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维就像存在于大脑中的黑箱，看不到、摸不着，却一直作

为存在的主体被个体所感知，我们的生活、学习、交往无不渗透

着思维的影子。因此，思维教学备受推崇，它旨在加强思维训练，

提升内在思维品质，培养学生未来的生存能力。思维可视化是内

隐思维外显的表征体系，是将不可见的思维用显而易见、直观形

象的符号清晰、准确呈现出来的过程，是以整合思维程序与创新

思维方式为主旨的思维发展技术。本文从图形表征、媒介表征、
言语表征和肢体表征四个维度阐述思维可视化的表征体系，构

建思维教学与思维可视化共同体，彰显思维教学的价值与意蕴，

引导教师与学生改变传统定性角色———单纯知识接受者的现

象，力求塑造有思想、会思维的学习共同体，从而为学生思维能

力的提高和教师教学的改进提供参考。

一、图像表征：视觉具化
黑格尔认为，视觉是所有感官中最具认识性的感官。所谓认

识性的感官，即透过视觉，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事物，把握世界及

其规律。研究表明，人类获得的外部信息 80％以上是通过视觉

通道获得的，人类处理视觉信息比处理文字信息快 6000 倍，使

用视觉辅助能够将学习效率提高 400％〔1〕。视觉是人类搜集信

息的主要渠道，人类思维强烈倾向于图像，在色彩鲜明、结构清

晰的视觉冲击作用下，基于图像展开发散性、逻辑性、想象性思

考，可以促进知识脉络概括化，增强大脑对于图像信息的系统性

学习。因此，使用图像表征呈现思维过程，深刻地影响着个体对

知识的认知与理解以及对思维的运用与发展。
图像社会或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已经成为当今一种主导

性的、全面覆盖性的文化景观〔2〕。在知识爆炸时代，图像更能浓

缩知识数量，更加系统清晰地呈现知识的内在逻辑。思维转瞬即

逝，图像却可以存留弥久，因此，图像的表达性是定格思维的“魔

法”，是思维得以持久发展的支柱。将图像表征引入教学领域，以

图像表征支撑教材的讲解，是视觉上的震撼，是信息高效的传达，

是“知识”向“思维”转变的有效策略。图像表征作为思维可视化

的表征体系，是以某知识点为思维对象，以联想、发散性思维为

工具，以指导呈现思维的图像结构为主要目的，从而实现有意义

图像表达和思维外显的手段。从其表现形式来看，图像表征以文

本、线条、颜色和图式，能够让学习者分清主次，更清晰地抓住主

要思想与其内在联系，进而形成视觉冲击，帮助学习者超越思维

的局限。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提炼自己思维模式的关键词，用线

条和色彩将凝练的思维彰显出来，通过图像表征进行比较、设
想，引领个体在图像中展开深刻的思维，挖掘深层的意义，从而

确定出最佳解决方案。在已形成的解决方案中，图像表征凸显思

维的过程，在有机联系的思维路径中为创造力提供“土壤”，实现

思维的再生产。
东尼·博赞曾认为，随着生活经历、知识积累的不断增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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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思考能力、创造力、解决问题能力在不断地被迫要求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学会如何更好地思考。通过思维可视

化图像表征中多维度探究知识，促进头脑风暴式的发散思维，有

利于激起大脑思维的高速运转。同时，外显的图像放大了大脑的

思考，充分激发了大脑的潜能，图像与大脑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互

动程序，活化了图像表征的功能。康德认为，图像是连接抽象概

念和感知具体对象的纽带。图像表征以直观感为基础尽显信息

加工程序，实现了呈现方式的视觉性、加工信息的关联性和学习

知识的结构性。俗话说，“一图胜千字”，大脑对于图像的识别比

文字敏感，在关注知识的内在联系中，图像表征中的色彩和图式

可以加强大脑的创造性思维和记忆。单一、无联系的知识难以记

忆、分析、综合、归纳和创新，也难以形成系统的、严谨的结构，只

有新知识与我们已有的经验发生同化、顺应，创造出知识结构，

才能促进思维的内化、活化、深化。层层深入的图像表征，运用视

觉进行思维建构的图解方式，是思维呈现、记忆的形式，支撑了

思维可视化在思维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二、媒介表征：动态觉知
在“互联网 +”时代，媒介表征辅助教学作为一种变革性的

