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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地图”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蔡 彧

【摘 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运用“学习地图”讲授课文，主要是根据课文主题、教学目标、主要内

容等，提前准备或者现场画出“学习地图”，通过“以图示文”发展学生条理思维，通过“凭图解情”发展学生

整体思维，通过“借图悟意”发展学生创新思维，通过“据图探理”发展学生深层思维，从而更好地提高语文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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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地图”是指运用关键词、线条、符号和图像，将单

一的文字转变为简单易懂的、丰富多彩的、具有逻辑关系的

图示，一般是思维导图的形式。运用这类“学习地图”可以

发散学生的思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帮助学生理解课程知

识，提高课程教学效果。对于低年级的小学语文教学，教师

应该尽可能提高教学内容的趣味性，运用丰富多样、生动有

趣的教学资源与教学方式展开教学，从而吸引低年级小学

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参与课堂学习的兴趣，引发他们主动

思考与自主探究，以此实现师生有效互动，提高小学语文课

堂教学的效率。低年级的小学生多是通过形象思维理解事

物，因此教师应该尽可能将文字内容转化为图示内容，这样

不仅可以让语文知识内容更加直观、生动，而且能帮助学生

理解相关知识。教师可以根据课文主题、课文内容、教学目

标，构建整体的思维导图，然后根据教学板块构建分项思维

导图，并引入韦恩图和丰富多彩的图片，借助树状式、坐标

式、火车式、气泡式等“学习地图”，更好地引导学生纵深阅

读，提高阅读效果。
一、“以图示文”发展学生条理思维

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在从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发展的

关键时期，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教授学生知

识，还应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借助“学习地图”达成

教学目标。在语文课文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先根据课程的

教学目标与主要内容构建有空缺的思维导图，将课文的主

要内容有条理地勾画出来，构建基础的“学习地图”。以第

一课时的朗读与初步了解课文为基础，教师可以在“学习地

图”上留下类似的空格: 写题目，写中心词，写关键词，比如

时间、地点、人物等都属于关键词。最后，教师可以指导学

生根据完成的“学习地图”说一说课文是按照怎样的顺序、
主要写了哪些内容。通过这样的方式，教师可以有效提高

学生思维的条理性，更好地发展学生的条理思维。
例如，在部编版二年级上册《寒号鸟》一文第二课时的

教学中，教师首先应该明确本文教学目标: 一是正确、流利、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习和认读生字词，分角色朗读课文，

让学生认识到为什么喜鹊能住在温暖的窝里，寒号鸟却冻

死了; 二是运用韦恩图对比寒号鸟与喜鹊的不同表现，体会

这个民间故事蕴含的深刻哲理———劳动创造幸福生活，懒

惰、得过且过是没有好结果的，并能联系实际生活，深刻体

会故事的寓意; 三是感受文本富有节奏和韵律的语言特点，

学习同一意思用不同方式表达的方法。教师可以先准备背

景音乐、寒号鸟与喜鹊的图片、头饰等，然后借助多媒体进

行谈话导入，回顾本文的主要内容，接着展示火车节式的
“学习地图”，包括的内容有: ( ) 和( ) 是邻居，喜鹊
( ) 次劝告寒号鸟，但寒号鸟( ) 劝告，最后被( ) 。
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回顾本文的主要内容，根据空格确定需

要填入的关键词。经过一番思考后，若干名学生试着填空

和完善“学习地图”，最后进行总结: 寒号鸟和喜鹊是邻居，

喜鹊两次劝告寒号鸟，但寒号鸟不听劝告，最后被冻死。
二、“凭图解情”发展学生整体思维

对于语文阅读，应该注重发展整体性思维，这样才能细

致、全面地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明确文章主题，更好地把

握整体与体会细节。小学语文课文多为故事类、写人叙事

类，关键要素是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事件的起因、经过、结

果，情感贯穿到整个主题中，人物的情感变化能推动情节的

发展，更好地塑造人物。因此，教师可以根据课文主要内容

与情感变化，构建相关的“学习地图”，可以将其画成带箭头

的横竖两条线，竖线代表事件的发展过程，横线代表人物情

感变化，以此将人物心情、情感变化直观展现出来，帮助学

生理解。
例如，部编版二年级上册的《寒号鸟》一文是一篇民间

故事，其时间是从天气暖和到天气寒冷，地点是山脚下的石

崖旁边，人物是寒号鸟和喜鹊，事情的起因是喜鹊忙着做

窝、寒号鸟忙着睡懒觉，经过是喜鹊两次劝寒号鸟做窝，结

果是寒号鸟被冻死。在这个故事进程中包含着喜鹊与寒号

鸟的情感变化，因此教师可以借此画成带箭头的横竖两条

线，故事发展过程是从左向右的横线，喜鹊的心情变化是上

下起伏的竖线，将喜鹊的心情变化直观展现出来，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故事的情感变化，更好地发展学生的整体思维。
教师可以先指导学生分角色朗读喜鹊和寒号鸟的对话，并

