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 MAPS 從「心」開始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徐紫庭 

初遇的悸動 

感動的故事來自生命，生命影響生命 

  自大學開始，常聽政忠老師的演講，分享的內容從「老師，你會不會回來」的故事講到

「我的草根翻轉 MAPS教學法」，因為老師的故事以及大學服務性社團的影響，我立志成為一

位偏鄉的老師，因為我希望我所教的學生能樂在學習，正如同老師所說的：「學習是一件快

樂的事，但學會是一件快樂一百倍的事。」實習時，夢的 N次方開始在各地開花，那時的

我，不僅協助《我有一個夢》的新書發表會，也參與了宜蘭場夢 N，從那時開始體悟到，教學法

不是一味地複製，沒有固定的教學法，也沒有唯一的教學法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不管是什麼樣

的教學法，融合的也好單一的也好，各種變換的也好，只要能解決教室裡的問題就好。政忠老師

說：「不是做一個壯大獨尊誰的夢，而是做一個成就每一個自己課堂教學的夢」因為感受到大叔的

那份熱情和毅力，所以讓我在「老師」的這條路上多了更多力量！ 

01-初遇 

受到老師的著作啟發邁向名為「老師」的路 

 

 

‘’Teachers get support.’’&’’ Kids get hope.’’ 

  教書的第一年來到位於北海岸的偏鄉小校──新北市三芝國中實踐自己的教學夢，在這裡的

第一年從看書（《我的草根翻轉 MAPS教學法》）自學 MAPS並設計每一課學習單或是時常觀看社群



中老師的教學影片以及提問設計單，過程中，因為教學經歷很淺，所以時常需要反覆觀看，那時

的提問設計也很陽春，從模仿開始，不太理解所謂的層次設計，所以那時的學習單前後可能沒有

太多關聯，想問什麼就問什麼，想做什麼活動就做什麼活動，就這樣懵懵懂懂地在快樂的國文課

堂中度過第一年教學日子。到了第二年，有機會實際前往爽文國中觀課，這時的我終於可以親眼

一窺大叔的課堂實際風景，觀課過程中，看見流暢的教學節奏，良好的師生互動，系統性的教學

方法。整體的氣氛是開心自在的，孩子們臉上的表情都是愉悅且願意投入學習的，也許跟學校背

後所推動的制度有關，但那樣的過程早在七年級建立起，他們是真的把主動學習、解決問題變成

一種習慣，也許對某些孩子來說，自己還有許多地方是需要再進步的，但看見他們願意在討論過

程中發表自己的意見，願意跟著老師、同學們的腳步學習，表示他們也是經過一番努力和磨練

的！這次觀課，讓我發現自己喜歡看見孩子們熱衷學習的模樣，喜歡他們願意不分彼此說出自己

的想法，喜歡他們享受學習、樂在參與的每分每秒，如此魅力，也想在自己的課堂中看見！ 

02-爽文觀課 

 

2017年到爽文國中實際觀課，和大叔以及同學們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感動持續著，夢想持續前行著 

  初遇的悸動中猶記一句話：「沒有一定的教學法，也沒有哪一種才是所謂的好，只要是適合學

生的、有助於學生的教學法就是好的教學法。」沒錯，即便是各種融合那也沒什麼不好，即便是

模仿還是會有自己的風格存在，因為老師都希望孩子因為自己的精進與努力而學得更好。教學法

是整個教學的某一部分，但實際上教什麼，要孩子們學會什麼才是最重要的。經過這次觀課的洗

禮，我在教學的第三年繼續努力嘗試與實踐。到了第四年，因為學校沒有缺額，輾轉到大校──

新北市中山國中任教，在新學校依然在教學路上摸索前進，由於教學環境不同於小校，因此除了



維持過往的教學經驗外，也持續精進著自己，持續參加夢 N的工作坊，而在一場新北夢 N後，走

上實踐家的路，並在屏東場分享疫情時代的線上 MAPS教學，因緣際會下，受到大叔的邀請走進第

四屆 MAPS種子教師之路…… 

03-2020夢 N 

 

參加夢 N和大叔擊掌成為實踐家，離夢更近了 

相知的充實 

找到一起前行的夥伴 

  參加培訓前像學生期待要出遊般懷抱著期待又擔心的心情，期待自己能更精進教學，能

認識一群好夥伴，能更有脈絡地設計提問；另一方面，會擔心自己對於文本不夠熟悉；擔心

跟不上大家的腳步；擔心無法好好地消化吸收。此外，還帶著疑惑想要來一探究竟，想要更

清楚明白自己可以如何在教學上有所突破，或是能開創出什麼樣的一片新天地。帶著過往的

經驗，以過去的基礎聆聽發展多年的 MAPS教學法，再次重新梳理並有脈絡地實作並修正，有

煥然一新的感受，好像打通任督二脈般找到更清楚的方向，在培訓過程中還找到一群好夥伴

互相交流、學習，一起產出〈紙船印象〉的心智圖、提問設計，一起燒腦〈背影〉等，如此

共患難的情感為我們一年的實踐歷程打下良好的團隊基礎。 

 

