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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理財課程融入心智繪圖教學活動設計之研究 

張麗娟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副教授 

摘   要 

課程設計是以心智繪圖策略對大學生投資理財表現的影響為出發點，探究是

否能有效提高學生研究投資報酬率與風險態度。另外也想瞭解機率、報酬率、專

業知識、獲得資源、多元投資法、風險、配置意識等因子對學生投資決策之影響。 

以雲林縣某大學通識學生研究對象，一班為實驗組，一班為對照組，進行八

週實驗教學活動。採準實驗研究設計，實驗組28人（兩組不同的實驗介入）及控

制組28人，共計56人。進行描述統計、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等統計方法，並結合心

智繪圖課程回饋單作統計分析探討。 

研究結果發現：本課程採用心智圖課程繪圖設計能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成

效、機率、專業知識、發現運用平台資源是影響學生研究投資績效的重要因子；

又心智圖融入到基智網平台教學是影響學生投資規劃的重要因子；發現報酬率運

算投資的題庫，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前後測皆無顯著影響。 

關鍵詞：心智繪圖策略、行為認知與態度、課程意識、多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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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Teaching Activity Design 

of Integrating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into Mind Mapping 

Lee-Chuan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inance,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urse design is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mental mapping strategies on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explores whether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research investment return rate and risk attitude. In 

addition, This study will also examine the impact of factors such as probability, rate of 

retur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ccess to resources, risk, and allocation awareness on 

students' investment decisions. 

Taking general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in Yunlin Coun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ne class i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other is the control group, and an eight-

week experimental teaching activity is carried out. A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was adopted, with 28 peopl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 two different 

experimental interventions） and 28 people in the control group, totaling 56 people.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one-way covariate analysis are 

carried out, combined with the feedback from the mind mapping strategy for singl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found that: the use of mind mapping strategy drawing design 

in this cours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probabilit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found that the use of platform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students' research investment performanc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students' investment plann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topic of return calculation 

investmen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bo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he test. 

Key words: mind mapping strategy, behavioral cognition and attitude,  

curriculum awareness, diversified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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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目的 

本課程為通識課程，課程名稱為「投資理財與生活」。本人發現科技資訊能

力與閱讀、實作和運算數學是大學生必備的四項專業能力，要加強學生的專業與

實務能力，讓學生除了要了解法律與稅務的規定外，孰練的實務操作是增加投資

膽識的重要方法。所以課程意識到教學實踐的重要，再次重新省思老師在課程設

計上如何落實教學實踐。首先想透過「心智圖法」來探討目前很夯的投資課程，

來討論課程意識所涉入的實務覺知；能夠給學生投資甚麼樣的觀念與真實的演練

投資感覺；本課程是針對沒有財金背景的通識學生開設課程可以很快入手投資與

突破投資的困境。故，在教學設計上運用圖像法與向日葵投資探討是否可以增加

學習興趣與投資膽量，為本課程的目的。 

二、研究動機 

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動機有： 

（一）專業能力是投資的關鍵要素 

投資是一項持續的生活習慣，他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關的，投資也是

一項等待與耐心的工夫，「守株待兔」就是很好的投資哲學，所以要有良好的投

資哲學必須不斷的進修與嘗試錯誤的操作學習，訓練投資的手感與對環境的感

知，有了專業就可以改變投資思維，增加投資的素養能力。 

（二）投資理財教學的省思 

對於投資理財的教學，我之前的課程設計意識到在深度（如：投資感覺、心

得、反省）與廣度（如：投資發生前、發生時、發生後的因果）上均不足，所以

學生的評價比較偏向紙上談兵，與讀書考試是懂了但不會使用，看懂理解專有名

詞也會找到各種投資資訊，也可以快速有效挑選投資商品，適合自己的投資法，

但是缺少運用小額資金，進場投資降低風險的膽識，與撰寫自我投資計劃書，對

於分析圖表走勢，培養自主理財能力與看懂基金獲利與風險運作，定期定額穩定

操作，在運用保險產品投資，提前規劃退休生活，學生是沒有感受到它的迫切性，

故深思要強化與補強這方面的素養與認知。面對未來多變的環境與競爭，教師的

角色不單只是知識的傳授者，更要教導學生可以有「帶著走的能力」。欲尋找適

宜的教學策略與教學設計，引導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做最有效的學習習慣，以期

能提升學生投資的膽識。 

（三）對心智繪圖的認識與省思 

孫易新（2007）心智繪圖是一種可以釋放大腦潛能的圖形化工具，能使大腦

進行擴散性的思維，亦能將繁雜的訊息有系統地整合，幫助學生跳脫直線刻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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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提升腦力激盪及邏輯思考的能力。主要的是心智圖的圖像與關鍵字，可以

幫助學生投資聚焦，將片段想法具體化，把零碎的思考組織化，在組織結構上條

理化，透過規劃的引導與心智繪圖分支聯想，結合生活經驗，以激發創意的發想，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王春苹（2007）認為在進行心智繪圖教學時，透過師生與同儕的分享互助，

