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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思维导图在高职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
刘承杰　刘国峰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重庆 404121）

摘要：为了提升高职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逻辑性、条理性和

全局观，我们将思维导图方法应用于传感器与检测技术教学中，

利用建构思维导图的过程，培养提升学生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

力，并在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思维导图应用模式和策略。其成

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目标思维、自信心，同时又提

升了教师的工作效率。在高职教育教学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参考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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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职业教育课堂中具有承接理论知识，联系实际操

作的重要意义，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建模能

力等综合发展素质。国内外高等教育学者已经开展广泛研究，刘

晓宁系统研究了早年间我国学者在思维导图研究方面论文 . 指出

国内思维导图研究的特点和不足以及在读图时代进一步研究的价

值和意义。梁婷探究近些年中外思维导图教育应用研究现状并对

本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说明。同时，各位专业

老师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将思维导图法应用于专业课程教育过程中，

翟卿等在“普通昆虫学”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思维导图激发学

生主动思考的意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自主构建出

系统的知识体系。田志雄分析了高职英语写作教学面临的现状和

问题，解释了高职英语写作教学中运用思维导图的有效作用，并

针对性地提出了如何通过思维导图有效加强高职英语写作教学质

量的作用。彭月霜等将思维导图教学法应用于正常人体学教学中，

思维导图的全景性、条理性、内在逻辑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效

和教师工作效率，建构思维导图的过程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和思

维能力。 同时，针对思维导图在教育教学结合过程中产生的一系

列问题也需要克服，其中赵国庆老师通过分析思维导图教学应用

若干重要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法。郭艳霞通过综合分析，对思

维导图的教学模式进行整体性分析研究。本文通过对思维导图教

学法在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教学中，对学生思维启发、学习成

果进行比较，探究思维导图在专业课程中的意义。

一、实验对象

实验对象为某高等职业院校 2020 级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大一

年级学生，由于入校分配时学校采用随机分配原理，学生按照入

校成绩随机分配到班级中。将该专业新生中的两个班作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每个班 39 个学生，男女比例一致。其中两个班入校平

均成绩大致相同，成绩分布符合正态函数分布，成绩分布区间差

异小于统计学意义（P<0.05），以确保实验的客观性。

二、实验方法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同学需要同一学期学习同一门课程，授课

老师、授课资料、教学大纲、课时完全一致，授课地点相近，尽

量减少非客观因素影响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教学效果。选取课程名

称为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这门课程，对照组的同学采取项目式教学

法教学，但不融入思维导图，即：课前预习，课堂老师按项目进

行理论知识讲解课本内容并答疑，课后布置练习题并批改作业，

通过课程实验验证理论。根据原理设计一个传感器，设计的传感

器接受全班检查并讨论改进方案。

而实验组同学在教学初期，即第一次课课程介绍时就给出

课程框架如图一所示。在云班课里布置每次课前预习内容每章传

感器要了解的知识和应用情况，并要求每次课前通过学习软件

（Xmind）或 app（幕布）整理出该章节思维导图初稿。课堂上老

师提问检查完成情况和质量，通过提前设置任务引导学生兴趣。

并在课程中老师带引全班同学共同商讨并综合各组初稿整理出二

稿。在实验室通过实验来验证传感器功能结果，最后每组同学根

据传感器基本原理，挑选一种传感器进行原理设计，并将传感器

分享至班级讨论，根据讨论结果改进方案，并由老师和同学担任

考官进行打分。通过一系列学习将思维导图总结并再次修改成果，

得出完整思维导图终稿。

图 1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思维导图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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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组和对照组同学教学流程图

三、评价方法

在课程末期，让两个班同学进行学习结果自评，并对自己此

门打分，同时老师对每个同学学习情况进行打分，最后统一参加

该课程期末测试。期末测试实行教考分离，通过教研室其他老师

独立命题的方式出卷，并统一进行盲改阅卷。对学生的自评分数、

老师的评测分数以及最后的期末成绩进行统计学分析。在学生自

我测评、老师测评、期末考试的平均分如表所示：

表 1 学生自我测评、老师测评、期末考试平均分

学生自评      老师评           期末成绩

实验组平均分 92.2 82.9 78.4

对照组平均分 87.6 73.9 70.2

从表 1 可以看出，实验组学生自评平均分为 μ1=92.2，对照组

学生自评平均分为 μ2=87.6。后面期末测试成绩和老师评分均高于

对照组，由实验评分可知，在实验组同学自评、老师评测、期末

考试的平均分均高于对照组，表示实验组同学相对于对照组在此

门课程学习中确实收获更大，成绩更加稳定，实验效果明显。

四、实验访谈

通过在实验期间和实验后进行的学生访谈，大部分学生都表

示在课程教学中使用思维导图对课程全局性、学习兴趣、逻辑性

等都有很大提高，以前在学习课程时自己很少会主动去总结课程

的知识架构，但此门课程在开始时就给出了明确的知识框架，由

于上课前需要讨论问题，所以大多数时候都会在上课前去检索上

课的传感器相关的知识，防止自己在上课时无法融入小组讨论中，

然后在学习中自觉的完善每个框架下的内容，在期末的时候看到

总结出的思维导图，自己都很有成就感，通过访谈结果，说明在

课程中引入思维导图会潜移默化的提升同学们的全局观、学习兴

趣、逻辑性和目标观。而且这些提升不仅限于课程中。

在学期末的学生访谈中，有不少同学告诉我现在已经把思维

导图引入到生活中了，对于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有时候也会

用思维导图来进行分析，不再像以前总是思前想后，很容易半途

而废，现在打开手机用思维导图来分析问题会让自己对问题一步

步深度思考并不断提升维度，最后还会总结反思；通过思维导图

的引用，把学生逻辑性、条理性和全局观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看到他们自己做出的一个个问题的思维导图，学生的自信心都得

到很大提升。

因此思维导图在高职教学中推广应用，不仅可以提升同学们

的学习兴趣、逻辑性、条理性和全局观，对学生的自信心也有一

定提升，但最重要的是会对思维方式进行训练进而对他们人生产

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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