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帶著 MAPS 勇敢去履行> 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 黃浩勳 

 

壹、前言 

「某某某，你怎麼了?上課為什麼趴著?」老師焦躁地問，「因為你上課很無聊啊。」學生坦

誠地回答。 

你是否遭遇過這樣的場景呢?我碰過，就在我教書第三年，正在上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的時候。當時正口沫橫飛地講到「管夷吾舉於士」，說著管仲與齊桓公的恩怨情仇，附帶說明管

鮑之交的動人友情。自以為精采，冷不防受到這個打擊，令人好生失落，但旋即化悲憤為力

量，決定在下一課<定伯賣鬼>扳回顏面。 

將<定伯賣鬼>的故事情節切割為幾個分鏡，分組讓學生文轉圖，畫出分鏡的故事情節並上

台報告(如圖1)。圖，畫得很有趣；課，上得很快樂；學生，笑得很開心，但重點是：下一堂課

呢?總不能每一課都畫畫吧，卻又變不出新把戲，只好繼續認真備課，然後口沫橫飛講著內容豐

富又扣合考試的課程，但心中卻戰慄著下一個趴下的學生，抬起頭說：「老師你上課很無聊。」 

 

    圖1 第一次嘗試的教學改變：學生繪製<定伯賣鬼>情節分鏡圖 

 



缺乏系統性又能符應國文教學本質與大考趨勢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是我那些年的痛，

因此陸續翻閱書籍參與研習，直到五年前開始我陸續前往爽文國中觀了三次政忠主任的課，我

發現這就是我理想中國文課該有的樣子，接著這兩年參加了二次 MAPS 種子教師的研習，才初

窺 MAPS 教學法的堂奧。 

本文記錄個人履行 MAPS 教學法的過程與感受，其中將簡介我所理解的 MAPS 教學法的核

心精神與原理，接著分別介紹 MAPS 教學法運用在<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與<定伯賣鬼>的實踐過

程，最後分享學生的迴響與個人感受與心得。 

 

貳、我所理解的 MAPS 教學法之三層次提問設計與文本分析 

MAPS 教學法內涵豐富，處處精華，但因每位教師教學的風格、所處的場域、面對的學

生、學校的文化等各有不同，所以 MAPS 教學法的流程及元素可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宜，但其核

心精神在於文本分析及三層次提問設計，萬變不離其宗，無論怎麼變化調整都由此出發，因此

本段聚焦介紹我對此的理解，並輔以圖2及圖3參照說明。 

 

一、文本分析 

教學進行前，教師應進行文本分析。主要分析文本在形式上的「架構」以及內容上的「主

題」與「訊息」。「架構」可以從文本類型的寫作架構進行分析，例如抒情文本、記述文本、議

論文本、說明文本等；亦可透過文本自然段結合成意義段，再結合成更大的意義段後形成架

構；接著透過擷取重要的「訊息」，再藉由訊息之間的關聯性，統整為「主題」；最後觀察作者

在文本裡形式上也運用了哪些重要或具特色的寫作手法。 

 

圖2 文本分析示意圖 

 

二、基礎題 

完成上述的文本分析，理解作者透過文本所呈現的觀點後，接著進行「基礎題」的設計，

其設計焦點在於讓學生透過一題串連一題的基礎題，從「作者觀點」認識「寫作架構」，並在擷



取重要「訊息」後，透過訊息的關聯性統整為不同的「主題」。在此學習到的相關知識或能力，

則成為接下來完成挑戰題的重要鷹架，提供學生應用所學。 

 

三、暖身題 

若只針對基礎題進行教學，其實也完成了一般傳統的授課內容，然而這樣的內容忽略了文

本與學生之間的連結，因此緊接著需要設計「暖身題」。暖身題的設計焦點主要透過對文本進行

「猜測想像」，連結學生的「新舊經驗」，在文本的「內容」上連結學生的「生活」舊經驗，在

「形式」上則連結學生的「知識」舊經驗。透過暖身題的教學，一方面預告學生這一課的學習

重點，以及在作答過程中了解自己可以進步的地方，形成知識上的縫隙，進而引發學習動機，

另一方面教師也收集到學生起點行為的資料，可作為後續調整提問設計的參考。 

 

四、挑戰題 

學生在暖身題之後，了解接下來的學習重點，也透過基礎題理解作者在文本中，對於內容

上的觀點以及形式上架構的呈現。接著在「挑戰題」中，進一步開展對於內容的「多元觀點」，

包含了學生自己的觀點或是感受，以及其他文本對於類似內容的其他觀點，以期建立屬於學生

自己本身的想法；另外關於形式上的寫作架構，則透過「讀寫合一」的方法，讓學生利用習得

的架構，書寫相關的內容。透過挑戰題的教學，學生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並且學會新的寫

