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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思维导图的大学英语阅读效能介入研究 
蔡玉澄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  213000） 

摘要：本文以知识可视化为理论依据，以雅思阅读反观大学英语的阅读教学，研究思维导图在英语阅读效能的介入作用。通过
实证研究，验证思维导图在阅读教学中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并构建基于知识可视化理论的英语阅读教学模式，补充和拓宽现有大学
英语阅读效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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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阅读研究背景 
在二语习得中，英语的技能掌握体现在听、说、读、写、译五

个环节。其中英语阅读是学习者增加词汇量、夯实语法知识、积累

写作与表达等技能的重要手段，也是学习者提升认知思维、提高思

辨能力不可缺少的途径。因此教育领域对英语阅读重要性的强调不

言而喻。 

随着国际化水平考试的普及，越来越多大学生备考雅思。雅思

阅读的教学要求教师不断寻求新的教学理念与手段来提高学生英

语阅读的效能。作为可视化的思维工具，思维导图通过图文结合使

学习者隐形的思维过程形象化、逻辑化。因此在雅思阅读教学中引

入思维导图工具具有可行性。本课题以知识可视化为理论依据，以

雅思阅读反观大学英语阅读的教学，旨在研究思维导图在英语阅读

效能的介入作用。 

二、思维导图辅助雅思阅读教学的实验研究 
2.1 研究对象 

本次实证研究对象选取江苏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2020 级两

个中美合作国际班的学生，其中 A 班 30 人，B 班 29 人，进行为期

4 个月的阅读教学实证研究。A 班进行教学实验研究，应用思维导

图进行课堂辅助教学，B 班作为对照班，采用传统模式进行阅读教

学。两个平行班按照大学入学成绩招入，学习基础与英语能力基本

持平，上课课时与教材一致，每周 4 节，使用教材为雅思真题 10-13。 

通过实验前摸底调查，两班学生在高中期间接触并使用过思维

导图，但对思维导图的功能和运用均缺乏系统了解。实验前后，任

课教师根据阅读成绩排名，从两个班的学生中挑选出 6 名同学进行

访谈，了解实验前后阅读能力与阅读成绩是否提升等学习情况。 

表 2-1   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情况 

班级 性别 人数 总人数 

实验前阅读部分平

均分 

（40 分满分） 

男 18 2020 级 A 班 

（实验班） 女 12 
30 19 

男 16 2020 级 B 班 

（对照班） 女 13 
29 18 

表 2-1 显示，实验前两班学生英语阅读理解得分基本接近，说

明实验班和对照班整体英语水平相当。本课题组教师将对两个班级

的学习过程跟踪研究，并收集实验班阅读课学习中的思维导图、实

验前后阅读成绩的数据等，最后将对数据进行归纳和分析，得出实

验结论。 

2.2 研究工具 

（1）问卷调查 

本研究共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分别为实验前调查问卷与实验

后调查问卷。前测问卷同时在实验班与对照班中展开，旨在理解受

试学生对雅思阅读的难点评价和阅读策略普查，共收到有效问卷 59

份；后测问卷主要在实验班学生中开展，调查实验后的阅读效果评

价和阅读策略的使用变化情况，共收到有效问卷 30 份。 

（2）受试访谈 

课题组在教学实验后对实验班学生进行一次小范围的个别访

谈，旨在了解不同层次学生使用思维导图后的学习感受，包括对雅

思文本的处理方式、阅读中遇到的困难、思维导图有效性的评价等

方面。学生访谈问题如下： 

① 使用思维导图进行阅读后，你觉得雅思阅读的难度有变化

吗？ 

② 使用思维导图进行阅读后，你经常使用的思维导图有哪

些？ 

③ 思维导图的学习和使用，你觉得最受益的是英语学习的哪

些环节？ 

④ 思维导图的学习工具对你的思维能力是否有促进作用？

表现在哪些方面？ 

⑤ 你认为思维导图是有效的文本学习工具吗？它觉得能否

提升你的英语学习? 

