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1 期） 

 930 

教学实践 

探讨思维导图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贾华英 

（简阳市石桥初级中学  四川简阳  641400） 

 
摘要：在课程改革实施深入背景下，对教师教学有了更高要求，在课堂

中不仅需要注重知识讲授，也需要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思维导图是

一种新的教学方法，能够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有效思考，有利于强化学

生对知识的掌握能力，促进其综合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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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主要是通过图像、符号、关键字、数字等形式表达，
展示信息之间的联系，并将一个主题作为中心，然后向外散发节
点，节点与主题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同时节点与节点又可以独立
成为主题，呈现出一种放射状。在语文学习中会遇到大量知识点，
学生单纯依赖死记硬背的方式难以取得较好效果，实际学习效率
不高，思维导图的运用能够建立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进而使
知识的掌握更牢固。 

一、思维导图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运用的重要意义 
语言的输出主要是由学生的思维决定，对于学生来讲，语言

的输出能够促进其有效表达自身思想。在新课程改革之后，对于
学生的培养，越来越重视其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发展，
只有建立在此基础上，学生的才能进行有效创新，并且对学习的
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升在学习中的主动性、积极性[1]。思维导
图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运用，能够使教学更加多元，色彩化更明
显，同时也能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更能使学生清晰认识到知识
点与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二、思维导图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利用思维导图进行阅读教学 
传统模式中，教师在讲授阅读教学内容时，往往会将课文分

成几个部分，然后在对课文中的段落内容进行细致分析，归纳段
落的大概意思，然后得出文章主旨，这种教学模式虽然会取得一
定效果，但是和当前倡导的素质教育理念有所违背，学生在学习
中的热情难以被充分调动。思维导图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能够
加强学生对文章结构与主旨的掌握程度，使其抽象思维得到锻
炼。在学习《马说》这文章时，由于这是一篇文言文内容，学生
刚接触文言文学习不久，加上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与之相适应的
语言环境，学生在有限的课堂学习时间中，往往难以取得较好学
习效果，而思维导图是文言文学习中的运用，能够将知识通过图
形、符号等方式展现在学生面前，增强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与掌
握程度。如学习文章中的通假字，相同字的不同含义，以及文章
中的重要句子等，学生就可以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绘制。通过这
种方式的运用，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对知识体系有更清晰、完整
的认识，也能构建相应知识结构，进而在学习中取得更好效果。
除了运用思维导图进行文言文知识讲授之外，在教学中，教师也
可以利用思维导图进行现代文知识讲授，使学生在学习中了解文
章主要脉络，逐渐领会文章中蕴含的主旨与情感[2]。如《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中，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记
叙了百草园的生活；第二部分中自然的写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的情境，在运用思维导图进行构建时，在构建者两个部分之后，
还需要对文章内容进行细致划分，将文章中一些细小的知识点体
现出来。 

（二）利用思维导图进行写作教学 
初中课程和小学课程相比，难度有所上升，也要学习更多的

内容，但写作是初中阶段学习的重点，也是难点。在初中教学要
求中明确指出，教师在教学时，需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使学生
在学习中学会积累写作素材，构思文章结构，拟定问题提纲以及
修改文章内容等。思维导图是重要思维辅助工具，对于学生来讲，
写作中，思维的形成十分重要，思维导图的利用，能够使学生在
学习中学会发散思维、选定素材、掌握写作方法等，进而促进其
实际写作水平的提升。传统写作教学中，教师习惯使用模仿、积
累等方法，模式和思想上过于僵化，学生自身个性化观点难以充
分表达，内容上缺乏新意。思维导图是写作教学中的运用，能够

使初中语文写作学习模式得到丰富。在陶行知教育理念中，倡导
使用生活化内容引导学生，使学生从生活角度出发，积累较多写
作素材，形成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将题
目与要求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审题之后，明确写作内容，了解
写作中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在写作中根据主题和关键词发散思
维，充分发挥联想与想象。例如在写“挫折”这一内容时，单纯
的理论描写不免使文章产生晦涩之感，那么学生在写作时，就可
以将生活中一些挫折内容，或者是一些和挫折相关的事件联系在
一起，构建与之相应的思维导图，增强整体生动性、感人性，从
多个角度对文章内容进行挖掘，这样才能使写作学习取得更好效
果。 

（三）利用思维导图构建复习规划 
复习主要是指学生对之前学习的知识进行回顾，检验知识的

学习成果。在复习中，学生会建立新知识与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形成一定语文素养。在复习中，如果知识点过于复杂，学生又没
有采用合理复习方法，很容易在复习中丧失信心，学习热情受到
影响，整个复习处在比较尴尬的局面。由此可见，学生在复习中，
有效复习策略的使用十分重要。因此在实际复习中，教师可以通
过思维导图的形式帮助学生构建，使学生在复习中，能够细化知
识点，加强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强化复习实际效果。例如在
期末复习中，教师可以以单元为板块，制定复习范围，并且使用
倒叙的方式帮助学生复习，这种方式的使用和学生的记忆特点相
符，也能使单元学习内容之间环环相扣，使较多的知识内容更系
统、精细。同时教师可以以时间为出发点，规定学生在一定时间
内，大致需要复习的内容，并且利用思维导图详细构建学习内容。
通过这种方式的运用，能够使学生在复习中更轻松，对知识的印
象也会更深刻。 

结束语： 
总之，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思维导图的运用，能够促进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自主思考能力的形成，同时也能加强学生对知识
的认知，增加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使学生在思维导图影响下，
发散思维，积极参与到交流、讨论中，树立结构意识，更好把握
文章中的知识点和整体脉络，进而在语文学习中取得更好效果。 

参考文献： 
[1]马玉环.思维导图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运用探析[J].中

学课程辅导（教学研究）,2019,13(20):53. 
[2]包燕.思维导图法在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中的应用探讨[J].

南北桥,2019(11):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