可以營造溫暖的班級氣氛，降低理財上的焦慮，逐步產生投資布局的勝任感，對

於學生的理財態度有正向的轉變。 

故本人擬運用「心智繪圖」策略進行投資理財教學設計。執行的步驟有三階

段:在「計畫」階段，藉由提問引導、腦力激盪等活動，進行構思取材，使學生在

投資前思索為什麼要投資與規劃；在「轉譯」階段，利用心智繪圖的關鍵詞，有

系統地指點投資策略與發散的聯想，提供各種範本與案例，幫助學生找尋計畫路

徑，協助學生提出投資心得與反省錯誤；並隨時檢視本身所描繪的「心智繪圖」，

是否與投資路徑相吻合，進行「回顧」的階段，讓投資內容落實臨場感，才不會

有紙上談兵之慮。希望幫助學生用分析圖表走勢與向日葵投資，理解資產配置以

增加自主理財能力的培養。 

貳、文獻探討 

以心智繪圖融入投資策略教案，對通識學生學習投資能力的影響分析。 

一、心智繪圖 

心智繪圖（Mind mapping）是英國腦力開發權威的東尼‧博贊（Tony Buzan）

提出。心智繪圖的構思源自於大腦樹狀突的組織，藉由樹狀突觸來傳遞訊息，從

大腦的放射式思考，每一個心智圖中的關鍵字或圖像都可以觸發大量的想像及聯

想（孫易新，2007），其呈現的方式既有文字、圖像，從原有的直線性思考轉為

非直線性思考，可以讓大腦徜徉在思考與創造的世界中。激發聯想力，幫助記憶。

他也是一種開啟大腦無限潛能的全腦思考工具。研究者參閱相關文獻依據心智繪

圖繪製方式（孫易新，1998；林秀娥，2006；侯成洲，2011；劉冠妏，2007），

設計以心智繪圖的方式融入投資理財教學課程。 

實驗組將投資內容的主題寫在紙張中央區，利用線條、顏色、文字等各種方

式呈現，再從中心分枝，連接其他相關的概念，當成草稿布局相關投資可以想到

的所有方向，運用聯想力豐富投資會遇到的問題與要收穫的內容。 

Buzan （1994，2003）認為，在日常生活中的許多事情都能利用心智繪圖來

找出解決方法，特別是在於學習方面，因為心智圖法的放射思考方法，可以增加

資料的累積速度跟數量，將資料依據彼此間的關連性做分層、分類管理，使資料

的儲存、管理及應用更佳系統化，增加大腦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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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智繪圖的理論基礎 

心智繪圖的理論基礎有： 

1. 全腦式思考模式：全腦式思考模式是利用左腦與右腦的特性來提高學習效率，

而在心智繪圖的特色中，就是運用顏色、圖像、空間等不同的形式來刺激大腦，

幫助大腦記住訊息。 

2. 放射式思考模式：透過聯想將相關事務連結在一起，成為一連串互有關係的結

構。可以增加資訊的累積速度，並且將資訊依據彼此間的關聯性作分層與分類

管理。 

3. 想像力與心像：心像是指一個人能在心裡描述一個目標、一個事物或是一個狀

況的過程，其呈現的圖像，是外在環境與內在心靈狀況交互形成的結果。當我

們同時運用視覺、聽覺、嗅覺所傳達的訊息，在腦海中所浮現出實景，就是一

種心靈的意像，腦海中所產生的心像，來對事物進行相關的聯想，再將腦中的

心像透過繪畫的方式將之具體化、系統化，用以紀錄、儲存和表徵。其主要目

的便是利用心像來發揮大腦的想像力與聯想力。 

4. 結構化的邏輯思維順序。 

學習困難往往發生在知識被抽離、分解、缺乏系統的情境，為了使我們的思

緒更清晰、更有組織，可以利用心智繪圖法來輔助邏輯思維順序的學習。 

（二）心智繪圖的內涵 

繪製心智繪圖時有下列幾個關鍵：主題中心、枝幹延伸、擬關鍵字、加油添

醋以及關係連結。Buzan 提出的心智繪圖具有以下四個特色（羅玲妃譯，1997；

鄒小蘭，2002）：1. 將主題具體化為一個中心概念。2. 從中心概念放射出數條分

枝。3. 利用關鍵字當作分枝的概念，再藉由分枝來分出次要概念。4. 所有的分支

形成一個結構圖。心智繪圖的運用與助益在學習方面: 減少作業份量，讓學習、

複習、考試能感覺更愉快，對自己的學習能力更加有信心。 

（三）心智繪圖的功能 

1. 記憶：運用到右腦的長期記憶和左腦歸納整理的能力，就像電腦般的超強記憶，

輕易的被喚起出來。 

2. 分析：將複雜且繁瑣的事物分解成若干片段，有助於分析和了解。 

3. 創意：當在思考事情時，充分使用大腦的想像力、圖形、色彩、量化及邏輯等

能力，可使創意無窮的變化。 

4. 溝通：運用全腦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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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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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智圖法融入課程的教學設計 

心智繪圖透過圖像與文字、符號結合，進行放射性思考，屬於左右腦共用的

思考模式，其對學生思考創意有所提升。心智繪圖（Mind mapping）是由英國腦

力開發權威的東尼‧博贊（Tony Buzan）提出。他在大學時，發現努力用功讀書，

與獲得的成績並沒有成正比，於是想要了解大腦運用智慧與思考技巧的情形。他

從心理學、腦神經生理學、語義學、神經語言學、資訊處理理論、記憶技巧、認

知心理學、創意思考以及一般科學等理論著手，發現只要發揮大腦的綜效就可提

升大腦的運作（孫易新，2007）。在創造思考教學的策略當中，心智繪圖是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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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書中的知識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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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連塭等，2000）。 

