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4 Vol. 3 No. 04 2020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课程与教学

思维导图在中职《外贸业务协调》课程中的实践探索
李佳琴

（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外贸业务协调》是中职商贸类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

该课程知识点内容多而散，学生在理解和记忆的过程中存在一定

的难度。利用思维导图引导学生学习，能够厘清思维、理顺逻辑，

进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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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维导图的概念及运用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学者东尼·博赞首次提出了思维导图

这一概念，用中心思、想，不同的颜色、分支、分层、图像等元

素构成导图，帮助大脑理顺逻辑，厘清结构，从而提升记忆、提

高工作学习效率。思维导图传入我国后，在教育领域受到广泛的

关注，在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都获得师生的青睐。

二、中职《外贸业务协调课程》特点

外贸业务协调课程是中职国际商务、中职商务英语等专业的

一门核心主干课程，也是高职考专业理论考试科目之一，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该课程内容多以理论性知识为主，学习过程比较单

一乏味。长期以来，该课程都主要是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通过

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灌输知识点，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都

比较的被动，缺乏主动性和创造力。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由于

外贸业务协调知识点广而杂，理解起来较为抽象。有的学生产生

了畏难情绪，有的学生有抵触心理，有的学生只是在考前临时抱

佛脚，背诵知识点，不愿意在该课程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因此有

必要改变传统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提升课堂和课程的趣味性和创

造性，让学生对于课程本身产生兴趣。

三、思维导图在《外贸业务协调》课程中的应用

结合自身教学实践经历，下面笔者从教师和学生两个维度来

浅析思维导图在课程实践中如何应用。

备课是教师根据课程特点、课程内容、授课计划，结合学生

的具体情况，选择最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保障学生

有效地学习。笔者通过实践发现，在备课过程中引入思维导图，

能够帮助教师更顺畅地进行教学设计、更好地把握教材的整体性、

逻辑性、层次性和多元化。

板书是教师上课时在黑板上书写的文字、符号以传递教学信

息。利用思维导图教师可以把板书变得更加的具象化，帮助学生

更好的掌握本节课的内容。以《外贸业务协调》贸易术语一节为例，

由于贸易术语知识点繁杂且凌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度较大。

教师利用思维导图，选取课堂关键词，既让课堂内容一目了然，

又提升了书写速度。当然在用思维导图设计板书是也需考虑到不

同知识点采用不同的导图构图，工整的字迹、创意的结构能够为

课堂教学带来更多的美感和创造力。

中职学生生源一般是中考落榜生，学生上课的积极性普遍不

高，缺乏学习动力和学习方法。他们对于枯燥的知识兴趣度低，

对于趣味性和有创造力的事物感兴趣。老师和学生双向合力对于

中职课程的开展显得尤为重要。

在课程开始之前，教师要充分把握课程知识点繁多、难度大

的特性，鼓励学生进行课前的预习。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课前

预习一般就是打开课本，浏览课程内容，对要上课的内容有一个

初步的概念。这种粗略式的预习方法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

对学生学习产生一定的渗透。采用思维导图进行课程预习，能够

帮助学生找到课程的重难点、主次知识点，理顺自己的思路。例

如《外贸业务协调》交易磋商一节中，学生可以围绕交易磋商进

行思维导图构建。以交易磋商为中心进行延伸，学生可以在预习

的基础上罗列出有关的各个分支。比如将国内交易磋商与国际交

易磋商的区别、交易磋商的环节、发盘和接受、还盘、英文表述

等各个知识点按主次填写在思维导图分支上。另外为了促进学生

的积极性提高参与度，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用不同颜色的笔绘制不

同形成的思维导图，也可以利用信息化时代的软件和 App 制作该

节思维导图进行上传展示。通过在课堂上展示思维导图的方式给

予学生更多表现和参与课堂的机会，也能提升学生的美感和提高

兴趣。

在课堂听讲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思维导图来突破重难点。随

着教师一步步地讲解，学生要在大思维导图的基础上构建小思维

导图。比如就交易磋商的发盘而言，有效的发盘需要满足的条件

是本节的知识重点。学生可以在自己课前制作的思维导图基础上，

跟随教师的讲解将细节知识点填充到原有的思维导图上，进而进

入深入地分析和理解。当然为了增加课堂的互动性，教师也可以

对学生进行分组，一个小组完成一张精细化的思维导图，由其他

小组进行打分，最后评选出最具创意的导图张贴在教室内，既增

加了教室的学习氛围也给了学生表现的舞台。

课堂结束后，课后复习能够更好地巩固知识点。结合上面精

细化的导图，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导图进行缩减，罗列出中间重

要的考点和知识点，将其构建出一份简化版的导图。学生通过课

后制作思维导图，完成一次重点知识的梳理和背诵，这种无形中

的学习也不会带给学生背诵的恐惧感和枯燥感。

四、思维导图在课程运用中的注意事项

思维导图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工具，首先在运用的时候要注

意保护学生的创造性和发散性思维。学生可以选用喜欢的色调和

格式等来创造独有的思维导图，切记盲目为思维导图设定框架。

其次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更多地可以鼓励学生用信息技术手

段制作思维导图，更好地与时代接轨。最后要给学生充分的尊重，

多提供正向展示机会，才能让思维导图在课堂应用中更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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