，旨在透過單組前

測後測法找出心智圖對學生寫作內容的影響。 

4.2.1 檢視研究對象以往應用心智圖於寫作的經驗 

研究員在實驗教學前預先訪問原任老師，以了解學生使用心智圖的經歷及以往的

寫作教學模式，並確認研究對象的寫作表現，例如寫作內容是否豐富。原任老師概括

了班內過往的寫作表現，並指出所有同學均在三年級時接觸過心智圖，平日主要用點

列式大綱構思內容 。
43
 

4.2.2 前測 

鑑於實習學校的課程安排已固定，為不影響實驗班級的教學進度，是次研究不進

行前測，直接以學生於學期初完成的一篇作文——〈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作為前測結

果，選取原因如下：一、本篇作文與後測同屬記敘文，方便探討心智圖對同一文體的

寫作影響。二、完成的日期距離後測日期較近，以減少影響實驗的中介因素。三、該

次寫作課上並沒有運用心智圖進行寫作教學，而是透過「六何法」寫作工作紙研擬大

綱，故成績可作為介入前的基準。 

 

回收前測後，研究員針對研究目的，並參考理論制定評分準測，然後重新評分。

若研究員所給分數與原任老師有明顯差異，會交由指導老師評分，以確保研究數據的

客觀性。 

 

 

  

 
43 見附錄一 



4.2.3  研究教學設計
44
 

4.2.3 評估成效 

 

 完成心智圖教學後，為配合實驗學校的教學進度指引，研究員以〈一次助人的經

歷〉作為後測的寫作題目。前測與後測採用一致的評分準則，針對內容評分。 

收回學生的後測作品後，研究員先按照實驗學校訂立的評分標準給分，並發還學

生訂正。而由於是次研究重點探討學生在「寫作內容」部分的表現，研究員及後會就

前測及後測再作第二次評分，以取得研究數據。第二次評分參考何嘉華設計的作文評

改量表 ，從「選材恰當、題材豐富、內容獨特、中心思想明確、感染力強」五方面檢

視學生的寫作內容，滿分為 40 分。選取該評分表的原因如下：一、學者何嘉華教授在

其研究
46
中僅探討視像工具對於學生在寫作「內容」及「結構」成績的影響，故使用其

 
44 詳見附錄八 
45 參考李欣蘋於 2011 年的研究，學生繳交心智圖後，研究員將收回並據心智圖評分準則給分，然後給予

建議，旨在將此得分與學生的後測寫作表現得分進行分析，了解心智圖能否提升學生的寫作表現，並指

導學生修正心智圖。李欣蘋（2011）：《心智繪圖融入故事創作教學之研究—以國小三年級為例》，國

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國小教師在職進修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 
46
 何嘉華（2005）：《利用視象工具進行寫作前構思訓練對作文成績的影響 : 控制組前後測準實驗設

計》，香港浸會大學碩士論文。 

教學流程 步驟 理論 

心智圖教學 透過完成〈吵架〉的課文心智圖總結心智圖及記敘文特

點。 

以讀促寫 

寫作指導 寫作前討論，展示〈一次助人的經歷〉的心智圖例子。 鷹架教學 

繪製心智圖 派發心智圖工作紙，根據提供的第一層枝幹及參考詞

語，就寫作主題繪製心智圖。 

回饋 展示學生佳作，給予回饋並著同儕評價。 引導學生練習

和修正繪製心

智圖
45
 

寫作成文 學生開始寫作，老師批改後交還批改訂正。 Hayes 和 Flower 

模型：計劃、

轉譯和回顧 



「內容」部分你的評分準則對是次研究具針對性。二、該評分表較考評局在「全港性

系統評估」寫作範疇中使的評審準則（見圖 4）詳細，有助更深入地探討心智圖對小

學生在寫作內容的不同層面的影響。 

圖 5：「全港性系統評估」寫作範疇評審準則。 

 

 

 

 

 

 

 

 

  



4.3 研究步驟 

階段 時間 研究進程 預期成果 

研究準備 5 月 發現問題，蒐集相關資料及文獻  

 

確立研究問題及奠

定理論基礎 

10 月 28-30 訪問原任老師 

收集前測數據 

了解學生對心智圖

的認知、使用情

況，及其寫作表現 

實施階段 11 月 20 日 課文〈吵架〉的心智圖教學 總結心智圖的特色 

作文〈一次助人的經歷〉的心智圖

教學 

學生獨立完成寫作

心智圖工作紙 

資料收集 11 月 25 日 進行後測 

派發學生問卷 

收集心智圖教學後

學生的寫作表現，

並了解他們對心智

圖的態度 

資料分析 1 月 參考文獻，整理及分析所得資料 找出心智圖與寫作

內容的關係 

2 月-3 月 撰寫研究報告 整理及詮釋研究成

果，提出相關建議

並指出研究限制 

 



4.4 研究工具 

1. 老師訪談
47
 

訪問原任老師，以了解實驗班級以往應用心智圖於寫作的經驗及寫作水平。 

是次研究訪問了原任老師及另一位小學在職中文教師，了解他們在寫作教學中

遇到的困難，確立研究問題；並訪問他們使用心智圖教授寫作的經驗和對心智

圖的看法，以便進一步提出改善建議。 

 

2. 前測： 

以學生於學期初完成的一篇作文——〈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作為前測取樣，以

確認研究問題及用作與後測比對。  

 

3. 學生寫作能力名單
48
： 

參考原任老師就學生平日寫作表現的描述，並按照前測成績的上四分位數、中

位數及下四分位數，把學生分為高、中、低程度，以對比心智圖教學對不同能

力組別學生的影響。三組同時進行參與寫作教學及後測，均寫作相同題目的作

文。 

 

4. 課文——〈吵架〉心智圖
49
： 

以學生最近學過的一篇課文——〈吵架〉作心智圖教學，透過為課文繪製心智

圖讓學生掌握心智圖的特色。該課文的體裁與後測一致，能夠作為範文供學生

參考，以透過「以讀促寫」的形式幫助學生由閱讀逐步遷移至寫作，使閱讀成

為學生寫作的「鷹架」。  

 

  

 
47
 見附錄一 

48
 見附錄二 

49 見附錄 



5. 個人寫作心智圖工作紙
50
： 

根據原任老師一貫的做法，寫作前一天讓學生回家構思大綱，並完成寫作工作

紙。故開始是次研究的後測前，學生先就題目〈一次助人的經歷〉繪製心智

圖，構思寫作內容。工作紙上印有第一層支幹及提示詞語，包括記敘六要素。 

 

6. 後測： 

題目為〈一次助人的經歷〉，學生需要就一次最難忘的助人經歷寫一篇記敘

文，寫出助人的原因及從中得到的啟發。 

 

7. 心智圖評分表
51
： 

收回學生的心智圖作品，並根據心智圖特色
52
，分析學生運用心智圖的能力以及

寫作表現的關係。 

 

8. 作文評改量表
53
： 

評分參考學者何嘉華設計的作文評改量表
54
，從「選材恰當、題材豐富、內容獨

特、中心思想明確、感染力強」五方面檢視學生的寫作內容，滿分為 40 分。 

 

