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

2022 年第 4 卷第 5 期

教育论坛

教法天地

论思维导图在小学数学复习课中的运用
黄丽娜

（漳州市平和县秀峰中心小学，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近年来，思维导图作为一个有效的思维工具也越来越被人所关注，并应用在了各行各业，在小学数学复习课中导入的思维导图，

不但可以让学习者更有效地梳理学习重难点内容，还可以培养小学生数学思维能力，并使得小学数学复习的效果也明显地提高。本章在

阐述思维导图重要性的基础上对其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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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复习是小学数学课程中的重要部分，复习有助于学生

巩固所学基本知识，整理知识结构，从而推动学生数学思维能

力的发展，也是教师提高课堂效率，补充课堂教学不足，提升

教学质量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然而，不少数学教师都感

叹复习课比一般课程难上，因为相比于新课，数学复习课就好

比是“炒冷饭”，没有新鲜感，学生认为是已学过内容，上课

也没有积极性。如何将学生以往学习的知识点，用全新的方式

加以总结、概括，使新旧知识点之间能够良好地相互连接，使

学生在重复的过程中通过改进知识认知达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

这是亟需破解的难题。

一、思维导图概述

思维导图是根据人类左右脑分工不同原则而制定的，它首先

由英国心理学家东尼博赞所提出。一般来说，人的左右脑开发并

不平衡。而思维导图则运用人类左右脑的基本机制，运用记住、

读写、思考的规则，帮助人类思维在科技与艺术、逻辑与想象之

间均衡地发挥，进而启动人类头脑的无穷创造力。所以简单地说，

思维导图就是一个可以把人类思考表象化的方式。思维导图利用

了图文并重的技法，将各个主体内容的相互关联用相互隶属和关

联的层次图形显示了起来，将主体内容和图形、色彩等形成了记

忆链接。思维导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引进，并逐步被广大民众所

认识，并应用在各行各业里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小学数学复习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不高

小学生本身年龄比较小，其智能水平和逻辑思维还没有完善，

比较容易接受直观性的知识。但对较为复杂枯燥的知识内容，很

容易产生抵触的心理，导致学习积极性下降。如果老师没有加强

引导，或不够重视传授学习的方法和技巧，学生的学习就会越来

越困难，久而久之失去探究的兴趣。

（二）教师的教学方法存在问题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教师更关注的是学生的考试分数，

在数学复习教学中老师总是怕把自己的基础知识点讲得不够全面，

影响学生考试答题，于是老师总会事无巨细地按照传统方式把所

有的知识点内容，让学生完完整整地记录了下来，但这样填鸭式

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只是被动地接触知识，学生长此以往对数学复

习就会慢慢没有了兴趣。同时，在复习中，教师更加重视的是学

生的复习结果，较少对学生学习的过程进行关注，自然不能及时

发现自己教学过程中的问题，也无法针对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实

施针对性地引导，整体的复习效果并不理想。

（三）碎片化的复习难以构建知识体系

复习课往往是对一阶段学习的内容进行总结，一般是一整个

单元或是一个模块的内容，知识点多且繁杂，教师只能一一详细

讲解，这种碎片化的教学大大增加了学生复习的难度，碎片化的

学习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学得不通透，学生盲目地吸取大量的知识

与信息，记不住就反复记，但这种扩充知识并不能引发思考，导

致学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是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不利

于对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

三、关于小学数学复习课中的思维导图的重要性

在小学数学的复习课程中引入思维导图，可以使课堂教学效

果得到明显提高，通过思维导图的建立，小学生可以切实投入到

复习课堂的全过程，从而丰富了学习框架，弥补认识盲区，可以

自主建立认识网络，从而为今后的学习寻找新方向。

（一）让小学生自主构建知识结构

如前所述，在以往的复习课中老师占主导地位，老师把所有

单元的教学内容都提前整理好，然后老师填鸭式地硬塞给每个学

生，而每个学生则只能被动地接触和死记硬背。这样枯燥的复习

方法，对绝大部分学习者来说缺乏兴趣，效益又很低下，因此难

以达到复习课的教学目的。把思维导图重新带入小学数学复习课

中，也就是把复习教学的主动权重新交给学生，让学生能开动脑

筋独立自主地复习。教学上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手里的纸

和笔，自行对学习知识点加以整合，找出他们的联系，自己完成

思维导图的绘画。在这过程中，他们可以得到自主思考和活动的

时间。因为思路导图是发散式的，并没有一定的模板，所以学习

者的思路也就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能够在思维导图上发挥自己

的特点，把最适合于自身状况的思维导图绘制出来。比如，学生

能够选用了树状图、流程图、气泡图形、桥形图等各种形式，在

基础知识点中也可以画上自己最喜爱的色彩，以显示区别。在绘

制思维导图的过程中学生手脑并用，体验到了思考与动手的乐趣，

从而有效提炼出了自身的认识盲区以便于进行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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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助于学生自主查缺补漏

