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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教学中思维导图教学策略构建与应用的研究
叶丽娜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惠中学，内蒙古 赤峰 024300）

摘要：在新课改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高中生物教师越发重视新型教学方式的运用，旨在提升生物教学的有效性，强化学生生物素

养的培育。生物作为一门自然学科，其与生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教师应善于运用思维导图法，建立学生完善的生物知识结构体系，

从而使其对生物知识有一个更为系统性、整体性的认知。本文从教师教学理念、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阐述，针对高中生物教学中思维导

图教学策略构建与应用展开了以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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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的突出特点是图文并重，将抽象的知识更为形象化

地呈现在学生面前，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找到生物学习的规律，

提升他们的思维品质以及实际学习效率。高中生物教师在运用思

维导图法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思维导

图，在学生自主学习环节利用思维导图，在学生复习的过程中利

用思维导图等，从而更好地优化生物教学结构，达到培育学生生

物核心素养的效果。

一、转变教师教学观念，强化对思维导图的重视

高中生物教学中注重思维导图的运用，首先需要教师转变自

身的教学理念，在认识到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采用思维导图

强化他们对知识的记忆。思维导图这一教学理念在课堂中的渗透，

能够有效拓展并发散学生的思维，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

局面，基于此，高中生物教师应强化对思维导图教学法的重视程度。

首先，在课前环节，教师应深入研读生物教材内容，在明确教学

内容的基础上，设计思维导图的应用形式，这样能够增加课堂教

学的针对性；其次，在课堂授课环节，教师应鼓励学生制作自己

的思维导图，让他们结合自身的基础知识和认知水平应用思维导

图，从而大大提升他们的课堂听课效率。

例如，我们在讲《糖类的种类和功能》这一内容时，在课前

环节，笔者为学生制作思维导图，使其了解细胞中的生物大分子，

以及生物大分子的基本骨架是什么等内容。在思维导图上标记了

相应的功能。这样学生便能够对本节课的学习内容有一个清晰的

脉络，更好地跟上教师的课堂教学节奏，提升他们的学习效率。

二、注重学生思维发展，完善学生生物知识体系

生物这门自然学科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学生

拥有发散性的思维和创新能力。这些都需要教师采用思维导图的

形式，让学生将零散的知识系统化，帮助他们构建完善的生物知

识体系。教师可以按照教材的章节分布，将知识点串联起来，这

样学生学习起来就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目标，能够对所学只是有

一个更为完整的认知，进而才能更加牢固地记忆。另外，在一节

课结束之后，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梳理，引导学生

自主制作思维导图，这样能够针对性地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

为后续的复习指明了方向。

例如，关于《细胞增殖、分化、衰老和凋亡》这一内容的学习，

每一章节有不同的学习内容。在学习完这一章节之后，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一边回忆课堂讲解内容一边绘制思维导图，结合自己的

理解，将细胞的这四种关系联系起来。这样一来，一方面给予了

学生足够的自主思考时间，锻炼他们的发散性思维能力，另一方

面还帮助他们巩固知识点，及时查漏补缺，更加系统化地掌握所

学知识。

三、注重零散知识整合，改善学生生物学习方式

高中生物知识比较零散，关于重难点的学习学生很难牢固把

握。然而，思维导图具有整体连接性与系统归类性，能够将零散

的知识聚合，帮助学生系统性地消化和理解。首先，教师应结合

每位学生的生物基础知识，针对性地找出他们的知识漏洞和学习

盲区，进而引导在思维导图上进行颜色标记，强调某一知识的重

要性；其次，教师将学生难以把握或者容易忽视的零散知识串联

起来，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最后，在指导学生绘制思维导图的过

程中，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使其摒弃传统机械式记忆的方法，

采用主动探究、与人合作、师生交流等方式，解答学习中存在的

各种疑惑，进而提升他们的自主学习效率，增强他们生物学习的

自信心。

例如，在学习《基因的分离定律》这一内容是，首先需要让

学生了解孟德尔遗传实验的整个过程，让他们一时到分离定律的

重要性。之后，引导学生思考“分离定律的应用领域都有哪些”

这一问题，学生在思考和探究的过程中，会以此知识点为中心进

行发散，引申出更多零散的知识点，这样能够有效提升他们的思

维水平，而且优化他们的生物学习方式，对于其生物学习效率的

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四、结语

总之，新时期下，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其在

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能够更好地将生物知识整合起来，使得

学生的生物知识体系更加系统化、明晰化。教师通过转变教师教

学观念，强化对思维导图的重视；注重学生思维发展，完善学生

生物知识体系；注重零散知识整合，改善学生生物学习方式，从

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达成核心素养的培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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