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知與互動之思維在正反向工程中思維導圖的使用 

 

 

一、『陪孩子讀故事繪本』是正向工程還是反向工程? 

二、製作繪本思維導圖是正向工程還是反向工程? 

三、傳統案例講解 

四、繪製自己對繪本的思維導圖 

五、感知與互動之思維中正反向工程的設計 

六、觀念與問題溝通 

 

 

 

  



 

 

一、『陪孩子讀故事繪本』是正向工程還是反向工程? 

狀況 1:首先是閱讀部分,在孩子小的時候,父母常常會為他們讀故事書,大多數的情況是我們繪聲

繪色地把故事書讀完而已,但是如果父母懂得活用思維導圖法的概念為孩子讀故事書,你將會發現自己

看繪本的眼光不再是直線式的,而是立體的,同時也幫助孩子奠定了寫作文的基礎,增加閱讀的理解

力。 

 

二、製作繪本思維導圖是正向工程還是反向工程? 

狀況 1:運用思維導圖法畫出繪本筆記,呈現出繪本中想要表達的情意是非常重要的。製作繪本思

維導圖有一個很重要的要訣,就是只看中心主題及各個分類,就可以構成這個故事的大綱。但是很多人

只會運用思維導圖作為分析文章內容的工具,卻忘了當這些關鍵字組織起來時,必須要能夠從脈絡中,

呈現出這篇文章所要表達的含義,否則就會失去思維導圖法在理解文章上的功能了。 

狀況 2:用思維導圖法可以看到繪本間的關聯，除了可以深度瞭解繪本、與作者對話,善用思維導

圖法還可以看到不同繪本之間的關聯,發現同一作者系列出版品中的脈絡,將不同繪本搭配閱讀,會有

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美國圖畫書作家艾瑞·卡爾(Eric Carle)的《好餓的毛毛蟲》和《好安靜的蟋

蟀》這兩本繪本就是很好的例子。 

艾瑞·卡爾所創作的繪本作品中,《好餓的毛毛蟲》是一本大多數父母在孩子非常小的時候都會

讀的繪本。原因可能是這本繪本非常美麗,顏色鮮豔,圖案清楚又大,而且故事中除了有很簡單的 123

數位順序,同時也有數字量的呈現。像是“星期一吃一顆蘋果”、“星期二吃兩顆梨子”、“星期三吃三顆

李子”,借由這樣的安排建立了孩子們知道數位順序,並且越來越多的概念。 

但是當我用思維導圖法畫出這本繪本的架構時,我非常驚訝地發現,原來這本故事書不僅能用在幼

兒階段教他簡單的數字概念,更可以讓孩子瞭解毛毛蟲完全蛻變成蝴蝶的變態歷程,所以我用了出生、

成長、結繭和羽化作為繪本內容的分類。 

一幅圖勝過千言萬語,思維導圖的中心主題通常會使用圖像來代表整個故事最重要的概念,同時也

便於記憶。接下來的類別部分是整個故事的脈絡。其實一張好的思維導圖,單看中心主題和各類別之

間的關係是否能掌握故事大綱,就能夠判斷出這張思維導圖是不是一個有效的思維導圖。 

 



 

 

三、傳統案例講解 

 

狀況 1:這頁思維導圖,你可以明顯地看到蟋蟀是怎麼長大的,蟋蟀因為沒有結繭,長大不會變成另一個

樣子,屬不完全變態,而這可是小學三年級 

 

  



 

 

狀況 2:回溯思考昆蟲分類的過程，在《好安靜的蟋蟀》裡,蟋蟀遇到了好多好多其他昆蟲,在製作思

維導圖筆記時,這麼多的昆蟲讓我非常頭痛。為什麼呢?我常常跟孩子說,任何東西只要三個以上,就能

夠有分類的理由,而分類也可以幫助我們有效記憶,因此要儘量讓每個分類的東西不要超過七個。你看

到這蟋蟀它碰到了十個其他昆蟲,我認為應該要對這些昆蟲做分類。 

一開始我認為它們可能是發聲部位不同,於是我做了以“發聲部位”為理由的分類: 

 

 

  



 

 

 

但是做完又發現好像不是這樣,因為在這樣分類下,看到怎麼有一個類別(翅膀)的昆蟲這麼多呢?看起

來不太對勁,於是我嘗試著做另一個“發聲方式”的分類: 

 

後來又發現這樣也不太對,於是我又嘗試了第三種以“出現時間”來分類,分成早上、中午和晚上,終於順

利完成《好安靜的蟋蟀》繪本思維導圖。 

各位爸爸媽媽們,你們看!這分類是不是能夠刺激思考?我要做出正確分類,就必須知道被分類物件彼此

間的相同性和相異性,為了分類不斷地進行思考,不斷地重新組織大腦資料庫裡對每一個生物的認識。

另外還要注意到,任何一個作者在寫故事的時候,必定是採用四平八穩的寫法,因此不太可能會出現某

些部分的分量超多,某些部分分量過於少的情形。 



 

 

綜合這麼多的考慮,都在製作《好安靜的蟋蟀》這張思維導圖的過程當中產生,最後我選擇了以時間的

出現順序來分類。我再重貼一次縮圖讓大家比較,看看!經過這樣的分類,是不是看起來比較平均,也更

具有美感呢? 

對於低年級來說,老師們常常會使用繪本作為正式閱讀的橋樑書,學校的愛心媽媽們也會到學校為低年

級的孩子讀繪本故事。但是我們可不能只是繪聲繪色地把故事念完而已,如果學會使用思維導圖來協

助繪本的閱讀,依據思維導圖法四大核心和水準垂直的思考方式,將可以協助學生們提升閱讀力和理解

力,同時也能夠激發孩子的創造力。 

  



 

 

四、繪製自己對繪本的思維導圖 

 

 

五、感知與互動之思維中正反向工程的設計 

關聯式學習-----加強記憶 

啟發式學習------正向工程 

六、觀念與問題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