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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事件重創美國也造成紐約曼哈頓地區通訊、瓦斯、電力與自來水的供應

一片混亂，但是負責瓦斯與電力供應系統的 Con Edison 公司為何能在最短的時

間以最有效率的方式恢復系統正常運作呢？ 
 

波音飛機公司如何把原本需要幾年才能學會的資深工程人員訓練課程濃縮

到短短幾週，不僅達到相同的學習成效，更大幅節省教育訓練經費一千一百萬美

金？ 
 

台灣 HP 惠普科技副總經理陳國欽先生是如何從一星期工作七天，每天被業

績壓的喘不過氣來的業務經理，成為今天每週只要工作五天就能輕鬆達成績效並

且晉升副總經理，下班後就回家吃飯、彈吉他，而且週末就關掉手機經常帶著夫

人、雙胞胎女兒回台南老家的新好男人？ 
 

筆者是一位傳統典型的低學習成就者，高中念到高二因成績太差只好重考轉

到專科學校就讀，後來能夠順利插班大學也是在壅擠狹小的補習班煎熬苦讀的成

果。但是，為何後來在沒有外力協助的自我進修之下，不但能夠在二十年前通過

多項國家考試以及順利在美國完成碩士學位，近些年來還能考取、完成在國內實

踐大學企業創新發展研究所以及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的學業？ 
 

以上四個成功案例共同的祕密武器就是被譽稱為 21 世紀大腦瑞士刀的心智

圖法(Mind Mapping)。 
 

心智圖(Mind Map)源起於語言學(linguistics)的一般語意學(General 
Semantics )，是由學者 Alfred Korzybski 在 1919 ~ 1933 年之間所進行的研究。1960
年代美國西北大學的 Allan M. Collins 教授所研究的語意網絡(semantic network)
已經具備心智圖的雛形，因此也被稱之為現代心智圖之父。今天大家所認知的心

智圖(在中國大陸譯為思維導圖)由 Tony Buzan 發表於 1974 年所出版的 Use Your 



Head 一書當中， Tony Buzan 說明他的構想是來自於 Alfred Korzybski 的一般語

意學。由此脈絡可以得知，心智圖結構概念的形成深深受到 Alfred Korzybski 一
般語意學與 Allan M. Collins 的語意網絡的影響。 

 
1960 年代末期，Roger Sperry 教授針對大腦皮質層做了深入的研究發現大腦

皮質層的左右兩邊有著不同心智技能的傾向，右腦掌控：韻律、節奏、空間認知、

完型、想像力、白日夢、色彩、尺寸大小；左腦掌控：文字、邏輯、數字、順序、

行列、分析、清單。Sperry 教授也因為這項研究成果在 1981年獲頒諾貝爾獎。

接著經由 Ornstein、Zaidel、Bloch et al等人的後續研究除了證實了 Sperry 教授的

理論之外，同時額外發現：雖然左右腦各個半球掌控了一些定的活動，基本上這

些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活動都是大腦每一個區域的心智技能共同協調處理的。基

於上述的研究發現，心智圖融入了全部左、右腦的心智技能，以達到兼具邏輯與

創意、科學與藝術、理性與感性的全腦思考模式。 

 

此一劃時代的思考與學習工具由孫易新老師於 1997 年導入華人世界，除了

將心智圖中文化之外，更融入華人思維模式與學習方式，以及東西方文化上的差

異，不斷地進行課程的本土化與修正並同時發展出在工作與學習領域經過實證性

研究的實務應用模式，使心智圖法成為更適合華人學習且易於吸收的課程。 
 

心智圖(Mind Map)與 1970年代學習專家 Joseph D. Novak所發展出來的概

念圖(Concept Map)有點類似也經常被混為一談，雖然兩者的結構都是放射思考模

式，以視覺化的圖表來表示概念之間的關係，但是根據筆者累積多年來的使用經

驗以及教學的心得發現，心智圖法更強調關鍵字的使用原則、邏輯分類階層化的

結構以及加入了顏色、圖像等元素，為了讓讀者更加瞭解心智圖法的使用技巧，

茲將上述心智圖法四大核心關鍵說明如下： 
 



關鍵字 
心智圖法使用的關鍵字在詞性上以名詞為主、動詞次之，再輔以必要的形容

詞與副詞，這是因為名詞、動詞最能呈現出具體視覺化的概念與圖像，同時在字

數方面，心智圖法特別要求在每一個支幹線條上只書寫一個語詞，也就是必須掌

握一個關鍵字的原則，讓我們的思緒有更多的「自由度」，這應用在腦力激盪(Brain 
Storming)、問題分析與解決(Problem Solving)以及專案管理計劃(Project Plan)時，

