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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开启，有节奏的学校生活让家长适应了孩子们规律的作息时间。但当学习的接力棒由老师传给家长的时候，很多家
长会束手无策，急于让大量的补习去填充孩子的假期，感觉在家的时间越少越有安全感、成就感。

本报上周成长专刊推出寒假素质教育成长手册，得到了广大家长的支持，本期邀请到阅读以及思维导图方面的专家，为
大家寒假学习生活进行合理规划。

成长

常阅读 运用多种模式分级读书

什么是思维导图？它是表达发散性
思维的有效图形思维工具，它简单却又
很有效，是一种实用性的思维工具。思
维导图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各级主
题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
现出来，把主题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
立记忆链接。

姜老师认为，千言万语不及一张图，
思维导图具有形象，具体、直观，比抽象
的语言更容易记得多，而且思维导图能
够充分体现一个人的思考特点，具有非
常强的个性化特征。对学校来说，思维
导图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
维方法，简单易学，富于感染力，能让所
学内容“由厚到薄”，随着导图内容的丰
富，又实现“由薄到厚”的过程，从而使学
生的知识得到较好的消化吸收，思维导
图的使用价值是非常明显的，不仅提供
了记忆的工具，更打开了想象和表达的
空间，使教与学更有趣，更有意义。

小学生学会思维导图对学习有什么
帮助？小学生具有好玩、好动、好奇、好
胜和好问等生理和心理特点，同时还具
有从动作思维向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逐
步开展的思维特点，思维导图适合小学
生的年龄特点和思维规律，可以极大地
调动学生学习的内因。

姜老师介绍说，思维导图可以把关
键字和颜色图案联系起来，把学生的主
要精力集中在关键的知识点上，提高学
习效率，增进了理解和记忆能力，因此，

思维导图逐渐走进语文，科学思品等不
同的学科课堂。比如，思品老师在主讲

《遣唐使》一课时，利用思维导图，把唐朝
与日本几方面的交流进行整理，课上展
示交流，孩子们对这一部分的历史掌握
的十分透彻，思维灵活，发言踊跃。

通过对思维导图的使用，姜老师总
结出了理清脉络型，人物分析型，读书交
流型等，每种类型的思维导图绘制都有
其相应的模式。如读书交流型，一般从
作者简介、主要内容、主要人物、心得体
会等几方面绘制。拿《我的伯父鲁迅先
生》这篇课文来说，通过思维导图形式，
使内容更加清晰，对鲁迅进行了人物分
析，使课内外的知识有机结合起来，课上
孩子们自己讲解，互相补充修改，每次都
是心灵的交汇，思维的碰撞，课堂气氛非
常和谐，这种学习方法让孩子们真正体
会到了，他们才是学习的主人。

课前用思维导图了解大致内容，提
升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课上用思维导图
做笔记，加深的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能力；
复习使用思维导图分类整理语文字、词
句等提高了学生分类整理和系统学习的
能力。根据思维导图不同类型的使用，
使学生提高了学习效率，有利于增强对
知识的理解。

寒假将至，可以让孩子们根据自己
读的书，绘制思维导图。根据孩子们的
理解能力，分层进行。比如，有些孩子注
重基础知识的积累，思维导图的分支就

可以分为介绍作者，积累的好词佳句，读
后所获；还有些孩子是读书交流型，就是
作者介绍、主要人物、主要内容、读书心
得为分支；一些孩子读书较多，就可以绘
制人物分析型，分支就是作者介绍、主要
成就、典型事例、人物评价。这样根据孩
子的个性差异，读书程度分层布置，孩子
们都没有难度，并且会有很大的收获！

在绘制思维导图时，应该注意这些
问题：中心图像图案要新颖，绘制颜色要
三个以上，居中不能太大；每一个分支用
一个颜色，线条逐渐由粗到细，不能出现
竖向的线条，只能横向绘制线条，字都写
在线条之上；提取关键词要准确，浓缩精
华，有图不用字，字数少不出现句子；条
理层次要清晰，体现逻辑性，突出联系，
理解顺畅。

