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PS描繪的課堂含苞待放 

踏出夢的第一步 

中港國小 林倩伃 

一、改變緣起 

~《老師 你會不會回來》 淚濕了眼眶 觸動了心房~ 

    那是 2018年一個仲春的夜晚，「叮咚!」手機裡傳來陣陣清脆響亮的訊息聲，來自一位積極進取

的夥伴所發出的熱情邀約，是一則研習資訊的連結。點進網頁一探究竟，「MAPS教學法推廣計畫」

幾個大字映入眼簾，MAPS是什麼?地圖教學嗎?這像團迷霧層層升起，籠罩包圍；緊接著看到「講師

介紹——王政忠」、「南投縣立爽文國中主任」，突然頓悟明白，「他」，不就是真人真事改編成電影

《老師 你會不會回來》裡的「王老師」嗎?回想起影片裡中寮鄉的學生，從一開始的學習無動機、

無動力、無動靜，到後來他們體會到課堂的樂趣與成就而被撼動、試行動、深感動，這一連串的轉

變，存在於其中穿針引線的關鍵法門是什麼?引起我無限的好奇心。有幾幕上課場景的片段深印在腦

海裡，像是座位的安排由單人向黑板的獨座，改為四人一組併桌圍坐；還有依學生程度的相異給予

不同的加分機制，高能力者回答得 10分，低能力者回答得 40分；學習場域不一定在教室裡，可以

在走廊邊、在花圃旁，不受他組干擾，小組聚集專心交談，共同完成任務單；利用學習護照記錄點

數，強烈增強學生的學習動能，於是不管是背英文單字、國文課文、化學元素週期表等，都可以見

到孩子們利用課餘時間，不間斷地主動爭取。而期末舉辦的點數換獎品拍賣會，更是掀起劇情高

潮，這個活動讓累積的點數化為如實際持有的籌碼一般，價高者可兌換到最心儀的物品。一個老師

究竟擁有什麼魔法，使得偏鄉小校、文化不利的學習環境有這番蛻變?在片中王老師說:「1x1=1，但

只要多了 0.1，乘 7次也會大於 2，就算是 0.01，乘 70次也會大於 2，只要我們多付出一點，哪怕

只是改變一個學生，也值得。」或許同身為教師的我，只須選擇勇敢踏出那 0.01的第一步，那不過

是一點點裡頭的一點點，說不定也能讓平凡一律的教學現場更有效能與樂趣。 

 

~與良友伴，不覺路遠。~ 

    簾外芭蕉惹驟雨，門環惹銅綠，而我在研習的路上惹了妳。 

    好一陣子了，我知道心底渴望改變課堂這鍋湯，但似乎缺乏了點什麼祖傳祕方，熬了好久，沒

滋沒味，但學生嚐了有的點頭稱是，有的默不作聲，好像也還過得去。打從 2017年盛夏我們倆踏上

宜蘭夢 N之路開始，這趟奇幻旅程彷彿沒有終點般的永無止盡，沿途跟隨夢 N的指標，把懵懵懂懂

的方向逐漸摸清。其中一站，2018 年梅雨季來臨前，走到了新北夢 N，在〈莫忘初衷〉的歌聲中，

瞥見牆邊的一句話：「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遠。」頃刻間懂了什麼，那個祖傳祕方應該是夥

伴，應該是勇氣。我短少的，就是「一起」。一起精進，一起備課，一起發現問題，一起尋求方法，

一起檢視省思，一起勉勵承擔，然後，一起動身繼續。 

    很幸運的是，夥伴一直在身邊，我們只缺導航，還有把車大膽駛出去！就算迷路了也一起翻查

地圖、一起開口問路，相信再怎麼遠、再怎麼難的路途，也會在到達之後，感到成就欣喜。更幸運

的是，我們一起被錄取了！記得錄取通知 mail上寫著：「這是為期一年的進修實踐計畫，請慎重考

慮並許下承諾。」然後，沒怎麼猶豫地，一起許下承諾，一起挑戰自我。 

  

 



二、實踐歷程 

~素胚勾勒出的 MAPS~ 

    是的，我上路了，帶著些許寄望期待，些許戒慎恐懼。 

    從上完暑假的三天工作坊培訓課程，到暑假期間的自我反芻，直至開學了，便有種油然生的使命

感----這個新的班級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我深感設計提問單是一件浩大的工程，甚至覺得要問出好的問題，切中要點、引出關鍵，這根本