9. 學生問卷
55
 

使用整群抽樣的模式，透過統一的自填式
56
問卷，了解實驗班別所有學生對心智

圖態度，並檢視及分析心智圖對提高學生寫作動機的成效。 

  

 
50見附錄五 
51
 見附錄六 

52 孫易新（2014）：《心智圖法理論與應用》，台北：商周出版。頁 31。 
53 見附錄七 
54
 謝錫金及岑紹基曾參考在職中文老師所使用過的作文評改量表，就不同文體設計了一些總分為 100 分

的作文評改量表，包括「內容、結構、語文運用、字體、標點」等項目。何萬貫則在其研究中則參考該

評分表，針對「內容」及「結構」兩部份設計了「作文內容及結構評改量表」。 
55
 見附錄十九 

56 問卷分為自填式和代填式。曾興（2008）：《策劃學概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4.5 資料分析 

4.5.1 量化資料 

是次研究計算平均分數及標準差，比較學生在心智圖教學前後寫作內容的差異，

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此外，研究透過對比「後測」及「心智圖評分表」的數據，找

出寫作表現與使用心智圖的關係。研究亦計算「學生問卷」各問題的平均分，從而了

解學生對心智圖的看法。 

 

4.5.2 學生作品的分析 

研究班別共有 31 人，有三位學生為「抽離班」學生，另外有一位學生缺席後測，

參與後測總人數為 27 人，當中有兩位學生沒有完成前測的作文，無法用以和後測數據

作對比，故最後只取 25 份樣本作數據分析。學生用 S1 至 S25 為編碼，討論部分將配

以學生樣本（見附錄）作客觀及深入的分析。 

 

 

 

 

 

 



五、結果與數據分析 

5.1 寫作內容的整體表現提升 

是次研究中，前測及後測的寫作內容滿分為 40 分，學生表現如下： 

 中位數 平均分 標準差 

前測 28.5 27.73 4.22 

後測 33 30.8 3.72 

變化 +4.5 +3.1 -0.5 

 

表 1： 學生前、後測分數對比  N
57
=25  

 

從上表可見，使用心智圖後，整體學生在寫作內容方面有明顯進步，全班的後測

平均分較前測上升了 3.1，中位數更升 4.5 分。此外，學生於後測中的標準差亦輕微下

降，從 4.22 縮減至 3.72，反映心智圖有助拉近學習者的學習差異。  

 
57 前、後測取樣數目 



5.2 寫作內容分項表現提升 

表 2 為學生在前後測中寫作內容分項表現的比對，可見學生在所有分項均有進

步。然而，從下圖可得知其各分項的進步幅度不一。 

 

表 2: 學生的寫作內容表現 

 

 

圖 6：各項寫作內容表現升幅 

 

學生在「中心思想」一項中的進步最明顯，平均數上升 22.4%，其次是「選材恰

當」，平均分上升 18.3%；「內容獨特」及「題材豐富」方面的平均分則分別上升

10.8%及 6%；「感染力」的平均分升幅最低，上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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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15.00

20.00

25.00

選材恰當 題材豐富 內容獨特 中心思想明確 感染力

百

分

比

各項表現升幅

寫作內容分項

（8 分滿分） 選材恰當 題材豐富 內容獨特 中心思想明確 富感染力 

前測平均分 5.44 5.85 5.67 5.03 6.08 

後測平均分 6.44 6.2 6.28 6.16 6.24 



下文利用不同程度的學生表現，作進一步分析： 

 

林秀娥指出繪製心智圖時，學生需要圍繞題旨構思，能使學生「不偏離題目發揮

內容」
58
。因此，實驗班別的「離題」或「偏題」問題於後測中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從 S31
59
（低程度）的前測可見，學生的寫作內容較平庸，亦未能突出主題，無法

寫出令他覺得「意想不到」之處。在後測作品中，S31 的表現有明顯進步，內容圍繞

主題「助人的經歷」展開敘述，以「嘗試找人幫自己扶起老婆婆」為取材，中心思想

明確。從 S31 的心智圖可見，所構思的內容緊扣題旨，雖然該學生在情感描寫部分仍

有待加強，但是整體而言其後測的寫作內容較前測充實和貼題。 

 

S18
60
（低程度）在前測中的寫作內容離題，寫了不止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包

括：「一家商店開張了」以及「去迪士尼樂園」，不切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的題

旨要求。而從其心智圖可見，S18 用心繪畫心智圖，並使用不少心情詞，例如：「失

望」、「擔心」、「成功感」等。在後測中，S18 的內容如其心智圖所畫，圍繞「教

導弟弟做功課」一事敘述，選材恰當，中心思想明確。更豐富的感情描寫亦提升了文

章的感染力。 

 

S11 
61
（中程度）的心智圖作品為佳作之一，體現了其思維深度與廣度。在縱向連

結方面，學生加入了「外表」、「心情」、「表情」等關鍵詞。S11 在前測中記述了

「下棋反敗為勝」的經過，但是較平鋪直敘，無法寫出心情的轉變。而在後測中，該

學生在「幫助盲人」一事的過程上寫得更具體，對人物心情、表情等描寫亦較細緻。 

 

從 S19
62
（中程度）的前測可見，學生的取材與不少同儕一樣——家人或朋友假裝

忘記自己生日，實際上是要製造驚喜。然而，其寫作內容平淡，流水記帳，不能充分

 
58 林秀娥（2007）：《心智繪圖在國小五年級記敘文寫作教學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

學系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59 見附錄九 
60
 見附錄十 

61
 見附錄十一 

62 見附錄十二 



凸顯「意想不到」這個主題。文章結尾的抒情部分較薄弱，僅僅指出所述事件充滿驚

喜，感情未見真摯。在 S19 的心智圖中，縱向連結豐富，運用不少形容詞，故其後測

的寫作內容充實，敘述亦生動有趣，能使人感受到他的熱心。在取材方面，該學生選

擇了一件平實但生活化的事件——幫同學尋找失物，相對前測獨特。 

 

 S8
63
（高程度）於前測中的取材不俗，能寫出一件讓人覺得意想不到的事情，內容

亦算充實，能突出主題。從 S8 的腦圖可見，學生的內容取材依然合適，主要敘述幫助

附近同學解決學術問題的經過，能夠緊扣「助人」的主題敘述。該學生前測與後測的

寫作篇幅相若。然而，S8 在後測中所抒發的個人感受及反思較為深刻，能指出助人為

何會感到快樂，起到點題作用，同時有助提升文章感染力。 

 

從 S26
64
（高程度） 的心智圖可見，學生能從多角度圍繞「扶起摔倒的老伯伯」一

事構思，但是欠缺心情、外貌等與描寫有關的關鍵詞，縱向連結較薄弱。然而，S26

的後測相比前測而言，鋪排更佳。先寫自己扶起老伯伯，再寫老伯伯執意要扶起手推

車，最後寫路人幫忙，能呈現事件的起承轉合。 

 

