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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繪圖與創造力

廖偉雄

創造力教育是當今世界各國教育改革的重點項目之一，先進國家無不重視其學子

創造力的啟發。本文將介紹心智繪圖的起源與意義、心智繪圖的繪製步驟、功能與心

智繪圖在教育上的運用，透過理論與實務的分享，擬提供教師進行創造力教育時之參

考。

中文關鍵字：心智繪圖、創造力

英文關鍵字：�mind�mapping,�creativity

壹、前言

台灣自從 2 0 0 2 年 1 月 3 日由教育部

（2002）公布「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

後，定位了創造力在教育改革與知識經濟中

的角色，從幼稚園到大學教育階段，無不視

創造力為當今教育的重點，教育部顧問室為

了推動「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更擬

定了「創造力教育中程發展計畫」（教育

部，2002），以創意學子、創意教師、創意

學養、創意生活、創意校園與創意智庫六大

行動方案為工作重點，產官學界也不斷推出

各種激發創造力發展的競賽活動，可見創造

力是當今重要與熱門的議題。而台灣學生在

傳統的教學環境之下，對於每個問題常常被

要求要有標準的答案，如此過度重視標準答

案的結果，不但阻礙了兒童創造能力的學習

與發展，而且未藉由思考、想像、嘗試與發

現的學習過程，結果是讓學生的思考受到壓

抑與阻礙，在缺乏主動性之下，無法進行創

造思考能力的學習（毛連塭、郭有遹、陳龍

安、林幸台，2000）。

在這個日新月異，人人求新求變的時

代，工商業界莫不在各方面力求創新與發

展，而對於四面環海的台灣而言，人力就是

國力，創造力實在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人

力資源；洪蘭（1999）亦認為創造力是推動

科技、文化、金融、智慧與個人境界提升的

原動力，而台灣的人力資源就是台灣人的聰

明才智與創造力；陳龍安（2006）更認為我

國的教育方法必須擺脫傳統權威的束縛，提

倡創造思考教學，激發學生擴散性思考與問

題解決能力，尤其是特殊教育，更特別強調

「對資賦優異者應加強啟發其思考與創造之

教學。」

許多實證研究顯示，創造力可以藉由

學習獲得提升（吳靜吉，2006；郭雅惠，

2003；陳秀才，2005；Nickerson,�1999）；

洪蘭（1999）也認為創造力就像智慧一樣，

是每一個人都有的，只是擁有的程度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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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毛連塭等人（2000）指出，在創造思

