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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思维导图优势，提高高中生物课堂教学效果
李　荔

（福建省福州市文博中学，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生物学是一门实验学科，研究内容与人类生活密切联系，并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物学研究主题时间跨度较大，研

究问题多种多样，因此生物学家要学习各个领域的知识，既要懂得历史、地理内容，也要了解物理、化学方法。相较于生物学研究，高

中生物课则简单很多，内容也比较基础，但因为缺乏实际探究经验，学生只能通过想象来理解生物知识，但生物学概念本身比较抽象，

而且生物课本知识点很多，学生需要理解并记忆大量的生物学知识，如果教师没有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学生就很容易淹没在复杂抽象

的生物知识中。而且生物知识较为散碎，需要学生用思维将其串联起来，因此教师可以利用思维导图开展生物课教学，从而增强学生对

生物知识点的理解。本文就如何发挥思维导图优势，提高高中生物课堂教学效果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供一些具体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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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是托尼·巴赞创造的一种激发发散性思维的工具，

一经推出就被应用到记录、头脑风暴、分析展示等商务工作当中，

并且多数人表示使用效果很好，因此高中生物教师可以将其应用

到课堂教学中，提高生物教学效率。

思维导图以脑科学理论为支撑，涵盖了全脑概念的思维指导，

包括左脑的逻辑和右脑的想象，因为要刺激大脑中的各个区域，

思维导图的表现形式较为丰富，有词组、短语、代码、图形、色

彩等，这些形式围绕一个中心点以树状图形式向四周展开，可以

让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从而进行发散性思考。

教师也可以指导学生按生物课本架构制作思维导图，这样有

助于学生对所学生物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并将各部分内容之间的

联系用思维导图结构化地表现出来，会极大提高学生记笔记的效

率和学习效率，思维导图也有助于让学生养成科学分类的思考习

惯，以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待生物教材各单元的内容。

一、思维导图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优势

（一）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网络 

高中生物知识较为零散，思维导图可以以较为简单的方式帮

助学生建立起生物知识网络，因为学生在制作过程中时会把零散

的生物知识串联起来，思考知识间的联系和逻辑关系，从而构建

成系统的知识网络。

学生在构建知识网络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归纳和总结，从而

探究生物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法，这样学生在面对各种生物知识时，

都能将其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内，并在面对各种生物问题时，都

可以利用知识网络去分析问题，从而解决问题。 

（二）纠正学生对生物概念的认知偏差 

科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具有一定的理解门槛，尤其适当

学生理解生物术语和生物概念时，很容易将生物含义理解成普通

含义，导致对概念或术语认识不清，而在高中生物的教学工作中

应用思维导图，可以有效纠正学生的认知偏差。

因为学生在制作思维导图的过程中，会尝试弄清每一个概念，

并会针对想要理解的概念搜集大量资料，这样就可以从不同语境

和背景中理解生物概念或术语。

学生在利用思维导图进行知识梳理或复习时，也会查漏补缺，

对比知识点的不同应用场景，从而更好理解生物概念。教师也可

以检查学生绘制的思维导图，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对概念

的认识水平，对概念认识不清的学生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理

清概念。

（三）增强学生团队合作的意识 

高中生具有较强的社交意识，但因为繁重的学业和紧张的学

习时间，学生之间没有太多合作机会，因此教师可以给学生分组，

让几个学生一组分工合作完成，从而提升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当然，教师也应对小组合作制作的思维导图有更高的要求，

比如要求学生查阅更多的资料、涉及更广泛的知识面、探讨更深

刻的主题等，这样不但有助于学生进一步地理解生物知识，也加

强了学生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学生之间的思想碰撞。学生在头脑

风暴时也会讨论知识点，相互交流各自对生物知识的理解，并且

会相互评价和指导，有助于学生间的相互提高，也有助于提升学

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自主思考意识。

二、思维导图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一）预习环节应用思维导图，提高学生预习效率

高中生物课内容较多且不容易理解，教师在课堂教学时不可

能讲到每一个知识点，也不可能对每一个知识点进行详细讲解，

因此生物课的课前预习十分重要。

很多学生认为预习就是提前看一遍课本，熟悉教材中的知识

点和概念，这种预习观念是不正确的，教师要及时予以纠正，并

指导学生利用思维导图来预习生物课内容，具体方式就是让学生

拆解所学内容的知识点，按照自己的理解逻辑和知识点之间的客

观联系，然后将其结构化和系统化，并用思维导图将内容展示出来，

这样学生可以利用思维导图大致梳理生物课上要学内容，并在逻

辑分析之后产生自己的理解和问题，并且可以在课堂上提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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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想到的问题与同学和老师分享。

