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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又可以称为“心智图”，这是一种通过

图文并茂的形式将放射性思维图解化、具像化的新型的

思维方法，近年来广泛应用于教育教学各门学科的辅助

教学，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小学语文课程改革需要创新思维，因此，思维导图在语

文课堂教学上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 作为一种实

用很强的学习辅助工具，思维导图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

课文的理解，以培养创新意识与创造精神，还可以有效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充分发掘小学生的潜在学习能力。

一、思维导图的应用法则

（一）导图中央尽量采用图像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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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是吸引受众的王者，图像记忆是记忆的原点。

儿童的思维特点以形象思维为主，图像教学法具有简

明，清晰、便捷的效果，因此，设计思维导图时，图的

正中央可以用彩色图像或符号。从思维导图的正中央开

始画起能够反映出人们大脑思考程序的一种多钩状的特

性——从中核向外四周进行发散思想，人们可以由此获

得更多的空间和自由，“一幅图像胜于千言万语”，灵活

运用图画培养学生记忆力和创造力。

（二）导图应采用线性结构

思维导图应采用线性结构，各思维点之间以线与线

相互连接起来。有关研究表明，现在的儿童在其成长中，

大多数的知识增长是呈线性建构的。思维导图这种线性

连接结构充分反映了人的大脑中的联想本性，将发散状

的各条线段上的主题与思维导图的中央图像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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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连接是基于人的大脑，是通过联想来开展工作的，

如果线条附着于思维主题，那么就可以在（大脑）内部

（产生）类似于“附着”（着的思想）。类似于战争时的

作战进攻态势图和现在警察破案的线索图，都是采用线

性结构清晰反映事件。

（三）导图尽量使用彩色标识

色彩是各种外界信息的最主要的刺激物，心理学的

研究结果表明：人类从身边自然与人文环境中获得的各

种信息，超过 80% 是通过视觉传输进入大脑中枢的。其

中，色彩的感知在人们视觉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更是其他

事物所无法比拟的。大自然中的色彩具有强烈的美感效

应，尤其对增加人们的创造力和记忆力方面，有着更为

独特的作用。儿童对色彩的感知比成人更为敏感、更为

喜好。由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特征，鲜明亮丽的色彩对于

刚开始探索认知世界的他们是极有益处的。小学阶段的

儿童对世界客观外物充满了强烈而单纯的好奇心，他们

对色彩的感知极其敏锐，看到什么颜色都会立即展开丰

富的联想与想象。因此，教学中思维导图的构建都应尽

量用彩色来标注，通过色彩增加学生大脑的愉悦感、注

意力，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在促进儿童的成长与发展

的重要与独特的作用。

二、思维导图的应用策略

（一）图文结合，激发学生口语交际兴趣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儿童是借助形象进行思

维的。小学生由于年龄不大、思维发展水平较低，抽象

思维能力显得比较薄弱。利用思维导图“图文结合”指

的是要做到“图不离文，文不离图，图文结合，相辅相

成”。插图是教材的“形象语言”，它可以富有成效地帮

助同学们解读文本，教材插图是课堂教学中一类最重要

的辅助材料。文本内容与教材插图二者之间应该是筋骨

相连、相辅相成的。教师在利用教材插图进行教学的时

候，可以让学生把抽象的思维转化成图表，让其思维可

视化、形象化，直观化。具体而言就是引导学生根据口

语交际教学活动的主题，利用课本插图先行绘制思维导

图，进行发散性思维，然后在口语交际过程中根据思维

导图进行口头交流（这时的思维导图就相当于发言提

纲）。同学们可以利用思维导图清晰、简明的特点，使自

己在口头表述时胸有成竹，侃侃而谈，而不至于心慌意

乱，杂乱无序。

例如，《小兔运南瓜》是部编版一年级《语文园地

六》的口语交际课，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画出

“思维导图”的方法引导学生展开思维。先在课堂上充

分利用教材中的三幅插图创设生活情境，激发学生的口

语交际兴趣。课本上第一幅插图是小兔找到了南瓜，第

三幅插图是南瓜运到了家里，而第二幅图是空白的，教

师需启发大家想出第二幅图的画面内容。这时，教师可

以问大家：“你想怎样帮助小兔子把南瓜运回家呢”，鼓

励学生“想办法”，引导学生开始构建一幅思维导图。先

让学生在自己纸张的中间画上一个大南瓜，不会画的同

学可以写上“南瓜”二字代替，构建思维导图主题，喜

欢画画的同学还可以在南瓜蒂上用彩笔画出绿色的藤叶，

然后引导孩子们仔细观察南瓜。通过观察，学生很快就

有了自己的发现——南瓜是圆的。不一会儿，一双双小

手就高高地举了起来。身健力大的学生说，把南瓜扛回

去；家里有车的说，用车把南瓜运回去；喜欢踢球的说，

南瓜像大皮球，可以滚回去……教师适时介入，悉心引

导学生把自己的想法清楚、完整、有条理地表达出来，

并把这些办法写或画在纸上。（图 1）：

图1

在边说边写的过程中，黑板上的思维导图也完成

了，同学们见自己的想法获得了老师的肯定，大家都有

了满满的成就感。这堂口语交际课充分激发了学生思维

的活跃性、多元性、发散性。大家齐聚一堂能开动脑筋、

畅所欲言，从不同的角度对交流话题展开全方位的思考

与分析。整堂课上，同学们置身教师所创设的故事情境

之中，学习兴趣愈加浓厚，思维火花不断闪现。大家积

极讨论、思维活跃、大胆交流，整堂口语交际活动课

“活”而不乱、气氛热烈，远远地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二）以图引说，促使学生合作互动交流

