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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利用心智圖介入生理學的教學，期望能促進學生的自我導向學習，並提升獨

立思考能力。實驗採用護理系五專一年級學生，分成兩次進行。長期實驗進行 18 週，

實驗組以心智圖介入生理學教學，控制組以平常授課方式進行。短期實驗則是如同長期

實驗，但在進行 9 週後，控制組班級加入心智圖的介入，而實驗組則停止心智圖的介入，

繼續進行另外 9 週課程。結果顯示，自我學習意願與能力，在長期與短期實驗，均有一

致的顯著提升。特別是效率學習部分，在兩個實驗中，不管控制組或實驗組，都同時有

增強的效果。但是長期實驗的心智圖訓練（18 週），卻會對顯著降低實驗組學生批判性

思考的能力。但這樣的干擾現象，在短期實驗，只進行 9 週的心智圖訓練時，即不復存

在。此外，相關係數的分析顯示，批判性思考能力越高的同學，能得到更高的生理學成

績。本研究顯示，在生理學的教學中，以心智圖輔助的介入方式，確能提高學生自我學

習的意願，但是，除了心智圖以外，需要再輔以其他學習與教學的技巧，才能有效提升

學生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關鍵詞：心智圖，生理學教育，自我導向學習，批判性思考能力，護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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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physiology by concept 

mapping in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Study was designed 

with a sample being drawn from a group in first-year junior college nursing students.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aught to use concept mapping in their physiology lectures. 

And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aught by means of traditional methods. The long-term 

study was conducted for 18 weeks. And the short-term study was conducted for 9 weeks first, 

and then the concept mapping intervention was changed between control and experimental 

groups. After that the students got on another 9 weeks training courses. Both parts of the 

studies had shown consistently better overall self-directed learning than before. In particular 

the performance of effective learning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both control and 

experimental groups. However,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was shown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in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in control group in the long-term study. But 

this interference was not shown in the short-term study.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ed that 

concept mapping is an effective tool to improve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However, the 

interference in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was found in the long-term study, which suggest that 

the ele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needs more than concept mapping intervention. Other 

teaching skills and tools should be involved in physiology teaching. 

 

Keywords: concept mapping, physiology, self-directed learning, critical thinking, nurs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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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心智圖結構就如同生理學上的神經元及樹木，其應用核心總結為點、線、面、體及