就是在考驗教學者的閱讀功力，所以都還沒來得及考慮到我那群二升三的天生萌學生是否能吸收，就

惴惴不安於老師我到底生不生得出來三層次提問單。 

然後，拼了一點老命，熬了一點深夜，每天一點一點的零碎之光陰，還真的生出來了!簡直就要

把課文剖開來剁碎再分類似的，自然段的訊息提取、事實摘要，意義段的相同事件 or 情緒之主題統

整，得先做一個課文「結構表」，自己才能了然於胸。 

大叔說:「錯誤的答案就是最好的下一題!」(《我的草根翻轉》p.36)我說:「有瑕疵的提問單就

是邁向完美提問單的前一張!」 

從閱讀書籍中，我知道了要引導學生踏入「心智繪圖」這個階段，前置作業是必須由「文章結

構表」轉化而來。所以第一課及第二課的情況，學生就像盲人摸象一樣順著我畫的大象一路摸過

去，我深感到他們緊緊依賴著我、跟著我做和說，彷彿我停止了他們就全部不會了。 

第三課我正式讓提問單上場了!想辦法讓學生逐漸明白基礎題與心智繪圖的對應關係，可是成效

不彰，我在思考是不是基礎題的提問內容不夠簡明易懂?還是學生仍沒把基礎題消化成為所知，腦袋

不能這樣來回對應?所以我的提示語好多好多，有時候幾乎是我在講、我在畫，他們很專心的動筆

寫。 

《我的草根翻轉》p.187提到:「先由老師逐題發問，各小組逐題討論，得到最佳解答；再引導

各組學生參考上述答案，共學畫出心智繪圖結構。」我該成立小組討論機制了，得先教會他們「如

何討論共學」。 

 

~隱藏在窯燒裡無言的祕密~ 

是搞砸了嗎? 