 

 

 

 

 



 

04-夥伴 

 

一個人可以走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很遠 

 

學以致用，用以致學 

  在暑假培訓中，學習到三層次提問（暖身、基礎、挑戰），學習每一個提問背後的重點

以及提問間的連貫與脈絡性，過程中最重要的莫過於釐清自己「究竟要教給孩子們什麼？」

以及「究竟要教會他們什麼？」備課時的問題意識是掌握自己教學設計的關鍵。培訓後，回

到課堂實踐，在一次次的實踐與練習中不斷地問自己、省思自己做到多少，有些時候，還不

那麼完美，但至少勇敢跨出第一步，至少願意重新修正自己，讓提問設計更加貼近學生。 

以〈下雨天，真好〉為例： 

 

 

 

 

 

 

 

 

 

 

 

 

 



 

05-提問設計 

 

第一次重新修正後的提問設計 

1.暖身題部分，回顧過去所學，強調課文書寫架構，最後再呼應挑戰題，進行讀寫合一。 

2.基礎題部分，主要會讓學生討論，最後再一起檢討答案，有些學生會將別人寫的答案也補

充在自己的學習單上(有些會使用不同顏色的筆)。 

3.挑戰題部分，希望學生學會文章寫作架構「今昔今」，故以此為架構，並尋找自己的 

童年往事記憶，以「與 OOO相遇」為發想，書寫約 100字短文。 

4.挑戰題設計的本意為：呼應暖身題，讓學生蒐集自己的作文口袋題材，並檢視學生是否理

解「今昔今」的寫作架構，進而透過學生的文字更加貼近學生的心與生活。 

 

 

 

 

 

 

 

 

 

 



 

06-學生作品 

 

學生彼此討論內容，最後再一起核對、統整答案並完成學習單 

 

不同以往的改變，師生共好 

  一轉眼，孩子們升上八年級，而我也邁入第六年的教學生活，這次，和以往不一樣。面

對同樣的文章，回顧過去自己所設計的題目，發現，自己有更深的思考脈絡和邏輯，過去也

有，但有些破碎，也許就如同雨一點一滴落在大地般，等待著放晴，等待著那道彩虹掛在天

空，等待一起綻放微笑的時刻，是那麼美好而幸福。 

  〈下雨天，真好〉這課不難，但真的有蠻多可以著重的點，不論是寫作架構、人物形象

描寫還是情感書寫，每當在思考學習單該放什麼內容時，都會小小掙扎一下，因為篇幅有

限，因為時間有限，所以只能濃縮或是捨棄一些內容，等待下次更好的時機點。此外，我最

喜歡的時刻莫過於讓學生自由討論，他們彷彿掙脫枷鎖般，自由地交談、互動、書寫，或許

課堂相較其他班級吵鬧些，但是思考卻是流動於課堂的，常常叮嚀自己：「別讓學生死讀

書，而是要讀活書！」思考的過程與邏輯都很重要，只是有些時候無法了解每一個人究竟怎

麼得出答案的，這是較稍嫌不足之處。但也期許自己，在未來的討論時光裡，能夠更加關照

到每一組。 

  回到基礎能力的練習，不同以往，這次不用小藍本考國字注音和注釋，而是先整理好國

字注音的題目還有補充，讓他們可以自行貼在課本上運用，此外，前測讓學生自我測試，接

著給 3分鐘時間翻找課本，讓他們多看幾次，增加印象，最後再讓他們求救於同儕，可以互



相交流，再次增加印象，這樣的操作過程，我自己感受到學生們的積極與主動，大家同時翻

找答案的模樣非常認真，我的目的並非考倒他們，而是讓他們增加國字注音的書寫能力，以

及增加他們在這部分的成就感。等課程到了尾聲時，再次測驗（後測），大部分的孩子都能

90分以上，也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07- 

   
文字說明：雨過天青，與同儕迎向新風景 

 

文字的影響力有種迷人的魔力 

  每一次課程，都很期待挑戰題孩子們會寫出什麼答案，此次的讀寫合一設計，我覺得很

滿意，大部分的孩子都能理解「今昔今」的架構該如何書寫，唯有內容上，需要加強，孩子

們普遍找不到好的題材書寫，或是太過口語，無法產生生活與美感的連結，但也有令人感動

或是驚豔的作品。看到一位小男孩以「我」為主角，寫出自己對老師的感謝和感受，覺得很

感動！邁入教學的第六年，還能讓學生如此喜歡，我想這也是身為一位老師前進的最佳動

力。每一個課堂日常，都是在創造與學生之間的共同回憶，有時候的我會不知道自己究竟產

生什麼樣的影響力，但透過學生的文字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原來這就是我的「魔力」啊！ 

  看著驚喜的彩虹出現在教室外的天空時，我們的心情是如此地雀躍，那時的我們正在討

論學習單，開心之餘也留下美好的合照，突如其來的幸福，為這一課畫上另一層喜悅的色

彩，我想，我們都不會遺忘這刻的美好，以及〈下雨天，真好〉帶給我們的點點滴滴。 

 

