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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维导图是一种"瑞士军刀#般的思维工具&能够更大限度地挖掘人脑的潜力(幼儿正处于思维发展的关键期(思维

导图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也具备融入绘本教学活动的条件(借助思维导图开展绘本教学活动&对幼儿深度阅读*记忆

力*想象力和良好思维习惯的培养都有着不容小觑的意义(本文探讨了思维导图融入幼儿绘本教学活动的可行性&讨论了思

维导图在幼儿绘本教学中应用的意义和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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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维导图概述

!"

世纪
G"

年代&被称为"世界大脑先生#的脑

思维学家东尼1博赞$

])d,+

&

P@

%发明了思维导图

$

=2+N=,

LL

2+

S

%&它是"一种可视图表&一种整体思

维工具&可应用到所有认知功能领域&尤其是记忆*

创造*学习和各种形式的思考#

+

#

,

&它被人们称作是

"大脑的瑞士军刀#(思维导图模仿人脑细胞的无数

树突和轴突&围绕某一中央图像发散出去&通过联想

找到若干个分支&又从分支再次进行发散&并运用曲

线*符号*词汇*颜色及图片反映大脑中的想法&将人

脑的思维过程生动地表现出来(思维导图可运用于

写日记*写作文*备考*自我分析*制定计划*开会*公

开演讲*管理团队等&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领

域中无处不在(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已

将思维导图视为一种教育改革的手段和策略(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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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思维导图在幼儿绘本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研究表明&将思维导图融入教育教学活动&不仅能够

使整个教学过程更加系统*科学&还能够有效提高教

学质量(

二"思维导图在幼儿绘本教学中应用的

可行性分析

绘本是幼儿早期阅读主要的阅读材料&也是帮

助幼儿积累前阅读*前识字*前书写经验的重要载

体(

+

!

,绘本教学是幼儿园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绘本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巧妙地设计生动*多样的

教学过程&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开发幼儿的巨大潜

力(借助思维导图开展绘本教学活动&其可行性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维导图符合幼儿的身心

发展特点&二是思维导图具备融入绘本教学活动的

条件(

#一$思维导图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

#@

思维导图符合幼儿的生理基础

"BG

岁是人脑发育的重要时期(婴儿刚出生

时&脑重大约为
%&"BH""

克&大约是成人脑重的
#

)