（一）心智繪圖教學實務步驟 

心智繪圖藉由畫圖的方式來完成，使得學習的本身更有樂趣；在繪製心智繪

圖時，充分善用大腦來提昇學習能力，此舉能使學習時間縮短、學習績效提昇，

對於學習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教學設計的步驟如下（許素甘，2004）： 

1. 第一階段（示範引導）：包含引起動機、發現心智繪圖的原理及確立繪製心智

繪圖的原則。 

2. 第二階段（個別習作）：讓學生熟練心智繪圖的技巧，使心智繪圖能傳達個人

的想法與思考的歷程。 

3. 第三階段（小組集體創作）：以全開紙張作圖，避免內容侷限於個別習作時的

視野。教學活動開始，由教師介紹心智繪圖的概念及繪製心智繪圖的原則，待

學生對心智繪圖有初步的認識後，透過小組集體討論，練習繪製心智圖，以期

學生能熟悉心智繪圖的方法，並與投資結合。 

學習單分兩種，一開始學習時，採用有第一層關鍵詞提醒的學習單；待學生

熟悉繪製技巧後，則提供沒有關鍵詞提醒的學習單，完全開放由學生自由聯想。

繪製完畢，學生可以依循自己所列的大綱進行投資方向，但是在過程仍須隨時對

應所繪之心智圖關鍵字，以充實投資多元化內容。 

（二）執行的步驟有三 

1. 計畫（planning） 

首先計畫的過程中，從本身的長期投資經驗中提取與投資主題相關的訊息，

將其整合成一套程序性的投資計畫。在教學中，藉由心智圖法的關鍵字，學生有

系統層次地擷取出其相關的先備以知的資訊，運用youtube蒐集相關素材以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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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厚度及豐富感。因此繪製心智圖，可以將抽象的概念，具體的呈現，對於

零碎又多方面的想法達到有效的整合（陳碧芬，2011）。 

2. 轉譯（translation） 

在產生計畫後，將內心想法轉換成文字，也就是俗稱的「起草」，即實際產

生策略的歷程。在此過程，個人工作記憶能量將擴展到極限，因為當學生在執行

策略的過程，必須考慮許多層面，如擬定目標、擬訂計畫、內容構思、已完成的

投資布局、資源配置、遊戲規則、法律規範等等。 

3. 回顧（reviewing） 

這個階段在整個策略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包括了「評估」與「修改」。

其目的在於隨時檢查資源稀缺與配置內容是否符合投資的原始目標，並且檢視是

否需要修改，以確保整體投資品質。影響投資想法的過程，而須進行修改的原因

有很多。整體而言，高投資能力者具有策略歷程的完整模式，不但包含有「計畫」、

「轉譯」、「回顧」等主要投資歷程，各個歷程交替出現、循環遞迴，而且整個

策略模式不斷布局配置調整，並多能發揮評估、監控的能力，以致投資的產品顯

著優於低策略能力者（陳鳳如，2000）。而「評估與修改」屬於後天較晚才發展

而成的能力，因之年齡越長表現越好。在「計畫」階段，藉由提問引導、腦力激

盪等活動，使學生在投資前思索投資策略佈局架構；接著利用心智繪圖的關鍵詞，

協助學生欲投資的內容，在「轉譯」階段順利將所設定投資項目內容表達出來。

並檢視本身所描繪的「心智繪圖」，是否與投資策略規劃內容相吻合，進行「回

顧」的工作，讓投資布局更加有績效。 

（三）心智繪圖投資教學活動設計 

投資是一個反覆循環的過程，進入投資過程前，學生會根據給的方案，從長

期記憶中搜尋各種有關投資基金的訊息，舉凡擇時相關的知識、材料的豐富多寡、

切題的關連性等，將影響過程的進行（張新仁，1992）。因此在進行心智繪圖投

資教學前，先提供與選擇基金的案例，從練習中學習風險與報酬率、選擇的標的、

投資技巧等；再示範將基金轉化為圖檔，學習掌握投資主題，透過線條、關鍵字、

符號等，有條理的說明投資重點，並歸納成如何開始投資；當投資練習時，學生

將閱讀所習得的經濟環境與youtube知識化為投資能力，利用心智圖的繪製，再將

圖轉化為投資練習。心智繪圖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步驟分述如下： 

1. 閱讀範文，由文章轉圖 

學習專業知識、文章架構、投資技巧等；並從文轉化為圖的過程，學習心智

繪圖與文章主題、關鍵字等的內容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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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組討論並描繪「心智繪圖大綱」 

