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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不同于其它学科，物理学科学习要求学生要具备很好的思维

能力。所以，有的高中学生因自身思维能力较弱，觉得物理学
习比较难，削弱了自身物理学习热情。作为一种思维工具，高
中物理教学中思维导图的应用，利于学生深入理解物理知识，
使得教学质量与效率大幅度提高。所以，高中物理教学中，老
师要合理应用思维导图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1　高中物理教学中应用思维导图的必要性
思维导图是发现性思维表达的重要图形思维工具，其可直观

呈现想要表达的内容，比较简单但有很高的效率，实用性很
强。与传统机械化记忆传输模式相比，思维导图直观性与时效
性强，其可以图形方式直观呈现杂乱无序的知识体系，还可梳
理知识内容，加深印象。高中物理教学中，知识内容比较复杂
而且零散，为了学好物理，学生必须要系统化梳理知识内容。
所以，实际教学中思维导图的应用，利于学生及时梳理知识
点，充分掌握并应用重点内容。思维导图应用于物理教学中，
首先要明确核心主体，然后基于该主题发散思维，通过分类与
归纳理清零散知识点，最后做好系统化总结。高中物理学习
中，思维导图的应用利于学生思维得到发散，而且还可增强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日常教学中，老师充分尊重学生自主学习心理，
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应用思维导图记忆并学习知识，促使思维导图
充分发挥其作用，加强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

2　高中物理教学中思维导图的应用实践
2.1应用思维导图理解学科知识
高中物理教学中，老师应用思维导图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物

理知识。如“超重与失重”章节内容教学中，老师可将思维导图
与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化内容。

老师为学生呈现相关内容思维导图，引导学生形象化理解
“如果物体向下加速度a=g时，物体对支撑物压力为零，此种状态
就是完全失重”。课堂上，老师借助思维到位为学生讲解“超重与
失重”基础知识后，要求学生思考“人下蹲过程是否存在超重与
失重？”。根据教材知识，在老师引导下学生明白“人的下蹲过程，
是从静止开始向下运动，速度不断增加，向下加速度是客观存在
的，此时状态为失重；蹲下后速度变成零，所以存在向下减速过
程，加速度向上，此种状态下为超重。”老师讲课堂教学与思维导
图融合在一起，便于学生进一步理解物理知识，对学生物理思维
培养有很好的作用。

2.2应用思维导图预习新知识
高中物理教学中课前预习环节非常重要，对学生物理学习效

果有着决定性作用。传统物理课堂预习中，因学生不重视预习或
没有掌握正确预习方法，使得物理预习效果不好，无法构建高效
物理课堂。此种情况下，物理课前预习时老师可引导学生借助思
维导图整理孤立而分散的知识点，以此形成系统化思维导图。而
且，预习时，还可标注出不明白的知识点，课堂上学生能够针对
性听讲知识。比如“万有引力定律”章节内容教学中，课前预习
是老师引导学生通过思维到位，以“万有引力”为关键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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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学科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物理知识可很好地解释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现象，这对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并提高
学生知识应用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新课标改革背景下，人才综合能力与实践应用能力备受关注，由此为高中物理教学带来了
新的要求与挑战。实际教学中，如何培养并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是重难点问题，作为一种新教学方法，思维导图对学生思维与应用能
力的培养有明显的优势。基于此，针对高中物理教学中思维导图实践相关知识，本文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简单地分析，希望对相关
领域研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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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三大定律与万有引力定律获得思维导图思路与过程，万有引力
定律含义与公式、应用、意义、测定及实验等，然后引导学
生围绕这些次级知识做好拓展与延伸。在此基础上，学生预习
时系统化澄清新知识内容，保障预习效果。

2.3复习课实践中应用思维导图
高中物理学习中，复习课是非常重要的，是从整体上回顾并

总结物理知识，便于学生全面把握物理知识，有效构建物理知识
网络体系。所以，复习课中老师可借助思维导图开展学习。

如《相互作用》章节内容复习中，老师引入思维导图实施教
学。复习完一个力就可在思维导图上添加一个新分支，以此在整
个导图中汇聚重力、摩擦力与弹力等，各分支下增加重点知识。以
此利用思维导图呈现复习内容，便于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并掌握相
关知识。学生全面理解并认识本章节内容，明确知识网络，以此
提高学习效果，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

2.4利用思维导图做好笔记
老师教会学生学习，更应该教会学生掌握学习方法。高中物

理教学中，老师要重视学生思维导图绘制能力锻炼，以此灵活应
用思维导图，充分发挥其作用促使学生思维得到发展，提高物理
学习效果。

如“曲线运动”章节内容教学中，老师要加强训练学生思维
导图绘制能力，通过思维导图记好笔记，根据自己的想法与思路
绘制思维导图并记录好课堂内容。此过程中，老师积极引导学生，
提高学生思维导图应用能力，保障学生笔记速度与质量，为高中
物理教学效率的提高打好基础。

2.5应用思维导图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新课标改革背景下，高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面临新的要求。

传统高中物理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效果不好，课堂上老师可利
用思维导图为学生构建自主探究平台，以此引导学生根据思维导
图积极参与课堂学习自主探究学习物理知识。

如“机械运动”章节内容教学中，为了有效组织自主探究学
习，老师根据教学内容以“机械运动”为主题要求绘制思维导图，
促使学生结合思维导图，基于机械运动知识向速度及瞬时速度等
内容延伸，便于学生积极参与物理知识自主学习活动。在此基础
上，帮助学生理清“机械运动”章节知识内容，为后期学习打好
基础，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中阶段是重要学习时期，物理学习中引入思

维导图，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增强物理学习思维及意识，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所以，物理课堂上思维导图的应用，是满足
新课标改革的要求，符合学生个性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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