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5), 538-543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5424   

文章引用: 陈欣宇. 思维导图对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的价值探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5): 538-543.  
DOI: 10.12677/ass.2025.145424 

 
 

思维导图对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的价值探究 

陈欣宇 

重庆三峡学院外国语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5年4月3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13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26日 

 
 

 
摘  要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利用简单的图形和丰富的色彩，将零散的信息组织、整合、系统化的思维可视化工具，

帮助初中生在进行英语阅读时既能够从宏观的角度理解语篇，又能够从微观的角度把握文章细节，对于

提升学生思维品质有极大的帮助。本文旨在对思维导图的理论基础、定义、及其在国内外领域的发展现

状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探究其对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的价值，以期为一线英语教师提供一定思路，继续优

化以提高初中生思维品质为发展目标的初中英语阅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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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d map, as a mind visualization tool that utilizes simple graphics and vibrant colors to or-
ganize, integrate, and systematize fragmented information, assist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omprehending discourse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while capturing chapter detail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during English reading, thereby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their thinking quality. This pa-
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definition,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mind map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ields, and to explore its value for middle school English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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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with the goal of providing insights for front-line English teachers to optimize their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reby enhance the thinking quali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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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阅读的本质是认知建构的过程，它不仅涉及语言符号的识别与理解，更需要读者调动已有背景知识，

运用逻辑推理能力和发展元认知策略，在文本信息与个人经验之间建立深层联结。在这一过程中，读者

通过预测、分析、归纳等思维活动，不断修正和完善对文本的解读，最终形成个性化的意义建构。这种

特性决定了有效的英语阅读教学必须关注对学生思维的培养，而非仅停留于表层的语言技巧训练。然而，

在如今的英语阅读教学中，仍然存在许多重技巧而轻思维、重结果而轻过程的现象，耗时多且效果不佳。 
因此，在此背景下，教师如何在英语阅读教学中有方法、有效果、有意义地教；学生又如何能够在

英语阅读课堂中主动地、创造性地、深度地学，成为了英语教学领域一个重要且迫切的议题。这不仅关

乎教师个人的专业成长，更关乎整个教育质量的提升和国家未来的人才培养。 

2. 思维导图 

2.1. 思维导图的理论基础 

2.1.1. 图式理论 
“图式”(Schema)这一概念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Kant Immannel)于 1781 年首次提出的。他

表示，“图式”是连接范畴和经验的中介，它在感性经验与理性能力之间确立了知性过程。此后，“图

式”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并由此诞生了图式理论[1]。 
就阅读而言，图式理论中提到了三种图式：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语言图式是学习者阅

读的基础，涉及文章的词汇、惯用语、句法和语法方面的知识；内容图式是学习者阅读的障碍，涉及与

文章主题有关的内容熟悉度或关于文章内容的过去经验和背景知识；形式图式是学习者阅读的支架，涉

及文章体裁和文章组织结构差异方面的知识，有助于学习者把握作者思路、理清段落间的层次和逻辑关

系。对于要建立以上三种图式来帮助阅读顺利进行的学生来说，思维导图同样是基于图像式思维来辅助

思考的工具。在此帮助下，学生能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主动将头脑中已有概念与新文本建立联系

的意义建构者。在实际教学中，二者的协同效应尤为显著。对于语言图式的建立，思维导图能够将零散

的词汇知识转化为有机联系的语义网络，帮助学生突破词汇记忆的瓶颈。在内容图式方面，思维导图的

层级结构可以直观呈现学生旧知与文本新知的关联，有效降低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而在形式图式

的培养上，通过思维导图分析不同文体的组织结构，学生能够更清晰地把握作者的写作思路和篇章逻辑。

这种多维度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学生进行阅读理解，更有助于他们逐步成为自主的思考者。 
由此可见，图式理论与思维导图的内涵是相通的，二者都强调通过构建认知结构来对信息进行组织

和处理，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前者能为后者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提供理论支撑，后者又能为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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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转化提供实践工具。 

2.1.2. 知识可视化理论 
知识可视化是一门新兴研究领域，其根基植于数据、科学计算、信息可视化等，强调通过视觉表征

形式来降低认知负荷、促进思维加工，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借助直观具象的图形工具来获取知识的手段。

乔春雨(2011)认为，知识可视化是通过图解的方法来传递、建构和创新复杂的知识、信息、观点、见解等[2]。
赵国庆(2013)则认为，知识可视化这种以图解来表达的方式，大大降低了语言通道的认知负荷，加速了思

维的发生[3]。 
作为一种知识可视化工具，思维导图将抽象的事物转化成便于接受和认知的图形，从而辅助和补充

对文字信息的理解，具象地展示了人类思维的自然表达过程。对于面对复杂且抽象的文本时，初中生往

往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理解困境，而思维导图有助于将线性文字转化为放射状的知识网络，

