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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大量需要懂英语的专业技

术人才，若学生能娴熟地掌握英语技能，1 则对自身未来

的职业发展大有裨益。如何革新教学手段，选用全新的

教学方式提升学生对英语学科学习的兴趣，对英语教学

的开展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思维导图”技术源于知识

可视化、建构主义及图式理论三者的融合，开展形式较

为多元，其中融入了色彩、图形、关键词等多种不同的

图示组成元素，能够将单一的知识点有效呈现于阅读者

眼中 [1]。得益于该技术的上述特点，思维导图模式当前

已在护理教学领域中有着广泛应用，但应用于高职英语

教学的研究仍较少，对此，笔者特设计教学实验，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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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大教学班为例，探讨常规教学方式与思维导图教学

方式对高职学生英语阅读教学的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1、学生与方法

1.1 学生资料

纳选本校二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开展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2022 年 1 月；选取二年级一班的学生（n=50

名）作为实验组，开展思维导图式英语阅读教学指导；

选取二年级二班的学生（n=50 名）作为研究组，开展常

规英语阅读教学指导。两组均持续教学一学期后，比较

两组学生阅读能力及期末考试成绩。

1.2 教学方法

1.2.1 研究组

应用常规体育教学指导模式，以“三段式”、“三级

教育”、“技能学习与评价”、“灌输式教学”为课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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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作为教学教法与实施的方式。

1.2.2 对照组

应用思维导图式英语教学模式，具体内容如下

（1）思维导图制作：教师授课前利用 Mind Manger 软

件绘制思维导图，初期则让学生手工绘制思维导图，以

便及时对导图中不正确的内容进行调整。课程开展前一

天，告知学生备好至少 3 种以上颜色的笔，并备好卡纸。

制作思维导图前，教师需要对学生特征、自身的任务及

角色、课程的内容特征予以理解。下面将分予以细化介

绍。学生特征，学生始终为英语教学课堂的主体，但由

于高职学生学习自制力不足，因此教师要对不同种类型

予以不同形式的鼓励，鼓励其坚持完成绘图，为学生学

习的初级阶段奠定良好基础。教师的角色和任务，教师

在教学活动中既是管理者更是引导者，因为思维导图在

高职学生眼里尚属新鲜事物，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应对学生予以针对性引导，针对不同学习水平与领悟水

