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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让学生以实习岗位作为

今后就业的切入点，让学校增加就业率，也让学生能够尽快的适

应专业的工作岗位，学以致用，同时也为企业开辟了一条人才培

养的道路。学校和企业合作是三方共赢的合作模式，拥有共同发

展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打破了社会上学生的“毕业即失业”的

社会现状。林百欣科技中专在 2018 年 1 月，举行了校企合作总结

暨企业冠名班师生表彰大会。在本次大会上，吴瑞忠副校长为获

奖师生颁奖，为优秀教师和获奖学生颁发了努力和优秀的证明。

中国联通汕头分公司、汕头花园宾馆管理公司、广东安之伴事业

有限公司、汕头超声显示器有限公司等企业表示，对校企合作进

行了大力支持，加大了校企合作的办学力度，为在校学生提供了

实训的平台和就业的机会。林百欣科技中专意在培养学生的工匠

精神，关注学生的个性和品德的培养，培养学生的行为习惯，强

化学生的创新意识。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让

学生有创新思维发展，林百欣科技中专为学生搭建了实训的平台，

并增加了实训的配套设施，让学生在实际训练中得到真正的技术。

职业院校的学生在通过学习专业的技能外，还需要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林百欣科技中专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外，加强学生的职业

道德修养，让学生拥有良好的品行，是学校办学的目标。

三、结语

学校科研的目的是为了让教学能够得到有效的应用，促进教

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的综合能力水平的提高。教学监控也是为了

让学生能够通过学习的有效监控，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并能够

在校企合作的模式下，进行更好地理论与实践结合，让学生能够

在企业实习过程中体验到社会工作的真实性，同时也能让学生在

学业完成后从事本专业行业，让企业也能够得到专业型人才，这

也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促进了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满足了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求。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是需要满足社会

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将理论与实际进行

有效的结合，实现十九大报告中教育兴国的蓝图。

林百欣科技中专的教育目的就是为社会培养大批的实用型人

才，职业教育就是要精准发力，学校的教育要具有工匠精神，培

养的学生也要具有一定的工匠精神。林百欣科技中专在与时俱进

的职教改革之旅上，坚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信念，用文化理

念侵润学生人生，强化技能训练，为学生打造踏踏实实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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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小学信息课中的应用研究
尹立全

（东城街道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广东 东莞 510054）

摘要：思维导图是一种具有放射性和思考性双重特点的具体化学习工具。通过对日常教学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运用思维导图进

行教学实践开展专题式应用研究，提高我街道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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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概念

思维导图是在19世纪60年代被英国学者托尼·博赞发明的。

思维导图（MindMap）又称心智图，思维导图是一种具有放射性

和思考性双重特点的具体化学习方法，“思维导图是放射性思维

的表达，因此也是人类思维的自然功能。”它作为有效表达放射

性思维的图形工具，能以简单却又高效的方式快速激发大脑的潜

力。

二、背景意义

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通知》

和《中小学生信息技术指导纲要（试行）》两份纲领性文件，将

信息技术列为中小学阶段的必修课程，从而提高我国中小学生的

信息素养。但是在我国小学的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

兴趣很难得到启发，教学方式落后、效率偏低等问题一直困扰着

小学信息技术教师。为了提高信息技术课堂效率，通过开展专题

式视导活动，开展思维导图在小学信息课中的应用研究。

三、现状述评

英国和新加坡已经把思维导图作为国民中小学的必修课程。

美国学校的教师已经利用思维导图的方法进行教案设计。哈佛大

学、剑桥大学也将思维导图这种思维工具引入了教学中。韩国、

日本、德国等国家也已经研究和探索如何有效地将思维导图运用

到教育教学中去。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我国关于思维导图的研究与应用相对国

外起步较晚，并且大部分的案例和策略均针对初中和高中的学生，

小学阶段的应用研究相对匮乏。由此得出，目前在小学阶段利用

思维导图进行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的经验相对不足，正是我们急需

研究的方向。

四、问题分析

（一）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方式落后

在传统的小学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一般是教师借助多媒体，

一边为学生进行讲解，一边操作，这样教师的大部分精力会放到

讲解课程方面，对于学生的管控和启发相对薄弱。还有部分教师

在教学的过程中，仍然采取满堂灌的说教式教学方法，如此单一

守旧的教学，学生会感觉十分枯燥，无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

对于新课程标准提出的信息素养目标更是置若罔闻。

（二）学生的学习认识与兴趣不高

现阶段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考核和评价体系严重缺失，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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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是简单地通过验收课来评定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成果，