在以往的小学数学复习课上，多是由老师的介绍、分析，因

此学生并不能完全了解自己对学习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思维导图

能够让学习者可以对自身的知识点理解与把握有一种具体的了解。

比如，多名同学合作绘制思维导图，学生能够把自己的思维导图

与其他同学的思维导图加以对比，直接地发现认知结构与知识点

把握方面的不足，从而对自身的思维导图加以改进。

（三）有助于教师增进对学生的了解，开展针对性教学。

老师还可利用为学生绘制的思维导图对学生的掌握状况有更

深入的认识，以便制定好复习课程的重点难点，这样复习课程就

具有了良好的针对性，复习效果也就大大提高了。

（四）有利于提升小学生上复习课的积极性

在以往的数学复习课上，学生总是处在被动地位，作为课堂

教学的“参与者”而不是“构建者”，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也

会让他们形成心理依赖性，从而不利于今后的数学复习。另一方

面也大大打击了学生复习课的积极性。把思维导图融入小学数学

的复习课中，就能很好打破这种僵局。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可

以自主地对脑海中零碎的知识点加以重塑，并发现知识点间的联

系，对知识点加以重新排列，进而构造出一个全新的思维导图。

这可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法，化被动为主动，让学生都成为一个

积极主动、个性突出的学习个体。

四、如何利用思维导图构建高效复习课堂

将思维导图导入小学数学复习课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

如何有效利用思维导图构建复习课堂却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总

结起来，需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去把握。

（一）课前布置，提前绘制。

仅运用课堂的四十分钟学习时间来建立和解析思维导图显然

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老师必须要在上课前提前布置好该节课上

的思维导图绘制，并要求学生借助现有的基础知识提前完成思维

导图的制作。如此，充分调动起使用者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还有利

于使用者对自身已了解的主要知识点进行查缺补漏，便于在上课

时间进行补充和完善。

（二）课中小组探究，教师补充。

课前的准备是为了便于教师复习课堂的下一步开展。这时候，

复习课堂主要分两步走，一是先进行小组探究，二是教师进行补

充。分组合作是现行新课程中提倡的一种教学模式，在授课期间，

教师可把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并注意各组成员中有不同的学习

者组成，在组内学习者间开展思维导图的交流和互动性，通过共

享彼此的思维导图，并交流绘制经验，在生生互动中集思广益，

并经过质疑、探究和补充对思维导图加以改进和总结，从而提高

学生的绘画与创造力。在这样的教学互动环境中，学生可以有效

地找到存在的漏洞，梳理知识脉络的同时有效地把握关键点。通

过合作交流，系统整理，梳理构建知识网络。

通过互动与交流而绘制的思维导图也并不全部是合理而完整

的，这就必须在课堂上加以弥补，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绘制一种

更加“规范”的思维导图供学生借鉴，这种参考形式既可以按照

老师在讲解知识点内容时的时间先后顺序加以绘画，也可按照知

识点内容从易到难的逻辑次序绘画，但不管哪种形式都需要同时

符合所有的知识点。在教学绘制过程中，为使学生能够积极地参

与其中，并积极开动脑筋，老师可在课件中完成供参考的思维导

图之后，在黑板上只绘出大的分支内容，而细枝部分则可采用提

问的方法给学生加以补充，并利用学生的表现来掌握班级整体复

习状况，以便教师通过学情分析调节讲授方法和调整授课时间。

例如在六年级下册比与比例的复习课中，老师可在黑板上写下比、

比例二大板块，让学生根据所学知识补充相关的知识点，同时教

师还指导学生从比与比例的价值、特点、运用等入手，并根据学

生自己的思维导图弥补黑板上的错误。并同时要求学生，在黑板

上发现了学生的思维导图中缺乏的东西之后，就必须用其他颜色

的笔给学生自己的思维导图加以补足。通过学生对思维导图的补

充情况，可以了解学生知识点的薄弱环节，并通过老师再次讲解，

对学生所学知识加以巩固。

（三）课后巩固，提升效率

通过在教学上的补充与提高，一堂复习课程可以顺利完成。

每位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知识掌握程度和知识系统结构情况，得

到一个反映了自己实际掌握情况的思维导图，思维导图上标明了

自己的薄弱环节和学习盲点，这样在下一个的知识点回顾中，就

可以更快更有效地展开学习复习，另外，教师也可以建议学生将

每个单元内容所描绘的思维导图装订成册，到期末的学习复习时

候，这个思维导图汇集册也可以极大地减少复习时间，哪怕不用

翻书就可以大致掌握所有的知识点内容。由此可见，思维导图的

出现使数学复习课更加有效与简单。

综上所述，通过把思维导图带入小学数学的复习课中，有利

于调动学主动性，从而充分调动了小学生学习复习欲望，他们在

绘画思维导图的进程中还有助于对学习重难点内容加以总结强化，

从而提升复习的效率，因此思维导图在复习课教学中是值得推广

的。

参考文献：

[1] 曹靖 . 浅谈思维导图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J]. 中国校

外教育 . 中国校外教育，2016（04）：60.

[2] 蒋璐 . 利用“思维导图”提高小学数学复习实效的教学策

略 [J]. 数学学习与研究，2015（18）：113.

[3]张艳 .例谈思维导图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运用[J] .学周刊，

2014（34）：113

[4] 诸红霞 . 思维导图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J]. 求知导刊，

2018（22）：71-72.

 【注：本文系漳州市平和县小学、幼儿园教育科研课题

“思维导图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运用研究”成果（课题编号：

PHXXJYKT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