平的学生，则可以根据其在遇到不同问题时的问题解决

态度进行针对性干预。例如当学生对本节课学习内容尚

未能完全理解时，可首先带领学生简要的对上节课已经

学过的相关知识进行知识元构建，并对语篇文章的相关

背景知识如风土人情、语言交际差异、语篇背景知识等

内容进行研究，从而将学生对知识的探索欲与求知欲充

分发挥；内容特征方面。对于语篇阅读来看，可首先对

文章的关键词进行定位。关键词能反映文章的主体，主

题明确后课文的理解将变得事半功倍。

（2）思维导图绘制：绘制思维导图前，教师需首先

激发起学生对思维导图学习的兴趣。让学生理解、并重

视思维导图的应用。向学生介绍思维导图结构的基本组

成元素，包括连线、节点、之干、主干、次要话题、主

要话题、中心词等。当学生对思维导图有初步认识后，

教师即可对教学任务予以布置。开展前期，应保证学生

对思维导图有着初步的认识与理解。具体实践步骤如下：

①教师给出学习材料，并对教学任务与教学目标予以明

确。学生在初步理解教学内容后，即可进行思维导图的绘

制，首先将思维导图的内容提纲与主题予以提取，选取关

键词及主题词将其中的主干框架与予以梳理，教师提出关

键性引导问题后，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理解语篇；②学生根

据自己思维导图的理解，并在导图中将自己所理解的内容

逐步按照层次的方式，对枝干内容及次级主体内容予以完

善。随着教学的不断深入，所理解内容也将不断深入，在

此期间对思维导图进行修正，从而完善教学体例内容；在

思维导图展示形式上，根据学生绘制内容的不同，可采

用表格、文字及图片等多种不同手段充实思维导图内部

内容。③教师根据思维导图绘制情况的不同，给予逐一

点评，给出评价；（3）以某次其中考试阅读题目“earth 

quarke”为例，教师在讲解该片文章前，首先配上与近年

来全球所发生的地震相关事件的新闻报道，激发起学生

对地震的认知水平。在观看新闻后，学生首先会对地震

产生的原因及机制引发好奇，进而将学生的注意力予以

吸引；其次，引导学生寻找文章阅读内容的关键词“earth 

quakes”、“damage”、“rescue”将这三个关键词作为思维导

图绘制的初始阶段。以此为基础对思维导图构成枝干进行

扩展，并对每一段的主题再次按照侧重点，子主题类型予

以呈现。按照如下步骤，能够绘制出思维导图如下：

图1　“earthquakes”文章线索思维导图

也可引入其他类型的思维导图进行绘制，最常见的

例如“表格”。表格为一类简化过的思维导图，在阅读教

学中有着广泛应用。表格具有着侧重点呈现清晰，能够

快速抓住文章中心点的机制。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对信息

的归纳及筛选能力，进而在短时间内使学生对文章的大

意予以明确。一方面能够提升学生的记忆速度，另一方

面也能延长信息在大脑中的储存时长。

1.3 观察指标

（1）两组英语阅读能力评分比较：参照本校高职高

专英语教学大纲中的要求，将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按照

认读能力、理解能力、朗读能力、处理信息能力及阅读

方法能力五大模块细化评分，各维度指标均依照百分制

赋分，分值越接近 100 分，代表该维度的核心素养水平

培养效果越佳 [2]；（2）两组期末考试成绩得分：共包括

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两大模块。各项目均按照百分

制赋分，分值越接近 100 分，代表该领域能力水平越佳。

1.4 统计学评析

借 助 PEMS 3.2 统 计 学 软 件， 计 量 资 料 组 间 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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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显著性水准

α=0.05。

2、结果

2.1 两组英语阅读能力评分比较

思维导图教学模式实施后，研究组认读能力、理解

能力、朗读能力、处理信息能力、阅读方法等多维度英

语阅读能力评分指标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表 1 为详情。

表1　两组英语阅读能力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认读能力 理解能力 朗读能力
处理信息

能力
阅读方法

对照组

（n=50）

82.14

±2.24

84.50

±1.98

86.11

±3.12

81.26

±1.36

70.23

±8.46

研究组

（n=50）

91.24

±3.64

93.23

±2.63

94.15

±4.21

92.14

±4.16

88.05

±9.14

t 15.055 18.752 10.849 9.452 12.256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期末考试成绩得分

思维导图教学模式实施后，研究组学生过程性考核

及终结性考核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表 2 为详情。

表2　两组期末考试成绩得分（x±s/分）

组别 过程性考核 终结性考核

对照组（n=50） 79.24±1.19 82.11±1.64

研究组（n=50） 94.11±2.48 91.17±1.78

t 38.225 35.234

P 0.00 0.000

3、讨论

思维导图理论属于多理论知识的融合，包括建构主

义、图式理论、知识可视化三类理论 [3]。其中建构主义

核心在于利用某一客观实体，在与周围环境互动的过程

中，逐步形成对目标知识的认知；图式理论则认为，图

式属于一种总结性行为，是对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与积

极回应方式，当前常用的图式类型包括形式图示、内容

图式及语言图式三类 [4]。根据知识点内容的不同，所选

择的图式类型也有所差异。思维导图属于人类思维形式

的“图式”的一种表达，属于建立新旧知识点的常用手

段。以思维导图为手段，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能够进一

步加深，进而将思维导图的作用充分发挥 [5]。知识可视

化的核心在于知识重构，手段如框架图、图形化框架图

等。而思维导图在英语教学中应用，能够将学生学习过

程中所产生的各类视觉元素予以充分调动，从而记住更

多元化的知识点，提升学习效率 [76]。

本次教学实践研究结果显示，思维导图教学模式实

施后，研究组认读能力、理解能力、朗读能力、处理信

息能力、阅读方法等多维度英语阅读能力评分指标得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研究组学生过程性考核及终结性考核

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

王兆娱等人的教学研究结果相符 [7]。分析原因如下：（1）

思维导图在高职英语教学中应用，能够使学生习得英语

阅读的有效方式，关注语篇整体结构，树立主体脉络。

教师在课堂开展的初始阶段，在明确教学目标的同时，

也能够对学生的思维方向予以明确，奠定思维发散的基

础 [8]。其次，在构建思维导图的过程中，教师利用语言

引导，能让学生在大脑构建思维脉络。由教师作为指导，

将已有的阅读文章内容主干予以勾勒，引导学生在头脑

中建立阅读材料与思维导图间的相互关联，从而强化学

生对阅读材料的理解；（2）能够帮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

内容主题，明确文本意图 [9]。教师在课堂前期的指引下，

使学生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围绕内容主干展开阅读，

能在阅读过程中更快地抓住内容的关键点。教师在思维

导图利用的过程中，利用教学技巧引导，也可将思维导

图对阅读教学学习的优势予以充分发挥，例如借助不同

知识节点单元，引导学生思维发散，更快更好地理解知

识点内容 [10]。阅读环节，阅读勾画思维导图，从本质上

看即为写作者与阅读者在情感层面深层次的交流对话体

现。教师根据学生所绘制图形的不同，进而对学生阅读

情况进行综合研判，针对性处理。通过上述方式的应用，

教师能在教学过程中将思维导图与课程内容有机相融合

在一起，学生在进行思维导图制作的过程中，同时也提

升了自身对语篇整体内容架构的理解能力，便于知识的

深化理解。

综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

高职院校认识到了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在教学中巧妙利

用思维导图，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利于学生

对英语文章的把握与理解，促进学生英语技能的不断提

升，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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