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愛初衷，MAPS凝眸 
   「我以前都不知道意義段是什麼?」 

   「我以前都不知道怎麼畫心智圖?」 

   「寫大意變簡單了，原來寫大意這麼簡單。」 

   「上國語課可以和同學討論，好有趣喔!」 

    聽到學生在上課時由衷的說出這些話語，是身為老師最大的快樂!學習MAPS、實踐MAPS，都

是為了學生的有效學習，都是出自於教育愛的初衷。正在看這本書的您，一定也是如此。MAPS凝

眸，您也能成就學生的一片天! 

◆憧憬〜想要更好的初心 

在接觸MAPS之前，我一直是以「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來進行國語課教學，我會教學生閱讀

理解策略，認為「教方法」比「教知識」重要，「懂讀」更甚於「讀懂」。這樣的教學，活絡了課堂

教學，也提升了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並沒有不好。然而，遇見政忠老師的MAPS，我決定改變自

己的教學模式，因為，我想要更好! 

我以「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策略」為主要教學模式時，面臨到的困難是「取捨」的問題，我會

在每一課教導不同的閱讀理解策略。例如:前幾課教理解監控策略；接下來是「刪除歸納找主題句」

或「文章結構寫大意」的課文大意策略；最後是自我提問策略。在閱讀理解策略之外，再參考教師

手冊設計幾題高層次的閱讀理解討論題，讓學生在課堂進行討論思辯。 

這樣的教學方式，我仍然要設計學習單及提問單，但是卻沒有「一致性」，可能會因為自己的時

間不夠而稍微偷懶，或是因為沒有想法而乾脆作罷。MAPS最核心的「有意識三層次提問」，能為我

的課程定錨，督促我必須設計好問題，循序漸進的帶領學生閱讀文本、理解文本、應用文本、跨越

文本。 

必須「取捨」的問題獲得解決後，我可以將閱讀理解策略、作文教學融入在三層次的提問中，

無法融入的部分用課前預習的方式來進行，讓我的語文課程更加多元、更加全面，進而能逐漸建構

自己的MAPS。    

◆實踐〜知其所以然的 MAPS 
    107學年度下學期，我已經開始投入MAPS，且實作了一個學期。勇敢的我，只是在高雄市國教

輔導團聽到政忠老師一次的演講，我就決定開始了。然而，經過短短兩天的學習，我並沒有全然了

解MAPS，只是照著廠商所提供(雅惠老師設計)的MAPS提問單來教學，教學實踐上總覺得少了什

麼，不是很踏實，即便如此，我仍能感受到學生在閱讀理解及寫作方面的進步。 

    108學年度，我參加了MAPS種子教師研習後，不僅了解MAPS，更知道了其中的內涵。「知其

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是我給初學MAPS教學法老師們的第一個建議，不只要知道MAPS做什麼，

更要知道為什麼MAPS要這麼做。唯有如此，自己的MAPS教學才會愈發順利而有意義。 

    我認為MAPS是有閱讀理解策略為基底，又能向外拓展延伸學習的，非常精實而有效的教學

法。在教學進程上，我以自己熟悉的步驟: T―TS―SS―S，亦即老師示範―師生共作―小組共作―

學生自學，漸進式的釋放學習責任，讓學生達到自學的能力。     



 

MAPS三層次提問與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策略、PIRLS四層次問題對照表 

 

