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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小学语文读写结合教学中的应用
贺培然

（深圳市宝安区黄麻布学校，广东 深圳 518100）

摘要：思维导图是一种思维工具，由英国心理学家东尼·伯赞受达·芬奇笔记的启发而来。思维导图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思维方法，

可以撬动师生的思维能力，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借助思维导图这一思维工具可以帮助师生在语文阅读上储存、组织、优化和输出信息，

开发大脑的无限潜能，培养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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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最高境界就是“study less，learn more”，意思就是“学

得少，会得多”。也就是说，利用较短的时间来开展高效率学习，

进而获取丰富的学习成果。运用思维导图，可以将琐碎、细节的

知识变得具有系统性和规律性，在大脑中，形成一张“知识导航图”。

在素质化教育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对学生的阅读质量和数量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将把厚厚的书读薄读透？怎样实现读

写结合，并充分发挥以读促写、以写助读的作用？这都引发教师

的深入思考。

我在阅读实践教学中大胆尝试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教学，改善

学生记忆方式，图文并茂梳理文章脉络，撰写读书笔记，日积月

累的阅读，助力学生语文写作。在写作课上，审题时充分运用发

散思维，尽可能多地从各式各样的角度出发，从而帮助学生打开

思路，找寻更多的创新点。

一、思维导图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开展路径

我在阅读实践教学中会借助思维框架图来帮助学生梳理思路、

找出重点，用思维导图板书。起初学生并不知道我画的是什么，

但对于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在黑板上“画画”的行为很感兴趣，

纷纷瞪起眼睛，关注我的“板书”。

画“思维导图”成了我的课堂常规，每次拿起彩色粉笔时，

学生的眼中仍然充满了期待。我会充分挖掘素材特点，并将其融

入到思维模式图中，将枯燥的文字转化为图文结合的形式，引导

学生参照图中构建的框架来学习，能够帮助他们减轻学习任务、

降低学习难度，使其顺利、迅速地实现当堂背诵，并加深对所学

知识的印象和理解。

在阅读教学时，我常常采用以下六个步骤：

（一）评估阅读材料

拿到阅读材料时，首先预估学生对阅读材料的感兴趣程度和

阅读材料的难度，以此为基准，定义阅读教学的目标。

（二）选择阅读方法

开展阅读实践教学时，可以借助思维框架图来构建阅读策略

框架，从多角度出发，选择更加适合学生的于都技巧，助力阅读

教学的开展。

（三）明确重点

运用思维导图的逻辑框架和结构，识别内容之间的关联度，

通过关联，调动学生的记忆，引导学生对阅读材料进行重难点分析。

（四）巧记笔记

用放射式的思维导图，整理关键内容，将繁琐、条状的笔记，

转化为容易记忆的思维导图，明白文章脉络之间的逻辑关系，从

而更有利于增强记忆。

（五）检查回顾

通过思维导图的板书和笔记，引导学生反反复复去回顾阅读

材料，背诵课文时，记忆更加深刻。

（六）学以致用

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来分享思维框架构建技巧，小组之间进行

讨论，一起说一说所学的知识，增加乐趣的同时，更加加深了对

阅读材料的理解，从而提升语文的文学素养。

例如在学习《生命，生命》这篇文章时：

1. 明确中心，画主题

这幅导图的中心是两颗跳动的“红心”，代表跳动的心脏，

充满了生命力。在红心的下方，是青翠的嫩芽从大地中长出，周

围是灿烂绽放的小花，整幅图色彩鲜艳，夺人眼球，代表着旺盛

的生命力。

2. 划分结构，定主干

接着根据课文内容找出关键词。以放射状的结构呈现整个文

章的重难点，把文章的整体结构概括为“作者介绍”“放飞飞蛾”“瓜

苗生长”“静听心跳”“珍惜生命”五个枝干。

3. 梳理细节，延分支

第一主干：了解杏林子，共有两个分支。代表作为《行到水

穷处》《杏林小记》《生之歌》，12 岁时因为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身体遭受病变。

第二主干：放飞自我，分为三个分支：灯下写稿、停下来、

求生的欲望。一只飞蛾在灯下飞来飞去骚扰我，我停下来用力捉

住它，它的挣扎求生欲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第三主干：掉进瓜苗。分为四个分支：过几天、种子里、冲