用。目前教育部已納其為一種正規學習法，是一種輔助思考及視覺化思考（visual 

thinking）工具，其他常用的名稱尚有思維導圖、腦圖、靈感觸發圖、概念地圖或思維

地圖等。學習者透過這種視覺的放射擴散狀之平面安排，可以將學習到的知識用更複雜

的層級架構，取代傳統上下直通式的思考（Novak and Cañas, 2008）。而生理學是基礎醫

學教育的首要知識，其內容是瞭解正常人體功能的運作方式。由於人體生理除了單一系

統運作外，更重要的是各個系統彼此的聯繫整合。因此，學生除了必須理解單一系統的

運作外，更需要有能力將不同系統間的支援與聯繫作用融會貫通。而這種綜合運用的能

力，常不能僅靠記憶背誦，更需要的是獨立思考判斷，而這卻是護理系學生較為缺乏的

能力，並常常因此，成為師生授課與學習的壓力來源。本研究的目的，即是針對這樣的

教學困境，提出以心智圖介入於生理學教學，探討是否能對師生的教學與學習困境有所

改善。 

貳、文獻探討 

近年來，台灣多有倡導利用電腦軟體於教學及自學領域（蔡崇煌等，2009）。其中，

已發現心智圖（concept mapping）可藉由將已經學習到的知識，透過學習者的獨立思考

與判斷，將這些知識重新整理組合，並彼此做正確的聯結（黃素雲等，2015；Gul & Boman, 

2006；Novak and Hillsdale, 1998）。過去，護理界也有學者鼓勵利用心智圖作為護理學生

的學習策略（許麗齡等，2008；Chen et al., 2011）。並也實際應用於糖尿病的足部檢查實

務中（張文蕙 & 許麗齡，2012）。但至今，在台灣尚未有任何研究，將心智圖介入於基

礎醫學的教學策略。 

在使用教學策略的成效評估方面，過去的研究顯示，具主動自我導向學習傾向或能

力者，對學習成效有顯著影響（Klunklin et al., 2008；Reem Rachel et al., 2011）。由於使

用心智圖已發現具有引發學生學習動機，促成自我導向學習（Chen et al., 2011），因此，

本研究使用原始設計為 Guglielmino (1977)之自我學習傾向量表（Self-Directed Learning 

Readiness; SDLR）為問卷調查版本，來進一步分析，具有這種自我導向學習的學生，是

否在心智圖的輔助下，有更好的學習成果。 

先前的學者研究，已經指出批判性思考能力在護理教育的養成中，佔有非常重要的

關鍵影響 (Chao, 2004)。由於護理科系學生的生理學課程，一向是學生在五年的課程學

習中，相當大的壓力來源，因此，學生本身在進入學習前，如果已經有良好的批判性思

考能力的培育，似乎可以有效幫助生理學的學習。過去文獻指出，心智圖的學習對批判

性思考能力，有極大的相關性(Girot, 2000；許淑蓮等，2000；趙可式，2004；陳夏蓮等，

2006；陳玉枝，2010）。因此，利用心智圖方式介入生理學教學，是否可以加速提升學

生思考能力，進而幫助生理學的學習？先前的學者已經使用心智圖於護理教學中，並且

也發現心智圖可以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Chen et al., 2011；黃素雲等，2015)，而此

能力的提升，也能同時提升臨床照護的能力。此外，也有學者在生理學的教學過程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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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批判性思考問題的探討，並且發現這樣的探討有助於生理學的學習（Abraham et al., 

2004）。但是，目前在台灣的護理教育中，尚未有研究探討，將生理學與心智圖結合後，對

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選用已經具有良好信效度之批判性思考測驗

第二級（Critical Thinking Test, level II, CTT-II，葉玉珠，2005）作為心智圖介入生理學

教學，判斷是否能提升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指標。 

本研究已經澄清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通過（CCGH-NTU-103-001，2015）。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於 2014 年 2 月，到 2015 年 6 月，共進行兩個學年度。並依據時間先後，分

成長期實驗及短期實驗兩部分。實驗對象均為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護理系五專部一年級學

生。 

一、 長期實驗： 

（一）採樣的樣本： 

來自 2014 年 2 月（102 學年度，下學期），就讀於本校護理系五專部一年級的學生。

此屆共有四個班級，每班級 50 位同學。 

（二） 介入的方法： 

四個班級均由相同的老師教授生理學課程。首先，將授課班級隨機分成正常授課組

為控制組（隨機在 4 個班內抽取 2 個班級，共有 98 位學生參與，有 2 位學生中途休學），

教師採用平常的投影片教學授課模式；以及實驗組（另外兩個沒有抽到的班級，共 100

位學生參與），教師也採用與控制組相同的生理學投影片教學，但是會在正式上課之前，

即先充分教導學生心智圖軟體的使用方法。訓練的方式是以兩堂課的時間，教導學生下

載免費的 X-mind 軟體，並且進入頁面後，以一個簡單的範例，將樹狀圖，或者是流程

圖，讓學生理解可以如何使用軟體提供的選項。接著利用生理實驗室的 12 套電腦，讓

學生分組下載試著實際操作。跟控制組不同的是，實驗組同學需要每隔兩週，利用心智

圖軟體繳交老師設計的生理學作業，由授課教師及時批改，並於下次上課時挑出個別作

業，在課堂上討論。全部實驗時間為一學期，共 18 週。 

（三）研究工具及其信效度： 

自我導向學習量表 (Self-Directed Learning Readiness; SDLR)    

