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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初中阶段的学生比较特殊，因处在青春期，情感上

比较敏感，性格也更加叛逆，极易出现极端思想，需要

在教学中加以正确引导。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能够

让学生掌握更多的道德与法治方面的知识，在学生良好

心理建设、健康心智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教育作

用。为此，教师要重视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科学使用

思维导图，让学生更深入理解知识，促使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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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维导图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应用的

作用

1.1 教学思路更为清晰，有利于学生知识体系的完善

思维导图最大的优势就是通过图片、文字结合的方

式，将道德与法治有关内容通过主干、分支清楚地展示

出来，学生不用再盲目跟着教师所讲述的内容做复杂的

笔记，应用思维导图中各知识点间的相互关系，就能够

更直观地将重点内容整理出来，更高效去记忆。因为学

生在学习时能够有效应用思维导图理清自身的逻辑思维，

在此过程中学生的思维意识会变得更加突出，对知识的

记忆会更加深刻，这样既能够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体

现出来，也能够让学生知识的学习更为轻松 [1]。

1.2 教学内容更为生动化，可以提升学生知识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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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使用思维导图，更能吸

引学生学习的注意力。初中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并不是很

成熟，他们的认识更贴近生活化内容，因此在学习抽象

复杂的道德与法治知识时，可能会存在听不懂、不了解

的现象。而教师通过应用思维导图，让学生直观看到各

知识点间的联系，可以依据某个分支下的主题去想象、

思考，这样会让学习内容更为生动，强化了学生学习的

动力 [2]。

1.3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使用思维导图，让自主探

究学习变为了最主要的学习手段，学生在思维导图的引

导下，思维变得更加活跃，学生可根据思维导图内容去

思考，这更适应初中生的学习需求，更利于学生理解知

识，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3]。

1.4 加强教师自身专业成长，促进教学反思

作为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既要具备过硬的基本功，

吃透教材，提炼教材中的知识点，再选择科学的教学手

段实施教学。还要思考如何应用教材所给的图片、文字，

让学生真正理解，可以联系社会真实现象谈谈自身的看

法，促使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而要达到这一效果，

就可以使用思维导图，在熟悉教材内容的基础上，结合

每课内容画出对应的思维导图，整理重难点知识，边画

边引导学生去想，更能让学生接受 [4]。

2　思维导图教学策略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

2.1 师生对思维导图的认识不足

思维导图在很多地区的推广、运用还处在尝试阶

段。通过调查可以了解到相较于其他专业教师，初中道

德与法治课教师大部分都未系统学过该门课程。同时，

在对学生的调查中了解到，真正知道思维导图的学生占

比 30%，听过的学生占比 60%，不清楚思维导图的学生

占比 10%。而关于学生对道德与法治课中应用思维导图

的态度，一般的学生感兴趣，还有一般的学生持无所谓

的态度。而在初中生中平常应用思维导图比较多的占比

15%，其他的学生基本不使用思维导图。这些都反映了

学生对思维导图的认识不足 [5]。

2.2 学生不能有效应用思维导图的功能

思维导图可以自主绘制也可以合作绘制，经过调查

可知，有 30% 的学生不了解思维导图是否对小组合作学

习有帮助，5% 的学生觉得思维导图对小组合作学习没有

帮助，这表明在小组合作中思维导图并未有效发挥功能。

同时，有 7% 的学生觉得绘制思维导图很容易，有 50%

的学生认为较容易，另外 43% 的学生觉得不容易。之所

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由于在画思维导图时，学生对思维

导图了解不全面，教师指导也并不是特别到位，且学生

群体差异很大。思维导图非常考验学生画图的布局，对

知识的总体把控情况，若是教师未能加以有效指导，结

果造成学生费时费力，需要通过多次涂改修改才可以绘

制出最终的思维导图。而在此过程中，还有的学生不分

主次，单纯关注图画的美观性、色彩的鲜艳性，忽视了

各关键词间的逻辑关系 [6]。

3　思维导图教学策略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

应用方法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

生正确价值观念、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让学生成为一

个遵纪守法的人。因初中生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对知识