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學生分享投資的構想，把重點繪製在「心智繪圖運用

於投資分析前之學習單」。主要目的是透過討論的過程，讓小組成員可以澄清自

己的投資內容與想法，並正式擬定投資策略 

3. 內化技巧，自行操作練習 

第三次投資開始，改為兩人一組合作完成「心智繪圖運用於投資分析前之學

習單」，由一個能力較佳的學生搭配需要協助的學生。目標希望透過這段時間的

練習，學生已逐漸熟悉心智繪圖的投資歷程，並已將其內化。到實施後測則完全

撤除所有的中介系統，不讓學生小組討論，讓學生自行開始練習，檢驗學生是否

已內化了投資的歷程。 

三、心智圖繪製方法與原則 

目前國內關於心智圖法的研究很多，大學生之相關研究較少見（常雅珍，

2010、2012）。心智圖法在國外廣泛應用於健康、教育、社會學及工程學領域 

（Nesbit & Adescope, 2006）。有些研究結果顯示:心智圖法是一種主動學習策略，

這種創新技術可以促進學習（Boley, 2008）。然而，如何營造學生良好的學習經

驗，促進反思、建構、探究進而解決問題的能力十分重要，應以學生為本位，重

視心智圖法的引導。基於此一觀點，本研究心智圖法的教學引導並非灌輸，而是

從課程中融入生活中實作，提升學生對心智圖法的興趣，進而引導學生實際運用

心智圖法於基智網平台選擇基金的課程。 

（一）心智圖繪製步驟 

心智繪圖藉著顏色、圖案、代碼、文字將放射性思考具體化，透過圖像和關

鍵字，清楚掌握每一個想法之間的關連性。（一）繪製規則（孫易新，2002b；劉

冠妏）： 

1. 主題在中央：從中央思考。 

2. 使用橫式平放 A3 或 A4 且品質佳的空白紙：可提供繪製者自由發揮的空

間。 

3. 影像的使用：使用彩色、立體的影像，可觸發思考及強化記憶。 

4. 色彩的使用：每種色彩對每個人的意義不同，可自由運用色彩於心智圖中；相

關概念使用同一種顏色，並用箭頭、符號與顏色連結概念。 

5. 文字的使用：關鍵字橫向書寫於分枝上方，而字數以零到四個字為佳，遇到整

句則例外。亦可使用圖案或符號代替關鍵字，呈現不同類型、次序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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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線條的使用：線條長度和書寫文字相當，與中央主題連接部分由粗而細，其餘

分枝以一般線條即可。特殊情況可有不同的運用方式。 

7. 整個心智圖的結構層次是放射性（Radiant）：心智圖結構需輪廓清晰，有一定

的順序（順時針或逆時針）。 

8. 要有個人特色，且能突顯心智圖的風格和重點：心智圖是協助我們學習記憶的

工具，圖中的圖案、符號與色彩是個人特色的呈現，因此無須考慮圖案美醜，

只要自己說出心智繪圖的內容即可。 

（二）運用「過程導向投資策略」的教學設計 

本人發現投資策略是一連串的思維過程，學生要從大腦裡的長期記憶系統提

取資料與策略，必須兼顧法律的內容和投資不同的面向，因此是一種帶有目標且

複雜的發現、探索和創造的高級心理活動（鄭淨文，2007），然而回顧過去教學

現場的教學，教師大多採用自作表單作法，也就是教師命題後，經由簡略解說題

意、安排段落，便讓學生開始自行學習直至完成投資計畫，教師的重心放在投資

績效的批改，最後的回饋多為績效評語或優良投資作品的公佈（張新仁，1992）。

為更了解「過程導向」教學的意涵，透過「心智繪圖」進行過程導向教學，以了

解教學對學生的投資歷程影響，並經由進行評量，察覺學生從中在投資表現與成

果上的改變，也為教師在教學提供建議與想法。 

實驗組則使用心智圖教學，並對其學習成效測驗成績加以分析探討，實驗組

學生在前兩週除了先按一般教學課程學習之外，再利用彈性課程一節課的時間，

接受「介紹心智圖的概念及如何繪製心智圖」的訓練；後十週則「將心智圖全部

融入投資理財領域中」，共為期十二週的心智圖教學。控制組學生則在相同時間

內，教師以講述法教授相同教材。教學單元之選用，考量目前教學仍受限於課程

教材及進度，因此，本研究是以五南書局的「投資理財與生活」的教材內容為核

心教材。 

1. 比較學生進行「一般投資策略教學」與「心智繪圖策略投資教學」在投資整體

績效。 

2. 探討學生在「心智繪圖策略投資教學」的學習成效。 

3. 根據過程導向的教學設計查看學生學習實踐的成果。 

四、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是學習的過程指學習者歷經教學前及後，所呈現出來的差異行為能

力。學習成效主要指教師以心智圖進行教學，並指導學生利用心智圖學習後，學

生在認知上的學習效果，主要由實驗後的測驗結果來衡量學習成效，若測驗的得

分高表示成效較佳。學習成效評量由兩位社會任課教師命題，研究者並無參與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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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換句話說，本研究學習成效是學生對學習內容的熟悉度，界定標準主要由實

驗後的測驗結果（包含學習成效測驗分數、心智圖繪製成績、心智圖學生學習回

饋單）來衡量學習成效，若測驗的得分高表示學習成效較佳。 

（一）投資評分方式 

評量方式及計分方法，由於評分量表未有一致性，投資項目的配置與多元投

資的方案有關。欲蒐集「評定量表」 與「成效量表」等相關量表，參酌學生在

投資方向的特質，與教學方式之關聯性，以設計出適合本研究目的之投資績效評

定量表，以及檢視學生從教學過程中，學習方面的成效量表。 

（二）教學實驗程序 

本研究以教學實驗，探討心智繪圖教學對學生投資能力之影響，並以認知回

饋表之填寫及分析，瞭解實驗組之學習認知。 

1. 準備階段 

本階段的重點工作，在蒐集相關資料、取樣、聯繫等。其進行之步驟如下： 

(1)選定研究主題 

研究者從教學實務現場發現問題，依個人教學興趣、研究限制等，與指導教

授協商後訂定之。 

(2)蒐集資料及相關文獻整理 

研究者確定主題後，蒐集心智繪圖、投資等相關的專書、碩博士論文與期刊，

確立本研究之理論基礎與研究架構。 

(3)選定研究對象 

研究者經文獻探討，歸納學習者的先備知識與學習背景相關資料，並配合實

際教學實驗，從任教學校挑選兩個班級為研究對象。 

(4)教學活動設計 

配合商管領域教學進度及學生的投資概率經驗，編寫投資教學活動教材。實

驗組在實驗開始前，教導心智繪圖相關概念與投資配置。 

(5)發展研究工具 

蒐集符合研究目的之基金評定量表，以及編製學生學習回饋單。 

2. 實驗處理階段 

本階段的主要目的，乃藉由教學活動的實施，探討其對大學通識學生投資成

效的影響，主要內容說明如下： 

(1)實施時間 

進行為期八週的教學課程實驗，每週二節，共計十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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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施地點 

