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一杯 MAPS 的好茶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國民小學 洪品薇 

◆初嘗——社會課的「薇型」MAPS 

＊跨出舒適圈，教學變苦澀。 

教學帶給我的快樂，是我成為一名老師的初衷。三年前，我從導師轉行政工作，

擔任五年級的社會老師，雖然內心慌張，但我就是那種特別不服輸又帶點傲氣的人，

即使旁人告誡前路晦澀難行，仍步履堅定。然而，跨出了教學的舒適圈，遠離了教室

的一方天地，我迷失了，在日復一日的行政事務和教學中找不到平衡點，作為一個行

政新手要處理繁重又瑣碎的事務，還要一邊進行教學的準備，雙重壓力下，備課思緒

簡直亂無章法。 

我的社會課是以傳統的講述法為主，補充文本的相關資料和影音，帶著學生根據

畫記的重點完成每課的筆記。一開始，這樣的模式還算順利，漸漸的會發現時間不夠

用，社會課一週只有三節，五年級上半段又是份量頗重的臺灣地理、歷史單元，短短

的幾句課文，隱含著許多的背景知識和發展脈絡，加上影音資料的補充，還要寫習

作、考卷，課堂筆記只能退而求其次，愈寫愈簡單，甚至沒有課課都寫，這樣的課堂

連自己都不滿意，還期望能帶給學生什麼收穫？原先教學帶給我的快樂，就像茶葉置

放在水中久了，只是愈變愈苦澀而已。 

＊教學有方法，苦澀再回甘。 

在行政與教學浮浮沉沉間，一個契機出現了。學校開始推動教師專業社群，我被

要求擔任以閱讀為主軸的社群召集人，申請計畫時，便和社群成員雅惠老師討論以她

熟悉且有實務經驗的 MAPS 教學法帶領社群成員一起學習、共備。這並不是我初次接

觸 MAPS 教學法，我曾經參加過出版社舉辦的、大叔主講 MAPS 教學法的研習場次，

也買了《我的草根翻轉》這本書，不過沒有真正操作過 MAPS，其實很難理解那本書

的內容，那時候也只是在腦中初步描繪 MAPS 是什麼，卻未得其門而入。透過雅惠老

師課堂實務經驗的分享，甚至是利用午休時間，手把手的帶著我們一步步備課，終於

初聞 MAPS 這杯茶的香氣，感受那從模糊到清晰的醍醐味。 

那時正值社會科任，我告訴自己，將來回任導師，一定要在自己的國語課堂上操

作，但是，雅惠鼓勵我，社會也可以做做看呀！MAPS 不侷限在國語，社會、自然等

需要運用閱讀理解策略讀懂課文知識的學科，更可以使用 MAPS！是了，一定要在什

麼位置才可以做什麼事嗎？我很喜歡的一位行者作家扎西拉姆・多多的書上寫過這樣

的一句話：「快樂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方向。」我們想做一件事時，總覺得要有



許多附加條件才能滿足，然而，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做一件事，只要心中的方向是對