作架構。若是透過文本學習到的內容與形式的相關知識或能力，可應用在其他學習領域，則可

嘗試進行跨域研展的問題設計，以期更符合真實的生活情境。要補充說明的是，挑戰題與暖身

題亦有連動關係，挑戰題可視為暖身題的深化，可以讓學生看見自己經過基礎題的學習後成長

的樣貌，暖身題亦可參照挑戰題進行設計，展現以終為始的特色。 

 



 

圖3 MAPS 三層次提問設計示意圖 

 

以上介紹我所理解的 MAPS 三層次提問設計與文本分析。古代作戰的鐵則是「三軍未發，

糧草先行」，軍隊才無後顧之憂，有體力馳騁戰場，而 MAPS 的教學鐵律或許是「提問未發，

分析先行」，文本分析是教師備課的第一步，更是提問設計的先決條件，有深刻又具脈絡的文本

分析，才能設計出完整又具連結性的三層次提問，顯現 MAPS 提問設計的重要特色—有意識的

提問設計。知道問什麼(What)、怎麼問(How)又及為何而問(Why)，由此可知，教師進行文本分

析的用心程度決定了教學的深度與廣度。 

  

參、MAPS 三層次提問實例一：<定伯賣鬼> 

 

一、文本分析  

在形式上，<定伯賣鬼>屬於敘述文本，重點在記錄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及過程，而事件過

程的精華在於定伯屢次遭遇危機卻總能化解，並透過互動或對話刺探鬼的弱點，進而化為轉

機，成為最後結局成功賣鬼的要件。因此本文採用「前言」、「危機」、「轉機」、「結局」、「結

語」作為主要「架構」，再透過「主題」的統整以及「訊息」的擷取，進一步整理內容，讓學生

更熟悉敘述文本的寫作架構。 

在內容上，主要讓學生理解定伯如何化解危機，並進一步製造轉機，最後成功賣鬼的過

程。接著帶領學生進一步思考，面對危機的處理方式與應該保持的態度，再給予學生實際 

處理危機的練習機會。另外，本文屬於志怪小說，充滿奇幻色彩與趣味性，需帶領學生留意此



特色，且類似主題在會考多次出現，亦可讓學生進行類文的補充閱讀。文本分析的結果可參照

圖4。 

 

圖4 <定伯賣鬼>的文本分析 

 

二、暖身題   

首先，從會考曾考過的志怪小說<李寄斬蛇>切入，學生閱讀文章前半段大蛇為害地方的部

分，並與學生核對文言的內容，其次，給予舖陳後續情節的鷹架，讓學生預測故面對大蛇的危

機，後續可能的發展內容。接著，讓學生各自說明預測內容。再來，給予文章的後半段再和學

生核對文言的故事過程與結局，並對照學生的預測結果。最後，討論李寄面對危機，最後成功

斬蛇的方法與原因。 

在暖身題裡，學生依據情節舖陳的鷹架，猜測想像志怪小說<李寄斬蛇>的後續情節，透過

閱讀另一篇志怪小說，體會此種文學類型的特色，過程中聯結學生過往對故事發展脈絡的知識

經驗，以及危機處理的生活經驗，最後帶出<定伯賣鬼>的學習主題。可參照圖5、圖6。 



 

圖5 <定伯賣鬼>暖身題：續寫<李寄斬蛇> 

 



圖6 <李寄斬蛇>續寫成果 

 

三、基礎題   

首先，呼應暖身題，透過「人」、「事」、「時」、「地」、「物」分析首段的「前言」，呈現故事

的前因。其次，定伯與鬼相遇，發生許多會讓鬼發現自己是人的「危機」，讓學生找出來後，再

透過「地點」、「事件」、「化解方式」進行整理分析。接著，是「轉機」的部分，讓學生思索定

伯最後能成功賣鬼，是因為定伯在什麼「條件」下，「知道」了鬼的哪些特質。再來，是「結

局」的部分，可以分為哪兩大部分，如何下標題」，各自在什麼「地點」、「時間」發生了什麼

「事件」，與前面「轉機」的部分又有什麼關聯，文末作者如何呈現「結語」。最後，依據人物

於文中表現的言行，分析人物的形象與特質。 

在基礎題裡，學生進入學術情境，讓學生採用了不同的閱讀策略，分析本文的「架構」、

「主題」、「訊息」，理解<定伯賣鬼>的前因後果及過程，並分析人物呈現的形象，也藉此深化

對敘述文本的認識。可參照圖7。 

 

 

圖7分析定伯遭遇的危機及化解方式 



 

