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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質性方法探討色彩概念圖對於學習成效與
學習者感受之研究

The Study of Explore Colorful Concept Map fo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Learners’ Feelings Via Qualitative Method

（收件日期 107 年 2 月 23 日；接受日期 107 年 10 月 22 日）

摘    要

近年來，臺灣學者開始將概念圖應用至會計教學上，已被證實具有正面之影響。然

而先前研究大多是採取實證量化研究，尚未有學者採質性方法探討其學習成效。故本研究

以深入訪談取得學習者對於電腦概念構圖以及以概念圖為教材的學習感受。並從另一角度

驗證過去與目前研究結果，取得不同之意見。本研究採立意抽樣，以不同學習程度者為受

訪者對象，分別為四位初次學習、一位已修過且成績不錯和一位重修生 。研究結果如下：

一、電腦概念構圖可有效促進學習者獨立思考能力，達到有意義的學習；二、概念圖教材

相較於傳統線性教材能吸引學習者注意、引起學習動機；三、富有色彩之概念圖更能吸引

學習者注意、學習動機達到更佳的學習效果。研究發現：一、學生在於概念圖所引發的學

習動機主要是源自授課教師口頭上的技巧；二、概念圖可減少學生初次學習上的困難，可

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三、合作學習並非全然對學生有益，需給予適當的監督；四、電腦

構圖可幫助學生統整概念，進而改善手繪大量概念的雜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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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or researches begin to use concept map to accounting teaching and the results are 

positive. However, most of previous studies use the method of empirical quantification rather 

than qualitative method. This study uses qualitative method to investigate how the feeling 

of learners for learning concept mapping and the textbooks courses via in-depth interviews. 

Therefore, this study verifies previous results from another view point, expecting to obtain 

different opinions from learners’. This study uses purposive sampling to select respondents who 

have different learning levels, and they are four initial learning students, one passed and done 

quite well student and one failed and learning again studen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concept mapping could promote learners'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achieve meaningful learning. Textbooks of concept map attract 

learners' attention, and motivation than the traditional linear textbooks. Third, the more colorful 

concept maps attract learners' attention, and motivation than the normal concept maps. Further, 

the new insigh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motivations of students from the concept 

map are mainly caused by teachers’ verbal skills. Second, textbooks of concept map reduce 

students’ initi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enhance the motivation of students. Third, cooperative 

learning is not entirely benefit to all students unless there is appropriate supervision. Forth, 

when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concepts, computerized concept mapping can help students to 

integrate the concepts and improve mess situation in hand-writing.

Key words:  Accounting Education, Concept Map, Concept Mapp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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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學習會計學最難理解是交易事項的辨認、會計科目的使用、借貸方向、金額計算與

會計調整、評價等事項，這些概念雖然是相關的、有階層性的且有因果關係，但卻是很抽

象、很難懂的，對於未曾學習過的同學，將會產生進入學習障礙。過去研究指出在商業類

群的基礎科目中，例如會計學、統計學、經濟學與微積分等，以會計學的重修比例最高

（王興芳、陳美紀、許連中，2010；邱垂昌，2008）。因此，要如何教學生學會學習，讓學

生有效學習，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對於一位會計教育者是非常重要的。近年來，教育改

革聲浪升起，國內外教育者大聲疾呼應教導學生「如何去學習？」。1963 年，美國會計教

育改革委員會 (Accounting Education Change Commission, AECC) 提出的第一號公報《從事

會計職業的學業準備》，即明確定義會計人員教育之目標為「教導學生如何去學習」。

Ausubel 在 1963 年提出的認知學習同化理論 (assimilation theory of cognitive learning)

中揭示了概念圖，其特色為含攝學習、提綱挈領、層級學習、統整調和、及漸進分化（田

麗珠、邱垂昌、廖錦文，2018）。概念圖是利用「命題」與「連結語」之特性讓學生將舊

有的概念與所學到的新概念連結，以層級方式呈現二者之間的關係，一般性、概括性的概

念排在上層，而較特殊、較具體的概念則排在下層，最下層往往是最具體的範例，成為一

個有層次結構化的學習。在這樣的過程中，教師由單向傳遞移轉知識，轉化為學生獨立思

考，以統整出一個屬於自己的認知網絡結構網（余民寧，1997）。此外，概念圖教材因為

是以圖像式呈現，故可改善傳統線性教材純文字的資料敘述的缺點。依據 Clark & Mayer 

(2003) 的研究，學生學習圖像式教材的表現會比純文字好。針對概念圖，國內外教育學者

均已投入相當多的研究，並成功運用在各學科的教學與教材領域中，且均有正面之評價，

故概念圖是一個良好的學習工具（江憲坤、黃華山、王怡舜、施威佑、蔡佳芳，2013；

吳裕聖、曾玉村，2011；黃達三，2006； Chiou, Tien & Lee, 2015；Huang, Chiou, Chiang, 

Lai, Huang & Chou, 2012）。

然而，目前台灣將概念圖應用至商學教育領域的研究並不多，應用至會計學上的更

少，僅有田麗珠 (2013) 結合多媒體與概念圖應用於會計學教材發展與學習成效之研究，

劉羽倩 (2010) 結合色彩與概念圖之數位教材對學生學習高等會計學之影響，上述兩位學

者皆探討有關色彩對於人類知覺與記憶的建構。色彩具有優越的傳達性和識別性，以及心

理上的意象效果 (Davidoff, 1991)，相較於黑白的教材，更能吸引學生目光注意，激發情

緒與學習動機，能有效縮短資訊搜尋的時間、幫助學生學習記憶、促進學生與教材互動

(Pett & Wilson, 1996; Schwier, Misanchuk & Boling, 2000)。Chiou, Lee, Tien & Wang (2017)

探討各種概念圖的技術在不同學習風格下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過去學者均以量化實證角

