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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散思维是创新思维品质的核心部分,也是培养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一环。本文从思维导图的视角,以发散思维为导向,并结

合H师范大学教师技能大赛L教师的具体教学案例,从视觉化和知识网络化两个层面来分析其思维导图在激发学生发散思维中的有效应用,旨在

探讨思维导图视域下提升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具体教学策略,关注学生思维品质的拓展,有助于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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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版)》中指明了高中英语新课标从促进学

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转向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英语课堂教学也面临一场从

关注语言知识技能学习转向语言文化与思维能力有效融合的攻坚战。为了进

一步落实新课程目标,《新课标》对英语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设计中给出了

如下的实施建议：教师要善于利用多种工具和手段如：思维导图或信息结构

图,引导学生通过自主与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对信息的获取与梳理、概括

与整合、内化与运用,教会学生在零散的信息和新旧知识之间建立关联,归纳

和提炼基于主题的新知识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a：63)根据《新

课标》精神,英语教师应该在英语课堂语篇教学实践中积极借助于思维导图

这一教学工具,紧扣单元主题,一方面从视觉化角度出发,将单纯的语言文字

符号转化成可视化的图形,引导学生对“主题-话题-细节”立体发散图形进

行视觉表征,主要围绕着核心关键词进行知识表征,帮助学生深层次地理解

“核心-关联词”语言知识之间的内在关联,与此同时这种可视化的图形表征

还可以让学生突破直觉理解,激发对知识的加工处理,在直觉灵感之间发散

思维方式,让学生内在的发散知识显性化、可视化。另一方面从知识网络化

角度出发,教师可以基于文本主题指导学生从主题到话题再到细节的不断展

开过程中,积极地寻求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多样化地发

散性思考,积极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在分类梳理和归纳整合文本知识

的基础上进行联想加工,不断拓展丰富知识体系, 终形成一个基于主题的

新的语言文化知识网络结构,这也是一个不断激发学生发散思维,提升学生

思维品质能力,切实落实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发展形成的过程。 

1 理论基础 

1.1思维导图的内涵 

思维导图又称为心智图(Mindmap),它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英国著

名的“世界大脑先生”东尼·博赞(TonyBusan)所创,也是一种图示工具,

将知识框架体系进行有序地分割,体现了大脑思维的放射性。思维导图主

题非常明确,以中心为突出点,主干与分支关系分明、联系紧密,帮助我们

梳理知识结构的同时可以充分地激发大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文婷,2014)

思维导图往往与一个核心词和想法相连接并且围绕其发散性地展开。(张

海森,2011)把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教学策略引进课堂,可以使得师生思维拥

有 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帮助教师展示教学内容,构建知识网络,帮助学

生整合新旧知识,构建合理的学科知识结构。(张会平,周宁,2007)。 

综上所述,思维导图是一种具有可视化的图示教学工具,其中心主题

非常的突出显眼,以“核心-关联”为基底向四周无限地发散展开。 突出

的优势在于其可视化和知识网络化的特征,可视化表现在思维导图将文字

符号和图形符号联合起来,让其在互相关联之中形成一个立体发散式的可

视化图形,其次,思维导图可以更佳地帮助师生梳理整合教学内容,有序地

分类展开知识,同时激发学生发散思维方式,在深入理解新旧知识关联的

同时建构“主题-话题-细节”的知识网络体系。 

1.2发散性思维的内涵 

发散思维(divergentthinking)是指沿着不同的方向去思考,重组眼

前的信息和记忆系统的信息,从而产生出大量独特的新思想。它克服了常

规思维中单向思维的缺陷,是一种不依常规,寻求变异,从多方面探索答案

的思维形式,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散思维也是一个多维度多

方式地加工和处理信息的过程。(杨昌周,2017)。 

在英语语篇教学实践中,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指的就是围绕课本主题

(中心点),从眼前视觉化的图形出发,联想多个话题,话题下分支出多个小

细节,在这期间,学生还根据眼前已有的信息进行视觉化的表征,并联系已

知信息,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视角地开展自己思维方式,形成思想上的“头脑

风暴”,组建新知识网络系统,提升发散思维能力。 

1.3思维导图与发散思维的关系 

思维导图和发散思维之间表现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英语教师在

英语语篇教学实践中通过借助思维导图这一教学手段不仅仅是将文本知

识建构成可视化的结构,更重要的是搭建一个以“主干-分支”为核心,通

过符号、核心词等逻辑紧密相关的联结。学生在这些多维度的“点线”之

间先进行视觉化的表征,激活直觉与灵感,再对语篇文本知识进行新旧知

识的意义建构,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发散知识点,甚至提

出常规记忆知识系统中缺少的新的观点和想法,提升思维的联想性和活跃

性,形成“主干-分支网络化的知识结构,进而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也就

是说思维导图是培养发散思维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手段。 

1.4发散思维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关系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包括四个要素：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

能力。发散性思维是创新思维品质的核心,创新性是学生思维品质中重要的一

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发散性思维能力也属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一个小部分,