的，在什麼位置其實一點也不重要，而是如何去實踐它。 

五年級第一次期中考過後，我著手設計了一課的基礎題，社會的關鍵詞比國語更

清晰，課名就是心智圖的中心，課文紅色的標題就是架構，根據架構找出主題和訊

息，完成備課心智圖後，再依圖產出提問。挑戰題則是將課本上的動動腦和習作的問

答題放在心智圖完成之後，請學生課堂上討論，再書寫於習作或心智圖旁邊。 

第一堂操作 MAPS 的社會課，我選擇在雅惠的班上進行。課前的下課時間，我風

風火火的拿著提問單和課本找雅惠討論了課堂操作的技巧，就這麼站上臺了！走進班

上，和學生說明接下來的社會課會調整上課的方式，一聽到有提問單、要畫心智圖取

代條列式的筆記，有學生馬上哀號：「又要畫心智圖啊！國語要畫，現在社會課也要

畫！」我當時只是笑了笑，回應他們，這樣更好啊！你們已經比別班先學會怎麼畫

了，我們試試看再說！課後，雅惠馬上過來安慰我，不要放在心上或是感到氣餒，國

語和社會的內容不一樣，一定會漸入佳境的。其實初次操作 MAPS 並沒有讓我受挫，

反而讓我開始期待走進課堂了，因為我的腦海中有了清晰的教學脈絡，有了信心可以

教好社會課。因應三個班級對 MAPS 的起始點的不同，調整教學的引導模式，步步結

構化我的社會課堂，同時也試著加入夢華老師在社群分享的多元摘要策略，讓圖像的

呈現更加多元靈活。一個學期半的社會 MAPS 雖然是微型的，只做到基礎題轉心智

圖、搭配一到兩題的挑戰題討論，但也走出了我的社會「薇型」MAPS。 

在五年級結束前的最後幾堂課，一如往常的讀提問單、產圖，上課的氣氛輕鬆且

自在的，學生一邊寫筆記，一邊小聲嘟嚷著：「其實社會這樣上也挺有趣的！」這一

年遍嘗的苦澀，終究慢慢回甘，繁忙的教學與行政工作中，初嘗了屬於我的 MAPS 這

杯茶。 

▲五上期中考後第一張課堂提問單，約定好記號，讀完題在題幹和課本圈選關鍵詞。（圖 01） 



▲第一張社會課的心智圖。（圖 02） 

▲引導心智圖的架構和主題，讓學生挑戰補充課本的圖說文字在心智圖的第三層。（圖 03） 

 

◆煮茗——我的 MAPS 實踐之道 

確定回任中年級導師後，開始規畫我的中年級 MAPS 課堂，雖然有社會課的實務

經驗、社群的共備實作，陸續又聽了幾場大叔的分享，但我仍感到焦慮，於是，我決

定參加第二屆 MAPS 種子教師工作坊，澄清、重構我對 MAPS 的理解再繼續實踐。 

如果用「茶」來比喻我的 MAPS 實踐歷程，就像是茶道宗師千利休論茶道的三個

境界：守、破、離。 

守，就是守型，初學者從型開始。 

破，就是破型，視情況隨機應變。 

離，就是離型，繼往開來展現自我風格。 

當初在日本茶藝師森下典子的書《日日好日：茶道教我的幸福 15 味》看到這段

話，就覺得很適合拿來形容實踐 MAPS 的歷程，其實任何事物的學習進程不外乎如



此，在實踐 MAPS 這條路上，我比別人更幸運的是有大叔、雅惠老師、阿威老師、志

豪老師、建光老師、身旁的夥伴們一路的扶持和陪伴，讓我能順利的走過一個完整的

中年級歷程。我的 MAPS 實踐之道是一條沒有終點的修行之路，教的是文學，學的是

態度，品的是生活，用心體會每次教與學的碰撞，雖晴雨有時，但日日好日。 

 