既降低了文本语言的理解难度，又提升了学生思维的加工效率。以初中英语教材中常见的叙事文本为例，

学生可以借助思维导图直观呈现故事发展的过程绘制故事山，同时通过不同颜色和符号标注其中蕴含的

语言难点(时态变化、修辞手法等)，实现语言知识学习与文本深层理解的双重目标。因此，知识可视化理

论是将思维导图运用于英语阅读教学的有力佐证。 

2.2. 思维导图的定义 

思维导图(Mind Map)这一概念的灵感来源于人脑的发散性思维方式。它由英国学者东尼·博赞(Tony 
Buzan)首次提出，又名“心智导图”“思维地图”等，是一种以图像式思维为基础的工具或是借助图像式

思维来辅助思考的工具[4]。 
此后，许多国外学者开始围绕这一概念进行研究，并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威科夫(Wycoff, 1991)认为，

思维导图可以刺激大脑皮层的工作，能够将传统的、单一的思考方式转化成多维的、发散的思维方式[5]。
法兰德(Farrand, 2002)认为思维导图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有用的学习策略。它能够把复杂的信息转化为由

与其相关的词组构成的可视化图形[6]。乔西(Joshi, 2017)则认为，思维导图能有效帮助学习者理解不同

观点之间的联系，最终形成想法[7]。一些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思维导图的概念进行定义。陈敏(2005)指出，

思维导图能展现学习者知识和思维的进行过程[8]。杜玉霞、赵淑芳(2017)则认为思维导图是先激活学习

者已有的知识和思维，再将新旧知识和思维一并纳入并有序组织，最后呈现大脑多层次思维的过程和结

果[9]。 
基于以上学者的阐述，结合英语学科特征，本文认为思维导图是一种结合图像式思维和视觉化表达

的工具，它通过中心主题向四周辐射出关键词和图像，形成层级分明、色彩丰富的网络结构，以促进学

生信息的组织、记忆，以及学习能力的提高。若将其应用于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则能帮助学生将长难

文本信息进行二次处理，简化为不同的图像，最终提高学习效率和发展思维能力。 

2.3. 思维导图在国内外领域的发展现状 

思维导图这一概念最初被东尼·博赞(Tony Buzan)用于解决学生笔记繁杂，且不利于课后复习的问题，

后因其自身优越性受到了各领域的关注和欢迎。由于国内外研究者关于思维导图的研究比较多元化，且

考虑到本研究的需要，本研究在查阅并分析归纳了相关文献后对于思维导图在国内外研究领域的发展大

概分为以下三类。 

2.3.1. 思维导图在国外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在思维导图这一有效的“大脑使用指南”提出后，外国教育领域的学者便开始对“在教学中投入使

用思维导图是否能有效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这一话题进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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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格(Tigner, 1999)对思维导图在教学领域的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思维导图能够在学生们

收集、组织、整理以及记忆重要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10]。古德诺夫和朗(Goodnough, K. & Long, 
R., 2002)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思维导图在教学领域的独特优势，即通过丰富的线条、图形和色彩，为学生

提供一个自由表达的思想空间，从而提高其学习速度和效率[11]。基拉特(Harkirat, 2011)在前人研究基础

上，将思维导图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二者进行比较，重点关注其对学生知识结构质量和丰富程度认知方

面的影响。他的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接受传统教学法的学生，接受思维导图教学法的学生在认知结构

上表现得更为广泛和深入，其逻辑结构更为清晰和流畅、思维结构的关联性也更为丰富[12]。 

2.3.2. 思维导图在国内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相比较于国外，思维导图在国内教育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有关学者才开始

进行相关研究探讨。 
1998 年，博赞的著作《思维导图：放射性思维》在中国出版发行。我国学者王功玲(2000)受其影响，

随之在《黑龙江科技信息》上发表了题为《浅析思维导图教学法》的文章。在文中，她详细介绍了思维导

图的发展历程和绘制技巧，并将其用作一种创新的记笔记方法应用到教学实践中。除此之外，她还发现，

相比较于传统的记笔记方式，学生在笔记中融入思维导图，不仅能够节约时间，还能显著提升记忆效果，

其知识也掌握得更为牢固[13]。 
2005 年，博赞亲临中国，并借此机会开展了一系列培训活动，推动了思维导图在国内教育领域，涵

盖化学、语文、英语等多个学科发展的广泛应用。何露(2009)通过研究思维导图在化学学科中的应用，发

现其能帮助学生将零散的知识结构化和系统化，从而有效提升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果[14]。高建华

(2016)通过实验发现，思维导图在语文课文预习和语文课堂教学中均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能够提高学生

的阅读兴趣，还能够促进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构建知识框架，发展学习能力[15]。朱蓉(2022)指出，与较

为陈旧单一的传统英语阅读教学方式不同，思维导图能直观呈现课文的框架结构，帮助学生疏通文章脉

络，提升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16]。 

2.3.3. 思维导图在国内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当前，国内对于思维导图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研究较为具体，主要聚焦于其在实际教学中的应

