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變從覺察開始」─MAPS 教學實踐在東興 

桃園市東興國中 洪婉真 

§夢的最初 

「升旗典禮開始，全體肅立！……」腦海中時常盤旋著這個畫面，我站在司令台上，拿著麥克

風，面對上千個學生擔任司儀，在當時，我很享受自己能影響別人的優勢，而這一切都是拜國中老

師所賜。「你口條清晰，儀態大方很適合當司儀喔！」一頭長髮飄逸的國文老師如此肯定著我，那

段懵懂青澀的歲月裡，我時常因老師的春風化雨而茁壯，「長大我要當老師！」從此這個固執的志

願就一直深植心中，求學的路上，我努力朝這個夢想前進，也反覆受到師恩提攜照顧，終於，努力

有了美好結果。 

順利當上老師後，我一直殷切期許自己也能在杏壇上化育桃李，內心常思索學生不一定要愛上

我這個國文老師，但我希望他們愛上學習、愛上閱讀，像我一樣因為教育得以重新選擇，因為透過

學習，每個人都可以勇敢面對未來，所以當老師的第一年，內心一直秉持著「當一個好老師」這樣

的信念。直到 2014 年，畢業典禮結束時，一位被學校記了快三支大過的男學生跑來問我：「老

師，你會忘記我嗎？」他是我任課班的學生，教他三年，看到他五官的機會不多，我笑笑的回答：

「你這麼出名，老師一定不會忘記你。」他聽了，也開懷大笑的說：「這就對了，不白費我都賣你

面子，沒有在無聊的國文課上吵鬧耶！」是啊！他通常都趴在桌上睡。但這番話如同墨水滴進一池

清泓，泛起陣陣漣漪盪進我心坎裡：如果我只是個讓學生覺得無聊，又要賣我面子的老師，那我還

是個好老師嗎？ 

畢業生的話讓我重新思索，什麼樣子的課堂，對學生而言才是不無聊？我是否能向當初國中老

師給我的舞台那樣，也讓學生有看到自己的機會？如果國文課沒辦法幫助學生學習，那每天一節課

就失去意義了，面對滑世代的學生，傳統講述法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學習欲望，我想讓學生動腦

筋？想讓學生忙著討論或想問題？我知道我要改變，也下定決心改變，於是想方設法到處尋找有效

的教學法，試圖把探索的學習權利還給學生，讓教室裡發生的學習透過經驗訊息，學生可以從同儕

相互觀察、自學研讀及情境推論中獲得，其間更包括老師的引導，我要如何引導學生學習，不落入

傳統制式教學，此時就必須依賴取得和學習材料連結的好鷹架。到處研習取經的我，反覆在課堂上

操作著不同的教學法，雖然曾經受挫，但努力的人不孤單，在我接觸到適合國中生學習的 MAPS 教

學法後，便展開重啟夢想的實踐之路。 

 