我的四年級MAPS課堂安排 

提問還原文章的美好 : MAPS環環相扣的三層次問題引領有效教學 

    有意識的三層次提問是MAPS最重要的核心，因為「提問」引導了「思考」，而思考才能啟動真

正「學習」。從暖身題開始啟動新的文本學習，為基礎題醞釀，為挑戰題鋪墊，環環相扣且持續引

領，讓學生習得知識與能力，並從文本走入生活。 

一、情境脈絡暖身題 

暖身題運用了預測策略去猜測文章內容及架構，文章架構也可以先猜測思考，是我從未有過的

想法，我覺得猜測文章架構是有趣且能幫助閱讀理解的。此外，喚醒學生的學習及生活舊經驗，能

讓學習是一層一層堆疊上去，螺旋式的向上延伸。 

在教學上，一開始就讓學生自己寫暖身題是有困難的。我在四上前十課是由全班一起讀題，共

同討論即可，並不書寫；後四課開始才學生讓學生閱讀書寫暖身題。 

二、文本分析基礎題 

    從基礎題開始，就先確認文章架構、意義段落。在之前，這樣的形式深究是我最後才做的事

情，而且我認為對學生而言非常困難。然而，先確認文章架構及意義段落，對於理解文章內容非常

重要，我同意這樣的步驟，而開始進行意義段落及命名的教學時，我覺得很順利。先掌握基本寫作

架構，再精進下標題( 意義段落命名 ) 的準確度，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在教學上，我在四上前七課都由小組共學討論意義段落並下標題，後七課才由學生自己區分意

義段及下標題。學生自己區分意義段及下標題，是教學上的重要分水嶺。第一次實作時，班上 28

人，有 19人可以準確完成，有錯誤的學生有 9人，這讓我能夠知道學生學習的難點並進行差異化教



學。下標題是高層次的閱讀理解，學生必須跨段落抓取涵蓋主題的關鍵詞，如果沒有合適的關鍵

詞，學生也必須自己找到上位概念命名。這是需要不斷思考、持續練習的能力。最後班上只有兩位

補救班的孩子無法為意義段落下標題，但至少他們能夠寫出文章結構，這樣也很棒了呢! 

    透過基礎題的提問，學生能摘要文本重要訊息，我在三下指導過摘要策略 ( 刪除歸納找主題

句 )，讓四上的教學更加順利，效果更加卓越。在教學上，我會注意轉換問答模式，透過指定回

答、抽籤回答、兩兩討論及小組討論的模式，結合班級榮譽制度，讓學生能夠維持專注。要注意的

是，有些學生並沒有抓取重要的關鍵語句，而是將課文原封不動念出來，我會引導學生留下重要的

名詞及動詞，要求盡量在七個字以內。 

    學生在繪製心智圖時，能整理歸納文本意義段及重要訊息，再自由加入圖像插圖來輔助理解記

憶，很是有趣。在教學上，三下時先用心智圖填空單；四上前七課由老師示範、學生仿作，後七課

則由小組共學。在四下一開始時，由老師示範三課，接著適學生不同的能力選擇小組共學或是學生

自學。經由這樣的教學進程，除了補救班的孩子，班上學生都能在四下第八課開始自學，自己依照

基礎題來繪製個人心智圖。 

    以前我只教學生結構圖，自己也不太會畫心智圖，還好有定威老師的無私分享，不僅讓我的功

力大增，更使我對於畫心智圖有了興趣。而雅惠老師在基礎題與心智圖的連結上給我的一些建議，

讓我收穫滿滿。在備課時，自己要先畫出心智圖，再設計基礎題，自己能懂得其中的脈絡，進行教

學時才會更加順利。 

三、 延伸學習挑戰題 

挑戰題是內容深究、高層次的閱讀理解，要探求文本主旨、觀點探究、還有作者的寫作手法，

很適合小組討論、激盪想法後，一起找出答案。課堂教學後，再讓學生回家後自己練習將答案寫下

來，有助於釐清想法，幫助整理思路，並運用流暢的文字寫出個人觀點。 

    此外，挑戰題可以讀寫合一和跨域延伸，這讓學習拓展出去，可以連結自身的經驗並往外延伸

學習觸角，又可以結合作文課及其他領域課程，是一舉數得且是我最喜歡的一環。 

    在教學上，一定要在學校討論處理的題目，讓學生共學討論發表，師生建議回饋，老師點評總

結。讀寫合一、跨域延展的延伸學習題則讓學生回家自學，慢慢書寫。政忠老師所說「先有想法，

才有討論」是學生討論時重要的指導語。學生的討論需要老師指導，我訓練教練(組內程度最佳)來主

持，讓組內同學輪流發表想法後寫在白板上。等到學生慢慢熟悉討論的模式後，主持人、記錄者及

報告人輪流擔任。經由國語課堂的持續學習，學生們的討論聚焦及口說發表都能有長足的進步。小

組討論得到滿分的小組可以獲得「榮譽拍照」及小組加分，雖然只是拍照放到班級網頁上，卻是莫

大的榮譽喔! 