H

&在此后的
G

*

C

年中&脑重会迅速增长&直到
GBC

岁时&脑重已接近成人水平(

+

%

,人脑有约
#

万亿个脑

细胞&每个神经元$负责思考的脑细胞%都由树突和

轴突构成&放大后看上去就像若干个超级章鱼&身体

周围长着成百上千根触须(从形态上看&神经元结

构与思维导图结构有相融相通之处&人脑并非线性

的序列思维&而是多维的发散性思维&思维导图正是

利用了这一点&在创作思维导图时需要左右半脑的

协同思维&并将所有的内容都关联起来&以便大脑能

够通过联想更好地对事物进行理解和想象(

!@

思维导图符合幼儿的认知过程

根据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观点&幼儿是通过"图

式#来建构知识的(幼儿在获取外界信息的时候&就

会不断扩充和完善已有的经验结构&这是"同化#的

过程!当无法适应新的信息&幼儿就会改变已有的图

式&以适应外部环境&这是"顺应#的过程(思维导图

帮助幼儿形成对事物各构成部分之间关联的认识&

当某些信息和幼儿已有的经验产生联系时&图式作

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就会作出相对的适应性反应(

%@

思维导图符合幼儿的思维特点

对于
%BG

岁的幼儿来说&思维的主要特点是

"具体形象性和进行初步抽象概括的可能性#

+

H

,

(这

个阶段的幼儿往往倾向于凭借具体事物或鲜明的形

象进行思维活动&从直觉行动思维开始逐渐向具体

形象思维过渡(例如&他们在"扮家家#的游戏中经

常凭借对事物的具体形象进行联想&将连接在一起

的小椅子假想成一辆行驶中的"火车#&将铅笔假想

成"针管#给"病人#打针等(思维导图中鲜艳的色彩

和生动的图符正好符合幼儿具体形象思维的特点(

#二$思维导图具备融入绘本教学活动的条件

将思维导图融入幼儿绘本教学活动所需的物质

条件要求并不高&只需要利用幼儿园原本的资源就

可以支撑思维导图的应用(例如计算机*投影仪*交

互式电子白板等一类的教育科技产品&和普遍需要

的黑板*粉笔*彩笔*彩纸等工具(

+

&

,在进行传统的绘

本教学时&教师往往会通过提问&引导幼儿对绘本故

事情节进行猜测*推理*假设和想象&有意识地培养

幼儿倾听*理解与表达的能力(思维导图能够将绘

本故事中的关键信息简单明了地进行呈现&使幼儿

在师幼共同动手*动脑创作思维导图的过程中&对故

事情节形成整体认知和理解&找到各种信息之间的

内部关联(基于绘本自身"图文合奏#的特点&教师

在引导幼儿创作思维导图时不必为幼儿"绘画基础#

的限制而苦恼&对于绘画基础薄弱的幼儿&教师可引

导其依据绘本原型通过简笔画*剪贴画等形式表现

绘本的关键信息(

三"思维导图在幼儿绘本教学中应用的

意义

绘本阅读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幼儿在阅读

中会产生记忆*想象及思维等心理现象(

+

G

,幼儿对色

彩的辨识度及图片的形象感知处于渐进式观察状

态(将思维导图应用于幼儿绘本教学&有助于幼儿

深度阅读&记忆力*想象力的提高&以及良好思维习

惯的培养(

#一$促进幼儿的深度阅读

研究表明&幼儿深度阅读和浅度阅读的区别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阅读客体*阅读主体和阅读效

果(在进行深度阅读时&幼儿从具有较大知识信息

含量和较高系统性的书面语言*符号$阅读客体%中

获得丰富意义的社会行为*实践活动和心理过

程000在这个过程中&幼儿大脑参与度较高$阅读主

体%&对于阅读语言和符号的熟悉*理解与掌握达到

了较高的程度$阅读效果%(

+

C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辅

助绘本教学的展示工具&呈现的是关键的图画形象&

文字较少&直观又形象&能够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调

动幼儿的阅读兴趣&为幼儿浅度阅读到深度阅读的

跨越搭建了桥梁&还能通过引导幼儿猜测*推理*假

设*想象等促进幼儿对绘本故事的理解(

#二$触发幼儿对绘本的记忆

依据"学习0记忆#相关心理学理论&幼儿往往

对与自己已经存储的信息发生联系的内容!在某些

方面非常突出或者独特的*被强调过的内容!能够调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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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各种感官&或者对某种感官特别有吸引力的内容&

