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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的小学习作教学中，教师可引进思维可视化策略，通过发散审题、选材立意，搭建框架、构
画导图，完善导图、据图成文等办法，突破习作教学困境，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和写作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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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探索

思维可视化作为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和学习趋

势，能够以图示或图示组织的形式，将学习者的思维

路径清晰地呈现出来，有助于学习者和学习材料以

及其他学习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交互与理解关系[1]。笔

者欲引进思维可视化这一高效学习策略，以改进小

学习作教学。

一、发散审题，选材立意

面对作文题目时，学生时常面临“开头难”的问

题。他们冥思苦想，却无从下手。究竟原因，在于学生

缺乏打开写作素材宝库的钥匙。若将思维的发散性

和聚焦性可视化，就作文主题先发散，后聚焦，则有

助于学生寻找和发现丰富的写作素材，从而破解“写

什么”的困局。清代著名学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

“题有题眼，文有文眼。”狠抓题眼，便抓住了作文之

根本。从题目出发，抓住关键词，进行分解化、具体

化，激活大脑去联想、发散，明确主题，概括素材，作

文的思路自然就开阔了。为避免思维发散时产生的

混乱不堪、漫无边际等问题，教师有必要引导学生对

思维路径进行有效的分级管理。

“花瓣式”气泡图有助于学生围绕中心词充分联

想，形成思维“全景图”。首先我们将“基点”中心词写

在中央圆圈“花托”上，按顺时针方向围绕“花托”向

四周拓展画“花瓣”，最后写上由中心词拓展出来的

“节点”关键词，这样就构成了“花瓣式”气泡图。当围

绕关键词展开联想时，关键词就是花托，四周展开无

数花瓣，整个图形仿佛一朵绽放的花儿。

以统编教材四年级上册习作五《生活万花筒》为

例。本次习作是一篇记叙文，要求写一件令自己印象

深刻的事，按一定的顺序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教学

时，教师可引导学生先抓住题目的关键词“万花筒”，

对题目进行分解设问———什么是“万花筒”，以此不

断丰富“万花筒”的内涵。紧接着，最大限度地发散各

种角度进行分级：第一级从“事情的来源”这一角度

发散为“自己亲身经历的”“自己亲眼看到的”“听别

人讲述的”。第二级“自己亲身经历的”进一步发散为

“一件烦心事、捉蚊趣事、小骑兵大 PK”等；“自己亲

眼看到”发散为“爷爷戒烟了、照片里的温暖”等；“听

别人讲述的”发散为“教室里的掌声、她收到了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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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发散思维时，教师应始终关注分支是否与中心

主题词语紧密相关。当然，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进行

个性化的思维发散，从其他角度进行思考，如从“事

情的内容”角度发散为趣事、奇事、乐事、伤心事、感

人事；从“事情发生的地点”角度发散为校内事、家庭

事、社区事等。

在发散审题的基础上，教师可再选取最佳角度

集中立意，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激发学生的内在思维

活性，实现思维的交锋与碰撞。四人小组从两个角度

互相讨论：从自身角度思考，热情高不高，“想不想

写”；从读者角度思考，读者是否感兴趣，“可不可

写”。习作未动，思维先行，通过对题目中关键词的个

人发散和小组聚焦，唤醒了学生写作的潜能，使之从

“有话可说”过渡到“有话可写”，解决了“写什么”的

问题，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

二、搭建框架，构画导图

“花瓣式”气泡图巧妙地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

而“鱼骨图”则聚焦“怎么写”，为写作搭建框架，引发

学生的深度思维。教师借助鱼骨图可将写作思路进一

步具体化、图示化，有效引导学生按一定的顺序把事

情写清楚、写具体，让构思过程有路可循，有据可依。

古人写文章讲究“意格俱佳”，“意”是主旨，“格”

