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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思维导图在小学语文口语交际中的应用 
◆陈代侠 

（安康市汉滨区汉滨小学  陕西安康  725000） 

 
摘要：思维导图学习法符合《语文课程标准》中“发展思维能力”的要

求。在小学语文口语交际课中运用思维导图，图文结合，激发交际兴趣；

以图促说，落实互动交流；借助导图，实现多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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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口语交际课中的语言信息呈多向传递状态，其过程
需要大量的思想交换、思维碰撞。口语交际实际上是一种思维过
程与思维结果。东尼•博赞（Tony Buzan）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
了思维导图学习方法[1]，这符合《语文课程标准》“发展思维能力，
培养创新精神，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2]的要求。因此，
我们尝试将思维导图运用到小学语文口语交际中去。在实践的过
程中发现思维导图为学生的思维和口语交际搭建了可视化的桥
梁，让口语交际课堂“活”而不乱。 

一、图文结合，激发交际兴趣 
目前很多教师把口语交际上成了口头作文课，老师讲得多，

学生只听不说，学生参与度不高，课堂气氛沉闷。如何激发学生
的口语交际兴趣一直是件很苦恼的事情。 

苏霍姆林斯基说：“儿童是用形象、声音、色彩来思维的。”
小学生们目前的抽象思维能力还较弱，而思维导图图文结合，把
抽象的思维转化成图片，让其形象化，其直观性和可视性的特点
与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口语交际《小兔运南瓜》时，教师就通过“画思维导图”
引导学生开展教学。课堂上充分利用课本插图创设情境，激发交
际兴趣。先提出“你想怎样帮助小兔子运南瓜回家”这一问题，
再围绕“想办法”引导学生构建导图：先在纸张的正中间画上一
个大南瓜，或者写上“南瓜”二字，建构中心主题，并在南瓜图
上用彩色粉笔画出藤蔓；接着引导学生观察南瓜，学生们很快发
现秘密了——南瓜是圆的。不一会儿，一双双小手举了起来：一
位学生说“把它立起来，滚回家去”，另一名学生说“用小推车
运”，有学生说“我们可以请爸爸、妈妈来帮忙搬”，一位平时很
安静的男生站了起来：“我觉得还可以把大南瓜切成小块，这样
就可以搬得动了”。教师适时引导学生完整、清楚地表达，并相
机将好的办法写在藤蔓上。自己的想法得到老师的肯定，化作图
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孩子们得到鼓励，开心极了。色彩明艳的
导图同样激发了其他同学的积极性，整堂课学生思维很活跃，人
人都参与到了口语交际中来。 

这节课激发了学生的多向思维，大家能开动脑筋，从各个角
度对话题展开立体分析。整堂课上，同学们置身教师所创设的情
境当中，学习兴趣浓厚，思维的火花不断迸发，大家都积极讨论、
交流，整堂课 “活”而不乱，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二、以图促说，落实互动交流 
在口语交际过程中，学生的思维要发散开来，还要能针对某

个点深入下去，最终要选择一个最贴切的想法，进行深入地思维
和表达。在学生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中，自主探究兴趣、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都能得到尽情地发挥。在成年人看来简单甚至粗糙
的思维导图正是学生们思维的具体化，们能让学生在表达时有条
理、说完整。 

口语交际《有趣的动物》一课运用思维导图进行教学。先引
导学生确定中心主题 “有趣的动物”，再围绕其构建思维导图。
学生们读完学习要求后积极发言：“说清楚所介绍动物的有趣”，
“可以从动物的样子和本领来说”，“可以抓住它的眼睛、鼻子、
耳朵、尾巴、颜色等来说具体”，“它的本领包括它天生的本领和
经过后天训练学到的本领”。学生交际兴趣很浓，教师顺势引导
学生将自己的想法按照一定的顺序罗列在导图子主题里，就行成
了独具智慧的导图。接着引导学生四人小组内进行合作探究，深
入思考，同时对倾听者提出要求：“认真听，不清楚的地方，要
有礼貌地提问”。这就给他们提供了表达的平台，在合作、探究
和交流中，思维不断交换、碰撞，形成新的思维。各个小组成员

根据要求各抒己见，交流后绘制出一份新的导图，并上台给大家
展示。教师通过追问，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处，学生表达的也更
加清楚。 

思维导图让学生由不敢说到有条理地说，由个别同学发言到
全班参与，给全体学生提供了互动交流的平台，它还生动、形象
地记录了学生的多维思考，将学生的思维形象化。倾听者根据导
图能迅速做出判断，形成自己的意见。这堂课加强了学生口语交
际的互动，使口语交际课成了真正的口语交际实践活动。 

三、借助导图，实现多元评价 
课堂评价语的重要性近几年得到了广大教师的关注，但在课

堂上也多停留在教师评价上。《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应注
意将教师的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及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结合，
加强学生的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促进学生主动学习，自我反
思。”低年级学生口语表达能力较弱，他又如何去评价他人的话
呢？ 

思维导图“参与”的口语交际课堂，学生表达欲望强烈，生
生评价得以实现，在生生评价中，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自信心再一
次得到提升。在教学《有趣的动物》时，展示交流环节对每个小
组进行的评价依据就是学生们手中的思维导图。基本表述清楚动
物的样子和本领的可以给这个小组加一分，听完他的交流让你觉
得有趣的可以给小组加两分，如果他还能用上积累的好词语还可
以给相应小组额外加分。也有学生针对发言者所说，进行有礼貌
地提问，在这一过程中，进行补充评价。还有同学在听完其他学
生的发言后，有所启发，对自己的发言进行了评价。在多元评价
中，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得到发展，同时也让学生能更加自信。 

结语：思维导图的应用，激发了学生的表达兴趣；学生参与
绘制思维导图，将抽象的思维具体化，落实了口语交际课互动交
流的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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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学生的表达能力得到提升，让孩子爱上口语
交际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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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考文献： 
[1]东尼•博赞（英）《导维导图——大脑使用说明书》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11 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张敏华  《思维导图与小学语文教学》  浙江大学出版

社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