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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朱秋丽 

（广东省惠东县惠东中学） 

摘要：思维导图是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综合运用图像与文字，将思维从繁复的文字中解放出来，实现思维形象化、生动化、

可视化，目前已成为国外中小学教育中常用且行之有效的教学和学习策略。国内关于思维导图的研究也在逐渐加深，但思维导图在

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还相对较少。所以本文就思维导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以期丰富高中地理教学方

法，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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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地理学作为一门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学科，是高中

教育的基础学科，需要综合性和整体性的思维方式，高中又是学生

思维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一种学习方法锻炼学生的地理思维能

力。加之很多地区初中地理是非中招考试科目，学生对地理学习的

重视不足，地理基础素养参差不齐。进入高中以后，地理学习的深

度、难度与广度都大幅提高，学生适应难度大，做好初高中地理教

育的衔接十分必要。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放射性的思维方式，图文并

重，可以将高中地理知识以图像、文字等不同方式，进行知识的层

级构建，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从而培养学生知识的系

统性与连贯性，基于此对思维导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研

究。 

二、思维导图概述 
思维导图又称心智地图，最早是由英国人托尼•巴赞（Tony 

Buzan）在 20 世纪的 60 年代提出，是一种用来表达放射性思维，简

洁却十分有效的思维工具[1]。思维导图一般采取图文并重的形式，

通常以某个关键词或概念为开始，通过节点、连线和连接词建立一

个完整的记忆链接[2]。在这一过程中，思维导图从一个中心点出发

将大脑左半球负责的文字、逻辑、顺序等抽象逻辑思维和大脑右半

球负责的空间、颜色、图像等形象思维充分调动起来共同参与思维

和记忆，最终形成一种相互隶属的层级图，同一层级节点数目的多

少代表着思维的广度，同一个分支的长度代表着思维的深度[1]。所

以，思维导图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图形技术，是思维可视化的过程，

也是激发大脑无限潜能的过程。 

三、思维导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 
（一）地理学科的综合性区域性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要素或者地理综合体空间分布规律、时间演

变过程和区域特征的一 

门学科，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具有综合性、交叉性

和区域性的特点[3]。这一点在高中地理教材内容的编排上体现的最

为明显，现行的高中地理教材中必修一为自然地理，必修二是人文

地理，必修三是区域地理，这样的内容安排可以使学生更加清晰地

认识到地理学既研究地理环境，又研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

关系，但归根到底是为了谋求人与自然在区域内的协调发展，这里

的区域可大可小，可以小至一方水塘，一个居民小区，又可以无限

放大，大到整个地球，甚至于整个宇宙。可以说地理学不论是知识

的宽度和广度都需要学生有宏观的、整体性的思维来看待事物，同

时思维也要能屈能伸，可大可小，主要看研究问题的角度和范围。

想要学生具有这样的思维特性，思维导图就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

法。思维导图以某一个概念或者关键词为中心，通过节点和连接词

向思维的各个方向扩展，在这个用文字、图片、颜色、图像等组成

的层级图中，同一层级节点数目的多少代表着思维的广度，同一个

分支的长度代表着思维的深度。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得以具体

化，思维得以发散，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也得以延伸。所以训练学生

画思维导图，可以培养对学生区域性、整体性的认知，这符合地理

学科的学科特性，也符合地理课程标准培养学生具备人地协调、综

合思维等地理学核心素养的要求。 

（二）初高中衔接问题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般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学生进入思维发

展的关键时期，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开始从经验型水平转化为理论

型水平，到高中二年级，初步完成转化，抽象逻辑思维开始趋于成

熟，并占据主导地位，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成熟；到高中二年级

以后，学生各项的推理能力也基本发展完善，能够较好的应用逻辑

法则进行推理。所以从高一开始，对学生进行地理思维导图的训练，

对于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 

在认知水平上，初中生对感性、直观的材料比较感兴趣，而高

中生偏向于思辨性和理论性，所以对于高一学生而言，认知水平也

在由具体向抽象发展，借助思维导图就可以很好的实现这一过度。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思维工具，以某一个概念为中心，有组织、有层

次地运用文字、符号、色彩、图形等把思维过程呈现出来，把抽象

的内容具体化，便于学生掌握知识，也有利于学生认知水平由具体

到抽象的过度。 

（三）初高中地理课程标准的差异 

对比初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不难发现，二者差异较大。初中地

理的课程目标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或者“知道”地理的基本知识，

具备基本的地理素养。而高中地理课程的总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地理

学科的核心素养，侧重于“理解”和“掌握”地理知识的成因，探

究地理现象的成因、过程和规律，并且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可见，初高中对于学生地理学习的深入程度差异较大。从内

容上来看，初中地理主要以区域地理学习为主线，主要是对世界地

理和中国地理的简单介绍，而高中地理包括必修部分的自然地理、

人文地理、区域地理以及六本选修地理，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与初

中地理相距甚远。从学科重要性上来说，初中地理在很多地区为非

中招考试科目，造成学生、老师甚至学校对初中地理教育的重视不

足；高中地理则为高考科目，与语文、数学、英语一样是高中基础

性学科。初高中地理内容深度、广度以及学科重要性都差异较大，

需要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做好初中到高中的过渡。 

（四）学生创造性培养的需要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

力，当今社会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所以现代教育对学

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十分必要。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首

先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方法有很多种，其

中最核心的就是发散思维，托尼•巴赞认为思维导图就是对发散性

思维的表达[4]，事实上学生在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就是由中心点

到线、到面、甚至到无限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实现知识

的迁移，调动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还可以发挥学生的想象、联

想能力，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构图能力，学生也会在创作过程中

加入自己的突发奇想和灵感，这些都十分有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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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并且从思维导图的中心到四周是思维的发散过程，从四周到中

心是思维的聚合过程，思维的发散与聚合相结合也是培养创造性思

维的有效方法。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把思维导图引入高中地理教学有广泛而深刻的意

义，不仅可以丰富高中地理教学方法，锻炼学生思维能力、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激发学生地理学习热情，还有助于地理核心素养在高

中地理教学中的实践。但是本文主要是对思维导图引入高中地理教

学应用的理论性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后将继续深入思维导

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实践研究，以期为思维导图在地理教学

中的应用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案，提高学生地理成绩、培养学生创新

能力和运用地理思维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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