教材插图是课文的“形象语言”，是语文课堂的重要

辅助教学手段。插图可以帮助学生深入解读文本。引发

同学们的发言欲望。教师在课堂上利用教材插图引导学

生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中，始终要注意让学生自主探究，

尽情地发挥他们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色彩艳丽、脉络

清晰的思维导图可以帮助学生把语言表述得有条有理、

完整具体。

例如，在教学部编版二年级上册的《有趣的动物》

一课时，可以先运用思维导图引导学生确定口语活动的

主题——有趣的动物，然后再围绕主题这一构建思维导

图。思维导图的构建要以动物的“有趣”为核心。

先从动物的外貌，具体说说眼睛、鼻子、耳朵、尾

巴、颜色等；再从动物的本领，分为天生的本领与后天

习得的本领两部分。喜欢动物是孩子们的天性，因此对

动物这个话题，大家始终兴趣浓厚。教师因势利导，让

学生将自己的想法以一定的顺序一一罗列，作为思维导

图的子主题，罗列完成就形成了他们独具特色的导图。

接着，引导学生在四人小组内进行合作学习，依据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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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图尝试轮流发言。轮到一人发言，其他同学必须认真

倾听，对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样，

教师就为每一位学生提供了口语表达交流的平台。在小

组合作探究交流过程中，学生的新想法不断形成，灵感

不断闪现，又在互动交流过程中、激烈碰撞，从而又可

能产成新的思维。各小组根据教师布置的要求各抒己见，

交流后推选出一名代表参加大组发言，给全班同学展示

小组交流成果。期间，教师可以通过追问、提示等手段，

将发言者的思维导向深处，使他们的口语表达比小组发

言更加清晰明了。

（三）借图导说，训练学生口语“补白”能力。

一份思维导图可以将学生的思维过程书面化。学生

根据口语交际的主题着手绘制思维导图，进行发散性思

维，然后在口语交际过程中根据思维导图与同学进行交

流。由于充分利用了思维导图思路清晰、脉络简明这一

特点，学生在进行口语表达时，就显得有条有理，不至

于杂乱无序了。到了高年级，课文内容逐级加深，学生

的理解难度也随之加大，口语交际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

有些课文在语言文字的叙述方面往往具有跳跃性，从而

形成了一段“空白”。对此，教师可以借助思维导图，引

导学生推测课文留下的“空白”中可能会发生的情景，

开动脑筋，巧妙利用“补白”手法，还原教材中的“空

白”，巧用思维导图，抓住教材中的留白进行口语交际训

练，提高同学们口语表达的条理性和创造性。口语表达

有条理的基础是清晰的思路和有条不紊的知识架构，此时

就可以充分利用思维导图的线性结构。这样不仅可以有效

拓宽思维视野，还可以让学生丰富的思维结果进行有序组

合，使他们在口语表达时条理更清晰，内容更丰富。

例如，部编版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教学主题是

“民间故事”。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了解课文内容，创

造性地复述故事”。单元中的课文故事内容一般都比较

长，故事情节也显得较为曲折复杂，这些美丽动人的民

间故事中有很多的情节留白。《猎人海力布》这篇课文主

要讲述了猎人海力布救了龙王的女儿，龙王给了他一块

可以听懂动物说话的宝石。后来，海力布为了救乡亲们，

把听到的动物说的话告诉了乡亲们，不惜使自己变成了

一块石头。故事赞美了猎人海力布舍己救人的高贵品质。

整个故事情节完整、曲折生动、引人入胜。

课文中有这样一个句子：“我爸爸的宝库里有许多珍

宝”，有哪些珍宝？龙王“低头想了一会儿，就把嘴里含

的宝石吐出来，送给了海力布”龙王想了些什么？……

课文中的这些留白之处，无疑都是学生极佳的口语交际

训练点，而课文中“为什么不能把听来的消息告诉别

人”“都原原本本照实说了”是训练学生概括复述口语表

达的好素材。故事较长、内容复杂、情节曲折，给学生

的复述增加了困难，如果巧妙利用思维导图就可以帮助

大家完成复述的要求。文中的“原原本本照实说了”是

指海力布是如何得到宝石的，如何听懂鸟的商议等，实

际上也就是对课文前面发生的故事情节的概要性梳理。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绘制思维导图，将故事情节的关键词

按发展顺序一一标出来，如“得宝石”、“变石头”等，

每一层级分支记下讲述提示语。然后在第二分支“救龙

女”“获猎物”分支下标示第三级提示语等，一份简易的

思维导图就出来了（如图 2）。

图2

这幅思维导图包含了故事情节发展要点、发展顺序，

就像一张导航图和串讲词，清晰完整。学生据此导图复

述，便可以讲得条理清楚、情节完整。

三、结语

综上所述，思维导图的科学应用，有效地激发了学

生口语表达的兴趣。教师引导学生动手绘制思维导图，

可以将大脑的思维可视化，实现了口语交际课程互动交

流的目标，促进了学生表达能力，让学生爱上语文课、

爱上口语交际课。借助导图，有针对性地进行有深度的

评价，在师生评价、生生评价、自我评价中，实现了多

元化评价，保护了孩子自由表达的个性，由此可见，口

语交际教学应多运用思维导图，不断强化学生的思维训

练，最终达到使学生敢于表达，乐于表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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