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PS如曙光，為我照亮教育前方 

嘉義縣布袋國小-陳綵菁 

 

    「穿梭時光的軌跡，追夢啟航探險遠方」！教育的路是一場冒險之旅，在旅途開啟前，教師必

須裝備好自己，以隨機應變與順勢調整來應付旅途中所發生的插曲，唯有如此，才能擔任孩子的嚮

導，幫助孩子在踏上追夢的路途時，拋開束縛、無謂挫折，收獲成長的勇氣，探險成就人生的精

彩。 

 

￭尋覓前行的跡，自省穿越迷霧 

    「吾日三省吾身」。在面對教師這份工作時，我認為是重要且必須的。唯有我們時刻保持思考，

才有可能凝視內心的缺失與需求，而後進行修補。 

 

彷徨徘徊遇迷霧，內省才知問題重 

    過去寒暑假我都會花很多時間參加研習與備課，即使面對的是教過的文本，也會進行修正調

整。我會蒐集許多教育前輩對於文本的看法或創意，還有其所運用的教學策略，也會參考備課光碟

的資料，將其融入自編的學習單與課堂教學活動中，讓學生進行跨域學習又或是創意發想的展現，

學期中也會適時地依據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行教學內容的調整，但儘管我做到如此，我的心中仍有許

多疑惑的聲音，這些聲音時常縈繞著我……。 

過去我也有自己的國語課教學流程(圖 1)，看似豐富有脈絡，但較多是教師引導較多，於是我常

想，為何我不能肯定對學生的語文學習或閱讀能力有真正的助益呢？可以感受學生的學習很多元，

在許多圖畫文本又或是口說表達時，都有穩健的表現，但為何我不能確定是否符應學生的學習需求

呢？班上分組討論的氛圍很常態也很熱絡，產出的內容也值得嘉許，但為什麼有的學生在文本理解

的選擇題常常得不到高分呢？定期評量的成績並不差，但都是我下許多功夫複習而來，如何讓學生

自覺而自學呢？每一課的教學節奏都會有所不同，有時候跨域的活動反而會壓縮自己的教學時間，

這樣對學生應該是不好的吧？這些帶點徬徨的自省，時常在我批改學生的學習單時，或是評量學生

後，或是夜深人靜時，又或是我想起我在文昌帝君面前承諾當一個好老師時，就會浮現於腦海中，

一次又一次的衝擊我的思緒，我深怕我的教學不能帶給學生與時俱進的能力，我更怕我的教學不是

有效的。 

 

 

心境轉變遇契機，盈步前行願改變 

    而我也問自己，過去幾年我的課堂真的翻轉了嗎？又甚麼才是真正的翻轉教學？翻轉教學的課



堂應該要有甚麼樣的風景？在高師大實習時，曾看過政忠主任的演講片段，內容提到「翻轉就是嘗

試回到事物本身應該有的樣子」，這句話深深吸引我，好像在給我一個警醒，也給了我一個了解翻轉

教學的入門磚，影片介紹MAPS教學法，其融入學習策略（M心智圖法，A提問，P發表），與同

儕合作學習（S），看著大叔的學生們在課堂上熱烈發表與自學，沒有任何一個孩子是課堂的客人，

我也想要這樣的課堂。 

    「只要改變開始發生，改變就會不斷發生」影片這句話有種呼喚的魔力。2021/1/30我寄出報名

表，寫上報名的理由(圖 2)。因遇到疫情，幾次延期，終於在 2022/7/17正式在工作坊與MAPS相

遇，或許是命定緣故，大叔寫給我的提句正是「綵菁：翻轉是一種教學不斷的省思」，撥開了翻轉在

我心中的迷霧(圖 3)！半年後的回流，我更認識到何謂 TPACK，也在下學期的課堂嘗試加入。是

啊！的確如此。我透過自省與MAPS相遇，我期待我的課堂能真正地翻轉。 

 

 

 