本研究所採用的量表係依鄧運林引進翻譯自Guglielmino LM.（1977）的 SDRL中文版量表

（鄧運林，1995）。此量表共 55題，計分方式採李克特氏（Likert）五分法，從最低 1 分到最

高 5 分，計分標準說明如下：計分方式採「總是如此感受」給 5 分，「大多如此感受」給 4 分，

「經常如此感受」給 3分，「偶爾如此感受」給 2 分，「從未如此感受」給 1 分，總得分越高

者，代表自我導向傾向越高，得分越低者，代表其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越低。凡總分在中數以上

者為高自學導向學習傾向，總分在中數以下者為低自我導向學習。其信度測詴結果，其 

Cronbach’s α 為 0.64-0.85， 效度測試方面，經專家效度與建構效度，因素分析後共抽取：效

率學習、喜愛學習、學習動機、主動學習、獨立學習、創造學習等六個共同因素，其總解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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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量為 89.74%。 

 

批判性思考量表 

批判性思考量表由葉玉珠博士發展（Critical Thinking Test, level II；葉玉珠，2005）。

該量表參照國內外文獻和工具，內容共分辨認假設、推論、演繹、解釋、和評鑑五部份。

每部份各 6 題，共 30 題。每一題目皆為四個選項，每答對一題得一分，分數越高表示該

部份能力越好。本量表使用 logit 為量尺單位，使得題目的難度與潛在能力的單位一致，

可以放在一起比較（葉玉珠，2005）。每個題目答案正確才給分數，每個部分的分數由

六個題目總和而成。 

在正式上課前，兩個組別均先做兩份問卷之前測，用以瞭解學生在實驗前，兩組的

自我學習意願，以及獨立思考能力，是否有差別。18 週後，實驗結束時，兩個組別同時

做兩份問卷的後測，以判斷心智圖的介入是否對學習有影響。 

二、短期實驗： 

由於分析長期實驗的結果發現，心智圖的介入似乎影響了學生的學習。因此，本次

實驗想利用以期中考為實驗時間界線，將未介入的控制組，在期中考改為介入心智圖。

而原本實驗組的心智圖作業，則於期中考後停止。藉此，想再度確認有受到心智圖啟發

的實驗組，是否能在停止後繼續有效果？而原先沒有使用心智圖的控制組，能否在比長

期實驗更短的訓練時間內，就能達到效果？希望可以藉此更進一步深入探究，心智圖的

介入時間的長短，是否會對學生學習造成影響？ 

（一）採樣的樣本： 

來自 2015 年 2 月（103 學年度），本校護理系五專部一年級學生，共兩個班級為實

驗對象。 

（二）介入的方法： 

兩個班級均為相同的授課老師。控制組是同一個班級，共有 51 位學生參與。這組

在期中考以前，是以平常的生理學投影片授課，經過 9 週後，以期中考為實驗時間分界

點，期中考後，控制組班級將由授課老師另外教授心智圖的使用方法，並在期中考後，

規定以心智圖軟體繳交老師設計的生理作業。實驗組是另一個班級，共有 50 位學生參

與。這組學生除了以與控制組相同的生理學投影片授課外，在一開始上課前，就會先充

分教導心智圖軟體的使用方法，並且在期中考前，要求學生按時繳交授課老師設計的生

理學問題作業，由授課教師及時批改，並於下次上課時挑出個別作業，在課堂上討論。

期中考過後，實驗組同學就不必再繼續繳交作業，只有平常的生理學投影片授課，教師

也不會在課堂上討論心智圖。如此過程依然進行 9 週，直到期末考為止。學期剛開始時，

兩組同時做兩份問卷前測。學期結束時，兩組同時做兩份問卷後測。 

（三）研究工具及其信效度如同長期實驗所述。 

本研究採用的統計方法為 SPSS13.0 版本。以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檢定，瞭解實

