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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学英语教学既是对学生基础知识的积累，也是对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培养。英语阅读是一项测试学生

对单词、语法以及理解能力的综合性测试，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可以借助思维导图的逻辑性来对知识点

进行整理和归纳，从而在把文字转换成图片的时候，能够更好地发挥左、右大脑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思

维导图”教学法的教学意义和初中英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以人教版教材的英语阅读教学为例，

对“思维导图”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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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is not only the accumulation of students’ basic knowledge, but 
als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English reading is a comprehensive test 
that examines students’ abilities in vocabulary, grammar and comprehension. When students are 
studying, they can use the logic of mind maps to organize and summarize knowledge points, so that 
when converting text into pictures, they can better exert the functions of the left and right brain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teaching significance of the “mind mapping”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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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exist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aking the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of the PEP Edi-
tion textbooks as an example, it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ind mapping” teaching method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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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最新发布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版)》中明确提出要把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作为英语课

程的总目标[1]，英语课程要培养的学生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等方面。

在新的课程标准的背景下，初中英语教学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既要注重学生对单词、语法等基本知

识的掌握，又要注重学生在英语阅读中的思维能力、理解力和语感的培养，且各种能力之间相互渗透。

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都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是学习的重要基础。因而在英语阅

读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在新的知识和学生的已有认知结构之间建立连接，并为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提

供认知框架[2]。在英语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思维导图成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工具。思维导图是一种将思

维和知识可视化的工具，它将知识和颜色、图像、符号等结合在一起，使知识更加鲜明、形象和具体，也

更加有利于人们记忆和回忆知识，梳理知识结构[3]。思维导图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教师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使用思维导图，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2. 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存在应试教育思想，阅读技能培养薄弱 

英语教学相较于其他学科，具有独特的语言分类特性。在英语阅读教学中，教师受到学生素养参差

不齐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在教学过程中单一地向学生灌输文本信息[4]。在阅读教学中，教师采用最多是

讲授法，运用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首先带领学生学习新单词，指导学生根据预习问题在文中找出合适

答案，核对完答案就开始正式学习文章内容知识。然而在这种教学方法下，学生的灵活学习方式很难得

到丰富，提高思维能力也有难度，也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阅读完成后学生会学到表面

知识，把握不住文章的深层理念，阅读技能难以有进步，阅读教学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2.2. 阅读教学手段传统，难以激发学生兴趣 

阅读是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培养学生的语言逻辑能力、发展思维能力方面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初中英语的阅读文本知识点多，内容涵盖范围广，理解难度大，学生在面对冗长且具

有复杂的逻辑关系的文本时，往往产生畏难心理[5]。与此同时，传统的英语阅读教学更注重知识的输

出，教师更多地采用讲解词汇意义和文本翻译的方法来辅助学生对课文的整体理解。这样的教学方法

往往无法吸引学生注意力，且很容易让学生所接触到的知识太过零碎，难以激发其对文本进一步理解

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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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本理解浮于表面，缺少内容深度的剖析 

初中教学时间紧且任务重，教师常常采取强制性的灌输方式来传授各种知识内容。这种做法强调死

记硬背，导致学生在深入理解之前就先进行记忆。然而，这种学习方式使得学生难以真正消化和吸收这

些知识，导致他们无法深刻感知阅读材料中的重点和难点[6]。长此以往，学生在单调且直线化的英语阅

读学习过程中仅依靠机械记忆来达成学习目标，无法真正体会不同英语阅读文本所蕴含的深层意义[7]。 

3. 思维导图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作用和价值 

3.1. 培养学生阅读技能，提升阅读思维能力 

运用思维导图适合学生的发展特征，初中学生处在一个非常活跃的思维阶段，也是由形象思维向

抽象思维过渡的关键期，在英语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很可能会产生思维迁移的现象，从而降低了阅读

的质量[8]。而思维导图的应用有利于学生专注于阅读文本，在帮助学生梳理阅读文本的知识脉络的同

时，也使学生在绘制、应用思维导图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学习思维，帮助学生准确掌握知识学习及记

忆方法，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英语阅读习惯、学习习惯。在英语阅读课中运用思维导图，能够增强学生的

思维过程，发展阅读框架，评估阅读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技能。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既能够

在横向上打通不同单元的知识，在纵向上串联新旧的不同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课堂交流的过程中借鉴

他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对自身的思维方式进行优化和补充，进而提升思维能力[9]。思维导图也能够对

从整体上对知识内容展开梳理，帮助学生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就单一语篇而言，思维导图可以帮

助解读文章内容，同时，在接触数量较多的语篇后，学生也能运用思维导图进行分类，归纳语篇总体框

架，从而实现阅读能力的提升。在面对比较困难的知识点时，思维导图可以通过图文相结合的方法，把

信息和知识的组织过程用图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也可以培

养学生的阅读组织能力，把自己的知识与思维导图融合在一起，从而提高英语的阅读学习积极性[2]。
此外，思维导图还可以提高知识传播的效率，让学生由被动接受到积极的记忆与思考，从而提高英语