所以在小学阶段的信息技术课程，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业考试

压力，所以学生觉得该学科无足轻重，因此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学

习兴趣有限。还有一些学生误的认为，信息技术课程就是单纯地

学习一些计算机知识，随着人民生活的提升，电脑只是一件家里

的常用电器，这种肤浅的学科认知使学生意识不到信息技术课程

的重要性，单纯认为电脑只是一件玩物而已。

五、应用探究

（一）利用思维导图解决教师教的问题

信息技术核素养的深层知识较为繁杂，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

设计的过程中，往往也无法很好的进行备课。所以在进行教学设

计的过程中，教师同样可以借助思维导图来进行备课，树立自己

的教学思路，将所要讲解的知识与信息素养进行良好的整合，不

再局限传统备课模式，使教学更加完善。例如，教学粤教版小学

信息技术B版（第二册下）第9课《制作“东莞风情游”导览图》，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大纲以及学生的认知设定合理的教学目标，以

教学目标为导向，利用思维导图进行课程的设计。根据以下教学

思路进行教学设计，教师的教学过程相当清晰。

通过梳理教学要点指导教学设计，可以使教师更加明确自己

的教学目标，以目标为导向展开教学活动。

（二）利用思维导图解决学生学的问题

1. 利用思维导图强化学生操作技能

在小学阶段的信息技术教学，于信息技术的认知以及操作技

能的培养占据很重比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借助思

维导图的优势，让学生进行操作技能要点的梳理，引导学生对课

本中的知识进行自主的分析与实践，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教师先让学生明确自己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再将操作技能和

步骤分为若干小模块，利用这样的模式，学生的学习思路更清晰，

对知识和操作要领了然于胸。例如，在学习粤教版小学信息技术

B 版（第二册上）第 7 课《制作个人名片》这一课时，学生可以

设计以下思维导图：

2. 利用思维导图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

利用思维导图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要善于从教学和生活中捕

捉能激发学生创造欲望、为他们提供一个能充分发挥想象力的空

间与契机，让他们也有机会“异想天开”，心驰神往。要知道，

奇思妙想是产生创造力的不竭源泉。在寻求“唯一正确答案”的

影响下，学生往往是受教育越多，思维越单一，想象力也越有限。

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的潜在因素，在课堂上启发学生，

展开丰富合理地想象，对作品进行再创造。

例如，在学习粤教版小学信息技术第三册上 B 版第 12 课《综

合活动：飞机大战》时，教师引导借助思维导图进行发散思维培养，

让学生根据掌握的知识点进行主题创作，如下图学生基于相同的

原理创作出由飞机大战演变出其他主题的作品，这就是运用思维

导图培养发散性思维的魅力所在。

六、总结策略

（一）思维导图在小学信息技术课程中的教学策略

1. 借助思维导图进行预习

在信息技术的学习过程中，预习是一个有效的学习习惯。但

是传统预习方法只是看书，并未对课本的内容进行思考，预习效

果并不理想。所以教师可以借助思维导图，来让学生进行预习。

在预习的过程中，让学生自行制定思维导图，将自己学到的知识，

和不懂的问题都在思维导图上进行显示，在上课之前，将思维导

图上交到教师。教师通过批阅学生的思维导图，来对学生的预习

成果进行判断，在上课过程中，利用更多的时间来为学生讲解在

预习中遇到的问题。

2. 利用思维导图进行复习

复习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一段时期的学习成果进行

排查漏补缺和温故知新。为了摆脱传统复习模式“知识点整理—

题型练习—教师点评”的弊端，在复习课中利用思维导图辅助教

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利用“思维导图”在学生脑海

中对学过的知识构建成一个系统的知识网络，理清知识间的联系，

把复习课的课堂还给学生，提高复习效率和效果。

（二）思维导图在小学信息技术课程中的教学评价策略

在小学阶段的教学过程中，学生认为教师的评价是最权威的，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及时的评价。在评价的过

程中，思维导图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依据。教师可以通过学生思

维导图的卷面整洁度、条理清晰度，以及知识点的完整度来判断

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态度。在评价过程中，教师要及时表扬思

维导图做得好的学生，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对于思维导图不完善

的学生，教师可以为其提出修改意见，确保学生可以及时改正，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通过在我街道开展基于思维导图在小学信息课中的应用研究

专题式视导活动，教师们已经能较为熟练地在教学设计、实施、

评价和反思等方面运用上思维导图完善自己的教学，提高了课堂

效率；学生运用思维导图进行预习、学习和复习，其逻辑思维和

发散思维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接下来我们将更深入地把思维导

图与学科整合得更紧密，收获最大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