驗組和控制組兩組學生依變項得分之差異。以 paired t test 檢定，瞭解實驗組與控制組兩



利用心智圖介入生理學教學對五專護理學生的學習影響 

256 

組學生，組內前測與後測的差異。以 Pearson‘s  相關係數檢定生理學成績與獨立思考能

力的相關性。 

肆、 結果 

一、 長期實驗：自我導向 

（一）控制組與實驗組的前測與後測比較   

自我導向的前測結果，顯示兩組學生在實驗剛開始時，其彼此學習的傾向並無差

異。而實驗組在經過 18 週的心智圖額外訓練後，後測的結果與控制組比較，心智圖的

介入教學，也沒有影響學生的學習傾向。因為兩組學生都經過 18 週的生理學課程教育，

因此，如果能比較同組內的學習前與學習後的狀況，也許能顯示此實驗更細部的現象。 

（二）控制組與實驗組，組內的前測與後測比較 

組內前後測的分析結果，顯示於表 1。當進一步分析控制組的自我導向，其組內前

測與後測做比較時，發現控制組學生的自我學習傾向，並沒有在經過一學期的生理學教

育後，產生顯著差異。但是相反的，圖 1A 顯示，實驗組學生的自我學習傾向，卻在增

加心智圖訓練後，產生顯著的提升（t=1.98，p<0.05）。這個結果表示，18 週的心智圖訓

練，的確能在生理學課程中，促進學生的自我學習意願。可是，當實驗組與控制組比較

時，心智圖的介入，卻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很有可能是生理學教育本身，在控制組

也有一些促進學習傾向的效果，只是單獨生理學教學，其效果無法顯著。但因為有這種

現象，所以，在與實驗組相比較時，卻因為同時存在著生理學教育的影響，所以，無法

特別凸顯實驗組心智圖的促進效果。當我們同時逐項去分析自我導向的學習項目時，如

圖 1B 顯示，就發現在效率學習這個項目，只有生理學教育的控制組，就有顯著的促進

效果（t= 3.855，p<0.001）。而實驗組，因為整體的自我導向都已經出現顯著提升了（圖

1A），這個效率學習，也不意外的出現了顯著的促進效果（t=3.71，p<0.001）。因此，長

期實驗發現，生理學雖然是一門艱難的科目，但凡是能上完 18 週的課程，在效率學習

上，都能增強學生的能力。  

 

表 1  長期實驗自我導向量表組內前後測結果 

  控制組 (N=83) t 值 實驗組 (N=91) t 值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效率學習 18.39(4.28) 20.13(4.55) 3.86*** 18.60(4.04) 20.57(4.49) 3.71*** 

喜愛學習 22.34(3.76) 22.55(4.03)  21.87(3.67) 22.41(3.74)  

學習動機 16.64(3.45) 17.14(4.10)  15.74(3.20) 16.33(3.11)  

主動學習 27.87(4.70) 28.16(5.10)  26.76(4.03) 27.37(4.17)  

獨立學習 21.69(3.60) 21.00(3.51)  21.07(3.49) 20.57(3.69)  

創造學習 13.55(2.91) 13.85(2.82)  13.23(2.45) 13.72(2.55)  

整體分數 120.47(17.39) 122.77(19.40)  117.31(16.03) 121.24(17.15)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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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  長期實驗之實驗組自我導向量表組內前後測結果 

 

 
圖 1B 長期實驗自我導向項目中之效率學習結果 

 

二、 長期實驗：批判性思考 

（一）控制組與實驗組的前測與後測比較 

分析批判性思考能力時，前測的結果顯示，控制組與實驗組沒有顯著差異。表示兩

組學生在實驗剛開始時，批判性思考能力並無差異。但是，實驗組在介入心智圖 18 週

後，如圖 2A 顯示，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居然顯著比控制組低落（t=1.16，p<0.05）。 