￭踉蹌歪斜的徑，擁抱信念如炬 

    「原來真正的國語課堂面貌可以如此的有架構、有系統，且充滿魅力」，這是我參加完三天工作

坊的感受，帶著豐富的收穫，大腦燒得熱熱的也裝得滿滿的，我戰戰兢兢的、躍躍欲試的想要趕快

重新編輯我的每一課國語學習單，我已經幻想學生可以在課堂上因為MAPS而激發學習熱情，盡情

的享受學習。 

    想像是美好的，實作是殘酷的。我知道要先從學生的先備經驗考量再進行規劃，但我帶的是五

年級新班，加上學生程度可能有明顯落差(受到疫情停課影響，四年級遇到多次停課)，我只能先假

想……；而我貪心的想要在提問設計時，盡可能的要具體、要延伸、要複習、要多元更要豐富，我

發現我卡關了……。許多自我質疑的聲音接踵而至，我不知道該如何設計出適合孩子的學習單，在



面對新班時我又該如何帶領，是否有可能讓家長認同，想要維持一周一課的教學進度是否可行。 

    不過，有一件事情我是確定的，那就是不做永遠不知道能不能做到，畢竟「找到路標，再加滿

油，就沒有到不了的終點」。 

 

荊棘乃是磨練石，誠心改變步紛紛 

    從康軒五上第一課<拔一條河>出發，課堂上的操作我先從暖身題出發，由於是學期的第一堂

課，我從暖身題開始帶著孩子展開MAPS的學習，期望營造自在的討論氛圍。孩子在預測標題時，

我給予沒有標準答案的鼓勵，經引導以「完整句」呈現後，試著小組分享統整答案，認真的對於課

名進行推敲，有感孩子的發想有趣且側面的連結到課文意涵，我感到暖身題的有趣以及對於文本鋪

墊的助益；在基礎題時有先跟孩子們講解題目與文本的關係，而後以小組共學的方式(圖 4)，組員們

一起填答出答案，到這裡都還在掌握之中。然……轉繪心智圖時便出現許多哀嚎的聲音，孩子對於

拉線、階層擺放、順序、顏色、對指導語的理解……都顯得陌生，由於中年級未有先備基礎，加上

我一開始給予的是空白頁面，講解的也不夠仔細，給自己也給學生的期待太高，使得課程節奏卡

住，儘管最後經指導後還是產出了心智圖，但這卻是手忙腳亂的成果(圖 5)(有高標準的孩子還重繪

了 2次，實在是太不好意思了><)；挑戰題則設計情意深化的加油卡片，看見孩子們對拔河隊的打氣

內容，也看見孩子們對困境的同理，我喜歡開放式的創作，孩子可以有想像有自由表達的空間，但

絕非無邊際的應答內容(圖 6)。 

    協作巽堯老師在線上共備時建議，可以先用挖空的方式引導孩子，待孩子熟悉階層後，再慢慢

放手，如敏老師也提醒我要給孩子足夠的鷹架，而非訴求快速上陣。是啊，我太急了，也太理想化

了，難怪大叔說「穩住自己才能拉住學生」，於是在往後的實踐操作，我調整我的課程步驟，也嘗試

在其他課程輔以心智圖的練習與介紹，慢慢地學生與我都可以在軌道上運轉著。 

     



 

  

 

堅持下去意更牢，方願撣去浮華塵 

 

●基礎收束理解，繪製視覺脈絡 

    從基礎題出發設計三層次提問是備課的初始開端，唯有教師熟悉文本掌握心智繪圖，才能帶學

生看見文本的內涵。基礎題中除了善用閱讀策略，如摘要書寫、解釋觀點、圈關鍵字、找文本證

據、六何法、統整歸納……等，更重要的是為了心智圖而奠基，使學生透過提問看見脈絡而理解架

構，以有步驟的方式讓學生提取、摘錄，與文本產生密不可分的連結。學生習慣後自然可以進入狀

況。 

    基礎題填答時，我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起初，先進行組內討論，有共識後再進行各小組發

表，各組再取得共識，一起寫入學習單中；而後，先個人自學，盡可能的依據基礎題的提示來填寫

答案，再進行組內討論，最後經發表後讓基礎題的內容定案；再來，個人自學後直接進入全班對

答，到這時候多數的學生在基礎題的查找，幾乎沒有多大的問題；最後，個人自學後經教師確認

後，可以直接進行心智繪圖的階段。以四步驟的方式來幫助學生熟悉基礎題的填寫，而這樣的方式

從五上走到五下，學生的成長以踏實且穩健的方式向前方邁進著呢(圖 7)！ 

 



 