 

 

 

 

 

 

 

 

 

 

小組討論共學，同儕鷹架激盪想法                大家都想爭取的榮譽拍照 



  學生上臺發表，訓練口說能力 

 

MAPS實作第一課：〈阿里山上看日出〉 

    康軒四上第一課〈阿里山上看日出〉，是我自己設計MAPS提問單的第一課。 

    仔細閱讀課名(標題)是閱讀理解重要的關鍵，我希望學生在每次閱讀時，能多聚焦在課名思考

猜測，而〈阿里山上看日出〉是一篇記敘文，記敘文基本的五要素是「人事時地物」，請學生從課名

找出這五個關鍵訊息。在這一題，學生能從課名猜想文章的人事時地物，此外，大部分的學生也能

準確猜想這一篇記敍文是以「寫景」為主，有助於未來閱讀時幫助理解文章重點。接著，引導學生

回想舊有的學習經驗，思考這篇文章的文章結構可能是什麼? 最後，請學生回想之前的生活經驗，

是否曾到過阿里山上觀賞日出或是看過日出美景?  

   〈阿里山上看日出〉的基礎題，我學習雅惠老師在題目當中就給予學生鷹架，用方框表示心智圖

第二層，畫雙線來表示心智圖的第三層。學生只要能夠從文本中提取重要的訊息，就能夠畫出心智

圖。 

    不同的是，我的文本分析以「文章結構」為主，「意義段落」為輔。國小的自然段落數較少，文

章結構較強，我認為在國小要先認識文章結構的通則，到了國中再學習許多名家跳脫通則的創新寫

作手法，循序漸進的學習，能從穩固的基礎中再進階，讓學習加乘。這樣的方式對於學習能力較差

的孩子是更有幫助的，他們無法提取意義段落的主題或是為上位概念命名，但卻可以寫出文章結構

的通則，學習更有意義。 

    〈阿里山上看日出〉的文章結構為「起因―經過―結果(感受)」，由於本文是屬於遊記類記敘

文，最後一段幾乎都是抒發感受。意義段落則由文章中提取或自己下標題為「早起準備―日出美景

―回味無窮」。學生所下的標題可以不同，但都必須涵蓋意義段落主題才可以，在基礎題的討論時，

老師都要針對學生的想法予回饋或澄清。 

 
    〈阿里山上看日出〉意義段落下標題 



 
〈阿里山上看日出〉學生心智圖作品，第一層的寫作結構與意義段落都呈現出來 

 

    〈阿里山上看日出〉的挑戰題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課文閱讀理解討論題(加上文轉圖)，一個是

讀寫延伸短文習寫。透過各組一起討論，找出文章中日出前、日出開始及日出後的景物描寫，以及

推論觀賞的心情及態度，再用文轉圖策略將景物描寫以圖畫呈現出來，加強閱讀理解，有些學生的

作品活靈活現，很是優秀。 

 

    〈阿里山上看日出〉挑戰題學生作品 

 

    在讀寫延伸挑戰題，我請學生想一想曾經看過什麼樣的景色或表演，像作者看日出美景一樣目

不轉睛、大開眼界，且有回味無窮的感受，並把它寫下來。學生大致上都寫得不錯，更有用課文句

型「像……也像……更像…..」的譬喻用法來描寫景物的。 



 

 〈阿里山上看日出〉挑戰題短文習寫學生作品 

為成功找方法，不為失敗找藉口 

    開始 MAPS教學，一定會遇到一些困難，這是因為我們不再以教師為中心，而是以學生為主

體，會面臨到上課時引導學生回答問題時的回饋，以及實際書寫答題的況狀，需要我們不斷的修正

引導。「成功的人找方法，失敗的人找藉口」，一路上，我期許自己面對學生學習的各種疑難雜症，

提出解方，為學生對症下藥，向前邁進。 

一、時間不夠怎麼辦?  