某大學一般上課教室。 

(3)實施前測 

進行實驗教學前第一週，二組學生進行前測，由教師說明投資相關題庫命題，

讓學生獨自完成投資基金或是股票的題庫，尋找基金與投資時間共二節課80分

鐘。二組主題相同，題庫題目為「投資、基金、投資組合、投資配置」等80題題

庫。所有施測均在原班級實施，並由同一人擔任施測工作，以求過程一致。 

(4)實施方式 

第二週到第十週，為本研究的訓練與實驗階段。每兩週查看基智網上的基金

績效變化情況，要求學生在電腦完成習作。對照組即由老師依照一般教學原則，

上課公佈操作方式與影片教學，說明投資配置與組合，進行實務操作活動。實驗

組在實驗開始前，教師先指導投資的觀念與心智繪圖相關的連結。正式實驗時，

實驗組練習投資配置結合與心智繪圖的思考訓練，先由五人合作團體討論，到兩

人一組，以期能內化，到第十週實施後測時，由個人完成投資構思的心智繪圖與

基智網的基金績效比較，並書寫基金的投資的績效成果與風險報告。 

(5)實施後測 

教學實驗結束之後，並在第十週實施後測，各組均再測一組投資基金的KPI，

投資作主題與前測相同，為「用心智圖構思基金配置的績效與風險」，時間為二

節課，共計80分鐘，以「基金績效評分量表」來評分，並進行各項分析面向以比

較學生投資思維是否有顯著差異。 

(6)學生問卷 

本研究除了分析學生在實驗前後在基智網平台上選擇投資基金能力的成效

外，為了解學生在接受用心智繪圖構思融入基金投資思維，其教學策略後的學習

成效評估，在實驗結束後，請實驗組學生填寫「學生課程回饋單」，以了解實驗

過程中對學生的學習成效影響。 

3. 資料處理與撰寫論文階段 

針對所蒐集的測驗數據採用SPSS進行統計與資料分析的工作，輔以學生問

卷等質性資料，根據歸納研究結果，撰寫研究報告。研究者對所呈現的結果加以

解釋，並與先前的國內外文獻進行比較分析，進而提出研究結果與建議，以完成

研究報告。 

4.「心智圖構思融入基智網平台基金投資」教學設計理念及課程特色 

A. 本教學課程有三大內涵，分別為：(1)繪圖與理解、(2)探索與布局、(3)實踐與

應用。本課程是融入e化影片教學、以激發配置的教學方式、學生團體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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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動手實作、參考證期會投資影片教育、學生自我報告的經驗等六種課程特色，

鼓勵學生能以不同角度去思考和探索投資與生活上的問題，並發展強化記憶力及

培養勇於分析投資步驟的精神。 

B. 教學動機策略分析：(1)用繪圖來說明引起學習動機、(2)強化「關鍵字」教學、

(3)藉由學生學習構思心智圖的技巧以增加其投資方向的記憶力、(4)增加繪畫心

智圖的練習次數以達熟練技巧、(5)利用心智圖提升學生學習興趣、(6)教師在心

智圖教學過程中應從「主導者」轉換成「支持者」的角色、(7)鼓勵學生運用構思

心智圖的技巧，運於日常生活中定期定額或定期定股的方式，勾勒出投資規劃。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變項有自變項、依變項與控制變項，茲說明如下： 

一、自變項 

（一）傳統講述法的教學方式，控制組教師依照投資理財與生活的課本、教學指

引與影片的內容，進行傳統課堂教學的教學活動。 

（二）研究之自變項為教學法。實施「運用心智繪圖構思投資教學」為實驗組，

實施「一般投資教學」為對照組。實驗組是老師用構思心智圖融入，基智

網平台的投資策略的教學方式進行課程，此課程共八週，分兩階段進行。 

二、控制變項 

控制變項主要在於控制可能影響實驗結果的其他變項，本研究指學生的先備

能力、授課教師的師資背景、教材內容、教學時間、教學地點與環境、教學設備

等條件，力求一致。 

（一）教學者：為避免教師學科知識和教學風格影響研究結果，兩組學生均親自

授課。 

（二）學生能力：本研究班級二班在智力、學業成績分佈，均相當接近。 

（三）教學時間：實驗組與對照組每週上課兩小時，每次45分鐘，兩組的教學時

間皆相同。 

（四）投資項目與主題：皆由研究者設計，主題都相同。 

三、共變項 

共變項為「投資報酬與風險機率」前測所得到的分數。學習成效測驗為前測，

實驗組與控制組均在同時間、同學校進行同樣的題目。 

四、依變項：學生的學習成效 

依變項為二個方面在「在基智網平台選擇基金能力」及「基金投資績效結果」

的表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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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選擇基金能力：學生投資選基金能力評分量表之得分。學生依據評分

標準進行評分後，分別在各個向度之得分。 

（二）基金投資績效：學生投資基金報酬率與風險的評分量表。 

五、研究工具 

包括「心智圖教學課程設計」、「心智圖學生學習回饋單」與「學習成效測

驗」實驗組學生填寫「學生課程回饋單」後，經統計分析學生在投資成效之結果。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的「不等組前後測設計」。實驗設計如表1所示： 

