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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维导图”的产生与发展

“思维导图”是由英国人东尼 . 博赞提出来的，是一种能够表达发散性思维的图形思维工具 [1]，在公司、企业已被广泛地用
于提升员工的学习效能及创新思维能力，但在高校的教学中尤其理工科教学中鲜少应用。主要是因为“思维导图”主要强调的是
图像记忆和自发联想，而高校理工科教学则需要学生具备理解性记忆及逻辑思维能力，显然这两者很难达到很好的契合，因此，“思
维导图”在学科教育领域发展较为缓慢。而在 2002 年，华东师大的刘濯源团队将思维导图进行了发展，提出了“学科思维导图”
的概念，提出了将逻辑思维、结构化思考等思维方式融合到“思维导图”中，形成一种基于系统思考的知识建构策略 [2]，将学科
的知识结构、逻辑关系等都融合到“思维导图”中，体现出不同层级之间的逻辑关系及规律。经进一步发展的“思维导图”已被
全国多所学校引入应用。

2、“思维导图”在“太阳能电池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中的绘制方法

通常“思维导图”在绘制过程中主要涉及图像、颜色、线条、关键词四个要素，围绕一个中心图形展开，这个中心图可以是
纯图像形式，也可以是图像加文字的方式。而应用于理工科类学科教学中的“思维导图”会更侧重于该学科本身的属性 [3]，尤其
是一些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逻辑性等这种结构化的思维方式，因此所含有的图像并不像其它“思维导图”中所包含的那么多，
那么生动，甚至中心图像可以直接简化成只含有文字。这些中心文字可以是一个词或一句话，如学科中的一个知识点，一条定律，
或者一个章节的标题，甚至是一门课程名称，所有我们能想到的或者关心的都可以作为这个“思维导图”的“中心”。

以《太阳能电池技术与应用》课程中的“太阳能电池工作原理”这一章为例我们来绘制它的“思维导图”，在确定好“中心”
后开始绘制主干，或者叫第一层分支。如图 1 所示，中心文字我们选取为“太阳能电池工作原理”，然后开始绘制主干，主干在
绘制时一般按照从右上到右下，再到左下，再左上这样的顺序绘制，这也是我们观看思维导图的一般顺序。那么，右上从“太阳
能电池的分类”引入，可以方便学习者对电池的种类有个大概了解，接下来就该介绍最关键的内容，也就是“PN 结相关的内容，
即其基本原理”，只有在对 PN 结工作原理有了一定认知后，才能学习接下来的内容“太阳能电池中飘移电场的作用和背电场电池”，
这也是按照知识结构逐层递进地拓展来绘制。太阳能电池的理论内容讲解完后，就该介绍一下评价电池性能好坏的主要指标，因此，
最后左上角我们绘制的分支是介绍太阳能电池的几个重要参数。对于教师来讲，这个绘制顺序是比较合理的且符合逻辑的讲解顺序，
而对于学生来讲也是符合他们对于新的知识内容学习、接纳的一般顺序，以后学生自己复习，按照这个绘制逻辑也是很容易将内
容全部回顾起来。在思维导图的绘制过程中，为了便于记忆主干一般会画的粗一些，且分支一般不要超过七个，就像大树的主干，
很粗壮但数量又不会很多；接下来画第二层分支，第二层分支在第一层的基础上细化，与第一层是被包含且是从属的关系，且画
的时候要抓住关键词，能精准到一个词就绝不用短语，这也有助于绘制过程中保持思维脉络清晰，如第一层分支中的“太阳能电
池的重要参数”，画它的第二层分支时，直接将“光电流”、“光电压”、“输出功率”、“填充因子”等这些概念性地名词作
为分支内容即可；然后第三层分支在第二层的基础上继续展开，依次类推……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画这些分支的时候层级一般
不超过五层，并且要标出重点、难点，这样不仅可以直观看到，而且也比较美观，此外，为了快速查看某些内容，我们一般对区
域进行颜色区分，不仅可以突出重点还可以使思维导图更生动、更美观。

《太阳能电池技术与应用》是高校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也是太阳能电池领域从业者必修的基础课程。

本文对“思维导图”在“太阳能电池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研究，在提升“太阳能电

池技术与应用”及类似的其他理工科专业课程的课堂教学效果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太阳能电池；思维导图；教学效果

图 1 “太阳能电池的工作原理”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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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维导图”在理工科教学中所发挥的作用

3.1  有利于教师教学效果的提升
从事教育行业的老师们都清楚学生的学习热情与老师的授

课方式有直接的关系。对于《太阳能电池技术与应用》这门课
章节之间及章节内部都是有较强的逻辑关系在里面的，就比较
适合使用“思维导图”这种高效的知识传授方式，学生可以直
观的明确老师课堂上所讲的所有的知识点、课程的重、难点、
整个章节的知识结构及其所包含的逻辑关系 [4]。这种宏观的知
识构架可以加强学生对所学的内容的整体把握，可以很清楚地
知道自己对于这个框架中的知识区域哪部分掌握了，哪部分还
没有掌握，对于所学的内容条理性会更清晰，不再像之前对于
所学的章节内容没有清晰的知识结构框架，脑中一团浆糊，尤
其是对一些难懂的、较抽象的课程。事实上，“思维导图”本
身就是一种辅助记忆的工具，即使学生暂时不理解部分知识内
容，但是这种方式也可以帮助他们先在脑中记下来，随着对于
所学知识面的拓展及所学内容的加深，很容易在后续的课堂中
理解这部分内容，所以，“思维导图”对于学生所学内容的记忆、
掌握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3.2  有利于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传统的授课方式很容易有这样一种画面感：老师在讲台前

不停地讲，学生则在台下不停地记，尤其是在现在多媒体时代，
老师采用 PPT 进行授课，讲解的内容翻页更快，学生即便能跟
上老师的翻页速度勉强能记录下来，但也根本来不及对老师讲
授的内容仔细思考，很影响学习效果，甚至有些同学跟不上节
奏，干脆放弃了记录，时间久了还会产生厌烦情绪。像“太阳
能电池技术与应用”这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老师不仅
需要讲述太阳能电池的一些理论的东西，还需要讲述工艺方面
的内容，要讲的东西比较多，有时讲授速度就会加快，而采用“思
维导图”的方式记录老师所讲的内容，只需要记住关键词，及

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这可以帮助学生节省大部分时间来思考
老师所讲的具体内容，保持思维的连续性，不仅可以加深对知
识内容的理解与掌握，还能显著提高了课堂效率。另外，利用
“思维导图”进行课程的复习，也可以使记忆和复习更有效率，
使学生能够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态学习，避免出现学习疲劳，
甚至厌学的情况，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学习自信心的建立 [5]。

3.3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是高校教育教学的目标之一，

尤其对于理工科类的学生更应该具备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能
力。在“太阳能电池技术与应用”这门课程中，学生在利用“思
维导图”进行知识内容回顾的时候，在绘制各层级分支时，必
须要清楚它们之间所包含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如何去绘制才能
将这种逻辑关系表述清楚，这些都是在绘制前所要思考的。因
此，绘制“思维导图”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也
可以看作是一种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手段。

4、总结

时代发展至今，很多技术、手段都需要更迭、创新，教学
方法也是一样要随着时代不断地发展，不能墨守成规。而综合
上述，“思维导图”在“太阳能电池技术与应用”等高校理工
科类学科的教学效果提升上有很大的推进作用，可以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因此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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