2.3 研究过程 

本次教学实验主要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维导图教学准备阶段（2020 年 9 月）。 

2020 年 9 月选定实验对象，分别为国际教育学院两个 2020 年

中美国际班，统计高考入学成绩，A 班为实验班，B 班为对照班。

第一次问卷调查主要了解学生的阅读现状、对思维导图的了解、使

用现状和评价。9 月介绍思维导图基本概念、以案例展示常见的图

形制作方法以及思维导图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具体包括：制定备

考计划、读懂文章体裁和结构、梳理解题技巧、加强词汇记忆等。 

第二阶段：思维导图教学实施阶段（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

月） 

课堂教学共 16 周，其中对照班采用传统方法教学，实验班引

导学生规划阅读任务、分解阅读活动、制作思维导图，在课堂上开

展应用思维导图学习雅思真题的阅读训练。 

三、基于思维导图的雅思阅读课程教学实证研究数据与分
析 

本课题使用了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 22.0）对研究中收集到

的实验前后实验班与对照班问卷调查结果和雅思阅读测试成绩的

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对实验后学生的访谈进行整理和归纳。

通过实验前后的阅读成绩和问卷调查结果对比，验证本次实证研究

的假设是否成立，将思维导图介入英语阅读教学是否能有效提高学

生的阅读效能。具体分析如下： 

3.1 阅读成绩前后测的结果与分析 

3.1.1 实验前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阅读成绩的配对样本检验

与分析 

表 3-1 雅思阅读成绩配对样本统计 

分班      测验 
平均值 

(Mean) 

样本量 

(N) 

标准差 

(Std. Deviation) 

标准错误 

平均值 

实验班  实验前

测试 

实验后测试 

对照班  实验前

测试 

实验后测试 

19.38 

26.04 

18.56 

23.43 

30 

30 

29 

29 

2.563 

1.735 

2.371 

1.786 

0.361 

0.245 

0.317 

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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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3-1 显示数据：实验班在实验前的阅读测试平均分为

19.38，试验后阅读测试平均分为 26.04；对照班在实验前的阅读测

试平均分为 18.56，试验后阅读测试平均分为 23.43。结果表明两个

教学班在一学期的阅读训练后都分别取得了一定进步，实验班阅读

提升 6.66 分，大于对照班提升的 4.87 分。 

表 3-2 雅思阅读成绩配对样本 T 检验 

配对差异数 

95%差异数

的信任区间  平均

数 

标准

偏差 

标准

错误

平均

值 
下限 上限 

 

 

T 

 

 

df 

 

 

Sig. 

（双

尾） 

实验班  

实验前 

实验后 

-6.662 3.363 0.427 -7.413 -4.591 -9.934 30 .003 

对照班  

实验前 

实验后 

-4.875 2.493 0.352 -5.695 -3.395 -5.729 29 .002 

根据表 3-2 得知，实验班学生的阅读分数进行配对检验后，T

值为-9.934，P 值小于 0.05，具有显著差异性，说明应用思维导图

到雅思阅读教学后，学生的阅读测试成绩有明显提高。对照班实验

前后的阅读分数进行配对检验后，T 值为-5.729，P 值也小于 0.05，

说明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的阅读成绩仍有一定提高。为了验证

基于思维导图的新型阅读教学模式是否比传统阅读教学模式更有

效，有必要对两个班级的阅读成绩进行进一步独立样本检验。 

3.1.2.实验前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阅读成绩的独立样本检验

与分析 

鉴于两个班实验前后的雅思阅读成绩都有所提高，需要进一步

对两个班各自在实验前后的阅读成绩进行一次独立样本检验，用于

比较实验前后两个班级的成绩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以此判断实验

班进行的基于思维导图的阅读教学模式是否比对照班的阅读教学

模式更有效。 

表 3-3 雅思阅读成绩的独立样本检验 

 
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95%差异数的

信任区间  

 

 

F 

 

Sig. 