这体现他们之间是一种包含关系。同时,学生能够认知英语语言文化中的具体

知识,整合、加工各种信息,发散思维方式,建构新知识概念。学生发散思维能

力的提升有助于学生表达头脑风暴式的思维见解,提高思维的发散性创新性,

增强思维品质能力,非常有利于健全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这表明了发散思

维能力能够推动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体现出他们之间的促进关系。 

2 教学案例分析及策略探究 

教学主题：人教版高中英语选修八Unit2Reading:Cloning。 

内容简介：本课的中心话题是克隆,主要介绍了动物和植物克隆的区

别,克隆的用途,多莉羊的诞生、死亡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议。 

授课类型：阅读课。 

授课教师：L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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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学习活动设计流程图如下： 

 

教学学习活动设计思维导图如下： 

 

图1  人教版高中英语选修八Unit2Cloning思维导图 

 

图2  “主题-话题-细节”结构图 

2.1视觉化特点探析 

首先,该教学思维导图(图1)将文本中单纯枯燥的语言文字符号转化成可

视化的图示,给与学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可视化的表征图示促进学生深入理解

文本知识,与此同时,围绕着中心主题词(克隆)以及每段的小话题(类型、用

途、争议、发展)发散知识,借助于图示工具、在点线之间构成一个“主题-

话题-细节”的可视立体化结构图(图2)。这样使得语言知识直观化,简单化,

发散化,有利于增强知识的传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阅读思维能力。其

次,L教师在该教学学习活动中结合文本教学思维导图的绘制把英语阅读语篇

教学课堂动态化,有效地弥补学生单纯阅读语篇静态文本中遇到的障碍,在这

一动态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学生头脑中隐性的知识可视化,学生能够在 简洁

的图示关联中激发思维的想象力和灵感性,开拓了学生思维发散的空间和视

野,也能够以视觉图示发散化的形象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吸收所学知识点。 

2.2知识网络化特点探析 

如图1所示,首先,知识结构以中心词“克隆”、话题(类型、用途、争议、

发展)、细节(自然克隆、人工克隆、医疗求助等)向阅读文本知识不断的推

进和发散。在主干知识向四周发散的过程中,延展了多个小分支,如将克隆的

用途细化为生产商业化的植物、医疗研究等。其次,在“主题-话题-细节”

的发散结构图示中,我们不难发现更多的结合文本知识加工改造的知识信息,

学生对可视化的图示积极进行知识表征后,与自己已有的认知结构进行建构,

新旧知识之间产生了有意义的联结,生成了新的知识体系,如对文本中有关

克隆羊引发的争议环节中,学生结合克隆技术的利与弊,从不同的视角、不同

的层次、不同的维度进行思想的碰撞,提出各式见解如克隆有利于科技的进

步、人类的发展、生态环境的破坏、国家政府政策是否支持,发展发散思维

能力,甚至打破常规思维模式,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如克隆机器人的发展。 

2.3探讨培养发散思维的具体教学策略 

综上所述,L教师将教学思维导图和学生学习活动有效的融合在一起,把

可视化和知识网络化的特点融入在学生学习过程之中,通过可视化的图示把

静态的文本知识立体动态化,促进学生视觉表征,发散思维,学生在交流探讨

中通过主题到话题再到细节的层层延伸突破了思维定势和固化,推动新旧知

识积极建构,形成了更全面发散性的知识网络结构,提升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从中可以得出如下的教学启示：(1)化“静”为“动”,推动语言知识可视化。

可视化是思维导图的一大亮点,英语教师在英语语篇教学实践中要善于把握

这一优点,给学生以丰富的视觉享受。单纯的英语语言符号组成的语篇文字

难免会让学生读起来非常枯燥无味,也会造成视觉上的单调及疲劳。英语教

师在教学中可以积极借助于思维导图将静态的语言文字形式转化为立体发

散性动态语言文化知识结构,在这种由“静”转“动”的过程中也会让学生

更佳地掌握知识间的联系及文本篇章结构,把所学知识结构系统化。(2)推进

知识视觉表征,提升灵感想象能力。学生通过视觉表征快速精准地抓住主旨

和核心关键词,教师可以积极地推动学生利用关键词定位,结合图形“点线”

之间的特点,充分地激发头脑灵感和想象力,调动记忆中的知识,突破思维定

势,并将所想象到的内容展开发散,丰富自己多样化的思考方式,有利于激发

学生认知系统,提高思维发散性。(3)拓展多样性话题,激发联想加工能力。

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发展更多地是基于开放式话题的设计和展开,英语教师

在教学实践中就要积极针对单元主题,设计多样化的话题,引导学生从不同

的方面不同的视角去思考问题, 重要的是强调积极地建构新旧知识之间的

关联,联系实际生活和未来社会,提升多样化的思维角度,并且还要善于对新

旧知识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合理化的发散性知识网络结构。 

3 结语 

本研究以发散思维为主题,从思维导图可视化和知识网络化两大鲜明

特征着手,并结合具体教学案例探析了在思维导图下培养学生发散思维的

具体教学策略。研究建议在英语语篇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思维导图,

将原本单调复杂的语言文本符号变得清晰可见,以可视化的图形激发学生

表征,有效地挖掘学生思维潜力,帮助他们在联想想象中散发思想头脑风

暴,深入理解文本知识,建构新旧知识之间逻辑关系,进一步提高发散思维

能力,为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和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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