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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高职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余诗俊 

（昆明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昆明  650208） 

 
摘要：在高职英语阅读教学中，学生对阅读心存畏惧心理，体现
在词汇量不够，对于文章整体只有模糊的印象，对于语篇的理解
仍不透彻，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解。针对此现状，本文将思维导
图融入高职英语阅读教学，并结合读前、读中、读后这三个具体
教学环节，分析阐述思维导图在高职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实际应
用，从而为学生的阅读活动搭建“阶梯”，改善学生的阅读方式，
挖掘学生的智力潜能，促进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发展语言的综合
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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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Mind Mapping）也称之为心智图、脑图、概念图
等，是由英国教育家、心理学家 Tony Buzen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
期所创。Buzen 认为，人类大脑接收信息之后，以中心球体立体
结构呈放射性形状存入记忆库中，可以通过思维导图呈现。思维
导图之所以被称为革命性的思维工具，重点在于它利用图片、色
彩和代码等符号形式来增强大脑的记忆效果，是大脑放射性思维
的外在表现；思维导图的关注点集中在图形上，充分运用左右脑
的机能，使记忆的内容更加深刻、快速、有效。思维导图是个人
的知识内化加工，体现学习和反馈过程，梳理思维脉络。利用思
维导图的记忆、阅读、理解的规律，协助大脑展开各种想象的逻
辑平衡，开启学生思维的无限潜能，为高职英语阅读教学开辟另
一蹊径。 

下面以《新技能英语》（高级教程）第一册 Unit 3 的 Reading
“Where did your money go？”作为实际的案例，分析和阐释如何
在课堂中结合思维导图的使用来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和分析归
纳水平，主要有 Pre-reading、While-reading 及 Post-reading 等 3
个环节。本文主题为大学生的生活费支出与预算，是一节读写课，
目的是培养学生在阅读中迅速提取关键词、整理文章的脉络结构
的能力，然后复述阅读材料、最后模仿阅读材料的结构并结合重
点句型表达自己的有关生活费预算的观点，培养学生语言的综合
运用能力。整个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思维导图开展阅读教学。 

一、Pre-reading 环节 
首先，阅读材料中的词汇量是令很多高职学生头疼的事，尤

其是新单词造成的心理障碍，部分的教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常
常会从教授新词的音、形、义入手，让学生提前攻破单词，殊不
知这样反而为学生设置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要记住这些孤立的
词汇本身就不容易，而这种情绪直接延伸到阅读中，并导致学生
不能享受阅读的乐趣，更谈不上积极、主动地阅读，使阅读教学
随 之 黯 然 失 色 。 怎 样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呢 ？ 我 认 为 课 前
Brain-storming 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法。例如本课，我通过设

置问题：“How did you spend your money? Mark doesn’t have enough 
money and wants to cut costs, what do you suggest?”打开学生对生活
费支出的思维通道，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为提高学生积极参与课
堂活动做热身准备，如图 1 所示。   

读前设计头脑风暴的活动目的，一方面在于激活学生的大脑
神经，激发学生的阅读欲望；另一方面，将词汇附着在问题上，
启发学生在头脑中构建一个完整的词汇图，搭建词汇网络的“脚
手架”，做到新旧知识的结合，丰富他们的英语词汇储备量，促
使学生思维空间不断延伸，从而降低阅读难度，变被动为主动阅
读。在导入新课时，我们还可以联系学生的兴趣、爱好，或把他
们经常从事的活动等感兴趣的话题作为切入点，因为这些都是学
生的亲身经历或体验的生成性资源，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并
为进入下一教学环节做好预热准备。 

二、While-reading 环节 
在传统阅读教学中，教师往往会过多地关注语言知识点，致

使在分析、讲解的过程中完全替代了学生进行思考，忽视对他们
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训练，从而限制了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此
外篇幅较长的文章，也会给学生阅读带来一定的难度，难以让他
们把握全文，达到深层的理解。而借用思维导图进行阅读攻略，
则可帮助学生把材料中相关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形成一幅信息网
络图，既能简化文章，又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使学生能
以更加直观、形象的认知和记忆模式融入语境，推断出文章的深
层含义。 

本文在阅读教学过程中第一遍运用略读策略，让学生迅速浏
览并找出中心词“Budget”，再以此作为核心线索，归纳出每段
的关键词，完成思维导图的第一级结构，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如图 2 所示。 

 
 
 
 
 
 
 
 
 
 
 
 
然后再进行第二遍精读，促使学生对文章的各段落细节进行

归纳、整理，使文章的整体结构和相关细节信息有机结合在一起，
帮助学生获取更多的阅读信息，增强记忆，让学生理解英语句子
的树状特点，引导进一步细化并完成思维导图的第二级结构，使
知识链更加细化。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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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可以看作是一种信息加工的过程，信息的“解码”和“组
块”尤为重要。思维导图就像是葡萄树下结出成串的葡萄，利用
可视信息将文本内容进行分解再整合，串联成易于理解和记忆的
“组块”，协助学生解构阅读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内容及其内在关
联，完成自上而下地对文章的字、词、句的分解，帮助学生系统
地、有条理地思考阅读材料，从而挖掘他们的程序性知识和策略
性知识的学习潜能。 

