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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大学基础英语阅读中的应用研究——以成都

文理学院为例 
邓攀 

（成都文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0401） 

 摘要： 基础英语阅读在英语教学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尤其是对于高校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行之有效的阅读课程对提高语
言知识和文化知识以及综合能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将思维导图运用于英语阅读教学中是为了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
思辨能力。通过思维导图和教学设计的结合来辅助教师教学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 

关键词：思维导图；基础英语阅读；英语教学 
 

1 思维导图 
1.1 概念及简介 

思维导图是托尼·布赞（Tony Buzan）发明的一种处理知识和

信息的方法和工具。它通过一系列图形和分支结构以层次形式连接

知识。一个特定的话题不断地向周围发散，可以形成无数个子中心，

从而可以获得大量的知识信息，这与人们的信息处理方式是一致

的。人们在记忆时，他们的思维需要各种形式来帮助他们记录和进

行放射性学习。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高效的笔记方法、助记工具和思维方法，已

广泛应用于商业和教育领域。它的基本元素包括主题、分支、关键

字、线条、颜色和图形。目前，思维导图就英语教学而言，手工绘

制更为适用。绘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确定绘画的主题。

同时，大脑的逻辑需要清晰，否则绘制的思维导图也会乱七八糟。

第二步是选择一张白纸和不同大小和颜色的笔进行绘画。画图没有

具体统一的要求，线条和图形的选择可以根据个人习惯。第三，绘

图完成后，需要进行检查。目的是检查是否有任何遗漏并巩固绘图

结果。 

1.2 相关研究 

保罗·法兰德建议教师应该掌握思维导图的使用，使用思维导

图来表达想法，并诊断和评估学生对知识的理解（Paul, 2002:36）。

埃里克森和豪尔指出，在英语课堂教学中使用思维导图可以提高学

生对学习的兴趣，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Eriksson & Hauer, 

2004）。段薇薇对思维导图在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研

究（DuanWeiwei, 2015）。黄文文专注于如何更好地将思维导图应用

于英语语法教学（Huang Wenwen, 2018）。 

2 理论介绍 
图示理论的概念最先由康德提出，随后巴利赫特提出了正式的

图示理论。而皮亚杰将图式理论进行了发展完善，他指出图示在人

类的认知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学习者通过同化、顺应、平衡

三阶段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并主动的调整自身的认知。图示可以帮

助人们将新旧信息加以联系，在获得新知识时可以和大脑中已储存

的相关经验建立起非人为的实质性联系。图示的建构、推理、整合

功能对于思维导图的应用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发展了 30 多年的新的认知理论，最早可以