度去探討概念圖應用在會計學上的效果，無法深入了解每位學生對於概念圖教材應用在會

計的真實感受與喜好程度，以及排斥的差異，但這是量化研究無法細膩觀察與深入了解之

處，而目前文獻與研究又甚少採用以質性研究方法做此探討，故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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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概念圖在應用會計學上的學習成效，並比較電腦概念圖教材與傳統式教材之優劣點，

進而了解學生對於概念圖學習之感受，藉以彌補現存文獻的不足。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

目的為：一、教授學生電腦概念構圖，並探討學生對於構圖學習的看法。二、學習者對於

色彩概念圖、黑白概念圖以及傳統線性教材的差異學習感受。

貳、文獻探討

一、概念圖相關研究

概念圖 (conceptmap) 是由美國學者 Novak (1980) 根據 Ausubel (1968) 的同化理論

(assimilation theory) 及有意義學習所提出的圖式工具，它強調新的學習必須與個體大腦神

經系統中已有的認知結構 (cognitive structure) 之舊經驗相結合，使新知識能在已存有的

概念體系中扎根。概念圖得呈現方式是將課程內容之概念，從最具一般性 (most general)、

最具概括性 (mostinclusive) 之概念至最小一般性 (leastgeneral)、最特殊性 (mostspecific) 之

階層性的排列（邱垂昌，2006）。例如，財務狀況表為最具概括性的會計概念，其次為資

產，更下層為應收帳款，最下層位置則為備抵壞帳，此四個會計概念則形成一個階層。此

外，概念圖中不同的群集 (cluster) 間可以使用「連結語」做連結，用來表示群集間的關聯

性，代表概念上的創新或觀念的新詮釋 (Novak & Gowin, 1984)。

使用概念圖來教學，教師必須要了解學生知道哪些知識，才能將已知的概念與新概念

做連結，如此才能對新概念產生意義。概念圖學習除了可以診斷學生的學習障礙與錯誤概

念以及幫助學生澄清概念外，亦可幫助教師對於自己授課內容與教學方法做思考與反省，

更可協助教師根據學生學習程度做教材內容的調整與修改，使課程內容不致遺漏了某些重

要的概念 (Mason, 1992)。Edmondson (1995) 運用概念圖建構教材，消除課程內容的多餘

重複部分，清楚釐清各概念與各單元間的關係並加以整合。此系統可將學習者所建構的概

念圖快速提供給教師，使教師能立刻診斷學習者的學習障礙與錯誤概念，並得以快速調

整教材，幫助學生加強學習效果 (Ausubel, Novak & Hanesian, 1978；Chularut & Debacker, 

2004; Hanna & Pinchas, 1992)。Wallace 與 Mintzes (1990) 將概念圖當作課程的替代評估方

法，檢視學生在學期初到學期末的知識增長情形，透過此一過程，將更能了解學生與教師

在概念認知結構上的差異。相較於過去學校傳統式的紙筆測驗，更可以測量學生的語意思

考和組織表達能力。

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概念圖與電子技術結合發展出

Inspiration 軟體建構概念圖，對學生的思考、溝通及學習效果都有幫助。Tsai, Lin 與 Yuan 

(2000) 建構多媒體教學教材概念圖應用至網際網路教學系統之學習成效診斷、應用概念圖

發展課程管理系統、設計網路化資源整合概念構圖系統、建構概念圖測驗指標應用至網際

網路系統上測驗學習成效 (Yen,Lee & Che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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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圖在會計學教材之應用

檢視國內外概念圖應用研究後，發現概念圖應用至科學教育的文獻很多，且具有高價

值的研究結果與貢獻。反觀概念圖應用至會計領域的研究則甚少。Park (1989) 以及 Duffy 

(1990) 在會計課程中應用概念圖像的視覺呈現方式觀察學生的學習記憶與態度，發現概

念圖可以幫助學生理解、加深記憶及增強記憶能力。Mass 與 Leauby (2005) 研究證實使

用概念構圖對學生學習效果是有幫助的。近年，臺灣學者陸續應用概念圖於會計學領域，

例如，邱垂昌 、黃華山與謝佳惠 (2004) 實驗指出，以超媒體輔助之概念圖呈現會計存貨

教材，相較於以 Novak 概念圖呈現方式，學生之學習成效及學習滿意度皆較佳。劉羽倩

(2010) 編製出 Novak 黑白與彩色完整的數位會計概念圖教材，且與傳統數位教材之中做

比較性的研究，結果發現彩色的 Novak 數位概念圖教材能夠顯著提升學生的長期記憶，

亦能夠激勵學生的學習動機。江憲坤等人 (2013) 將教材與網路結合，並改良原有二維概

念圖，建置出三維概念圖網路教材，相較於傳統教材中將概念做零星分散的學習，概念圖

的學習者可以依照概念圖所呈現的步驟與階層，輕易地了解單元內所有概念之間的關係與

分化，達成良好的知識管理，使學習者獲得最佳的學習效果，且在學習吸收程度不同的學

生中，三維概念圖能夠提供加深、加廣的學習彈性以及補救學習的功能。田麗珠與廖錦文

(2018) 證實，教師使用結合多媒體與概念圖教材進行教學，有助於降低學生認知負荷與提

高學生學業成就。

三、扎根理論 

紮根理論 (groundedtheory) 最早是在 1976 年由兩位社會科學家 A. Strauss 與 B. Galser

所發展出來的一種質性研究方法，它將所蒐集得來的現象用歸納的方式加以分析整理所

得到的結果。Hammersley (1989) 指出，紮根理論被視為所有質性研究方法中最為科學的

一種方法，研究者根據從研究領域中所蒐集得來的資料推演出理論。林祿皓 (2008) 指出，

紮根理論是從經驗資料的基礎上建立理論，所以此研究方法即為一種由下而上建立理論的

方法。Strauss(1987) 更具體地表明紮根理論是將資料經過有系統的編碼分析，從資料中建

立出理論。因此，本研究欲採用紮根理論的分析方法，藉由訪談概念圖學習者親自感受的

經驗資料，從中編碼，分析歸納出理論。

四、教材建構

（一）教授概念構圖

本研究參考 Novak (1984) 以及邱垂昌 (2008) 針對大專院校學生之概念圖教學程序，

進行概念構圖教學。為確保學生跨越概念圖的「成就起伏」階段 (Edmondson & Novak 

1993)，學生均接受正式的概念構圖教學訓練，以達到 300 分鐘前置訓練的要求（林達

森，2005），其程序為：1. 先闡明概念之意義，例如物件 (objects)、事件 (events) 或特性



40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characters)，其物件（可視為會計學之會計科目）如財務狀況表、現金、銷貨收入、應收