    進行某張暖身+基礎提問單時，發生一個插曲，搖晃了我心中的教學世界。是的，一個學習能力

相對弱勢的男孩，突然在課堂上哭了，還把提問單揉成一個「球」!真是驚嚇到我了!這是十一年教學

生涯以來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在旁同學皆驚訝，老師我也目瞪口呆。 

    下課時間找來仔細盤問，他終於紅著眼眶、結結巴巴地說出:「因為它看起來很難。」這句我等

了半世紀才等到的回答。我沒有責罵，但是怒火是肯定有的，我決定下午再告訴他處置是什麼。後來，

我忖度了一整個半天的時間，竟想不到個頭緒……。氣憤他不尊重這張講義，但同情他能力不及，需

要人拉一把。 

    在剛開學的第二個月，我的 MAPS還缺乏「同儕鷹架」和小組「口說發表」，我想，同儕鷹架對

他來說應該很重要，但是現階段情況，我就是全班的鷹架，他們每一個都還緊緊依附著我。還有，

是我的提問單太複雜?還是他看到一堆字就懶得思考?我需要時間再去測試。 

細節裡的魔鬼 

    為了讓自己更了解國小版的 MAPS如何操作，和夥伴一起報名了 10/20、21二天的「夢 N臺北場 

國小國語 MAPS」。胖胖威老師在講述「什麼是心智繪圖」的時候，特別提到了「關鍵字(詞)」這個

重點，他說明呈現在心智繪圖上的文字都必須很「關鍵」!然後還利用了〈花童〉這一課帶大家抓取

「主要關鍵詞」及「次要關鍵詞」，藉此還可以組成段落大意。這個方法我認為很實用，除了可以簡



潔地呈現心智繪圖，另一方面還能處理段落大意。接著反觀這一課我已進行了的心智繪圖，第三層

分支出去的文字敘述落落長，不夠「關鍵」，這是下一次帶心智繪圖時必須積極挑揀屏除的魔鬼。 

    雅惠老師上課時，為了讓大家明白心智繪圖在未來工作會議中的重要性，播放了一段 youtube

上關於「圖像記錄師」的影片，這個從來沒聽過的工作職稱深深震撼了我。原來 MAPS 課堂中帶給孩

子的心智繪圖訓練，是培養他們有系統的、群組化與階層化思考能力，易於看清主題關係和掌握細

節缺漏，而視覺記憶更有助於腦力激盪去解決問題。我決定將影片【我是未來人 圖像記錄師】播給

學生看，並在指導心智繪圖時，除了強化抓取關鍵詞的要求，也將目光轉向插圖繪製上，希望讓愛

畫畫的他們，對這件事情更燃起動機。 

只要上路，身旁都是夥伴。 

    曾經，在課堂實踐紀錄裡我寫到:「挑戰題的提問設計對我而言，比基礎題要簡單得多……」沒

想到大話說得太滿，第六課老榕樹的挑戰題設計讓我傷透腦筋!想起曾經在網路上閱讀過的文章──

〈蘋果樹〉，一樣是有一棵樹，只是〈老榕樹〉裡的大家，懂得心懷感恩；可是〈蘋果樹〉裡唯一的

主角，卻予取予求，不知感恩。於是心肝很大的想帶孩子進行類文閱讀，做做分析比較。 

   有了這個構想，刻不容緩地打開 word想化 idea為實體提問單，但卻在比較相同點之處卡關。草

稿完成之後，鼓起勇氣傳到學年群組，想從資深前輩口中得到一點建議與肯定，否則這張教下去，

真不知道會帶學生走到哪裡去了。一開始學年主任認為這篇文章與課文無從比較起，因為我們判定

的主旨相異；於是向 MAPS同梯討救兵，她說表格再具體化、細項問，學生比較有方向。修修改改，

學年主任比較認同了，她說想利用這份提問單，再設計結局改寫的寫作教學……。很期待學年主任

的學習單，會讓這份挑戰題加得更完整!啊!我不孤單，身旁漸有夥伴。 

 

~天青色等煙雨 而我在溫柔等你~ 

   成功不必在我們手上，提問是我們最溫柔的陪伴，而不是拿來展現閱讀優勢者的奇思妙想（ 

   我在說我們自己），別讓閱讀優勢成為一種教室內的知識霸凌。那會驅使需要協助的孩子，從 

   教室中逃走。節錄大叔在 FB 上發文(2018 年 11 月初) 

 