一、守——循先行者的腳步，點滴累積教學的細節 

我對 MAPS 的起點來自於身邊實踐 MAPS 的夥伴們，再藉由種子教師工作坊時，

大叔所提點的概念原則加以吸收，有了基本的「型」，回到教室，對於新的三年級班

級該從哪裡做起呢？三年級上學期的教學目標很單純，我把重心放在基礎題到心智圖

的歷程，只設定一個目標是因為二生三的孩子本質上還是低年級，生活常規待訓練，

課堂專注力有限，因此我不發提問單，而是採用夥伴們的建議，使用教學簡報輔助提

問引導，取代提問單，每提問完一題就帶學生找基礎題的答案在哪個段落的哪句話，

再進一步擇取適當的關鍵詞，運用從雅惠那裡學到的做法，用不同顏色的筆做記號分

出主、次關鍵詞（主題和訊息），並且打開電子書的課文畫面圈選一次，讓孩子可以

再次核對確認。再者，基礎題是從文本出發，目標就是讓學生能夠認識架構、讀懂課

文，我認為這個階段可以先達成這樣的目標，確立了基礎題要教什麼，再往後延伸挑

戰題，往前鋪墊暖身題，逐步建構 MAPS 課堂的全貌。 

操作了一學期從基礎題到心智圖的歷程，學生已經熟悉從題目找出架構和主題，

從答案找訊息，依據架構、主題、訊息畫出心智圖這樣的模式。課堂上雖然採分組式

座位，但我並沒有訂定組內角色，只是讓他們有機會跟不同的成員合作，繪製心智圖

時採取小組共作的方式進行，根據學習的狀況，逐漸區分自學者和共學組。三年級下

學期開始發提問單，並且使用筆記本張貼提問單書寫，大叔稱為「文青筆記本」，我

則是依循雅惠的方式，就叫做「課堂筆記」。筆記本的內容分為課次封面、暖身題、

基礎題、心智圖加課文大意、挑戰題五個部分。 

三上達成了基礎題到心智圖的目標，三下接著就要用暖身題作鋪陳，並且延伸挑

戰題，設計一課課完整的三層次提問設計。大叔說過：「設計問題是能力，取捨問題

是素養。」理解文本不難，覺察作者文字之外的意圖，思索生活，乃至生命經驗的連

結卻是困難的，挑戰題的深度與廣度，亦來自於老師自身生命經驗的深度與廣度，如

果老師的高度是孩子的天花板，老師自己也要用心生活，感知生活，而不只是讀懂教

材。對我來說，基礎題的設計並不難，難的是暖身題和挑戰題的設計，幸運的是，我

有和我同版本、同年段的阿威老師可以求救，每當提問卡關時，就打開臉書，參考他

每日的教學紀錄文，可以激盪更多挑戰題的設計靈感，從他的板書紀錄去思考為了什



麼而問以及操作的方式，不懂就發問，找出教學設計的脈絡，一邊修正、調整自己的

提問單，摸索適合自己班級的操作模式，教學的細節就是這麼一點一滴累積來的呀！ 

三年級的目標除了讀懂基礎題、產出圖像，在口語表達與寫作上，我希望學生要

能說出並寫出完整的句子，具備詞彙運用、擴寫句子的能力。三上我要求孩子回答問

題時要能複述一次老師的問題再加上自己的答案，例如我問：「當午餐出現什麼食物

時最讓你沒有胃口？你會怎麼面對呢？」他必須要加上題目回答：「當午餐出現青椒

時，最讓我沒有胃口，我會配著一大口白飯吃掉。」三下加入了提問單，我會在暖

身、挑戰題的題幹上畫線、字體加粗做記號，提醒書寫時必須「題目加上答案」才算

是完整回答。另外，則是參考雅惠分享的做法，指導孩子練習用圈詞造句，一開始先

練習使用二到三個圈詞造一個句子，語境不可以和課本一樣，課堂上以小組為單位寫

在小白板上進行練習，視各組對語詞的掌握度調整，有時老師會指定圈詞造句，有時

自己選圈詞造句，後期再加入課文裡的句型一起造句，慢慢增加難度，透過這樣的方

式學習語詞的運用、將句子加長並寫成合理通順的句子。透過圈詞造句進行平日的擴

寫練習，同時也是積累關鍵詞擴寫課文大意的能力，完整句的表達與書寫則是開啟之

後寫作引導的基本模式。 

▲三年級 MAPS 課堂安排（圖 04） 

 

二、破——為班級量身定製，隨時進行滾動式修正 

三年級的 MAPS 教學進程一直是「守型」，遵循著三層次提問的原則，重複的練

習基本功，學生先熟練這樣的上課模式，再進一步給予更高難度的學習任務。「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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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因為覺察學生的問題，因應學生的學習狀況，做出適度的調整和改變，這時，

也可以參考身旁其他夥伴是怎麼做的，配合班級的需求加以轉化，再帶入自己的課堂

之中。從三下一直到四年級結束前，我陸續做了一些改變： 

＊生字前測轉換賓果形式 

為了處理生字的問題，我在暖身提問前會進行生字小考，學生要在課本上預習過

生字，考前會複習國字的結構並提點易混淆筆畫，然而，只考九題的小考卻不大理

想，沒有自我預習的動機怎麼辦？這時，我看了「夢 N 國小 MAPS 共備」社團，富華

老師分享的貼文裡提到了「圈詞賓果」便立即留言詢問，富華老師的做法是根據雅惠

轉化而來，於是，我綜合兩位夥伴的意見再加以調整，從四乘四改成三乘三的格子，

在小考單上出了九題圈詞，生字部分改成注音，學生在九宮格隨機填入題號，再寫出

相應的答案，答對的格子才可以進行賓果連線，為了連線可以蓋獎勵章，學生真的會

很努力的讓自己全對！ 

▲暖身題前的生字小考，我稱作「生字賓果」（圖 05） 

 

