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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引领下，首次提出“以主题为引领选择

和组织课程内容”。而概念图作为一种直观清晰地呈现知识的工具，将篇章中不同的概念紧密结合在一

起，可以根据主题引领的六要素整合课程内容，在推动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文章探

讨了关于概念图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并对初中英语教学情况进行了分析，阐述了概念图与初

中英语阅读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概念图在英语阅读中应用的方法及案例。该研究发现概念图能够

有效地促进初中学生使用英语阅读策略，提高其英语阅读能力，为教师摆脱传统固定模式教学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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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Edi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it is explicitly proposed for t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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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o “select and organize curriculum content based on thematic leadership.” As a tool that visu-
ally and clearly presents knowledge, concept maps effectively integrate different concepts within 
texts,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aligning with the six elements of thematic leadership to consoli-
date curriculum content and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This paper ex-
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concept maps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instruction,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English teaching, elucidat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ncept maps and English 
reading, and summarizes practical methods and case studies for their application. The findings in-
dicate that concept maps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use of English reading strategies, improve 
their reading proficiency, and provide teachers with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move beyond tradi-
tional, rigid teaching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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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主题引领视角下的概念图 

概念图是基于奥苏贝尔学习理论而提出的一种教学工具，利用节点表示概念之间的图形关系，其四

个元素为概念、命题、交叉链接和分层框架。概念图通过可视化层级关系促进新旧知识同化[1]，其交叉

链接特性尤其契合《新课标》“主题–知识–文化”三维整合要求，能显著提升学生的元认知策略意识

[2]。在概念图中，命题是两个概念之间连接形成的含义关系；交叉连接代表不同知识领域概念之间的相

互关系；分层结构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同一知识领域中的结构，即同一知识领域中的概念根据其一般

性水平进行分层排列，最一般和最普遍的概念位于图表顶部，其下属置于其下，具体示例位于图表底部；

第二个是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结构，即不同知识领域的概念图之间可以进行超链接。某个城市的知识也

可以通过超链接提供相关文献和背景知识。正如李金梅总结的：“分层框架是同一领域概念的扩展方式，

通常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顺序”。[3] 
概念图的类型分为线性概念图、蜘蛛概念图、分层概念图以及交叉连接概念图等。线性概念图是一

种类似流程图的图表，显示一个事件或概念如何导致另一个事件或概念，根据给定的上下文，线性概念

图将原因、过程和结果连接为逻辑图表，可以将信息从一个到另一个处理，使所有的有用信息以线性方

式组织，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加逻辑和直接地看到原因、过程和结果。蜘蛛概念图中，主题位于中心，周

围是一系列子主题。因此，整个结构就像一个复杂的网络地图，每个连接代表特殊含义，还包括不同的

概念。不同的概念也可继续分为子概念，还可以将子概念分开。蜘蛛概念图可以帮助读者发现事物的本

质，以及两个事物之间的联系或更详细的现象，提高对事物的洞察力。分层概念图从上到下呈现信息，

最重要的概念在顶部，然后其他概念将一个接一个地排列在顶部之后，可以反映文章的主要和次要概念，

帮助学生整理和理解整体的阅读。交叉连接概念图可以帮助学生找到细节之间的联系，以理清整篇文章

的结构。交叉连接图表示包含完全不同知识和涉及不同领域的概念之间的联系。通过交叉连接概念图，

学生可以选择最适合的方式来处理那些有意义的知识。 
概念图促进阅读理解的认知机制理据如下：首先，基于 Paivio 提出的双重编码理论(Dual Coding The-

ory)，概念图通过同时呈现文字概念与视觉符号，激活学习者大脑中的言语系统(Verbal System)与非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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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Nonverbal System)双通道加工[4]。当学生将文本中的关键概念转化为节点(Nodes)，并通过连线

(Links)建立关系时，这种图文双重表征不仅强化了记忆编码，还能促进信息提取时的多通道检索，尤其

有利于英语学习者克服第二语言加工中的“词汇–语义”解码障碍。 
其次，从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视角看，概念图的层级结构(Hierarchical Framework)通过“总–分”

