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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高中化学中金属及其化合物教学中的应

用

洪　峰

（六盘水市第二中学　贵州　六盘水　553400）

摘　要：本文首先提出思维导图的作用和制作方式，然后对思维导图在高中化学中金属及其化合物教学中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接着详细阐

述思维导图在高中化学中金属及其化合物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主要包括教师的板书设计、课堂教学与课堂笔记、学生的课后复习、课堂的

小组交流、学生在老师指导下绘制思维导图草图，以此来将思维导图的应用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促进高中化学中金属及其化合物教学活动

的顺利进行。基于此，笔者将此研究的主要切入点预设为思维导图在高中化学中金属及其化合物教学中的应用，以期能够通过该研究的开

展，为高中化学中金属及其化合物教学的有效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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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Mind Mapping in the Teaching of 
Metals and Their Compounds in High School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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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puts forward the function and production method of mind mapping, then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mind mapping in the teaching 
of metals and their compounds in high school chemistry, and then elaborat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mind mapping in the teaching of metals and their 
compounds in high school chemistry, mainly including teachers’ blackboard writing desig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classroom notes, students’ review 
after class, classroom group communication Students draw mind map sketch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of mind map and promote the smooth teaching of metals and compounds in high school chemistry.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presets the main 
entry point of this research as the application of mind mapping in the teaching of metals and their compounds in high school chemistry,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teaching of metals and their compounds in high school chemistr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research.
Key words: mind mapping; High school chemistry; Teaching of metals and their compounds; application 

在高中化学中，金属及其化合物的教学课程，在高一上学期
的内容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为化学活动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金属及其化合物课程中，涉及到记忆的性质定理，而且其中相似
的问题很难进行高度明确，继而严重影响到理解能力有待完善的青
少年。对当前教育教学问题进行分析，借助绘制思维导图这一方式，
可以为学生学习化学知识提供极大的便捷。对于思维导图来说，作
为有效的一大图形工具，在表达发散性思维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在记忆和学习有关的内容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对培养青少
年成熟化的学习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此，在高中课堂教
学中，必须要合理应用思维导图，为提高教学质量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满足青少年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需求。

一、思维导图的作用和制作方式
对于思维导图来说，作为记笔记的方法之一，在不断发展过

程中，具有图形思维工具的性质特点，这在表达发散性思维方面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思维导图，非常适用于学习复杂、零散的知
识，在思维导图的学习过程中，可以对知识脉络进行高度明确，并
借助大脑接受度较高的图形进行表达，如此来满足时间的节约化需
求，并将人的想象力和联想力充分激发出来，实现学习网络的顺利
构建，从而将统筹思维等作用充分发挥。基于此，在元素及其化合
物的学习方面，必须要对思维导图进行合理应用。同时，分析思维
导图的作用和优势【1】，可以将复杂的问题借助一张纸来进行表示，
如此展现出简单的问题，也就是说，加强图像方式的应用，可以实
现复杂向简单的顺利过渡，而且在问题不断深化的影响下，可以不
断扩展原有的知识内容，不断强化彼此的关联性，确保知识系统的
全面性，从而满足学生学科思维模式的培养需求。

对制作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分析，主要包括计算机和手绘。计
算机凭借操作迅速、简单等优势，再加上丰富化的图像形式，其作
用明显在“纸＋笔”联合作用之上。在制作思维导图过程中，涉及
到较多的软件，且难度性较低，不仅可以为教师的使用提供极大的
便捷，而且学生的使用频率也比较高。但是在当前现实状况的影响
下，手绘方式得到了大量的使用。通过手绘制作方式，白纸和不同

颜色的笔为其辅助材料，在必需材料中，使用者应积极动脑。分析
手绘思维导图的步骤 ：第一，在纸的中央，应画上“主题”，其表
示可以借助关键词和图像来进行。其中，对于关键词来说，主要是
为了将核心的字或词表达出来。在选择关键词时，应满足具体、意
义性需求，如此来为后续的回忆提供极大的便捷。第二，在次主题
方面，应负责延伸上一层的主题。第三，应对细节的要点进行详细
罗列。在这一过程中，切忌用自己的结构来对要点进行展示。面对
任何一个要点，应通过关键词的方式来进行展示，并紧密结合其相
关的次主题。第四，做好思维过程的整理工作，将主题的对比关系
充分展示出来。需要明确一点，在思维导图制作完成后，应采用同
一颜色来展示出所有的次主题。