 



利用心智圖介入生理學教學對五專護理學生的學習影響 

258 

 

圖 2A  長期實驗批判性思考後測結果 

（二）控制組與實驗組，組內的前測與後測比較 

當進一步分析兩組的組內前測與後測的比較時，發現控制組的整體批判性思考能力

並無顯著差異。顯示，18 週的生理學教育，並沒有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而以心

智圖方式介入教學 18 週後，實驗組的整體批判性思考能力如圖 2B 所顯示，結果居然顯

著低於前測（t=2.45，p<0.05）。顯示，實驗組的學生，在生理學的教學中引進心智圖的

介入後，似乎產生了干擾學生思考能力的現象。也因為這樣的結果，我們另外設計了短

期實驗，希望再次檢驗心智圖對批判性思考能力影響的現象，是否跟心智圖的介入時間

有關聯。  

 

 

圖 2B  長期實驗之實驗組批判性思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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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短期實驗：自我導向 

（一）控制組與實驗組的前測與後測比較 

如同長期實驗的結果，短期實驗自我導向前測的結果，兩組學生的自我學習傾向也

均無差異。由於，課程進行 9 週後，控制組班級會加入心智圖的介入，而實驗組班級則

停止心智圖介入，結果，自我導向的後測分析，也發現兩組學生無顯著差異。長期實驗

已經發現，即便有 18 週的心智圖介入，兩組學生是無顯著差異的，因此，短期實驗的

結果，也呈現這種現象，也是再次確認長期實驗的結果。 

（二）控制組與實驗組，組內的前測與後測比較 

短期實驗組內前後測的結果顯示於表 2。當更進一步分析組內的前後測比較時，卻

發現有趣的現象。圖 3A 結果顯示，控制組的自我導向整體評分有顯著的促進效果

（t=3.01，p<0.01），分項當中，則在效率學習，喜愛學習，學習動機與創造學習，都有

顯著的促進效果（表 2）。在長期實驗中，完全沒有心智圖訓練的控制組，其自我導向前

後測都沒有差異。但是，在短期實驗中，當前 9 週只有生理學的學習，只在後面 9 週再

加上額外的心智圖學習，卻有顯著促進自我學習的效果。而且，雖然實驗組整體的自我

導向雖然沒有顯著差異，但是，當進行如同長期實驗一樣的組內分析時，發現，不管是

控制組（t=4.98, p<0.001）或實驗組（t=3.33，p<0.01），在效率學習這項目，都有顯著

的提升（圖 3B）。這個結果顯示心智圖的介入，如果時間只有 9 週，而且，是在先上過

生理 9 週後，才開始以心智圖介入教學，對學生的自我學習傾向，似乎有更好的促進效

果。短期實驗中的實驗組，在一開始就用心智圖介入，有可能會因為同時有生理學學習

壓力，以致於減弱了自我學習的效力。而且，只進行了 9 週就結束心智圖，不如長期實

驗，心智圖的訓練持續了 18 週，結果，就沒有產生如同長期實驗般的促進自我學習效

果。此外，短期實驗中，實驗組仍然可以看到效率學習具有顯著提升，這部分又再一次

印證長期實驗的結果，即生理學的學習，可以促進學生的自我效率學習。 

 

表 2  短期實驗自我導向量表組內前後測結果 

  控制組 (N=50) t 值 實驗組 (N=49) t 值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效率學習 18.48(3.77) 21.40(4.20) 4.98*** 19.43(3.81) 20.82(3.66) 3.33** 

喜愛學習 22.36(3.78) 23.88(3.78) 2.79** 21.90(3.37) 22.67(3.29)  

學習動機 16.8(3.06) 18.18(3.42) 3.10** 16.66(3.24) 17.20(2.12)  

主動學習 28.31(7.04) 29.04(4.18)  28.37(5.54) 29.04(4.23)  