记忆深刻(幼儿在借助思维导图记忆绘本故事时&

就好比把时间*地点*人物*做什么*如何做*结果如

何等关键信息通过颜色*形状*字体大小等分门别类

地"储藏#在各个"房间#里面(思维导图的融入有效

提高了信息之间的关联概率&例如&幼儿"记忆缺失#

的中心是某种动物的名称&围绕它周围的分支主要

包括颜色*外表*食物*习性以及在哪里见到过等&这

样幼儿在记忆库中提取这一中心信息的可能性便会

极大地提高(

#三$孕育幼儿的故事想象力

%BG

岁的幼儿正处于创造性思维高速发展的

关键时期(有研究表明&由于幼儿在不断地接受教

育与知识经验的积累过程中&思维不断地被固化&从

而逐渐丧失想象和创造的能力(

+

A

,在传统的幼儿绘

本教学中&非常强调故事创编能力的培养&思维导图

的适当留白&为幼儿插上了一对想象的翅膀&能够帮

助幼儿把异乎寻常的因素联系起来&或者把先前的

概念重新布置并联系起来&亦或者用以前存在的一

些想法联想新的和独特的创意(

#四$培养幼儿良好的思维习惯

思维导图对于幼儿来说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

一种思维习惯的培养(幼儿在与教师共同绘制思维

导图的过程中&必须将脑中产生的各种想法按照一

定顺序排列或按照某种属性予以分类&最终绘制成

思维导图&这个过程让幼儿的思维变得更有组织性*

清晰性和条理性(

+

$

,思维导图从整体到局部的放射

性特点&不仅锻炼了幼儿演绎和归纳的能力&也养成

了幼儿良好的思维习惯(

四"思维导图在幼儿绘本教学中应用的

基本方法

绘本作为幼儿重要的阅读体裁之一&它通过"图

文合奏#的特点营造出一种特殊的"节奏感#(思维

导图可以视作一种"游戏式阅读#

+

#"

,方式&将绘本主

要的图片*文字*符号等视觉材料提炼出来&引导幼

儿了解主要的故事情节&感受绘本中画面和文字之

间的特殊关系(

#一$提炼信息!把握故事的关键要素

一个完整的绘本故事应具备的三大要素是"时

间*地点和人物#&如果这三个要素不齐备&故事就无

法开展下去(

+

##

,因此&借助思维导图开展幼儿绘本

教学的第一步便是提炼关键信息(以享誉国际的儿

童绘本作家赫姆1海恩的绘本作品-最奇妙的蛋.为

例&绘本开篇讲道'"很久以前&有三只母鸡一直吵个

不停&她们都说自己是最漂亮的母鸡(圆圆有最漂

亮的羽毛(毛毛有最漂亮的鸡冠(琪琪有最漂亮的

大长腿(因为吵了很久都吵不出结果&她们三个决

定去请教国王(#不难看出&"很久以前#是时间&"圆

圆#*"毛毛#和"琪琪#这三只母鸡是人物(虽然没有

直接道明故事发生的地点&但通过图文信息可以推

论出下一故事地点发生在国王的宫殿(抓住时间*

地点*人物三个要素之后&接下来便是迎接故事的发

生*发展*高潮到结尾(这一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地

通过提问等方式提醒幼儿注意"做了什么*如何做

的*结果如何#等关键信息&对这些关键信息的把握

有助于思维导图的创作(

#二$建立主题!启动思维的中央发射器

主题就是绘本作者想要借助绘本表达的中心思

想&主题往往都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动

作*对话*态度表达出来的(幼儿绘本故事大都只有

一个主题&尽管少数绘本故事也可以构建出
!B%

个

主题&但往往只包含了一个主要主题&和若干与主要

主题相对照的次主题(如在-最奇妙的蛋.中&以三

只母鸡争吵不休的"话题#为切入点&可以建立"谁是

最漂亮的2#"谁能生出最奇妙的蛋2#两个主题(而

这两个主题中&显然作者想要突出的是"谁能生出最

奇妙的蛋2#这一主要主题&"谁是最漂亮的2#作为一

个次主题只是为了突显主要主题&从而延伸出"不能

只看外表&而要看谁的本领强#的道理(主题$主要

主题%要建立在整个思维导图的中心位置&用图文结

合的方式以及三种以上的颜色尽量清晰地营造出强

烈的视觉效果&让幼儿在看到中央图像时便可触发

无数的联想(

#三$绘制分支!综合运用颜色"符号和文字

在运用丰富的色彩&容易辨识的符号&加上适当

的文字表达分支内容时&教师不要给幼儿固定的形

式&尽量给幼儿充分想象的空间&鼓励幼儿用简笔

画*剪贴画等自己的方式参与分支的绘制&结合提

问&让幼儿对故事情节进行回忆&或大胆猜测*推理*

假设*想象&使幼儿的思维处于一种待激发的*完全

开放的状态(同时&绘制分支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

通过字体'线条和图像的大小变化来营造层

次感

越靠近中心位置的信息和越重要的信息可以通

过扩大尺寸来表现&这样不仅能够突出重点&还能够

营造出秩序感和层次感(

!@

合理运用通感

通感指的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生理

感觉之间的一种联觉反应(例如用波浪起伏的线条

表现优美动听的旋律&用尖锐的线条表现刺耳的噪

音等&正是使用了视听之间的艺术通感(这种联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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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思维导图在幼儿绘本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效应能够更好地调动幼儿的各个感官&从而加强幼

