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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思维导图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的作用
周玲玲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靖江第三小学　浙江省杭州市　311223

摘　要：习作是表达能力的综合体现，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对于高段小学生而言，作文不仅是语文综合能力的体现，同

时也影响着学生思维逻辑的养成。传统的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以练习、案例教学为主，思维导图的引入则能帮助学生高效理清

写作思路，将零散的素材有逻辑地组合起来。笔者则结合自身教学经验，入思维导图的教学方法，希望与广大教师共同分享、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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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作是当下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习作篇幅长，囊括元

素多，小学生在习作中往往容易半途而废、陷人混乱。对此，

许多教师在习作教学中也一筹莫展。思维导图是以主导思维

为支撑，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罗列元素关系，从而帮助建立

全面、有序的整体观，并借此进步深入分析局部的习作与理

解方式，是我们习作的种重要工具。在小学语文习作教学中

引入思维导图，将有助于提升教学效率，帮助学生养成良好

的思维表达习惯。

二、运用思维导图归纳写作素材

要想小学学生写好作文，我们首先就应该从素材出发，

提高学生素材累积效率，包括素材的积累、选取和应用。只

有学生善于积累写作素材，懂得如何运用写作素材，才能在

作时“下笔如有神”，让文章不再空洞无味。针对学生写作

素材匮乏这一问题，笔者尝试用思维导图，带领学生从关键

词着手比如近义词、反义词进行拓展思考，以某个主题为基

础，带领学生创建相应的词汇库。例如，教师可以以“夏天

"”为主题，让学生思考与夏天有关的词汇。诸如炎热、电风

扇、冰激凌等，在思考过程中，可以强化学生对相关词语的

记忆，进而学生在以“夏天”为主题进行写作时，就有很多

写作素材可以利用，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同时，也可以增强

学生的辨析能力。当然，我们同样也可以指导学生绘制思维

导图，按照文章的体裁来分，比如以“景物描写、人物描写、

环境描写”等为枝干，指导学生分类积累写作素材，每天按

照思维导图的结构形式填补 3-5 句相关好词好句，真正启发

学生在日积月累中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

三、构建思维导图思维，帮助学生串联习作构架元素

思维导图工具其核心在于思维，通过树状等各类关系连

接模式构建习作内容的思维逻辑，从而达到串联更多复杂元

素，帮助深入思考习作整体与部分内容的目的。因此，在小

学语文整本习作教学中学语文教师应当重视思维导图教育理

念，将思维导图融入到课堂习作教学中，首先构建思维导图

的习作思维，帮肋学生串联习作素材零碎元素，并顺着这些

元素之间的关系完成逻辑串联，从而更好地组织作文架构。

例如，在小学五年级的写作题目“让我气恼的一件事”教学

中，如果直接让学生根据题目开始构思、习作，部分学生容

易出现选择事件困难、展开描述困难、组织语言肤浅等现象，

即使教师进行相应启发，学生选好了事件，也难以在有限的

时间内完成优秀的写作。而此时，引入思维导图，教师可引

导学生从“是什么”“什么时候”“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气

恼”“以后遇到相似的事该如何应对等构架，从以“气恼”为

一级标题展开，让学生描绘出将要叙述的事件。在完成思维

导图的构建后，学生将形成一定的写作思维，这对于提升写

作专注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巧用思维导图辅助分析，帮助学生理清习作逻辑

引人思维导图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思维，强调细节观察

分析，培养学生语文习作思维能力，帮助学生理清写作的情

感逻辑，以提升学生习作文章的教学效率。为了培养学生语

文习作思维，教师可让学生在开展小学语文习作时，借肋思

维导图梳理事件细节，提高学生思考以及习作效率，引导学

生深入思考事件、事物过程特征、逻辑以及价值，提高学生

的写作表达能力。例如，在面对“一件美好的事情”的五年

级写作题目时，教师即可让学生首先用思维导图列出自己长

这么大印象最深刻的美好事件，并对每个事件进行简单信息

的下级思维导图罗列，通过思维导图的构建，使学生沉浸在

对事件和情感的回忆中。并引导其选择其中一件美好的事进

行进一步的思维导图构建，列出事情发生起因、经过、结果，

使其能按照事件发生逻辑完成习作。学生在习作过程中将重

难点都清晰且有条理地绘制成思维导图，便于学生从重点出

发，再次深入到事件内展开深入探究。长期反复，学生的习

作能力会得到快速的提高激发学生的习作兴趣，培养学生养

成整本习作的良好习惯。

五、结论

综上所述，小学阶段是学生习作能力培养的关键期。语

文教师必须借助一切力量扩大学生的习作范围，提升学生的

习作质量。思维导图的应用作为一种现代化高效思维模式，

能帮助语文教师很好地完成导读教学，这对于学生构建自身

的思维模式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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