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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小学语文教学中，古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当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文化水平也随

之提高，传统落后的古诗教学方式已经不再满足新课改政策的深入推进了。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必须寻求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提升教学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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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维导图已经被教师们广泛应用于理科学科的教学中，思维导图在

古诗教学中有很大的应用价值。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有效、方便的教学辅

助工具，能够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下面本文主要探讨小学语文教学

中如何将思维导图与古诗教学进行有效结合展开阐述。 

1 思维导图的概念和重要性 
1.1 思维导图的概念 

思维导图又叫心智导图、概念图，是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思

维工具，是一种将思维形象化的方法。绘制古诗思维导图，是让脑海中

的知识以图像、文字的步骤呈现出来。古诗思维导图有中心图、一级分

支、二级分支、关键词几部分。 

1.2 思维导图的重要性 

1.2.1 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 

使用思维导图进行古诗教学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例如在《咏

柳》一课的学习当中，教师通过绘制生动可爱的拟人化柳树、春风、剪

刀等，吸引小学生的眼球，以此提高学生对古诗学习的兴趣。 

1.2.2 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 

思维导图的应用使学生的思维得到了有效引导。学生会通过思维导

图的看到与主题相关的一些关键词 ，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创建这些关

键词之间的联系，将其思维进行外扩。例如在李白《望庐山瀑布》一诗

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对“香炉”一词稍作解释，“香炉”即为香炉峰，“三

千尺”是对香炉峰高大的夸张修饰，香炉峰高耸入云，在“日照”下，日

光透过香炉峰上的云雾散发出了“紫烟”，这些关键词之间就有了联系。

学生知道了关键词与关键词之间有着相互烘托的关系，在今后使用思维导

图学习，会对古诗原文进行更多的想象和思维探索，培养了发散性思维。 

2 思维导图与古诗教学结合存在的问题 
2.1 思维导图在教学中得不到广泛应用 

许多教师在进行小学语文教学时，认为使用思维导图辅助教学比较

麻烦，或者不了解思维导图的好处，仍旧使用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

法，导致许多学生不能对古诗进行深入了解，有时即使学生背过了古诗，

也会很快忘记传统教学下学习到的诗意。 

2.2 思维导图在课堂上没有得到充分讲解 

思维导图的绘制十分简单，但要让实现其真正的价值，需要教师对

其进行详细、全面的讲解。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长期影响，教师

只对考试所考察的内容进行重点讲解，对于古诗的背景、诗人或主人公

的故事等却少有讲解，导致学生不知道思维导图里这些未讲解内容的含

义，思维导图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 

3 思维导图在小学低年级古诗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3.1 提高思维导图的质量 

首先，教师应在提高思维导图的质量上下工夫，处理好细节，尽量

使思维导图在包含广阔知识面的同时又易于学生理解。比如说许多古诗

中潜藏着一些历史知识，了解这些内容会方便学生对于古诗的理解。例

如，在北朝民歌《敕勒歌》一诗的学习中，历史背景的学习就比较重要。

教师要对北朝民歌作充分了解，即北魏之后，北朝民歌主要用汉语记录，

据史书记载，此诗是北齐开国皇帝高欢在取得与西魏战争的胜利时大喜，

命部下所吟，诗中勾勒出大草原的壮丽景象，抒发了敕勒人对草原的热

爱之情，因此，此诗的情感基调是轻快、愉悦的，教师要对此加以说明。

其次，通过绘制可爱生动的图画来吸引学生的兴趣。例如在孟浩然《春

晓》一诗的学习中，教师在将关键词“啼鸟”这类小动物绘制地生动可

爱的同时，还可以将“花落”、“风雨”等关键词的绘制拟人化、生动化，

并通过这些事物之间的互动来突出古诗充满生机、活泼明快的感情基调。 

3.2 充分了解思维导图后再讲解 

教师在讲解思维导图之前，首先应认真深入了解古诗，注意其中一

些名词的内涵，即暗喻，以及它们与思维导图的联系。在讲解思维导图

时，把这些内涵在恰当的关键词处作为补充讲给学生，从而保证思维导

图在古诗教学中实现其价值，达到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在教师完全掌

握思维导图的内容后，再详尽地讲述给学生。例如，在王安石《梅花》

一诗的学习中，教师可以通过讲述诗人王安石的政治生涯历程，来引导

学生分析诗中“凌寒”、“独自”、“暗香”的内涵，借指诗人在官场上失

意，遭到罢相，“凌寒”是对官场上反对、谤议他的人所处环境的描述，

诗人以梅花自喻，“独自”体现了他的孤独，“暗香”指自己的才华见解

没有得到赏识，难以被挖掘。 这样，学生就对有内涵的关键词有了充分

了解，对于诗的意境也会容易理解。 

3.3 引导学生独立绘制思维导图 

教师把绘制好的思维导图展示给学生后，学生要以此为模板，独立

绘制一幅属于自己的思维导图。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就会对原有模板进

行思维扩展。例如，在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一诗思维导图绘

制过程中，学生在绘制“接天莲叶”时，为了突出“无穷碧”的特点，

将碧绿莲叶铺满画面，并把“映日荷花”的绘制联系在一起，红日与荷

花相映，才能展现出诗人提到的“别样”的红色，因此，学生便把诗人

所见的景象映在眼前，有利于其对诗的理解了。相比之下，没有动手画

过思维导图的学生就很难将自己代入诗中的意境，对诗人感同身受了。 

3.4 落实学校、家庭教育间的协调配合 

教师可以与家长协调沟通，共同指导学生完成思维导图的绘制与学

习。思维导图在家庭的学习中，可以利用家中的物品进行实践，例如，

学生绘制《古朗月行》一课的思维导图时，可以拿一个盘子来与月亮相

比较，了解诗人儿时为什么把“月亮”呼作“白玉盘”，从中感受到诗人

儿时的天真烂漫。学生将自己代入了古诗的意境里面，对于古诗的理解

就会更进一步。 

4 结束语 
使用思维导图进行辅助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语文课堂变

得生动有趣。思维导图与古诗教学的有效结合在新课改政策中有着重要作

用，教师可以通过使用思维导图来引领学生逐步深入古诗的意境，加深对

于古诗词的理解。希望本文的以上内容能够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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