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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思维导图法在家畜解剖学与胚胎组织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向  芳  熊  火  游万江  王丽超 

（西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1） 

 
摘要：在家畜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课程教学中引入思维导图法，
探索其应用效果。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发散思维和动手绘制思维
导图引导学生自主思考能力，通过脑力激荡训练和班级展示的方
式开展团队互助学习。应用效果表明，思维导图法简单有效实用
性强，有利于学生从系统把握知识构架、抓住重难点，提高学习
的效率、兴趣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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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是研究正常畜禽机体的宏观和微
观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动物科学
专业必修的重要专业基础课。该课程学习的概念和名词繁多、内
容抽象、实践性较强，学生在理解和记忆方面困难较多。 

思维导图自提出后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被公认为是
“21 世纪最有效的思考训练工具”，在商业、教育等领域被广泛
应用[1]。在教育领域，思维导图具有系统性、创造性和交互性，
有助于学生把握课程体系，建立完整的知识框架，对改善教师的
教以及学生的学都有极大的帮助。 

一、思维导图简介  
思维导图是一种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思维工具，由英

国“记忆力之父”托尼•巴赞发明。它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通
过调动左脑的逻辑、文字、数字以及右脑的图像、颜色、空间等
思维规律，充分发掘人的记忆、语言、创造等潜能。把各级主题
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来，主题关键词与要点
之间通过图像、颜色、线条等建立记忆链接，最终呈现为放射状
图。 

二、思维导图在家畜解剖学与胚胎组织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策略 

利用思维导图的发散性，可将其作为教学设计的工具，一方
面可系统性的呈现知识内容和结构体系，一方面通过回顾与整
合，找到新旧知识间的联系，助于学生对新旧知识结构的整合，
提升认知的条理性。 

利用思维导图的创造性，可将其作为团队脑力训练工具，在
教学过程中使学习者之间产生脑力激荡，不仅能激发个人创新能
力，还能促进团队合作学习。 

利用思维导图的系统性，可将其作为整合工具，用于复习课
的知识体系整体构建。高等教育注重教学过程中教师的引导性和
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可引导学生对课堂笔记、教材等资料分单元
归类总结，学生可根据自身认知、思维习惯，找到薄弱环节，绘
制属于自己的、有个性、有针对性的思维导图。 

三、思维导图在家畜解剖学与胚胎组织学课堂教学中的实践 
（一）研究对象。选取动物科学专业 2016 级本科生 42 人作

为对照组，2017 级本科生 53 人作为试验组，共计学生 95 名。
两个年级均由同一名老师授课，采用马仲华主编的《家畜解剖及
组织胚胎学》教材第三版。两组研究对象在任课教师、学时、教
材、试卷难度和评阅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二）方法与步骤。试验组在传统讲授教学法中引入思维导
图法，准备全开大白纸、马克笔等工具，具体步骤如下：（1）教
师向试验组学讲解生思维导图法并做绘制示范，使学生掌握思维
导图的应用方法；（2）分组和定义主题：将学生分成 5 组，教师
给每组指定一个教学主题并明确该主题内容的学习目标、重难
点；（3）个人思维导图制作：每位小组成员各自收集材料，加以
整理思考，初步画出思维导图。该过程完全发散、具有鲜明的个
人特色，教师着重指导学生资料收集，启发思路，引导学生自主
探究和创新；（4）小组讨论优化方案：在保持既定教学框架和目
标内容的基础上，通过脑力激荡发充分发挥组员创造力，吸取个
人思维导图中的闪光点、优势表达，优化整合形成小组作品。该
过程教师注意指导学生深度思考，调整小组作品符合思维导图的
表达构建法；（5）课堂展示组间讨论：每组派出一名组员展示并
讲解作品，组间开展讨论互评后进一步修改定稿形成班级共享思
维导图作品。如图 1，是以“垂体的结构与功能”为主题绘制的
思维导图，该图以垂体的解剖结构图为核心，结合发散开来的树
形图，构建了该知识点的统一体系，既符合思维导图的结构要点，
又有结合专业特点的创新。该过程中，学生为学习和表达的主体，
教师对其作品进行补充和点评；（6）教学结束后，采用问卷调查

法了解学生对思维导图法的认同程度。通过期末考试成绩检测学
生的学习情况，使用 SPSS20.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图 1  垂体的结构与功能 
四、思维导图在家畜解剖学与胚胎组织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效果及分析 
（一）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0%的研究对象的表示对思维导图法感

兴趣；78%的研究对象认为思维导图呈现内容脉络清楚；63%的
研究对象认为有助于简化记忆，58%的研究对象认为对提高考试
成绩很有帮助；65%的研究对象认为其互动性强、参与度高。 

（二）期末考试成绩比较 
对两个班考试成绩进行 t 独立样本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如

表 1）：试验组平均成绩 78.41±7.44 分，对照组平均成绩 70.69
±12.21 分，试验组比对照组平均成绩高 7.72 分，差异显著
(P<0.05)；两组中等、及格分数段百分率差异显著；课堂中插入
“思维导图法”能显著提高学生考试通过率，大幅提高了良好和
中等分数段占比，降低了及格和不及格分数段占比。 

表 1  两组考试成绩比较 

组别 

平均分 

（ x ±

S） 

优秀 
（≥90
分）% 

良好 
（80~89
分）% 

中等 
（70~79
分）% 

及格 
（60~69
分）% 

不及格 
（＜60
分）% 

对照组 
70.69± 

12.21 
2.38 26.19 28.57 30.95 11.90 

试验组 
78.41± 

7.44 
1.89 39.62 50.94 5.66 1.89 

传统授课通常以老师讲授学生记笔记的方式开展，属于单向
输入式，互动性差，课堂氛围不活跃。畜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重
点难点多、内容抽象，传统授课对于学生从整体性系统性层面构
建知识框架有一定缺陷，而思维导图能把枯燥、零散的信息变成
有组织、易于记忆的图画，使信息之间更有逻辑，目前已在动物
遗传学、动物解剖学、临床医学中广泛被应用[2,3,4]。在课堂上插
入思维导图法，这不仅丰富了教学形式，更激发了学生学习的自
主性，通过自主思考和团队讨论协作，整个过程融入了创造、交
互和思维图形化，优化整合后通过演说及互评传递和巩固了知识
构建体系，其本身也是对教学内容从新的角度再学习和复习的过
程，从而提高了整个班级的学习认知水平、学习热情及复习效率。
因此，思维导图法是激发自主学习、开展团队学习、活跃课堂氛
围的良好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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