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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教育形式的改革发展，传统教学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学生

的学习需求和时代的规范标准，教师就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
探索新型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学生的个人
思维水平能够不断提高。思维导图作为新型教学方式，能够辅
助教学，也能让学生透过模型自主探索，为学生提供了诸多思
维框架和分析方法，让学生能够将杂糅的知识内容构建成条理清
晰的知识体系，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1  思维导图模式在大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动机
纵观多数大学数学教学，可以发现大学数学内容相比义务教

育阶段数学，其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质的跨越，因此，大学生在
学习大学数学时，一时难以接受这种跨度，导致学习效果平
平，实质教学内容难以掌控。认真剖析大学数学教学产生这样
现状的原因，大多学生义务教育时期一直深受传统填鸭式教学方
式，自身自主学习能力较差。导致大学数学中难度较高、逻辑
较强的概念性理论、数学定理等等学生难以实际掌握。并且，
义务教育时期的数学教学形式大多都是重计算轻概念，对教学内
容的理解也仅仅是停留于课堂之上，课后少有归纳总结，致使
学生难以自主梳理知识点线索，对知识也仅是一知半解，且遗
忘速度也很快。思维导图在大学教学中的应用，能够帮助学生
将深奥难懂的理论性质立体形象化，能够显著优化学生的学习过
程，促使学生逐步培养数学思维[1 ]。

2  思维导图模式在大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2.1教师备课时深度掌控教学内容
大学教师在进行初期备课时，会自主先学习一般教材内容，

梳理各结构知识点，找到相关联系绘制成相应的思维导图。在此过
程中，教师会不自觉地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促使实际授课过程更加
得灵动顺畅，以此来更加全面地了解授课内容，并提高授课效率。

2.2概念理论讲解时辅助记忆深化理解
大学数学内容，理论概念较多且难度系数大，计算相对较少，

学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因此，教师在进行讲授的过程中就可以
将思维导图融合其中，以此来辅助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相关理论
概念。同时，在教学时，也要将理论概念视为教学中心，引导学
生自主探索理论概念成立的条件所在，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够深
化理解，提高学习效率。其次，教师可以在讲课时，将定理内容、
条件依据、结论视为思维导图的主要内容，让学生在脑海调用所
学知识，填补思维导图内容结构，以此更加深刻的记忆枯燥无味、
生涩难懂的数学知识。此外，教师也要引导学生来按照自己思维
逻辑绘制思维导图，以此来加深学生的理解记忆。例如，大学数
学《线性代数》的学习过程中，会有求解线性方程的知识点。因
此，教师要以解线性方程为课程重点，让学生自主整理与其相关
联的知识点，来绘制思维导图。学生根据自己的思维逻辑，梳理
内容脉络，相关难点也会不攻自破。

2.3实际解题时辅助理解题干含义
数学问题的解题关键就在于对题干的了解程度，因此教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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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都是抽象、难懂、逻辑关系复杂，大学数学更是如此，刚刚脱离轻理论重计算义务教育阶段
的数学学习时期，就开始了重理论轻计算的大学数学学习，让初入大学的学生难以适应，并且大学数学也更加深奥难懂，让学生难
以深入理解，掌握实质。因此，思维导图在大学数学教学中逐渐兴起，它渗透所有关联知识，绘制成思维逻辑图，将平面化的理论
概念转化为立体形象的图案，让学生理解更加深刻。鉴于此，大学数学教师积极投入使用，且反响一片大好。因此，本文对思维导
图模式在大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思维导图；大学数学；教学

以让学生借助思维导图来全面分析题干，从而绘制出整体解题思
路，带入学过知识，结合相关定理，整理思维逻辑。在此过程中，
既能够锻炼到学生的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促使学生把控整
体解题节奏，避免解题过程中出现遗漏和混淆的情况。思维导图
能将杂糅的问题难点，予以高效的整合分析，促使其清晰明朗，快
速发现解题方式，提高理性逻辑思维，各个知识点之间也能融会
贯通。例如，《实变函数》是大学数学中专业系数较高、难度系数
较大的课程内容，它理论概念性极强、逻辑思维也极为缜密，并
且整体也抽象难懂。思维导图的利用就能够将这些难点逐一攻破，
让学生将概念理论深刻理解，逻辑思维清晰合理，整体内容也会
更加生动起来。

2.4后期复习时明朗复习思路
大学数学内容中，各个章节中的概念定理是相互联系、密不

可分的。教师要在课堂上善于利用思维导图，让学生将诸多概念
定理进行细化梳理，以此让学生的学习更加深入，构建起思路明
朗、逻辑清晰的学习体系。同时，思维导图也能让学生的课堂笔
记也富有条理、形象生动，学生后期复习时学习思路也会清晰开
朗。因此，教师要分析教学内容的重难点，根据知识的难易程度
循序渐进地设计思维导图，而后以思维导图为依据设计教学大纲，
这样就会在实际教学中分层开展，以此来提高教学质量。

2.5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分层强化记忆
在实际教学中，可以发现一样的学习内容一样的教学方法，

但是学生的学习水平就会有所不同。究其原因就在于学生个体差
异性，学生学习能力、记忆能力的不同，就会导致知识吸收程度
和创造能力有所不同，因此，教师要对此予以完全理解和尊重，并
借助相关方式方法帮助学习能力、记忆能力较差的学生进行提高。
所以，教师可以利用思维导图的方式，着重锻炼学习能力、记忆
能力较差的学生，促使该部分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掌握知识脉络，
深化知识理解。[2]

3  结语
综上所述，思维导图模式在大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较为广

泛，且反馈较好，无论是教师的教学，还是学生的学习，都能起
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相关教师要对此予以重视，在大学数
学教学中加大思维导图的利用程度，让学生在面对问题时，脑海
中迅速调用所学知识，填补思维导图内容结构，以此将燥无味、生
涩难懂的数学知识予以深刻记忆，将难度系数较高的大学数学变
得简单化，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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