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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检索并统计中国知网（CNKI）在过去十年有关思维导图应用到我国外语教育教学的学术研究文献，本文旨在回
顾近十年我国思维导图教育研究现状。对文献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论等进行多角度述评，最后提出该研究
存在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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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顺应读图时代信息视觉化的趋势，“知识可视化”在科学计算

可视化、数据可视化和信息可视化基础上将抽象知识转变成易被人

们接受的图形图像（赵国庆，2009 ）。基于知识可视化的教育理念，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能有效组织、优化和整合学习内容的可视化

认知工具，已在各领域普遍应用。 

思维导图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由英国脑力研究学者托尼·布

赞 （Tony Buzan，1993）研发，通过呈现概念之间的层次关系和思

维顺序关系，实现概念表征的可视化。此后的几十年间，思维导图

逐步被应用到教育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思维导图对于语言

学习的作用，尤其是外语教育领域。思维导图被认为有助于创造性

地探索、修正和总结知识。它的应用被证明有助于增强记忆力、提

高学习效率和创造性地解决学习中的问题。 

近年来，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可视化的教学辅助思维工具已经受

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自上世纪末至今，思维导图经历了概念引入、

介绍，与概念图的混同、整合，再到在基础教学领域应用、软件开

发等研究阶段，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应用范围窄、多角度比

较研究少、理论创新不强等不足。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基于 21 世

纪前十年的综述，对 2010-2019 近十年思维导图应用于外语教育进

行文献述评，对文献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

论等进行综述，最后提出该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展

望。 

二、思维导图在外语教育中应用的研究概况 
1. 论文样本选取 

根据本论文研究目的，作者检索了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

网络出版总库。样本论文的选择遵循以下标准：(1) 论文发表时间

限于 2010-2019 年间；(2) 论文检索依据“外语教育”（限英语）、“思

维导图”、“可视化”等关键词进行；(3) 论文来源类别为硕博学位

论文、核心期刊。样本论文的收集过程主要包括：首先以中国知网

期刊高级检索为入口，从主题、篇名、关键词以及摘要中逐一设置

“思维导图”、“英语”或“可视化”等进行搜索，最大可能覆盖该

时间段内与本论文研究目的一致的论文。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知网文献总库相关文献共 95 篇。本文拟对 95 篇文献进行分类

系统综述，回顾思维导图近十年来应用于我国外语教学的实践历

程，总结成绩，分析局限，并对未来的研究给予展望。 

2. 论文数据统计  

统计结果显示，我国近十年有关“思维导图”应用于外语教育

教学的论文在 2014 年之前的五年仍处于起步阶段，核心期刊与硕

博士学位论文覆盖的数量略低于后五年，其中 2014 年共发表相关

核心论文 14 篇，为十年之最。近三年相关论文数量稳步增加，且

根据硕博士学位论文统计，表明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并深入讨论研

究该理论在外语教学中可视化的作用。 

表 1 思维导图应用于我国外语教育教学研究论文统计 

三、思维导图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研究综述 
（一）研究领域 

近十年，外语教育领域涉及思维导图的文献研究中覆盖从小

学、中学、职业教育以及大学英语等各个层次的教育话题。其中初

高中英语教育和大学英语教育约占总体论文数量 50%。研究方向与

十年前相比，主要专注于思维导图在外语教学中的积极作用、在英

语单项技能训练中的实证研究以及与可视化工具相关的应用型研

究。具体体现在：（1）聚焦讨论思维导图在英语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较少介绍思维导图本身的概念或意义。在提高学生英语方面的高级

思维能力方面，张湘（2013）提出概念图可作为课前、课中以及课

后的可视化教与学的诊断手段、诊断平台和扩展平台。在转变教学

模式与学习模式方面，徐中锋（2017）认为可视化教学有利于充分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思辨能力、鼓励师生深度学习。陆亚

丽（2013）以“立体思维”的模式纠正线性思维，有效改善学生思

维的发散性和创新性。（2）思维导图应用课堂的实证性研究，涵盖

词汇、阅读、写作、口语、翻译、语法等多种能力的培养。邵斌（2017）

运用可视化理论分析了英语强化词的构式搭配、陈莹（2013）讨论

了四种典型形式的概念图在学生词汇学习策略中的应用价值；么海

燕（2019）从建构主义的学生观、学习观和教学观方面探讨学生的

写作思路、收集素材、整理信息的思维可视化路径。王翠萍（2011）、

顾敏（2014）、吴玲娟（2014）、孙静（2018）、顾倩（2019）等从多

角度探究应用概念图到英语阅读的教学实践。（3）利用思维导图的

理念开发相应英语学习平台和软件，以促进学生英语能力的综合提

升。孟宇，陈坚林（2019）分析了信息化时代外语学习方式的动态

演进；崔晓玲，李潮（2019）进行了 ESP 研究国际动态及其可视化

分析的应用型研究；王峰（2013）、袁在成（2016）基于可视化工具

“词云”探讨英语词汇的教学设计；刘海霞（2012）、刘晓斌等（2013）、

李珍（2014）尝试利用可视化工具 Praat 对学生语音进行可视化测

评。 

可见，近十年思维导图的研究方向已经从早期介绍概念，逐渐

过渡到教育教学实践，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教学工

具。论文中实证性研究不再局限于搜集课堂研究数据，而是结合互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核心期刊 1 2 1 7 14 4 7 4 6 8 