     MAPS實作一開始，我就發現到「時間不夠」的問題，寫暖身題要時間、寫基礎題畫心智圖要

時間，挑戰題的小組討論也要時間……..，課似乎永遠都上不完，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想讓教學正常

化，又想實踐MAPS教學，讓我實在傷透腦筋。在捨棄了一些堅持，不斷滾動修正後，我確立了自

己MAPS的時間安排。暖身題利用早自修寫，沒有畫完的心智圖在早自修、課堂零碎時間完成。挑

戰題設題絕對不能貪心，在精不在多，要挑 2~3題核心問題在學校討論，其餘的挑戰題則簡短說明

之後，當成週五的回家自學挑戰作業。 

    我們班上的學生，放學後幾乎都要補習或上才藝課，因此除了挑戰題之外，我會盡量讓學生在

學校完成MAPS的作業，包括繪製心智圖及寫大意，以免對學生造成太大的負荷。實際操作起來，

也都算順利 

 

 

 

 

 

 

 

 

 

 

 

心智圖及大意在校完成，大意要求涵蓋 1~2層重點，100字以內，加上標點符號，連接通順。 



二、搭了鷹架，還是有學生遲遲無法跨越怎麼辦?    

    MAPS教學重視搭鷹架，老師在提問單、課堂問答、教學引導提供鷹架；同儕討論，合作學習

時也在無形之中提供鷹架。大部分的學生都可以建拆鷹架，然而，仍會有幾位無法順利跟上的學

生。原本會有些心急，但我告訴自己，在常態分班之下，學生有差異化的學習及表現都是正常的。

真的無法在課堂處理好的，我會請各組的教練利用下課，或是午休一些時間來教導同學完成，可以

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排分組座位時，我會刻意讓感情較好的教練(組內程度最佳)及黑馬(組內程度最

差)坐在一起。在四下的最後七課心智圖教學，大家都可以自學時，班上 2~3個落後的孩子雖然可以

提取重要訊息，卻仍然無法順利將訊息分層寫好，這時，有同學的陪伴引導，就非難事。班上也有

兩位補救班的學生，因為學習障礙的關係，無法提取訊息，只要有畫出寫作架構及第二層就可以

了。給予學生不同的通過標準，允許學生有差異化的表現，是老師應有的思維，在 MAPS教學上更

應如此。 

 

 

 

 

 

 

 

    各組討論的答案張貼在黑板，可提供參考 

三、學生不喜歡書寫怎麼辦?    

    MAPS需要思考答題，尤其是挑戰題的讀寫合一，往往需要學生書寫練筆。很少有學生天生愛

書寫，都是需要老師引導鼓勵的。我多年指導學校語文競賽作文選手，知道勤於書寫、思考練筆的

重要。因此，我會鼓勵學生「寫作沒有捷徑」，就是要勤於練筆。每課的挑戰題優秀作品，我都會拍

照後在大螢幕上秀出來，大家在驚呼之餘，學習到「別人做得到，我也做得到」的毅力，「寫好寫

滿」變成班上的默契。得到滿分 10分的同學，可以午休自由時間一次。老師的鼓勵、同學的激勵、

額外的獎勵，讓學生將書寫變成習慣，並樂於書寫。 

 

 

 

 

 

 

 

 

 

 

 

 

 

 

 

〈米食飄香〉優秀作品 ，同儕鷹架             〈棉花上的沉睡者〉優秀作品，展示獎勵                            



 

 

 

 

 

 

 

 

 

 

 

 

 

 

 

 

 

〈水果們的晚會〉優秀作品 ，童詩仿寫 

 

