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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基于思维导图的小学中年段语文习作教学实践 
◆江晓华 

（深圳市福田区梅园小学  518049） 

 
摘要：小学语文习作教学中，巧妙地运用思维导图，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思维火花，帮助学生将发散性思维过程具体化、清晰化、网络化；
借助思维导图，能理清习作的思路，优化习作教学，帮助学生掌握习作
方法，增强习作的兴趣和信心，提高学生的习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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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Mind Mapping）是由英国心理学家托尼•博赞（Tony 
Buzen）于 1970 年提出的。是一种将发散性思考(Radiant Thinking)
具体化的思维工具，被誉为“2 1 世纪全球性的思维工具”。也是
发展和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激发、引导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创
造性思维的重要工具。随着思维导图在世界各地企业和各部门的
成功运用，近年国内很多教育工作者也 始接触思维导图，并尝
试着把思维导图用于教学，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 

我在两年前 始把思维导图引入课堂，在教学实践中发现，
它不仅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工具，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工
具。它可以调动左脑的逻辑、文字、数字以及右脑的图像、颜色、
空间，使学生的大脑潜能得到充分的 发，极大地发掘学生的思
维、记忆、创造、语言等各方面的潜能。以往，我利用思维导图
辅助教学，主要用于呈现知识结构，理清课文脉络。学生的运用
也多在课前预习、课堂笔记、课后背诵等。近年，学生进入中年
级， 始接触习作，我发现他们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习作望而生畏，
不知道写什么，感觉无从下手，习作时常有无米下锅之困。为了
让习作这个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要成为学生的“老大难”，我
觉得应该教给他们一些可操作的习作方法，另外结合《语文课程
标准》关于写作教学的实施建议：写作训练就是训练思维的过程，
各种不同的思维形式和活动贯穿于写作的每个环节。一篇习作质
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写作思维的正确、深刻、新颖
程度，这个过程需要综合运用一定的思维方法。于是我尝试把思
维导图用于习作教学，在习作过程中抓住“思维”这一条核心主
线，引导学生用思维导图将习作想法“画出来”，通过对习作思
维过程的层层展示，理清思路。既帮助学生掌握作文方法，优化
教学策略，又增强学生习作的兴趣和信心，提高学生的习作能力。
做到顾振彪先生说的：“启动思维操作，是牵住了作文训练的牛
鼻子。”具体实践如下： 

一、利用课文的思维导图做构思示例，布局谋篇。 
引入思维导图帮助学生构思习作提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提纲是学生写作文时的整体思路的提炼，提纲有血有肉，
一篇好的文章也就基本有了雏形了。由于两年来的语文课堂，我
们习惯用思维导图来展现文章的结构、梳理课文脉络，大部分文
章的布局谋篇孩子们都已经很熟悉。所以，在孩子们 始接触习
作的阶段，课文就是 好的范例。同时，中年段的大部分文章有
个共同的特点，写景写物文章多以总分总的结构来描写，叙事文
章多按照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顺序来写。所以，作文构思阶段，
我会挑选和习作题材接近的课文来做范例。如在指导写自然景观
的习作时，我就拿学生绘制的《颐和园》的思维导图来做范例，
指导学生布局谋篇。如下图：  

 
 
 
 
 
 
 
 
 
 
 
 
 
二、模仿课文绘制思维导图，丰富素材。 
学生有了习作的构段方式导图后，不再为如何写茫然四顾，

而是可以 始为导图添枝加叶，充实写作材料。以写景观的《迷
人的张家界》为例：我从三个一级分支引导学生学习，让学生了

解文章的 头的大纲主干总写张家界的迷人，分两个二级分支写
它听说的奇特和亲眼所见的神奇。中间的主干分说，具体展 写：
金鞭岩、黄狮寨、金鞭溪、动植物的特点，结尾总结张家界是人
间仙境。如图：  

 
 
 
 
 
 
 
 
 
 
 
 
 
这样，结构化的方式把文章的行文思路呈现出来先总写外在

景物的特点，再举例分写几个典型形态， 后总结，抒发感情。
这样的思维导图就成为一个模板框架。学生也学会了在思维导图
中展现习作的素材：文章应当围绕哪几方面来写，先写什么，后
写什么，段落之间应该如何衔接等重点写什么，按什么顺序写，
每一处景物有什么特点等。 

三、充实自己绘制的思维导图、完成创作表达 
美国教育专家西奥多海伯说过：“要想把习作写清楚就必须

想清楚；要想写得充分，就必须想得充分；要想写得实在并富有
想象力，那就必须在思想上想得实在并展 丰富的想象。”我在
指导学生习作时，因为有了前面的审题立意和材料搜集的准备工
作，接下来学生就可以 始展 联想，在原有的思维导图上进行
补充和添加，丰富和完善与中心图有关的的内容和材料，同时，
在确定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基础上努力斟酌遣词造句，在梳理的过
程中找到新颖的观点和选择恰当的修辞手法并作合理调配，使文
章显得更为生动。这样，学生在习作前，一幅组织有序的思维导
图写作的素材已经很丰富了。学生下笔写作的时候，就能做到思
路清晰、详略得当、中心明确、内容丰富。正如王立根老师说的：
思维有导图，心中有方向，笔头就流畅多了。如下图，就是一学
生的“习作全景图”： 

 
 
 
 
 
 
 
 
 
 
 
总之，将思维导图引入小学语文习作教学中，可以改变学生

线性思维模式，打破思维枷 ，拓展学生思路，改善学生的表达，
拓展学生的思维，通过对习作思维过程的剖析和展示，提供思维
训练，提升思考技巧。帮助学生掌握作文规律和习作方法，使文
章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情，使学生的习作能力得到
全面的提升，增强习作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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