表1 實驗設計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構思用心智繪圖教學） O1 X1 O2 

對照組（一般投資教學） O3 X2 O4 

O1 和 O3 為前測：二組學生在進行教學實驗前，由研究者統一命題，實作

基金選擇，其在投資績效評定量表之得分。 

X1 和 X2 為教學實驗處理：亦即實施基智網平台構思融入心智繪圖投資與

一般投資教學。 

O2 和 O4 為後測：二組學生在進行教學實驗後，由研究者統一命題，平台

實作基金選擇，其在投資評定量表之得分。 

Χ：表示實驗組學生運用心智圖構思教學並融入基智網平台投資理財之實驗

處理。 

六、研究方法與設計 

選取兩個班級進行實驗教學，分別為實驗組和對照組。第1個班級為對照組，

對照組成員28人（男 14 人、女 14 人），由研究者授予一般教學；第2個班級

為實驗組，實驗組成員 28 人（男 14 人、女14人），由研究者運用心智繪圖融

入到基智網平台的方式教學。如表2。 

表2 實驗組與對照組人數統計表 

組別 教學安排模式 男 女 人數合計 

實驗組 心智繪圖投資教學 14 14 28 

對照組 一般投資教學 14 1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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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驗前先進行前測，經過八週的實驗教學後，再進行後測，依據兩組學

生前、後測投資績效之得分，比較學生之在平台投資基金績效報酬率，在進行不

同的實驗教學後，是否有顯著差異。實驗組額外寫「投資教學課程回饋單」，另

外瞭解實驗組學生在進行實驗教學後之投資思維，是否具有顯著的影響。 

七、心智繪圖融入基金投資的教學方案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以心智繪圖融入投資教學的教學策略，配合「投資績

效評分量表」蒐集量化資料；並輔以學生問卷蒐集質性資料，分別說明之： 

在實驗開始前，教師先指導心智繪圖相關概念與投資相關的觀念思維。正式

實驗時，透過教師示範，五人小組討論等，練習心智繪圖與平台投資基金，結合

心智圖構思的訓練教案、如表3與圖1。 

表3 心智繪圖技法教學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課程介紹 認識心智繪圖 

1. 介紹心智繪圖的緣由。 

2. 了解心智繪圖構圖的原則。 

3. 知道心智繪圖的功用與運用。 

4. 激發學生對心智繪圖的興趣。 

腦力激盪 小組繪製心智圖 

1. 五人為一小組。 

2. 以「投資做延展的聯想」為主題，討論完成心

智圖構思。 

3. 將作品張貼在黑板，共同檢討建議，加以改進。 

分享與整合 繪製心智圖 

1. 五人為一小組。 

2. 以「資產配置作延展聯想」為主題，討論完成

心智圖構思。 

3. 將作品張貼在黑板，共同檢討建議，加以改進。 

投資配置秘笈 
心智圖與基智往

平台基金結合 

1. 根據解析後的大綱，從繪製完成的「平台基金

選擇關鍵因素」心智圖，找出可投資的標的。 

2. 上台講解說出為什麼要如此的配置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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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討論投資組合 優勝的同學上台拿獎狀 

  

同學的心智圖作品 分組的分享合影 

圖1 心智圖同學作品與頒獎分享 

肆、研究分析 

實驗後分析：所得資料皆以SPSS for Windows（18.0版）套裝軟體進行分析

處理，其中各項考驗與分析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次數分配、平均差、標準差 

二、採用Pearson相關分析：檢測實驗組學生在經過實驗教學後，繪製心智圖結合

平台選基金的能力是否和學生的學習成效有顯著相關。 

三、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在進行共變數分析之前，先利用實驗組學生和

控制組學生所接受的「學習成效測驗」之前測分數檢定，組內迴歸係數同質

性之假設，才能進行共變數分析。實驗分析後發現:實驗組與對照組在迴歸係

數同質性考驗的分項中，（t＝.033，p＝.08＞.05）達α=.05顯著水準，表示未

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設，顯示兩者的學習成效水準是一樣的，符合實驗之

原則，因此可進入本研究之實驗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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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後測分數為依據，以「獨立樣本t考驗」來檢視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平均數差

異，來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間在經過實驗後的前後測分數之差異情形，並

以「相依樣本t考驗」來檢視實驗組組內前後測分數平均數之差異，以分析實驗組

在實施心智圖教學方式融入基智網平台投資後的學習成效表現。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的分析中，（F值=.001；p=.973

﹥.05），分析結果兩者無差異，沒有達顯著水準，表示各實驗處理組的共變項與

預測依變項所得的迴歸線之迴歸係數相同，如表4。 

表4 實驗組與控制組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分項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p 

投資成績 班級＊前測誤差 .161 1 .161 0.001/0.973 

p < .05 < .01 

先對兩組的學習成效測驗前測進行獨立樣本t檢定，進一步分析。研究者對兩

組的前測題庫成績進行獨立樣本t檢定，以了解兩組的學習成效是否有差異，實驗

組與控制組「前測成績」獨立樣本t檢定摘要表兩組在學習成效前測上的表現並沒

有達到顯著差異（t＝.033 ，p＝.08＞.05），顯示兩者的領域前測學習成效水準

是一致。 

表5發現分析出實驗組組內分散程度比控制組高出許多（14.56>8.72），表示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成績分布情況差異很大。學習成效的表現，期中考以投資題

庫考試的表現，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間的學習成效前測成績為85.64與85.75，

控制組學生的成績優於實驗組學生，進行獨立樣本t檢定對兩組的後測成績進行

獨立樣本T檢定，以了解實驗後兩組的學習成效是否具有差異。 

表5 兩班前測差異的獨立樣本t檢定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平均標準誤 T值 自由度 P 

