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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思维导图促进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研究
徐　翌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新时代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与人才的竞争。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题中之义，创新型人才应乐

学善学，勤于反思，勇于探索，敢于批判，理性思考。如何培养

学生发展这些能力是教育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国外实践表明

思维导图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有效工具，本文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将思维导图融合到《国际贸易学》课堂，从定性和定

量两个角度验证了思维导图对创新能力培养的正面作用，同时反

思实验过程，提出优化思维导图使用效果，促进思维导图推广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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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岗位、新行业不断

涌现，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在“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创新的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同时提出“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

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的位置，综合国力迈上了新

的台阶，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也在加速发展，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资源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新的国内外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建

成创新驱动型国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目前国内外对创新人才的内涵定义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看

法。但是从各个学者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创新人才所具备的共

同特征：强烈的求知欲、独立思考的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这些高阶能力无疑给高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教学评价都需要进一

步调整使之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而目前的高校教学中，老师重

教材轻设计，重概念轻思维，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还非常普遍。

一线老师急需一种有效的教学工具，帮助其将平淡被动的知识灌

输模式改造为积极生动的学生主动学习、思考的模式。国外思维

导图在教学实践上的成功应用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

二、思维导图应用于教学的研究综述

表 1　思维导图的八种基本模式

思维导图的发明人东尼博赞（Tony Buzan）是著名的心里学家、

脑科学专家，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了这种有效使用大脑的思

考方法。大脑是以一种放射性的方式进行思考，思维导图通过文字、

色彩、图画、代码等各种元素展示这一放射性过程，使人们能够

直观的看到知识构建的过程，增强了记忆效果，提高了学习的有

效性，同时也使制图者产生无限联想，使思维更具创造性。美国

的教育学博士 David Hyerl 为了便于初学者使用和学习思维导图，

设计了如下 8 种基本模式对应不同的思维训练：

思维导图在早期主要应用于记笔记、知识管理、培训等企业

活动中，极大的提高了使用者记笔记的效率。进入 21 世纪，其丰

富的表现形式和可视化的结构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注意并逐步引

入到地理、物理、化学、英语、信息等各个学科的教学实践中。

国外的研究表明，思维导图一方面可以提高老师的教学能力，例

如高效的撰写教案、设计教学活动，清晰有趣的展示教学任务等。

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记住枯燥的知识点，有效地组织、优化和

整合学习内容，在此基础上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发散性

思维能力。思维导图在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升学业表现和发展

思维能力方面有显著的正面作用。

国内对思维导图的研究始于 2000 年，王功玲（2000）介绍了

她在教学中使用思维导图的做法，但直到 2007 年以前关于思维导

图的研究成果都非常少，每年发表的论文数不足百篇，2007 年后

关于思维导图的论文发表数量呈翻倍发展的趋势，到 2015 年首次

超过千篇，达到 1373 篇。随着国家对核心素养培育的重视，思维

导图进入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视线中，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仍以 50%

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国内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

别学者对思维导图的介绍、简单应用和概念辨析。例如赵国庆、

陆志坚（2004），两位学者对思维导图和概念图的内涵进行了比

较。韩振国（2004）在复习课上使用思维导图提高学生的复习效

率。第二阶段随着一些中小学开始尝试用思维导图进行教学，思

维导图在各具体学科的教学实践、效果及策略方面的成果层出不

穷。例如李静文（2006）、魏小山、袁健（2007）、夏恩伟（2008）

等学者研究了思维导图在化学、计算机、地理等课程的应用，李

翠白、李林英、陈传锋（2008）则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考察思维

导图对远程学习辅助的效果。第三阶段研究更多的关注思维导图

如何提升学生的高阶能力。例如在英语教学方面于婷（2016）利

用思维导图设计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胡兆年（2020）

研究促进高中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效果。从现有研究看初、中等

教育是国内应用思维导图的主要领域，约占 55%（数据来源于知

网数据库，下同）的研究份额。英语、医学、计算机、数学是主

要的实践课程，其中英文尤甚，21.61% 的研究论文是在这个学科

领域。

虽然思维导图的研究近两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总的来说

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和国外还有一定差距。高质量的期刊发

文数量不多，高层级的基金项目也非常少。高等教育方面的应用

研究更是不足，只有 4.39%。因此，笔者将思维导图和大学理论

课程《国际贸易学》相结合，探讨思维导图如何提升课程的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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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教学的有效性，提升学生思维能力。