思维导图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预习兴趣，而教师也可以通过

查看学生完成的导图具体了解学生的预习效果。学生的导图作品

还可应用到课堂教学中，让学生之间相互交换自己制作的思维导

图，这样每个学生都能了解他人看待同一生物知识的角度和思路，

从而扩展自己的生物知识面，并以另一种方式理解生物课内容。

例如，在教授《生物的进化》一章时，我就让学生在预习时

利用纸笔简单画出思维导图，当然我会提前告知学生具体形式和

绘制方法，然后向学生强调逻辑性和想象力，这样学生就会像画

画一样积极绘制。当我查看学生绘制的思维导图时，发现有的学

生根据课本章节内容制作；有的学生根据生物进化理论的历史发

展制作；有的学生根据不同物种的进化特征制作，每个人的想法

都不一样，对生物概念和生物理论的看法也都不一样，但都是学

生根据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制作出来的，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因

此教师可以将学生制作的思维导图收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

思维导图资源库，这样学生之间就可以相互传阅、相互学习别人

的理解角度，既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又让学生学到了更多的

生物知识，也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利用多媒体技术，形象展示教学内容

不同的信息需要用到不同的展示形式，也只有采用合适的展

示形式，信息才会更快更容易让人理解，文本、图片、视频和动

画四种基本的信息展示形式，每一种都有其使用场景。

高中生物教师在生物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扩展

教学内容的展示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示教学内容和思维导图内容。

生物课的信息量较大，知识点密集，教师如果不对知识点进行梳理，

学生就会不知道所学知识的轻重点，所以教师一般会根据教学内

容准备多张思维导图，并且会发挥自身创造力，制作图片形式、

视频形式和动画形式的思维导图，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出来。

因为多媒体技术的多样性和可操作性，激发了教师的创造力，

并将其应用到教学当中，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展示方式，可

以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可以对课堂教学内容形成系统

认知，并对生物知识产生深刻理解，从而强化自身学习效果。

例如，在教授《基因突变及其他变异》一章时，每一节的教

学内容我都会配备几张思维导图，并且还从网上搜集到一些教学

视频和动画，用超链接的方式将其链接到每个节点上，这样当我

讲解思维导图时，点击超链接就可以跳转到相关连的资料页面，

学生就可以通过视频或动画快速理解生物概念和理论，从而感受

到生物知识新鲜感。在每节课结束时，我还会带学生一起制作思

维导图，让学生根据所学内容梳理出大致框架，然后我和学生一

起选定一个中心点，再从这个中心点依次向外扩展生物知识，带

领学生系统理解生物知识，并探讨思维导图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

系，让学生根据逻辑关系理解生物概念和理论，这样学生才会边

思考边理解生物知识，并对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推断产生基

本认知。多媒体技术极大丰富了思维导图的展现形式，高中生物

教师应主动发挥自身想象力，将多媒体技术与思维导图结合起来，

创新展现形式，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思维导图贯穿实验教学，提升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

生物实验是学生理解生物概念的最佳方法，许多高中生物教

师也会带学生做生物实验，但部分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对实验步骤

理解不清，导致在做实验时手忙脚乱，也有学生能够跟上教师的

教学步骤，但做实验时一直心不在焉，做完实验后对生物概念或

理论也没有什么深入了解，这是因为学生对实验目的理解不清。

因此，教师可以在实验教学中带领学生在实验课前制作生物

实验思维导图，将实验目的、实验方法、实验步骤、实验原理展

示出来，这样学生就会对整个实验过程了然于胸，并会有针对性

地探究实验内容，解决自己对于生物概念的困惑。这也有助于减

轻教师的教学压力，教师不必再一步一步指导学生实验，而是可

以给予学生自主权，让学生独立实验、独立探索，从而激发学生

的创造力，提高学生的主动思考能力，也会让学生在做实验时注

意力更加集中。

例如，在教授《分子与细胞》一章时，我会带学生做检测生

物组织蛋白质或脂肪含量的实验，这种实验较为简单，但部分学

生就是粗心大意，导致测出来的实验数据不准。因此我就在实验

课之前的理论课上，带学生一起制作实验思维导图，这样学生就

可以清晰了解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并对实验探究的意义和效果

进行了深入思考，教师也有时间从理论或实验内涵方面去指导学

生，不光让学生掌握了实验方法，还培养了学生的实验思维。这

样学生在日后遇到生物问题或较为复杂的生物概念时，就会想到

利用实验导图进行解决或理解。

三、结语

生物是高中重点教学内容，生物知识也是学生应该了解的基

础知识，这是因为生物与地球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但生物知识

理解起来具有难度。教师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应用思维导图，有效

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也减轻了自身教学负担，从而有时间给予

学生方法论的指导，并让学生对生物知识有了全面系统的理解，

学生也通过思维导图掌握了学习生物知识的方法和思考逻辑，增

强了对生物概念和生物理论的理解，并能将生物实验与理论结合

起来，更加清晰立体地理解生物教学内容，从而提高了自身的学

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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