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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运用思维导图的学习方式风靡一时，作为一种

学习训练方式，广受中小学阶段学生及家长们的欢迎，希望通

过这种学习训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例如：

《思维导图-- 学习技巧训练》、《思维导图创意作文 -- 快速构

思的写作工具》、《思维导图 - - 学习力训练》、《思维导图 -

-记忆力与专注力训练》等等，这些书籍涉及到中小学阶段的所

有的课程。书中通过创建图画式或图表式的思维导图让孩子们喜

欢上学习，将这种学习方式运用于各门功课的学习和复习，找

到好的学习方法，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的确，思维导图确实

使一部分真正掌握这种训练方式的学生养成了一种事半功倍的学

习方法，让他们学习起来轻松自如。针对当前大学生的特点[1-

3]、对高等数学教学现状所进行的改革[4,5]以及所面临的学习环

境，在高等数学的学习中仍然需要思维导图，只不过不用再像中

小学生那样创做思维导图时做一些比较形象、生动的图画而已。

事实上，思维导图只不过是层次结构关系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用于理清事物或系统内部各层次间的结构、主次关系、逻辑关系

或包含关系等，用于比较同一层次或不同层次间的异同以达到不

同的目的。针对当前大学生所面临的学习环境和教师的教学环境，

有必要将思维导图引入到高等数学的学习中。

1　当前大学生所面临的环境

1.1面临的学习环境

首先，由于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当前大学生生活在“互联网

+”时代，拥有各式各样的通讯工具，随时随地就可以获取自己所

需要的[1- 3 ]。学生可以在宿舍、图书馆、食堂、或者走在路上

都可以通过手机观看学习软件里的网络课程，甚至在课堂上当对

老师讲授内容不太理解或跟不上老师的节奏时也可以随时观看网

络教学视频。但是学生只是获取了有针对性的、零散的知识，并

没有更进一步、深层次的去思考。其次，相对于比较抽象、晦涩

难懂而又“没有用”的高等数学而言，学生更容易被那些不用太

费神的网络游戏和跟学习没有关的小视频所吸引，尽管教师在课

堂上一再三令五申地强调禁止在课堂上看手机、玩游戏、看视频，

但面对少则八九十人多则一百五六十人的大课堂和每节课计划的

教学任务，教师偶尔管一次还可以，不可能每次课都花部分时间

在管理学生的手机上。最后，现在大学生在学校的时间不再全部

用来学习，而是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用在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校社团

活动上，甚至在考试前各种社团活动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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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升学的压力，部分学生的学习目标不明确，对自己要求底，考

试及格就行，这就导致学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更少。

1.2面临的教学环境

因为学校各方面的原因，除数学专业的学生外，其他不同专

业的学生一百多人在一个大教室里一起上课，大班上课的效果本

就不好。尽管现在有各式各样的教学设备和教学软件，但在繁重

的教学任务量面前，多媒体的优势并不能完全的发挥出来；在各

种诱惑面前，大部分学生并不能很好的利用各种教学资源。面对

不同专业、不同数学基础的学生，给教师的教学带来很大的困难，

在要完成基本教学任务量的情况下，教师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学生，

因此教学效果不太理想。另外，现在的大学生并不像中小学生那

样在课堂上积极的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因为人数太多，老师也

不可能批改所有学生的作业，而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作业有抄袭现

象，以上原因就导致老师并不能看到真实的教学效果，因而就不

能有针对性的改进教学方式。

2　高等数学引入思维导图的必要性

2.1由环境决定

针对以上学生所面临的学习环境和教学环境，为了能在有限

的时间内更有效的学习，必须重拾中小学阶段的学习方法。尽管

现在的大多数大学生不再遵从“课前预习—课堂学习—课后复习”

这一完整的学习环节，但为了完成必要的学习任务并能取得良好

的成绩，必要的学习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在不完整的学习环节里，

学生更要注重学习效率。又因为大学里许多课程的学习方式同中

小学阶段所学习的课程有很大的区别，大学里，因为教学任务量

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并不能完整的遵从“课前引入—新课讲授

—练习—作业”的所有教学环节，基本上每节课都是新知识的讲

授，学生所要掌握的新内容很多；如果学生只依靠课堂上的“似

乎听懂了”而课后不去认真复习、总结，仅仅通过考前一个月的

突击学习是不可能取得良好成绩的，所以平时必须对学完的每个

章节都要进行有效的分析、归纳和总结，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取

得有效的学习效果，才能心无旁骛的参加更多的课外活动来提高

自身的综合素质，而有效的思维导图就能满足这一要求。

2.2由学科特点决定

高等数学本身是一门比较抽象的学科，数学中有许多的公式、

定理和结论，如果仅仅依靠记忆、理解去学习高等数学是学不好

的。课堂上仅仅是“听懂了”则完全不够，听懂并不等于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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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能独立的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掌握了、学会了，但时间长

了也会忘记。数学里的许多公式貌似相同，其本质可能差别很

大，如果没有进行比较、分析而去死记硬背，那么在解决问题

的时候就不能确定究竟该用哪一个公式。比如同济大学数学系编

写的《高等数学(第七版)》第十一章里有七节内容：第一节 对

弧长的曲线积分；第二节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第三节 格式公

式及其应用；第四节 对面积的曲面积分；第五节 对坐标的曲

面积分；第六节 高斯公式；第七节 斯托克斯公式。学完这

一章后如果不对它进行分析、比较，脱离教材后任给出一个曲

线积分或曲面积分的题目，只通过课堂上学过的一遍，很可能

不能确定是第一类曲线积分还是第二类曲线积分或者第一类曲面

积分还是第二类曲面积分，因为这些公式间有的只相差一个符

号，何况公式间还有一定的联系，可以相互转化。如果能对这

一章内容进行有效的归纳、总结做出如下图1中的思维导图，就

能很清晰的确定该如何解决问题。

图1已经很清晰的给出了这一章内容的层次结构和各个知识

点间的区别和联系。当然，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用不同颜色、

不同线条来区分不同的层次关系，把格林公式、高斯公式、斯托

克斯表达的意思补充完整，这样更一目了然。在图1中还可以对

每种积分的计算方法和每个公式后再给出相对应的例子就更清晰

明了了。总之，思维导图内容越详细、考虑的越周到细致，学

习效果就越好，把这一章看似复杂的内容压缩到一张纸上。如

果能够对第一章都做出比较细致的思维导图，那么，一个学期

的内容甚至一本书的内容用几页纸就能代替，实现了由厚到薄的

过程，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就只需要复习这几页思维导图就可以达

到很好的复习效果。在制作思维导图的过程中看似浪费了时间，

其实在制作的过程中通过手写、脑思、归纳、分类等程序，对

所学的内容已经复习了两三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总结

好的学习方法则事半功倍。学生要主动、自觉、认真的为

每一章设计适合自己使用的思维导图，越用心,在以后的复习中

就越省心。教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也要经常督促学生为每一次

课、每一单元、每一章节进行分析、归纳并制做思维导图，让

学生养成归纳总结的好习惯，不仅适合高等数学课程的学习，

还适合其他所有课程。这样双管齐下，学生不但能在安心参加

各种社团活动的情况下在考试中取得良好的成绩，教师也能取得

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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