能夠讓思緒更加縝密，強化思考的深度與廣度並開啟思考的活口。 
 
 
 
 
 
 

 

 

 

       ▲不正確的用法                                ▲正確的用法 
 
 



分類與階層化的圖解結構 
心智圖法透過樹狀結構為主，網狀脈絡為輔的圖解思考方式，依照關鍵字的

邏輯結構做出分類與階層化的放射思考(Radiant Thinking)樹狀圖。台灣 HP 惠普

科技前任總經理廖仁祥先生表示，心智圖不但能夠讓你找出所有的關鍵字，更重

要的是掌握關鍵字的因果關係。因此，從一張心智圖當中，就可以完全掌握某一

主題的所有資訊(One Page Control)以及邏輯脈絡。 
 
 
 
 
 
 
 
 
 
 
 
    ▲以「終身學習的社會」一文之心智圖筆記來說明樹狀結構與網狀脈絡的圖解思考方式 

 



顏色 
心智圖法透過顏色的運用達到二大目的。首先是在視覺上透過顏色來區分不

同的主題，其次是運用顏色來表達對該主題內容的感受性。這不但有助於釐清不

同主題的內容，更因為啟動了右腦的心智能力，不但有助於激發創造力更能強化

對內容的記憶力。 
 
 
 
 
 
 
 
 
 
 
 
 
 
 
 
 
 
 
 
 
              ▲以「達文西密碼」一書之心智圖筆記來說明顏色的應用技巧 
 
 
 



圖像 
一般人經常會誤以為畫的很漂亮、充滿美麗插圖的心智圖才是一張好的作

品，這樣的想法是有些偏誤的，也會讓畫圖能力較差的人為之卻步，因而排斥使

用心智圖。其實，圖像在心智圖當中的運用是為了標示出重點所在，提醒目光視

覺的注意力並強化記憶的效果。在重點地方所要加的插圖只要用簡筆畫的方式畫

出能表達對該資訊的聯想圖像即可，更何況現在有許多心智圖軟體可以使用，插

圖已經不再是問題了。 
 
 
 
 
 
 
 
 
 
 
 
 
 
 
 
               ▲以「走廊學習七大關鍵要素」之心智圖來說明圖像的使用 
 
 

遭受恐怖攻擊的紐約雙子星大樓，在倒塌重創曼哈頓地區維生系統時，Con 
Edison 公司立即啟動救災應變系統，一幅大型的心智圖呈現在控制指揮中心的螢

幕上，裡面的內容包括了所有的問題、衝擊以及解決方案的內容、優先順序與操

作程序等。災難現場不斷傳來的訊息都能立即加到心智圖合適的位置上，提供指

揮中心作為決策的參考依據。因此資訊雖然雜，但是有了心智圖，思緒一點都不

亂。 
 

服務於波音飛機西雅圖公司的專案經理Mike Stanley博士將飛機設計手冊內

容繪製成一張 25 英吋長的心智圖，不但大幅提升員工學習效能，更因 Stanley 博

士將心智圖應用在波音公司的品質改善計畫，不僅為公司節省巨額經費更達成原

本目標的十倍績效。Stanley 博士表示這是因為波音飛機公司已經發展出一套心

智圖的獨特應用模式，可以在一個月內完成五百項工作規劃。 
 



台灣HP惠普科技副總經理陳國欽先生將業務發展計劃依照專案管理的五大

流程九大領域分別展開成結構清晰心智圖，不但有助於自己釐清思緒，平常在會

議召開前也會把即將討論的議題、內容整理成心智圖，先讓與會者有全貌性的了

解，會議中可以減少不必要的討論與彼此之間的誤解。陳副總經理表示，過去冗

長無效率的會議，有了心智圖作為輔助工具，會議進行中不僅能將大家跳躍的思

緒有系統、有結構的記錄，也能輕鬆掌控會議的進行。 
 
 
 