整體而言，學生在後測中的取材較前測多樣，內容亦較充實。梁祐澄認為，學生

寫作時有機會受到詞彙及語法限制而減少使創作意欲降低，甚至害怕作文。
65
而心智圖

對語法的要求較低，更著重構思的流暢性，是較屬於腦暴想網的視象工具，因此適合

構思意念，並有助產生更多想法及原創素材。
66
 

 

 

  

 
63 見附錄十三 
64
 見附錄十四 

65 梁祐澄(2000)：《以思維導圖為核心的學習輔導課程對初中學生之學業成績提升之研究》。澳門:澳門

大學教育碩士論文。 
66
何嘉華（2005）：《利用視象工具進行寫作前構思訓練對作文成績的影響 : 控制組前後測準實驗設

計》，香港浸會大學碩士論文。 



5.3 心智圖更有利於能力較弱的學生 

雖然心智圖有助提升整體學生的寫作內容水平，但是作為一項學習工具，它對不

同程度的學生有不同影響。 

 

能力組別 前測平均分 後測平均分 前、後測差異 

低 22.4 27 4.6 

中 29.4 32 2.6 

高 33.6 33.4 -0.2 

表 3:不同能力組別的平均分 

 

有別於前人研究，表三顯示能力低的學生進步較其餘組別學生大，後測寫作內容

的平均分升 4.6 分；能力中等的學生則進步 2.6 分。然而，心智圖對於能力高的學生沒

有幫助，該組別的平均分輕微下跌 0.2 分。 

  



5.4 心智圖工作紙分數與後測有正向關係 

進行心智圖教學後，各學生均須獨力完成心智圖工作紙。收回後，發現寫作表現

好的學生的心智圖繪畫技巧一般較其他能力的學生高。可見心智圖的使用程度對寫作

內容的表現有一定影響。 

             

圖 7：心智圖分數與後測的關係性 

 

從上圖可見，學生的後測分數與寫作心智圖工作紙分數的相關係數為 r = 0.503，

兩者存在正向關係，但是相關性僅為中等，這顯示有效地運用心智圖雖有利於寫作，

但是繪製心智圖的能力越高，寫作內容的表現也不一定較佳。這也解釋了為何心智圖

對部分高程度學生的幫助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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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同程度的學生表現可參考以下分析： 

 

從 S30
67
（低程度）的心智圖可見，學生未能於心智圖工作紙的所有分支填上關鍵

詞，思維廣度欠佳，腦圖分數低於平均分。在縱向連結方面，S30 的心智圖層次較

少，無法充分地展示其垂直思考。S30 在後測中雖能在心智圖上加以發揮，但是內容

仍然空洞，欠缺對感情的描寫，感染力不足，使寫作內容有如流水記帳。 

 

S19
68
原屬中等程度學生，但是他在後測中，寫作內容的總分進步達七分。同時，

他的心智圖工作紙分數高於部分高程度的學生，故值得探討。從 S19 所畫的心智圖可

見，圖中的關鍵詞豐富，層次分明。此外，該學生能掌握心智圖的繪製技巧，盡量使

用短句及詞組，避免完整句子的運用，以簡潔為主。S19 在寫作中能運用他在心智圖

提及的所有元素，敘述完整。學生心智圖中列出大量與表情、動作及心情有關的詞

語，並於寫作時使用，使其文章中的人物個性鮮明，有助突出主題和提升感染力。 

 

然而，部分學生雖然具良好的心智圖繪畫技巧，但是後測成績卻未因而提升 。 

  

從 S22
69
（高程度）的腦圖可見，該學生的心智圖內容豐富，能在已有的分支上加

以發揮，展示其橫向及縱向思考能力。但是學生在後測中的寫作內容與其心智圖有較

大出入，沒有把全部原定內容寫進文章，可見學生在寫作前會根據心智圖選取寫作內

容。比起前測，S22 的後測在「題材豐富」及「感染力」一項表現有所退步，這可能

是由於學生省略了原本計劃寫作的不少內容，例如：開始賣旗時遇到的挫折，以及最

後收到禮物等。此外，學生腦圖中不少表達心情的關鍵詞均未見於後測作品中，影響

文章感染力。 

 

「心智圖」雖然能夠激發作者思考更多新點子，但是作者仍需要進一步構思如何

在所有素材中選擇有用、新穎且獨到的內容。然而，心智圖在這方面的幫助卻不如其

 
67
 見附錄十五 

68
 見附錄十六 

69 見附錄十七 



他視象工具，例如：「結構圖」理想
70
。不少高程度學生的心智圖內容雖然豐富，但是

欠缺敘述重心。兩位在職中文老師則均在訪談
71
中指出運用心智圖進行寫作教學時需要

多指導學生，交代哪些部分需要詳寫，哪些是略寫，協助學生把心智圖轉譯為一篇完

整的文章。心智圖記錄學生聯想到和思考到的材料，有助老師檢視學生寫作時的運思

過程，從而加以指導，幫助他們改善寫作內容。
72
 

 

從 S25
73
（高程度）的腦圖可見，學生在反思部分未能充分發揮，在文中的結尾部

分亦只是以一句「助人為快樂之本」草草完結。相同情況的還有 S26
74
（高程度），雖

然該學生繪製心智圖時能從多角度構思寫作內容，但是在正文中，結尾部分僅有心情

描寫，欠缺反思。 

 

關於此類情況，兩位現職中文老師在訪談中指出，學生寫作時，結尾往往停留在

心情層面，反思空泛，個人感受的抒發亦未見深刻
75
。研究結果顯示，使用心智圖未能

有效地提升學生文章的感染力，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大部分學生依然未能在結尾部份寫

出個人反思。雖然心智圖可以作為輔助寫作的工具，但是較難幫學生進一步提升寫作

內容，
76
可見心智圖對於能力較強的學生幫助有限。故如何透過心智圖引導學生從事件

反思，仍有待探討及研究。 

 

  

 
70 何嘉華（2005）：《利用視象工具進行寫作前構思訓練對作文成績的影響 : 控制組前後測準實驗設

計》，香港浸會大學碩士論文。 
71 見附錄一 
72 何嘉華（2005）：《利用視象工具進行寫作前構思訓練對作文成績的影響 : 控制組前後測準實驗設

計》，香港浸會大學碩士論文。 
73 見附錄十八 
74
 見附錄十四 

75
 見附錄一 

 



5.5 大部分學生對心智圖的態度正面 

是次研究以自填式問卷了解實驗班別學生對心智圖的看法，問卷於後測結束後派

發，收回樣本 27 份。 

 

 

圖 8：學生問卷題目平均分 

 

 問卷每題的總分為 5 分，1 分代表極度不同意，5 分代表極度同意。最多學生同意

問題二「心智圖有助你思考作文內容」，其次是問題一「你喜歡在寫作文前繪製心智

圖」，然後是問題三「繪畫心智圖對你來說很容易」，最少人同意問題四「學會繪製

心智圖後，你更喜歡寫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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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大部分學生同意心智圖有助提升其寫作內容的表現，但是未能提升他

們的寫作動機。收集問卷期間，研究員與部分學生進行了簡單交談，發現他們認為於

寫作前繪製心智圖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但是在現實中，平日寫作課上及考試的時間有

限，並不允許他們詳細地繪製。 

 

