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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被誉为世间“最美的花朵”，而教育之美

就在于它能不断孕育出“最美的花朵”。



… I believe passionately that we 

don’t grow into creativity, we grow 

out of it. Or rather we get educated 

out of it. (Robinson, 2006)



学习在什么时候发生？
学习在开始思考时发生！



录
目



一、思维可视化外语教学策略建构的前提

1. 思维的特点： 1）思维的过程性

2）思维的逻辑性

3）思维的层次性

4）思维的情境性

5）隐性的思维

2. 思维可视化的含义



一、思维可视化外语教学策略建构的前提

1. 思维的特点

1）思维的过程性

• “思维”是人类所具有的高级认知能力，包含复杂的心智过程
（Bloom,1956）。

• “思维”被看做是“对经验有目的探索的心智过程，包括记忆，
提问，形成概念，制定计划，推理，想象，解决问题，做出决
定，采取行动等” (de Bono, 2001)。



学生思维过程：时间顺序
出生-父亲去世-生病眼瞎-流浪
街头-卖艺挣钱





2）思维的逻辑性

• 思维的过程具有逻辑性，就是指思维过程中有一定形式，是按照一定

规律进行的。

• 理性思维的过程：a) 产生概念：对感性的材料进行加工，产生对事

物本质属性的概况；

b) 形成判断：在概念的基础上对事物的各种关系

进行区分识别;

c) 进行推理：由一个已知的判断推出下一个判断。



产生概念：阿炳的生平
出生-父亲去世-生病眼瞎-流浪街头-
卖艺挣钱

形成判断
阿炳的音乐悲伤：父亲的去世；生
计的艰难；身体的病痛

进行推理：语篇体现的思维逻辑
为什么阿炳的音乐是悲伤的？
为什么阿炳的音乐是美丽的？



从单元主题内容看大观念形成的逻辑

产生概念 形成判断 进行推理

家庭成员的角
色（家庭和社
会）

家庭成员中出
现问题解决的
办法。

处理家庭关
系的方法是
尊重与关爱

Family album;

Jobs

Problems-

Solutions

Respect and 

love





3） 思维的层次性

Remembering

Analysing

Evaluating

Creating

Applying

Understanding

建造 计划 制作 发明 创作

核查 假设 评判 试验 判断 测试 侦察 监督

比较 组织 分解 归因 提炼要点 调查 构架 整合

施行 实现 使用 执行

解释 举例 分类 总结 推断 比较 说明

认识 罗列 描述 识别 提取 命名 定位 寻找



Analyzing (attributing)

T: ……Why the designer uses this word “ARTic” to 

name the hotel? Is he made up this word? 

Ss: ……

T: What word is close to it? Ss: Art.

T: Why did the designer use “art”? S1: Maybe the hotel is special and 

different.

T: I’d like you to find out a sentence which tells us 

how do the hotel relate to art? 

S2: “He built his first igloo for an art 

exhibition.” 

T: How does the igloo relate to art? Ss: Igloo represents the art.



T1: Do you like pandas?                                                        Ss: Yes.

T1: What are they? (Pointing to pandas in the PPT) Ss: They are pandas.

T1: They are pandas. Do you like pandas?                           Ss: Yes.

T1: OK, How about Ms Chen, Do I like pandas?                 Ss: Yes.

T1: Maybe you don’t know. But I like it. I like pandas.  So 

why do you like pandas?                                          

Ss: ....

T1: How about you?  S1.                                                             S1: They are very 

cute.

T1: I think so. Because they are very cute, right? Thank 

you, sit down. So, about pandas, what do you think of 

pandas?(板书what do you think of...) For Ms Cheng, I 

think pandas are very cute. I think pandas are really cute. 

How about your idea?   S2.                                                                                            

S2: I think pandas 

are very fat.

T1: You think pandas are very fat. Do you think so?             Ss: No

T1: Maybe they are fat. Thank you, sit down. Anymore? 

How about you?  S3.                                                                                              

S3: I think pandas 

are vey cute too.

T1: I agree with you. How about you? ...





Thinking doesn’t happen in a lockstep, sequential manner, 

systematically progressing from one level to the next, but it is 

much messier, complex, dynamic, and interconnected than that.

（Hyerle & Apler, 2011）

Remembering

Analysing

Evaluating

Creating

Applying

Understanding



4) 思维的情境性

• “思维能力”是指熟练掌握一系列技能并能在新情况下选择最好的

思维工具，其中包括知晓，领会，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

（Bloom, 1956）。思维与情境紧密相关。





5) 思维是隐性的



1.2 思维可视化的含义

思维隐性发生在人脑中，常常被忽视（Perkins, 2003)。因此，

需要显性化的方式把思维的内容和过程呈现出来，对思维进行分

析、反思和改进。

思维可视化是思维显性化的重要途径，它是指通过语言、写

作、绘画、建造等方式把思维的内容和过程呈现出来

(Salmon,2008)，对思维进行分析、反思和改进，从而发展更好

的思维。 (郑鸿颖，2019)



T1: Do you like pandas?                                                        Ss: Yes.