二、思维导图在高中化学中金属及其化合物教学中的必要性
分析

对于化学中的元素及其化合物知识点，其琐碎性特点显著，
因为学生刚进入高中的缘故，在知识广度和难度不断提升和变化的
影响下，其适应能力严重降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该部分知识学习
的难度性。由此可以看出，在该部分教学知识点琐碎、难度性较高
等特点的影响下，应对化学教学的指导思想进行深入分析。根据《化
学课程标准》要求可知，应加强多种教学方式的应用，将学生主动
学习的热情激发出来，以此来对基本化学知识和技能进行灵活掌握。
同时，基于长远发展的角度，有助于学生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形
成与构建【2】，满足学生终身发展的培养需求。通过仔细研读教材
可知，在必修 1 教材中的每一章节内，不可缺少的教学资源就是附
有一张“情景图片”，在整本教材中，情景图片的数量较多，由此
可以看出，图片在新教材中的地位深远。在图片的作用下，可以将
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激发出来，高度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使抽象的
化学知识与具体化、形象化要求相符。而思维导图具有表达发散性
思维的作用，主要是指从一个中心点出发，然后向四周进行发散。
所以说，应对学生的传统学习方式予以积极转变，紧密结合思维导
图与化学知识，做好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知识网络体系的归纳。总而
言之，在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学习中，“思维导图”的运用非常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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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现实意义不容小觑。
三、思维导图在高中化学中金属及其化合物教学中的具体应

用
（一）教师的板书设计
在化学教学的板书类型中，思维导图得到了广泛应用。对思

维导图的特点进行分析，主要以简单易绘、感知性强等为主，所以
在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显著。借助于思维导图的利用，不仅可以将化
学中的相关知识充分展示出来，而且与逻辑分类的记忆方法的训练
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于教师来说，应积极展示出上课的
重点，加强思维导图的灵活运用，要想确保学生的研究与正题相符，
老师应在纸的正中央，展示出要学习的核心内容，然后基于发散的
方式，对详细内容进行添加。在核心内容的第一分支中【3】，主要
以主干知识为主，如金属钠及其化合物的核心部分，在其第一分支
中，金属氧化物、钠的物化性质等为主要的内容；而在二级分支中，
属于第一分支的细节。要想将绘制思维导图的水平提升上来，应借
助不同的颜色和线条的形状，以此来准确区分不同的分支，这样做，
不仅可以有效梳理各知识之间的关系，而且有助于学生兴趣的提升。
有关金属钠的课堂思维导图如图 1 所示 ：

图 1   有关金属钠的课堂思维导图
（二）课堂教学与课堂笔记
首先，课堂教学。思维导图这一思维工具，可以实现在课堂

教学中的合理应用，为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提供极大的便捷，
以此来将课堂教学效果提升上来。其中，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为了
将思维导图的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出来【4】，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 ：

1）注重前期准备工作。基于教师角度，应从教学内容、学生
实际情况出发，将教学的中心高度明确化，同时，应高度明确各级
知识点，促使完善知识网络的形成与构建。其中，教师应从自身经
验、学生学习习惯等出发，将思维导图的设计方案改善到最佳【5】。2)
在课堂教学中，应将学生的讨论热情激发出来，使思维导图得到进
一步完善，从而充分展示出全面的知识层次与结构。