是结构思路。结构思路包括内外两种结构，一是文章

的写作思维流程，一是文章外在的篇章结构样式。思

维可视化可以把文章的写作思维流程完整而清晰地

展现出来。有效利用思维可视化，探寻、触摸学生思

维的脉动，帮助学生树立整体意识，完整建构作文思

路，有序勾勒清晰要点，就可以避免缺乏整体性考

虑、详略失当等问题，从而提高作文的层次性、逻辑

性。

通过对统编教材三至六年级单元习作话题训练

的梳理，我们发现 62篇习作中纪实作文占据了半壁

江山，共 35篇，包括写人（8篇）、写事（16篇）、写景

或物（8篇）、说明性习作（3篇）。小学中高年级的习

作以记叙文为主，中段要求把一件事情写清楚、写具

体，高段则要求详略得当地写几件事情。

“鱼骨图”特别适合记事类记叙文，它主要从记

叙要素———起因、经过、结果等方面展开分支。鱼骨

图由日本管理学大师石川馨发明，又称石川图或因

果图。鱼骨图属于放射状图形，因其状似鱼骨而得

名。形象直观的鱼骨图能将叙述的过程明晰化，让写

作条理清楚，层次分明。鱼骨头易于绘制，深得学生

喜爱。绘图时，首先依次画出鱼头、主骨、大骨，其次

画出中骨、小骨，应保证大骨与主骨成 60度夹角，中

骨与主骨平行。（结构模式图如左图）

如图所示，鱼尾为起因，鱼骨主线为经过的推进

过程，展开的鱼翅则代表事件推进的一波三折，鱼头

为结果。以统编教材四年级上册《生活万花筒》中的

学生习作《小骑兵大 PK》为例，文章主要记叙了与同

伴进行 PK这一印象深刻的事情。起因为期待已久

的 PK终于到来，小作者跃跃欲试，想大展身手。经

过重点写与“刘玉米”的交锋过程，这是文章的重头

部分。如何把经过写清楚、写具体呢？作者借助鱼翅

的上下方，把交锋过程分解开，很巧妙地做到了交替

写人物的表现。上方鱼翅对“刘玉米”的行为进行分

解，下方鱼翅则把“我”的表现一一对应起来，凸显出

了交锋过程的跌宕起伏。

由此可见，当小学生能够利用鱼骨图有序思考，

谋篇布局时，作文的整体性就凸显出来了。

三、完善导图，据图成文

写作是思维导图可视化的书面表达。以思维导

图作为写作的触发器，唤醒学生的言语动机，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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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然倾吐和自主表达奠定了基础。当鱼骨图初

步成型时，学生的写作思路也越来越明晰，实现了构

思到成文的无缝衔接。请看：

过了两三秒钟，教练一声令下：“开打！”我按兵

不动，让“坦克”主动攻击。只听“啪”的一声脆响，势

如破竹，加 3分！他不甘示弱，一剑刺来。我视而不

见，迎了上去。我化解了这一招后，立刻对他实施了

一连串的攻击，让他措手不及。过来一会儿，他低垂

着头，假装认输。我识破计策，静观其变。这时，他开

始发力了，我顶了一阵，狡猾地一撤。他防备不及，向

前奔去。我趁机在他背后一跃而起，打中了他的头。

他走投无路，只好举手投降。

这是学生依照第一幅鱼骨图构思写成的片段。

此片段虽然有条理地呈现了 PK的过程，但语言表

达还不够出彩，尤其缺乏对细节的精彩描写。要想

写出丰富厚实的习作，则需要对细节处进行加工，

这是对思维表达纵深度的探险，主要分成三个步

骤：

1.找一找。围绕单元语文要素的落实，引导学生

就鱼骨图往深处想开去，抓住“是否把事情写清楚

了”这一评价支架，找一找鱼骨图中存在的问题。从

整体上看，思维导图的结构是否合理，层次逻辑是否

清晰；从部分上看，是否落实了“把事情写清楚”的语

文要素，尤其要将重点聚焦在“经过”部分，关注人物

的细节描写是否到位。经过个人思考和小组讨论学

生得出：小作者的经过叙述步骤明晰，但步骤的叙述

过于简单，不能充分体现交锋的精彩过程，现场感不

足。

2.议一议。原先的大骨虽然呈现了交锋时的“一

波三折”，但如何把曲折点写得更为扣人心弦呢？在头

脑风暴后，笔者引导学生先用不同颜色的横线画出与

主骨平行的中骨，紧接着从人物描写和修辞手法两个

角度思考，启发学生的思维，从左到右，将经过的每一

步更详细地写出来。

3.改一改。经过对思维导图的呈现、分析、改良

后，学生依照第二幅鱼骨图写出了如下片段：

过了两三秒钟，教练一声令下：“开打！”我按兵不

动，让“坦克”主动攻击。他好像看穿了我，但也小心翼

翼地挪来，试探性地用剑捅了我一下。我见他中计，马

上以他出乎意料之势来了一招！只听“啪”的一声脆

响，势如破竹，加 3分！他不甘示弱，一剑刺来。我视而

不见，迎了上去。我化解了这一招后，立刻对他实施了

一连串的攻击：时而泰山压顶，时而横扫千军，时而海

底捞月，时而席卷天下，时而左砍右杀，时而斜劈上挑

……他被我打得节节败退……一个横扫，“砰”的一声

巨响，再次中招。我抬起上半身，一猛子用剑击他的

头，他马上举盾防守，但我的剑在距离他的盾大约还

有 1厘米时改变了方向，搞了个假动作，命中护具！他

急了，一上劈，我也持剑交锋。可没想到，剑没碰着，盾

倒是死死地撞上了，哐当！我们索性用盾来顶了。这

时，他开始发力了，我顶了一阵，狡猾地一撤。他防备

不及，向前奔去。我趁机在他背后一跃而起，打中了他

的头。他走投无路，只好举手投降。

由此可见，在小学习作教学中，如果巧借“花瓣

式”气泡图“发散审题，选材立意”，可以解决学生作

文“开头难”“无从下手”的难题；采用鱼骨图“搭建框

架，构画导图”可以实现学生想与写的协调；而“完善

导图，据图成文”则有助于学生快速将不可视的思维

过程转化为写作过程。总之，思维可视化提升了学生

的思维品质和写作品质，对改进小学习作教学具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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