考教學的策略當中，心智圖法（mindmap）

是培養擴散性思考能力的教學策略之一，透

過圖形組織的學習方式，能將書面的知識轉

化為視覺的學習內容，從原有的直線性思考

轉為非直線性思考，進一步讓大腦徜徉在思

考與創造的世界中。本文將藉由對心智繪圖

的介紹，提供教師創造思考教學之參考。

貳、心智繪圖的起源與意義

英國著名的腦力開發權威大師To n y�

Buzan從小就一直思考，為什麼有的人很用

功讀書，可是功課不見得很好，但有些人只

花一點時間讀書，成績卻很優秀。經過多年

的研究及實務經驗，終於得到一個結論，那

就是個體是否能正確地使用無限潛能的頭腦

（孫易新，2002，頁13）。

心智繪圖(�Mind�Mapping)是Tony�Buzan�

在1970�年代初期所創，而「心智圖Mind�

Maps」正式獲得認可並成為專有名詞，則

是在1974�年的「善用你的大腦」電視節目

中，接著Buzan進一步研究心理學、頭腦的

神經生理學、語言學、神經語言學、資訊理

論、記憶技巧、理解力、創意思考及一般科

學，漸漸地發現人類頭腦的每一個腦細胞及

大腦的各種技巧如果能被和諧而巧妙地運

用，將勝過彼此分開工作，能產生更大的效

率，此項發現，產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的後

續發展。

心智繪圖是ㄧ種視覺性工具，用來改善

做筆記的方法，並可培養創造力、使思想組

織化（Goodnough�＆�Woods,�2002）。其構

思源自於大腦樹狀圖的組織，而且每一軸突

能在瞬間聯絡一萬個以上的大腦細胞，它可

以為個體開啟大腦無限的潛力，從它的放射

式聯想結構，每一個心智圖中的關鍵字或圖

像都可以激發大量的想像及聯想。心智繪圖

也符合人類思考方式，是一種全腦的思考方

式，藉由文字、顏色、圖案、代碼、線條、

關鍵字的使用，不僅可以加強閱讀、記憶與

思考效率，還可以使心智繪圖更有趣，更具

個人特色，讓它具有多面性，最後呈現出一

幅概覽式的圖像（Buzan,�2000b;�Margulies�

&�Maal,�2002;�孫易新，2002）。心智繪圖也

是一種擴散性思考及創造思考的策略，運用

圖文並重的技巧，呈現全貌的、結構化、視

覺化、圖像化的筆記方法，可以統整知識、

增進記憶、腦力激盪、自由聯想……等等，

是開啟人類大腦潛能的有效工具（黃雅卿，

2006）。

參、心智繪圖的繪製步驟與功能

不論在業界或學術研究，心智繪圖日漸

被廣為使用，而對於心智圖繪製的步驟，

筆者整理如下（孫易新譯，1998；劉冠妏，

2007）：

一、��準備一張完全空白，品質較佳的A3或

A4的白紙。

二、��將紙橫式平放，並將所要整理消化的資

料閱讀（聆聽）一遍。

三、��從中央開始決定主題與著手繪製，主題

以圖像或文字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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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的議題圍繞在中央主題，好比是一

本書的章節標題。並以正楷書寫，線條

的長度要配合字數多寡，線條中央部份

比較粗，與中央主題要有直接的關聯。

五、��加上其它次要的議題，想像它們是一本

書中其它的章節標題。

六、��加上第二階層的想法，它是從主幹所衍

生而來的關鍵字或圖像，線條要正確連

接且變得比較細，文字正楷書寫，但字

體變得比較小。

七、�當再有其它想法出現時，把資料加在第

三或第四階層，盡可能圖文並用。

八、��讓圖加多一點美感、藝術性、繽紛色

彩、想像與創意。

九、��加入一點幽默、誇張，有點荒謬無妨、

隨心之所致的創作。

十、��重新檢視作品，看是否需要修正或補

充。

十一、� �簽上姓名與日期，完成屬於自己的

作品。

對於心智繪圖的創作，許素甘（2004）

指出：練習的次數越多，越能流暢的運用圖

像、符號、文字與色彩呈現自己的想法，創

意也更能發揮。而心智繪圖應用的範疇相當

廣，在瞭解心智圖的繪製步驟後，學生若能

多加練習，透過繪圖的過程，可以激發大腦

思考，增進記憶與產生創意，不論是觀察、

閱讀、靜思或記憶等等都將成為非常愉快且

有效率的事。孫易新（2002）就提出心智繪

圖具有以下的四項功能：

一、�記憶：運用到右腦的長期記憶和歸納整

理能力，就像電腦的超強記憶一般輕易

的就可以喚起。

二、��分析：將繁雜的事物切割成若干片段，

有助於分析和了解，且輕鬆愉快。因為

心智繪圖使用到左腦的分析、邏輯歸納

技巧、及右腦的整體性考量的功能。

三、��創意：充分使用右腦的色彩、圖形、想

像力等技巧及左腦的量化及邏輯等能

力，可使創意有無窮的變化。

四、��溝通：運用到全腦的所有技巧，左右腦

的理性與感性能得到平衡發展，有助於

人際溝通，生活充滿喜悅。

由上可知，心智繪圖不僅有助於基本

的記憶學習，對於高層次的分析思考與創

意思考，也同樣有幫助，當個體的大腦能

靈活運用、善於思考時，自然能解決生活

當中的複雜問題，問題解決了，那人與人

的相處與人際溝通自然也順暢。這也正符

合Sternberg（1996）所提出的思考三元論

（triarchic� theory�of� thinking）當中的分析

性思考（analytical� thinking）、創意性思考

（creative�thinking）與實用性思考（practical�

thinking）（李弘善，2000）。

肆、心智繪圖在教育上的運用

心智繪圖是創造思考教學的策略之一，

只要熟知其繪製的規則技巧與步驟，對於老

師的創新教學與學生的創意思考，都可以有

莫大的幫助。茲分別就老師及學生兩方面說

明心智繪圖所帶來的效益（孫易新，2007；

余學敏，2002；沈冠君，2004）：

一、對老師而言

(一)�有助於老師準備教學大綱

� �心智繪圖的教學大綱可以讓老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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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掌握教學內容與時間，其清晰的

