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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看得见"思维有导图

谈思维导图在小学习作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王红燕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

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邀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

..... ."这是《你是我的眼》这首歌中的歌词，这首歌的原唱是盲人歌手萧煌奇，歌词准确地表达出了一

名盲人歌手的最大愿望。由此我联想到了我们的习作教学。"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更准确、具体地

表述自己的意思。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写，并文从字顺地表达。如果我能看得

见，我的习作也许就完全不同，将更有个性，更有创意。"这同样表达了学生习作的最大愿望。

作文是动态变化的过程，是思维的过程与结果。时下，"模板作文"、"万能作文"、"兔尾巴作文"

屡见不鲜，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大多数学生思绪混乱，不会想，或者思维浅显，想不出。如何突破写

作思维的缺陷这一瓶颈，探索一条有利于促进学生思维拓展、提高学生习作能力的作文途径，笔者尝

试将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托尼·巴赞CTony Buzaω提出的"思维导图"CMind Map)引人习作教学，试

思
维
有
导
图

图凭借"思维导图"用文字将学生的习作想法"画出来"，让"思维导图"成为一双让学生习作中能"看

得见"的眼，通过对写作思维过程的精细剖析与层层展示，帮助学生掌握作文规律，发散思维，理清思

路，习得章法，使学生更好地摄取、加工和表达，轻松踏上习作旅程。

习
作
「
看
得
见
』

本文就学生习作难的主要症状做一个诊断分析，并力图结合教学中思维导图的运用谈具体的应

对策略:

凭借思维导图解决‘‘无米之炊"

01 
症候一"难为无米之炊"

叫学…

学偏重于"智育"气，忽视了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内外活动，使得学生与热闹沸腾的现实生活脱节。过于



封闭和狭窄的生活空间使学生感官封闭、想象滞涩、活力萎缩，缺乏丰富多彩的写作素材，习作也就

运L 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闲境。

里征:形成"无米之炊"的里征是内网 。 其原网首先是学生的畏难心理;其次是不会留心观察生

活巾的人和事。 这是由于教师很少为学生解决"米"的问题，久而久之，畏难恐惧的心态使学生失去

了写作的信心和兴趣。再者，很多时候教师只是笼统地向学生强调:要留心观察周围的人和事 。 而

怎样观察，具体观察些什么也未作具体细致的要求。所以，不少学生不懂得观察的方法，对周用的人

不日事，只会走马观花似的看热闹，而不会下马看"花"看门道。 习作时，自然无"米"可"炊"。

对策:凭借"习作素材"思维导图来发散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0 (朱京语)作文是对客观事物的反应，生活是作文的源

泉，只有提高学生观察生活、积累生活的能力，才能使他们在作文时有取之不尽的材料、挖掘不尽的

"宝藏"。 为此，教师在丰富学生生活的同时，更要培养学生主动观察并不只累生活的能力 。 那么，如何

才能让学生学会找"米"，学会下马看"花"呢? 在教学实践巾，引人"思维导阁"，可以引导学生兴趣盎

然地找"米"和看"花"，教给学生找"米"租看"花"的方法。

如教学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习作"可爱的校同"时，可以这样指导学生观察事物、不只累习作材料 :

首先在"单元习作导读"课上明确本次习作内容:在可爱的校园里我们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日子。 让我

们到校园里走一走，看一看，可以写校园里的景美，也可以写校园里的事美，还可以写校园里的人美。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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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在接下来的一个单元的学习时间里留心观察学校里的景物和发生的事情，运用"思维导图"

罔文并重的技巧记录观察结果，把景物的特征 、发生的新鲜事以及自己的感受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

层级罔表现出来，同时还可以把关键词与罔像、颜色等建立链接。这样凭借思维导罔学生的观察就

有了目标、有了方向 、有了顺序 ，更有了内容和兴趣。两三天后，组织学生交流观察记录的思维导图，

引导学生相互分享、比较、探讨，进一步指导学生应在哪些方面细致地观察。 这样的交流使得原先含

糊不清的内容更加明朗。 通过将近两个星期的积累，在单元的习作指导课上，教师只要稍加点拨，学

生就能较轻松地进行写作。 下面就结合一位同学的思维导图做一个说明 。

这位同学的思维导罔的巾心从主题"可爱的校园"出发，分为观察"景美" 、"事美"、"人美，， -兰大主

要分支 。 又从不同分支出发，分别进行了细致地观察，记录了不同景物的主要特征、身边发生的一系

列新鲜事 ，还融入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这样，学生随时将观察到的内容以关键词的形式记录下

