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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下的小学语文群文阅读教学策略
贺朝霞

（湖南省衡南县江口镇中心小学，湖南 衡南 421156）

摘要：随着现代教育的不断发展，各种教学方法与教学工具层出不穷，为广大教师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而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具有反

应思维步骤与规律的学习工具，其在教学之中的应用效果十分显著，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推广。本文即以此为研究对象，探求在小

学语文群文阅读教学中，思维导图的应用策略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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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标准持续推进的过程中，思维导图是很多教师习惯

使用的一种教学手段，其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和系统性，能够帮助

学生快速理清逻辑关系，从而促进思维成长，甚至对于学生的大

脑发育和成长也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小学阶段的应用效果更加突

出，是小学教师应当掌握的一种优质教学方法。

一、思维导图应用于群文阅读教学中的作用

（一）提升阅读投入度

思维导图总体表现为以一个核心词为扩展源，通过不同的思

维路径或判别条件，而逐渐蔓延发展为树状或流程状等系统化的

连接图。而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而言，他们的图像记忆更加发达，

因此对于图形的敏感度远远超过文字，所以对于图形的兴趣也会

更强烈，如果教师在绘制导图时加入一些美术成分，那么对于学

生的兴趣诱导作用就会更加强烈，是提高学生阅读投入度的重要

方式。

（二）促进阅读连续性

思维导图能够条理清晰地反馈事件或人物思维的变化过程，

每一个重点都能得以展现，而小学生的思维特点具有鲜明的片段

性，尤其在阅读较长或较多的课文时，一旦思维出现截断，很容

导致前后理解无法续接。但是思维导图却可以帮助学生记录每一

节内容的核心，当学生阅读完毕后，根据导图即可轻松获取整篇

课文的故事线，从而达成高效阅读的效果。

（三）促进师生交互性

由于小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因此在阅读教学中，教师

往往很难通过有效的沟通获取学生内心中的实际想法，这就影响

了师生之间的交互效率，同时也会影响教师教学的质量。但是思

维导图可以帮助学生展示自己阅读过程中的思维变化，可以让教

师轻松地走进学生的阅读世界，从而达成更贴近内心的交互。

二、群文阅读教学中思维导图的应用策略

（一）制造课堂趣味，彰显阅读精华

阅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在群文阅读中，学生更需

要一步步发掘和找寻不同课文中具有相似性的内容，经过细致地

分析与总结，最终发现此系列文的共同点与差别，从而增长认知，

获取新的理解。但是在对比阅读过程中，学生很难通过自身记忆

的对比发现问题，而这时候教师就可以发挥绘制导图的作用，将

每一篇文章的事件发展流程或主题思想精华进行记录，通过图形

内容之间的比较，学生就会轻松地发现其中的共通之处，进而降

低了群文阅读的难度。

例如在部编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中，这一单元主要包

含有三篇课文，分别为《慈母情深》《父爱之舟》以及《“精彩极了”

和“糟糕透了”》，这三篇课文都以表现母爱或父爱为内核，但

表现的方式却各有不同，于是笔者就要求学生在阅读这三篇课文

时，将学生自己的理解转化为流程图，最后根据图形中存在的差

异，探讨三个作者在表现父母之爱的过程中有何共同点与差异性，

学生们正是根据思维导图反映的课文精华，快速给出了结论。

（二）构建阅读体系，形成阅读规律

在群文阅读教学中，帮助学生构建系统化的阅读体系至关重

要，是学生是否具备独立阅读能力的关键因素。而教师同样可以

运用思维导图作为教学辅助，通过提前设计好的框图流程，指引

学生在阅读时需要注意和寻找的关键信息，当他们阅读完毕后，

图中的每一个空白也得到了填充，学生对于本课的理解也有了收

获，经过逐步的经验积累之后，学生就能够掌握阅读的规律，甚

至建立起独立的阅读体系。

例如在学习《望庐山瀑布》与《登鹳雀楼》这两首诗歌时，

笔者就设计了一个网状结构图，要求学生分别阅读两首诗之后，

通过对比之间的联系，以一种独特编码的形式，将他们的理解填

入图中，从而促进学生总结该类诗词阅读的技巧与规律。

（三）划分阅读品类，提升阅读能力

在阅读教学中，叙事、写景、说明等不同的文章类型，其阅

读的方法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教师还需要学会借助绘制导

图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不同的阅读方式，从而将阅读技巧内化

为阅读能力。比如对于叙事类型的课文来说，一般存在起因、经过、

发展、结局这四个发展节点，教师就可以根据此设计思维导图，

让学生快速理清事件的发展顺序；又比如在写景类文章中，教师

也可以根据视角的转变、描写时间顺序等作为依据，形成思维导图，

让学生能够把握景色描写的规律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思维导图是一种多功能的辅助教学工具，尤其

在小学语文群文阅读教学中表现突出，教师可以借助其制造课

堂趣味、构建阅读体系、提升阅读能力，既降低了学生的阅读

难度，同时激发了学生的个性表达，对于阅读教学的效果有着

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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