硕士学位论文 3 7 6 0 0 5 1 8 6 4 

博士学位论文 0 0 0 0 0 0 0 1 0 0 

年度汇总 4 9 7 7 14 9 8 13 12 12 

总计 9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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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开发工具进行更客观的测评与研究。其中围绕大学英语学习效

能，展开思维导图相关的研究论文还不够充分，实证性研究也较初

高中阶段偏少。 

（二）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 

纵观近十年的研究论文，研究主题主要包含：构图优化设计、

可视化思维模式构建以及概念图使用的测评与评价。（1）构图优化

设计。在传统思维导图的基础上，结合特定语篇设计与文本内容相

关的语篇、词汇、语法等各类组织图（孙俊，2015）；也有根据教

学目标梳理不同形式的构图类型（卢璐 2013），如头脑风暴图、流

程图、对比气泡图和分层结构图等。通过思维导图的使用，学生将

抽象零散的信息分类整理成与主题密切相关但又相对独立的块状

知识（税红 2014）。（2）可视化思维模式的构建。赵佳娜（2014）

结合认知心理学，对思维导图在认知结构建构的过程、特性进行剖

析，探讨了其在认知结构建构中的应用模式。李艾平（2019）认为

思维可视化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传统讲授型授课模式向直观形象的

可视化模式的转变，从思维可视化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资源、

教学设计、教学策略以及教学结果评价等六方面构建可视化教学模

式，并取得阶段性成效。（3）概念图使用的测评与评价。袁在成

（2016）使用知识可视化工具“词云”（如 Wordle, Tagxedo 等制作

软件）学生在课堂上成为信息加工的主动建构者，有效提高词汇教

学的质量，提升英语阅读教学效果。较多学者关注语音类测评软件，

刘海霞（2012）应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保罗·博尔斯马教授与大

卫·威宁克教授设计的 Praat 软件探究中国多语者对塞音的听辨能

力与纠音改善问题，帮助学习者在短时间内发出更接近目标语的语

音。刘晓斌等（2013）则使用 Cool Edit Pro 2.0 软件对课文朗读材料

进行可视化分析，呈现其录音波形图谱，通过声、图、文的直观演

示加深学生对语音、语调、意群等音位特征的感受与理解，该演技

对非英语专业低的学习者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近十年有关思维导图的学术讨论在原有介绍理论概

念的基础上，逐步在两方面呈现新的趋势。一是继续将这一有效工

具运用到外语教育教学，且不局限于论证该工具的有效性，越来越

多的学者创新性地探讨更多与外语学习内容相关的思维导图形式，

不断拓宽思路，结合外语教学的各个方面开展有效的教学研究。其

次，在可视化软件工具的使用与测评方面，仍使用较多国际上通用

的测评软件，尚无国内自主研发的软件测评信息。同时在词汇与语

音测评之外，仍缺乏对阅读、写作等外语学习的重要技能的讨论，

在这一学术研究领域仍有较大空白。 

四、结语 
本研究围绕十年来思维导图在外语教育领域文献的综述，可以

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第一，该领域总体研究随着年限呈不断上

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思维导图与认知构建之间的关联，

并将理论积极应用到教学实践。纯理论性讨论逐步减少，但可视化

工具对外语学习的效能意义研究尚且不足。第二，研究内容较为丰

富，从思维导图本身的构图设计，到外语学习的词汇、语法、听说、

阅读、写作以及专业英语等多方面展开实证性研究，有效地丰富了

可视化工具的研究范围。尤其在语篇文本学习领域进一步拓宽了翻

转课堂、多模态、阅读思维品质训练等主题，但整体研究还未形成

系统，部分研究仍停留在阅读效能的显性效果。第三，在大学英语

学科领域，思维导图的应用范围还局限在一般的阅读文本，没有进

一步的细分，如通识类英语课程、学术类英语课程，甚至包括研究

生英语、出国类英语等领域的教学。随着全民英语水平的不断提高，

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需要参加更高级别的英语水平测试，如何利用思

维导图有效指导与组织教学，帮助学生提升英语学习质量是我国外

语教学改革与发展将要面临的新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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