 

 

 



＊課本預習改預習單檢核 

國語課本的預習任務改成事先出完十四課的提問單，原先的任務是要能概覽課

文、標示自然段與句末符號，自己在課本練習寫一次生字，當作課前的基本功。會想

改變是因為發現學生在定期評量時，形音、解釋、成語錯的比例還是偏高的，是不是

平日的基礎功夫不足呢？我看到志豪老師在社團分享他的預習單，和我的想法不謀而

合，正好解決我的難題，於是，我參考了他的格式，調整成我需要學生加強練習的內

容，如此一來，可以增加練習的機會，也省去抱著一疊厚厚的課本逐一檢查、批改的

功夫。 

▲課前預習單主要處理形、音、義（圖 06） 

 

＊提問設計的轉化運用 

MAPS 的三層次提問——暖身、基礎、挑戰題，每一層次的提問都有預期達到的

目標。暖身題的設定目標可以分為形式架構和內容主旨兩部分，我偏好以課文的內容

主旨進行生活連結、猜測想像為主的提問，以課文的形式架構進行新舊經驗連結的提

問較少，原因是中年級才開始接觸寫作，還沒有足夠的經驗能覺察、反思這些寫作形

式和手法，我把重心在基礎題和挑戰題的讀寫連結，暖身題可以從自身生活連結思索



寫作材料，從基礎題認識寫作架構、手法到挑戰題應用寫作架構、手法。於是，在挑

戰題的教學目標中，觀點探究、讀寫合一、跨域延伸的比重隨著三、四年級的教學進

程一直不斷調整，三年級的挑戰題題數較少，以觀點探究為主，加入跨域延伸的題

目，我希望他們在這個階段能盡量表達自己的想法就好，並且以動手實作減少對寫字

的抗拒，因此我喜歡結合班級經營的活動、文創作品進行挑戰題。 

▲挑戰題（跨域延展）：讀臺灣欒樹四季變化之美，依照課文敘述畫出一棵「四季樹」。（圖 07） 

 

▲挑戰題（跨域延展）：讀課文認識「昆蟲的保命妙招」，用校園的自然素材進行「昆蟲偽裝大賽」，

展示全班作品並進行人氣投票。（圖 08） 



四年級的挑戰題則是加入更多讀寫合一的題目，這一年，我和阿威老師一起合作

了數篇引導式寫作提問單，一開始是阿威老師先分享他的寫作構想與設計，我再加入

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將原本的題幹字體加粗並畫線，提醒完整回答須題目加上答案，

並加上短語或句型加長句子、充實段落，增加引導的細節，修改成更理想的形式，並

傳在實踐家的群組一起討論，四上第一課〈窗口邊的臺灣欒樹〉課文仿寫的寫作提問

單——「教室旁的○○樹」就這麼產出了。這份寫作提問單對我來說意義是特別不同

的，在此之前，我一直用自己在大學學到的方法教寫作，過去在寫作教學上所做的努

力和經驗依然是重要的，然而透過這樣的提問引導單，讓我去思考、發現怎樣讓讀寫

做更好的連結與整合，從課文出發的寫作，更能貼近學生的閱讀經驗和生活。 

▲挑戰題（讀寫合一）：課文仿寫「教室旁的○○樹」寫作引導單（圖 09） 



▲108 學年度南一國語四上寫作地圖（圖 10） 

 

三、離——加入自己的心意，煮一杯 MAPS 的好茶 

四年級的寫作都是根據寫作提問引導的方式帶學生進行課文仿寫、短文練習、心

得書寫等，透過老師設計的提問引導寫作的方向和細節，步步完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中年級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對寫作有了更多想法和嘗試，孩子們也接下各種挑戰，回