是次研究發現了小學生在使用心智圖時遇到的問題。不少學生尚未熟悉使用心智

圖，繪製時傾向使用完整句子而非關鍵詞，這個情況在高程度學生中較常見，例如 S8

（見圖 8），學生的心智圖雖然內容豐富，但是用詞不具概括性
77
，耗時較長，對心智

圖存有誤區，混淆了心智圖與寫作。 

 

 

 

 

 

 

 

 

 

 

 

 

圖 9：S8 心智圖作品 

 

因此，建議教師使用心智圖進行寫作教學時，可提醒同學心智圖只是幫助寫作的工

具，主要作用在於把腦海浮現的、主題有關的素材快速地、有系統地紀錄下來，亦毋

需用完整句子，不宜花費太多時間。 

  

 
77 「一定要有最有意義的或者是最佳概括性的短語，從成串的文字中找到這樣一個詞，本身就需要改變

的分解能力和篩選能力，通過不斷地訓練和強化這種能力，一定要對學生寫作有所幫助。」劉炳霞

（2014）： 《思維導圖輔助解決小學作文教學難題研究》，魯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5.6 心智圖有助解決學生遇到的寫作困難 

 

圖 10：學生問卷第五題答案 

問卷第五題為開放題，問學生在寫作中最常遇到的困難是什麼，把答案分類後發

現最多人認為是在內容方面，例如：「想不到意見」、「要寫很多字」等； 

 

當學生需要邊想邊構思，既要從記憶中提取資料，又要處理訊息，考慮語法、用

詞、口語和書面語的轉換、錯別字等問題，容易導致大腦超負荷，影響思路並曾及寫

作難度。
78
 

 

是次研究結果顯示，實驗教學後，學生在內容部分的分數上升。如前文分析，學

生的後測內容較充實，取材相對前測獨特，亦沒有出現不夠字數的情況，可見心智圖

可幫助學生構思寫作內容，在一定程度上舒緩學生的寫作困難。 

  

 
78
 何嘉華（2005）：《利用視象工具進行寫作前構思訓練對作文成績的影響 : 控制組前後測準實驗設

計》，香港浸會大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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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限制 

7.1 數據收集形式的不足 

研究員所採用的「作文內容評改量表」雖參考了謝錫金教授與學者何嘉華制定的寫

作量表，並針對內容部份修訂，但是其效度並沒有經過其他研究的驗證，故現階段無

法肯定使用該量表評分能否完全準確地、全面地反映研究對象的寫作內容表現。 

 

研究員從實驗教學後問卷調查發現，最少人同意問題四「學會繪製心智圖後，你更

喜歡寫作了」。但是由於沒有進一步研究，筆者未能調查原因所在，亦未能找出是否

能透過心智圖教學來提升學生的寫作動機，從而改善其寫作內容。此外，研究員未有

與學生進行訪談，無法深入地了解學生使用心智圖時遇到的困難，只能從學生的作品

中發現存在的問題。 

 

7.2 無法排除中介因素 

研究員以心智圖為主要的寫作教學方法，並輔以「以讀促寫」、「鷹架教學」等

教學策略，幫助學生更有效地學習心智圖。然而，這些方法除了有助學生掌握心智圖

的繪畫技巧外，亦有機會影響學生構思寫作內容的能力，例如：參考課文中的記敘文

寫作策略，以致後測結果並非僅僅因為心智圖而提升。 

 

7.3 時間限制 

是次研究涉及教學實務，實驗期間亦經歷了停課，為不影響實驗班別的教學進度，

令整個研究時間只用了三節課，共一小時四十五分鐘，當中只用了一節課（35 分鐘）

教授心智圖法。教師只是透過課文心智圖示範來概括其特點，未能詳細指出使用心智

圖時的注意事項，無法確保所有學生都掌握繪畫心智圖的技巧。 

 

參與研究的學生尚未熟悉心智圖的繪製技巧，出現了關鍵詞概括性不足、分支少、

縱向連結薄弱等問題。然而，是次研究在發還學生心智圖後沒有進行後續指導，缺乏

讓學生練習及改善繪製心智圖的機會。 

  



八、建議 

8.1 研究建議 

8.1.1 改善數據收集形式 

研究可加入學生訪談，在問卷的基礎上更深入地收集學生意見，例如：焦點小組

訪問，以了解更多關於學生在使用心智圖時遇到的困難，從而制定日後的教學策略。 

 

研究工具方面，日後研究可驗證是次使用的「作文內容評改量表」，並進行信度

測試，檢視此量表的有效度
79
，同時加以修訂其評分項目。 

8.1.2 盡可能排除中介因素 

為了確保研究能有效地檢視心智圖對於豐富寫作內容的成效，建議避免其他學習

策略的運用，單一運用心智圖進行寫作教學。 

8.2 教學建議 

是次研究綜合本人觀察及教師訪談
80
的結果，作出以下心智圖融入寫作教學的建

議： 

8.2.1 宜多作指導 

小學生在繪製心智圖的時候有機會不由自主地反覆修改，導致降低學習效率，本

末倒置，故需要老師從旁提示。
81
 蘇怡文指出許多老師因為教學時間匆忙，往往沒有

給予學生充足的思考時間，讓學生失去不少模仿及自我反思的機會。
82
建議老師善用課

餘時間蒐集並整合學生於不同時期的心智圖，讓學生透過作品了解自己成長的軌跡及

優缺點，從而進行自我反思。老師也可安排學生展示學習成果，讓同儕討論及觀摩。 

 
79 「一種測量工具是否能真正測量出所要測量的內容。」王文科、王智弘（2019）：《教育研究法》，

台灣：五南出版。頁 112。 
80 見附錄 
81
 劉炳霞（2014）： 《思維導圖輔助解決小學作文教學難題研究》，魯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82
 蘇怡文，高振耀（2012）： 心像的魔法—心智圖與創造寫作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年刊》,  頁

87-102。 



林秀娥在其研究中建議運用心智圖進行寫作教學時應同時加強學生的其他相關寫

作知識，
83
而是次研究則發現學生使用心智圖構思時遇到的主要困難。從學生的心智圖

及後測可見，不少學生在轉譯心智圖中的關鍵詞為一篇完整的作文時，未能掌握所構

思內容的詳略分佈。84就此，建議老師在教學時，示範如何把圖像轉換成文章，並提醒

學生繪畫心智圖後、下筆前，仍需要篩選內容。 

 

8.2.2 合作學習 

由於是次實驗教學只有一節課的時間，學生沒有機會就後測以外的題目練習心智

圖畫法。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老師自身除了可多提供支援外，亦可借助其他學生幫

助心智圖運用技巧較弱的學生。教授心智圖法時，老師可讓學生分組就指定題目共同

展開討論，完成一張心智圖，並加入同儕互評的環節，讓學生選出最佳心智圖的組

別。生往往因為生活經驗不足以及學習能力低下而導致學習動機低落，以小組形式設

計心智圖能做到以強協弱，協助學生提升相關技巧。
85
 

 