獨立學習 21.20(3.38) 20.98(3.36)  22.00(3.00) 20.84(3.24) -3.61** 

創造學習 13.54(2.55) 14.22(2.58) 2.22* 14.32(4.61) 13.94(2.51)  

整體分數 122.52(15.20) 129.09(15.06) 3.01** 122.76(17.01) 123.93(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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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A  短期實驗控制組自我導向整體結果 

 

 

圖 3B  短期實驗自我導向效率學習結果 

 

四、 短期實驗：批判性思考 

（一）控制組與實驗組前測與後測的比較 

批判性思考能力前測結果發現，控制組與實驗組並無顯著差異。表示兩組學生的基

本能力無差異。而且，批判性思考後測結果，兩組也都無顯著差異。由於長期實驗中，

後測時發現實驗組比控制組批判性思考能力顯著低落。這種加入心智圖 18 週的訓練後，

會干擾批判性思考的現象，卻在短期實驗中，兩組都只有進行 9 週訓練時，就不再有這

個干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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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制組與實驗組，組內的前測與後測比較 

進一步分析組內的前測與後測結果，發現，無論是控制組或實驗組其整體批判性思

考能力，都無顯著差異。顯示長期實驗中，18 週的心智圖干擾實驗組學生批判性思考能

力的現象，在短期實驗中，也不復存在。 

五、批判性思考能力與生理學成績的相關性 

由於長期實驗發現 18 週的心智圖訓練，反而干擾了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而短

期實驗中，無論控制組或實驗組（課程中均有心智圖的介入，只是控制組在期中考後才

介入，而實驗組則在介入 9 週後，於期中考後停止介入），都沒有發現干擾批判性思考

能力的現象。因此，分析批判性思考能力與生理學的相關性時，我們就使用了短期實驗

的學生來作樣本分析。並且，以學生的前測的思考能力，也就是還沒有受過生理學及心

智圖訓練的狀況下，來與學生的生理學成績作分析比對。結果發現，在學習一開始，學

生所表現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越強，生理學期中考成績有越高的傾向，但還未達統計顯著