试着将它们的动作和表情表演出来，体会喜鹊的勤劳、寒号

鸟的懒惰。之后，教师可以提出问题: 喜鹊看到寒号鸟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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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的样子以及听到“傻喜鹊，别啰嗦，天气暖和，得过且

过”的话语，心情会怎样?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回答，总结
“担心、生气、失望”，并指导学生将这种心情读出来和演出

来，然后让学生自学“冬天腊月，大雪纷飞”时间点的内容。
最后，教师可以完善本文的横竖线“学习地图”，横线是喜鹊

两次劝寒号鸟、寒号鸟冻死，竖线是失望、生气、失落、伤心

等心情变化，再让学生根据它叙述故事，以此将故事的整个

脉络直观展现出来，发展学生整体思维。
三、“借图悟意”发展学生创新思维

在低年级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儿童

的认知特点、天性、知识基础等，运用儿童喜欢的、能够接受

的、能够理解的、趣味性的方式开展阅读教学，借助图画与

文字，引导他们理解文章细节内涵，感悟文章背后的深意，

以此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教师可以根据课文的一些细节

构建思维导图，将文中的一些关键词写在树状图上，并留下

一些空白，借助这种形式的“学习地图”帮助学生理解与感

悟文本深意，通过提问让学生先回答，不要急于进行评价，

要让学生说出理由后再进行总结，提高学生思维的创新性，

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
例如，对于部编版二年级上册的《寒号鸟》一文，教师可

以根据喜鹊和寒号鸟的行为与第一次对话，指导学生通过

阅读，思考体会寒号鸟和喜鹊的不同行为，结合对话探析其

中的内涵。教师可以结合课文提问: 喜鹊一大早就出来，东

寻西找，忙着做窝，体现出喜鹊的什么特点? 在提问若干名

学生后，板书“勤劳”。之后，教师可以利用韦恩图，将喜鹊

与寒号鸟的不同行为对比出来，以此提出问题: 通过对比，

可以看出寒号鸟是一个怎样的鸟? 在提问若干名学生后，

板书“懒惰”。接着，教师可以继续提问: 喜鹊看到寒号鸟这

样，心情怎么样? 并根据学生的回答，对学生说: 喜鹊的心

情是担心、生气、失望的，让学生根据喜鹊的心情读一读、演
一演，更好地感悟其中的情感。对于喜鹊第二次劝告寒号

鸟，教师同样可以运用以上方式进行教学。最后，教师可以

借助韦恩图总结课文内容，将喜鹊与寒号鸟的不同行为对

比出来，比如，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喜鹊———寒号鸟———; 冬

天到来时———; 大雪纷飞时———。同时，教师可以利用喜鹊

与寒号鸟行为与语言的关键词构建思维导图，让学生自主

完善这个“学习地图”。
四、“据图探理”发展学生深层思维

小学语文课文的内容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很多课文都

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道德品格等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让学生理解与体会课文中的思

想内涵与深刻哲理，教师同样可以借助“学习地图”进行教

学，主要是根据前面学习的基础，结合故事的起因、经过、结
果构建“学习地图”，指导学生根据“学习地图”探析其中的

内涵道理，以此提高学生思维的深刻性，更好地发展学生的

深层思维。对于这个环节的“学习地图”，教师可以将其绘

制成思维导图形状，分项分别是故事中的不同人物表现，最

后运用大括号归纳出其中蕴含的哲理，以此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与掌握。
例如，对于部编版二年级上册的《寒号鸟》一文，教师可

以先提取以下内容的关键词: 喜鹊两次劝告寒号鸟的行为

与语言，“天气暖和”“冬天到了”“大雪纷飞”的主要流程，

寒号鸟最后被冻死，将这些关键词展示在思维导图上。接

着，教师可以提出问题: 寒号鸟和喜鹊居住的石崖小区的管

理员，得知寒号鸟被冻死了，心痛之余，更多的是反思，他决

定要在石崖边上竖立一个警示牌，警示居民动物们，不要再

发生此类惨剧。你能帮帮管理员设计一则警示语吗? 然后

让学生进行同桌交流与小组合作交流，最后进行分组汇报。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汇报的结果进行总结，比如，世间的一切

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可不能像寒号鸟一样抱

着侥幸心理对待生活，那可是会付出惨重代价的! 同时，提

取其中的关键词: 劳动———幸福，懒惰———难过，并将其展

示在思维导图上。最后，教师还可以进行知识迁移，与生活

联系起来，提出问题: 生活中，你见过喜鹊或寒号鸟这样的

人吗? 你能将他们的故事讲出来吗? 然后指导学生进行互

相探讨。对于本课的生字，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以图识

字”，以此提高整体学习效果。
五、结语

以上主要是结合部编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的《寒号

鸟》一文，探析运用“学习地图”开展阅读教学的主要策略，

主要是结合“以图示文”“凭图解情”“借图悟意”“据图探

理”等对策，发展学生条理思维、整体思维、创新思维和深刻

思维，以此更好地帮助低年级的小学生理解课文，感悟其中

的情感内涵，体会其中的深刻哲理，更好地提高小学语文课

文教学的效果，发展小学生的阅读能力与语文素养，促进小

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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