四、挑戰題  

首先、讓學生思考從<定伯賣鬼>裡，學習到面對危機時該保有什麼態度，以及有哪些處理

危機的方式。其次，呼應暖身題，閱讀<郭元振除妖>的前半段，與學生核對文言的內容，確認

學生理解妖怪為害村落的危機。接著，讓學生應用先前學習到的危機處理，思考如果自己是郭

元振，可以怎麼除去妖怪，保護女主角及拯救村落，並透過學習到的敘述文本寫作架構加以舖

陳呈現。再來，學生分別發表思考結果以及背後的原因。最後，提供文章的後半段，核對文言

的內容後，與學生的成果兩相對照。 

在挑戰題裡，關於內容的部分，帶領學生討論危機處理的方式與態度後，提供同樣是志怪

小說也是描寫危機處理的另外一篇文本，透過文章續寫及後續揭曉的方式，呈現學生的讀者觀

點以及原作者的多元觀點，深化學生對於危機處理的理解以及對志怪小說奇幻趣味的印象。關

於形式的部分，讓續寫練習結合學習到的敘述文本寫作架構，加深印象鞏固學習。最後學生繪

製本課的心智繪圖呈現最終的學習成果。以上可參照圖8-11。 

 

 

圖8 定伯賣鬼挑戰題續寫<郭元振除妖>  

 



 

圖9 <郭元振除妖>續寫成果 

 

 



 

圖10 <郭元振除妖>的故事情節 

 

 



圖11 <定伯賣鬼>學生心智繪圖 

 

肆、MAPS 三層次提問實例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一、文本分析  

在形式上，採用議論文本的重要元素「論據」、「論點」、「論證」進行「架構」的分析，再

透過「主題」的統整以及「訊息」的擷取，呈現「論點」與「論據」之間的關聯，試圖透過本

文讓學生更熟悉議論文本的寫作方式，並以此架構練習寫作。 

在內容上，主要讓學生理解關於「憂患」與「安樂」，孟子呈現了哪些積極意義與消極意義

以及最後導致的結果，並用哪些例子作為佐證。再一步思索，自己會基於什麼理由而贊成或反

對孟子的說法，最後形成自己對於苦難經驗對人是否有好處的看法。可參照圖12。 

 

 圖12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文本分析 

 

二、暖身題   

首先，從現代的生活情境切入，以沈雅琪老師的<今天的剛毅，來自一路上經歷的磨鍊>為

文本，採用填空的方式，讓學生推論作者面對不同的苦難經驗，分別學會了哪些能力，以及為

這些過程，下了什麼結論。其次，播放舜發於畎畝的動畫，讓學生分析舜與沈老師的故事，都

有哪些共同的元素。接著，回到學生自身的經驗，請他們回想自己有哪些知識、能力，也是經

過類似的經驗才學會的。再來，讓學生依據上述三種苦難的經驗，推論本課題目<生於憂患，死

於安樂>的意義。最後，根據學過的<音樂家與職籃巨星>和<為學一首示子姪>，寫出記憶中的

議論文元素。 

在暖身題裡，學生猜測想像苦難可能帶來的積極意義與結果，以及這些苦難故事的呈現方

式，還有課文標題的意義。另外也聯結了學生關於自身苦難的生活經驗，以及關於議論文本的



知識經驗。可參照圖13-15。 

 

圖13 推論文章填空處可能的句子 

 

 

圖14 回憶自身苦難經驗所帶來的成長 

 



 

圖15 詮釋課文題目的意義及回憶議論文元素 

 

三、基礎題  

首先，關於六位聖賢的故事，讓學生判斷這是論點或論據後，自行統整出主題，找到相對

應的訊息，再整理成表格。其次，論點與論據需要緊密呼應，因此在學生判斷緊接著的段落是

論點後，讓他們採用畫線方式呈現論點與論據之間的關聯，再將論點整理成表格。再來，面對

第二段前半，先區分出個人層次與國家層次的界限後，採用同樣方式，判斷論據與論點後畫線

表示兩者之間的關聯。最後，讓學生找出本課承接論據與論點之間的關鍵字詞。 

在基礎題裡，帶領學生進入學術情境，讓學生採用了不同的閱讀策略，分析本文的「架

構」、「主題」、「訊息」，理解作者關於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觀點，也深化對議論文本的認識。可

參照圖16。 



 



圖16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基礎題 

 

 

圖17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基礎題學生上台說明呼應關係 

 

四、挑戰題 

首先，孟子在課文裡並未說明「曾益其所不能」的具體內容，因此讓學生結合自身經驗以

及相關影片，思索苦難能為我們增加哪些具體能力。教師除了對於表面較難理解的答案提出好

奇外，並進一步帶領學生共思要習得這些能力的關鍵前提是什麼?從黑板上眾多的答案，我們找

到共同的元素是「正向的態度」。其次，面對課本的反例「死於安樂」的部分，亦是日常生活常

見的問題，同樣請學生思考避免死於安樂的方式。教師除了綜合學生的意見外，於此可運用

「反話正說」的策略，讓學生推論出作者暗示讀者的方法，也就是透過找到能勸諫自己的人以

及設定假想敵來讓自己避免死於安樂。再來，完成課本所附<齊人有一妻一妾>的閱讀測驗，帶

領學生綜合分析孟子主要的寫作特色。最後，透過閱讀 Eva 和 Milo 的<生命中的那些苦難，真

的值得我們去感謝嗎？>結合議論文的寫作架構，讓學生寫出對於「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想