教与学的手段，填补了从演示性多媒体教与学到网络条件下的

个别教与学之间的空白，支持课堂思维可视化教与学内容和学

生知识结构的动态生成，成为主要的教与学互动展示工具〔3〕。在

思维可视化中，媒介表征与学科教学相结合，让电子桌面像大脑

一样可以“思维”，建构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的智慧教学模式，使

其由单纯从教材中接受知识变为学生多维度感知知识，由演示

性技术工具变为生成性支撑载体，从而塑造学生良好的思维品

质。借助媒介表征外显知识结构与思维过程，促进大脑产生再生

的心理图式，当遇到新知识或者新问题时，学习者可以快速回忆

相关画面，这种信息提取方式是整体性的结构唤起而不是零散

知识的生搬，进而在新旧知识的相互渗透中，设计智慧学习方

案，开辟新的思维渠道。久而久之，这种自觉的思考路径就塑造

了思维的“高速公路”。
媒介表征的外在呈现形式是学生学会利用信息技术清晰、

形象地展示内在思维过程，关键在于学习者学会使用信息技术，

把信息生成智慧，以支持学习和实践。学习者在学习中需要从情

景中、实践中积累经验，从而获得更多的真实感、拥有感、责任

感和平衡感。这从根本上要求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按照生活情

境中的生动案例及其真实活动形式来展开，缩短“认知鸿沟”和
“经验鸿沟”，从而充分调动学习主体的情感动力系统和认知意

动投入〔4〕。传统信息技术普遍认为，信息技术（如多媒体技术）只

是作为教材的搬运工，仅仅是呈现知识的电子桌面。其实不然。
只有当信息技术与生活、课堂以及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相融合

时，信息化工具的智慧价值方能凸显。智慧的价值在于促使计

算机、多媒体等静态的机器成为个体思维外显的载体，刺激学

生的认知体系，启迪学生的智慧之源。因此，媒介表征主要是利

用智能化技术，融合生活情境、学习经验、认知模式，将思维过

程转化为文字、数据、图像和声音有机集成的动态性、形象化表

征方式，如动画、视频等，以达到内隐思维的外显。作为动态性、
形象化、开放性的表征方式，媒介表征呈现思维过程，以建设性

的教学方式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让抽象、复杂的概念变得

容易理解与掌握，实现在现有知识基础上借助智能化技术发展

新的认知模式或改善旧的认识结构，并在此形象化的表征中拓

展思维面，形成独特见解的思考方式。媒介表征往往是以动画、
视频等动态的方式生动地展示出知识点的数量和联系，随着画

面和声音的渲染，知识像电视画面一样呈现出来，将难以理解

的、抽象的思维用具体化的手段让学生明白，同时能够抓住学

生的眼球，引导学生剖析知识的内部思维逻辑，促进学生思维

能力的发展，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领会知识。智能

化系统的网络技术作为开放性的平台，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

源，使得学习渠道更加多样，学习机会更加广泛。这就需要学生

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兴趣特点、个人差异自主选择适合自己

的个性化学习资源。教师要从各方面搜集资料，制作以及丰富

自己的媒介表征，让学生在“学会学”的主观能动性中锻炼“学

中做”的能力。
有机联系是静止知识向意义知识转变的桥梁，媒介表征通

过阐明知识的内在规律使知识间的联系方式动态化，其最大的

优点是借助动态的视频或动画贯穿零散的知识，将问题解决逐

步、灵活地呈现，为学生提供一种示范———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考

方式。视频能够吸引儿童的注意，在其中融入预设的知识理解和

思维模式，引导儿童在真切的情景中突破思考定势，展开创造性

思维，实现表征思维方式与辅助教学目的的联结。总之，通晓知

识生成与加工过程的媒介表征教学，可以变想象课堂为逼真情

境，变静态教材为动态知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

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和思维想象能力，营造自主表达、生动活

泼的教学气氛。同时，媒介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与学生喜爱的影

视片类似，更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有利于挖掘知识的深

度，增强思维的深刻性和灵活性。

三、言语表征：场景再现
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能够利用并创造语言进行

思维，人依赖于语言交流各自的想法，进行学习和生活。以往，心

理学家普遍认为思维起源于个体内部，无需说出，就可以融合外

在想法形成内在思想。而实践表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

会性过程，需要表述出来方能内化为个人的思想〔5〕。思维可视化

的言语表征旨在呈现学生独特的思考，并用语言清晰地传达出

来。早在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和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时，言语