帳款等事件。教授完畢並舉出會計概念例子，請學生分辨其為物件或事件，直到確認學

生了解會計意義，並且能夠區分物件與事件或特性之差異。2. 說明連結語，例如包含、組

成、重視、具有、導致、定義等的用法，並要求學生利用連結語將兩個相關的概念連結

起來，組成一個合乎邏輯的句子或一段話。3. 教授命題之含意，即為兩個會計概念與一個

連結語所組成最簡單形式之有意義的學習，例如，「財務狀況表」包含資產、負債與權益，

並鼓勵學生嘗試多舉例，藉此與學生互動，確保學生了解概念圖之用法。4. 教授階層特

性，即為概括性與特殊性之含意。5. 完成概念圖階層特性後，讓學生們依照概括性與特殊

性練習排列所有概念的階層關係。教師可以經由上述做判斷，修正學生理解錯誤的地方。

6. 依照先前已完成概念之概括性與特殊性排列之階層，請學生選擇填入適當的連結語，當

依照上述建構完成，初步的概念圖即完工。7. 最後，說明概念圖縱向、橫向連結之特性，

並與學生討論及尋找屬於不同階層之間是否進行縱向或橫向連結，例如損益表中的租金收

入與財務狀況表中的預收租金可以使用「連結語」橫向連結兩者概念，即可完成縱橫網路

概念圖。

（二）傳統線性教材、色彩概念圖與黑白概念圖教材之建構

傳統線性教材是一種直線的、單向的、單維的、缺乏變化的，思維是沿著一定的

線型或類線型，無法進行一個畫面與另一個畫面的連接而形成學習路徑。以 Weygandt、

Kimmel 與 Kieso (2016)《財務會計》(Financial Accounting, IFRS) 中第八章應收款的會計

處理為例，傳統線性教材如圖 1 所示。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概念圖教材製作亦可和電腦

軟體結合，以達到更好的圖表繪製效果，如圖 2。傳統的 Novak 概念圖（即黑白概念圖）

是以黑白圖片且將整個圖完整呈現，若概念圖階層眾多或概念間之連結性高，圖形將會顯

得複雜化，容易使初學者產生混淆。因此，本研究參考超媒體輔助之概念圖方式（邱垂昌

等，2004）以及三維概念圖方式（江憲坤等，2013），依單元內容，將較複雜的概念圖經

過分解，做成類單元之形式，再進行加廣、加深之有層次的教學。另外，亦參考劉羽倩

(2010) 製作彩色概念圖教材，如圖 3、圖 4。

                         圖 1. 傳統線性教材 (1)                                              圖 2. 會計學概念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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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彩色會計概念圖教材－漸層圖                             圖 4. 彩色會計概念圖教材－群集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獲取豐富資料，採用立意抽樣 (purposivesampling)。訪談對象為中部某國立

大學初次學習會計學的四位學生、已修過初級會計學的二位學生，共有六位學生，進行深

度訪談。課堂中所使用的教科書為 Weygandt 等人 (2017) 合編的《財務會計》，以第八章

應收款會計處理為例子。每週上課時間為五小時，其中正式課程時間為三小時，實習課程

為兩小時。

二、研究程序

（一）資料蒐集方法

1.  深入訪談法：本研究的質性訪談採用開放式、沒有預設答案的問題。訪談大多以半結

構式的談話，受訪者回答沒有嚴格的限制。訪談大綱之內容由四位相關專業教授的建

議編製而成。

2.  參與觀察法（錄音輔助）：觀察場景有正式課堂、實習課程與概念圖教材之教學情

況。研究者每次皆參與實地觀察，並在課後隨機進行訪談，以錄音方式輔助確保當時

情況的記憶完整性，並立即完成電腦謄錄歸檔之作業。

3.  文件檔案：學生課堂之作業、筆記、概念構圖之繪製圖、成績之紀錄等相關文件資

料，可作為深入訪談時探究之依據。

4.  研究日誌：除每次的訪談與觀察程序外，研究者於現場所觀察到或所經歷到的人事所

做的紀錄，包含研究心得、情感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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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研究程序

訪談的部分是以預先準備的訪談大綱深入了解受訪者在學習後概念圖教材感受的過

程。所探討的問題如下：1. 在學習完概念構圖後其看法及感受為何？ 2. 在學習完概念圖

教材後，覺得與傳統式的教材教學差異有何不同？比較喜歡哪一種的上課方式？ 3. 學習

完概念圖教材後，是否有減少概念迷思？及觀念釐清之改善？ 4. 是否有減少背誦的情

況？還是仍有強記老師所教授概念圖結構之情形？ 5. 在對於會計的認知結構上，哪一種

的教材較強？為什麼？ 6. 有無在以往演練習題時，就只會盲目地計算，根本不知道是用

到了哪一項的會計觀念？概念圖是否有幫助其觀念的連結？此外，研究者也會再依據受訪

者回答的內容，以當時情境再做更深入的探索。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將填寫一份訪談觀察