T1: What are they? (Pointing to pandas in the PPT) Ss: They are pandas.

T1: They are pandas. Do you like pandas?                           Ss: Yes.

T1: OK, How about Ms Chen, Do I like pandas?                 Ss: Yes.

T1: Maybe you don’t know. But I like it. I like pandas.  So 

why do you like pandas?                                          

Ss: ....

T1: How about you?  S1.                                                             S1: They are very cute.

T1: I think so. Because they are very cute, right? Thank you, 

sit down. So, about pandas, what do you think of 
pandas?(板书what do you think of...) For Ms Cheng, I think 

pandas are very cute. I think pandas are really cute. How 

about your idea?   S2.                                                                                            

S2: I think pandas are very fat.

T1: You think pandas are very fat. Do you think so?             Ss: No

T1: Maybe they are fat. Thank you, sit down. Anymore? 

How about you?  S3.                                                                                              

S3: I think pandas are vey cute too.

T1: I agree with you. How about you? ...

Facts Opinions



二、思维可视化外语教学策略的要素

1.思维可视化外语教学目标

2.思维可视化外语教学内容

3.思维可视化外语教学方法



二、思维可视化外语教学策略的要素
1.思维可视化外语教学目标

• 英语课程总目标中对思维品质的描述：

学生应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达到如下目标：……

(3)提升思维品质。能够在语言学习中发展思维，在思维发展中推进语言学习；初步从多角度观察

和认识世界、看待事物，有理有据、有条理地表达观点；逐步发展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新思

维，使思维体现一定的敏捷性、灵活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深刻性。（教育部，2022：6）

• 指向整合的教学目标：

在英语作为外语的课堂教学中，无法把学生的语言学习和思维发展截然分开，因此作为英语

课程目标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应该融为一体，共同发展（王蔷、罗少茜，

2014）。



2. 内容：精选促成核心素养的内容

在核心素养背景下，课程内容的依据不再是单纯的关注学科知识，而是

重视知识如何促成核心素养的形成，即如何在新的课程理念指导下，摒弃大

量知识的堆砌，精选能促成核心素养生成的知识，并把零散的知识系统化、

结构化，进而实现知识的迁移。

在外语的课堂中，学生既学习语言，又学习语言背后的思维模式，因此选

择的教学内容既要有系统的语言知识，又要承载思维、文化等核心素养要素。



3. 方法：思维可视化可以通过语言、写作、绘画、建造等多种方式实现，让

思维的内容和过程可观察、可反思、可改进。

*思维图示 *问题序列

Focus-brainstorm-categorize-connect

Six “W”s 

If-then circle

Past-Present-Future

Argument-Evidence-Counterargument

Facts-Opinions-Pros-Cons-Solutions

Features-Needs-Processes-Justifications

Alternatives-Priorities-Criteria-Choices

Necessity-Options-Consequences-Evaluations-

Decisions

Immediate -- Short-term -- Medium-term --

Long-term consequences



1）圆圈图主要用于头脑风暴，主要用于罗列、描述等，帮助学生产生创意

的想法，拓展思考的角度，回忆学过的知识，定义概念等,可以让我们对问

题的思考更加全面。



2）树形图表示分类，可用于对知识点的分类整理、分类记忆、众多科学概念

的分类讲解等，能够有效的提高学习知识的效率。



3）气泡图用来描述和想象，帮助学生描述、认识、了解事物，与圆

圈图类似。

气泡图与圆圈图类似，气泡图中间的大圆内写中心词，中心词周围的小圆

圈内写描述中心词的词汇，这些词汇一般都为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等描述性语

言。气泡图用来描述或想象，帮助学生描述、认识、了解事物，为解决有关这

一事物的实际问题做准备。 

例如，在高中英语人教版必修 1 unit 5 Nelson Mandela-a modern hero 课后活

动中，老师提问：What are the qualities of a modern hero? 学生对 a modern hero 的

优良品质进行如下描述： 

qualities of a modern 

hero(like Nelson 

Mandela)

generous

determined hard-

working

devoted

wise
calm

warm-

hearted

 



双气泡图由两个气泡图组合而成。它有两个中心词，分别是需比较的两个

事物，在两个中心词之间的气泡中，书写两种事物的相同点，在两个中心词左

右两边的气泡中，书写两种事物的不同点。双气泡图用来进行比较和对比，可

以帮助学生深刻认识两种相似事物，在两种事物中做出选择。 

例如，在高中英语人教版必修 2 unit 2 The Olympic Games读后活动中，可以

对ancient Olympics和modern Olympics进行对比，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奥运会的

演变，如下图所示：  

Ancient Olympics
Modern

Olympics 

have running 

races

hold every four 

years

encourage 

sporting 

excellence

have two sets of 

games

have one set of 

games

many countries  

join in

women can join  

in 

slaves and 

women can t 

join in

no other countries 

join in

...
...

