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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张子平 

（醴陵市左权镇中心学校） 

 
摘要：我国小学语文教学主要培养小学生的听说读写四大能力，而在小
学语文教学中阅读教学占据很大比重，通过阅读教学途径来培养小学生
听说读写能力。而在小学生日常生活中，阅读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其影响着小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所以如果想具备良好的阅读能力，就
需要小学生进行阅读能力的培养与学习。但是目前我国小学语文阅读教
学过于单一、传统，其限制了小学生阅读能力的发展，无法更有效达成
阅读教学目标。而思维导图教学模式的产生，使得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另
辟了一条蹊径，本文主要针对思维导图教学模式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
的应用进行研究与探讨，以期提升阅读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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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往往只注重于考试内容的教学与引
导，而忽视了阅读教学本身的教学意义，使得学生无法满足当下
阅读快速发展的需求，当然也造成了学生学习阅读知识与主动阅
读书籍的兴趣与积极性，大幅度降低小学生课堂语文阅读效率。 

一、思维导图应用于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意义 
1.思维导图有利于改变阅读方式，降低阅读难度 
在小学语文传统阅读教学中，教师要求学生提前进行课前预

习，将不认识的生字生词一一查阅清楚，以期能够完整的阅读整
篇文章，并能够明白与理解阅读文章的中心思想，从而学会自己
概括文章所渗透出的内容。这种阅读方式仅仅满足了教师的教学
计划，却无法满足学生探索阅读知识的兴趣、渴望，虽说极速的
让学生能够通读文章，但是只是没有灵魂的阅读不叫阅读，只能
叫读。而思维导图模式的诞生，它可以帮助学生将整篇文章的不
同段落进行思想的传达，根据段落关键词与关键句理解整段文章
的含义，并将其集中到一张图上，从而降低了学生阅读难度，也
让学生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探索并自己绘制属于自己的思维
导图，让小学生更愿意阅读，也更主动地去阅读。 

2. .思维导图有利于改变教学理念，重视学生个性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以自己对于阅读文章的

理解，来要求学生也达到教师的理解角度，并且根据教师的理解
角度去分析解析文章内容，这种教师主导了阅读教学的模式，使
得学生阅读思维模式被教师牵着走，完全没有自我发挥余地，大
大降低了学生阅读思维与理解能力。而当思维导图应用于阅读教
学课堂之中时，学生完全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与理解力，
去分析与研究阅读文章内涵和知识点，发挥自己的个性思维，这
也是新课改理念贯彻的目标，从而实现了学生多元化思维能力的
发展，也促进学生个性思维的养成。 

二、思维导图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步骤 
1、首先创设情境，导入课题  
首先在进行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之前，教师先根据教学计划与

教学内容自行创设一个教学情境，让学生能够在这种教学情境之
下，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合理的导入课题。在小学语文阅
读教学中引入情境创设模式，可以提升小学生学习阅读知识的兴
趣，唤醒小学生阅读文章的主观能动性，构建和谐的教学氛围，
并以思维导图为中心主题要求，从而设计出符合思维导图模式要
求的情境。切记，在情境创设过程中一定要具备教学趣味性与知
识针对性，这样即可以激发学生阅读积极性，也能够实现教学目
标。而且在教学情境创设中也应该考虑小学生学习特点和个性化
因素，让不同特点的学生都能够在情境中获得情感认同，积累属
于自己的个性知识与经验。 

2、利用思维导图进行再读文本，加以细化  
在思维导图植入小学阅读教学之中时，教师应要求学生在自

己思维导图构架下进行初次阅读，通过此次阅读完善属于自己思
维导图构架，并进行第二次阅读，通过第二次阅读加以思维导图
构架的渗透，让学生在阅读之中获得感悟，提升阅读品质。而在
阅读时间安排之中，教师应多留出一些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进
行多次阅读文本，从而细化阅读过程获得的感悟，进而联系起阅
读文本中生字、生词、中心思想、文本背景等内容，形成一套完
整思维导图的构架，拓展并细化每个知识点分支。 