破外壳、仅活几天。一粒香瓜子掉进墙缝后过几天长出了瓜苗，

在没有阳光、没有泥土的环境中依然不屈向上。

第四主干：静听心跳。分为两个分支：心跳、我的生命。在

听诊器听到沉稳、有规律的心跳后，让我感受到我的生命只属于

我，全由我自己决定，我必须对它负责。

第五主干：珍惜生命。分为两个分支：生命有限、下定决心。

我决心珍惜生命，不让它白白流失，让有限的生命体现出无限的

价值。

4. 增强记忆，添图像

一图以概全篇，清晰地看出作者写作这篇文章的思考过程。

把全文 530 字浓缩为 100 多字的思维导图，便于学生记忆，“珍

惜生命”的文章主旨很容易被学生所明晰。

这样的对比降低了信息量，提升学习效率，两者的信息量相

差了将近四倍，所以很显然达到了信息量减少的目的。在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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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条列也式的笔记结构和构建思维框架笔记结构来比，经过

分类整理后的结构，让重点更加清晰，更容易理解，更便于学生

抓重点进步背诵和记忆。

三、思维导图在小学语文读写结合教学中的应用

在读写结合的写作课教学上，我会对大限度上发挥思维构图

的有效性。

（一）通过选取作文素材来体现其有效性

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对写作部分的认知还不够清晰，也未积

累有丰富的写作素材、多种写作思路，导致其在写作时抓耳挠腮

无从下手。

学生的一天的路径多是来往于学校、食堂和家中，乏味无趣

的生活很难激发学生的写作灵感。还有部分学生具有写作畏难心

理，并不擅长观察生活探索素材，而构建思维模式图能够有效缓

解此类问题，并通过梳理思维路径来发散学生语文思维，拓展写

作思路，从而为写作注入灵感。

（二）通过构建思维模式图来帮助学生构建写作框架

在学生掌握一定的素材积累量的基础上应帮助学生提高写作

技巧，而通过引导学生构建思维架构图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写作

技能，将写作素材进行整合和归纳，从而分辨出关键词，并围绕

主题构建写作框架，对写作内容进行顺序安排，对写作内容进行

优质选取，从而理清写作思路。

学生通过构建属于自己的思维模式图能够帮助他们自己梳理

写作结构，并在分析树状图的过程中构思作文框架，从而富有情

感地来构建人物、事物形象。

（三）通过制定思维框架来提升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

能力

思维树状图能够帮助学生回顾和整理写过的作文主题，从而

拓展写作知识体系，积累写作素材，深化作文深度。例如在写题

为《成长的快乐》这篇作文时，我改变以前教学写作文提纲的方式，

改用思维导图，带领学生谋篇布局。

首先确定作文主题“成长的快乐”，以此展开，将作文的结

构分为开头、中间和结尾三个部分，这三部分及时思维导图的主干。

接下来就需要梳理主干一“开头”结构下的细节内容，这就涉及

到作文采用什么方法去丰富这些细节内容。

开头最吸引眼球的写法是学生们自己课堂上总结出来的，比

如运用比喻、排比、引用等方法点名主题。作文的“中间”部分

是写作的重点，需要让学生去思考成长中有哪些令人感到快乐事

情，课堂上学生思维火花碰撞想出了读书的快乐、学习新技能的

快乐、比赛的快乐、旅游的快乐、帮助他人的快乐等与他们成长

相关的快乐。

课堂上我鼓励学生思考更多快乐的事情，为了使文章更加丰

满，有理有据，我建议学生任选其中三件事情去写，要求孩子们

从细节出发，写精细让读者能感受到作者的快乐。

和学生一起思考作文“结尾”部分时，我首先引导学生思考

结尾的作用，学生的兴趣更高了，纷纷发言，总结成长快乐的意

义和成长路上经历一些事情带给自己的启发。

通过思维导图的教学方式，学生提笔写起作文时，更加自信，

也更加投入了，写出来的文章相比没有用思维导图引导学生写作

的文章，有质的飞跃，学生的作文逻辑性更强，文章也更加充实。

四、结论与启示

教师将构建思维框架图引进语文课堂可以有效革新与优化教

学模式，从而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另外还可以帮助学生创

设极具趣味性和新颖度的学习环境，促进写作模式的完善与改进，

优化写作教学效果。学生在构建符合自己学习需求的思维模式图

能够帮助他们贯穿逻辑、联系内容、疏导思维，进而制定符合作

文主题的作文提纲，构思内容新颖富有情感的作文内容，最终实

现提升教学质量的教学目标。

将构建思维框架图的学习方式引进语文课堂有这多方面的教

学意义，不仅能够拓展学生语文思维、改进学习方法、提升表达

能力和写作水平，还对教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他们开展教学

提供新思路，并促进教学模式改革进程，从而有效提升教学水准，

帮助学生客服写作畏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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