    在轉繪心智繪圖時，同樣搭配前述四步驟，依然是以引導的方式讓學生不害怕心智圖的產出。

首先，在確認基礎題的答案後，以小組的形式上台繪製分支或分層，幫助中低程度的孩子視覺化的

模仿練習；而後，提供學生繪製的技巧，如先寫基礎題的答案再畫線，減少塗改與重繪的可能(這裡

會做行間巡視並個別指導)；再來，多數學生已可以自行從基礎題進行文轉圖，且操作時間銳減；最

後，到了五下，改用數位繪製的方式來進行，不僅縮短了學生繪製的時間(快的孩子十分鐘內就完成

了)，也讓低成就的有表現的舞台。那位孩子因學習能力與動機薄弱，作業常不交齊也跟不上課堂節

奏，往往需要下課或午休時間補齊，由於需要補的作業太多，僅能完成基礎題的填答，然當運用數

位融入後，我觀察他參與的動機提升了 (願意花上整個午休來進行)，相較於紙本方式的無助挫敗，

融入科技的方式讓他知曉「我也可以」，配合 Canva加入圖片後更有模有樣，對於他的進步，甚感欣

慰啊(圖 8 )！ 

 

    小日記的書寫是固定作業，我以「對心智圖的感受」與「心智圖的新舊制」(手繪與數位的差

別)為題，想了解學生對於心智圖的看法，諸多孩子都寫出心智圖對於國語文學習的益處，有的提及



更理解文本掌握重點、有的說到可以加速考前複習、有的感受到成績的進步，這些回饋更讓我知曉

這樣的教學是正確且有效的，同時孩子對於手繪與科技融入均各有擁護，感受便利卻也想念手繪的

溫度，於是在五下的時候做了調整，讓孩子印出所繪製的心智圖後再進行手繪插圖。整體而言，作

為提供學生自學的成就感而言，基礎題與心智繪圖的存在功不可沒(圖 9與圖 10)。 

 

  

 

 

 



●暖身多元素材，連結鋪墊文本 

    暖身題是我探究孩子起始點的良方。我可以複習形式架構，幫助學生快速與文本搭起橋樑，有

助進行挑戰題的延伸寫作；可以預測課文內容，使學生猜測並想像，引起對文本的好奇並與文本對

話；可以連結自身生活經驗，試圖更緊密結合文本情境的帶入，也能呼應挑戰題情意深化；可以了

解學生的已知與想知，已知做為文本補充，想知作為挑戰題的延伸自學；可寫下對於影片的想法，

作為進入文本的先備感受；可搜尋資料，請學生查找與文本或作者相關的訊息，作為文本補充(圖

11)。這些多元的提問方式，都是為了引起學生動機，使其思考使其連接新舊經驗，更是作為基礎題

與暖身題的前菜。 

 

 

 

    五年級上學期時，暖身題多讓孩子於課堂完成，善用小組共學或個人自學，一是想了解學生對



於提問的理解，二是要掌握學生的學習樣態，三是要在學生提出疑問時解答引導。而後隨著課次的

進行，學生已漸習慣提問單的內容後，方放手成為回家作業，又或是早自習的任務，而若遇需要掌

握學生所學時，會進行分享，有時以小白板呈現，有時以 Padlet填答送出，就看當下課程的步調而

定，看見學生在暖身題就很投入的學習，對教師而言是一大樂事(圖 12)。 

 

    過去我有讓學生於學習吧進行課文錄音朗讀的習慣，本意是讓學生將文字轉換成聲音，加入情

感與節奏後，形成有利於大腦的記憶材料，如此一來進入文本時，學生在課堂提問時會增加活絡

感。五上初始上課時朗讀錄音的作業仍維持於課前，後因暖身題的設計學生漸熟悉，加上文本預測

的題目若先閱讀課文便顯得較無意義，經幾課的操作後便將此項作業挪至課後，也確實見到孩子們

更具創思的內容。 

 

 

●挑戰延伸表達，開展讀寫應用 

    若說暖身題是前菜，那麼挑戰題便是飯後飲料，糖分與冰量均可客製，隨心展現。曾經我以為

挑戰題很好設計，無論跨域延展、觀點探究、讀寫合一等，應該都是較容易上手的，因為過去我也

會設計一課一活動的方式，檢驗孩子於該課的所學。但經大叔「手把手」在工作坊的指導後，我在

小組實作時，發現挑戰題非我過去的認知可以應付，而是必須呈現文本的價值與脈絡，盡可能讓學

生與文本對話，從中進行反思批判、歸納演繹又或是價值澄清等，這些才是挑戰題的真諦。 

    於是我設計閱讀測驗，提升學生閱讀理解，做為後測也作為文本的延伸；設計觀點探究，以開

放的角度與作者、文本對話；設計文本轉換，以四格漫畫繪出文本層次，是增強記憶亦是簡化文

本；設計自學延伸，讓學生有機會自己解答自己的提問；設計寫作要點複習，確認學生能應用所

學；設計主題作文，考察學生構思的完整性與寫作的合理性；設計跨域展演，結合文本架構與說故

事的方式，對文體更有感；設計架構仿寫，仿作文本的詳寫，寫出自己的風格；設計情意展現，透

過文本內容帶出學生情感；設計創意發想，腦力激盪。這些提問都是以任務取向的方式讓學生從文

本輸出，輸出想法與創意，更多的是與暖身題前後呼應(圖 13)。 

 