来，从而使这些素材形成文字被保留了下来。 在学生做记录的同时教师适时集中交流和指导，使话



"乒乓球大PK"

"不请自来下棋风"

"毯子重现江湖"

书法碑廊"墨香阵阵硕果累累"

操场"大大大"

百果园果子"多多多"

英雄战机"翻翔蓝天"

一对一实验班"新奇新颖新鲜"

图 1

题(或主题)更集中，形成一个个系列。如这一单元的习作就在不断的交流分享中形成了"校园美景

系列"、"校园流行风系列"、"校园里的别样美系列"..…·这样在同一主题下便开发出了不同的素材，

写作时碰到某一类主题的文章就可以从自己的素材库中，提取认为最新鲜、最能表达该主题的材料

来，加以构思写成文章。有了这样的思维导图的发散和梳理，就不怕学生习作找不出新颖、有个性的

材料或观点，更不怕写出来的文章会千篇一律了。

凭借思维导图倾倒‘‘壶中汤圆"

症候二"难倒壶中汤圆"

表征"难倒壶中汤圆"的表征，具体表现在学生习作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还表现在心里

思
维
有
导
图

贮存的人和事，在其脑海里的意象是清楚的，但用语言文字表述起来，就出现了写不清道不明的现

象。因此，习作时他们往往前言不搭后语地乱写一通。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就使人看不明白。

里征"难倒壶中汤圆"的里征，具体表现在"大脑加工厂"缺乏对写作材料进行加工的"能量"。

习
作
「
看
得
见
』

形成这种症状的主要原因有:首先，学生还没有学会如何整体构建一篇文章的结构框架;其次，学生

还没有学会如何运用语言文字流畅地表情达意;再次，学生还没有掌握一般的写作技巧。这诸多原

因就形成了学生"难倒壶中汤圆"的症状。

03 

做叫酣阳町町程由叫标树阳准版(2叫

宇顺地表达自己的见闻、体验和想法"气。可是教材中并没有对"如何做到具体明确、文从宇j川顺|顶质"作详细

对策:凭借"习作结构"思维导图来引流



的阐述，实际教学中教师也往往只是照本宣科地要求学生"把内容写清楚写具体，把语句写通顺，表

运L 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而学生对于"怎样写清楚写具体，怎样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总是"一头雾

水"。

因此，当学生有了"米"后，教师应当指导学生怎样将"米"炊成香喷喷的、有嚼头的"饭"，也就是

在有了可写的内容后，指导学生怎样从细微处人手把内容写清楚、写具体、写出真情实感。"思维导

图"有助于学生构建习作结构网络，理清层次，找出重难点。 学生确定习作对象后，依据"习作素材"

思维导罔的记录，抓住关键词，理清写作思路，即明确文章应当罔绕哪几方面来写，先写什么，后写什

么，哪些应当详，哪些应当略，以及彼此之间应当如何衔接等。至此可以就这一具体材料再次引人

"习作结构"思维导罔进行文章的结构建构，运用"点状分解"的方式，引导学生把习作写得具体形象

感人。 那什么是"点状分解"呢?如果我们把事物的整体看作一条线(即思维导罔巾的各级分支) , 

"点状分解"就是把这条线分解成若干的点(即思维导罔巾的神经末梢) ，然后按一定的顺序把这些点

一个一个具体地写出来，由这些点构筑成完整的线。 下面根据习作不同的文体阐述具体的操作

方法。

1.叙事:如阴真事一一出显跌看起伏的事件经过

小学阶段主要学习记叙文，而记叙文中最常见的是写人和叙事。写人离不开叙事，叙事义离不

开写人，但在不同的文章里所描写的人或事的程度不同、分量各异。写事的文章从头至尾记叙事件，

主要把事情的发生、发展和结局等过程写完整，力求把事件的经过写得跌看起伏，让读者如历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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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那么如何运用"思维导同"进行叙事文的"点状分解飞从丽引导学生把事件说完整 、讲具体，突出情节

的起伏和曲折，写出扣人心弦的习作呢? 下面笔者将以一位同学完成的《我上电视了》的思维导图展

开叙述:

上台 时……

图 2

有成就感

准备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这一思维导图来看，小作者把《我上电视了》这一件事分成了四个点:排练时，准备时，上台时，

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时。按时间进程依次展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事件，尤其是对自己的心理描写较

为细致，把上电视前排练时等待的焦急，上电视时的紧张，在电视机前看到自己上电视时的喜悦，真

实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如历其事。

2. 写人:如见真人一一由显形神兼备的人物个性

写人的文章虽说离不开写事，但是拿一件或几件事作为例子，写事不是目的，而是作为证据和理

由来体现人的性格或特点。写人的文章必须把人物写充分，以人物活动为中心，抓住典型事例，增强

说服力和感染力，凸显人物个'性。那么如何运用"思维导图"进行写人文章的"点状分解"，从而引导

学生把这个充满个性的"人"的个性写出来，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呢?