實驗組 28 85.64 14.56 0.033 1 0.08 

控制組 28 85.75 8.72    

p < .05 < .01 

表6分析：兩組標準差相差1.01，可知，實驗組學生成績分散的情況已呈集中

的趨勢，比控制組離散的分散程度小，實驗組各分數層級已趨於集中，實驗組學

生學習成效有大幅的進步。兩組後測成績經獨立樣本t檢定（t＝-.1575，p=.036）

達到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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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實驗組的進步幅度為3.12（88.76-85.64）分明顯高於控制組的進步幅度

（84.6-85.75）（-1.15），可知「心智圖融入基智網平台投資」教學比較一般影片

教學方法，學習成效有顯著的提升，且實驗組學生個別的領域成績標準差，差異

性變小（14.56縮小到6.72）。 

表6 實驗組與控制組「後測成績」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各組人數 平均數 平均標準誤 

實驗組 後測- 28 88.76 6.72 

控制組 後測- 28 84.80 7.73 

 T值 自由度 p 

實驗組 後測- -0.1575 1 0.036 

控制組 後測- 4.648 1 .000** 

表7 實驗組「前測成績與後測成績」相依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分類 各組人數 平均數 平均標準誤 

實驗組前測 28 85.64 14.56 

實驗組後測 28 88.96 6.72 

 T值-1.518 相關係數0.666  

如表7發現實驗組「前測成績與後測成績」相依樣本T檢定中（t＝-1.518），

相關係數0.666表示前測成績與後測成績有顯著的相關存在；表示前測與後測為

正向中度相關。 

實驗組學生的學習成效前後測的成績具有高度的顯著差異，教學上利用繪製

心智圖構思，將學習內容歸納出的關鍵字與聯結符號的方式強化記憶，可以讓學

生熟悉學習投資的內容，繪圖也有助於提高學習成效，並且學習成效愈高的學生，

愈能掌握繪製心智圖的技巧延展投資思維。 

在實驗後測後，分析實驗組前測與後測成績以及心智圖繪製成績可以發現，

經由前後測分數的分析可知：實驗組的學習成效表現達到顯著水準，對實驗組實

施「心智圖學生學習回饋單」填寫，目的在檢測學生於心智圖構思融入到基智網

平台投資領域後的學習態度、動機與興趣，以深入剖析學生對此實驗研究的真實

看法。「心智圖學生學習回饋單」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份是實驗組的學生對心

智圖繪圖法的構思；第二部分為實驗組的學生繪製心智圖的技巧熟練運用到基智

網平台的程度；第三部分為課程結束後，實驗組的學生對「心智圖教學融入基智

網平台投資基金選擇」的想法及完成心智圖構思繪圖時，曾經遇過的瓶頸作合作

與團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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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智繪圖融入投資平台策略教學之結果分析 

經過八週的心智繪圖融入投資平台策略的實驗教學後，在投資績效方面，有

85.72%的學生認為經過這次的學習後，基金組合策略比以前有趣；在投資分析前

的思維取材方面，實驗教學前原來有89.29%學生不知如何投資分析與讀投資相關

資料，經過教學指導後，有92.86%的學生認為看到投資題庫與記憶相關題庫資料，

可以用很快的速度用心智圖分析法從事相關內容與記憶；在資產配置方面，有

82.15%的學生表示所分析出來的投資方案比開課前的投資有較高的績效。 

整個教學過程中的學習成效，有89.29%的學生變得比較喜歡理解分析題庫，

顯示學生在投資考試上有所改變。有96.43%的學生認為透過投資前的心智圖繪圖

分析後對本身的投資分析有所幫助；有82.15%的學生認為，在進行心智繪圖融入

平台的投資教學時，將腦海中的思緒化為關鍵字、圖像、色彩，幫助心理上的放

鬆，可以舒緩投資害怕困境的壓力感，對投資產生持續性的關心與涉入，進而容

易著手進行投資，因此喜歡先透過心智繪圖的方式做整體的規劃，再進行後續的

投資策略；有85.72%的學生認為以後投資分析時，會繼續利用心智繪圖法與基智

網平台的測試，先進行投資分析後觀察一段時間要進行真實的投資。 

實驗組學生對心智繪圖應用在基智網平台投資策略教學，持正向積極的態

度。多數學生認為在投資前要先繪製心智圖，協助分析投資主題的聚焦，從報酬

率、風險、資產配置等方面都會緊扣投資時機與總體環境本身，對於抽象的思緒

會以關鍵字記錄下來，將想法具體化，思考組織化，可以幫助學生增加投資前的

布局而不是盲目的投資，對投資思維的整體表現也有所提升；再者，透過繪製心

智圖繪圖布局方式，可以增加記憶對投資產生興趣，並表示在課程結束後，會繼

續利用心智繪圖進行投資分析與布局。 

綜合上述可知，心智繪圖布局應用在基智網平台投資策略教學對學生的學習

成效產生正向的回饋。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運用心智圖教學策略融入基智網平台投資後學習成效

之影響，實驗組除了在實驗前學習心智繪圖技法與平台的選擇策略，以及在實驗

教學中，學習轉化為圖畫的技巧外，兩組學生在教學過程中，都採「過程導向」

的教學方案。 

本研究主要探討不同投資教學法對通識學生投資策略規劃，在學習成效（題

庫練習、投資配置、平台投資績效）上是否有顯著的差異。採實驗研究法的準實

驗設計之不等組前後測設計。從通識班級中選取兩個班為研究對象，一班為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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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另一班為對照組。填寫教學回饋單等質性資料，以瞭解心智繪圖教學融入平