三、教学实践

（一）实验设计与组织

《国际贸易学》是一门主要介绍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政策、

组织等基础贸易知识的课程。选用的教材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资

深教授薛荣久主编的《国际贸易》（第六版），该教材章节多、

基础概念多、知识体系庞大。学生需要背诵的知识点多，同时虽

然基本概念大都好理解，但是运用所学分析现实贸易案例、贸易

政策时往往挂一漏万，对学生的挑战较大。

 本次实验的教学对象是 17 级国贸专业学生，每周 2 课时，

共 17 周教学。其中，国贸 1701-1704 班采用传统教学方式，国贸

1706-1707 班采用思维导图辅助教学。国贸 1705 班是单列英文授

课班，不上该课。本实验中思维导图作业由学生自愿分组完成，

每组 3-4 人。每章内容结束后学生绘制思维导图进行总结并上传

到云班课教学平台，小组间匿名互评作业，老师最后课堂点评、

总结作业。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便于创造学生间讨论和交流的环

境，采用匿名互评的方式可以促进学生多了解其他同学的展现方

式，有利于学生及时进行学习反思和提高绘制技巧。老师通过作

业的批改、点评知悉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通过指出作业

中的不足和优秀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思维能力的锻炼。同时，

老师逐步提高作业要求：第一、二次作业，以熟悉思维导图操作

为主，反映课堂所讲内容为辅。当学生掌握基本的绘制技能后要

求学生采用更多的元素、结构形式全面反映所学内容，四、五次

作业后要求学生在前期作业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论总结模型，

不仅总结课堂、教材上的内容，还要积极的利用互联网资源，将

课外的相关内容也补充、总结进来。

（二）实验效果

通过对比两组班级的期末成绩，笔者发现思维导图辅助教学

的效果是积极显著的。

表 2 　2017 级国贸专业《国际贸易学》分数统计表

班级
统计数

（人）
90-100 80-89 70-79 60-69 50-59 40-49 30-39 0-29 及格率 优秀率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1701 班 40 0 2 7 10 13 4 2 2 47.5% 0.0% 82.5 13 57.8

1702-03 班 72 0 7 7 11 20 12 10 5 34.7% 0.0% 88 8 54.5

1704 班 54 0 1 8 9 16 10 4 6 33.3% 0.0% 84 20 53

1706 班 44 0 15 13 12 4 0 0 0 90.90% 18.20% 89 53 74

1707 班 45 1 8 26 10 0 0 0 0 100.00% 11.10% 90 60 74.3

数据来源：根据期末试卷整理得到

从卷面成绩看国贸 1701-1704 班的分数普遍偏低，大部分同

学在名词解释、简答、论述题中失分较多，而实验班级国贸 1706-

1707 班平均分远高于传统班，在上述题型中的得分率也高。在课

后的调查问题“你觉得学习《国际贸易学》给你带来了哪些影响”

中，有将近一半的同学主动提到了思维导图对他们的积极影响。

而在“你喜欢的作业有哪些”中有 55% 的同学选择了思维导图。

（三）实验结论

通过梳理学生们的回答，结合老师的教学体验，笔者认为思

维导图在辅助教学方面有以下几点作用：

1. 思维导图有助于学生全面梳理知识点，构建知识框架

《国际贸易学》是介绍国际贸易理论、政策的入门课程，教

学内容涉及国际贸易的方方面面，知识点多而散，需要大量的记忆。

传统的总结方法效率低，学生复习难度大。通过利用思维导图总结，

学生可以将一个主题的知识点按照一定的逻辑脉络完整的呈现出

来，通过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文本框、虚实线、总结括号等元

素展示出知识点的层次结构、关联关系、重点难点等等。很多同

学表示“思维导图对理清脉络很有帮助”“思维导图很好地帮助

我有条理地学习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可以很好地把章节里的内容

串联起来。通过思维导图对整本书学习轻松一点”。

图 1　《国际贸易学》的学习给你带来了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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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维导图有助于学生理解知识点间的层次关系，提升逻辑

思维能力

学生在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内容进行全面的

分析，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框架结构，要判断各知识点的层次关系

和对应的层次位置，要提炼、归纳知识点。思维导图的制作非常

灵活，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深入分析知识，创造性地设计图形，

学生的的创新思维能力在绘制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有

学生表示：“经过多次作业，现在我可以熟练使用思维导图把所

学的内容呈现出来，运用‘思维导图’的方法可以大大提高人的

思考能力，从以前不会做思维导图到熟练，这个过程受益很多。”

