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思维可视化教学》有感

——邵丽蓉

断断续续，差不多一学期才读完这本书，以至于看到最后，前面的内容又忘

的差不多了。于是又翻翻自己的笔记和书本目录，重新整理了一下内容和启发深

刻的话，感悟颇深。

学生学习的思考过程，是学习真正发生的时刻，让这一过程可见，从而找到

更好的学习方法。可视化不仅仅是将信息转化为图像，更是一种艺术，一种将复

杂信息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艺术。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可视化在教学

过程中的重要性。它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知识，还可以激发他们的

学习兴趣和想象力。

这本书还让我认识到了思维构建的重要性。通过可视化教学，我们可以帮助

学生更好地构建知识框架，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通过清晰的图像和简洁的

文字，学生可以更快地抓住知识的核心，深入理解概念。同时，可视化教学还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让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更加游

刃有余。

在设计课堂活动和突破知识重难点时，教师要着重于思维可视化带给学生学

习的力量，对知识的引入和讲解方式，有清晰的脉络和利于学生理解的思考模式。

在课堂进行学生课堂互动时，也要提供使用思维流程来促进学生参与课堂，一个

问题的提问方式，帮助学生树立他所回答问题的具体思路，分析他思路的优与缺，

让他认识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脉络，需要教师提供和尽可能预设好可能出现

的思维流程。

为更好的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巧妙利用思维流程，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磨

炼自己：

1. 倾听学生的想法，充分理解学生的反应。不急于作出快速的判断和评价，

认真倾听并不急于证实自己的猜测，正确倾听，适应沉默，对学生的想法充满好

奇，不占据课堂的主导地位。

2. 确定教学单元中的教学重点。摸清本单元的核心是什么？有哪些观点需

要我们反复讨论？这些观点值得被定位重难点吗？学生理解这些重点后能做什

么？理解这些重点对学生未来的学习有哪些帮助？当老师按照教学重点安排教

学流程，制定教学计划，使思维流程发挥最大效果。

3. 将学生的学习与思考建立联系。学习是思考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再

这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就像制定教学计划和执行教学二者一样密不可分。

4. 坚持形成性评价。要真正保持形成性评价的视角，无论是在上课期间还

是在课后查看学生作业，老师都需要学会暂缓判断。

5. 响应性教学，保持教学灵活性。比如：如何推动理解能力强的学生进一

步思考，以迎接更多的挑战？如何帮助学生直面自己的错误理解？学生的反应为

教学提供了哪些新思路？总之，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促进学习。

6. 分析学生的学习反应。老师要花时间学会记录并准确认识学生的学习好

人思考，才能发现值得关注的内容。还要话时间摒弃原来的错误评价方法，花时

间找出学生思考时的外在表现。

阅读《思维可视化教学》让我对未来教育充满了期待。我相信，随着可视化

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教育将更加注重学生的思维训练和全面发展。可视化将



成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将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探索未知的世

界。与我而言，阅读本书是一段旅程的延续，在教学过程中，要允许自己犯错，

借助好集体的力量，比如我们需要班级这个集体，与学生一起学习，从学生身上

学习，成为学生的学生；也需要学校这个集体，与同事一起学习，同事之间相互

学习，因为我们不仅需要使用思维流程训练方法，还需要发展良好的使用他们所

需要的技能和心态。坚持从学生身上学习或与学生一起学习。

通过将复杂信息转化为简单的图像，可视化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

记忆知识，还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想象力。同时，可视化教学还有助于培

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让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

中更加出色。教师要保持好最基本的立场：让学生的思维可视化是最基本的要求，

而不是任务之外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