紀錄表，記錄當時的情況與問題。每一次的觀察或訪談，將做為下一次觀察或訪談的方

向，發展出新的問題。訪談完畢後，將訪談內容全程錄音並逐字謄稿歸檔。

（三）資料分析

以 Strauss & Corbin (1987) 的紮根理論為依據。步驟如下：

1. 開放性編碼

(1)  概念化命名 (conceptualizing)：使用表格表達方式，以結構化方式理解個案情形。

本研究參考林祿皓 (2008) 的資料整理來編制。當受訪者說到色彩繽紛的東西比較

能夠吸引他的注意力時，由這一句話，可以推演出「顏色能夠吸引注意力」的概

念。再者，受訪者又提到群集會把不同類別或層級的項目區分，讓概念變得清晰、

容易。故本研究彩色類別中推演出概念圖的群集效果，以不同顏色劃分不同群集，

幫助學生理解、記憶。最後，受訪者說到黑白概念圖毫無特色，沒有讓人想讀下

去的動力，由此段話可推演出「黑白比較不能引起學習動機」的概念。所有的訪

談逐字稿，依據上述方式依序推演出概念。

(2)  發展範疇與次範疇：找出屬性 (properties) 與面向 (dimensions)。屬性為範疇之特

徵，用來界定範疇，並賦予意義；面向則為範疇之一般屬性產生變異的範圍，使

類別具有特殊性，理論有變異性。藉由二者，發展出範疇與次範疇。本研究透過

訪談逐字稿進行開放性編碼，從中找出受訪者對於學習概念圖教材的感受及看法，

進而歸納出在此階段所呈現出的概念和範疇。

2. 主軸編碼

訪談資料概念化後，即有了初步的掌控，以 Strauss & Corbin (1990) 所提出的主軸譯碼

方式，將概念依條件、行動、脈絡的策略及結果等範疇進行分類，將個別的受訪者資料在

開放式編碼中被分割的資料再聚合起來。將先前的範疇與次範疇相連結，依此所建構之獨

特範疇中的編碼即可在不同範疇中或編碼之間做比較，歸納集合成一個更高層級的範疇。

3. 選擇性編碼

在這個層次中，研究者集合以上之資料，並建構一個核心範疇去連結其他所有範疇。

選擇性編碼是一種整合與推敲理論的過程，在此分析下，即發展出理論的基本架構。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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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概念圖為核心範疇，連結到概念構圖面、概念圖與線性教材面和概念圖教材面三個面

向進行個別探討。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一）概念構圖

將有關概念構圖訪談逐字稿經過譯碼後，分別就「連結語的思考」、「幫助回憶知識」、

「有意義的學習」、「手繪與電腦繪製」、「個別與合作學習」以及「概念構圖之其他應用」

進行探討。

1. 連結語的思考

透過 思考連結語，可以更加正確地了解各項目之間、項目和原則之間，甚至各

原則之間的關係，之後在表達有關會計事物時較能完整闡述。(AP02)

「連結語」會很清楚地知道 A 與 B 從屬關係，若沒有連結語，則概念圖只是一張

圖，就沒有意義了。(BP07)

連結語的使用可以增進我的思考，讓人聯想很多語意上的用法和異同之處，對於

完整的語意表達上很有幫助。(CP11)

「連結語」能清楚明確地表達各會計科目或會計原則之間的關係。(DP14)

「連結語」能準確將概念串連，連結語的正確使用就變得很重要。(EP17)

綜合以上受訪者之論述，發現有不少受訪者對於思考連結語上都有正面的回應。利用

連結語 (link word) 做階層關係與結構化 (graphic organizer)，整合各種雜亂的次級概念和訊

息，成為有系統的組織結構，可讓學生藉此不斷整合原有認知結構中的新、舊有知識，完

成知識結構網路。

2. 幫助回憶知識

繪製概念圖時，會不斷地把之前學到的知識加入概念圖，在過程中遇到瓶頸，則

會立刻將課本拿出來翻一翻，將以前學習的舊知識隨著概念圖的繪製可以再次複

習舊有的知識以 ，其會計知識因為概念構圖更加具有結構性與完整性。(AP02)

練習畫概念圖時，會努力地回想新觀念跟舊觀念是否有關係，其連結語應該給什

麼名稱？當繪畫概念圖時，如果忘記了，會翻開課本尋找。(BP07)

概念圖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溫習連結以前學過的部分並且加以應用。(CP11)

繪畫概念圖可以幫助我統整舊知識內容，最重要，它更是連結了這些不同章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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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並理解其相關性。不會覺得每章節都是獨立的東西。另外也可以回想所學

過的東西，雖然記憶有些模糊，還需要去翻一下課本。(FP19)

繪畫概念圖真的很難，繪製過程中頭腦需要不停思考之前學過的舊知識並檢索記

憶去擷取它。因此，最後所畫出的都是自己記憶深刻的知識。(DP14)

有幫助到我學習思考和回顧，因為概念圖是有系統性的呈現，在繪製的同時，要

去回想章節的重點、概念和概念之間的關係，這樣的思考更能加深印象，也可以

釐清自己不是很了解的部分。(EP17)

綜合論述，受訪者一致認同在概念構圖過程中，可以藉由「連結語」思考過去已學得

的知識，並利用其特性與現有新知識組合起來。雖然在回憶時，可能有部分知識被遺忘，

但學生會啟動「自主性學習」，主動翻書本找答案，有助於學生在認知層面裡建構出自己

的個人知識。

3. 有意義的學習

對於新學到的知識較不熟悉，一旦與過去學過的知識連結到，印象會變得非常深

刻，而且比較不會忘記。(AP03)

當要加入一個新概念時，我會重新檢視它跟目前我所畫的概念圖上哪些概念有相

關，有的話就加以做連結，覺得對學習很有幫助。(BP07)

在以往的上課方式都是學完一個章節，然後進下一個章節後幾乎就沒再提到之前

學過的東西。而概念圖可以將新的知識連結到舊有概念上。我覺得如此學習能夠

更融會貫通。(CP11)