 
 
 
 
 
 
 
 
 
 
 
 
 
 
 
 

▲專案計劃案例(心智圖提供：HP 副總經理陳國欽先生) 
 

 
筆者於 1989 年參與國際青年商會的訓練課程時，第一次接觸到心智圖法就

被它的圖像、色彩所吸引，再深入學習時才發現原來關鍵字與分類階層化的結構

對我這個從小邏輯思考就不太好的人是有如此大的幫助。以往一篇文章看了半

天，畫了密密麻麻五顏六色的重點，但總是很難集中注意力而且讀過即忘，關鍵

在於無法真正瞭解文章內容。透過心智圖的筆記可以讓我完全掌握課文的結構，

強化了理解能力，無形當中對記憶力也增進不少，再加上圖像、色彩的使用，不

僅可以提升學習時的興趣、注意力，也助長了長期的記憶力。 
 
除了筆者本身受益良多之外，教育部九年一貫語文學習領域國語文輔導群在

台灣師範大學王開府教授的領航之下，從 2007 年起舉辦了一系列「國語文教學



運用心智圖工作坊」，筆者有幸應邀前往擔任研習活動的授課講師，2008 年該輔

導團在教育部指導之下，更出版了「國語文心智圖教學指引」在全國各級學校推

廣心智圖教學方案。2009 年，南一書局特別邀請「國語文教學運用心智圖工作

坊」講師群之一的王心怡老師主編「心智圖國文閱讀教學教師手冊」，不但嘉惠

廣大莘莘學子，也在我國教科書創新教學上立下了嶄新的里程碑。 
 
 
 
 
 
 
 
 
 
 
 

 

 

 

▲筆者(左二)應邀擔任「國語文教學運用心智圖工作坊」講師 
 
 
 
 
 
 
 
 
 
 

 
 
     ▲教育部「國語文心智圖教學指引」   ▲南一書局出版之「心智圖國文閱讀教學教師手冊」 
 
 