追溯到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学习需要个体主

动地对外部信息进行重组，从而建立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这也说明

了学生应该成为建构知识的探索者和发现者，而不是被动的接收

者。 

3 思维导图在大学基础英语阅读中的应用 
3.1 课堂过程的具体实施 

老师首先选择适当的语篇材料和话题，使学生明确所要学习的

语篇类型。然后，教师要引导学生找到语篇的中心话题，帮助学生

理解语篇的整体意义和结构。这一阶段完成后，学生就可以着手进

行思维导图的绘制了，因为学生是初次接触它，所以不可能一蹴而

就，需要多次才能完成。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先绘制一个关于全语篇

的大概结构的思维导图从而来帮助厘清逻辑。等到对语篇有了深刻

的理解和掌握后，再设计出更为精准和更加细节化的问题，对学生

绘制思维导图的要求有一定的提高。在这时，学生不仅要关注句与

句、段与段之间的衔接和连贯，而且还要把语篇中所涉及到的各个

语言知识点。 

教师在进行课程设计时注意课前预习、课上讲授、课下总结和

课后评价四个方面，做好每一步，要将思维导图的作用最大化，效

率最高化。 

3.2 应用实践 

作者选择了第四册《大学思辨英语教程》第九单元的课文为例，

利用思维导图来辅助篇章结构、内容理解、主题探索等方面的语篇

阅读。 

在课前导入阶段，可以对文章题目进行一定的联想和发散，围

绕九单元 Sympathy and Virtue 这个题目可以提出相应的问题来激发

学生的思考，但提出的这些问问题应该是有内在逻辑的，层层嵌套

环环相扣。如下图所示：由同情这一个单词来能想到的不同方面。 

 
在图 1 的问题中依次对同情这个主题进行了阐述，从它的概念

和意义来说明同情心。在课中教学阶段，首先对文章结构进行了划

分，才进行详细的讲解和学习，最后再对文章主题进行反思和升华。

在这一过程中整个语篇内容的学习是连贯且统一的，这样的方式能

够更好的帮助学生最所学内容的整体把握。对课程结构的划分如下: 

 
文章的大概内容被分成了四个部分，从同情心作为存在在人类

本性中的一种普遍情感到想象在引起同情心的的作用到同情心的

真正的来源再到有关同情心的具体事例，每一部分都以内在逻辑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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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公式与等价代换在求极限中的比较应用 
龙琼 

（成都锦城学院） 

摘要：本文对比分析了等价代换和泰勒公式两种方法在求极限中的应用以及优劣，总结了它们的使用条件以及注意事项，这对
提高解题速度和效率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泰勒公式；等价代换；极限 
 

极限是研究函数的基本方法。因此，求极限就显得非常重要。

求极限的方法具有多样性和交互性，一题多解是常态，区别在于不

同的方法可能使得解题的难易程度不同。 

在教学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合理的应用等价代换，将极大的简

化求解过程，但一定要注意其适用情形：当分子或分母是几个无穷

小之积时，因子必可使用等价代换；当分子或分母是无穷小相加减

时，使用等价代换算出的答案会出现有时正确有时错误的情况。 

例 1  求极限  

误解：原式 . 

分析：该题错在分子是两项之差，却应用了等价代换。 

解(等价代换法):原式 

. 

解(泰勒公式法):原式 . 

例 2  求极限  

解(等价代换法)：原式 

  

分析：该题满足极限的运算法则，故用等价代换是可行的。 

解(泰勒公式法)：原式  

由上述例题不难发现，凡是能用等价代换求解的必可用泰勒公

式法求解。用泰勒公式求极限的难点在于将展式展开到第几项。现

总结如下两种基本情形： 

1、形如 f(x)-g(x)的不定式，采用左右相消,幂次最低原则，即将

f(x)和 g(x)分别展开到它们的系数不相等的 x 的最低次幂为止。 

例 3  已知当 x→0 时， 与 axb 为等价无穷小，求

a,b. 

分析：按幂次最低原则，显然只需展开到第三项就行。 

解：由于 

 

故  

2、形如 的不定式，采用上下同阶原则。 

例 4  求  

分析：当用其他方法无法快速求出极限时，建议采用泰勒公式

法求解。 

解：利用麦克劳林展式：当 x→0，  

从而   

        
 

  

故原式   

综上可知，等价代换的方法用对了会很好用，但使用时有一定

的局限性。而泰勒公式法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凡是能用等价代换求

解的题一定可用泰勒公式求解。不过利用泰勒展式求极限有时会稍

微繁琐一些。因此笔者建议：凡可以使用等价代换的优选等价代换，

其余均可用泰勒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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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了起来，对文章主题的认识可以有一个整体化的把握。 

在课后学习阶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手工的形式将思维导图

制作出来，进行深度阅读，然后以作业的形式拿到下节课去分享。

这样可以保证学生充分理解文章内容，锻炼学生自我归纳和自我分

析以及自我反思的能力。 

3 结论 
思维导图与大学基础英语阅读教学的有机结合，可以让教师的

想法和设计更清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也能让学生在阅读课文时更

清楚地理解上下文，掌握文章，使其更加形象化和具体化。在实践

中，对于教师来说，它可以为教师的教学设计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

式，帮助教师制定创新的教学策略。对于课堂，提高教学效率，形

成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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