的整体学习能力。 

3.2. 转变师生课堂角色，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英语阅读教学的关键是要通过新颖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更加主动地去思考，强

调并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作用，同时在阅读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归纳、分析和思维能力。而思维导

图的设计与制作，可以将知识点连接起来，将阅读过程中的知识点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呈现，并且将问题、

任务、案例等内容进行了合理的组织与安排，让英语阅读课的内容有了更明确的逻辑联系，从而形成更

开放的学习环境。张丹[10]阐述了思维导图在初中英语阅读课设计中的运用技巧。她把初中英语课分为课

前、课内、课后和课外四个部分。课前，她认为老师应该根据文章的知识内容和课堂目标，提前设计好

思维导图。在课堂上，教师的主题引导学生通过任务设计构建个性化的思维导图。课后，学生使用自己

的思维导图有效地复习知识。徐健睿[11]将思维导图英语阅读教学模式分为三个阶段逐步构建。首先，在

预读阶段，教师通过引导学生预测文章各部分的知识内容来构建文章的思维图式。在读中阶段，教师引

导学生将预读阶段文章各部分知识体系的思路与作者的真实思维进行对比。最后，在阅读后阶段，教师

引导学生内化文章所涉及的知识体系。在师生关系上，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也能促进学生与教师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在共同分享思维的过程中融洽课堂氛围[12]。因此，思维导图能够促进教师转变传统的阅读

教学方式，使教师从原本的知识讲授者的角色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对知识的建构和掌握都需要学

生自己来完成，由此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更加积极地参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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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深入剖析阅读文本，把握文章深层含义 

思维导图遵循学生思维活跃的特点，能对阅读文本内容进行精炼，并通过图形、线条、关键词的方

式呈现出来，将英语阅读文本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13]。这不仅符合学生思维发散的特征，同时也使他们

对阅读课文的内容和知识点有了更好的了解，减轻了他们的学习难度，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知识。

这种梳理方法以精练方式呈现阅读文本内容，符合英语知识结构，便于学生高质、高效地完成英语阅读

学习。同时，在核心素养背景下，初中英语阅读文本不仅要求学生把握理解文章大意，还需他们理解与

单元主题相契合的文本深层含义。思维导图可以突出阅读文本中的重点内容，减少冗余信息的干扰，帮

助学生理清文本，把握文本的语境，了解文本的背景。在记叙文中，学生可运用思维导图设置问题链或

梳理叙事结构，并解析相关象征和隐喻。在议论文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思维导图中留出空白区域，让

学生补充自身观点，与文本内容对话。教师可以借助思维导图快速判断语篇体裁类型以及组成要素，更

好地把握体裁特征，并在阅读教学中借助思维导图引导学生完成解读过程，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综合学习，

从而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14]。 

4. 思维导图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4.1. 运用思维导图导入新课知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英语阅读教学中，新课的导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中，教师可以激发学生已有的

知识，激活他们的图式，通过新旧知识的联系来逐步引导学生代入新知识的情境。在英语阅读课中运用

思维导图，可以在课堂导入环节通过思维导图引发学生的思考，引导学生发散性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以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二单元“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为例，本单元的阅读课文章主要

讲述志愿者的经历，为了让学生充分了解本篇文章所想表达的具体含义，并且对新知识产生学习兴趣和

对文章内容产生探索欲望，教师可以及时在课堂导入环节绘制思维导图。在课前引入环节通过思维导图

的形式，通过黑板和屏幕等渠道和工具将新课结构展示给学生，促使学生进行头脑风暴，通过将思维发

散来激活学生头脑中已存在的图式和阅读兴趣，为展开后续的阅读环节、开展其他的教学活动提供先行

组织者和基础。例如，可以围绕所要阅读的文章主题提出相关的学习问题，如“你参加过志愿者活动吗？”、

“你认为志愿者活动的意义是什么？”、“在参加志愿者活动前，你会做好哪些准备？”等等，可以让学

生在课前通过相关渠道搜集资料，将每一个问题分化引出可能的子问题，在课堂上以思维导图的方式呈

现。教师也可根据文章内容在课堂上当堂绘制思维导图，例如志愿者的类型、时间、地点等，引导学生

在阅读文章前即兴思考，从而为学生了解文章脉络、把握文章主旨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词汇是英语

阅读的基础，陌生词汇是学生阅读兴趣减弱的重要原因之一，课前的思维导图也有利于教师帮助学生扫

清词汇方面的障碍。在英语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提供自上而下的知识和自下而上的知识这一先

行步骤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思维导图在英语阅读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思维导

