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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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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维导图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对思维的培养效果尤为

明显。本文着重探讨在新授课，复习课中应用思维导图教学，在课下引

导学生自己动手绘制思维导图，进行知识归纳整理，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和自学能力，从而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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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化学主要研究物质及其性质，从对物质的性质及其相互
反应的分析中，总结出规律和化学原理，反过来，再利用化学原
理来预测物质的性质和用途。看似简单易懂，实则知识点散、分
类杂、内容多。有些学生感觉化学知识易懂，做题易错，难考高
分。尤其近几年高考越来越注重考查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学习能
力，越来越注重考查学生的科学素养。如果学生只是死记硬背大
量事实和公式，在学习过程中模仿性做题，是不能应对如今的高
考的。所以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而思维能力的训练应从思维品质的培养着手，全面且循序渐进地
进行，让学生自己构建知识体系，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帮助学生
绘制思维导图可以提升学生对知识内容的总结概括能力，培养学
生发散思维。 

思维导图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隶
属和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来，把主题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
记忆链接。思维导图充分利用左右脑的机能，利用记忆、阅读、
思维的规律，协助人们在科学与艺术，逻辑与想象之间平衡发展，
从而开启人类大脑的无限潜能。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工具被应用在各种领域，也被广泛应用在
教育教学中。思维导图应用在教学上，主要是从中心词发散出去，
和其他的相关点快速直接的建立联系，有利于思维创新，把握细
节，形成整体。运用思维导图可以增加教师的教学手段，活化教
学方式，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能刺激学生思考，促进学生
的主动学习。学生自己绘制思维导图，还可以发展思维的多样性。
这也符合国家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要求。 

一．在新授课中，利用思维导图可以帮助教师突出重点 
高中化学知识点较多，比较零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

将重点知识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用简单的图形和箭头来连接，
并配以简略的文字加以概括，从而在学生脑中形成清晰的知识脉
络。同时可以利用颜色来突出重难点，帮助学生记忆。比如，在
“物质的量”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以“物质的量”为中心，用箭
头来连接关于物质的量的各个计算公式，再通过各个公式继续扩
散所涉及到的知识，从而使学生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知识网络。
课下，学生自己绘制思维导图，巩固知识点之间的层级关系，并
对知识加深理解。通过进一步地培养，学生可以利用思维导图来

进行课前预习。锻炼自己的归纳整理能力，带着问题去课堂上解
决疑问，达到提高听课效率的目的。思维导图的模式并不固定，
不同的学生可以绘制不同的图，所以，学生之间还可以互相探讨，
深入交流，碰撞出更多的精彩。该过程能帮助学生发散思维，使
学生的多方面能力得到发展。 

二．在复习课中，利用思维导图将知识归纳整理，便于学生
记忆，加深理解 

在每一个知识模块完成教学过程后，教师都应该帮助学生梳
理知识脉络。教师可设计好该知识模块的思维导图，保证逻辑清
晰，内容之间相互关联，做到胸有成竹。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
一起回忆重要知识点，共同绘制思维导图，从而使思维导图真正
发挥作用，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能力。比如，学完选修四第三章《水
溶液中的离子平衡》这章后，教师可以与学生一起，从“离子平
衡”出发，扩散到“电离平衡”，“水解平衡”，“难溶电解质的溶
解平衡”。从这三大块内容再分别延伸出去，将本章的重点知识
条理清晰地展示在一张图中。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得到发
散，知识得以巩固，对知识的理解也更透彻，思维导图的价值真
正得以体现。 

在高三的总复习中，通过阶段性培养，学生可以自己绘制系
统的思维导图。将学过的知识糅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比如，可以将“元素周期表”的知识，与高中阶段涉及到的所有
金属与非金属及其化合物知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张图，不断地
补充，不断地复习巩固。教师通过检查，或与其他学生分享的形
式，帮助其查漏补缺，完善思维导图，并通过适当的练习巩固与
提高，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通过这样绘制思维导图，能让学生对
高中化学知识有更宏观的理解。在解题时，知识提取迅速，思路
更为清晰，效率和准确率更高。 

综上所诉，在教学实践活动中，适时通过思维导图将知识串
联起来，用箭头和适当的标注，以及不同的颜色更直观的展示知
识之间的联系，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而学生
自己通过绘制思维导图，可以不断提高思维的灵活性，也可提高
归纳整理的能力， 终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能
够使学生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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