首一起完成的寫作成果，篇篇精彩動人，是給彼此最棒的禮物。 

▲四下挑戰題寫作規畫設計（圖 11） 

    四下的寫作我嘗試整合每課的寫作重點，以單元相關的主題進行長篇寫作，像是

第一單元〈美味時光〉我以其他出版社的選文〈最好的味覺禮物〉為題目，這篇出自



張曼娟老師的文章，雖情意較深，中年級的孩子未必能理解，但文章對於飲食經驗的

描寫和寫作技巧卻很適合作為學習的對象。四下第一課〈狗不理包子〉的重點放在運

用感官摹寫描述食物；第二課〈奶奶的排骨粥〉寫出料理步驟以及和料理有關的回

憶；第三課〈熱荔枝〉針對難得一嘗的美食，寫出期待與品嘗食物的過程。〈最好的

味覺禮物〉在寫作的內容與形式恰好吻合第一單元三課的重點。建光老師說過：「寫

作需要刻意的練習。」寫〈最好的味覺禮物〉之前，我在挑戰題「安插伏兵」，事先

練習該篇題目需要使用的技巧，以 150 至 200 字的短文為目標，出了三個題目書寫。

為了降低他們對寫作的抗拒感，每次寫作都使用了可愛的「傻笑鱷魚」花邊紙取代稿

紙，孩子可以自行畫線書寫，也可以加上插圖。 

第一次發下短文練習，全班一如預期的哀鴻遍野。短文一樣是跟著老師的提問書

寫，但是寫得很棒的人會在老師的簡報中看見自己的文章被列為「好文共賞」，用自

己的作品教同學如何寫得更好，還能依照寫作的用心程度換取獎勵章，贏得正向小

卡，內心小小的寫作魂都瞬間點燃了！等到我開始教〈最好的味覺禮物〉怎麼寫時，

他們才恍然大悟：「這不是寫食記的時候練習過嗎？」、「哦！原來這裡要用『我心中

的夢幻美食』那篇的寫法！」寫作的自信和能力有了，寫起來更有想法。寫作，就是

在平日裡一次次刻意練習的成果呀！令我難忘的是〈我心中的夢幻美食〉那一篇，一

個愛跳舞的女孩將番茄義大利麵形容成紅色長髮公主穿著舞衣，胡椒是舞衣上的亮

片，平時她的學習表現並不是最優秀的，這一篇作品著實令我驚訝和讚賞，當她聽著

老師說明優點時，她那微微不敢相信又閃閃發亮的眼神一直留在我的心底。 

有計畫的訂定目標換來的是可預期的表現，融入自己心意的課堂，讓每堂課都更

溫潤好入口，教學的溫度剛剛好就是最美好，為自己的 MAPS 課堂，煮一杯好茶吧！ 

 

 

 

 

 

 

 

 

 



▲挑戰題（讀寫合一）：短文練習——我心目中的夢幻美食（圖 12） 



▲挑戰題（讀寫合一）：單元寫作——最好的味覺禮物（圖 13-1、13-2、13-3） 

 



◆品味——由形入心的教學風味 

「先把『形式』做出來，再把『心意』放入其中。」 

——電影《日日是好日》 

我對電影中的這句話印象很深刻，主角典子在學習茶道的時候，一直記不住點茶

的步驟，老師告訴她要透過身體去記憶。我覺得就像是 MAPS 的實踐與備課，一開始

我們是依循著原則進行，跟隨著先行者的腳步實踐，等到自己上手了，再將自己的想

法慢慢融入，轉化成適合自己課堂的樣貌。初次設計 MAPS 的三層次提問確實是不容

易的，讓習慣成為自然，備課成為日常，誠如大叔所言：「堅持不是一次做到最好，

而是一次又一次做得更好。」沒有一步到位的課堂實踐，也沒有最好的提問設計，而

是在日復一日的教學實踐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堅持每次的進步和改變。 

品一杯 MAPS 的好茶，嘗出「形」、「心」、「觀」、「品」、「靜」五種教學風味。以

MAPS 的「形」結構化教學，透過三層次提問檢視教學目標是否扣緊文本核心問題；

以「心」入味，結合自己的想法和專長，為班級客製化一杯學習的好茶；「觀」學習

能力和成效，進行滾動式修正；聆聽想法進而創造對話，肯定傑出並能理解錯誤，

「品」出獨特的自我；「靜」待成長，小而確實的改變正在發生。屬於 MAPS 的那股

香氣，滿室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