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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愈加重视对学生地理思维培养，
以此提升学生独立进行地理知识学习和应用地理知识能力。而思维
导图作为地理教学中一种帮助学生形成思维方式，具有简单、可视
化、形象化和高效性等优势，在激发学生大脑潜能和促进思维形成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高中地理教学中应重视对思维导图教学
应用，通过加强对思维导图了解，并将其应用到地理课堂教学中。

1  思维导图简述
思维导图，又被称为脑图、心智导图、灵感触发图或树状

图等，属于一种使用有效图形表达发散性思维的实用性工具。
思维导图使用中图文并重，通过将各个主题间关系采用相互隶属
与相关层级图展现出来，以建立记忆连接方式将关键词与图像、
颜色等联系起来，可清晰、形象化表现出各级主题间关系，并
利用进入大脑资料建立个人数据库，便于人们进行记忆、阅读
和自由想象。同时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心智图，其诞生之初是用
于对智障人士进行心智训练，且训练效果显著，并在世界范围
内得到推广，随着20 世纪 80 年代思维导图传入中国，在教学
领域中已经拥有20 多年经验，并开始被应用到各个学科和领域
中，对教学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1]。

2  思维导图在地理学科中的特点
在地理学科中思维导图特点，是由学科特点决定的，而具

体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地理学科属于一项系统性学
科，决定了思维导图的系统性，且可系统性地利用网络和树形结构
实现地理知识再现。其次，相比于其他学科，地理学科更加依赖于
图文结合，而地理思维导图运用中，经常使用图文结合方式展现相
关知识内容。最后，将地理与思维导图结合起来，可促使地理学科
中综合性思维形式与思维导图中发散思维形式相互补充。

3  思维导图对学生地理思维形成作用
通过对思维导图方面合理运用，利于促进学生形成地理思

维，思维导图对学生学习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表
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思维导图应用于地理教学中，利用其特
性，可促使学生养成良好思维习惯。利用地理思维导图教学方式
进行教学，可将各项相关知识点联系起来，促使学生对地理知识
形成宏观认识、整体掌握。同时学生在学习中掌握了思维导图并
熟练进行思维导图绘制，可养成良好思维、认知习惯。二是，通
过对学生进行地理思维导图教学，利于培养学生综合思维能力。
地理属于具有较强综合性学科，学生在具备综合性地理思维能力
后，通过将各个复杂知识点紧密联系起来，可促使知识点结构完
整，层次分明，利于分析和解决地理方面问题。三是，通过开展
思维导图教学，利于加强对学生发散性思维培养。思维导图中包
含颜色、图像、关键词等，可促使学生左右脑实现协调运作，使
其打破以往思维惯性，转变单一思维方式，并且通过联想、推想
等方式进行思路拓展，便于快速获取相应知识答案。如在“台风”

“洪涝”“寒潮”等自然灾害相关知识学习中，利用思维导图，既
可帮助学生了解自然灾害本身特点，又利于找出不同自然灾害间
差异与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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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思维导图在促进学生认识构建方面运用
新课改下落实“三维目标”教学，离不开有效教学理论和

方法支持，同时需要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知识构建中，从
而逐渐形成行之有效学习方法。而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基于建构主
义基本理论而形成的思维模式，在教学中提升了学生学习主动
性，更加重视对学生学习主体关注，通过对思维导图合理利
用，利于提升学生对地理知识系统性掌握，可养成良好学习习
惯，并促使良好学习方法形成。因此，在进行高中地理教学
中，为提升学生对复杂繁琐知识掌握效果，应采用适合方式，
将思维导图合理应用到对学生地理方面认识构建中。

4.1利用思维导图进行课前教学准备。地理教师进行地理教
学中充分做好课前准备，利于提升整体教学效果。因此，必须重
视课前准备环节对整个教学过程重要性，并将思维导图应用到准
备环节中。课前准备中，应以地理教科书中内容作为依据，根据
教学大纲和具体知识进行地理思维导图制作，重点突出关键点和
重点内容，以此提升学生对教学重点关注和掌握程度。

4.2 使用思维导图展开课堂教学。地理教师在教学中，为发
挥思维导图作用，实现对其有效应用，应将思维导图作为课堂内容
讲述基本架构，利用制作思维导图方式将各个知识点导入到课堂中，
并逐层分解不同知识点间关系，引发学生思考以及对不同知识之间
关系掌握。如在《世界海洋表层洋流的分布》教学中，为提升学生
对洋流影响相关地理知识直观全面掌握效果，通过建立海洋洋流知
识思维导图，便于学生理清洋流形成和动向、分布规律等关系，甚
至可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洋流发展趋势，提升学生地理知识水平[2]。

4.3通过思维导图进行课后巩固。课后作业是课堂结束后巩
固知识的重要方式，教师通过布置作业方式可进一步帮助学生熟
练课堂中知识，但以往作业形式对学生知识巩固效果不理想。为
提升学生对各项知识掌握、熟悉和运用效果，应重视知识巩固中
思维导图作用。如在《世界气候》一课结束后，教师应适当改变
以往布置作业方式，让学生以思维导图方式将我国气候分布画出
来，这种方式利于提升学生对我国气候方面认识和掌握程度，可
提升其对地理方面知识认知水平，增强对课堂教学知识巩固效果。

结论：随着教学改革进程推进，各种不同类型教学方式得到
有效应用。而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有效教育模式，将其应用于高中地理
课堂教学中，不仅可实现教学方式创新，而且可丰富教学内容，利于
激发学生对地理知识兴趣，提升整体学习效果。同时在教学中利用思
维导图特性，便于学生对地理教学中涉及到的相关知识进行梳理和掌
握。因此，地理课堂中教师应积极主动使用思维导图方式展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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