8.2.3 善用課餘時間 

是次的心智圖教學僅用了 35 分鐘，時間倉促，以致部分學生未能掌握心智圖的要

旨及技巧。除了課上的解說外，老師可給予學生更多心智圖的自學資料及範例，讓學

生自行參考。老師亦可於課餘時間，例如：早上的閱讀課或午休時間，與學生介紹心

智圖，並就學生作品予以回饋及輔導，不一定要在寫作課上進行。  

 
83 林秀娥（2007）：《心智繪圖在國小五年級記敘文寫作教學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

學系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84 「有些學生在轉換圖像為文章時，會直接將數個關鍵字組合成文，缺乏由關鍵字再聯想延伸的能力。

因此教師需適時提供寫作方法並引導，以免學生往往在組織文章時面臨瓶頸。」張玉瑛（2011）：運用

心智圖在國小寫作教學的實務探討，《台灣教育》, 667，頁50 - 53。 
85 「研究建議使用心智圖寫作教學時可多採用小組合作學習，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和成果。」錢昭

君、張世彗（2010）：《心智圖法寫作教學方案對國小學生創造力及寫作表現之影響》，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報》，32 ,頁 79—100。 

 



九、總結 

 教育局在《學會學習》（諮詢文件）中指出課程應透過讓學生掌握及運用學習策

略及方法來建構本身的知識，以提升學習效能。
86
學會使用多元化的學習工具，有助學

生構思寫作內容，心智圖便是其中之一。 

 

從是次研究結果可見，於寫作教學中使用心智圖能夠改善小學生的寫作內容，有

效避免了離題的問題，幫助學生於選材及豐富題材。而培養學生繪畫心智圖的能力亦

有助提升其寫作內容的表現，但是心智圖對於中、低程度學生的幫助更明顯，原因在

於部分學生把心智圖轉換成作文時不懂得如何安排詳略、裁剪素材。故學生繪製心智

圖後仍需教師加以指導，方可讓每一位學生受益，達至心智圖的最佳成效。 

 

 雖然寫作內容有所改善，但是學生在反思、提升文章感染力方面的能力仍有很大

進步空間。建議教師進行寫作教學時，宜結合其他教學策略，例如：分享老師個人經

驗，以供學生借鑑。 

  

 最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僅為小四學生，因此研究成果是否適用於其他年級的小

學生仍有待進一步探討。而心智圖在其他文體寫作例如：說明文、議論文等的使用亦

有待驗證。 

 

 

 

 

  

 
86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2000）：《學會學習-中國語文教育》（諮詢文件），檢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cs-curriculum-doc-report/learn-learn-1/chinese.pdf 

 



十、參考資料 

書目   

東尼．博贊著，蔡承志譯（2010）：《超高效心智圖學習法》，台北：商周出版。 

孫易新（2014）：《心智圖法理論與應用》，台北：商周出版。 

東尼．博贊著，卜煜婷譯（2015）：《啟動大腦》，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頁 114。 

皮亞傑著，吳福元譯（1950）：《兒童心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社。 

陸逐、居志良及楊峻岩(1995)：《作文訓練與作文評價》，江蘇:教育出版社。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和新市鎮文化教育協     

會（1995）：《中國語文教學論文集》，香港：三聯書店。 

曾興（2008）：《策劃學概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朱作仁(1993):《小學作文教學心理學》，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謝錫金、岑紹基編(2000):《量表診斷寫作教學法》，香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Levy, C.M. & Ransdell, S. (Eds), (1996). The Science of Writing. Theories, method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applications. New Jerse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高詩佳（2015）：《向大師學習寫作》，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片岡俊行著，蕭雲箐譯（2010）：《心智圖練習簿》，台中：晨星出版。 

施翔程（2017）：《用心智圖寫作文》，台中：晨星出版。 

吳金蓉（2018）：《一本書玩轉思維導圖》，中國：清華大學。 

王文科、王智弘（2019）：《教育研究法》，台灣，五南出版。 

 

論文及期刊 

 

何嘉華（2005）：《利用視象工具進行寫作前構思訓練對作文成績的影響 : 控制組前   

後測準實驗設計》，香港浸會大學碩士論文。 

梁祐澄(2000)：《以思維導圖為核心的學習輔導課程對初中學生之學業成績提升之研 

究》。澳門:澳門大學教育碩士論文。 

余婉兒（2004）：創意思維與寫作：一個小學寫作教學設計 ，輯於《中國語文教育百    

年暨新世紀的語文課程改革》。 

周紅霞、陳志鋭（2016）：鷹架教學模式中教師鷹架搭建意識及技能的分析，《華文   

        學刊》， 14（2），頁 72-87。 



何敏華（2011）： 照顧學習差異的教學策略工作坊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謝錫金(1983)：《高中學生中文寫作思維過程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學碩士論文。 

沈董美（2018）：《思維導圖在小學作文教學中的應用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 

論文。 

楊俊珂 （2012）：《知識可視化在小學語文教學中的應用研究》， 江蘇師範大學碩士 

       論文。 

劉炳霞（2014）： 《思維導圖輔助解決小學作文教學難題研究》，魯東大學碩士學位  

        論文。 

錢昭君、張世彗（2010）：《心智圖法寫作教學方案對國小學生創造力及寫作表現之 

       影響》，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報》，32 ,頁 79—100。 

李欣蘋（2011）：《心智繪圖融入故事創作教學之研究—以國小三年級為例》，國立 

       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國小教師在職進修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 

王開府（2007）：〈心智圖與概念模組在語文閱讀與寫作思考教學之運用〉，《 國文 

       學報》43，頁 263-296。 

林秀雲（2010）：《心智繪圖教學法應用在讀寫結合之行動研究－以 A 國民小學四年 

       級為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陳淑娟（2004）：《心智圖融入國小低年級寫作教學之行動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林秀娥（2007）：《心智繪圖在國小五年級記敘文寫作教學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蘇怡文，高振耀（2012）： 心像的魔法—心智圖與創造寫作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 

       會年刊》,  頁 87-102。 

黃玉萱（2004）：《整合電腦與心智繪圖之寫作教學方案」對國小中年級學生寫作成          

效之影響》，國立臺南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湯銘（2006）：《促進學生「創新思維」發展的思維導圖教學研究》，上海師範大學 

碩士論文。 

張玉瑛（2011）：運用心智圖在國小寫作教學的實務探討，《台灣教育》, 667，頁 50  

- 53。 

Kellogg, R. (1990). Effectiveness of Prewriting Strategies as a Function of Task Demand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3(3), 327-342. 