（r=0.171，P=0.088，N=101）。但是在期末考，就發現有極顯著的相關性（r=0.284，

p<0.01，N=101）。而整個學期的生理學總成績的相關性，也達到顯著水準（r=0.225，

p<0.05，N=101）。 

伍、討論 

自我導向量表可以顯示學生目前的學習狀況，並可適度評估其自我學習的能力。由

長期實驗及短期實驗，都可以明顯看到，生理學的訓練，可讓學生在效率學習的部分得

到刺激，進而增強這部分的能力。尤其在長期實驗中，實驗組學生整個學期除了生理學

的課程，還需要負擔心智圖的作業，原本預期壓力會較重，結果卻出乎意外，實驗組的

自我學習意願在 18 週後，與自己相比有顯著的增強，而控制組卻沒有這樣的結果。似

乎在生理學教學中，加入心智圖為介入工具，對提升自我學習的興趣的確有所幫助。這

樣的情況，在短期實驗時，更能看到心智圖的效果。當控制組一開始沒有心智圖的作業，

僅僅在 9 週後才開始在生理學課程中加入使用，學生可能是因為先適應了 9 週困難的生

理學課程，然後再來接受 9 週額外的心智圖訓練，因此，很顯著的提升了自我學習的意

願。 

然而，短期實驗中的實驗組，卻沒有像控制組這樣的提升效果。原因有可能是，實

驗組學生一開始就有雙重的學習壓力，一是來自於生理學課程，二是所要求的心智圖作

業。這樣的壓力，卻在期中考過後，因為停止了心智圖的介入，不必再寫心智圖作業而

放鬆，結果反而讓自我學習的興趣不再維持。反觀長期實驗，因為心智圖的訓練持續維

持 18 週，因此，其自我學習的興趣，可以有比較顯著的繼續提升。從自我導向的這些

結果，顯示，心智圖的介入，是一個複雜的操作程序，除了教師引導的方式要清晰生動，

介入的時間長短，也是衡量成效的原因之一。讓學生在長時間下，養成習慣以心智圖作

為學習生理學的工具，會讓學生學會將複雜的生理學機制，整理成自己消化吸收知識後

的筆記，因此，讓學生的自我學習意願可以更加提升。 

     很可惜的是，心智圖的介入，卻在本研究中無法顯著促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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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於，在長期實驗中，還對實驗組學生產生干擾了思考的結果。經由短期實驗，進一

步研究這個現象時，發現控制組先上生理學 9 週後，才介入心智圖訓練，或者是，實驗

組心智圖介入 9 週後，就停止繼續介入，其心智圖干擾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現象，就不存

在。這樣的結果非常值得深思。雖然，過去文獻指出，心智圖的學習對批判性思考能力，

有極大的相關性(Girot, 2000；許淑蓮等，2000；趙可式，2004；陳夏蓮等，2006；陳玉

枝，2010）。但是，當心智圖的學習，是同時加上如生理學這樣複雜的課程學習時，這

些提升的效果，可能會因為學生壓力過大，再加上教師的輔導不足夠，而導致思考的能

力反而沒有得到幫助（雖然可以提升學生的自我導向學習能力）。由於，本研究進行期

間，均只有一位授課教師負責前趨實驗四個班級，以及反轉實驗兩個班級，每班至少 50

個學生，在這種狀況下，不容易去仔細為每個學生探究其問題。只能在每次作業中，挑

出優秀的，讓學生去模仿與改善自己的下次作業。但是，這樣的教導方式將陷入一貫的

盲點：思考能力強的學生，其實自己就能自我改善；而需要幫助的學生，其心智圖思考

邏輯的盲點，即便在有好的作業參考下，仍然無法靠自己的觀察比較，而得到改善。這

是將來進行相關的課程改善計畫時，必須慎重考慮的。需有充足的人力配置，才能讓真

正的結果有機會顯示出來。 

先前的學者研究，已經指出批判性思考能力在護理教育的養成中，佔有非常重要

的關鍵影響 (Chao, 2004)。本研究也發現，當學生原本就具有比較好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時，不管是控制組還是實驗組的學生，都能得到比較好的生理學成績。由於本研究的樣

本是護理系五專部一年級的學生，在進入本科系後的一年級下學期，就必須接受生理學

的學習，也許因為還需加強獨立思考能力，因此，間接影響生理學以心智圖介入後的學

習成效。日後，也許可以比較四技的學生，在年紀較大經驗較多的情況下，是否比較能

承受生理學再加上心智圖的訓練，所增加的壓力。此外，本研究的實驗結果，也可以給

護理科系在課程設計時參考。例如，也許該多加注重原本就有的基礎學科，例如，數學，

生物，化學，等科目的學習成效。這些基礎科目，常常因為看起來沒有直接與護理相關，

而容易在某些學制的課程設計時，被忽略或刪減。我們應該多重視這些科目本身，是具

有培養學生思考能力的特質，而予以妥善運用。 

此外，本研究長期實驗的控制組，在 18 週的生理學課程後，也無法有效提升學生

的獨立思考能力。這點也讓授課教師深感警惕。傳統的教師授課，學生聽課的模式，的

確對需要幫助提升思考力的同學，是相當不利的。近來發展的即時反饋系統(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RS)，可以讓教師在上課時，就能立即得知學生的學習狀況。研究顯

示，這個系統在促進學生的學習狀況，成效相當不錯（林凱胤，2015）。也許教師在思

考提升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方向時，需要去仔細檢查每次上課，學生的學習狀況，如此，

在進一步安排心智圖作業時，可以更藉此加強學生上課時的思考練習，以 IRS 輔助心智

圖的作業安排，也許，更能達到增強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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