首先，运用"思维导图"建构写人文章的主要模式:

(1)点面式(适用于写羊一特点)

《磨蹭的我>>:介绍自己的外貌;点明自己的磨蹭;具体写一件磨蹭的事;照应开头说缺点。

(2)并列式(适用于两个及以上特点)

《忙碌的妈妈>>:妈妈印象;在家里;在单位;总结感受。

(3)递进式(适用于两个及以上特点)

《他，好样的>>:他是"我"的同学;他学习刻苦;他是我们班的"百米飞人";他值得我们学习。

(4)转折式(适用于对立的两个特点)

《说说我爸爸>>:简介爸爸;爸爸是技术精湛的技工;爸爸嗜酒如命;我喜欢爸爸。

思
维
有
导
图

其次，运用"点状分解"的方式，引导学生通过典型事例，抓住人物的外貌、动作、语言或心理活动

去刻画人物形象，把习作写得具体形象感人。

比如:上面的递进式中的例文《他，好样的>>，为了体现他是我们班级的"百米飞人"，我们可以选

习
作
「
看
得
见
』

择典型事例 在运动会 100 米中夺冠并打破学校纪录，运用"思维导图"引导学生把他的动作分解

为"准备 起跑 中途跑 冲刺跑"这四个点，然后按先后顺序抓住动作，在每一个点上记录

关键词，最后根据导图详细地把人物的动作写出来。在此基础上，可以继续运用"思维导图"进行多

05 
方面的联想，联想人物可能会有的神态等细节。比如:起跑前他的神情怎样?他有没有信心?起跑

日才町开双脚的?速度怎…………?打破纪叫神情且

一位同学根据思维导图完成的习作节选如下:……这时，一缕阳光照在了他的脸上，他显得更

又是怎样的等等。



加精神抖撤。 他想到了平日训练时，多次超过了学校纪录，今天的比赛一定行。 只见他一会儿压压

运L 腿，一会儿弯弯腰，深呼一口气后，目光炯炯地向终点望去。 他缓缓走上了跑道，抬头注视着前方，目

光中透着一种坚定。"砰"，发令枪骤然响起，比赛开始了 。他像脱缰的马儿，又如脱寻的箭儿一般，

冲出了起点。他的动作协调有序，节奏稳健有力，把其他选手抛在了身后，只有左侧的同学紧随着

他。 看，他开始冲刺了，力日速、再加速，他第一个冲过了终点。撞线的最后一步，巨大的冲力令他的身

体似乎腾空而起。当他得知自己取得了第一名并且打破了学校纪录时，他立刻激动起来，高高举起

双臂仰天长啸…...

运用"思维导罔"进行结构建构，结合"点状分解"的方式把动作描写、语言描写、神态描写、心理

描写等抽象的习作技巧直观化，同时让学生懂得描写要做到紧扣人物性格特点，反映人物内心思想，

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绘景:如 11自真镜一一出显神色全出的景物特征

写景记叙文是以描写自然景物为主的记叙文。绘景，主要是突出景物的特征，写出此景与他景

的不同，向读者描绘出一幅独具特色的风景囚。大自然巾的景物千差万别，同一种景物也在不断发

生着变化。 那么如何运用"思维导图"绘出景物独有的特色呢?