表征就已经得到了运用，它脱离表层知识传递，渗透着循序渐

进的思维训练模式，力求每一个体都有自己的思考，构建知识

与个人的意义连结。言语是个人思维表征的过程，需要眼、脑、
口共同发生作用，在学生和教师共同讨论、共同寻求正确方法

的过程中，双方生成个性化的观点并清晰地表达，有助于激发

和推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融合新旧知识

并及时显现出来，有效延长学生有意注意的时间，锻炼学生的

逻辑思维表达能力。用合适的语言将自己的思考结果清晰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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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出来，是一种丰富、复杂、严密和连贯的思想过程，可以说与

一个科学家解决问题时的思想过程没有实质性的区别〔6〕。可

见，语言与人的思维密切相关，语言的逻辑性就是思维逻辑性的

显现，语言的创造性就是思维创造性的体现。学生是能动的独立

体，有着丰富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并且渴望表达自己的想法，教师

应保护和发展学生思考和表达的欲望，采用启发式的言语引导学

生的个性成长。
教学本质上是教师、学生、知识与经验相互传播的过程。在

交流中，教师和学生相互共享知识的理解并创造着知识与生活，

师生共为教学过程的主体，共同探究知识，由此构建情景化和民

主化的课堂关系。我们认为，言语表征就是通过语言、语调的表

现和变化，再造场景，表达主体对知识的理解过程和思考路径，

进而使思维“可视化”的过程，如解释、演讲、辩论等旨在促进学

生思维的运动，帮助学生真正掌握知识。那么，怎样就是真正掌

握了知识呢？建构主义认为，“掌握”是个体结合自身已有的知识

经验对某一知识形成了对自己独特、意义的理解，新知识与已有

知识经验建立了实质性的联系，并能够用有逻辑的言语阐释出

来，得以让他人明白的状态。因此，言语表征既是课堂教学中有

效传授知识的手段，也是评价学生掌握知识程度的方法，但言语

表征不是指教学中所有的言语行为，只有能引起有机的互动、思
维的发生、探究的行为，才是言语表征。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

的学构成的双边活动，“教”和“学”是内在统一的教学的两个方

面。苏格拉底曾指出，没有一种方式，比师生之间的对话更能提

高沟通能力，更能启发思维技能〔5〕。对话的过程是师生的互动过

程，言语交流的场景是思维飞跃的“天空”。言语的情景化可以帮

助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将实际情景与知识同时进行真

实呈现，引导认知系统中抽象知识的学习，再现抽象知识的生成

场景，激发学生的思考，使“思维”走向再生。言语表征实现了言

语的文化教育，能够引导学生在积极主动的质疑、讨论和对话中

呈现和检验自己的思维过程，自主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不断构

建和优化自己的认知结构。
语言是思维的外显，情境是语言的再现。在持续的言语互动

中，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深度思维层面，从而将思考、评价、反思

融为一体，形成了集体参与的知识探索过程。每个学生都是不同

的，他们的生活环境、家庭氛围、性格特点等方面各有差异，言语

交流可以变差异性为有效的资源，创设符合学生的差异发展情

境。言语是思维发展的工具，言语表征力图构建“创设情境，引发

思考，促进互动”的交流模式，在师生平等互动的交流中，不同观

点的相互碰撞可以促成师生主动积极地探究与交流合作，利用

思维技能加深知识学习的深度，大大提高时间的利用率〔8〕。可

见，言语表征不仅可以丰富知识的理解方式，同时可以锻炼语言

与思维的逻辑联系，实现每个人的个性差异发展。言语表征再现

情境的过程将思维训练、深度学习、真实情境有机地集合成一

体，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理想的课堂模式。

四、肢体表征：具身展示
人是一个整体，是身体 + 头脑的总和，身体的刺激会影响大

脑的认知模式，大脑的意识也会不由自主地通过身体动作而呈

现，因此，身体动作和头脑思维密切相连。思维可视化的肢体表

征是基于表情、仪态、肢体的一系列动作，将大脑中的思维方式

用丰富的艺术形式“表演”出来的过程，是实现知识演绎与肢体

创造相结合的途径。在教学中，肢体表征的应用有助于引导学生

在经历完整表演过程中的精力投入与动手实践，着重关注学生

的创作力与表演力，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度，拓宽学生

的认知范围与思考轨迹，实现在“玩中学”的追求。
肢体表征作为戏剧性的思维外显方式，是在学生留心观察

日常生活与个体对知识独特理解的表达基础上，通过设计场景、
主导情节、注意细节、创设表演，将知识与思维外显的艺术。曾受

到广泛关注的杜威所在的学校提倡在肢体动作中实现儿童经验

的丰富，并且随着生活观念的扩展，儿童在“戏剧性游戏”课的装

扮与表演中开始有一种理智方面的自居作用，逐渐站在必须解

决问题的立场上，并根据情况重新发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8〕。
通过肢体表征的表演，儿童依据情景、实践设想、调整思考、反思

