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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王胜武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第一中学  山东  济南  271100

【摘  要】思维导图就是比较抽象的思维模式，其具有独特且高效的特征。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地貌、地形与地
势等均涉及许多方面，教师针对部分比较生疏地区展开讲解过程中，大部分学生都会感到很难理解，应用思维导图

模式，乐意让高中生对生疏地区形成明确认知，便于更好了解地理知识点，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思维导图，顺应我国

素质教育背景课堂教学改革的趋势，其应用价值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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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维导图是从整体着手，逐渐地向部分进行延伸，

它注重部分和整体之间关系，可以促使高中生左右脑相

互结合。高中地理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过程中，使用思

维导图来辅助学习，便于学生们能够清晰记忆并且整理

地理知识点，更好开发学生们的思维，提升高中生学习

地理的效率。目前，虽然有许多高中地理的课堂已然使

用思维导图课堂教学的方法，但有些地理教师的手段及

方法还不完善，使得思维导图在高中地理课堂教学当中

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本文研究思维导图在高中地理课

堂教学中应用策略。

1 思维导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意义

1.1 通过多元教学的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高中地理知识较为冗杂，极具综合性，打好坚实的

基础对后期进一步学习至关重要，学生往往因为地理信

息量大，又较为抽象，在学习时缺乏熟悉感，自然消减

对地理的兴趣。面对这一现象，运用多种符号、色彩及

图文结合方式的思维导图往往能够得到学生的青睐，思

维导图强调言简意赅、内容的关联性、图片符号的使用，

由此高中地理运用思维导图教学时，丰富的色彩运用，

声情并茂的图片使用，简洁符号的联系给学生带来了全

新的体验。注重字体、字形、字号的合理控制，颜色搭

配的设计及小细节的强化处理，思维导图以一种新颖又

有力的方式融入教学过程中，一改传统教学的单一、呆

闷，让学生在丰富的教学体验中集中精神，产生极浓厚

的学习兴趣。

1.2 运用枝干的联系，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思维导图具有脉络特征，关键词之间联系紧密，可

以有效培养学生问题解决的逻辑推理能力。高中地理知

识较为复杂和抽象，对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及整体分析

把握能力要求极高，但部分学生在这个方面较为平庸，

理解地理知识有难度。思维导图正是打破门槛的利器，

它符合人类思考的逻辑脉络，通过挖掘和拓宽不断对问

题进行深层次、多方位的剖析。高中地理运用思维导图

教学可以利用思维导图的优势帮助学生学习。通过问题

的深度剖析和知识框架有联系的梳理，学生可以直观观

察到每一个知识之间的联系性及整个区域的整体性，并

从多个枝干的分析中加深对地理知识的理解，全面提高

对地理知识的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并在全面的拓宽延

仲中加强素质能力的培养。

1.3 借助空白的分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思维导图由向外不断发散的枝干组成，子枝干往往

与主枝干具有紧密的联系，解决问题时，可以有意识地

增加空自分支，让大脑进行联系型思考探究，培养独立

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教师引导学生用全面、发展、联

系的眼光看待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培养学生自主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思考的能力，从而实现学生自主

探究，全面发散思维。

2 高中地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教师在地理教学中经常会出现以下现象：学生看懂

了书，听明白了教师讲的内容，但是遇到题目还是不会

做；有的学生对于己经做过的题目、考过的试题，如果

换一种问题方式或遇到新的问题情境，就不知道从什么

地方下手，等到教师讲解了，才恍然大悟，其实这些知

识点自己是知道的，但是不会灵活运用。

学生学习地理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学生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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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知识比较散乱，没有形成整体的知识体系框架；二

是地理思维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比较差，不能有效运用

所学知识来解决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通过理论结合实

践反思，教师可采用思维导图方式，整体建构学生的知

识体系，从而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学会学习能力、

概括总结能力、实践创新能力。

3 思维导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3.1 使用思维导图，指引学生预习教学内容

高中地理信息量大，由于较为抽象不易理解，因此

极为强调课前预习的作用。一个高效的课前预习必然是

带着思考做出的行为，老师可在授课前布置一定量的问

题让学生自主阅读课本，思考并解决问题。此时，思维

导图就是一种极佳的辅助学习工具，学生可以利用思维

导图进行预习，以教师给出的题目作为思维导图的中心

目标，同时根据自己的第一印象对中心概念进行图片或

符号补充，而后根据课本内容解答，画出相应的分支进

行关键词凝练式整理，接着在中心目标的空自区域画出

空自分支，进行基于课本又脱离课本的问题思考，形成

学生对问题的个性化解读和创新思考，在问题解决的同

时对课堂内容有初步了解和个性疑问点。

例如，在教学“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章节知识内容

时，教师可以课前布置相应的任务目标，让学生通过思

维导图梳理“我国西北荒漠化现状”“荒漠化防治措施”