扫码添加入群

寒假分级阅读 用思维导图更有效

沈阳市皇姑区珠江五校教育集团副校长 张海坤

沈阳市皇姑区珠江五校教育集团副
校长张海坤表示，假期是孩子们休整的时
间，是做时间主人的最佳时期，更是可以
尽情阅读的关键时期。家长应该把握住
这个时间段，与孩子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
的阅读之旅。

家长千万不要以为阅读就是读几本
闲书而已。阅读能力是整个学习能力的
核心。张海坤认为，阅读，不仅仅是语文
的事情，它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都是
必要的。课堂上，老师教给学生很多的阅
读方法，假期的自主阅读正是运用这些方
法的最好机会，家长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让孩子有愉快的阅读体验，从而提升孩子
的阅读能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借
助思维导图，可以教会孩子“如何学
习”和“如何思维”，提高孩子的学习
能力与思维能力。沈河区二经二校
姜美岩老师认为，只有采用孩子们喜
欢的模式，才能有效地培养孩子的学
习兴趣，调动他们的主动性，这样才
能更好地吸收知识，拓展知识的深度
和广度，提升学生的生活能力。

思维导图的用途很多，比如制定
假期计划，以每周为单位，以每天的
学习，读书，家务，体育锻炼等为分支
进 行 制 定 ；还 有 外 出 旅 游 的 准 备 工
作，游玩的景点，人文地理美食等分
类介绍，收获等等。

寒假应该读什么？很多学校都会给孩
子们推荐书目，科学、文学、历史、故事、传
记等书单应有尽有，也会安排适合孩子们
的阅读实践活动。张海坤介绍说，比如我
校推出了指导阅读的分级书目，还根据书

目设计了“悦”读“知”旅实践活动，让阅读
既是思想的一种遨游，又是具化的实践，让
学生体味阅读的乐趣，更感受收获的喜
悦。家长可以在这样的指导下陪伴孩子一
起体验阅读的快乐。

上学时，孩子们的课外阅读更多的是
浅阅读和碎片化阅读的方式，而假期完全
可以切换成深阅读和大块时间阅读。张海
坤总结了几种阅读方法，为孩子们点亮阅
读之灯。

思辨式阅读是针对当今的快餐式阅读，很多阅读方式让人被动接受他人的阅读成果而言。需要孩子在读书
的时候有自己的思考、观点，不要人云亦云。促进孩子独立思考，提升思辨性、批判性、逻辑力以及表达力的发
展。不要贪多，同一本书可以反复读，在反复中进入深度阅读，自然思考也越深刻。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阅
读也一样。

假期一定会有很多优秀的影片上映，家长可以适时结合影片的背景、题材、内容找寻与之相关的书籍来
阅读。也可以把书中出现的活动、地点、饮食、游戏等等在生活中找来体验一下。如果有与作家对话的机
会，可以让孩子倍感读书的幸福。

思辨式阅读

积累式阅读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把阅读瞬间产生的好想法，新鲜的念头，疑虑，问题，都记下来，把好词好句、精妙
的段落摘抄下来。日积月累，常看常新，总会激发你的新想法，又是练字的最好方式。这一番积累下来，架
设了一座连接阅读与写作的桥梁，悄无声息地融合到你的输出程序中，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而当你面
对文字，面对生活总会有感而发的时候，阅读带来的创造力就发挥了作用。

沉浸式阅读 营造书房，更是营造一方自己的思想天地，引领精神走向更宽阔之地。给孩子创造安静的环境，不要去打
扰。读书是一种享受，可以正襟危坐，还可以钻进被窝，沉浸其中，不拘小节，如果一个孩子看书能够废寝忘食，
何尝不是人生一大乐事！

如果让家长放下手机，拿起书本，以身作则，可能很多家长是做不到的，但与孩子的亲子阅读分享一定要尽
力去做。让孩子讲述他读的故事，提问他的质疑，分享他的思考，适时提出建议，这样的分享是带着思考的分享，
带着感悟的分享，更是增进亲情的分享，如果家长能正确引导，可以将三观的树立变得那么生动，那么润物无声。

阅读是兴趣，更是长期自律的习惯养成。孩子身上每个自律的习惯，都离不开家庭的影响。家长一定要
有预谋地引导，克服孩子的惰性，依赖性，拖延性。强制，鼓励，激发等等组合拳，让孩子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
的环节，一个固定的节目，逐渐内化，习惯就养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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