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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地理课程中思维导图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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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学阶段的地理课程内容层次浅，范围广，所以学生

们在学习和记忆的过程中，需要涉及非常多的知识点和地理要素，

内容散乱纷杂，这就为学生学习地理增添了难度，也是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最大的困难。而思维导图却可以轻松地解决这一难题，

将纷乱的地理要素进行统一规划和整理，按照学生的思维方式形

成完整的架构和条理，达到地理教学的高效性和程序化，大大降

低了学生的学习难度。本文即探析思维导图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

应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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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是一种将思维转化为可视内容的方法，在中学地理

教学当中，教师可以通过制作思维导图，将散乱的知识点按照地

理的体系和逻辑，建立具有跳跃性和发散性的枝叶型关系图，从

而将整体的思维核心展现出来，达到简化学习的效果。

一、功能介绍——思维导图的积极作用

（一）化繁为简，促进学生的理解力

思维导图最明显的功能，就是能够帮助学生将繁杂的地理知

识进行简化整理和分析，形成一定的逻辑顺序和思考思路，让学

生能够通过关键词的引导，迅速从记忆中提取出相应的知识内容，

让学生的理解力更进一步。

（二）框架清晰，提高学生的记忆力

逻辑导图作为一种图形工具，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将所有抽

象的知识内容进行了具象化，让所有的地理要素建立统一的规律

和联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框架，学生们不必一一进行记忆，而

是将其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图像记忆，更加快捷和深刻，

即使有所遗忘，也能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网，推出自己想要的知

识内容。

（三）能力运用，增强学生的思维力

制作思维导图其实就是锻炼学生思维能力的过程。思维导图

的根本，在于将学生的思维逻辑呈现为图形和文字的简单组合体，

所以学生需要具备相应的逻辑能力和地理素养，才能将所有知识

点之间建立逻辑关系，形成图形树。

二、应用模式——思维导图的制作及教学融合

（一）思维导图的制作程序

首先，需要确定思维导图的主题，根据所学的内容，分析

其知识联系，进而选择思维导图的结构，比如网络型、树形或

者串联式、并发式等。其次，根据制定主题时的逻辑关系，确

定二级、三级等图形的延伸方向和内容。然后，将各支线上的

关键词进行标注，展开联想扩充支线，并且说明其逻辑关系。

最后，检查思维导图的逻辑性、完整性、准确性和贴合性，如

有不当，及时改正。

（二）思维导图的应用范围

思维导图的应用可以在课堂教学的任意阶段，从预习到课上

以及课后复习，学生都能通过思维导图，简化学习过程，加强地

理学习的逻辑性和系统化。

比如在学习中国的自然环境一章中“地形和地势”这课时，

我就和学生一起使用思维导图的技巧，完成了整体的学习过程。

在预习阶段，学生会根据大致的课本内容，进行思维导图的绘制，

形成一个初步的学习框架。根据课程题目即可定下主题为中国的

自然环境，而根据预习内容，可选择树状图，本节课下分为两点，

分别为地形和地势，地形下可分高原、平原、盆地、山脉以及山区，

下一级则分别为高原、平原、山区区片等地形的典型例子，由此

就充分展示了我国的地形概况。而地势这一枝干下，分为三个层次，

三个层次分别以山脉划分，所以以山脉的首字作为关键词，第一

层次就是昆祁横喜，所以第二层次为昆祁横，第三层次为大太巫

雪。通过这样的树状图，本课的重点内容就得到了完整的概括，

学生就能够迅速明确本课的学习目标，在课上能够做到自我引导，

让学习变得简单起来。

在课上阶段，我首先会展示学生的思维导图，让学生之间互

相学习和弥补，提高他们制作思维导图的能力。其次，课上的内

容具有新的深度和层次，所以我会引导学生绘制更细节的思维导

图。以山脉的学习为例，我国主要山脉的走势有着显著的特点，

西部主要表现为东西走向，而东部则主要为南北走向，学生就可

以制作框图型的思维导图，通过文本框的纵横方向，来表示山脉

的走向，通过框图之间的连接和位置关系，就可以确定山脉之间

的位置联系，由此学生们就能轻松记忆主要山脉的名称、位置和

走向。

而在课后复习阶段，学生就要将零散的思维导图进行整合。

比如树状图这一类型，就应该以章题目“中国的自然环境”为主

干，进而按照每一节课的内容划分为四部分，每一部分恰恰是这

四节课的内容，然后再分别将四节课程的树状图进行整理并融入，

这就完成了一整章内容的汇集和概括，甚至还可以将全部章节的

内容进行整理，形成整本书的知识树状结构图，学生在复习时可

以一目了然地知道所有的知识点，并且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

构建新的记忆模式，让地理学习不再艰难和复杂。

三、结语

综上所述，思维导图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展现出极佳的效果，

能够大幅度降低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所以地理教师必须要

充分掌握思维导图的制作程序，并且能够在课前预习、课上教学

以及课下复习中灵活应用，帮助学生更快速和方便的学习地理这

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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