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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教学应用，对学生的思维培养具有诸多效果。

它使得学生得以在图表中清晰的了解知识体系，帮助学生明晰文

章脉络及构架，从而有效厘清文章中的主次结构，思路得以逐

渐清晰化。学生在进行绘制思维导图的同时，亦能够收集并整

合相应的资料与资源，使其资源整合的能力得以有效锻炼，有

助于思维的建构。高中语文的群文阅读，具有较大的阅读量，

需要学生快速汲取相关知识并进行学习。在此期间，则可将思

维导图加以利用，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对此，笔者总结了

以下几种将思维导图运用于群文教学的方法：

1　归纳整合法

群文阅读的特点主要是以主题为线索进行教学活动，在思维

导图的辅助作用下，能够帮助学生将各个文章中所涉及到的相关

主题内容得以分类整合，从而有效简化群文阅读的实施步骤，

同时亦能够在此期间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

例如，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第二单元的三篇文章，都属于

戏剧作品，文章通过对剧中人物悲情遭遇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

于人生的深切关怀。据此，则可作为这一单元群文阅读的主题进

行教学，要求学生梳理文本，设置表格，分性格、遭遇、结局、悲

剧效果维度，完成思维导图的填写。

学生用思维导图整合文章，以戏剧人物作为主干，三篇课文

分别为分支，依据文章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进行归纳整合，再让学

生结合往日的阅读练习，将其中的关联点一并融入思维导图之中，

思考问题“学校戏剧节，要布置长廊，在“感天动地”这一板块

要放一些戏剧人物的画像，你觉得窦娥、鲁侍萍、哈姆雷特，谁

的画像最适合放在长廊上？”以促使这一主题下的学习内容更加

的全面系统。使得学生能够从多个视角分析文章的特点，并总结

其中的主题思想，进而促使其得以有效提升阅读思维能力。

在高中阶段的语文教材的涉及中，多是以单元为主题而展开

的课文形式，为思维导图的运用提供了相适应的条件，能够有效

的提升这一工具的应用效率。在群文阅读的教学过程当中，除了

课本单元内的文章整合之外，教师还可针对于具体的单元主题加

以拓展，亦或是教师自行选择合适的阅读素材，亦或是由学生在

课后自行寻找同一主题下的课外文章，以有效拓展学生的阅读量，

进而通过思维导图将其与课本文章进行整合归纳，以进一步增强

群文阅读教学的效果。

2　比较感知法

群文阅读中的文章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但仍存在一定的差

别。尽管其文章的主题或结构框架等内容相同，但在行文风格、语

言修辞等诸多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相异之处，具体到作者的背景经

历、时代环境、故事情节发展变化等等。因此，在进行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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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时，除基本的框架结构外，还需进一步将文章中的差异进

行分类归纳，以完善图表内容的同时，帮助学生进行比较阅读，从

而促使学生得以从其中的各类文章中感受其魅力与特征，进而增

强其阅读的情感与体验。例如，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第七单元

的二篇文章——《故都的秋》《荷塘月色》，都是写景散文，但是

行文思路不同。我们可以引导学生绘制两篇文章的思维导图，通

过思维导图比较两篇文章不同的选材特点。根据各组展示的思维

导图，引导学生比较分析两篇文章在选材上有怎样的特点，感受

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

群文教学中需要学生有比较感知，对于这种文章选材、行文

思路等大篇幅内容的比较，通过思维导图，在比较中感知文章的

差别是较为合理的方法。

3　探究分析法

思维导图是一种基于大脑自然的思维方式，因此，它赋予

人的思维以最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这样的特性使教师和学生用

思维导图进行交流展示时会激发不同观点的讨论。学生根据教师

展示的思维导图在教材上把本课要掌握的知识点一一勾画出来，

并用不同的线条把知识点之间的联系画出来，用简短的文字把知

识点的地位写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把不理解的地方提出

来，若学生提不出问题，则由教师提出预先设计好的问题:学生以

探究组为单位合作探究，以期解决疑问:若疑问解决不了，或在合

作探究过程中产生新的疑问，则由教师解答。

例如：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第六单元的二篇文章——《祝

福》《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都属于小说，我们可以引导学生通过

绘制思维导图，思考探究“社会环境对主人公命运的推动”。首先，

我们可以让学生绘制主人公命运曲线图，然后让学生将与主人公

有亲疏、远近关系的人们添加到这幅图上，再思考他们与主人公

有何关联，作者塑造这些人物的目的。

群文教学中，需要学生有思维的碰撞，探寻问题，解决问题。

因此，在思维导图中引导学生探究分析问题，可以充分发挥了学

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促进师生间的交流与沟通。

近年来，思维导图的应用逐渐被广泛的推广，在语文的教学

期间，教师亦可将其应用起来，充分与群文阅读相结合，以提高

阅读的成效。同时，教师亦需加强对于思维导图应用的重视，并

将其贯穿于教学之中，从而充分发挥这一工具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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