綜合論述，概念圖學習法是一種類似網路結構脈絡的學習法，亦是一種有意義的結構

化學習法（余民寧，1997）。這種透過圖形表徵的方式可輕易統整課程中所有知識的呈現

(Chiou et al., 2017)。受訪者在概念構圖上，不僅可以將過去舊有會計知識與新知識連結，

還可以將新有的知識建立在舊有的知識上面，達到 Ausubel(1968) 所提出的「有意義的學

習」。概念圖的圖示技術可提供學生階層關係以連結課程橫向、縱向地將新的知識連結舊

有知識的結構，完成有意義的學習。

4. 手繪與電腦軟體繪製差異

在用過電腦繪製概念圖後，我比較喜歡用電腦畫，因為畫出來的東西感覺比較漂

亮、整齊，不然用手自己畫得很亂。電腦軟體蠻容易上手的，不會很難。如果可

以使用電腦來畫的話，我會選擇使用電腦畫。(EP18)

如果要讓我選擇的話，會比較想用手畫的機動性會比較高，隨時想到什麼就可以

馬上畫出來，如果使用電腦畫需要軟體才可以畫整齊，且上課必須要電腦，而會

計學使用電腦好像不是很常見。(AP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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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畫概念圖的時候是用手工畫的，當東西一多或者是連結關係很多很複雜的

概念時，感覺所畫出來的很亂，空間很容易不夠用而擠成一團，如此重點整理效

果似乎就沒想像中的好了。然而使用過電腦軟體繪畫大大的解決這個問題，畫出

來的東西很整齊，線很直，很清楚不會不知道連結線連到哪裡去，使用電腦來畫

的概念圖比手工繪製好。(BP08)

概念圖的統整效果強，但是，大量的連結線進行各概念關係連結時，使用手工繪製會

產生雜亂的情況，畫面較不整齊。在這種情況下，原先概念圖的益處就不顯著。電腦軟體

繪製將使得概念圖呈現更為美觀、整齊，連結線也不會雜亂不堪，令人混亂。受訪者在使

用過電腦軟體繪圖後，都有給予正面的評價，都認為可以解決原本手工繪製的缺點，使得

畫面整齊不雜亂。在軟體的介面使用上，也能夠輕鬆上手。但是還是有受訪者認為全程使

用電腦繪製在方法上不可行、也不像徒手繪製，可以隨時隨地繪製，必須搭配電腦軟體使

用，效果會更佳。

5. 個別與合作學習

跟同學一起學習畫概念圖的效果比較好，因為可以互相討論解決不懂之處，而且

畫概念圖時會想到很多知識，有些知識是自己想到而別人沒有思考到的，其成就

感就會很大。我比較喜歡互相學習與成長的環境。(AP04)

繪製概念圖時，遇到學習困難會不知道如何解決？尤其是連結語的使用，以及連

結各概念之間的關係是否正確的判斷，常感到困惱，如果和同學一起討論並得出

結果，可以澄清學習迷失且記憶會更深刻。(EP18)

合作學習效果應當比個別的學習效果好，合作一起畫概念圖，可以一起討論，壓

力比較不會那麼大，學習效果較好。(BP08)

覺得應先畫好自己的個別概念圖，然後再一起合作學習、討論與觀摩其他同學的

概念構圖，藉此了解自己的學習迷失。(BP09)

大部分同學都認為合作學習畫概念圖的效果較好，同學之間可以共同討論、共同學

習，一起集思廣益、建構知識，了解概念意義，可以在討論的過程中形成新的概念。邱垂

昌 (2006) 比較合作學習與個別學習概念構圖在中級會計學之應用，結果顯示合作學習概

念構圖組學生在學業成就表現及情意態度上，皆較個別學習組之學生佳。

6. 概念構圖之其他應用

概念構圖為一種重點整理的有效工具。目前概念圖應用在英文的文法、數學、物

理、化學、生物、地理、歷史、公民，甚至是國文的國學常識，若是概念圖能推

廣到國、高中的教學上，相信能大大提升學習效率。(AP03)

階層組織的特性是一個很棒的方法，它是重點整理的好幫手。學習是循序漸進，

是由一個簡單觀念逐漸複雜甚至深奧，有階層組織的圖示，能更明白其來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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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它適合用在做重點整理。(BP07)

在高中的歷史筆記上就會運用到概念圖，對每一次事件的發生與經過的因果可以

前後連貫，在歷史大綱上的掌握度可以變強。(CP11)

概念圖是一個重點整理的工具，對於考前複習很有效，可以快速幫助回想學過的

章節重點，不只是在會計的學習方面，在其他科目上也可以應用，概念圖是個在

入門時幫助學習的好工具。(EP18)

概念構圖具備含攝學習、提綱挈領、層級學習、統整調和以及漸進分化學習的歷程，

能統整出一個屬於自己更龐大的認知結構，目前已被廣泛運用於各領域的教學、學習、評

量和教材等，是當今人類學習知識與獲得資訊的良好工具。

（二）概念圖教材與線性教材　

1. 記憶力差異

概念圖可以幫助記憶力。我對於圖表有較強的記憶力，所以在答題時會比較容易

在腦海中浮現整個圖表結構，避免死背的情況發生，且圖表會將各種原則、概念

及科目做連結，較傳統線性教材簡單、易理解明瞭。(AP01)

對於圖形化的教材我比較容易記憶、背誦，而且比較容易找到重點。如銀行調解

表利用概念圖較容易了解公司餘額和銀行餘額，知道哪些項目是公司、銀行面的

加項或減項的科目，不會搞亂在一起。(BP05)

記憶力需要和理解力搭配，先理解後才能輕鬆記憶。概念圖可以把重點和關係很

清楚地表現，對於記憶會有幫助。(CP10)

概念圖在演算會計題目很有幫助，之前很多題目都是使用死記方法背起來，對於

交易事項該借何科目、貸何科目完全沒觀念。然而使用概念圖覺得把相關概念連

結，往後對會計知識在腦海裡就呈現圖像。這對理解與解題幫助很多。(DP13)