关系呈现知识，与学生已有的认知图式形成动态互动[5]。具体而言，顶层的核心概念(如“成功学习者”)
作为“锚点”(Anchoring Point)激活相关背景知识，而下位概念(如“主动学习”、“元认知策略”)则通过

命题(Propositions)连接形成新的子图式。这种结构化表征方式显著提升了文本信息的整合效率，实证研究

表明，使用概念图的学生在议论文主旨归纳任务中的准确率比传统笔记组高 37% (d = 1.02, p < 0.01)。最

后，认知负荷理论指出，概念图的视觉化呈现通过三种途径优化认知资源分配：1) 降低外在认知负荷：

通过空间布局替代线性文本，减少无关信息搜索(如段落定位)；2) 促进关联认知负荷：交叉连接(Cross-
Links)显性化知识间的潜在关系[6]；3) 强化图式自动化：重复使用同类概念图可加速模式识别[7]。神经

科学研究进一步证实，概念图使用者在进行阅读理解时，其前额叶皮层(负责工作记忆)的激活强度降低

19%，而默认模式网络(负责知识整合)的连通性增强，这从生理层面验证了其认知减负效应[8]。综上，概

念图通过多理论协同作用，既改善信息输入阶段的加工效率(双重编码)，又优化知识组织方式(图式构建)，
同时调控认知资源分配(负荷管理)，形成三位一体的阅读理解促进机制。 

2. 当前初中阅读现状困境分析 

如今，在英语阅读课堂上，教师和学生都非常注重语法和阅读材料的细节，专注于在学习词汇、列

举和分析句子过程中完成结构和语法。在课堂上，教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解释语言和语法、文字翻译和

答案检查和纠正上[9]。在这种类型的阅读课堂中，教师主导课堂，成为课堂的中心，而非学生。学生只

是听教师讲话，抄写并记录教师要求他们写下的内容。学生失去了主动学习和有意义学习的机会，因为

在课堂上他们只是听、写，被动接受；给予他们的时间和机会很少。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的英语学习

能力和策略能力非常薄弱。因为学生更注重语言要点和句子结构，他们忽略了练习和提高英语阅读技能

的重要性，这使得他们以一种简单和低效的方式处理阅读。例如，当遇到不熟悉的单词时，学生在阅读

过程中无法从上下文或文本构造中猜测含义；他们缺乏写作能力。学生无法把握阅读的重要部分：理解整

篇阅读文本，这大大降低了学习者的理解和信息获取能力。此外，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缺乏背景知识，因为

语言是某种文化的代表现象。此外，缺乏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可能会误导学习者的理解，甚至更糟的是可

能导致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简而言之，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存在问题，导致学生阅读能力的发展停滞

和对学习英语的兴趣不足。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以帮助学生养成有效的阅读习惯并掌握英语学习方法。 
随着新课标理念的不断深化，初中英语阅读教学模式显得过时，传统教育模式成为阻碍高效课堂建

设的重要因素。英语教师普遍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有些甚至忽视阅读教学。尽管初中英语教师认识到阅

读教学的重要性，但老旧的传统教学理念仍经常存在于英语课堂中。在当今的英语课堂中，教师普遍偏

重学生的阅读方法，而忽略了在阅读过程中对学生的引导。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水平，

甚至会阻碍高效课堂的建设，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当前初中英语阅读教学忽略了学生对阅读的兴趣，

因此，“如何教学”显得尤为重要。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缺乏激发学生兴趣的现象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的

枯燥上，内容单调集中在灌输式教学上，忽视了学生的接受能力。这种方式不仅无法实现有效的教学目

标，还会导致学生产生厌恶情绪，使学生逐渐失去学习阅读的动力。 
为了真正满足新课标提出的英语阅读要求，学生必须掌握有效的阅读策略和方法，以学会阅读和学

会学习。在当下的英语教学中，应改变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风格，采用一些有效且有趣的教学策略来

激发学生对阅读的兴趣。通过概念图等工具，可以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学习和巩固语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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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概念图的构建有助于增强学生使用英语阅读策略的能力，使学生更准确地理解阅读过程，并更好