 

T 

 

df 

显著

性 

（双

尾） 

平均差

异 

标准 

误差 
下限 上限 

实 假

设方

差 

验  

相等 

前 假

设方

差 

不相

等 

0.752 0.392 

-0.502 

 

-0.503 

59 

 

57.677 

0.623 

 

0.623 

-0.256 

 

-0.256 

0.467 

 

0.467 

-1.209 

 

-1.210 

0.737 

 

0.738 

实 假

设方

差 

验    

相等 

后 假

设方

差 

不相

等 

0.568 0.472 

6.037 

 

6.039 

59 

 

58.861 

 

0.000 

 

0.000 

2.361 

 

2.361 

0.376 

 

0.376 

1.523 

 

1.523 

 

2.937 

 

2.937 

实验后对比两个班级的阅读成绩，表 3-3 显示，在进行 Levene

检验中 Sig.=0.472>0.05,说明实验后的两组阅读成绩具有齐性。T 检

验中显著性（双尾）为 0.000<0.05，这表明参加实验的两个班学生

阅读成绩出现了显著性差异。结合表 3-1 实验班的平均分进步了

6.66 明显大于对照班的 4.87 分，可以证明本次课题实验的阅读模式

对提高学生英语效能是有效的。 

四、研究发现 
本课题组以知识可视化理论为指导，将思维导图融入大学英语

雅思阅读教学中。经过研究数据的分析和讨论，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实证研究证明思维导图与英语语言习得（阅读）效能之

间呈正向关联，有利于提高大学生英语阅读水平。经 SPSS 软件分

析，发现实验班与对照班阅读后测成绩存在显著性差异。应用思维

导图到英语阅读教学的确可以提升学生阅读成绩。后期实验班的个

别访谈记录更深入解释该班学生阅读能力提高的深层原因。受访学

生普遍认为，思维导图不仅使枯燥的文本学习变得更有趣，而且有

效降低了长篇文本的阅读难度，学生在整体结构、段落主次信息、

长难句理解以及词汇积累方面均有不同程度受益。 

其次，本次研究通过课堂实验，提炼出阅读文本思维导图建构

的基本要素。应包含两方面的可视化要素：阅读文本可视化以及阅

读策略可视化。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经过思维导图制作以及阅读策略

导图训练，能有效提升阅读效能。可视化的文本阅读将阅读过程分

解为：体裁分类、段落分层、长句分解、词族分支。经过课堂教学，

思维导图被渗透到雅思阅读教学的各个环节，学习者掌握了三项要

素：阅读前有规划、阅读中会梳理、阅读后能复盘。这为学习者提

升阅读效能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本次研究初步构建出基于思维导图的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模

式。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引导学生使用各类思维导图处理不

同的阅读文本、同时学习全闭环的阅读策略。在文本阅读环节，注重

体裁分类、段落分层、长句分解、词族分支；学习思维导图环节，读

前注重思维发散训练，通过头脑风暴、预测标题和制定阅读任务表等

预热阅读文本。阅读时注重思维呈现，使用八类常见思维导图呈现阅

读内容。阅读后注重思维的整合，通过分析错题、梳理框架、归纳同

义表达等复盘阅读过程。在小组合作完成思维导图后，最后学习者独

立制作思维导图。多个思维导图应用到阅读过程中，能相互协调作用，

发现阅读中的薄弱环节，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提升与改进。 

五、结语 
本研究探索了如何应用思维导图进行英语阅读可视化教学，使

思维导图成为有效的阅读教学工具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可视化教

学有别于传统教学方式，适应了信息化时代的潮流，将成为未来的

教学趋势。将可视化理念应用于英语阅读的研究对突破教育教学领

域的瓶颈问题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为打破传统的英语阅读教学、

解决相关阅读教学弊端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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