 

4）双气泡图用来进行比较和对比，可以帮助学生深刻认识两种相似

事物，在两种事物中做出选择。



5) 流程图用来表示事件之间的顺序关系，学生通过绘制流程图可以使

思维有条不紊，行动合理高效。

7 o'clock 8 o'clock 9 o'clock 4 o'clock 6 o'clock 8 o'clock



复流程图可以理解为流程图的组合，将流程图的步骤、顺序关系变为原因

和结果的描述，就形成了复流程图的一条分支，多条分支组合起来就形成了复

流程图。绘制时，将某一现象作为中心词，在它的左侧书写出现这一现象的原

因，在它的右侧书写现象导致的结果，原因和结果不需要一一对应。复流程图

表示因果关系，帮助学生通过推断、归因、整合等方式分析问题，分析事物产

生的原因和导致的结果，往往在分析后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例如，在《英语》（新标准）高中修订版必修第一册 unit 1 A new start 中

understanding ideas 部分，老师可以通过 Who is the first person that Meng Hao met 

in the school? How did he feel about this person? 等问题激发学生对学校经历的回

忆，学生由此可以制作复流程图如下： 

Meng Hao

Got up early and rushed 

out of the door

Wondering what life is 

going to be like here

Introduce himself in front 

of the class

...

excited

curious

Nervous

...
 

6)复流程图用来表示因果关系，帮助学生通过推断、归因、整合等方式

分析问题，分析事物产生的原因和导致的结果。



7）括号图

表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能表示类别，应

该与树形图区分开来。它帮助学生关注事物

整体的同时，也注意到整体的内部组成部分，

从而建立对事物全面客观的认识，加深对事

物的理解。

A
n
 a

n
im

al
 f
ac

t 
fi
le

Appearance

Habitat

Migration

Diet

Other 
information



桥形图如桥的形状一般，左右两边的平坦之处则用来表示类比关系，桥型

图帮助学生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遵循此关系桥型图可以一直不断延伸。 

例如，在《英语》（新标准）高中修订版必修第一册 Unit 2 Exploring English

中 using language 部分，在对比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异同时就可以使用桥型图

（见图 9）： 

 

8）桥型图表示类比关系，帮助学生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遵循

此关系桥型图可以一直不断延伸。



思维图示的弊端：

1.由于图形本身的限制，很
难描述所有的思维过程。
2. 易形成线性思维。
3. 易仅关注呈现的结果。
4. 个人偏好的影响。

思维图示的优势：

1. 形象生动。
2. 层次分明。
3. 增强记忆。



• 问题序列一： Focus-Brainstorm-Categorize-Connect

该问题序列常用于导入环节，引导学生围绕关键词进行头脑风暴，激活已知信

息，通过分类的方法进一步使已知信息结构化，进而与新知建立联系。

• 问题序列二：Facts-Opinions 

该问题序列表示观点的形成以事实为基础。事实不可否认，而观点则可 以不认

同。事实和观点混淆不清，是无法进行有效思辨和质疑的。



三、 思维可视化阅读教学策略的实施

a) 确定单元大问题；

b) 明确每一个语篇的地位，确定语篇中问题;

c) 梳理语篇中的思维路径，确定篇内小问题；

d) 明晰句间关系。



案例：UNIT 1 WHAT’S THE MATTER? （GO FOR IT！八年级下）





语篇解读

Love life/the meaning of life

主题语境 Man and self

Problems Symptoms Advice

Helping 

friends

Helping 

strangers

Helping 

oneselfb) 明确每个语篇的地位，确定语篇中问题:

a) 确定单元大问题:

C）梳理语篇中的思维路径，确定篇内小问题:

d) 明晰句间关系:because...but...then...after...



C）梳理语篇中的思维路径，确定篇内小问题

本文为记叙文，可以使用 S i x  
“W” s  梳理文本信息，挖掘原
因，促进学生对文本的深入理解



BECAUSE...
BUT...
THEN...
AFTER...

d) 明晰句间关系



Education is much more than the delivery of content. 

A quality education is also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bits of mind and thinking dispositions that will 

serve students as learners both in our own 

classrooms and in the future.

-- Richhart et al., 2011



POWER OF VISUALIZED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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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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