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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一语文中运用思维导图教学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以甘南州临潭二中为例

张丽霞

（甘南州临潭县二中，甘肃 甘南自治州 747500）

摘要：随着新课改理念提出与实施，高中语文教学模式发生明显变革，由以往的应试教育逐渐转向素质教育，思维导图教学应运而生。

在高中语文中应用思维导图，可以使语文知识更为直观形象地呈现给学生。由此降低他们理解语文知识的难度，不断加深他们的学习效果，

进而全面提升高中语文教学质量。对此，本文以甘南州临潭二中为例，对思维导图如何运用在高一语文教学中展开探索，以期能为相关

教育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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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教育形势下，教师运用思维导图开展高中语文教学，

有利于学生形成思维意识，通过想象和联系，拓宽自身的语文视野。

而且通过思维导图辅导学生开展学习活动，可以引导他们对语文

知识进行联想与对比， 以此增强他们的学习体验。然而，在具体

的教学实践中，部分教师喜欢运用传统的教学形式，而传统的教

学形式已不适合现行教育状况，这使得这种教学方法难以被学生

适应。因此，教师有必要变革自身的教学思维，对思维导图教学

展开深入研究，并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改革，以创新的教学方法实

现其在课堂教学中的特殊价值，进而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一、在高一语文中运用思维导图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语文课堂质量

思维导图对主题、径向思维比较注重，向外扩展思维，在语文

课堂中属于重要的信息处理手段。教师利用思维导图，可以由核心

问题向外延伸知识，确保学生能够在多种学习方法的帮助下，对所

学知识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而且利用思维导图教学模式，可以让

学生快速理解教师所教授的语文知识，同时可以运用发散思维，将

新旧知识进行连接，将语文知识理解透彻，这样才能让知识在课堂

上更好地体现出来，并且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要主动

思考，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进而全面提升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质量。

（二）有利于理清学生学习思路

近年来，互联网逐渐成为广大教师获取教学资源的重要渠道。

然而，信息平台多种多样，需要对平台中的知识进行合理分类与

整合。思维导图发散性和节点结构，有助于教师对教学信息进行

有效组织，这是一种很好的归纳方法。比如，在实际教学中，教

师会把教材中的知识点与学习内容联系起来，并对课文主题进行

重点标注，突出课文的核心主题，然后突出每个关键词，并确定

二级分支等步骤，逐渐理清教学内容，使学生准确构建新旧知识

的联系。另外，语文课堂是动态的，灵活的，利用思维导图的方法，

可以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适时地填充新的要素，以免被遗忘，所以，

这有利于学生理顺学习思路，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

（三）有利于改善语文课堂氛围

在高中语文课堂中，教师运用思维导图，可以帮助学生建立

完事的知识结构，使其成为一种新的学习方式。有些知识在学习

过程中是不很完整。教师利用思维地图可以使学生基于知识基础、

思维习惯，建立有效的语文思维模式。因此，学生通过运用思维

导图，可以把零散的语文知识集合起来，方便记忆与理解，同时

可以让学生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的知识搜索。从课堂上的配角，变

成了主动的知识搜索的主力。而且，这也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使他们的筛选、搜集信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

有效增强，使他们能够积极地参加到教育的课堂活动中来，进而

有效改善语文课堂教学氛围。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一）教学目标不明确

在制定教学目标时，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合理地设

置教学目标，而不是以成绩为导向。在设定教学目标的时候，也

要注意主次，然而，在实践中，部分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的时候，

主次不清，很难体现出教学目标的层次，这造成教学目标不够深入，

从而影响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与质量。

（二）教学方法不新颖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仍然有一些教师采用传统的授课方式，

直接向学生灌输语文知识，学生则听得很被动，甚至还有一些教

师站“自问自答”，造成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性、话语权逐渐缺失。

教师没有着眼于学生的现实需要，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导致他

们学习语文知识的兴趣下降，无法提升其语文素养，而且如果教

学方式没有体现出创新，致使学生逐渐丧失了对语文探索的兴趣，

进而制约了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学生仍然死记硬背

在传统的语文教学中，多数教师仍让学生通过死记硬背的方法

进行学习，机械性背诵所学的字词、课文、古诗词等，甚至是提前

背诵，把学生变成了一个学习的机器。这种学习方法，不能确保学

生真正的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其目的就是应付考试，久而久之，

那些通过背诵而记忆下来的知识将逐渐被忘记，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逐渐降低，这样的教学方法只会让他们感到更大的压力，从而影响

学生理解语文知识的效果，不利于有效提升学生的语文水平。

三、在高一语文中运用思维导图教学的有效对策

（一）巧妙运用思维导图开展文言文教学

在高中时期，教师制定文言文教学目标应该按照以下目标与

原则进行，即：要充分关注语文教学的教育职能，全面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养，并注重培养他们的探究和应用能力，使其达到全面

发展。同时，教师也要发掘文言文中所蕴涵的民族精神，为传统

文化底蕴的形成初步奠定基础，引导学生积极吸取民族文化中的

精华。因此，教师在巧妙运用思维导图开展文言文教学的时候，

教师应该细化教学目标，并把它们分成不同的模块，形成思维导

图。例如，在教学《赤壁赋》的时候，应该结合本篇文言文的特色，

把握其“情景交融”的特色，体悟其旷达的胸襟，感悟人生哲理

的正面意蕴，是本节重要的教学目标。为了达到这样的教学目标，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结合文言文，画出以下思维导图：第一，以《赤