 

 



 

 



 

    書寫的部分沒有標準答案，只要學生願意寫，符合書寫要求，都可以兌換點數，班級點數可以

兌換免午休、可以兌換止餓一下(跟老師要點心)、可以期末競標禮物，大大提高了孩子書寫的意

願，看他們一次比一次精彩又完整的回答，有的甚至可以感動我，當然優秀作品也會被表揚作為參

閱的對象，可以感受到孩子們對於挑戰題的喜愛。 

    在<動物的尾巴>那一課，我從暖身-基礎到挑戰以 KWLH策略(已知-未知-課本重點-自學延伸)

來進行設計，除了前後進行連貫呼應之外，更設計走出教室的挑戰題，以實際的觀察經驗來作為延

伸，我認為學習不應侷限於教室裡，有機會帶學生出去，會為學習帶來更多想法與感受，也能讓學

習更有意義，而到了五下的這一課可以看見學生文轉圖的功力成熟(基礎題轉繪心智圖 20分鐘內全

班完成，插圖回家補充)，提問書寫無礙(只需意會不需言傳)，孩子們卯足全力的表現，我感受到教

學的樂趣(圖 14與圖 15)。然執筆至此，我自省這部分我仍需精進，未來在設計時會多連結班級經營

或價值澄清的提問，讓學生有更多的情意展現。 



 

 



 

 



 

 



 

 

￭MAPS的壯遊，持續揚帆出航 

    過去，我總抱持著要去膜拜、模仿神人，希望自己的課堂也能像台上大師那樣，教學節奏順

暢、教學特色鮮明、教學設計完整，還有課堂互動精彩。因此，我彷如練功者到處參加研習，吸收

日月精華而欲打通任督二脈，但每個教學法又豈是數個小時可以速成，於是半調子的教學，常在自

己的課堂顯現(真對不起之前的學生啊><)。直到遇見MAPS，我終於拼湊起一個完整的教學圖像，

帶出屬於我的教學邏輯，儘管一開始也是參考前輩的提問單摸索前進，但當自己發展出適合班上孩

子，同時也符應我的教學目標的提問單，孩子因MAPS的帶領，書寫漸趨完整、表達漸趨自信、討

論越見活躍、圖文越發獨特，當他們以自己的邏輯提出不同的分層支線時我驚艷了，當他們快速地



完成文轉圖我佩服了，當他們告訴我希望下一個老師也可以這麼教他們時，我知道我成功了(下學期

我調校了，不捨這一群帶給我滿滿成就感的孩子)。 

    從五上到五下，我持續修正我的MAPS教學課堂，孩子們的回饋也給了我修正的方向，學生主

動學習的樣態增多，這一年的實作奠定了我日後實踐的基礎(圖 16與圖 17)。從學生的成績看起，定

期評量明顯高於同學年的班級(班平均約落於 90-94分之間)，文意理解的選擇題班上後段的孩子也僅

錯幾題，學習扶助的孩子僅剩一、兩位尚需輔導，師生一起共成長是MAPS最大的魅力。感謝

MOXA基金會的團隊與麗慧姐的支持與陪伴，感謝政忠大叔無私的相授，感謝權滿老師帶我認識

MAPS，感謝第四屆種子教師工作坊 406協作巽堯老師與如敏老師、史嘉老師、敏惠老師與翠婷老

師，感謝第五屆種子教師工作坊遇到的夥伴們，每一位都是彌足珍貴的存在，無私地分享與鼓勵，

都讓我的教學土壤持續肥沃。 

 



 

  

 

    下學期我帶四年級，又是一個重新的開始，在中年級帶著孩子實作MAPS，我相信會是一個更

好的起始點，而我期待我所綻放的MAPS異彩，可以拔尖也可以扶弱，更能助我與我的孩子們在人

生的學習路航行久遠~「最近的距離不是跨越而是持續，莫忘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