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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利用思维导图优化识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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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钧台办东街小学）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识字、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

是第一学段的教学重点，也是贯穿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
内容。由此可以看出识字教学的重要性。然而传统的识字教学主
要通过读读、背背、写写让孩子记住，属于机械性学习，有些枯
燥无味，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如果我们能将思维导图这种直观
的教学手段和识字教学相融合，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征的汉字，
配上相应的思维导图，这样就能提高识字教学的思维含量，从而
培养学生自主识字的意识，让学生喜欢上识字。那么，如何将思
维导图和识字教学相融合呢？ 

一、利用导图展现音、形、义，激发识字兴趣。 
汉字是由音、形、义三个基本因素构成的复合体，识字的主

要目标是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理解字义。传统的读读、背背、
写写的教学方法枯燥乏味，无法激发学生兴趣，而思维导图作为
一种可视的学习模式，可以运用文字和图片，激发学生对汉字的
学习兴趣，将枯燥的文字形象化、简单化，使学生在学习中获得
新鲜感，学生更容易记住字音，区分字形，掌握字义，这样，识
字教学的效果会更好。 

1、导图记字音。 
汉语普通话中共有 400 多个基本音节，加上四声，就构成

1200 多个音节，而汉字却远远超过这个数量，因此每个音节都
表示若干汉字的读音，这样汉字中就出现了同音字和多音字的现
象。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图解的方式来区分同音字和多音字。如：
同音字指读音相同，形、义不同的字。我们可以利用思维导图将
学过的所有同音字进行归类。读 fēng 的字有“风”、“峰”、“丰”、
“锋”、“蜂”等，可以将 fēng 这个音节作花蕊，所有这一读音
的字作花瓣，组成花瓣图。 

同样多音字，也可以运用导图区分不同读音的不同意义以及
不同的用法。 

2、导图记字形。 
汉字中有许多形近字，学生总是很难区分，如果利用导图仔

细分辨，就可以避免写错字，而且有助于读准字音。 
3、导图明字义。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大部分汉字的字形与字义有紧密的联

系，如果通过导图将汉字的字形和字理联系起来，就能使识字教
学事半功倍。如：用思维导图认识“月”字。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了解“月”指“月亮”，可以让学生画出各种各样的月亮，并由
此联想到“月牙”“圆月”“月光”“日月”等词语；还要让学生
知道“月”还表示形状像月亮的，如“月饼”“月琴”，并让学生
画一画；另外“月”还可以指“时间”，可以让学生联想到日历，
同时知道“正月”“腊月”各指那一月，还有什么是“月票”。总
之，通过一些图片的插入，使学生对“月”的不同字义进行区分
并牢固掌握。 

再如：学习《口耳目》时，教师先出示象形文字，让学生猜
一猜这是什么？猜对的公布图片，激发学习汉字的兴趣；接着出
示由象形文字演变而成的汉字，让学生比较古今字形的变化，并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记住这些字；最后利用思维导图对这些汉字进
行归类，将这些象形文字分为：器官、动物、自然、还有植物，
图文对照，加强记忆。 

二、导图展想象，拓展识字范围。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可视化的学习模式，它既能显示思维的过

程，又能有效地改变学生的语言认知方式，将他们零散化的知识
结构化、整体化、系统化，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例如：统编教材
中出现的“车”字的思维导图。相对于“车”字来说，单独识记
不如组词识记，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认识多种车是学生原有
的知识，甚至“上车”“坐车”“车站”“车厢”等他们也并不陌
生，但是对“车”的不同含义却较为模糊，而教材中却运用思维
导图，将“车”的不同含义进行组词，把无形的思考过程通过有
形的思维导图展现了出来，实现了思维的可视化。看到“火车”
“马车”“汽车”学生就能在此基础上想到“电车”“公交车”“客
车”“货车”“自行车”“摩托车”等各种各样的车；看到“上车”
就能联想到“下车”；看到“车厢”就能想到“车灯”“车轮”“车
把”等各种车的部件。这样学生就可以借助思维导图，对关于“车”
的知识重新构建，将新旧知识进行融合，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
学生还认识了课本以外的一些汉字，拓展了识字范围。 

再如：学习“春”字时，先让学生读准字音识记字形，接着
让学生说说看到“春”你想到了什么，想到了哪些和春有关的词
语，如“春风拂面”“春暖花开”等，想到了哪些和春天有关的
诗句，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
春风似剪刀”，最后引导学生将自己想到的进行归类，画出思维
导图，这样就有一个字拓展到一些词，甚至是几首诗。 

三、导图巧归类，加强新旧联系。 
在教学中，应根据不同的学习内容，知道学生掌握学习不同

的汉字的方法和规律，进行归类学习，加强新旧知识的联系。如
形声字是基本字和偏旁部首拼合而成的，学生熟悉了基本字之
后，可以利用思维导图很快熟悉一大串字。如利用形旁归类。在
《操场上》一课中，出现了与脚部运动有关的词语和与手部运动
有关的词语，以此总结出了“足字旁”的字和脚部运动有关，“提
手旁”和手有关，这时可以让学生将所有“足字旁”的字利用导
图进行归类，做出这些动作，还可以画出这些动作，体会足字旁
的字和脚有关。同样的办法总结出提手旁的字和手有关，并将所
学过的所有提手旁的字进行归类画出自己的思维导图，这样将新
旧知识加以联系，并展示交流，就加深了同一类字的记忆。 

总之，识字教学和思维导图的有机结合，不仅降低了识字难
度，增加了识字教学的趣味性，还提高了识字教学的思维含量，
只要长期坚持一定能变被动识字为主动识字，让学生真正喜欢上
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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