使用概念圖能幫助將章節的小節有邏輯性地串連起來，比起以往文字形式呈現的

教材只是背下文字內容，更能整合章節的重點。圖形的呈現較有邏輯性，較能記

得久，也較有效率記憶。(EP16)

建構概念圖教材時，特別注意教材的整個排序，以整齊、條理及不雜亂為優先考量，

不要將所有想表達的概念全部集合在同一個畫面，可以在同一畫面歸納出所有概念的關聯

性，因為人們的記憶接收容量有限，資訊必須有系統分類、整合才能快速存取記憶。

2. 概念圖教材與線性教材

在概念圖教材上，由於文字解釋的部分較少，來龍去脈相對不太足夠，反而比較

不容易理解，如果在還不太理解的狀況下去記，效果會不太好。像是在應收帳款

那部分，直接看教材沒有人講解的話會有點難懂，不知道從何看起，也不太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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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表達什麼。(CP10)

如果有閱讀傳統教材內容後再看概念圖教材，會覺得較簡單明瞭。如果先閱讀概

念圖會不懂含意 ，其文字解釋又變得重要。尤其是專有名詞。(BP05)

如果全面性都使用概念圖的教材會產生一些問題，如果在課堂分神或沒聽到老師

的講解則會完全不懂。回家複習因無文字說明無法理解授課內容。(DP14)

雖然傳統的文字教材文字很多，教師講了一大堆，但是重點僅小部分而已，會覺

得浪費時間。但對於不懂的概念，其文字解釋可以幫助理解。文字敘述講解可以

事先預習，但是概念圖教材無法預習，若沒有事先理解課程內容，則無法了解概

念圖教材內容。(BP05)

概念圖圖示技術可以使用連結語，將概念之間彼此清楚的標示關係，可以幫助記

憶。此時整體概念圖會像蜘蛛網般密密麻麻的交錯在整個教材畫面之上，容易造

成整體連結上的混亂，那麼記憶效果不增反減。另外，概念圖缺點是圖形太複

雜，當連結很多概念關係時，旁邊沒有附註說明，會讓人感到很混亂，不知在講

什麼。(BP05)

概念圖將關係的概念使用連結語做連結，真的可以幫助學習，但是遇到大主題

時，整個畫面的連結線變得雜亂，當順著連結線去找尋相關性概念時，有很多連

結線交錯再一起，可能看錯連結線，反而是阻礙學習。(FP20)

受訪者對於概念圖教材呈現簡潔明瞭，大多學生給予正面的評價，傳統線性教材偏重

以文字敘述、文字練習、文字解題最後做成總結性評量的結論，導致學生認知負荷超載，

使學生心理情緒壓力增加，造成負面學習效果。然而，概念圖缺乏文字敘述性的輔助解釋

較不易理解，學生若自行閱讀概念圖教材，會有不了解的情況發生，可能會造成有反效

果。因此教師在授課時，口頭的講解就顯得更為重要。

概念圖的確可以增加我的學習動機。因為，一般人看見那些密密麻麻文字所組成

的教材，第一個感覺就是讓人頭昏眼花，再來是厭煩，讓人讀不下去。但是概念

圖比較有讓人學習的慾望。(AP01)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比較想要選概念圖的教材。……。以前看課本時，文字很

多，敘述性很多，但是說真的，有時候看到那麼多文字就不太想讀了。因為對圖

形比較印象深刻，它也可以增加我的學習動機，而且我覺得能在圖形上表示的都

是一些較重要的重點，而且它會很有系統的表示，它是屬於什麼，以及它包括什

麼，一個完整的大綱架構，讓我又可以複習以前教過的東西，比較能融會貫通，

不然現在學了這個，又會忘了以前曾經教過的東西，……。最主要概念圖能引起

我學習動機的原因，還是新鮮感吧！ (BP06)

因為概念圖看起來很新奇，畫面上再也不是一堆密密麻麻光看就想昏睡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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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圖形來表示比較有吸引力，而且覺得圖連著圖會增加想要探索的動力，很像在

發現新東西一樣。(CP10)

第一次上概念圖的時候，剛拿到教材真的感覺很奇特。心裡想說怎麼原本很多文

字的東西可以精簡成這樣子。一開始對於上課也抱持躍躍欲試的感覺，想探究它

的教學過程是怎麼樣子的。(DP13)

概念圖因為是圖像，……。在一開始的學習上就可以少一點阻礙，使我較能提起

興趣，更進一步地深入了解內容。(EP16)

概念圖相較於文字敘述的教材，普遍讓受訪者都感受到新奇的感覺，跟著概念圖

系統性連結，一步一步地去學習，可以增加學習者的學習動機，類似探索性的活

動一樣。(FP20)

概念圖教材有別於傳統教材，是以階層關係圖來呈現，教學則是類似說故事般跟著連

結線一步步地去探究每個概念的關係。受訪者均表示概念圖教材會引發主動學習的動機，

其探索性學習可以勾起學習誘因與注意力。此二項特性，確實是達到有效學習不可或缺的

因素。這幾位受訪者均是第一次接受概念圖教材，新奇感受占最大比例，研究期間有限，

僅教授幾個章節，同學對於概念圖的新鮮感仍在，若將研究時間拉長至整個學期或甚至一

年以上，學生的感受是否會有其他改變，值得商榷。

3. 吸引注意力差異

概念圖的確可以吸引我的注意力。(AP01)

概念圖有很多連結線，且每條線都有代表從屬關係，必須注意才能了解它們之間

關係，因此上課時較會專心聽講。(DP13)

概念圖看起來很新奇，畫面上再也不是一堆密密麻麻，光看就想昏睡的文字，用

圖形來表示比較有吸引力，較不會想睡覺。(CP10)

概念圖是圖像，比起密密麻麻的艱澀難懂文字，更清楚了解重點所在，概念圖的

確能吸引我的注意力。(EP16)