課程架構也可以讓學生對於學習的

內容有全方位的瞭解。

(二)�有助於教學計畫的擬定

� �不論是年度教學計畫、單元教學計

畫或短期教案，透過心智繪圖的繪

製，可以由中心主題向外延伸，內

容由廣泛而精細，逐步設計由主題

而擴充出來的各項次主題，如此計

畫令人一目了然，迅速掌握內容重

點。

(三)�可運用於不同學生的教學

� �不僅對於一般學生（劉冠妏，

2007），在特殊教育方面，由於心

智繪圖色彩豐富、圖文並茂與重

點歸納的特性，教師更可運用於提

升學障生、聽障生與資優生等的學

習成效（林燕琪，2005；呂美吟，

2005；沈冠君，2004）。

(四)�可運用於不同學科領域的教學

� �研究指出，舉凡地理、社會、數學

與科學、語文寫作、資訊蒐集、創

意思考、決策分析與知識管理等等

範疇，可運用心智繪圖的技巧與方

法進行教學，皆已經獲致不錯的成

效（劉冠妏，2007）。

(五)有助於教師的創造思考教學

� �教師的創造思考教學是在於激發或

培養學生的創造力，而心智繪圖的

課程設計比起一般課程更為活潑與

多元，在教學中刺激學生主動地去

思考，是一種啟發及增進學生「無

中生有，有中生新」創造思考能力

的一種教學方法。

二、對學生而言

(一)��心智繪圖能有意義的訓練學生新、

舊知識間聯結的能力

� �新舊知識之間必須做有效及有意義

的結合，才能有助於新知識的學習

（Ausubel,�1968；Ausubel,�Novak�

&�Hanesian,�1978）。心智繪圖有

其多變的特性，它透過圖像綜覽各

個論點，藉由彼此間的聯結、系統

化的組織來提昇創造思考能力。

(二)��心智繪圖提供了學生另外一個學習

及表現的管道

� �心智繪圖可以讓學生運用色彩、文

字、圖像、符號來傳達概念，在各

學科上都可以運用，且呈現的方式

可大可小可簡略可精緻，全憑學生

運用認知能力及性格自由揮灑，以

自己喜愛的方式來呈現自己的作

品，除了幫助學生增強記憶及習得

良好的學習技巧、熟習問題解決的

方法、與他人分享自己的主意外，

還能夠提供評量的工具（Peterson�

＆�Snyder,�1998）。

(三)��心智繪圖尊重了學生不相同的學習

型態

� �心智繪圖運用到許多繪圖技巧，舉

凡空間配置、美感、有意義的代表

文字、腦力激盪、色彩搭配、整體

美感與質感等等，因此心智繪圖並

不只是單純的畫一張圖那麼簡單，

因為要能在一張紙上將重點兼具各

項要求記錄下來並不容易。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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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份心智繪圖作品都是學生獨一

無二的創作，在欣賞與和別人分享

作品的過程中，不同學生的想法都

將獲得尊重，這更是適性教育的體

現。

(四)��心智繪圖提供放鬆心情、兼具美感

的學習

� �心智繪圖的放射狀思考可以讓學生

的想像力無拘無束，盡情發揮，改

變了以往學習必須是無聊、緊繃、

呆板與生硬的文字記憶與背誦。可

以在繪圖前藉由遊戲化教學、創造

思考的發問技巧或是在繪圖時放點

輕音樂，學生能在輕鬆、舒適的狀

態下繪圖與盡情發表，創意常常由

此而產生；另外繪圖也能訓練學生

空間配置及審美的能力。

(五)�有助於學生的創造思考

� �在心智圖的創作過程中，必須決定

中心主題與旁支的次主題，每位學

生必須思考與決定在自己的圖中該

畫些什麼，不同的學生對於同一主

題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此時若能

透過討論與適當的發問和引導，必

能引起學生創造思考的表現。

伍、結語

陳龍安（2000）於創造力與創意設計教

育師資培訓計畫中指出，若人類的左、右兩

側大腦能均衡的發展與利用時，大腦功能必

能得到最佳的發揮，也最容易藉由培養和訓

練而得到更多、更好的創造性思考。而心智

繪圖則是結合左、右腦的功能，將圖像與文

字緊密的結合，促使記憶力提升、創造力激

發的良好方法。而就目前世界各先進國家的

教育改革而言，大多強調發展學生創造思

考、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等高層次的思考能

力（葉玉珠，2006），且我國也可由九年一

貫之課程綱要總綱所強調的培養欣賞、表

現、審美及創作能力為重要之課程目標，窺

見創造力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心智繪圖的

技法不僅提供教師創意教學時的一項參考，

更可以為激發學生創意思考的一項利器。

(本文作者為台中縣大里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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