 

 

 

 

 

 

 

 

 

 

 

 



 

09-學生作品 

 

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師生間的良好互動是彼此向前的最大動力 

 

從「心」出發 

  在寒假回流研習後，再次複習三層次提問（暖身、基礎、挑戰），並將 Technology融入

課程中，輔助自己的教學。於是，在新學期的第一課，扎扎實實地產出提問設計單，每一個

安排，每一道題目都喚醒自己曾經所學，產出後、實際教學後，內心非常滿足，就像春天即

將到來充滿新氣象。 

以余光中選〈讓春天從高雄出發〉為例： 

 

 

 

 

 

 

 

 

 

 



 

 

10-提問設計 

 

第 N次的提問設計 

1.暖身題部分，以選擇題連結學生過去學習的舊經驗，並介紹作者，融入 Kahoot評量 學生

在舊經驗與作者介紹的學習。 

2.基礎題部分，以認識架構、檢索訊息、統整主題設計每一道題目。 

3.挑戰題部分，以讀寫合一完成新詩創作。 

4.挑戰題設計的本意為：希望學生從生活出發，寄情於詩作中，故挖空方便學生填詞，學生

也不會覺得創作詩作是困難的，可以小組討論，也可以自己寫自己的，沉浸在創作的樂趣中

最重要！ 

11-學生創作 

  

 

自由自在地享受在創作的時光中 



 

從生活出發 

  余光中：「欲傳其情，可以寫詩」，這句話讓我在挑戰題的設計上選擇用讀寫合一的方

式，因為我希望孩子們能試著將自己的情感投入文字中，化作一篇篇自己所喜愛的詩篇，過

程中，有些人會嚷嚷著想不到要寫什麼，不過最後他們都順利地填入適合的詞語，並且都很

有特色！有的人寫學校，有的人寫喜歡的偶像，也有的人寫媽媽的家鄉，各種主題都有，不

管是哪一種都是出自於日常生活的觀察。而我發現，要直接寫一首詩很困難，但是要填空、

仿作相對容易許多，大部分地同學都絞盡腦汁，但在為師心中其實還有個目的，創作並非輕

而易舉，因為大部分的我們非即興創作者，但可以努力試著寫寫看。創作完成後，孩子們的

成就感油然而生，並將作品朗讀給全班聽，讓大家一起感受最真摯的情感。 

14-學生作品 

 

以媽媽的家鄉為主題，寫出自己所認識的嘉義 

 

相惜的感動 

遍地開花的力量 

  有句話說：「「不做不會怎麼樣，做了會很不一樣！」跨出第一步改變沒什麼不好，頂多回

到原點罷了！但是給自己一個選擇與挑戰的機會，又有何不可呢？相信會願意參加夢 N、工作

坊、關注 MAPS，或是正在閱讀此書的你，都有「興趣」或是「想嘗試的心」，那就跨出舒適

圈，去實踐吧。 

  剛開始時，請別想著一步到位，而是漸進式地調整自己能做的，例如：先從基礎題的設

計開始，分析完文本後，掌握文本的核心，輔以備課用書、網路上平台、社群上的提問設

計，產出最適合自己班級的提問。接著，再從暖身題著手，因為有文本分析過後的基礎，就



會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教學重點，也就能設計出貼近學生新舊經驗、生活連結的暖身題。最

後，再往挑戰題邁進，在讀寫合一、跨域延展和觀點探究這三部分，可以先擇一來設計，並

不需要每一種都設計到，關鍵點是你想要學生學到什麼來作前後呼應的設計。總而言之，沒

有最好的提問設計模樣，只有清楚知道自己教什麼、怎麼教的核心目標。 

15-三層次提問要點 

 

三層次提問要點統整表格 

 

我們不一定要當最好，但絕不要停止讓自己更好 

  還記得有位老師曾跟我說：「當自己打從心底很喜歡要教的課文時，學生才會跟著很喜歡。」

在 MAPS教學路上，我看見大叔便是如此，分析文本、設計提問，從 1.0版進化到 4.0版。而學生

能透過一位有影響力的老師，認真投入學習，並且不斷的成長或是突破自己，這樣的風景令人嚮

往，也因為如此，我不斷地在 MAPS之路上學習並精進自己！在這段時間的理解、討論、再修正、

實踐、操作、省思的循環中，會發現自己在哪部分還不夠熟悉，會與夥伴們交流、學習後再次調

整，教學路上就是不斷地滾動式修正。也會發現和過去的自己相比，提問設計上更有思考脈絡，

暖身與挑戰的活動安排上會有所選擇，不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此外，也會發現所有的提問不

是為了答對或答錯，而是為為了孩子思考的過程。政忠老師曾勉勵我：「提問是風，托扶著孩子自

在前行。」我會繼續努力堅持下去，直到夢想實現的那天。 

16-遇見 MAPS之旅 

 



第四屆種子教師實踐歷程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