图 2　保护贸易理论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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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思维导图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制作思维导图时学生要吃透教材、PPT 上的内容，然后设

计呈现的框架。思维导图本身拥有丰富的颜色、图标，画面风

格等辅助元素，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就像是创作一幅画作。和

传统的笔记方式相比，思维导图形式更加新颖，创造过程更加

有趣，呈现形式更加出彩，使得学生更乐意进入到学习活动中。

有学生表示：“用思维导图来总结知识点的方式是以前老师上

课的时候没有做过的事情，我觉得很新颖独特，这几次的作业

做下来感觉思维导图总结的知识点很简洁明了，可以把课本内

容通过小小的图表串联起来很有意思，能够帮助我在课后很好

地回顾课上的内容。”“……让我们每周对这周所学习的课程

用思维导图总结出来，可以更好的总结重点，掌握思维导图这

个学习方法，并且用匿名互评的新颖评分方式 ，让大家觉得很

有趣，前所未有的体验。”

4. 思维导图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

通过思维导图作业，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好，学习信

心和成就感提高，更乐意关注课程的相关内容，投入更多的时间

学习，思维导图带来的新鲜感和成就感还促使学生将其运用到其

他的课程中。有同学表示：“通过平时思维导图的训练对国际贸

易学这门课所涉及的知识点有较为明确的概念，同时借助该工具

使我在学习其他新学科时有更为主动的框架整理思维。”同时，

思维导图直观的呈现效果使得同伴学习效应非常明显，学生看到

优秀作业后在自己的下一次作业中会积极地借鉴优秀作业的元素，

提高自身作业的质量。

5. 思维导图有助于师生客观评价学习效果

思维导图能够体现绘制者所思考的内容。从学生绘制的思

维导图中，老师可以判断学生总结的知识点数量有无遗漏，概

括的话语有无错误，知识点的归纳整理、结构安排是否合理从

而判断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通过对全班同学的作业分

析，可以评估教学目标实现的程度，从而指导下一次的教学。

学生在绘制的过程中能够意识到自己对知识点的理解是模糊还

是清晰的，通过评价他人的作业可以找到自身的优点与不足，

主动反思。

四、反思与建议

一个学期运行下来，大部分学生都受益于思维导图的辅助教

学。导图的绘制技巧和总结能力得到了长足的提高。但是总体上

学生选择的总结结构还比较单一，以教材体系顺序为主，自己搭

建的总结框架有限。老师在绘制引导上应该提供更多的案例、材料、

图示等资料以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发展自己的思维框架。

作为一种教学工具，思维导图发挥其价值到何种程度受教师

对该工具认知程度和绘制技巧的影响。如前所述思维导图共有 8

种基本的模型，选择恰当的模型去学习对应类型的知识可以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可能是画蛇添足。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就需要老师根据教学内容和目标，设计不同的学习任务，丰富使

用场景。

利用思维导图辅助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

力和创新性思维能力，教师在设计思维导图活动时应围绕这一原

则展开。虽然教师在不同的教学环节所制作的思维导图反映了对

应的教学内容，但是学生没有参与到构建的过程中时不容易理解

背后的设计原理，容易变成背诵思维导图，不如让学生动手完成

制作更能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同时，思维导图并不应局限

于使用软件完成，鼓励学生设计图文并茂，运用多种表达元素的

手工绘制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手能力。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学习工具可以和其他学习方式结合起来

使用。本实验中，思维导图作业是以小组协作的形式完成并进

行组间的互评。学习小组有共同的目标同时组员各自承担一部

分工作，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引导、相互评价反思。在完成作业

的过程中，学生既锻炼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又锻炼了沟通、协作、

反思的能力，一举数得。但是在结合过程中，教师需要评估结

合方案的可行性和教学意义以及注意的事项，避免形式化。例

如本实验中就出现了小组任务分配不均衡、个别同学“顺风车”

的现象。

思维导图对教学的辅助是全方位的。课前，思维导图可以帮

助教师备课、设计教学活动。课中，思维导图可以展示教学内容，

形成学习任务。课后，可以总结章节内容，提升复习效率，评价

学习效果。思维导图是提升教学质量和学习效率的有效工具。虽

然目前在我国的教学实践中已经逐步推广起来，但和国外相比思

维导图的知名度、普及度还远远不够，关于思维导图的书籍、学

习资料、学习社区更是稀少，高校内针对思维导图的教研活动和

专项培训还非常的缺乏。因此，学校层面尤其是高校层面应积极

组织思维导图的培训、教研活动并形成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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