去年畢業的學生(104-106)上課就用異質分組討論，當時我看過政忠老師的 TED 演獎影片，上

了桃園輔導團邀請他來開為期兩天的研習，還信心滿滿的買下《我的 MAPS 翻轉教學法》，很認真

翻閱後，我就開始實作，課前作提問設計、課中讓學生上台口說發表、彼此討論對話，課後也畫心

智圖，學生喜歡老師在共學、自學裡不段切換模式，他們樂於討論、表達意見、跟著老師文本分

析、然後產出心智繪圖，啊！這一切看似美好，但其實卻有許多問題點。即使這班 28 人在會考時

有 12 人獲得精熟，但真正回顧過往，時間掌控、進度壓力、提問設計不夠聚焦、心智繪圖變成作



業壓力、連口說發表到後來都草率完成，看似有模有樣的翻轉教學，其實只是我邯鄲學步的表象，

我深刻意識到老師的覺察是必要的，107 學年度，透過 MOXA 基金會舉辦的 MAPS 種子教師培訓

工作坊，再次讓我頓悟，由於政忠老師啟發了我的備課意識，才得以重新上路。 

§摸索試作 

這趟看似旅行的教學之路，每一步、每個經驗都對我彌足珍貴。我不喜歡一成不變的教學模

式，但又想要有條不紊的確認效能，在變與不變、這個看似矛盾的想法，竟從 MAPS 教學法裡得到

可依循的相容。MAPS 這套將學習歷程模式化、系統化的教學法，對於學習動機低落的學生其實很

有幫助，當我在課堂明確操作步驟時，學生已經內化成直覺，除了減輕學習焦慮之外，漸進式步驟

也增進學習信心。因此上完工作坊，設定班級去 C 的目標後，我二度在我的課室裡與學生共學。 

開學的第一堂 MAPS 國文課，我會翻開課本目次，依序由題文介紹國中國文學什麼？也和學生

討論為什麼要學好國文？國文課不只學習知識的累積、或是培養聽說讀寫的能力，其中情意價值的

體會更是影響著我們面對生命的態度，討論的過程中，我盡量引導著讓答案從學生口中說出後，學

習才會開始萌芽。為了了解學生在國小的基礎，七年級第一課仍以傳統講述法介紹〈絕句選〉藉以

觀察每個人的起始點，接著上課簡單提問，鼓勵發言的機制就從第一節課開始，跟學生建立信任

感，首要工作是把教室常規建立起來，強調上課的專注、思考及書寫表達。通常開學第一週我會發

下課程說明給家長，包括讓家長認識 MAPS 教學法、往後可以配合的作業檢查及個人肖像攝錄同意

書。 

同儕鷹架(scaffolding Instruction) 

從第二週開始，我和學生的 MAPS 學習之旅就循序上路，我先來談談「同儕鷹架」(scaffolding 

Instruction)。參考第一週的課堂表現及課後檢測後，讓學生異質分組，小組成員合作時間以一次段

考為基準，課前暖身題的答題狀況和課中基礎題的討論、回答，以及課後後測形音義，這些活動都

有競賽評分，藉以激勵同儕手把手學習，透過四個進程(P1→P2→P3→P4)，逐步由共學到自學，同

時讓學生體認幫助別人是最好的學習方式，每個人起點不同，自然有高低成就，但起點並非定點，

老師必須從班級經營去引導每個孩子為自己學，也為小組爭取。，一開始的積點競爭，學生會非常

在意，隨著課堂討論氣氛的活絡，我更常使用口頭讚美機制，慢慢抽離加分競賽的頻率，到了七年

級下學期，多數學生都跟班上不同人同組過，小組的勝負較能用平常心看待，如此一來，漸漸的，

學習動機就可以不用倚賴加分積點。我認為教師應該提供學生機會，鼓勵他們建立合作的教育社

群，因為最可貴的就是學員貢獻經驗、發展為計畫，透過相互妥協商議而發展的這個歷程。 



全班共讀→小組共讀：翻譯練習 小組共讀→個人自學 

實作課程：製作風箏 議題融入：小組競演 

提問策略(Asking Question) 

    接下來是我花最多時間備課的部分─「提問策略」(Asking Question)。我認為這是整個教學法

裡很重要的核心元素，教師分析文本後，會整理出自己的教學心智圖，依據繪出的心智圖檢視教學

目標，確立教學主軸後，再依據心智圖的支線架構來產出提問問題。這個途徑可以讓我思索並確認

教學目標，提問若能呼應這個目標，學生也才能響應學習目標，回答完老師的三層次提問後，形塑

自己的心智圖，學習成果得以達成成效。按照政忠老師在工作坊的提點與示範，我的 MAPS 講義中

的提問設計則依底下架構完成： 

第一層：暖身題 

目的在喚起學習動機，促進學生作想像與猜測。 

操作方式：小白單前測─小組互評、教師收回改 

          黑板書寫─小藍本前測、小組白板呈現 

          口頭提問─抽籤、搶答、指定 

暖身題 

猜測想像 新舊經驗連結 



  

以小白單前測─ 

小組互評、教師收回改 

直接黑板書寫─ 

小藍本前測、小組白板呈現 

口頭提問─ 

抽籤、搶答、指定 

   

 

第二層：基礎題 

針對文本檢索訊息、區分架構並統整主題，以了解作者立意及文本內涵。 

操作方式：投影題目─師生對話 

          看講義小組討論─show 白板 

          上台發表─指定、抽籤、自願 

基礎題 

寫作架構 意義段落 主題訊息 

   