◆前進〜素養導向的 MAPS 
108年九月底，我參加了一場「素養導向評量設計知能研習」，當天的講師是北教大師培中心的

吳璧純教授，在一系列理論實例解說後，她要我們分組實作練習，設計素養導向的課程並練習寫下

「學習目標」、「基準」及制定「評分基規準」。我選擇了國語科，和當場認識的夥伴們一起實作，由

於十月份我有一場學年「語妙天下」社群的公開課，對於教學的文本及內容我已有想法，因此夥伴

們就按照我的方向來討論。我把自己MAPS的教學課程轉化寫成教學目標，我寫下的教學目標是: 

 

學習目標 1.以「刪除歸納找主題句」、「辨析文章結構」之閱讀理解策略分析文本。(基礎題) 

2.學生能歸納文本結構、重要訊息後繪製成心智圖。(心智圖) 

3.學生能比較「名人寫真」的名人特質後，寫出成功的條件及自己的想法。(挑戰題) 

4.透過名人資料的查詢，認識更多名人成功的故事並學習名人成功的特質。(挑戰題) 

5.上台進行人物簡介，並發表心得收穫。(挑戰題) 

     

教授在行間巡視時，看了我們這組所寫的學習目標，她認為這樣很好，能得到教授的肯定，我

也很開心。原本我以為大家都能輕而易舉的設計出素養導向的課程，並寫出學習目標，結果聽到的

卻是教授一直在與別組的老師溝通，也有聽到教授說「填鴨知識」不能算是素養導向的學習目標。

原來，還是有許多現場的老師只是填鴨知識，並沒有其他更有效的教學方法。 

   接著，教授要我們選擇其中一項學習目標來練習寫「基準」及制定「評分基規準」，我選擇了學

習目標中的第二項來寫，教授稍微修改一下後，也認同了這樣的基規準，讓組上成員都很雀躍。 

 

 



總結性評量評分表現基準: 

(1)學習目標：學生能夠歸納文本結構、重要訊息後繪製成心智圖。 

(2)基準：學生能夠使用心智圖表現文本的結構及重要訊息。 

(3)心智圖評分基準表 

評分基準表 A(優秀) B(佳) C(可) D(待加強) E 

心智圖 能正確完整

寫出標題、

第 1~3層的

主要結構及

重要訊息。 

能正確寫出

標題、第 1~3

層的主要結

構及部分重

要訊息。 

只能寫出標

題及第 1~2

層的主要結

構。 

只能寫出標

題及第 1層

的主要結

構。 

未達 D級 

 

經過這場研習，更.讓我深深的體會到，能夠學習到政忠老師的MAPS是很幸運的事情，因為素

養導向的MAPS帶領我走向正確的方向，我不用擔心自己的努力會白費，只要勇往直前就可以了﹗ 

符應新課綱的MAPS公開課 

    我們學校從 107學年度下學期開始，就進行各學年、各領域社群的共備觀議課，這是為了十二

年國教新課綱提前做的準備。在此之前，我已經進行過兩場公開課，都是以閱讀理解策略為主。加

入了MAPS種子，我不用再煩惱授課方向，當然以MAPS來進行公開課。 

    在臉書MAPS社群裡，時常會看到政忠老師授課，老師也說每天上課時，就有一臺攝影機對著

自己，因此，我也會鼓勵自己，不要害怕讓別人進來觀課。不需要花俏的教材教具、不需要誇張的

言語動作 ; 有效的提問引導，指導學生閱讀理解方法，帶領學生思考讀寫、跨域延伸學習……這才

是最重要的。 

    我選擇康軒四上〈攀登生命的高峰〉來上公開課，主要課程是分析寫作結構及為意義段落下標

題，接著是基礎題的提問及繪製心智圖。當天的每個小組都討論得不錯，都有把記敘文架構寫出

來，在下標題的部分雖然有不同，但學生們都盡力從課文裡面去提取最主要的關鍵詞了。課程上完

後議課時，觀課老師們認為學生能夠討論出意義段及下標題是很厲害的事情，我告訴他們，其實不

會困難，先確立寫作架構，學生有足夠的學習經驗內化之後，再來練習下標題，學習摘要策略，慢

慢的就能學會了。 

 