網頁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2008）：《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試用》，檢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pri_chi_lang_lo_web_version.pdf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2000）：《學會學習-中國語文教育》（諮詢文件），檢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cs-curriculum-doc-

report/learn-learn-1/chinese.pdf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2017）：《學校報告 2016 至 2017 年度》，檢自： 

https://www.xpypssc.edu.hk/subpage/06/04_SR/1617_SR.pdf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寫作思維過程教學法的發展》，檢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resources/primary/lang/writing_resource/i_appendix_01.pdf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2001）：《學會學習 - 課程發展路向》，檢自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s-curriculum-doc-report/wf-in-

cur/index.html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2014）：《小學中國語文寫作學與教資源套(一) ——附 

錄》，檢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resources/primary/lang/writing_resource/i_appendix_01.pdf 

香港特別行政區考試及評核局（2017）：「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檢自： 

https://www.bca.hkeaa.edu.hk/web/TSA/zh/PriTsaReport.html 

香港特別行政區考試及評核局（2019）：「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檢自 

https://www.bca.hkeaa.edu.hk/web/TSA/zh/2019tsaReport/chi/Ch6b_P6_Chinese_TSA2019C

.pdf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2002）：「腦圖及概念圖在中、英文教學的應用」工作坊， 

檢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resources/serc/sbrsp/sample_01_259

5.jpg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2017）：《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檢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

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_R77.pdf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2018）：《虛擬實境提升學生語文素養簡報》，檢自: 

https://web.edu.hku.hk/f/page/898/Workshop%204%20-

%2020180612%20HKU%E8%99%9B%E6%93%AC%E5%AF%A6%E5%A2%83%E4%BF

%83%E9%80%B2%E8%AA%9E%E6%96%87%E7%B4%A0%E9%A4%8A.pdf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2002）：「腦圖及概念圖在中、英文教學的應用」工作坊， 

檢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resources/serc/sbrsp/sample_01_259

5.jpg 

 

 

 

 

 

 

 

 

 

 

 



�

�
�

��2�

�


�+��(".��,&����� ��4������5�

�*%'-�		
��()�%'�

3$6�

01�!�/����#�����)�%'�

�

�����

�

�

�

�

�

���������
�

����	����

����� �

 �



 2 

ǡǛŜǛ�

DC�G<+?"9	..................................................................................................................................	3	
DC�G&7=��E	..............................................................................................................................	7	
DC�GA0��� 2-1$	........................................................................................................	8	
DC#G��4��8;5-1$�%	...........................................................................................	9	
DC�G-1$)�*�:	..................................................................................................................	10	
DC�G-1$@�>	...........................................................................................................................	11	
DC�G�0�'@.B>	..................................................................................................................	12	
DC�G(F/&/3	...........................................................................................................................	13	
DC�G
���!	......................................................................................................................................	18	
DC�G
���!	......................................................................................................................................	22	
DC��G
���!	.................................................................................................................................	25	
DC��G
�	�!	.................................................................................................................................	28	
DC��G
��,6�!	......................................................................................................................	31	
DC�#G
���!	.................................................................................................................................	34	
DC��G
����!	................................................................................................................................	37	
DC��G
�	�!	.................................................................................................................................	39	
DC��G
���!	.................................................................................................................................	41	
DC��G
���!	.................................................................................................................................	44	
DC��G&7"�	...............................................................................................................................	46	

�

 �



 3 

t"�ǡǛ�

ǡǛ"ǾƊÂƬ�Ũ�

�

v?ƊÂǻƊÂ"ǼŚƬ�Ũ�

�

�� �.ōŚ³EƟŎ§Dǿ�

ĜōŚ)ąèƄ½ÆŷŚ)o7Åǽ:OŚ«Ɖq,ǰǵǽũĪxƖƸ�ǽB

«Ɖ¿ŗǁ�ǗǽŘ)¤Ǖ`«ő9ĘØ¤Śǋ2ūǟ�«ő³EĎ�Ĝ$Ə

ǏªĄƤ8ǽB�}ĝĉǭ"Ɨǽ.ƈćãǽ¤®ŚǒĝǖŞǄǽZ¯5Ę.

W±ǽŻºǕ@Ś|ß6ǁƛÑ��

�

�� �.ōŚ�«ĘöƪǍÝđ��ǿ:OŚHœáļ§Dǿ�

«őĕ�ĂťZöƪzHœǍÝđ�ǽ:O�#ÆŷŚĎPĘ�ưņEą�Ė

�äŚ®7�ƆơÝđ�ǽ�1ÁĘc2ƴƺǽBč(&ÃœĊ³El¤ƀ�

ǇN«ĚŜlǓĻĘœǍÝđ�³E��

�

�� F�³EĂ«ŚǍť)Ƥǭ´�3óêǿ�

*ƤčǙ´«ő�²ǱĉǭŚ�ǱǽƊÂÃÃƤÄƚ:Oîf³EŚǗǺǽ&

Ň«őØ¯ČLėǨǱ��źƅƟǏĉǭǽ«őŚ�Ƶs�Ǳ�Ǘǽė~f:

OÅċşŚĔǽ¸\čńŖĔÖǮǽµƕ&·«ő�0=´ƱÕÏ³E��

¡ǽ�ǐƯǉ�ĉǭǽ«őŚƯÔ&ƿǽƊÂǫƤ¢ŃSƯƵŚǂY�ƌƊÂ

5Ƥ¢ƘÝßÐµ«őÛ1>)|ßǽ�ņ¤Ǖ`«őŚ|ßūľǽTRS�

Ýá¼ǭ��

�

�� FÃ�Ƹ$HœÝđ��ǿņ8Ǹǿ�

&¥Ãœǽƥ,òÐǽ�ņéOŚĂĝ�ťÊǖčòŚǽ�§ĠòÐĘƤ8œ

Ýđ�ǽƊÂ¹ė�Ƹ$Hœ�¤Ǖ`ĎǟǖčœǺbÏŚ¤ƀǽrðĎǟ�

�Ǻ�7ŋ�ƾ��žǍ�ŻĠo��

�



 4 

	� FƴņHœÝđ�´«ő�³EZ¯ĉǭĘ�3¦Ɯǿ�

¦Ɯč«ő�ƆơÝđ�Ď××ƏŒőØ¢âĽǽ�ņÝđ�ǫƤØ¢ýÇǽ

&Ĉ�ÍAǽƤ8«őÛ¢ƨÊßƋǽH:OŚßſǁÌǽZ¯5ėǁƼ°�

1¡ǽÝđ�Ęp«őǚõZ¯ǽÄ:O"2"2Îŭąmǽ�5Ə£Ƽ°:O

ŚâUm�ƌÝđ�ØǗƥźƅǽĘpøu«őŚźƅƏm��

�

1¡ǽ)«Ś³EǱŜēƢǧǽĊ¶«Ǥ4öƪÝđ�Ęp:Oŭ%Ĥ�ǽô

ù¦Ś«Ɖ¾]ƏņċÙí¦�a��

�


� �Ýđ�ǋƞ³EĂ«ŚǍť)Fǌf08Ǹ�ǩǿF§DƩ9ǿ�

ǁƍĎǟǽ«őƤŖ=zīßØ¢ýÇǽ&Uďǈ¤ƀǔĬŝö³_Z¯ŚĦ

Ģ�Ýđ�čăǞŚǽ¬ŚýÇ�¡ü»ǽ�ǫƤ«ő¢qƑpǽ:O�Į�ß

ƋŚ�ĎyƤƋæƂ�Ǌöǽ5"¼+ǟǖƤĘǠƎ�ǦŇÝđ�ƏiŅ«ő

ßƋǽBč9Ƥƥ,«őŚƏmǽ"3Əmǁ¿Ś«őǫƤē¢Śòµ��

�

�� Fƴņç§DW`řúÝđ��³EĂ«)ŚèĀǿ�

HœƸąEņÝđ�Śbsč"N&ǜŚrŕǽ�� Ç$oYǊöƯǽ5Ə�

o«őŚćǶåǽƻ:OƧÚƓÀ�ñ��é"ƗėœƓÀž3`6zEņÝ

đ�Śbsǽ�J§Ǿ�wÆŚ³EǱŜ���Ė�äŚ®7�)ǽé=n"7

ŧƹǅƓÀĖ�0Ś®Ëè�čƷǽ:OĘ8ǸŌÜǽ�àĥ§DǽĘŐǸ¦Ś

� Śǽ=z´ƓÀĘ¢ǗƤoo�ǇĬ"I�=ƻ:O_ǎvIƊÂǖĘǇ

ĉǭŚž3ǽ<:OåfƦa�«őƆơÝđ�ÙǽƊÂ�^o=4;�3Ǖ

@çŘƳ³ǽ�3�=ŕ³�ƌÝđ�ŚHœ5ƥ,ǴƠǽƫāą6ǁǑ�H

œ���

�

�

ƊÂ2ŚƬ�Ũ�

�� F�³EĂ«ŚǍť)Ƥǭ´�3óêǿ�

«őƈ-ƯÔ�ǽ5&_ǎ§DƼ°³EZ¯ǽ�ņ:OŚőŀžǳǁ·�Øt



 5 

�ǽ�ë=žÃƧÚĻĘĞƣ�=³��Ďǽ:OėĘ Ł7Ï!�Ś�ǱǽJ

§ǾƾÉ�hŊ�ĿƒŇÙ_ǝǽĖÙ�®ǽ6ǁU³��ƌ&č�³Eą��

�

�� FÃ�Ƹ$HœÝđ��ǿņ8Ǹǿ�

6ǁ·ǽ�ņéƧÚĖǗƤŚčƤĘƯÔ�ŻīŚǂYŽ«őǽĘĎPīß0

"�Ǻ©+Ù:OěÞƏ£źèŁĒŚąª�ǵÆŷŚƱé"ƗėœGEŽ:

OQbsǽéƓÀ/ė³[Ɣ#İn"4Ž«őxƋǽťÊǁÑŚ«ő�=

ïǽǁÓŚk�=xƋ�«őŚŻº"Ɨ³Úǁ¿ǽë=é/ėøK"3J

��ǽ/ėŽ"3MǃìĽ:OxƋǽ�Ʈ:O�=�ƲEą)Hœ�ÈŦMǃ

ìĽ�ƃŚIƶ¹č¢ŽxƋzÐµǽƻ«ő_ǎ5"4¤ƕ�=³8Ǹ��

�

�� FƴņHœÝđ�´«ő�³EZ¯ĉǭĘ�3¦Ɯǿ�

�

�ņé6ǁ·œǽë=éŚŲħ�Ə&¥ĘĀ�BčéƴņÝđ��ģťÊ$

Ə£ÿ�«őŚ³EZ¯�"I:O�=ǆǍÝđ�ŸũƯÔǽ=ƏHœÝđ

�ÄpƓÀźƅZ¯�&ǍéƓÀ³EŚĎP/6ǁ·œÝđ���

�

�¡ǽéƧÚƤƥ,âœÝđ�Ǐƕ8ǸĀĠǽ=÷³ąņJǽÝđ��=œ

IǋƞƑmŅśǽÄp:Oīß"�Ɩŏ�ĘǠŚƯƵǽƇƌ�Eą)œē¢

&�ŚƯƵ�ǽǇč\)"ŦHœÝđ�ŚĉĽ��ǣ1+¡ǽÝđ��=Äp«

őXââĘ8Ǹŉ4�=³ǽŇÙ^œeǣĽƁŬs�ǽƋæƳ³�ŕ³ŚZ

¯��

�

�� �Ýđ�ǋƞ³EĂ«ŚǍť)Fǌf08Ǹ�ǩǿF§DƩ9ǿ�

Ė¤Ś�ǱčƆgÝđ�ǫƤūǟǽBč¾EuŚūǟĘǢǽ�1Ǣg0«ő

Śřúǽƌ'Ę3¶ę{³Śª6ǁ¤ǽµƕş&łĩZ¯ŚƐżǽéƧÚƑ

�ƤØ¤=zØłĐ��

�

�¡ǽHœƑ�5lƤŽ,ė«őǯXûǥƽĆǽ6ǁǩŭjīßǽǣǬƊÂ

ÅĎĘØ¢ �����ǻǂYǼƯƵŽ«őǽH:OũŸ0"ŚƯÔǘǽ�k�Ļ



 6 

Ę ����� Śáļ%Ƥ«ő ���������� čØǩŚ�ƙ«őX�®)þǥƯƵǽ^Ċ

Ƹ�$`źǋƞ ����������ǽǇĬŚĀĠėēG��

�

	� Fƴņç§DW`řúÝđ��³EĂ«)ŚèĀǿ�

é¨Źƴņ³EƋŚč«őŚƵåzƵąnmǽÝđ��=Eņ¾]ǽBčé

ƧÚǁǩÄ:O^ǋ"2øu³EZ¯�BčÝđ��=Ä:O�cǤźƅZ

¯ǽ§Ġ¶ę{Ś³E7ÅǏf"ťÊŚĎP¹&ǫƤÝđ�ŚÄpǽ�1

Ýđ��³EĉǭŚnĀ&z\:ŤŜÓ��

�

ĘĎœÝđ�ǀ>/ƭ6ǁĉLǽ�Ƹ�$Hœ¹6ǁǷňǽ�ņǹğØ¤ǽ

6ǁǩ³ǽœuÒy¥¶ǽë=§ĠĨ>VƭŚƱœǪƑǀ>ĘdW`řúƑ

�ŚnĀ��

�

�

 �



 7 

ǡǛ2Ǿ«őƏm`ǲ�

�

ƏmťÊ� ši;Ɲǻ��Ǽ� 7Ą�

C� �������������� 	�

)� ����	�
����������	��
����������������� �	�

ǵ� ������	��
���� 	�



 8 

���������
����� �



 9 

�������	���������



 10 

 ��§BW(2�7�t�

������������89����0Z���Rr7�t�

-%§�������������¤����¥������������'8u�������g�

TZ§�����X����T���� �����������������G{§�

�

�

�

�

�

� �

"���§� �

�oHM��c`,¡��_F��Jf��������KI��de����������hy��}A����SB�



 11 

 ��§BW(����

�

�

�

� �

 �

�>�(�� ��l) �(��� ���

s�� �*�)�kQ=t¦����NO�� ���

z&�v� 5^�U¦@6��bVUp¦4qDwa9�� ����

]&�v� �@+�9D�¦4qDw:9�� ����

�.� �3n�[C���£m�.�U�� ����

�¢� �1�$�¢�� ����

k�
#<� �l�k�L�¦k�+\!¨��[C���v/�|?�j

iYE~m����

���

;�§�

�

�

�



 12 

�

 ��§�R�1�P���

�

0ix��								�

�

�

 �



 13 

ŏŊ@ş{ŗ´w´Ë�

��������� ���

�¶ù´Ë�

´wĄíş|/´w�

4Ŕş��ÒJ(ïčÔ��

�ćşc�ć�wÄ�

4ÆşÙw�g2¶Ŝc�Ā"Bŝ�

4ăş�´ăŜÕă�N$Dŋŝ�

wç�Ãô7ş�

�� 17Œ³Ø��
�� ÃJ(ïčŗ��

´wðïşy¢Æ4�ŞwçĞpş�

�� 3C�½iïãĢ��
�� àwłï4¶���YÉ�Ĕĩ�½i��
�� Łé�½iö¯qď��
	� ÊĔĩï�½i|/����ÒJ(ïčÔ���

� 1ók|CĠ�ïR���

�

´Aşąn�|/�/Ć�

´wÛúş�

 �



 14 

Ā�´ăŜ�N$Dŋŝ�

¸ÄşN�Â"N¸�

�

»Ō�

ŜDŋŝ�

´wðï� ´wÙK� ÙK>z�

�

´wx¨� æ�Ŏň�

�

�� ��ĻKÐ� �=�

�

«_ş�

��ąn�ïiáº)řšŜĂşği��½i�ŝ�

��0Ã1é�½i|/ïĚ aštÃŞ5 ¤��

ąn�

�

�

�� àwłï

4¶��

�YÉ�

Ĕĩ�½

i�

�

�

�

� §øş�

���c(�ĊŞ�Hy¢ŚÇ�ï4¶�½i��

6Ľş�

��4Ŕ���YÉ�.·�½i����

�����½iïĀ��§C³ĽĪĈŞL¦»Ō�kś�(âā�Ļe�č

ł�ċÈŠĀ��¿ŀ�Ók§C!,ïĉăŞ3tş(âï���ħ

�\R�ā�wç'T�oĭ�ª|!,ï0�Ş3tşK/�R¡�

$����

��Tj�½i�I=Ńŉïië������������������������������������������������������������������������������������������������������������������������

4¶�½i� �



 15 

��� 3C�½

iïãĢ�

� «_ş�

����ŚÇ�ï�½iTīŞ�½iÃ^%ãśš�

6Ľş�

�½iŞQüği�Í�i��Ď�i�œğŖ¾āŞÃ+�ãśş�

�E)řŇT+ÿG|���

�Ŕj��ŞD°Z²}ä��

TjĿĐ�|�VŃïĿ©.��

�òōÍ� CAŘï3u3¹Ş3u�Őhf2*ħ��

SuĪąõ��

oéĢ���

«_ş�

���071à1é�½iÃ)řsĤš�

6Ľş�

öý§CŞ�½iïsĤL¦�ş�

W»1é�UğŞFß�Ĝ��

Ī×wçW»ŀĥÖ�\mñ�ĜŞĞp5ŀoĭ��Ĝ��

ÃJĊē��

ąn� �



 16 


� Łé�½

iö¯q

ď�

�

�

Úî��ÒJ(ïčÔ��½iø3��

§øş�

���Ê��ÒJ(ïčÔ�ï�½iøĄŞb/3C/¶>z��

6Ľş�

Ĕĩ�½i»ŞTPĜ�/Ćĝőï-DÎÞş�

Ģ�şi8Ğé�ûŕĢ£+���

þŌşlĦkŁéµ�ĆŞń<łD¬®��Ŕ.·Ć��r��

đXĿċş�ÒD¹Ş��ō4Ý¼¹÷Ş�ø�ĎÜ���

ÑXĿċşoĭ��ĜŞ�ø�Ď����

3uş�òōÍ� CAŘï3u3¹��

é.�S�şŃìŁéĿ©.Şé.oÏMŠ?6Í�ľłĿċvĿ

ĕ�ĞèçÃ�Ęïō4��

��ÒJ(ï

čÔ��½i

ø3�

�

�� Ēċ� -ė4Ì� Úî|/�/Ć��

§øş�

Łé�½ià[Ŕ/¶��ÒJ(ïčÔ�ö¯qďŞę¸&dČě

�-D��

|/�/Ć� �

 �



 17 

Ā"��´ăŜ�NDŋŝ�

¸ÄşN�Â"N$¸�

»Ō�

ŜDŋŝ�

´wðï� ´wÙK� ÙK>z� ´wx¨� æ�Ŏň�
�

�� ��ĻKÐ� W:#-� §øş�

ģwç��øï/]Č �8�/Ĩ;��

{â¥�9� �

��� ÊĔĩï

�½i|/

����Ò

J(ïč

Ô��

������������

1ók|C

Ġ�ïR��

êŔ� 6Ľş�

Õ6(£o£�ŇÁÃ�J(ïčŗŞ5|C�Ò10

O9ÀÜGïčÔ����ŞĠ�ì»à)řÁ�J

(šņ�ÒïčÔ~0Ã)ř`øš�

�

§øş�

åÊîŅï�½iŁéŒ�Ø|/ŞŔðà��ÒJ

(ïčÔ�Ş�j¶Å1ók|CĠ�ïR���

������������������������������������������������

/¶Ć�

�

Ww|/»Ş

´��Ĭ�ļ

J��

�� Ēċ� ±d/¶�

�

§øş�

åĖ&y¢ï/¶��

� �



 18 

OM�V��� �%�

 C�

�

�

�

�

�

�

�

�

�

�

�

�

 �



 19 

5<*0�G�

 �



 20 

�

4C�

�



 21 

��

 �



 22 

OM"V��
 �%�

 C�



 23 

5<*0�G�

 �



 24 

�

4C �



 25 

OM"�V��� �%�

 C�

 �



 26 

5<* �



 27 

4C �



 28 

OM"�V��� �%�

 C�

�



 29 

5<* �



 30 

�

4C�

 �



 31 

OM"�V�
  4C�%�

 C�

 �



 32 

5<*�

�

 �



 33 

4C�

 �



 34 

OM"(V��	 �%�

 C�

 �



 35 

5<*�

 �



 36 

4C�

 �



 37 

OM"�V�����%�

5<*0�G�

�

 �



 38 

� �

4C�

 �



 39 

OM"�V��� �%�

5<*�

 �



 40 

4C�



 41 

OM"�V��� �%�

5<*0�G�

 �



 42 

4C �



 43 

�

 �



 44 

OM"�V��� �%�

5<*�

�

�

�

�

�

�

�

 
�



 45 

4C

�  �



 46 

OM"�V,D&#�

�

�����'B+.�9 HJ5<*��

A2�$7� �� �� �� �� �� A2$7�

� � � � � � �

����5<*@!�6I�9�-��

A2�$7� �� �� �� �� �� A2$7�

� � � � � � �

����HE5<*/��K3-:��

A2�$7� �� �� �� �� �� A2$7�

� � � � � � �

����,?HJ5<*4U�='B.����

A2�$7� �� �� �� �� �� A2$7�

� � � � � � �

�����+.��>1L�F)P;�RWSN8QT�

�

�

�



 47 

�


	KA_PO_CHUNG_BEDCL_HPII_THESIS_CHUNG_KA_PO_830879_1629074152
	畢業論文附錄_鍾家寶_111673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