等相关的思维导图，并引导学生联系以往学过的区域地

理环境、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知识对问题进行补充，

帮助学生初步把握课本内容的框架体系及本科课的重难

点内容。教师可以利用思维导图提问：“大家知道我国

西北地区受温带大陆性气候的影响明显，加之西南地区

诸多山脉的阻挡，使印度洋暖流受到阻挡，造成很大的

荒漠化地区，在荒漠化的治理大家可以想到哪些措施？”

学生可以在预习过程中，以“荒漠化防治措施”为思维

导图的中心目标进行探究，根据书本内容进行枝干补充

拓展，而后再加上部分空白分支进行新旧知识的联系及

新问题的探究。课前，教师可以让学生把想到的内容与

小组成员分享，然后教师派出代表在黑板土画出思维导

图（如图 1），譬如连接“农业”会发现利用光照强、

降水少的优势可以种植棉花、甜菜和多种水果，采用滴

灌的方法种植；连接“经济”会发现该地区发展水平不

及东部沿海地带，地广人稀，但是旅游资源丰富，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有着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在预习过程

中全面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图 1 “西北地区荒漠化”的思维导图

3.2 通过高考试题训练，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研读近几年地理高考考试大纲的说明可以发现，主

要考查学生对所学地理课程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

情况，体现对问题情景进行分析、判断、推理、演算、

解决的能力。近些年的高考试题充分体现了高考考试大

纲要求，尤其是大比例尺区域案例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这些案例都要求学生在熟练掌握地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的基础上，对区域相关的文字、图表信息进行提取、

判断得出相应的结论，但是很多学生遇到此类问题经常

不知道如何下手。此时采用思维导图，可以帮助学生将

高中系统地理知识及原理应用到区域地理分析中，形成

区域地理特征的模式和区域发展条件评价，理清解题思

路，做到规范答题不遗漏。因此，教师在进行高考地理

习题评讲课时，应摒弃传统的教师灌输式教学，借助思

维导图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和答题思路。

例如，2016 年全国卷 I 地理选修 3 中的旅游地理：

“篁岭是美丽的山居村落，位于婴源东北部。篁岭因“晒

秋”闻名遐迩。当秋日的阳光把晒楼唤醒的时候，一家

家晒楼把鲜红的辣椒，翠绿的豆角，金黄的玉米、稻谷、

黄豆……晒起来，让整个山村变成色彩斑斓的画卷。篁

岭人家“晒秋”没什么讲究，赶上什么就晒什么，恨不

得把整个秋天的收获都晒起来。”对于“分析‘草岭晒

秋’的旅游价值及开发的有利条件”这个问题，教师应

让学生边审题边绘思维导图。

首先分析共性，开发条件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是资源的各种价值，二是所处的地理位置，三是发达

的交通运输，四是众多的客源市场，五是完善的基础设

施。其次分析个性，可先让学生具体分析区域特点，独

立完成思维导图，再相互交流，最后教师完善。面对此

类考查学生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题

目，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思维导图（如图 2）来辅助审

题和组织作答。如旅游价值，依次分析，从美学价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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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岭晒秋具有较高的美学观赏和体验价值 ; 从经济价值

看，体现在购物和农家乐开发价值上；从历史文化价值

看，草岭晒秋是独特的民俗文化现象，民俗文化产品价

值高等。

图 2 “旅游地理”的思维导图

有利条件：草岭晒秋这个旅游产品独特，与附近旅

游景点的旅游产品差异非常明显，可以实现旅游产品的

互补，这是个性；接近著名旅游景点，如婴源、景德镇

等，能形成规模效益，客源市场有保障，旅游资源的地

域组合状况较好。如此，借助思维导图来分析，理清解

题思路，按知识点逐点答题，不会错漏知识点，规范高

效，得分率高。

3.3 形成整体建构框架，提高学生概括总结能力

教师可在课堂小结时，使用思维导图总结教学内容。

首先请学生在黑板上用不同颜色的粉笔写下主要知识点

的关键词，再用线、图画和符号链接成思维导图，这样

学生才能进一步理解知识点，加深印象。学生可以针对

一节或一个知识单元的内容，提炼勾画出知识单元的思

维导图；也可以针对一个必修或选修的知识模块，画出

整个模块知识结构的思维导图。通过训练，学生可以在

杂乱的信息中抓住关键，促进新旧知识的整合，形成知

识脉络，从整体上把握主干知识体系。这样，学生的书

会越读越薄，学生头脑中高中地理的知识体系会越来越

清晰明了。例如，高中地理教师在进行教学“气压带与

风带”这一内容时，教师可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形成思

维导图，把握主干知识，理清知识间的联系，如图 3 所示。

图 3 “气压带与风带”的思维导图

结论：思维导图在高中地理课堂教学中实际的应用

较为新颖，可以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还可以帮助高

中生更好理解地理知识。课堂教学改革主要目标为提高

课堂教学质量及效率，然而推行思维导图就可以很好实

现此目标，不过在实际运用进程中，尚且还存在较多问

题应当展开深入分析，以期可以实现理想的课堂教学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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