投影題目─師生對話 看講義小組討論─show 白板 上台發表─指定、抽籤、自願 

   

 

第三層：挑戰題 

整合三大面向，包括讀寫合一、素養探究及跨域延展，結合學生生活經驗、情境轉移，最終回扣

108 課綱的精神。 

操作方式：標準答案課堂處理 

          開放答案回家作業 

          實作作業教室展覽 

挑戰題 

讀寫合一： 

段落縮寫、架構仿寫、主題作文 

素養探究： 

議題觀點、價值澄清 

跨域延展： 

連結班經、在地生活 

   

標準答案課堂處理 開放答案回家作業 實作作業教室展覽 



   

 

這三層次彼此間相互依存、有前後對應，依照不同文本主題又能隨時整併，因應學生程度調

整、彈性變化空間大，在國中階段，老師若能幫學生搭鷹架學習、再逐步放手拆解鷹架，教學上可

以幫助老師們思考我們想把孩子帶往哪裡去，而且課堂上孩子的錯誤答案，我會緊接著再發問，討

論的問題遠比設定的多，那氛圍是令人愉悅的。 

心智繪圖(Mind Mapping) 

    文本分析討論完之後，就是進行心智繪圖(Mind Mapping)，搭配閱讀課的圖象組織教學，一

開始我以「自我介紹」這個主題教學生畫心智圖，基礎概念形成後，就帶著全班一起畫課文的心智

圖，逐步漸進，讓學生分組共同繪製，目標是從共學到自學，本以為沒問題的提問設計，就在學生

畫心智圖時，發生狀況，理想的情況是學生都能在基礎題討論完後，已掌握全文重點，我期待學生

畫出和老師一樣的心智圖；但是事實上是心智圖裡的標題與分層，學生呈現出來的和老師有出入。

兩三課實施下來，原本不安的心，因為覺察讓我有不一樣的省思，我了解心智繪圖可以檢視學生是

否扣住文本分析在畫，以及教師的提問設計是否有脈絡，調整每一課的提問設計，只要課程目標的

大方向是對的，每個學生的心智繪圖本來就會不一樣，想通這點後，我也就坦然許多。 

帶著全班一起畫心智圖 小組一起練習畫 



黃詠昕同學繪 

張軒

維同

學繪 

口說發表(Presentation) 