台基智網教學對於學生投資學習成效之影響。 

本研究探討「心智繪圖策略融入在投資基金績效的表現」效益，對照組接受

「一般投資PPT與影片」教學。研究過程中所蒐集的資料與數據經過分析後，獲

得以下之主要研究結論，並依據結論提出建議，以作為教師教學及未來研究之參

考。以下為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心智繪圖繪圖策略能提升學生投資策略的延展學習 

實驗組學生在投資成效基金總分與組合績效、組合多元思維、資產配置等三

個向度的後測成績均優於對照組學生，其中以組合多元思維的進步幅度最為明

顯。兩組受試學生之投資基金整體總分有明顯差異，績效表現實驗組明顯高於對

照組。顯示運用心智繪圖融入在投資策略的基智網平台教學方式得到正向的回

應。 

在前測中兩組受試學生之評量分數雖未達顯著差異，但實驗組的後測得分優

於前測分數，表示此實驗對學習成就提升具有效果。在各分項結論中，在其中題

庫方面:投資觀念題庫中，如年利率、年化報酬率、期間報酬、基金4433法則績效

報酬方面，無明顯差異。兩組受試學生之評量分數未達顯著差異，顯示兩組學生

在此項成績的表現差異不大。探究原因，由於報酬率是一般知識，也是平時已具

備之基本能力，較無法從教學中產生立即的改變。 

（二）心智繪圖熟練能力與合作團隊可以提升學生風險觀念 

在風險估算題庫方面：兩組受試學生之評量分數達顯著差異。在各分項結論

中，投資組合風險運算與觀念，兩組受試學生之評量分數達明顯差異；在風險組

合計算以及計算投資變異數與標準差方面，兩組受試學生之評量分數未達顯著差

異，顯示兩組學生在此項成績的表現相似。探究原因，因為對心智繪圖與風險離

散與投資變異數的題庫不夠熟練，以及學生不易掌握風險與變異數投資的觀念，

故未達顯著。在資產配置題庫方面：在兩組受試學生之評量分數達顯著差異。如:

配置權重、多元投資組合、投資策略、72法則方面，兩組受試學生之評量分數有

明顯差異；在配置題庫方面，兩組受試學生之評量分數達顯著差異，顯示兩組學

生在此項成績的表現差異很大。探究原因，實驗組學生對心智圖繪製的熟練度與

分組合作團隊有關。 

綜上研究發現，透過題庫與心智圖的繪製與布局投資了解投資的觀念與名

詞，可以提升以記錄投資細項事件過程，與投資的先關名詞與數學計算，對投資

成效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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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研究發現，實驗組在報酬率方面與對照組無顯著差異，其中以報酬率、年化

報酬率、多元投資、基金4433法則選擇策略等四個投資項目考試題庫上，兩組的

表現相似。心智繪圖以關鍵字進行投資聯想，但由圖轉成文字過程中，教師宜指

導學生練習將投資關鍵字進行分析，因此在進行投資策略與生活課程結合，可以

提供不同類型的投資管道，讓學生體悟；鼓勵學生上台以口述或分析方式，練習

選擇策略與配置方案，以增加投資的多樣性。 

再可設計課程培養學生運用電子書的工具自主學習，增加投資經驗，以豐富

學習多樣性與內涵、結果發現，心智繪圖融入平台投資分析有實戰的動態性，而

投資運用根基於生活經驗，透過心智圖繪圖法可以幫助學生喚起相關投資經驗的

連結。從學生心智圖中發現，當所繪製的心智圖，支幹延伸越多，關鍵字的聯想

越豐富，其所寫出的內容相較下更精彩；相反的，因為學生對題目的相關背景知

識不足，在繪製心智圖時，苦無想法而使心智圖的內容貧乏。因此教師可設計多

元知識學習的課程內容，激發學生對投資趨勢的觀察力，感受投資風險與趨勢的

方向。 

指導學生由文轉圖的整合基金組合，為使學生了解依圖來寫投資配置的過

程。本實驗在進行前，先提供與題目相同類型基金的範例題庫，從範例題庫中學

習基金知識、72法則等；接著由教師示範將文轉化為圖多元投資法則，學習掌握

核心主題，整理投資重點，並歸納成投資風險。從學生的回饋單和教師課堂的觀

察中發現，這個方法有助於掌握心智圖繪圖與基智網基金平台投資的串連，若由

學生以五人一小組為單位，練習由文轉圖的投資統整能力，讓學生親自參與課程，

藉由同儕間的合作對話與分享，可以增加學習的成效。 

三、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本研究以「投資思維」課程結合心智繪圖融入進行基智網平台投資教學研究，

已獲致初步教學成果，在本研究的基礎上，針對研究主題方面，提出未來建議： 

1. 本研究以投資中的「基智網平台基金策略」進行研究，未來可擴及經濟、全球  

ESG類、社會責任類等類型或金融的特性，設計教學方案，進行相關研究。 

2. 本研究學習成效中，題庫的練習題有「投資報酬率」、「風險標準差」、「投

資機率」、「心智圖的繪圖」、「投資平台的使用」、「基金的組合」、「基

金的風險評估」等項目，雖然受試學生的後測成績均高於前測成績，然而並未

達到顯著差異，顯示題庫的練習，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學生沒有差異。 

3. 研究設計方面僅對學生之學習成效及基金進行基智網平台選基金的實驗分

析，未來研究時，以相同教學策略，分析高低分群組學生的表現，以明瞭此研

究對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成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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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對象可以再針對社會人士或大四生為研究對象，探討與分析其結果。 

5. 研究時間方面，本研究為期八週的實驗教學，雖已看到初步成效，但是若學生

對於心智圖繪製更加熟練，建議未來可再延長教學研究時間，學習成效將會有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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