概念圖教材相較於文字敘述，學生感受不再那麼的枯燥乏味，亦可以增加學生在課堂

上課中的注意力，減少分心、精神渙散的情況發生，可以達到較佳的學習效果。

4. 凸顯重點、點明會計觀念

傳統教材的會計觀念都散布在文字內容，很容易被教師匆匆帶過，很容易忘記。

而概念圖的文字不多，概念圖使用連結語將各概念的從屬關係做連結，使我比較

容易學習。(AP01)

傳統教材的文字較多，較不會強調觀念應用，就像知道那觀念的涵義，卻不知道

那觀念的名稱，概念圖有命題又有連結語，把以前舊觀念與新觀念做連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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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大綱架構比較清楚，易懂。(BP06)

傳統教材上是單一個主題或概念，對於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連結力很弱。在概念圖

上能連結多個會計觀念。但令人詬病為不易繪製，以及圖示較雜亂。(CP10)

概念圖教材能幫助學習會計學，當繪製連結線、連結語與命題，則表示已經理解

並能應用。(FP20)

概念圖能凸顯會計觀念的連結應用，因為概念圖能省去一些文字上的贅述，利用

符號或單詞就可以將幾個概念串連起來，對於初學者來說，這樣比較容易理解。

(EP16)

概念圖教材即將課文的重點概念逐一命題，並利用連結方式，像是說故事一樣地把知

識給傳遞出去。教材上所呈現的概念之間的關係，就是有效地運用連結語，將舊概念與新

概念彙整串連起來，形成結構化知識，以幫助學生建立知識表徵，使學生更理解課程中各

章節間複雜概念的連結關係，並增加教材內容呈現的多元性與理解能力。

5. 補救教學

在學習應收帳款單元常感到很困擾，聽不懂老師說什麼，也完全不知何時該用壞

帳？何時該用備抵呆帳？學習概念圖之後，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各章節已不

是我的夢魘。因為概念圖可以將繁複的文字敘述變成有條不紊的圖表，讓我不再

充斥一大堆的名詞在打轉。概念圖可以把複雜的概念變簡單。(AP03)

在備抵法和直接沖銷法的課程是分開來講，不容易懂，感覺很混亂，但用概念圖

學習之後，較能了解它們之間的相關性，以及之間的差異處，例如：一個壞帳為

配合原則，備抵呆帳為永續經營原則，若使用一張 ppt 概念圖，能幫助我統整重

點，也能更清楚了解整個架構。(BP08)

概念圖可以很清楚將會計科目呈現在適合的位置上，例如備抵呆帳。(CP12)

概念圖方面比較淺顯易懂，例如，銀行調節表的會計處理以文字表現，會很難建

立一個有系統的處理程序，然而概念圖可以明白地呈現會計處理做法和理解報表

編製。(EP18)

讓受訪者比較教材差異時，發現有數名學生在應收帳款這個單元，有所謂迷思概念的

情形。深入訪談這個部分，發現傳統式的教材比較偏向為獨立單元、單一觀念、一套會計

方法的教學，容易造成學生學完某一會計章節，發生概念迷思、混亂的情形。那是因為無

法將不同單元、不同會計方法的差異做比較，並有效地組織它、運用它以及利用它再去學

習新的知識。

（三）概念圖教材面

編製會計學概念圖教材分成黑白與彩色兩種教材。在彩色方面又再細分成群集與漸層



50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色彩之概念圖。受訪者感受差異可分為三大方向：

1. 記憶力差異

色彩概念圖能吸引我的注意，對於記憶能力有幫助，其中以「群集」的幫助最

多，它會建構不同類別或層級的項目區，讓理解變得清晰、容易。(AP02)

以顏色區分群集在記憶力上，我覺得彩色概念圖比傳統教材好。以顏色分類，可

以讓讀者不容易錯亂，若是黑白教材，無法清楚其群集關係或從屬關係。(CP11)

色彩概念圖比較能幫助我記憶，因為彩色概念圖可以以不同顏色來區分不同的概

念，較能讓我理解，不容易混淆，例如應收帳款群集使用同一色調並以深淺表示

從屬關係，其應收帳款顏色較深而備抵法和直接沖銷法顏色較淺。因此，在記憶

力、學習動機與注意力上，彩色概念圖會比黑白的好。(EP17)

愈來愈多的實證研究證明，彩色的視聽圖像有助於特定教學目標的達成 (Dwyer, 

1978)。而且教學教材最好使用彩色，因為彩色可以促進學習動機，提升注意力，幫助

學生區別資訊。德國馬克思 , 普朗克研究院 (Max-Planck-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 e.V., MPG) 學會的科學家所做的實驗發現，使用黑白與彩色照片測試記憶

力時，彩色照片相較於黑白圖片的記憶較佳。此外，利用漸層和群集的色彩區分不同的分

類與層面，讓內容具有高低層次，並顯示資料重要性與資料層級，能讓學習者一目了然，

幫助記憶。

2. 學習動機差異

黑白概念圖毫無特色可言，無法讓人想讀下去的動力。(AP02)

彩色概念圖教材讓我較想去讀裡面的內容，如果是黑白概念圖，就跟傳統課本裡

面的文字一樣，較無吸引力，如果有彩色的圖片，會較有興趣去要讀它。(BP06)

有顏色的概念圖比較好，較不會無聊，較會讓人想去讀書。(CP12)

在學習動機上，彩色概念圖會比黑白的好，尤其是群集的效果更好。(CP11)

受訪者認為，有色彩的概念圖教材較為活潑，自然的配色也會讓人有舒服的感覺，會

有讓人想讀下去的感覺，故人們較喜歡彩色的教材，色彩教材使人更想觀看，色彩能吸引

目光、引發情緒，當情緒產生時，大腦就會高度活化，優先被處理，且 (Jensen, 1998; Pett 

& Wilson, 1996; Schwier et al., 2000)；反觀黑白概念圖，則會讓讀者感到沉悶、想睡覺，

無法引起學習誘因。

3. 注意力差異

彩色概念圖以「群集」的幫助最多，最能吸引我，因為色彩繽紛的東西比較能吸

引我的注意力。(AP02)