    最後是口說發表(Presentation)，在課堂中，我是鼓勵學生開口對話的，從課文朗讀開始，小組

間的討論，提問的搶答與發表，到心智繪圖的圖說發表、延伸作業的報告、段考前 iPad 的錄製，這

些都是練習表達力的時機，一開始學生不敢開口，說不出自己的觀點或想法，我就從課文背誦開

始，進行個人六十秒限時挑戰賽及團體小組不限時計時接力賽，目的是讓每個人有機會上台，透過

加分機制，給學生安全的發言空間，學生敢開口了，慢慢發展自己的想法，同儕之間會互相模仿、

互相鼓勵，也允許不同的見解，當老師尊重每個孩子上台發表的意願，願意等待時機成熟時，學生

最終會長成他自己也滿意的樣子。 

開學第一個月，基礎題搶答 平板錄製「口說心智圖」 



小組課文背誦不限時計時接力賽 鼓勵說出自己的觀點 

    MAPS 完整的教學脈絡有四個進程，每個進程都有九個教學步驟，每篇課文我都都經過這樣的

開展到收束，學生從陌生到熟悉、有條不紊的達到成效，一間教室裡，即使老師的授課進度相同，

但在 MAPS 裡，學生可以各自在不同的進程裡，設定自己的學習目標，我也彈性的變化每個步驟的

時間，教學也就免除一成不變的步調，直至目前為止，學生從不覺得國文課無聊了。 

學生的回饋： 

課文分析與提問幫助心智繪圖，心智圖可顯示

重點、幫助理解 

課程任務明確、不無聊 



§轉化省思 

    MOXA 基金會在推動 MAPS 教學法上真的幫助我很多，寒假裡舉辦工作坊的進階課程裡，再

次讓我省視自己教學與課程。尤其聽完韻宇老師的四層次提問設計及靜慧老師強調的脈絡掌握後，

我重新檢討自己的文本分析，思索在建構教學脈絡時，如何才是有意識、深層的帶學生思考。以七

年級下學期第二次段考為例，我整合文本之間的相關性，把〈五柳先生傳〉、〈王冕的少年時代〉

兩課排在一起上，剛好可以將人物描寫手法作一個比較。〈五柳先生傳〉是繼〈兒時記趣〉後，七

年級的第二篇古文，因為架構很簡單，故放手讓孩子自己分析段落意義，而教學重點就擺在認識陶

淵明及這篇假託五柳先生的自傳特點，學習目標是學習記人的手法，回顧先前〈母親的教誨〉一

課，我們曾以「外貌描寫」、「對話描寫」、「事件描寫」、「心理描寫」來討論，〈五柳先生

傳〉是仿傳記形式，側重人物個性、愛好、家庭狀況等，我就讓學生討論這樣的描寫手法為何，在

課程延伸學習的時候，學生練習寫自己的推薦信，設定以第三人稱立場來寫自己。課堂上文本討論

時，關於“不慕榮利”，學生的說法很有趣，課本提及陶淵明假託第三人稱立場，雖說是要避免忌

諱、顯得客觀真實，但學生說那不就表示陶淵明還是很在意別人對他的看法？這樣的推論很有趣。

我用寫推薦信的概念導入，通常我們還是希望給別人的印象是好的，所以會想多呈現自己的優點，

對於學生提出的觀點，我也給予尊重及讚賞。 

     接著上〈王冕的少年時代〉時，教學重點放在王冕的孝親與自學，介紹《儒林外史》相關重

點，突顯王冕在當時的不同與優異。至於文本特點呼應〈五柳先生傳〉，這篇也是第三人稱立場記

人，只是上篇寫自己、下篇寫他人。文本分析依時間脈絡為順敘，學生也很好整理，其中王冕的孝

親，還可呼應〈母親的教誨〉，我順勢結合五月母親節的活動，另外延伸介紹影片〈母親的理髮

店〉、及《與神同行 1》中天倫地獄的片段，讓學生對課文裡“兒啊！不是我有心耽誤你”的對話

發想：日常裡，母親有多少無可奈何的糾結？或為子女設身處地卻得不到回應與諒解？學生都能深

深自省，也比較理解父母的要求，國文教學時常就是情意教學，作價值觀的建立或澄清。這兩課上

下來，我就覺得節奏很輕快卻又很深刻，孩子們的回饋也很正向。Maps 成為我和學生學習上的骨

架，我想透過自己的特質來長肉，也透過學生的感知做調整，時時提醒自我覺察，對我的備課、上

課、議課著實有深遠的意義與影響。 

    整個教學活動中，老師是鷹架、幫助孩子與世界聯結，老師也運用文本來引介世界，文本理解

有時沒有絕對對錯，我樂見學生們從自身經驗去理解文本，因為閱讀的視野不同，而有不同的觀

點，彼此再從對話中有新的撞擊，老師就是回歸文本收束，教學會因生活的歷練而更豐沛，透過課

程對話引導學生更有感的生活。課程開始到結束，每一項現在的經驗都會產生有價值的意義，我希

望未來能進一步從 MAPS 裡設計可協助學生感受當下的學習情境。 

    這趟教學翻轉之路就像一趟旅行，除了師生開心、喜歡，旅行也可以是一種修行、是一種眼界

的開闊，我期許自己面對每一屆不同的學生，都能陪伴學生走一趟身心靈圓滿的修行，我知道路徑

不會是單一的，每一條路都有他的風景，只要方向正確，那就勇敢大步前進吧！很謝謝政忠老師無



私的分享教學法，共好的初心已深深埋在心底，如同在工作坊裡共學時，政忠老師勉勵大家的話─

堅持住第二象限的精進，努力邁向第一象限！教學就是回歸學習的本質，創造課堂美好風景時，堅

持 0.1 的改變，相信 1.1 的 N 次方無限大。我知道我努力的還不夠，我會持續開拓教室愉快的學習

風景、對話，不譁眾取寵的耕耘課室的每一畝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