讓提問單變溫柔 

    從一開始實施 MAPS教學，我就把目標與學生該表現出的理想模樣標準訂得太高:提問單要每一

題都能思考回答、可以參看提問單就畫出心智繪圖。沒有想到該符合三年級學生的學習狀態，適度

調整書寫作答的比例濃度；也沒有放慢步調，利用各種方法如螢光筆標示、框框標示，將提問單與

心智繪圖做「文/圖思考串聯」。所以，提問單對孩子來說變得好艱難，要時時依靠著老師。第八課

和第十課我修改了提問單的模式，讓它親民了一點，我也勇敢放手了一點，學生的反應是：「哦～心

智圖是這樣畫出來的啊!」那一聲:「哦～」是我努力讓提問單變得溫柔而獲得的回饋。 

分組任務角色不一樣 

    有別於大叔的「教練(A咖)、明星球員(B咖)、老闆(C咖)、黑馬(D咖)」組內角色，我採取的

是自己一直以來慣用的異質性分組及組內自願/協調任務角色來進行小組討論。目的是讓學生發揮專

才，並引起仿效作用；而日後小組討論模式逐漸成熟後，考慮每一過段時間更換學生任務角色，讓

各個孩子都有機會嘗試不同的工作任務。 

同學說得比老師說得還動聽 

    前半學期，我的目標是帶領學生認識課文結構，師生以問答方式討論出心智繪圖，每生都在自

己的心智圖本上記錄過程；一直到期中考過後，各組發言人第一次上台報告，總共七組報告了七

次，但我看到台下的他們對於台上同學的說明有著極大的專注力，發言人彷彿比老師說得還動聽、

還吸引人注意。 



三、師生成果 

~思維被不同打撈起 暈開了別致結局~ 

    已經走了快一個學期的 MAPS 課堂，「亂無章法」是我給自己的總評語。整理那些荒煙蔓草中的

下自成蹊，耗盡了我的洪荒之力，但步步足跡也緩緩累積，成為可摸索依循的點點軌跡。因此，好

像在深不見底的茫茫大海中，撈起了某些先後順序。 

    如果可以重來，我的想法是初初三年級上學期，先帶著學生認識什麼是自然段，並學會「摘取

段落大意」。摘取方式經查證，更是眼花撩亂中的五花八門，有的是需要依文體搜尋出現在一段裡總

起或小結的主題句；有的是框出段中的關鍵詞或關鍵句，再加以串接；如果是寫人或記事類的課

文，要關注每段裡提到人、事、時、地、物及結果；或是基本縮句能力的鍛鍊，如刪除法，得剔除

掉形容詞、修辭、細節、數量、舉例等；如歸納法，將同一類的名詞、動詞、短語、句子收編命

名。這浩大的建置工程，需要老師在開學前透過文本分析，選擇 5~6課適當的文本，提供給學生足

夠的練習機會。 

    具備摘取段落大意的能力之後，再引薦意義段的概念給學生，目的是希望他們學會「統整各自

然段的主題」，並「切分出意義段」，進而幫各意義段「下標題」。為了更精準集結這三個學習步驟，

參考政忠主任《我的草根翻轉》p.186「結構表」做為紀錄工具，讓小組進行討論時有個表達根據，

也可以做為個人回家作業的重複檢核利器。練習較為純熟後，結構表中再加入「寫作架構辨識」欄

位，除了可以在往後畫心智圖第一層主結構的命名時多個選擇，也可以螺旋式鋪墊寫作布局時的規

劃根基。 

    當「結構表」已然在學生心中架起整篇課文，接著就能夠推出「心智繪圖」大菜，由老師帶著

一起烹煮。結構表轉化為心智繪圖 I See的過程並不容易，如同嬰兒學步般，必須手拉著手，老師

指稱結構表內容並畫一條分支於黑板，學生文圖對照模仿畫一條於心智圖本。沒錯!就是這樣亦步亦

趨的緊密追隨，步調既遲又緩，大概透過半學期的時間來師生共作琢磨，讓「心智繪圖 know-how」

在學生腦中堆疊成型，這漫長的等待，就當作是為了遇見各異其趣之獨自心智圖所埋下的伏筆吧! 

    猶記 2019年 6月於中興大學一場 MAPS種子教師分享實踐論壇中，陳欣希教授陳述:「課程設計

要以一個完整年段二年為期。」於是想起三上初探 MAPS時，就強渡「提問單」入境，那個耐不住性

子、心急如焚的我，有多麼擔心提問單降臨了但怎麼心智圖過境不停?儘管老師對它向來情深，奈何

學生與它如此緣淺……。幾經嘗試闖關，才醒悟是缺了基本能力簽證。當前置繁雜手續辦妥，三年

級下學期再端出提問單，毫無疑問地就從「基礎題」著手，師生共同爬梳課文細節、思考表意與內

涵，逐題發問、逐題討論、逐題作答，一起定架構、找訊息，最後才遷移到全班共畫心智圖。此時

的提問單心智圖，與之前的結構表心智圖相比，涵蓋範圍較為全面詳細，層層分明。呼，終於!海關

釋出善意，允許放行。 

    這些學習脈絡在我們心中逐漸清晰，不是老師一個人泥中奮戰的成果，而是這一班學生與我一

塊兒參與這場混戰，企圖翻轉課堂而堅定抗戰的所得。在一月份進階回流課程中，大叔提到 MAPS的

上課模式不該每一堂課都固定，有些題目可以課堂共學，有些可以派給學生回家自學，有些可以挑

學生回答(像是正確的、錯誤的、有意思的答案等)，有些在課文中用螢光筆畫出句子的作答可以抽

籤檢核……。切換不同的教學模式，變化各種排列組合的學習樣貌，老師才不會「乏了」，學生也才

不會「乏了」(笑)。提醒了我，脈絡已獲，但要懂得靈活運籌，才能決勝千里，讓路走得長、走得

遠。 

 

 

 



四、省思收穫期許 

~世界越快 心則慢~ 

    未竟之渡航行至今已一年了，還沒有個完成，也還沒有個停止。曾經放手讓那群不繫之舟自行

漂流，演繹屬於自己的心智圖，只是迷糊的迷途，打量的打轉。但頁頁很有誠意的圖，可以看出他

們內心的篤實，談不上百花盛開，至少也有野花小草蓬勃生長，自顧自地美麗。大部分的時候，他

們眼帶笑意，那我便用盈盈笑臉欣賞；少部分的時候，他們的美一縷飄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那我便明來暗往地扯篷拉縴，使彼此靠近。 

