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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中的运用分析 
郭念义 

（山东省巨野县独山镇第二中学  山东巨野  274935） 

摘要：学生对于写作常常有畏难情绪,对写作全无兴趣,其主要原因在于当下的学生在写作时缺乏将思维转换成语言的能力。而“思
维导图”则是能够有力帮助整合思维的工具，通过将文字与图像结合，启发思维转化的工具。由此，我们运用思维导图辅助作文教
学，初步探讨如何运用思维导图提升作文思维，帮助作文构思，达到帮助学生拓宽思路、愉快作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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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表达，是语言的最终目的，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写作教学是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写作能力能体现一个人的语文素养，在写作教学上

不仅要训练学生的表达技能，更要指导学生提高认知、提升人文素

养。思维活动指引语言表达，语言表达展示思维活动，思维是根基，

表达是外展，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写作训练在训练学

生的表达的同时更要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 

一、思维导图概述 
(一)概念 

思维导图是托尼·博赞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创造的,是一种运用图

文来表现思维活动的工具，通过捕捉发散思维,并将其用图文表现出

来,思维导图可以将大脑的内部活动在外部呈现出来。 

(二)绘制方法 

材料工具：A3 或 A4 纸、水彩笔笔或彩色铅笔若干、黑笔一支。 

1.白纸横放，将中心主题写在纸的正中央，围绕中心词进行联

想。 

2.联想时每个关键词占用一条分支，关键词应紧扣中心词展开，

及时记下灵感，分支尽可能多。 

3.整理分支，运用不同颜色、粗细的先来表示不同的分类信息，

用以识别出此前被忽略的联系。 

4.重复以上过程，逐级完成各分支主题，运用思维导图将脑中

模糊的思绪转变成清晰的目标。 

5.尽量多留点空间，使各个主题可以在分之间移动，也能随时

增减内容。 

6、绘制思维导图时，需要放松大脑，切不可过分“用力”思

考，要让思维自由。绘制的线条最好自然弯曲，像树的枝干一样，

更能调动大脑中的兴奋点[1]。 

（三）思维导图对教学的意义 

思维导图可运用关键词与图形搭配，将课程内容总结在一个图

形上，去除冗余信息，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可以帮助学生构建知识

脉络，整合知识体系。通过思维导图的绘制，学生可同时对左右脑

进行训练，并按照自己的思路将个人对事物的认知表达出来，增强

记忆，加深对事物的理解。将思维导图运用到作文教学中，可帮助

学生整理混乱的素材，让混沌的大脑思维变得清晰可见，有利于学

生作文思路的整理及发散。 

二、思维导图在初中语文作文教学中的应用 
作文本身就是一个将内在思维外化的过程，通过思维导图，可

以帮助学生更高效地理清思路，完成将思维外化的过程。写作一般

有以下几个基本步骤：审题立意、选材、构思、撰写初稿。 

（一）审题立意时如何运用思维导图 

审题立意，是在对作文话题推敲分析后，理解其背后所隐藏的

内涵。在展开写作前要明白话题背后的意义，弄清楚写作要求。运

用思维导图，构建关键词体系是帮助审题有效办法，对题目中的关

键词逐一列出，画出思维导图，有助于推敲出关键词中隐含的意义。

如“我敬爱的老师”为主题的作文，当中有三个关键词，分别是“我”、

“敬爱的”、“老师”，其中“老师”则是中心词。在引导学生绘制

思维导图时就应当将“老师”放在白纸中央，再次基础上拓展、完

善。如此，学生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文章应当围绕“老师”展开，

“老师”则可以不限于班主任、语文老师，任何老师都可以。第二

要注意的是，题目要求的是“我”的老师，同时，在文章材料的选

择上要突出老师值得敬爱的地方，同时还要体现出我对“老师”的

敬爱，围绕中心词、紧扣限定词，绘制思维导图，如下图所示。 

 
（二）作文素材挖掘整理时如何运用思维导图 

中学生在写作材料的选取上存在诸多问题：1、选材普通、缺

乏新颖度。常常选取身边的实例为素材，不具代表性，甚至还会存

在为凑数自己编造材料的情况，难以吸引读者注意；2、对材料重

点把握不足，取舍不当，详略错乱。将思维思维导图与作文材料结

合，列出关键词，重点一目了然，可帮助学生厘清材料的取舍，最

终找到紧扣主题，具有吸引力的立意。 

例如，在思考以“倾听内心的声音”为主题的文章时，可以要

求学生运用思维导图，观察自己内心的心路历程，教师可以下图为

例，给学生做示范，引导学生画出自己的思维导图。 

 
（三）如何运用思维导图帮助作文布局 

一般中学生在对文章谋篇布局时常常习惯性运用固有的三段

式结构：开头、中间段落、收尾，格式单一，缺少变化，全文平铺

直叙，读者抓不到重点，读起来毫无兴趣可言，这样的作文自然不

可能得到高分[1]。在文章构思时，结合思维导图，对材料重新分解

组装，理出材料的呈现一定顺序，通过思维导图调整顺序，可在不

同重点间切换。 

例如，在思考文章结构时，运用思维导图，结合关键词在文章

的开头运用设置悬念或者环境渲染的方式，在文章的结尾再次点明

主题，做到首尾呼应。做好文章的谋篇布局，就是搭建好文章的估

价，再结合文章材料填充血肉，一篇文章即完成大半。 

三、结束语 
在初中语文作文教学上应用思维导图工具，可帮助学生摆脱僵

化思维，深刻把握材料，深化文章立意，理清文章脉络层次。同时，

思维导图还能激发学生想象力，让学生对创作产生兴趣，积极创作。

总的来说，思维导图的运用可帮助学生打破当前写作困境，找到更

加清晰的写作思路，提升写作质量，提高写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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