自我，满足儿童自主发展的“表达性冲动”，强化儿童应对新问题

的“直觉性思维”，培养儿童应对未来的“适应性能力”。杜威曾提

出，教学中可以运用“游戏、扮演、模拟”等肢体动作，让学生在模

拟生活场景的环境中探究知识、锻炼思维。肢体表征的每一个动

作都隐含着学生内在思维的呈现，是学生将自己融入到思维学

习的一种艺术形式，是学生运用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创造动作、
手势、扮演等活动表达思维的戏剧活动，在此自编自导自创的轻

松愉悦的活动中，学生基于观点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释放了学

生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并且在即兴发挥的表演中，不断反思自

我，实现新的自我飞跃。
肢体表征也是一种观察式、思考式、实践式的培养学生自主

创新的思维表征形式。“观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观察，也包括学

习中对知识的深入探究。只有在充分、仔细观察的基础上，才能

把握事物本质，才能呈现生动的表现。“思考”体现演绎的方式、
内容、剧情等不是固定的，个体怎样思维就怎样表演，具有强烈

的独特性。“实践”强调学生的积极参与，重视学生在过程中的所

感所想所做，旨在将客体知识与主观认知相融合，建立个人的思

维结构。肢体表征还原了抽象逻辑知识，将知识还原到日常生活

的实践活动中，是“抽象知识—生活原型”的转变，是思维的显

现，是学生掌握知识最直接的手段，也是学生运用知识的有效途

径。将知识、思维与肢体动作相结合，遵循学生的生物学机制，将

引导学生深度思考，唤醒学生的已有知识，实现生成性的课堂教

学。研究表明，在信息传达过程中，词语、声音与声调所占比列不

足一半，剩下的一半多就来自个体的肢体语言。学生通过肢体表

征，创设了一个与自身生活经验相关的情境，将自己内心的思维

用具体的、生动的动作表示出来，也即个体把知识纳入认识结构

已有的图式中，以加强和丰富个体的动作。如果知识与已有图式

相冲突，个体就会改变动作适应图式的变化，经由平衡—不平

衡—平衡的过程，实现学生思维的不断发展。在这一熟悉的虚构

情境中，学生有准备、有意识地去应对问题，展示解决问题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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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过程，并通过师生、生生之间的反馈检验自己的思维。思维可

视化的肢体表征既是师生交流、沟通的桥梁，也是教师和学生在

课堂中将自己的思维结构和思考路径外显的方法，与个人的经

验密不可分，是实现“抽象”知识“情景化”、“隐性”思维“可视化”
的手段。

越是能够深刻的表达，越能达到更深的理解，在广袤的思维

世界，打破旧的思维定势，塑造新的自我诠释。思维可视化的主

旨就在于分析思维模式之间的联系，对思维内在联系和规律进

行探究，综合形成个体的思维过程。真正的知识不是记忆的知

识，而是理解的知识、思维的知识，思维可视化摒弃了传统教学

中过度关注表面“知识”罗列而忽视知识背后的深度“思维”诠释

的情况，主张以形象具体的表征体系呈现个体学习过程中、解决

问题过程中的思维逻辑，理清头脑中的思维，帮助学生形成思考

问题的基本策略，引导学生在同化或顺应的过程中，运用自己的

思维理解、创造知识，实现高阶思维的发展。
思维可视化的四种表征———图形表征、媒介表征、言语表征

和肢体表征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教学中，教师应加强多种表

征方式的作用，使之更好地辅助学生学习，不断提高师生的思维

品质，培养个体对自己的学习行为进行自我分析和自我修正的

能力，以更好地适应新情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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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inking Visualization Teaching
DING Zi-qing, DAI Jian-ju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Thinking visualization is an explicit representational system of implicit thinking，a process presenting
invisible thinking clearly and accurately with obvious and impressive symbols，and a technology of developing thoughts
that aims at integrating thinking procedures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modes. Thinking visualization teaching has four
kinds of representational forms. Image representation realizes the explicitness of implicit thinking through visualization
in the form of schema to generalize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media representation dynamically presents static
knowledge and reveals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through dynamic awareness；speech representation reconstructs the scene
through the expression and change of language and intonation to express the subject’s understanding of and thinking
approach to the knowledge； and body representation restores abstract logic knowledge mainly through physical
experience to realize the link between“abstract knowledge”and“life prototype”.

Key words：thinking visualization teaching；image representation；media representation；speech representation；
body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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