壁赋》为主线，接着引出第二个主题，“夜游赤壁，其乐无穷”“箫

声和弦，由乐生悲”“述古论今，人生苦短”“苏子解惑，转悲

为喜”等次级话题。然后，从次主题出发，再延伸到第三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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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针对夜游赤壁，其乐无穷，要对所选的时间、地点和人物

都有具体的了解，箫声和弦，由乐生悲可以引出“乐之所在”和“悲

从何来”。针对“述古论今，人生苦短”，绘制“苏子之问”“客

人之忧”这两个分支。这样，在思维导图的帮助下，学生能对文

言文内容有总体的了解，为后续的学习活动做好准备，进而全面

提升高中语文教学质量。

图 1-1《赤壁赋》思维导图

（二）巧妙运用思维导图开展写作教学

在高中学习阶段，所要学习的语文知识难度越来越高，作文

历来被很多学生认为是一个很难的模块，但其在考试中占有很大

的比重，属于一门比较重要的语文模块。此时，教师通过绘制思

维导图，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内容、作者所要传达的思想感

情，从而确保他们在选择写作素材、撰写作文的时候，能够将作

文所要传达的主旨凸显出来，让其他同学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作

文主旨，并拓宽自己的写作思路，保证作文不会离题，加强作文

的逻辑性，进而全面提高作文教学质量。例如，在教学《故都的

秋》的时候，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故都”展开的，侧

重于对“秋”进行描绘，作者以景物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情感表

现得很强烈。在教学结束后，教师可以给学生找一些相似的文章，

提前把要写的主旨与内容告诉每个同学。在“思维导图”教学中，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主确立作文主旨，以作文主旨为核心，再延

伸到其他方面。比如，在场景描述中，学生可以通过描述场景来

表达自己的情绪，采用借景抒情的方式来增强文章表达效果，从

而提高写作质量。为使学生的写作思路更加完整，教师可以采取

小组学习的方式，小组成员之间可以对彼此的思维导图进行完善，

小组学生之间互相评价。这样，在思维导图的帮助下，可以促进

学习对写作要求、思路一个整体认识，并能在学习、修正思维导

图的同时，全方位地提升自己的作文水平。

（三）巧妙运用思维导图开展小说教学

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利用思维导图方法，可以使同

学们更为直接地理解作者的意图，而且通过思维导图中的文字信

息与课文进行关联，加深其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效果，并利用思维

导图的方法，让学生轻松地开展相关学习活动。所以说，有效的

小说教学方式，便是将小说变为一幅图画，而且教师们指导学生

持续地“绘图”，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小说，并加深他们的记忆

效果，进而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例如，在教学《祝福》的

时候，教师在课前与学生们展开深入交流，让他们说出自己心目

中的祥林嫂，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学生们经过发

散思维会想出各种形容词来，比如勤奋、木讷、孤独等，在学生

们对祥林嫂有一个基本了解以后，教师可以用“祥林嫂”形象为

主题来指导学生，让他们运用思维导图来描绘祥林嫂生活，可以

对祥林嫂被逼再嫁，重新守寡，被贺家人赶出家门，被鲁家人赶

出家门，从无自由权利，无生存权利、无怜悯、无爱心等多个角度，

来丰富学生的视角，以此促使他们主动探究祥林嫂的人生。而且

学生在教师的教学以及教师思维导图的引导下，能够对于课本中

的内容有更深刻的印象，会通过多层面、多角度了解到主人公的

悲惨，以及当时封建社会的本质。与此同时，图像能够帮助大脑

记忆，使得学习效率更高。

（四）巧妙运用思维导图开展诗歌教学

在语文教学中，良好的预习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思维导

图教学的放射性特征，能够促进学生在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中，

有效地扩展自己的学习思维，加强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从而提升

了对课文的总体把握和感悟。这样，能有效地改善学生对课文内

容的预习效果。另外，它还能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课文各个部分

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课文结构。例如，在教学《沁

园春·长沙》的时候，课文内容很容易读懂，作者借着对景物描

绘来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预读诗歌内容的时候，学生需要对诗

歌的情感进行分析，把握住重点，用思维导图的学习方式，对诗

歌各个部分进行逻辑分析。在预习时，首先要明确主题，把它放

在思维导图的正中央，然后按照诗歌的结构来划分段落。同时，

学生也可以用不同的色彩来标记自己的思维导图，让别人通过自

己的思维导图来迅速地分析、学习。从实践的角度来看，高中阶

段的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掌握程度很高，因此，教师要尊重学生的

个性与创新化的发展，给他们创造一个自主学习、展示自己能力

的机会与舞台。比如，学生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制作心得，可以

要求其他同学们对思维导图进行补充，并说明自己的观点和原因，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诗歌内容。以这种教学方法，

在语文课文的预习阶段，实现思维导图教学预期效果。

图 1-2《沁园春·长沙》思维导图

四、总结

总而言之，在当前教育教学形势下，教师巧用思维导图提高高

一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能够加深学生对语文知识的理解效果，切

实提升高中语文教学的质量。对此，教师可以巧妙运用思维导图开

展文言文教学、写作教学、小说教学、诗歌教学。这样便能有效优

化语文课堂氛围，使得语文教学更具趣味性，并确保学生可以更为

直观掌握语文知识，以此调动他们探索语文知识的积极性，进而切

实提升英语教学的有效性，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参考文献：

[1]陈梦黎.思维导图在职业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实际运用初探[J].

广东教育：职教，2020（2）：86-88.

[2] 徐丹 . 思维导图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雨

霖铃》为例 [J]. 新作文（语文教学研究），2019（1）.

“甘肃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一般规划课题 +《在

高一语文中运用思维导图教学的探索与实践研究——以甘南州临

潭二中为例》+ 课题立项号：GS[2021]GHB0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