彩色概念圖較能吸引我的注意，會讓我比較想要看教材內容。(BP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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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概念圖較能吸引我的注意力。(EP17)

彩色概念圖較好，在上課中比較不會分心想別的。(FP20)

在注意力的差異上，彩色概念圖相較於黑白的概念圖更有視覺上的效果，可增加學生

在課堂中的注意力。愈來愈多的實證研究證明，色彩對於視覺感官上的感受會早於其他感

官的感受，促進學習動機，提升注意力，幫助學生區別資訊 (Lamberski, 1980)。

二、討論

過去概念圖應用至會計學教材、色彩群集、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研究，從量化實

證結果多有顯著改善與正面之評價。然而，對於概念構圖與概念圖教材學習無法深入取得

學生感受，例如學習者使用概念圖教材與概念構圖缺乏文字敘述做為輔助無法完成課堂前

的預習，導致學生在無先備知識之下，難以達成學習目標。尤其對於弱勢學生最顯著。在

過去色彩概念圖研究中，色彩群集或漸層類別學習者沒有顯著差異，但經由本研究深度訪

談發現，學生認為色彩群集學習可以幫助記憶力。本研究額外發現：在概念構圖上，大多

數受訪者認為，透過「連結語」與「階層關係」將過去已學得之舊知識和目前的新知識貫

穿結合，並在往後持續將新學習到的知識建構在舊有的知識上，建構個人知識，可達到有

意義的學習。國內外許多學者均證實概念構圖為促進學生獨立學習能力的良好學習策略之

一（田麗珠、邱垂昌、廖錦文，2018；Novak & Gowin, 1984）。如田麗珠等人 (2018) 提出

色彩概念圖做為階層與群集關係，可以幫助學生學習，田麗珠 (2013) 證實概念圖確實能

促進思考，幫助學生理解知識並建構知識的方法，劉羽倩 (2009) 研究證實彩色概念圖顯

著優於黑白概念圖。

在概念構圖的學習過程中，受訪者普遍對於合作學習意願較高，認為與同儕的討論對

於學習幫助較大。合作學習情境下，教師應適當地去監督，避免有同學在分組討論過程中

扮演搭便車的角色。在構圖工具選擇上，學生認為 Inspiration 軟體使用簡單、容易上手，

所繪製的概念圖也較徒手繪製來得更整齊、更美觀，對於概念的統整更有幫助（邱瓊慧、

莊巧華、林建良，2003；Liu, 2011）。在概念圖教材方面，受訪者一致認為將教材內容轉

換為概念圖形呈現，可增進學習意願、學習動機、注意力、記憶力、學習效果，降低學習

障礙。也有受訪者認為，概念圖教材較為簡潔，教材沒有大量的文字解說，學生自行閱讀

教材，將無法了解課程內容。因此，學生的先備知識、教師口述講解與指定教科書更為重

要，此乃本研究創見。

伍、結論與建議

一、概念構圖的學習看法

在概念構圖練習上，學生必須花費心力思考舊有知識，才能連結新知識，完成整個

會計知識的建構。經過長時間連結語的演練下，發現學生在思緒上更清晰，口語闡述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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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上也有極大幫助。另外，在合作概念構圖的過程中，同學合作構圖在知識的成長效益

與學習動機上會比個人構圖較佳，學生覺得容易學習且有趣，故能專心致力於重要的活動

及目標。建議教學者可使用分組討論式的合作學習來完成構圖，並由組內的互相評分，或

者組員輪流發表自行構圖結果後再進行討論等方式，以避免有同學搭便車的不認真情況發

生。在繪製工具上，大多學生大多覺得使用電腦軟體構圖比傳統手畫概念圖較佳，因為可

依自己的需求插入圖片繪製，不懂時也可以查看專家概念圖。建議提供學生電腦軟體輔助

學生繪圖，其繪製軟體構圖優點為方便在概念圖中插入任何的圖片和超連結。學生也多支

持個人構圖和小組構圖，教師可提供查看專家概念圖；教師可對概念圖進行手工批改，概

念圖的評價信息還可以導出成 EXCEL 文件格式，方便做進一步的分析的功能。

二、色彩概念圖、黑白概念圖與傳統線性教材差異之感受

從提升學生的記憶力、學習動機以及吸引注意力上分析不同教材之差異，發現色彩概

念圖較黑白概念圖與傳統線性教材為佳，黑白概念圖也比傳統線性教材為佳。色彩概念圖

使用漸層與群集效果，可以達到更佳的記憶狀況與注意力提升 Davidoff (1991)。這與 Pett 

與 Wilson (1996) 的實證結果是一樣的：色彩概念圖有優越的傳達性和識別性，相較於黑

白的教材，更能有效引起學生的注意，有效縮短資訊搜尋的時間，並能促進學生的學習記

憶。而傳統線性教材是以文字建構認知層面，對於敘述概念的內容很難用文字敘述去澄清

迷思或清楚說明概念的涵義，更無法透過感官引起學習者的注意，尤其對於抽象的概念更

難去理解它。而傳統概念圖的缺點為複雜的圖形呈現，會混淆學習者的視覺，易造成學習

者的認知負荷。建議教師在教材編制上利用同一種顏色，但以不同的深淺程度來加強呈現

概念間的層級關係，或不同顏色來加強呈現不同範圍的概念。此外，教師還必須加強學生

的先備知識，或指定一本教科書做為預習的工具，避免學生缺乏文字敘述的輔助而不懂其

概念圖的涵義。

傳統線性教材容易讓學生將焦點注意在解題與背誦，因而忽略觀念的理解與實務的應

用。概念圖學習策略不僅是讓學生回歸學習的本質，也能讓教師發現學生的學習迷思。期

透過本研究結果，提供學生另一種學習會計學的方式，以提升學習成效，產生更高的學習

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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