心智圖法已經被證實可以應用到各個不同的領域，但是絕非任意畫一張充滿

色彩、圖畫樹狀圖就是心智圖，它必須遵循一些必要的規則，除了本文先前已經

提過的四大核心關鍵之外，以下是為了達到不同效果在運用心智圖必須注意的事

項： 
 
達到強化印象的效果 

 題目或主題以彩色圖像的方式畫在紙的中央，在 A4 紙張上，其大小寬

高約 5~6 公分，目的是為了讓思緒有 360 度的發展空間。 
 心智圖當中盡量使用圖像來標示重點內容，除了吸引目光注意力之外，

還能強化記憶效果。 
 中心主題以及重點圖像要用三種以上的顏色來繪製，讓想像力擴張。 
 圖像盡可能以立體三度空間的方式呈現，文字也可以圖像化，越有趣越

能吸引注意力。 
 心智圖當中要融入五官的感受，盡情發揮想像力。 
 使用不同尺寸的文字、線條與圖像，以區別資訊之間的從屬關係與重要

程度。 
 要有組織、結構化，掌握同一位階同一個邏輯的原則。 
 保留適當的空間，避免過於壅擠、雜亂。 

 
達到強化聯想的效果 

 使用連結線條指出在不同支幹之間資訊的關聯性，它可以是單箭頭或雙

箭頭，使用時機完全視實際情況來決定。 
 使用顏色來觸發聯想。自己的心智圖，顏色完全以自己的認知感受為

主，小組討論時就可以採用一般大眾對顏色的感覺聯想或參考 Edward 
de Bono 在六頂思考帽以及六雙行動鞋當中，12 種顏色所代表的各種不

同意涵。 
 使用符號來取代文字，除了可以精簡內容還能觸發視覺的聯想。 
 線條形狀可以是基本的弧度曲線、箭頭線條、圓圈、橢圓形、三角形、

多邊形或者是與內容有關的圖像，你可以利用大腦無限的想像力來創造

具有創意的形狀，來激發創造力提升記憶力。 

 
達到簡潔清晰的效果 

 每一個支幹線條上只寫一個關鍵字，以開啟思考的活口。 
 字跡要端正，英文字以印刷體來書寫，以保持視覺上容易閱讀的效果。 



 文字要寫在心智圖的線條上面，以方便閱讀時可以沿著線條走，不致雜

亂，視覺上架構也比較有整體感，這有助於思緒的延展與內容的記憶。 
 線條長度大約等於所要書寫的文字長度，太長浪費空間以及阻礙聯想、

太短會讓文字擠在一起。 
 主幹線條要與中心主題圖像連接在一起，主幹與支幹、支幹與次支幹之

間也要連接在一起。連接在一起有助於連結各個想法。 
 主幹線條從中心向外由粗而細，以達到突顯從該中心主題衍生的幾大構

面或幾大議題。 
 心智圖內容完成之後，可以在某一主幹與其所有之後的支幹沿著周圍畫

上邊界外框，以形成像是樹葉、雲朵或變形蟲的特殊形狀，這些特殊的

形狀將大量的資訊群組化，減輕記憶時的負荷量並有助於我們聯想記憶

其中的資訊內容。 
 圖像要盡量清晰簡潔，以能夠標示重點、強化聯想為主。有些人在心智

圖當中畫了一大堆複雜不易辨識的插圖，乍看之下會令人有驚艷之感，

但仔細推敲其內容與意涵卻不見得對思考或記憶有幫助。 
 手繪心智圖時，紙張要水平方式橫放，以便書寫、容納更多的資訊。 
 書寫文字的線條地方，盡量不要太過頃斜，以不超過 45 度為原則，因

為保持水平的方向會讓心智圖更容易閱讀。 

 



再好的工具與方法，若沒有實際應用到工作、生活上，那是一點幫助都沒有，

請各位讀者按照下列步驟來完成你的第一張心智圖吧！ 
 

自我介紹心智圖 
首先，拿出一張 A4 白紙與幾支不同顏色的細字彩色筆，在紙的中央畫一個

寬高約 5~6 公分大小，讓人容易聯想你的名字的圖像。例如：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Mickey，我可以畫了一隻米老鼠來協助大家記憶，這是屬於意義的聯想。你也可

以採用諧音的聯想，例如「于翔」可以畫一隻魚長了翅膀在天空飛翔。 
 
 
 
 
 
 
 
 
 
 
 
 
 
 
接著，從中心代表名字的圖像畫出三條由粗而細的線條，分別採用對你而言能夠

代表「教育背景」、「工作」以及「休閒」的顏色。然後分別在線條上面寫上「教

育」、「工作」以及「休閒」。 
 
 
 
 
 
 
 
 
 
 
 
 
 



 
 
 
然後，分別從「教育」、「工作」以及「休閒」這三條主幹之後加上細細的支幹線

條進一步說明詳細內容。 
 
 
 
 
 
 
 
 
 
 
 
 
 
 
 
 
最後，在特別重要的資訊上加入插圖以突顯重點所在。 
 
 
 
 
 
 
 
 
 
 
 
 
 
 
 
 



 
恭喜各位，如果你有按部就班跟著演練的話，相信截至目前為止你已經初步

掌握心智圖法的奧妙與實務上的應用技巧。如果你不確定自己所完成的心智圖是

否符合規則技巧，請將你的心智圖以電子檔的方式寄到

service@mindmapping.com.tw 我們會有專業老師義務為你講解並指出優點以及

有待改進缺點。 
 
面對 21 世紀多元且快速變遷的社會，致勝關鍵不在於學到了些甚麼，而是

你是否具備了學習能力；不在於思考了些甚麼，而是你是否具備了思考能力。心

智圖法是提升思考力與學習力必備的能力，歡迎各位加入心智圖法的大家庭！ 
 
 
 
 
 
 
 
 
 
 
 
 
 
 
 
 
 
 
 

▲心智圖法的應用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