三、Post-reading 环节 
1、复述环节 
复述是训练学生语言能力和发展思维能力的有效手段之一，

促进了学生语言和思维的统一发展。课文复述是学生对语言教材
吸收、存储、内化、整理和表达的过程，因此，为了查验学生对
阅读材料的理解，可以让学生根据思维导图中的关键词汇和知识
点，进行反向思维来复述文章，通过学生信息输出及语言概述，
增强学生的表达欲望和成就感，达到“以读促说”的目的。 

在教学过程中，利用“使用关键词和关联词，使句子变长和
变肥”的训练方法，用词串句，用句串段，由段连篇，逐步扩展，
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为英语写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如： 

针对文章中心“Make budgeting”先说主题：The passage is 
mainly about how to make budgeting. 

然后，针对各级分支进行口头复述。 
第一级分支 1：Here are 4 pieces of advice on how to make 

budgeting, such as make a spending plan, don’t keep up with the 
Joneses, get a part-time job…. 

第二级分支 2：说明每一条建议的主要内容。Firstly, make a 
spending plan. At first, you can choose what you need not what you 
want. Stick to your plan when you do shopping… 

Secondly, get a part-time job…. 
…… 
At last, ….. 
在学生复述课文时，已由教师运用为主的教学策略转换为学

生运用为主的学习策略，当新信息与思维导图相碰撞时，帮助学
生更好地融合新知识与旧知识；接下来通过回忆和联想，在已有
的思维导图框架上建构内在联系，从而建立新的知识结构。学生
的写作逻辑能力、词汇运用能力以及语言运用能力得到提升，因
而有效提高输出能力，输入与输出顺利转化。根据思维导图进行
的课文复述覆盖了文章的关键词语、主要知识点、内容，比较全
面地体现了学生对课文的掌握程度。 

2、仿写环节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阅读是语言的感知和理解过程，是语言

的输入；写作是对语言的运用和表达过程，即语言的输出，应将
读与写紧密结合起来。然而部分学生写作的谋篇布局能力比较
弱，不会根据话题搭建写作框架，导致文章缺乏主题句，层次混
乱。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我们可运用思维导图的导写机能启发、
指引、帮助学生把新语言知识点纳入或同化到原有的语言知识结
构中，利用思维导图绘制出主题的支架、呈现知识结构，帮助学
生建立一个符合英语思维习惯的、一目了然的文章图式，引导学
生从全局或宏观的角度正确选取材料，把握写作框架，达到独立
起草写作，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发展。 

 
 
 
 
 
 
 
 
 
 
 

完成本课的阅读教学后，我设计了这样的读写作业：本学期
Jack 有 5000 元生活费，但在第一个月结束时已经花了 2500 元，
请你给 Jack 提出合理的建议。以 How do you spend your money？
为题，给出相关建议，以思维导图的形式，扩展学生的想象空间。
如图 4 所示。   

英语的阅读和写作是两种相对独立但又互逆的语言能力，两
者各具独立性，但又存在一定的联系性。阅读的本质是运用已有
的图式进行知识表征的过程，是作文素材的源泉，而写作是阅读
的延伸与拓展。高职学生正处于一个由形象思维逐渐过渡到抽象
思维的发展阶段，引导他们在阅读之后仿造阅读文章结构，把文
本中的图形、文字等符号信息，经过大脑的缜密思维与再加工，
以文字表达的形式呈现出来，达到“以读促写”的目的。这样，
既可以检查学生构建语言的能力，还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性
使用语言的能力。 

本次课以“Make Budgeting”为主线，以核心句型“How did 
you spend your money?”作为主轴，采用运用思维导图为导向的阅
读教学策略，从导入——阅读——复述——仿写，由浅入深，环
环相扣，把握学情，帮助学生完成知识的内化过程，使新课学习
所建立的阅读认知能力得到提升，达到事半功倍的阅读教学效
果。 

利用思维导图进行教学，将放射性思维和开拓性笔记巧妙地
结合在一起，由点、线组成的图形剔除了繁杂的大片的文字解说，
使文章脉络清晰，一目了然。它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教育学和心
理学的客观规律，符合大学生的认知特点，能够帮助学生养成系
统学习的思维习惯，引导学生对知识结构进行整合和优化，构建
出健全的知识体系，便于学生对英语知识整体上的把握。且现在
的高职学生性格活泼、思维敏捷，正处在动漫飞速发展的时代，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已习惯用图式来表达自己。那么，我
们教师应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引导他们借用图表解读，既符合
他们的思维习惯和认知规律，还能帮助他们完成思维的蜕变，从
单纯的形象思维过渡到理性的逻辑思维，激活大脑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提高阅读教学效率。这样，一张小小的思维导图，将必定
能开启高职英语阅读教学的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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