    《我的草根翻轉》p.116清楚的呈現 MAPS教學法完整架構有 P1~P4四個進程，目前班級推展到

P1跨 P2的區域，一學期十四篇課文當中，會選擇文章結構較為簡明扼要的二篇給予學生小組共學

討論畫心智圖。就比例上來看，學生小組脫離牽引指導，獨立練習操作繪圖的分量太低，我想，這

跟老師的心有一道牆極其相關。偶爾，學生興致勃勃地發現一扇窗，透出一絲絲超現實微光，他們

竭力攀上窗台想要盛放，此魔幻時刻，老師是不是應該要不畏怯他們搞砸或走偏，不懼怕事後花更

多堂課去收拾爛攤子(誤)及瘋狂趕課?甚至花紅鼓樂激勵他們勇於跳脫提問單，用小組的主張來開展

心智圖?答案不言而喻，要強迫自己經常做到。 

    心嚮往的是，在短促有限的課堂時間內，創造緩慢凝視的學習基調並滾動；在浩繁無限的文本

世界中，掌握一瞬抽離的速度迷醉並理解。米蘭昆德拉說:「緩慢的程度與記憶的濃淡成正比；速度

的高低與遺忘的快慢成正比。」師生把心慢下來，風馳電掣中穩行，將學習意義刻鏤進時間的涓流

裡。 

 

~在 MAPS山水畫裡 我從墨色深處被隱去~ 

    已踏出夢的第一步，夢未央之際，那玻璃瓶裡還盛裝了許多大大小小的許願星星，等待被擦

亮。眾所周知，MAPS教學系統的精髓是有意識的三層次提問設計。我希望，接下來能夠於最根本的

「提問設計」上再多下點功夫，雖然現今網路雲端、備課平台等已有先行者前輩(神人)上傳分享的

提問單資源，讓後繼者新手(菜鳥)可以容易搜尋取得範例，但教師本身對課文分析的熟稔度及提問

設計的敏感度，則需要經過一次次實際思考並產出，方能使解讀詮釋文本的功力提升上層。在雕琢

提問上，讓題幹更具有可閱讀性，增加題目文字敘述的引導功能；在標靶提問上，要先 hold住挑戰

題，於暖身題與基礎題的歷程中，耐心發現學生的不足缺漏，不厭其煩地彈性動態修正題目。也希

望，我的挑戰題設計可以再豐富多元開闊一點，經過一年的初步實作，一直將重點放在讀寫結合，

如果多一些素養探究，甚至是新穎有趣的跨域延展，將會更吸引住學生的學習之心。 

  我希望，接下來還可以多關照於學生的「同儕鷹架」與「口說發表」這二部分，畢竟一個班級

內學生語文程度並不齊一，且在新學期新班級開始著手進行 MAPS時，滿腔熱血、興高采烈地導入這

個學習模式，常盲目專注於提問單與心智圖的成果表現，導致教師插手援救過多，忘卻了該將學習

責任漸漸移轉，忘卻了該有計畫性地鼓勵學生對他組的發表進行評論。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自學

的基礎能力培養，必須搭完鷹架再漸撤鷹架，那老師便能默默地從 MAPS墨色深處淡出、隱去，樂見

其成!扶弱、拔尖都含苞待放。 

    寫到最後，是給自己和想這麼義無反顧去做 MAPS的你，一點點後援與接濟的心靈小語。太魯閣

九曲洞岩壁上的題字是這樣:「如腸之迴，如河之曲。人定勝天，開此奇局。」說明事在人為，經年

累月，必開奇局!實施 MAPS之後一定會順風順水、立竿見影、馬到成功嗎?Oh No!做到疲倦困頓的時

候，不妨將自己隔離成一座永續的山林吧!待地力回復再讓成長產生意義，永不嫌遲。做一個沉靜內

斂、續航力強的擺渡人，此岸芸芸眾生一屆又一屆，航程很長，以真心實意送往迎來，助他們抵達

屬於自己的圓滿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