图在新课导入环节的应用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有利于教师在阅读环节开展任务驱动、小组

合作、学生交流等教学活动，引发学生思维的进一步碰撞，产生更为有效的语言知识输出活动。 

4.2. 运用思维导图梳理文章脉络，引导学生理解阅读 

阅读教学是初中英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它不仅牵涉到英语学习的语法、写作等方面知识，同时也

有助于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在传统的英语阅读教学课程中，教师大多通过讲解句型和词汇、翻译文

章内容来进行教学，通过这些零散的方式学生习得的也是碎片化的、较为浅层的知识，缺乏对阅读文本

的系统性的、更深入的理解，导致学生只能简单地理解文本含义，但无法充分把握文章的整体思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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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也不利于学生阅读思维能力的提升[15]。初中英语新课标指出英语教学应注重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这也决定着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仅仅需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教授

学习策略和提供学习资源。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也为了提高初中英语阅读的教学质量，引导学生掌握阅

读技巧，教师可以在英语阅读过程中灵活运用思维导图，以此帮助学生掌握更为高效的阅读方法和思路，

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英语文本阅读能力。以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为例，本单元的阅读文本主题为家庭生活，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快速略读来掌握文章脉络和大

意，通过思维导图的形式使学生快速梳理文章结构和内容主题，之后通过不同分级的分支来进一步抽丝

剥茧、细化归纳文章内容。例如，在本单元阅读文本中主要有三位人物：“Taylors”、“Linda Miller”、

和“Alice Green”，这三位人物都对家庭对孩子的学习压力有不同的看法，教师可以根据文章结构让学生

确定以家庭风格作为思维导图的中心词，并以这三位人物作为子分支，对思维导图进行扩充，在之后的

教学活动中，学生可在教师的帮助和引导下对文章各部分进行精读，从而对文章所包含的信息进行进一

步挖掘，一步步充实思维导图的内容，对思维导图的中心词进行延伸和拓展，使文本结构更加结构化、

形象化、条理化，使学生提取、储存、获取信息的效率进一步提升。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让英语阅读的

略读和精读相辅相成，让学生主动掌握文章的脉络结构和关键信息，也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学生的概括

总结等阅读能力，帮助学生举一反三，促进知识和技能的有效迁移。 

4.3. 运用思维导图培养写作技巧，激发学生以读促写 

初中英语新课标提出的核心素养总体目标要求决定了英语教学不应单一地培养学生某一方面的能力，

而是要在课程中对各种能力的培养融会贯通、相辅相成，从整体上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写作是阅

读的重要产出活动之一，在英语阅读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写作技能，不仅有利于学生对文章内容主旨

的内化，也能在运用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实现英语教学活动的有效延伸。以

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九单元“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为例，本单元的阅读文本是关于新加坡的

地理介绍，分别从食物、生态和气候三个不同角度描述了新加坡的特点，文章不仅结构清晰，而且包含

许多可供学生借鉴模仿的短语和句型。在对本篇文章的分析教学中，为了加深学生对本篇文章总体含义

的理解和把握，教师可灵活运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引导学生掌握本篇文章的大意和具体写作方式，帮助

学生理解的同时对文章写作方式进行解构，进而进行吸收和内化，从而在类似主题的文本写作任务中运

用此种写作方式，提升写作的效率。在阅读教学完成后，教师可及时引导学生在思维导图的帮助下对文

章内容进行复述和讨论，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记忆，并布置此类主题的写作任务，要求学生列出由与

阅读文本类似的写作提纲、所学的语法和句型知识构成的思维导图，然后引导学生运用类似的写作技巧

来完成写作任务。通过思维导图的写作可以有效减少初中学生对写作产出活动的压力和抵触情绪，更好

地加强知识吸收和产出之间的联系，且思维导图可以帮助阅读教学奠定写作教学的基础，反之也使写作

教学让阅读教学进一步升华，使得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5. 结论 

总而言之，英语阅读是对阅读文本进行加工和解码的过程[16]，而初中英语新课标要求学生挖掘文本

背后所隐藏的含义，这意味着片面的、碎片化的阅读教学不可取。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工具，

在英语阅读课程中的运用不仅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帮助学生扫清阅读障碍，也能引导学生梳理文章

脉络梗概、进行有效的产出，从根本上提升英语阅读的效率。同时，在新课程背景下，英语阅读课堂中

思维导图的灵活运用也能促进课堂中教师和学生角色的转变，教师能够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向学生学习

的促进者、引导者转变，学生也能够更好地发挥主动性，由此更加凸显新课标所倡导的教师主导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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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英语课堂要求[17]。此外，以思维导图为导向下的任务、活动等也能促进学生与阅读相关的说和写

等多元思维和综合素质的提升，体现英语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真正促进英语核心素养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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