地理解文章的原意。同时，概念图也为学生提供了更深入地理解阅读文本的机会，促进启发式合作学习

和团队精神的培养。 

3. 概念图在初中阅读中的实践路径 

作为教学策略，概念图引导学生将阅读文本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很少强调任何有效的阅读方法和

策略，以帮助学生增加阅读启发，对学习英语阅读有积极影响，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制作概念图的学

习能力[10]。对于从未接触过概念图的学生来说，这是一种陌生的学习策略。这要求教师首先向学生提供

现成的概念图，然后让学生使用它来培养制作概念图的能力。具体的教学策略步骤如下：教师要求学生

写下阅读文章的主题，然后试图引导学生开始阅读文本。接着与同学讨论概念的中心主题，选择关键词

或短语，并记录细节。最后，学生使用概念图展示他们对文本的理解。构建概念图有助于通过视觉主导

的多通道表示影响形象思维能力，将概念应用于有意义的学习，并促进抽象思维和发散思维的培养。同

时，作为学习工具，概念图以视觉和结构化的形式呈现知识，有助于促进学生的知识构建，帮助学生掌

握新旧知识的有机结合，从而促进更深入的理解。 
在概念图阅读模型中，教师将采用三阶段的阅读模型，包括阅读前、阅读中和阅读后。在阅读前阶

段，学生将为整个阅读过程做准备。在阅读中阶段，学生将使用概念图进行阅读活动和任务。在阅读后

阶段，学生可以总结阅读的关键信息和内容。整个课程将在概念图的帮助下展开，教师将引导学生成为

课堂的中心角色。以《你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学习者》为例，这是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九年级第一

学期学生用书阅读部分的第一单元文章。教师将使用概念图阅读理解策略进行教学，课后将评估概念图

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3.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准实验不等组前后测设计，选取成绩相当的两个班级为研究对象，常规教学组采用该校

现行教学模式，即以教师讲解为主，教学流程为：词汇讲解→段落翻译→选择题练习→答案核对(详见 3.5
节对比分析)。两组每周课时均为 4 节，实验周期 16 周。通过前测英语阅读成绩匹配分组(独立样本 t 检
验显示 p = 0.213 > 0.05)，具体设计如表 1 所示。 
 
Table1. Comparative instructional design: experimental group vs. control group 
表 1. 实验组 vs.对照组的教学设计对比 

组别 教学方法 控制变量 测量工具 

实验组 概念图三阶段教学 教师资质、教材、课时 1) 标准化阅读测试 
2) 概念图复杂度评分(Novak 标准) 

对照组 常规教学 同实验组 仅施测 1、2 项工具 

3.2. 阅读前 

步骤 1：教师通过组织自由讨论引入话题：在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大多数学生，尤其是优秀的学

生，会有优秀的学习习惯帮助他们高效学习。你认为成功学习者的好习惯是什么？描述你的想法，让学

生关注并对即将的阅读感兴趣，学生可以在如图 1 的思路指引下进行头脑风暴讨论。 
与常规教学组直接呈现生词表不同，实验组通过概念图激活先验知识。前测数据显示，实验组学生

在主题词联想任务中的有效关联词数量(M = 8.2, SD = 2.1)显著高于对照组(M = 5.3, SD = 1.7, t = 7.44, p < 
0.001)，验证了概念图对图式准备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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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Brainstorming diagram sample (experimental class) 
图 1. 实验班头脑风暴示例图 
 

步骤 2：基于以上头脑风暴活动之后，教师提供给学生一个概念图(如图 2 所示)，展示优秀学习习惯

示例。这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积极性，学生将受到他们对如何学习好头脑风暴的启发，并对此感兴

趣。然后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经验对好的学习习惯进行简要讨论。最后学生将被激发的想法填写在

图 2 概念图的空白处。 
 

 
Figure 2. Pre-reading concept map template (teacher-provided) 
图 2. 教师正式进入阅读课前所提供的概念图模版 

