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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教海无涯又拾一“贝” 
——数学思维导图妙用于知识整理复习中 

◆谭  珊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北塘小学  湖南长沙  410119） 

 
摘要：“思维导图复习法”是一种高效率的复习方法。在师生或亲子共同
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中，零散的知识变得完整、灵动、系统；孩子的思
维个性彰显；师生教与学更高效；师生共成长、关系更和谐。 
关键词：思维导图复习法；知识系统化；孩子思维个性化；师生反思更
有效；师生或亲子关系更和谐     

 
 
六月中下旬，我们又进入了紧张的期末复习，是沿袭以往传

统的先归纳总结教材各知识点再大量练习做题的复习方式，还是
另辟蹊径，改变师生的教与学方式，增强孩子们复习的主动灵活
性,这时，我想到了“思维导图复习法”。 

思维导图的优势给我灵感：思维导图把知识点连成线、结成
网，清晰地把握知识间的逻辑结构和联系，将零散单调的知识变
得完整灵动；它可以缩短记忆的时间、节省复习的时间。思维导
图中的图片与文字，包括一些颜色的结合可以刺激大脑，让记忆
更加快捷而牢固。“思维导图复习法”是一种高效率的复习方法。
于是，我就利用作业布置，让孩子们制作数学单元复习思维导图。 

1、主题：人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下册的“因数与倍数”，“长
方体和正方体”，“分数的意义与性质”等主题，可以选取其中一
个主题，也可以选择某一主题中的章节。 

2、内容：可以画“知识点思维导图”、“解题思维导图”、“数
学方法思维导图”等。  

3、要求：用 A4 纸和彩笔，要求画面整洁、美观，有创意、
有深度、有个性，知识表达准确。 

4、形式：（1）分枝型——先写主题，再向外扩张分枝，使
用“关键词”表达各分枝的内容。 

（2）板报型——类似手抄报的形式，将知识点分版块展示。 
第一次利用数学思维导图复习，孩子们兴趣很高，绘制的思

维导图也很有创意，远比我想象的作业质量要好，甚至有几个平
时不爱做作业的孩子都交上来了较好的作品！  

孩子们绘制的思维导图，有的图文并茂，关键词提炼简洁准
确！分版块设计，知识间的联系与区别一目了然；有的是很素雅
的黑白调，工整的书写，俨然一副书法作品，简单中不乏丰富内
涵；有的有很强的绘画功底，配画美，画面生动有趣，每个易错
点和重点处还加上了一些温馨小提示！配上的语言很有激励性；
有的分枝型的思维导图，内容很丰富，条理性很强，语言归纳精
准；有的内容全面，知识点多而不凌乱，思路清晰，尤其立体图
形的画功不错！有的思维导图中的一些小提示用红色呈现，重难
点很好地凸显，可以帮助记忆••••••这样的作业大大提高了孩子们学
习的主动性，拓展了思维的深度与广度。收获一份份作业，更收
获了一个个孩子成功的体验与惊喜！ 

在期末的复习中，我们将数学思维导图妙用。“思维导图复
习法”这一新型的积极高效的复习方式让我在教学生涯中又拾了
一“宝贝”。 

一、“思维导图复习法”促进孩子的知识系统化。 
教学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利用思维导图，既可以

调动孩子的学习兴趣，又可以激发孩子的学习潜能，帮助孩子提
高学习效率和成绩。 

思维导图的绘制，使孩子明白了如何对应课本去一一概括、
陈列知识点，把所有的数学知识用简洁的关键词和清晰的结构图
来呈现。孩子将零散的知识变得系统，薄弱的知识得到强化，解
决问题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思维导图的绘制，孩子更加明确了知识间的区别与联系，从
而建立一个有效的知识系统，构建知识的全景图，为提高学生的
学习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思维导图复习法”是将储备的知识
系统化与条理化的有效手段。 

二、“思维导图复习法”促进孩子的思维个性化 
孩子们对于同一个单元的思维导图，采用了不同的疏理思路

和呈现方式。以《长方体和正方体》的思维导图为例：有的侧重
梳理棱长和、表面积、体积和容积的计算公式；有的侧重从概念

层面梳理长方体与正方体的特征、关系；有的对于长方体和正方
体的特征以及与图形有关的计算（棱长和、表面积、体积、容积）
等都全面地呈现了。 

对于同一个主题的思维导图，由于孩子的兴趣爱好、知识结
构、思维习惯不同，因而其所制作的思维导图也有差异。各个思
维导图展示的是孩子心中的知识重点、难点或关键点，学生的思
维个性得到了尊重和释放。这样的思维导图有利于张扬个性，体
现个体思维的多样性。 

三、“思维导图复习法”促进老师的教学更高效 
教师利用学生绘制的思维导图来设计复习课的课堂教学流

程，是实现复习课“高效”的教学方法。“思维导图复习法”不
仅让孩子的参与度有了明显提高，教师也不必一个知识点一个知
识点的再进行细讲细练，不必把自己的位置固定在黑板前、讲台
上，而是可以走到孩子当中去看他们的知识疏理情况，再进行必
要的引导和组织点评就行了。 

四、“思维导图复习法”促进师生的反思更有效 
思维导图的绘制有利于师生的共同发展。学生通过制作思维

导图可以发现自己在知识掌握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所学重点
概念理解是否透彻，知识的掌握熟练、清晰程度等，从而及时有
效地对知识上的欠缺予以修正和补充，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
构，进而使孩子的自我反思能力得到提高。同时，在师生共同绘
制与修正思维导图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及时发现学生知识掌握的
不足之处，反思教学过程，发现教学的薄弱环节，为教学的改进
提供客观依据。 

五、“思维导图复习法”促进师生或亲子之间关系更和谐 
“思维导图复习法”要求师生或亲子共同绘制思维导图。绘

制前，大家讨论、分享、各抒己见；绘制时，共同斟酌、修改、
调整并逐步完善。心理学研究认为，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人们
的思维处于高度集中状态，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强，灵感容易
显现。思维导图是师生、亲子合作的结晶，凝聚了参与者的智慧
与心思，培养了师生或亲子之间的合作精神和团结意识，从而师
生或亲子关系更和谐。 

“思维导图复习法”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复习。但学生自主复
习并不等于教师放任自流，让学生自己绝对独立地随意完成思维
导图的绘制。特别是中低年级学生和班级的学困生，教师要进行
积极的引导并且要对学生的思维导图作业予以细致地评价，引导
他们构建更好的思维导图。 

反思这一次期末复习孩子们绘制的思维导图，内容都是知识
点的思维导图（可能与绘制前我提供的“模板”有关），没有“解
题思维导图”、“数学方法思维导图” 等内容的，以后需要教师
花心思巧指导。尤其是针对一题多解的“解题思路思维导图”的
绘制，思维需更清晰，推导过程需更流畅，数学思想和方法需更
精彩。 

所以，“思维导图复习法”需要我们积极学习、不断探索绘
制思维导图的方法与策略，不断提高绘制技能，需要我们加强对
思维导图的综合评价和孩子的自我评价，使思维导图成为学生爱
学习、会学习的先进工具，使“思维导图复习法”成为高效复习
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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