儿对绘本故事的记忆(

%@

每条分支线上只写一个关键词

这样既让思维导图看上去简洁明了&也减轻了

记忆的负担(

H@

使用丰富的色彩

色彩是加强记忆和提高创造力最有效的工具之

一(在思维导图的特殊区域里加上特别的色彩&可

以有效提高幼儿对某一信息的关注度和记忆力(

&@

使用图符

由于幼儿的识字量有限&过多的文字呈现是不

利于幼儿创作思维导图的(因此可以结合图符的形

式加工信息&如用"心形图案#代表"爱#&用"手牵手

的两个小人#代表"好朋友#等(

G@

将分支设计成不同的形状

如果将思维导图的分支设计成不同的形状&那

么这些独特的外形就可以极大地激发包含在这个分

支里的信息记忆(如-最奇妙的蛋.中三只母鸡在国

王的主持下比了一场"谁能生出最奇妙的蛋#的比

赛&结果圆圆生了一个最完美的蛋&琪琪生了一个特

别大的蛋&毛毛生了一个方形的*彩色的蛋(绘制思

维导图分支时可以用较小的圆圈表现"最完美的

蛋#&用较大的圆圈表现"特别大的蛋#&用正方形表

现"方形的*彩色的蛋#(

#四$适当留白!搭建想象的桥梁

儿童文学作家彭懿曾在-图画书应该这样读.中

写道'"我们是用想象力填补了图画与图画之间的空

隙#

+

#!

,

(人脑有一种需要通过词汇和意向填充空白

以求整体的倾向&这种倾向恰好触发了幼儿的想象

力(切忌将思维导图看作是一个"完成时#状态&思

维导图的留白给创作者提供了无限分支和想象的空

间(例如&绘本-最奇妙的蛋.的思维导图中&在比较

完圆圆*琪琪和毛毛生出的蛋之后&教师有意识地留

出一定空白&引导幼儿想象"还可以有哪些奇妙的

蛋2#&诱发幼儿产生无限制的联想序列(如果能够

合理运用留白&思维导图中的内容就不再只停留于

绘本故事&而是让幼儿以自己的经验背景为学习点&

发展出深浅不一的丰富联想&展开无限辽阔的学习

视野(

+

#%

,

#五$整体感知!巩固记忆与完整表达

绘本教学活动中思维导图的融入&将思维可视

化&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故事图式(一幅思维导图

就好比是一个绘本故事的缩影&图的呈现使故事情

节更加富有条理性和层次性(因此&借助思维导图

开展幼儿绘本教学的最后一步便是引导幼儿整体感

知思维导图&这样既有利于巩固记忆&也有利于幼儿

进行整体阅读*理解和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思维导图能够帮助幼儿理解*记

忆绘本故事&但它不能够完全取代绘本阅读的位置&

它只是一种辅助开展绘本教学活动的工具(笔者认

为&在开展绘本教学活动时&应当首先引导幼儿阅读

绘本&在整体感知故事的基础之上再绘制思维导图&

或边阅读绘本边创作思维导图&切不可让思维导图

"先入为主#&这样只会局限幼儿的思维(

幼儿正处于思维发展的关键时期&思维导图符

合幼儿的生理基础*认知过程和思维特点&也具备融

入绘本教学活动的条件(将思维导图融入幼儿绘本

教学&不仅能为幼儿打开联想和连接的通道&还能为

幼儿搭建记忆的阶梯&插上想象的翅膀&架起浅度阅

读通向深度阅读的桥梁(教师在借助思维导图开展

绘本教学活动时&要掌握提炼信息*建立主题*绘制

分支*适当留白*整体感知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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