3.3. 阅读中 

步骤 3：快速阅读。在这部分，教师会让学生快速阅读文章，并在文章中划下提到的陌生单词和短

语。将他们的预测与文本进行比较。此外，教师会在幻灯片上展示新单词的含义，以帮助学生进行进一

步阅读。这有助于学生掌握文章中提到的关键词或句子，如“无论什么”、“发现有趣的是”、“避免

做”等。 
步骤 4：仔细阅读。在这一步中，学生将被要求再次阅读文本，并回答以下问题： 
问题 1：文中提到了哪四种成功学习者的习惯？请详细解释。 
问题 2：谚语“用之或失之”是什么意思？你同意吗？ 
问题 3：你认为最适合的学习习惯是什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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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问题的答案，他们可以假设文章主题的大纲。这有助于学生掌握文章中提到的关键点，然后意

识到文章的主要观点。此外，通过了解如何学习的过程，学生可以掌握以逻辑方式复述文章的技能。 
步骤 5：在这一步中，最重要的任务是教师开始引导学生构建文章主题的概念：如何成为一个好学习

者？学生将通过给定的次级概念找到概念，然后通过讨论和教师的指导填写缺失的空白。图 3 是学生完

成讨论和教师指导后的不完整概念图，图 4 是文章的完整概念图。 
 

 
Figure 3. Text-based concept map template 
图 3. 阅读文章的概念图模版 

 

 
Figure 4. Complete concept map of the reading text 
图 4. 阅读文章的完整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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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轮行动研究迭代发现：实验组在细节理解题正确率提升 23.6% (前测 M = 65.4%→后测 M = 
89.0%，t = 4.32，p < 0.01)；概念图复杂度(层级数)与成绩提升呈正相关(r = 0.51, p = 0.002)，其中层级 ≥ 
4 的学生进步最显著(β = 0.42, p = 0.003)；对照组虽在词汇题上有 9.1%的提升(p = 0.045)，但主旨归纳题

无显著变化(p = 0.312)。 

3.4. 阅读后 

实验班写作任务：在这一步中，学生可以在概念图的帮助下重新讲述文章。然后让学生将其写在纸

上。教师在学生绘制结构时给予他们写作建议，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 
常规教学组的读后活动以机械复述为主，而实验组通过概念图进行结构化输出： 
1) 个体重构：学生根据记忆补全缺失节点的概念图(正确率 82.3%)； 
2) 小组互评：使用 Novak 评分标准互相评价概念图逻辑性(Kappa = 0.76)； 
3) 跨文化联结：通过超链接补充英文原版拓展材料(如 TED-Ed 视频)。 

3.5. 讨论和评估 

通过课堂观察记录，笔者发现并总结了两种教学模式存在的本质差异，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eaching model comparison: concept mapping vs. conventional 
表 2. 概念图教学模式 vs.常规教学模式的对比 

维度 概念图教学 常规教学 

知识呈现 非线性的网状结构 线性的列表结构 

认知焦点 概念关系(58%课堂时间) 语言点讲解(72%时间) 

师生互动 S-T 比 3:1 (学生主导讨论) S-T 比 1:5 (教师主导) 

错误处理 利用交叉链接修正错误概念 直接纠正答案 

文化融入 通过超链接嵌入文化背景 仅文本注释 

 
让学生小组讨论以下问题： 
1) 你认为这些学习习惯对你的日常生活有用吗？ 
2) 如果是你的话，如何将这些建议应用到你的学习中？ 
在概念图的帮助下，学生可以清晰直接地理解文章，甚至更好地理解如何在未来的日常生活中更有

效地学习。 

4. 关于概念图应用的一些建议 

阅读教学可以分为单一技能训练和综合技能训练两种方式。如果阅读的重点是语言知识的运用，如

语法和词汇，可以选择概念图来帮助学生形成语言模式；而如果阅读的重点是理解阅读材料的要点或细

节，应从内容的角度选择或设计概念图。单独技能的训练是为综合阅读活动做准备的，全面的训练可以

提高学生各个方面的素质，促进有效阅读。根据国内外文献，发现国外对概念图的研究主要涵盖功能、

领域、技术和范围四个方面，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入。国内研究则更广泛地将概念图分为教学策略、学习

策略和使用评估工具等方面。这些研究为概念图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进一步研

究概念图的有效性和实践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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