首先要选好观察点，然后按一定的顺序进行分解。 这里的顺序可以是 : (1)按方位的顺序(如由

远及近，由外到内，由上往下，从前到后等等);(2 )按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先写全景再描述局部再写全

景);(3)按时间顺序(可以是春、夏、秋、冬的不同变化，也可以是景物形成的过程介绍) 。 只有把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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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景的顺序，描写出的景物才能层次分明，清晰自然。

其次，在描写过程中，还要充分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于法。 准确、恰当地使用修辞于法有助于

t巴景物写得更生动形象、真实感人。

图 3



比如，前面"可爱的校园"的"校园美景系列"的文章，首先让学生运用环状结构的思维导图设计

游览线路，做到按一定的顺序写;接着让学生选择游览线路上的主要景点，做到重点突出;然后让学

生运用恰当的手法抓住景物主要特征进行描绘;最后还要融入自己的感情，适当地把人的活动与景

物的描写结合起来，给人以一种亲切、动静结合的美感。环状结构的思维导图例举如图 3 所示。

4. 状物:如触真形一一由显活灵活现的事物特点

状物记叙文也是小学习作中常见的一种文体。它以描写为主要表达方式，抓住事物特点及其变

化来写，写作时大多是用准确的语言先对事物作整体的介绍，然后再按各部分的形状、特征一步步地

介绍，使别人对这个事物有完整的、具体的认识，留下鲜明的印象。运用"思维导图"进行状物文章的

"点状分解"，主要是引导学生进行部件分解。以写一棵树为例，可以分解成"树干、树枝、树叶、树梢"等

几个部分的细致描写;写一种花，可以分解成根、秤、枝、叶、花、果，对其色、香、昧进行描摹。其次，写状

物为主的记叙文，状物本身不是主要日的，而是托物言志或托物抒情，来表明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因

此，我们在引导学生描述物体样子时，还要引导学生运用准确的语言，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比如:

。=~
探出身子、准备冲出猪圈

搭上围栏、好似握手

十几头小猪围着母猪、其乐融融

图 4

思
维
有
导
图

这是一位学生参观"百卉农庄"时，细致地观察了"两头乌"的特点后，把自己的见闻通过思维导

图充满情趣地反映出来，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完成的习作片段如下:有一头猪把大半个身子都

探了出来，一副准备冲出猪圈的样子;再看看那头猪，把"手"搭在围栏上，似乎想和我握手呢;还有那

习
作
「
看
得
见
』

一头，趴在地上闻来闻去的，好像在寻找宝藏，具有意思!再看那边，是一头又肥又大的母猪正侧着

身子躺着，脸上似乎还露出满足的微笑，在它身边十几只小猪一窝蜂地拥挤着喝奶。唯独一只小小

猪被挤到了旁边，它努力地爬着，试图钻上去抢夺，瞧它那样儿，真是可爱!嗨，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

07 
人，它成功了，可是另一只却被挤了下来!这其乐融融的一大家子，真是温馨啊!这一片段的描写做

…导图m让……娟丽吁中…了严川可一斗吹张卢长

出有形的思路，使习作构思更清晰化、可视化，学生习作时按图索骥，尽数家珍，有序地介绍，把想象

到了内容具体明确，"两头乌"的特点描写突出，对"两头乌"的喜爱之情也尽情流露!



融入其中，做到内容具体，细节丰满，详略得当 。

运L
凭借思维导图走出"柳暗花明"

症候三"难以柳暗花明"

表征:造成学生作文"难以相11暗花明"的表征主要是小学作文教学离隔现象比较普遍，或脱离了

学生生活实际，或远离了学生的心理需求，或背离了学生的学习木性。一周两节的作文课，教师只奉

教材中的习作而练，学生面壁而作、虚拟内容。这种从书本到作文木的闭锁式循环，使学生情感压

抑、自我迷失。当孩子们"被作文"的时候，就采用"重复昨天的故事"的策略来应付。

里1if :造成学生作文"难以柳暗花明"的里征主要是教师的过度参与，写什么、怎样写，基本上是

教师说了算，学生几乎成了一块橡皮泥，任由教师塑造;其次，作文法则、合格作文模式化、内容标准

化扼杀了学生的天性。 久而久之学生失却了儿童的 l业界、纯真的情感。 当一个作文题的书写成为固

定的表达、公共的节目的时候，它就如水泥一般凝同了 ，失去了应有的表达张力和生命活力。

对策:凭借"作文裂变"思维导图来开拓

学生习作应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学生本来不想写什么文章，可是经一提醒，觉得大有可写

了。"然而现在我们的教师太多的强调，就像唐僧的咒语，让学生头疼，无从下笔 ，结果是"山重水复疑

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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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题了;中心词是‘难忘'，一定要突出……"写作时老师强调的要求，也不外乎是记叙文的六要素。

对习作进行评估时，也往往以这六要素是否齐备、清楚作为标准。 对于这样的传统的习作训练，题目

木身倒也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写作内容的固化与写作过程的静态。 说内容的固化，是因为对于