例如，课本中老舍先生的《养花》一文，其主要讲解了花卉
知识，学生对于这类题材并不是十分了解，这就加大了学生阅读
本篇文章的难度，需要学生在构架思维导图之下进行反复阅读，
而教师也应该在一旁进行引导学生理解与把握文章脉络结构。 

首先，将养花这一关键词放入思维导图之中，从每一个自然
段落中提取关于养花关键词的标题与中心思维，思考如何在养花
乐趣中进行叙述描写，而作者又是从哪些段落中体现的养花乐
趣。学生首先在自我理解基础上进行思维导图绘制工作，而教师
引导学生走向正确的绘制过程。其次，在学生反复阅读文本不断
细化内容，从而让学生思考奇花异草是何物，为何老舍先生要选
择符合奋斗要求的花草来种植，从而分析中心段落的思想情感，
让学生在段落中学习到养花的一些知识，从而体会老舍先生的养
花乐趣所在，最后进行全文总结，将完善的思维导图进行展示，
总结养花乐趣的思想。 

 
 
 
 
 
 
 
 
 
 
 
 
3、实现小组互动合作，互相借鉴完善。在完成阅读导图基

础构架后，教师应该更为进一步的推动阅读教学发展，对学生进
行客观分组，引导学生开始小组互动合作学习。 在小组互动合
作学习中，成员需要在教师引导下进行自我思维导图作品的讲解
与说明，介绍自己思维导图构架的基本思路与不足之处，从而借
鉴其他成员的建议，完善自己的思维导图，从而调整自己正确思
路。而教师更应该合理控制好小组互动合作学习的时间与问题引
导，积极推动小组互动合作学习的顺利进行。最后，教师请出各
组小组长进行发言总结，介绍自己小组成员讨论的最后结果与心
得体会，完成一幅全体小组成员的思维导图作品。 

教师如果能够正确与合理的组织小组合作学习，让每一位学
生都能够主动并且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互动之中，这将使得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与团队合作意识得到大幅度提升，并且提升整个课堂
教学的效率，也能够帮助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营
造出一场完美的课堂互动活动氛围。   

4、教师应该适当点拨引导，补充空白。在完成小组各成员
思维导图构建之后，教师应根据各个小组成员在构架时出现无法
解决的问题进行引导，并适当点拨，让学生自己完成所缺失的部
分，而教师通过帮助学生查漏补缺，使得整个思维导图构建过程
更有意义。并且利用查漏补缺的引导过程，积极渗透思维方法，
反馈思维心得，从而给与学生一定的鼓励与支持，让学生自己完
成剩下的思考工作，养成主动学习的好习惯。 

5、进行总结全文，巩固理解。在传统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
大部分语文教师会让学生先进行文章内容的阅读理解，将重点内
容放在课堂的最后进行总结，让学生通过这种传统教学模式，一
点点的变为机械化认知，成为文本阅读的机械。而且很多教师为
了追赶教学计划，在阅读教学总结过程中，会极少的留给学生细
化文本阅读与理解的时间，这使得学生在文本理解上差了一个层
次，只是单纯的表面理解，而无法达到深层次的感悟，完全无法
达成上下文的联系。这种如同鸡肋般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越来越
缺失阅读的乐趣与积极性，教师也往往因为学生表现而失去了教
学动力，从而造成教学效率低下，阅读质量不高的情况出现。 

总之，利用思维导图进行课堂阅读教学，将会更大化的发散
学生思维能力，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帮助学生构建一个完整的知
识网络图，从而在课堂总结时，让学生能够完全理解全文讲解的
内容与中心思想，并理解作者写作文章的意境与心情，从而让学
生对阅读有所感悟，强化自身感悟思维能力，为以后的阅读学习
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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