 

 

 

 

 

 

 

 

 

 

  

學生分析寫作結構及下標題                       小組討論時要行間巡視指導 



 

 

 

 

 

 

 

 

 

 

 

 

 

 

 

基礎題上完後，隔天早自修學生自己畫好心智圖 

 

     〈攀登生命的高峰〉是「名人寫真」單元的最後一課，我設計了單元統整學習單，讓學生回顧

馬偕、海倫•凱勒、林書豪及江秀真的故事，並結合閱讀課閱讀《楊恩典的故事》，我也要求學生閱

讀一位自己喜歡的名人故事。從他們的人生故事中，可以知道成為名人都是不容易的，他們必須解

決人生中遇到的困難，有著堅定的毅力與勇氣，永不放棄的精神，才能夠成功! 

     最後的挑戰題讀寫合一是一篇作文，題目是〈一位值得我學習的人〉。當時，學校剛好請來生

命鬥士――謝坤山來演講，本來是專為五年級學生演講的，我特別拜託學校讓我們班也可以聆聽，

就這樣，看著謝坤山現身說法、侃侃而談他的遭遇、勇敢及努力，談笑風生中充滿的對人生的企圖

心，一波波的感動、震撼襲來，學生們不再只從課文中學習，更看到了真正樂觀積極、永不放棄的

人生態度，在寫作時，特別有感，主角幾乎都是寫謝坤山，因為這是學生們見到最震撼且最難忘的

一位名人。這樣的課程成就了一篇篇佳作，也讓學生留下難忘的學習經驗。 

    MAPS的教學，從情境脈絡暖身題開始，到融入閱讀理解策略的基礎題，最後延伸學習、讀寫

合一的挑戰題，是教學專業而具備素養的教學法，是我符應新課綱及公開授課的重要支柱。 

 

 

 

 

 

 

 

 

 

 

 

 

名人寫真統整學習單 



 

 

 

 

 

 

 

 

    

 

 

 

 

 

 

 

 

 

學生作文:一位值得我學習的人(謝坤山) 

 

 

學生作文:一位值得我學習的人(可可•香奈兒) 

 



 

◆展望〜專屬於自己的 MAPS 
  政忠老師曾說:「當MAPS不再只是我的MAPS，它才有了價值。」這是我認同且謹記在心的一句

話，因為教學場域的不同，教學的學生的不同，在MAPS教學實踐路上，一定要有所調整。只有不

斷反省、持續精進，才能微調修正，成就專屬於自己的MAPS，最適合自己班上孩子的MAPS。 

  放眼未來，我仍要不斷努力，盡可能掌握MAPS的精髓，再加入自己在閱讀推動、作文教學的想

法及做法，融入在課程及提問設計中，將自己的教學更有效且聚焦的展現。教學後持續省思，依照

學生的表現反饋來調整自己的教學。持續精進，學習不同的創新策略、數位閱讀、探究教學法；閱

讀新知，讓自己的MAPS能跟上教育脈動，經得起檢驗。 

    今年的教師節，我收到許多學生的感謝小卡，上面寫著這樣的字句: 

    「謝謝老師三、四年級的教導，教我們如何畫心智圖，要如何讀懂文章。」 

    「感謝老師兩年的教導，讓我學會了作文和閱讀的方法。」 

    「感謝老師的用心，讓我學會話心智圖、寫大意，留下美好的回憶。」…… 

    不用言說，只要看到學生的成長進步，就是身為一位老師最大的價值與快樂了!我想讓自己的

MAPS教學持續令學生有感，令家長安心，最重要的是――真正提升孩子的語文能力，看見孩子綻

放自信笑顏! 

    教師的能量，決定教學的力量。我願用心的教學實踐，成就學生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