这件事丽言，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认为应该也只能这样来写，而且也只能写成这个样子;说过程

的静态，是因为在课堂上写过这篇文章之外，再不会去关注这篇文章或进行与之相关的训练。

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是物质的 、运动的，义是多元的。 我们的习作训练，同样不能只将

视线停留在一件事情的经过上，而要关注这件事涉及的诸多元素 ，并且让它们如生活发展般变化却

义与生活紧密联系。这一点，人教版习作教材在编写上已经做了很好的诠释，它为学生提供了习作

内容、形式上的多元选择，给学生充分的写作自由，学生的表达也肉为没有了过多的附加要求而得到

了解放。基于以上思考，就有了作文裂变的思维。 老师在提醒"不能"的同时，更要通过"作文裂变"



思维导图启发学生，为学生开拓习作渠道，想方设法让学生用学会的习作本领去干预班级、学校、家

庭和社会生活，让学生的习作"柳暗花明又一村"。

例如:班上近来发生了"图书角"丢书事件，对于这一偶发事件，教师完全可以通过"作文裂变"思

维导图不露痕迹地、创造性地开拓，使它成为习作教学最生动的资源，而这一启发会像鞭炮的引线似

的，点燃学生的思维。

可以开展一次"图书角伴我成长"

的演讲，拟写演讲稿或读书体会

可以拟定一份图书角阅览守则

可以进行图书管理员的

竞选演说，拟写竞选稿

教师先在黑板上画一个图，以"图书角丢书"为中心，向四周拓展延伸，引导学生不要将视线仅仅

停留在"图书角丢书"事情经过上，而要打开思维，联系我们的班级生活，以及其他诸多元素。于是，

在引导学生讨论分析丢书的原因后，自然就形成了思维导图的多元分支，实现思维的裂变，同时也把

学生习作的视角引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利用"作文裂变"思维导图改变了学生线性思维的模式，打破了思维的榈锁，拓宽了学生的思路，

使学生习作的灵感纷至沓来。这样的习作指导更是把写作与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凸显了习作的应用

价值，激活了学生的表达欲望，使学生释放出各具风格的创作魅力。

实践证明，把"思维导图吁|人习作教学妙用无穷，它既开阔了学生的思路，改善了学生的表达，

思
维
有
导
图

又拓展了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习作真正做到了"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理"、"言之有神"。

我们祈盼更多同仁一起探讨、研究，使我们的习作教学走出困境，让学生的思维之花越开越艳，作文

习
作
「
看
得
见
』

的园地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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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L
让把握大意不再"大意"

议第二、三学段阅读教学"把握主要内容"的落实

静许江东区新城第一实验学校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能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第二学段) 、 "阅读说明性文章，能抓住要

点"、"阅读叙事性作品，了解事件梗概"(第二学段) 0 <<ì浙江省小学语文学科教学建议 30 条》中提出:

"阅读教学应遵循阅读的双向心理过程，从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先初读，理解课文内容……"四至

六年级语文教材的单元导语中，也多次提出"把握主要内容"的要求:四年级 3 次，五年级 7 次，六年

级 7 次。

不难发现 ， 自上而下，从宏观指导到微观实践，在第二、芝学段的阅读教学中，"把握主要内容"这

个教学目标是需要我们引起足够重视的。 的确，诸多各级别的研讨课、赛课、常态课巾，基本少不了

"说说课文大意"的环节。然而，细细观想，很多教师对这个教学环节的处理，相当"大意"，并未真正

落实。接下来以第二、 二:学段课堂教学为例，谈谈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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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呈现

问题一:定位偏移，拔苗助长

【案例 1】人教版四下第 9 课《自然之道 >> (选自第八届全同青年教师阅读教学大赛)

食肉鸟幼龟向导师生共同梳理文中出现的人物与动物 "我们"

师: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谁能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说说 !

生 1 : 首先"我们"和向导来到了太平洋的加拉巴哥岛旅游。实际上是想观察一下幼龟是怎样离

巢进入大海的。之后……看到了幼龟，中途……"我们"看到了食肉鸟在把幼龟往沙滩上拉……"我

们"就跟向导说，你得想想办法啊!向导却说:自然之道，就是这个样 ! 最后"我们"让向导把这个幼

龟抱入大海，结果却是做了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省略号处为教师的打断) ! 

师 :刚才他把内容说得很具体，语言可以再简单些 ， "我们 "和向导在加拉巴哥岛看到食肉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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