其次，课堂笔记。在诸多学习工具中，课堂笔记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在课堂笔记中，教学知识点、知识结构、定律和公式等为
重要的构成内容。学生课堂笔记质量，对于学生的学习效果起到决
定性的作用。但是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下，学生记课堂笔记主要是
抄写教师的板书，这不仅很难满足学生学习时间的节约化需求，而
且也不利于学生听课效果的提升【6】。因此，教师应让学生对思维
导图形式加以灵活使用，将其与课堂笔记相结合。其中，在选择思
维导图的“树根”时，应侧重于本章节的中心，并以小节内容纳入
到次级知识点的行列之中，发挥出“树干”的作用，并不断细化其
知识点，从而促使树状的知识网络的形成与构建。基于此，学生课
堂笔记时间被有效缩减，同时有助于良好知识网络的顺利构建。

（三）学生的课后复习
在化学学科的学习过程中，课后复习同样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要想使学生对金属及其化合物中复杂的内容予以高度掌握，学生应
从授课教师上课的思路出发，以此来进行有关金属及其化合物的思
维导图的绘制。其中，在图的重心，应画出课上所学的核心金属，
然后通过思维框【7】，充分展示出金属的相关性质，随即加强思维
导图的制作，最后与课上记录的笔记进行检查，及时弥补和完善，
深度强化没有绘制的内容记忆，从而确保学习效率的稳步提升。在
学生自主绘制思维导图中，与教师设计板书的思路相结合，有助于
形成清晰、明确的知识体系，从而将课堂的全部内容充分展现出来。

（四）课堂的小组交流
课堂的小组讨论，在自然学科学习中的作用深远，有助于学

生高度理解和掌握复杂问题，而且对于课堂教学的开展有着莫大的
帮助。在教师的工作重点中，应充分激发出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合理运用思维导图，如此来促进课堂小组教学的顺利开展。同时，

教师应正确指导小组学生，与金属及其化合物课程的相关内容相结
合，为思维导图的绘制提供合理的证据。其中，在思维导图的正中
央，学生应画出本节课核心金属，然后挖掘出与其相关的物理或化
学性质，借助不同的符号或颜色，来展示出其中不明白的性质，为
后续的不断补充和完善提供极大的便捷 ；然后，应将该金属对应的
化合物性质挖掘出来，同时准确标记清晰度不够的环节，最后整理
好所有的内容，不断提高思维导图的绘制质量，系统化整理好零散
的元素化合物知识，将自身在学习中的思维缺陷挖掘出来，然后对
整个思维过程展开回顾，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讨
论热情高涨，有助于实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除此之外，通过小组合作，有助于小组同学思维的相互碰撞，
满足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需求。在思维导图绘制过程中，专门人
员应对讨论内容进行详细记录，而小组各成员应勇于表达自己的意
见和想法【8】，在讨论过程中，教师也要发挥出自身的指导性角色，
在学生讨论中保持适度参与，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激发出
来，从而形成更为完善的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知识框架。

（五）学生在老师指导下绘制思维导图草图
在学习金属及其化合物内容时，所学的知识内容具有一定的

琐碎和分散化特点，这对于“思维导图”学习有着莫大的帮助。基
于此，在指导学生合理运用思维导图过程中，教师应根据钠的单质
及其化合物的学习来进行。首先，应对思维导图的形式进行详细介
绍。在课堂上，教师应先将框架图画出来，并让学生将“金属钠单
质及其化合物”这一主题挖掘出来。然后引导学生将课文中的小标
题找出来，并对小标题下的内容进行高度明确。随即展开精读，积
极整合课本中的碎片化知识，实现向关键词的顺利转变。在小组讨
论过程中，每组应推选出一名代表人，负责将关键词进行展示。钠
的思维导图草图如图 2 所示 ：

图 2   钠的思维导图草图
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叙述可知，在高中化学中，金属及其化合物教

学为重要的一大教学内容与分支，为了促进其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加强思维导图的应用势在必行，这已经成为了高中化学教师共同关
注的焦点话题之一。在思维导图的应用方面，应高度重视教师的板
书设计、学生的课后学习、课堂的小组交流等方面，使老师的教学
板书得到不断优化，从而将思维导图在学生学习效率方面的作用和
优势充分展现出来。同时，在金属及其化合物知识的教学中，思维
导图的应用，可以让课堂的学习内容得到不断巩固与强化，使学生
对金属及其化合物的核心内容“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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