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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動機

 大班級教學，個別學習問題不易察覺。

 班級內，學生學習動機高低不一。

 部分學生學習策略尚未精熟。

 初學概念構圖者仍難以發揮該方法之預期優勢。

 對於概念構圖教導與訓練之實證研究仍相當不足。



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概念構圖對學生在學習成效上的差異情形。

(二)概念構圖對學生在自我效能上的差異情形。

(三)分析學生概念構圖的迷失概念，並加教導與訓練之成效。

(四)依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文獻探討



概念構圖之意涵-理論基礎

 概念構圖的兩個起源。

 Ausubel的「認知學習的同化理論」 。

 影響有意義學習的基本要素(Ausubel, 1968)：

一. 學習者既有知識的清晰度與組織的結構化程度，亦即
「有意義學習的結構」(meaningful learning set) 。

二. 學習材料的特性與潛在意義性(potential 

meaningfulness)如何影響學習者對新教材的理解及詮釋。



影響概念構圖訓練的因素

影響概念構圖學習的學習者特性：

 學習者對概念構圖活動的喜好程度。

 概念構圖的呈現方式。

繪製概念構圖的訓練策略：

 閱讀概念構圖策略。

 繪製概念構圖策略。



自我效能理論的意義與內涵
 自我效能的意義：

 係Bandura(1977)結合了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及行為主義(behaviorism)

的概念，提出解釋人類行為的「社會認知理論」(Social Cognitive Theory)之
關鍵概念。

 自我效能是指人們對自身能否利用所擁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項工作行為的自信
程度。

 自我效能的內涵：

 自我效能是一個多向度的概念，而且受到個人因素及環境條件的影響。

 自我效能的預測具有深度、強度、一般性等三個向度。

 概念構圖與自我效能的相關研究：

 在Bandura 提出社會學習理論的「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概念後，研究自
我效能是否為學習者有效表現的重要指標之課題，亦成為一股學術殿堂裡的
重要潮流(何瑞欽，2009)。



研究設計與實施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
與比較教育學系大二修習教育心理學的學生，
一組接受概念構圖的教學處理，一組為控制
組。



研究方法
 實驗研究法：

 本研究為瞭解概念構圖的學習成效與自我效能，採準實驗研究設計，藉以分
析不同實驗處理組別在習成效與自我效能的差異，如表1。

R：表示受試者隨機分派到各組。

X1：表示該組學生接受概念構圖組的實驗處理。

X2：表示該組學生未接受概念構圖組的實驗處理。

Y1、Y2：後測的實施係指實驗處理後，學生在學習成效測驗與自我效能量表的分數。

 文件分析法：

 為瞭解概念構圖的教導與訓練之成效，以文件分析法分析學生概念構圖的錯
誤。

隨機分派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R 概念構圖組 Y1 X1 Y2

控制組 Y3 X2 Y4

表1  本研究等組後測設計表



研究結果



概念構圖與傳統學習之學生在學習成效上
的差異情形

 兩組學生在「學習成效測驗前後測」得分情形一覽表

實驗組 控制組

前測

平均數 24.00 28.57

標準差 10.63 12.84

後測

平均數 36.00 22.50

標準差 9.76 11.43

調整後平均數 36.88 21.40



概念構圖與傳統學習之學生在學習成效上
的差異情形

 「學習成效測驗後測」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p<.001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共變項(前測成績) 1450.57 1 1450.57 16.38

組間(教學法) 3575.16 1 3575.16 40.36***

組內(誤差) 5314.43 60 88.57



概念構圖與傳統學習之學生在自我效能上
的差異情形

 兩組學生在「自我效能量表前後測」得分情形一覽表

實驗組 控制組

前測
平均數 46.69 46.39

標準差 4.12 3.78

後測

平均數 48.23 46.04

標準差 3.50 3.78

調整後平均數 48.15 46.13



概念構圖與傳統學習之學生在自我效能上
的差異情形

 「自我效能量表後測」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p<.01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共變項(前測成績) 353.38 1 353.38 40.79

組間(教學法) 63.10 1 63.10 7.28**

組內(誤差) 519.76 60 8.66



分析學生概念構圖的錯誤，並加教導與訓
練之成效

 本研究針對課程學習內容設計三大概念構圖學習單，
包含題目總共6大題。

 學生在這些概念構圖學習單的作業表現中，呈現出
兩種趨勢，一是逐漸進步但仍有待加強，一是不斷
精進的表現優良組。



 明顯進步組：在這一類中，學生之作業表現又可以分為兩
大類型：偏向圖像說明型以及因理解偏誤而答非所問型。

 圖像說明型：



 因理解偏誤而答非所問型：



 優良表現組：此類概念圖學習單不僅有助於原來對概念構
圖學習法不甚理解的學生外，對於對概念圖已有一定程度
之理解的學生亦有幫助，甚或強化之。我們可以從以下學
生的作業表現中看出端倪。



結論與建議



教學實務方面
 使用概念構圖協助學生在教育研究心理學的學習成效

 利用概念構圖的學習建立學生的自我效能

 分析學生概念構圖的迷失概念，並加以教導

後續研究與未來研究的建議
 研究樣本的多寡

 研究中自變項的種類

 實驗時間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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