点的理解不透彻，所以，可以将思维导图应用到教学中，

将各种复杂难懂的知识点以知识结构图的形式展示在学

生眼前，帮助学生理解知识。

3.1 课前思维导图辅助备课

为了在课堂教学中更有效使用思维导图，教师就要

做好课前准备工作。教师要教给学生制作思维导图的基

本操作方式，如要提醒学生提前将色笔准备好，在绘制

时，各分支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好，再去做好思维导图教

学设计。教师要仔细分析文本知识，在课前将准备工作

准备好，教案可用思维导图软件去制作，把课堂上要讲

述的内容都系统规划好。图 1 为《法律伴我们成长》思

维导图。

图1　《法律伴我们成长》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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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作思维导图时，可确定学情分析、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教学与学法、教学过程、板书设计几个分

支，再将这几个分支按要要求去细分，通过思维导图可

以将教学内容直观呈现出来。

3.2 课堂上科学应用思维导图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教案来实施，在板书

时就可展示思维导图，教师要将主题、分支用多媒体呈

现出来，讲述清楚，再引导学生补充思维导图。如，在

教学《让友谊之树长青》这一内容时，我先用多媒体呈

现事先准备好的课件，让学生以“我的好朋友”为主题，

谈谈自己是如何与自己的好朋友相识的，他（她）的特

点是怎样的，为何会变成好朋友等，让学生先互动学习、

交流，当我安排了互动学习任务后，学生都非常积极，

纷纷讨论起来，整个课堂氛围十分活跃。在学生互动、

讨论完之后，我随机选择几位学生分享自己和朋友的故

事。分享结束后，我再列举出生活中的反例“我与好朋

友发生了矛盾，我要如何做”、“我的朋友拿走了我最喜

欢的钢笔，偷了父母给我的买的衣服，我要如何做……”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来加以讨论，让学生对“朋友”含

义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我再展示一部分我已经制作

好的思维导图，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补充思维导图，

通过这样的方式，确保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3.3 小组合作，共同绘制思维导图

在初中教学中，思维导图的运用主要是以手工绘

制为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运用软件来设置。教师

可将班级学生分组，人数依据班级学生的具体情况及绘

图难度来确定，综合考虑学生的能力与自身意愿，可以

4-6 人为一组，再结合教学内容给学生准备问题，这些

问题需要有一定的难度，开放性要强，给学生充足考虑

的时间，可以让小组学生互相探讨，自由发表自身意见，

这样即便是基础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也能够完成一些简

单的任务或者是找到文本的重难点知识，基础比较好的

学生主要负责梳理其中的逻辑关系等，每个学生各司其

职，并让各小组结合各自的任务绘制思维导图，任务完

成后由小组长进行汇报。这样的合作方式，能够调动学

生参与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在思维碰撞中，对知识有一

个正确的认识。如，在教学《我与集体共成长》这一内

容时，可以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开展教学。课程内容可

以划分成“在集体共同建设中尽责”、“在集体担当中成

长”两大部分，可以让学生根据这两大部分去细化知识，

学生绘制完思维导图后，教师做好补充说明，并对表现

好的学生给予表扬。

3.4 思维导图在课堂总结、复习阶段的应用

课堂总结是课堂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以往教师

的总结就是将所学的内容口头复述一遍，归纳总结并不

是特别到位，而思维导图可以清楚、系统概括各知识间

的关系，所以，在课堂总结时，教师可有效使用思维导

图将本节课所学习的重点知识概括起来。初中道德与法

治涵盖的内容很丰富，涉及到的知识点也非常多，使用

思维导图进行总结概括，利用较少的文字配上线条、颜

色就可以更为直观呈现知识框架，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

归纳、整理。在复习时，教师同样也可使用思维导图帮

助学生复习，如，在学习了《法律为我们护航》这一内

容后，教师可以先带着学生回顾所学知识，再让学生根

据自己的理解自主制作思维导图，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

下共同完成思维导图的绘制，这样，更便于学生去复习

知识，巩固所学知识。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思维导图的

应用可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和形式，活跃课堂教学氛围，

为学生创建良好的学习环境，更利于学生积极参与到课

堂学习活动中来。为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根据课

程教学要求，科学应用思维导图，将思维导图的优势在

教学的各个环节全面发挥出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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