用效果。这些研究旨在为初中英语阅读教学提供创新的、可行的、有效的方案和策略，以促进学生更好

地学以及教师更好地教，响应新课改的号召以及素质教育发展的需要。 
王叶媛(2018)从散文、小说、诗歌三种体裁入手，运用 SWOT 分析法分析对比了思维导图阅读法和

传统阅读法，并详细探讨了思维导图在初中课外名著阅读中的策略[17]。吉泽红(2019)表示，思维导图可

以使冗杂的文字内容图像化，帮助学生快速把握文章主旨，有效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18]。朱艳泓

(2021)则通过研究思维导图在阅读前、中、后环节的应用，展示了其在不同教学阶段的灵活性和高效性，

即教师对课堂的处理更加灵活多变，能够帮助学生迅速抓取文章重点以及剔除无关信息[19]。 
综上所述，将思维导图应用于教学领域的研究已有较多的数量，应用到国内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

研究也比较具体，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思维导图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 

3. 思维导图对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的价值 

3.1. 提高学生阅读兴趣 

对于 13 至 15 岁，正处于思维活跃、好奇心旺盛时期的初中生而言，英语阅读课堂本应极具吸引力。

然而，经大量课堂观察和实践发现，多数初中生在遇到生词密度较高的阅读材料时会主动放弃深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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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采用机械或直接跳过的方式应付课堂任务，表现出消极的课堂参与倾向。 
针对这一现象，思维导图这种结合简洁文字和生动图片的知识可视化工具便展现出其独特优势。以

人教版《英语》九年级全册 Unit 12 Section B 2b 为例，教师可先以彩笔绘制“April Fool’s Day”作为中心

主题对学生进行视觉强化，然后引导他们梳理英格兰意大利面骗局、减肥水恶作剧和火星人广播三大经

典案例作为一级分支，再将每个案例细化为包含“5W”要素的二级分支，并辅以创意图示。最后鼓励学

生通过绘制简笔画、添加创意符号等方式标记关键转折点，实现文本信息的个性化视觉转化。这种图文

互释的过程符合初中生心理规律和学习规律，将抽象文字转化为多维感官刺激的认知活动，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 

3.2. 外化师生思维过程 

思维是内在的认知活动，因其不可直接观测性，给教学双方都带来了诸多挑战：教师难以全面且精

准把握学生在阅读课堂上的思维状态和理解程度，也难以让学生看到自身分析文本、建立关联、推导结

论的完整思维路径；学生则难以察觉自身思维的漏洞和不足，更难以目睹自己的进步和成长的轨迹。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思维导图应运而生，成了外化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思维过程的有力工具。教师

绘制的层级分明的思维导图，能让学生观察到教师原本隐性的思维显性流动，进而快速锁定学习重点。

学生自主绘图时，其提取信息、描述对象、推理判断等认知活动，会被强制外化为经其主观加工后形成

颜色突出的关键词、箭头连接的因果链等。教师可借此洞察学生思维的真实运作状态，如有人全盘复制

内容，说明尚未抓住文章主线；有人对某个细节描绘过度详细，可能表示他对该点格外感兴趣或特别困

惑。这种双向显影机制，不仅使“教”与“学”的思维黑箱变得透明，更营造出动态的教学对话空间，最

终实现师生思维过程的外化。 

3.3. 助力学生巩固所学 

思维导图其特有的知识结构化呈现方式有助于学生巩固所学。当学生将零散的信息转化为清晰的图

表时，其认知系统会经历双重强化。一方面，关键词提炼与信息分类迫使大脑进行深度语义加工，将文

本表层信息转化为长期记忆的认知锚点；另一方面，色彩编码与图像联想激活右脑视觉记忆区，形成文

字-图像双重编码，显著提升信息保持率。 
以译林版《英语》牛津初中英语九年级上册阅读文本“Music without Boundaries”为例，学生可以通

过梳理谭盾的创作背景、音乐元素及文化内涵，构建起以“谭盾的生平”、“谭盾的音乐风格”及其“谭

盾对中西方音乐融合的贡献”等为分支的思维导图。同时，他们还可以试图找到不同分支之间的联系，

如谭盾如何在作品中体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复习从文本中学习到的结构、内容和

语言，实现对人物传记类文本的深度巩固，促进短期记忆向长期记忆的转化。此外，思维导图的动态性

和灵活性允许学生不断更新和完善知识结构，随着对目标人物更深入的学习，学生可以持续丰富思维导

图的内容。由此可见，思维导图在巩固学生所学方面的实际效果较为显著。 

4. 结语 

本文探索了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创新且有效的教学辅助工具，在促进学生发展思维品质方面的重要作

用。从理论基础到实践应用，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思维导图具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外化师生思维

过程、助力学生巩固所学等价值。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思维导图有望成为提高初中英语阅读教学

质量、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重要工具。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思维导图在不同教学环境和学生群

体中的适用性和效果，以及如何将其与其他教学方法相结合，以实现更优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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