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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思维可视化课堂构建策略 
李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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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素质教育得到全面落实的背景下，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虽然逐渐成为了小学语文教学的核心目标之一，但对于如何
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很多教师却尚未形成明确认知，而对于思维可视化课堂的构建，则恰恰能够为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学生思维能力
培养指明路径。本文对思维可视化课堂进行了介绍，同时从素质教育的视角出发，为小学语文学科的思维可视化课堂构建提出了一
些建议，希望能够对素质教育理念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有效贯彻落实有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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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学习理论认为，学习在本质上属于人的一种思维活动，在

学习过程中，人的思维会逐渐对原有认知图式进行建构与发展，并

通过思维同化与顺应交替来构建新的认知结构。由此可见，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要想保证学生学习活动的有效性，就必须要密切关注

学生的思维发展情况，并针对其思维能力展开持续、系统的训练，

而对于思维可视化课堂的构建，自然也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 

一、思维可视化课堂概述 
思维可视化作为二十一世纪新提出的一种教育理念，通常是指

通过对各种图示技术的灵活应用，将原本不可视的思维方法与思维

路径直观、清晰呈现出来，并对思维的内在运行过程进行展示，使

其能够更容易被理解与记忆。而思维可视化课堂，则可以理解为基

于思维可视化这一教学思路，对教学内容、教学评价、教学环境、

教学策略等进行可视化运作，以帮助学生掌握知识背后思维规律、

建构知识体系的一种课堂教学模式[1]。与传统课堂相比，思维可视

化课堂不仅能够对课堂教学中涉及的各种零散知识进行有效整合，

为学生的系统化学习与知识记忆创造基础条件，同时还能够明确教

师在教学中的引导、指导责任，并组织学生展开针对性的思维训练，

进而激发其学习兴趣，对课堂教学效率提升与学生思维能力发展都

有着非常直接的帮助。 

二、小学语文思维可视化课堂的有效构建策略 
（一）重视课前预习引导 

思维可视化所应用的图示技术比较多样化，如思维导图、模型

图、概念图乃至各种能够生成图示的软件，都能够为思维可视化的

实现提供支持，并使思维可视化课堂的构建变得更加灵活。但从小

学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小学生对于各种图示技术并不了解，

且基本未曾接触过思维可视化课堂，如果直接通过思维可视化的方

式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往往很容易使学生出现不适应的情况，因此

要想将思维可视化课堂有效构建起来，教师还需从课前预习阶段入

手，为学生提供如学习任务单等学习资源，并在其中渗透思维可视

化概念及思维可视化工具的使用原理，这样既可以为学生理解课程

基本内容提供辅助，实现预习效果的有效提升，同时也能够帮助学

生熟悉全新学习思路与学习方法，熟悉思维导图等图示技术的结

构，为思维可视化教学活动的展开创造良好基础前提[2]。例如在学

习《秋天的图画》这一课时，教师就可以在学习任务单中添加本节

课的思维导图，从秋天、图画、美丽三个角度展开延伸，引导学生

逐步对课文内容进行系统理解，并在给出梨树、苹果、大雁等关键

词后，将导图中的部分关键词空出来，鼓励学生通过填写关键词的

方式来完善该思维导图。这样一来，学生能够在思维导图的引导轻

松理解课文内容，把握关键知识点，同时也能够在填写关键词的过

程中逐渐熟悉思维导图的原理，这对于思维可视化在课堂教学中的

应用实践是很有帮助的。 

（二）创设思维可视化情境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思维可视化虽然能够对思维方法、思维路

径进行直观呈现，降低课文内容的理解难度，但对于思维能力尚未

发展起来的小学生来说，对于各种可视化资源的理解同样是并不容

易的，因此教师对于思维可视化课堂的构建，同样还要关注学生的

理解能力、认知水平与实际学习情况，通过对多媒体教学设备或各

种软件工具的应用，创设与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思维可视化教学情

境，同时引导学生在教学情境中展开积极思考，将可视化资源与课

文内容联系起来，进而实现对课文内容的深层次理解[3]。例如在学

习《鸟的天堂》这篇课文时，教师就可以在网上搜集各种鸟类的图

片、音频、视频，之后在课上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进行展示，以吸

引学生集中注意力，之后再借此创设“深入鸟类栖息地”的情境，

鼓励学生展开想象，与课文中的“我们”一同泛舟进入榕树林，与

鸟儿们实现近距离接触。在这样的教学情境中，学生能够深切感受

到大自然的魅力以及榕树林中鸟儿的生命活力，并在这样的情感体

验中实现对课文情感内涵、中心思想的理解，而通过结合课文内容

及相关可视化资源的想象，其思维能力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关注学生弱点能力 

受个体差异问题影响，很多小学生在思维能力发展过程中，都

经常会出现归纳能力、概括能力、推理能力、分类能力等部分思维

能力相对薄弱的情况，有些学生的弱点能力甚至还会与其他学生间

出现明显差距，这无疑给思维可视化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困难[5]。因

此对于小学语文教师来说，要想将有效的思维可视化课堂构建起

来，同样还需密切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与思维能力发展情

况，明确其在思维方面的弱点能力，之后通过对各种思维可视化工

具的灵活应用，对学生展开针对性的弱点能力强化训练，以帮助其

逐渐弥补思维能力缺陷，实现思维能力的全面发展。例如在学习《少

年闰土》这篇课文时，如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相对较差，教师可选

择思维导图作为思维可视化工具，鼓励学生通过模仿绘制、自主绘

制的方式，从回忆闰土、和闰土相处、闰土离开等几个角度入手延

伸制作完整思维导图，以实现归纳能力的有效锻炼。而如学生的比

较能力相对薄弱，则可以利用双气泡图作为思维可视化工具，鼓励

学生从闰土与“我”两个不同的方向绘制双气泡图，将两人的身世

地位、儿时性格、成人后的变化等各要素作为气泡展开对比分析，

以实现对比较能力的有效锻炼。 

三、结语 
总而言之，思维可视化课堂虽然能够为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提

供重要支持，对素质教育的贯彻落实也有着很大帮助，但要想将小

学语文思维可视化课堂真正构建起来，则还需在教学评价范围拓

展、思维导图模仿绘制、课前预习引导等方面采取合适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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