法。 



在挑戰題裡，關於內容的部分，帶領學生看見在此主題下的多元觀點，其中包含學生自己

和同學的讀者觀點，還有同主題裡其他文本的觀點，據此對於孟子沒有說到的內容進行補充或

是進一步的延伸反思 。關於形式的部分，學生分析寫作手法以及所帶來的效果後，再結合議論

文的寫作架構，讓學生表達對「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看法，以讀寫合一的方式收束本文。最

後學生繪製本課的心智繪圖呈現最終的學習成果。可參照圖18- 

 

 

圖18 共思憂患中可得到什麼能力及避免死於安樂的方式 

 



 

圖19 學生對於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看法 

 

 



圖20<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學生心智繪圖 

 

伍、學生迴響 

 

接受 MAPS 教學法三年的學生在畢業後的夜晚傳來訊息，說著自己從小學科展時上台發表

會發抖，講話不知所云，到現在協助父親在食品展時，能不疾不徐地對著往來群眾說明自家製

麵機的功能與優勢，她把成長歸功於三年來國文課的訓練：不斷思考老師丟出來的問題，經過

思考之後，有條理地發表對文本的理解與觀點。我從中看見學生在畢業後，展現了解讀文本的

知識與口語發表的溝通能力 。 

另外一位學生，在高中生涯裡不知道在人際互動上遇到了什麼樣的挫折，在需要自我鼓勵

的時候，她想起了以前國文<大鼠.>裡的那隻獅貓。那個時候我們思考著，獅貓在與大鼠搏鬥之

際，最難熬的時刻是什麼時候呢?或許不是要克服忽然被丟進一片漆黑陰森房間裡的恐懼，也不

是要忍受著躲避大鼠時跳上跳下的體力煎熬，而是當獅貓有遠見地執行策略時，房間外面的人

卻搖頭嘆氣，認為終將失敗收場。以後當大家都不看好你所堅持的事情時，你該如何自處?學生

遇到了類似的挫敗，於是乎她想起國文裡的獅貓，而獅貓給了她無懼的勇氣。我從中看見學生

在畢業後，展現了勇於面對挫敗的態度。 

兩位學生運用了知識、能力、態度，來適應生活或解決問題，我想這過程，像極了素養，

而 MAPS 是符合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確認無誤。可參照圖21。 

 

圖21 學生的訊息 

 



陸、結語 

本文在前言呈現了我在十三年前的挫敗以及隨後這些年來對自我教學的修正與嘗試，最後

找到與自己契合的 MAPS 教學法，嘗試建立一套有意識、具脈絡、能實踐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方

式。因此在簡介完 MAPS 的核心精神與原理後，呈現二課具體實踐的過程，其中一課正是十三

年前的挫敗，而另外一課則是教師生涯第一次嘗試教學改變，在十三年後寫下今昔的對照，沒

有馬齒徒長的遺憾，而有自我成長的欣慰，對我個人意義非凡。而在畢業之後能收到學生自發

性的回饋，更讓自己肯定走在這條教學精進的路上或許辛苦但卻值得，然後我可以告訴十三年

前的那位學生：「我的課不再那麼無聊囉，謝謝你當初的坦誠以對。」 

行文至此，我想以觀政忠主任的課堂記錄其中一部分作為尾聲：「觀課後我想起了一首詩：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近來出現許多精采的教學方法，都源

自基層教師的默默耕耘，細觀這些教學方法都經過長時間的蘊釀與累積，不斷在試誤中重新嘗

試，漸漸淬鍊出最適合他們教學現場的方法，也最符合教師個人風格的展演。所以當我們看見

他們上課時令人驚豔的風采時，別忘記他們背後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們血淚交織的歷程，請對

這些老師們保持高度敬意，因為他們十年所磨出來的一劍，沒有義務把示在我們眼前，甚至拿

來幫助我們解決在教學上的不平之事。而當我們汲取他們的經驗，轉化到自己的教室時，發現

呈現出來的結果不如預期時，請別急著批評及否定，請繼續勇敢而堅強的嘗試，因為他們磨了

十年，而我們可能才磨了一個月、一星期甚至是一堂課。」期待大家一起磨出一把稱手的教學

之劍，雖然辛苦但很值得，特別是當你看見學生帶著你傳授給他的 MAPS 勇敢去旅行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