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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中考评价中的应用探索
赵　晓

（濮阳市油田第一中学，河南 濮阳 457000）

摘要：思维导图是一种新颖的思维工具，不仅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还能有效帮助学生建构知识体系，促进地理学科综合思维

能力的提升。本文尝试运用思维导图，解读河南省 2020 年中考真题，总结考查内容、探寻考查方向。同时，把思维导图引入课堂，引导

学生构建地理知识体系、归纳学习方法、理清做题思路，从而助力中考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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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是一种新颖的思维工具，不仅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

兴趣，还能有效帮助学生建构知识体系，促进地理学科综合思维

能力的提升。我们一直致力于将思维导图引入地理课堂，探索培

养初中学生区域自然环境学习的有效方法。2020 年是濮阳市作为

河南省地理中考试点的第二年，对于一线地理教师而言，研究中

考试题，依据试题考查方向优化教学策略是必修课。本文尝试运

用思维导图，解读河南省 2020 年地理中考真题，助力中考高效复

习备考。

一、运用思维导图，总结考查内容

对照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考试题考查范

围涵盖“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三个方面。主

要考查内容可以用下面的思维导图归纳，这样归纳的好处是结构

完整、主干清晰、层次分明。一幅图囊括了全部考查内容，“地

球和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能力考查”为四个不同

的主干。每个主干下有隶属的分支，如“公转特点及产生现象”

属于“地球和地图”，“兰州的位置及其优越性”属于“中国地理”。

二、运用思维导图，探寻考查方向

纵观 2020 年河南中考试题的考查方向，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

三个方面：

（一）突出素养立意，培育家国情怀

本次地理中考试题以核心素养立意，从地理的角度考查对国

家政策方针的理解，引导学生关注祖国的发展，凸显思想性，培

育家国情怀。

例如，选择题第 1-2 题，以我国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员成功

登顶为背景，彰显科技进步和不畏艰险的科学探索精神，学生由

然而生民族自豪感，爱国情怀得到升华。综合题第 22 题，以贵州

正安县脱贫摘帽为背景，首先引导学生从自然环境角度，分析正

安县贫困的原因。之后分析在上海帮扶下，因地制宜发展养殖、

吉他等产业的优势及带来的影响。既是对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肯

定，也是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实

证。

（二）创设真实情境，关注生活中的地理

试题选择与地理知识联系紧密的生活素材为情境，引导学生

用学过的地理知识解释生活中的现象，养成运用地理思维学习和

思考的思维品质。注重联系近几年的热点话题，鲜活而生动，贴

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引导学生“学习身边的地理”。

例如，选择题第 16、17 题，以我国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各个省级行政区向武汉捐助物资为背景，考查发展农业的有利条

件。学生要答题首先要将这些情境转化为地理问题，用地理思维

得出结论。综合题第 24 题，模拟研学旅行，学生身临其境，考查

的是日本的自然及人文环境特点。设计的几个主题：品尝大米、

挑战滑雪场、体验沐温泉、探秘合掌造，极富生活气息，考查了

日本的农作物、气候、民居、多火山地震等核心知识。在本题中

还应用到了思维导图，建构各地理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及联系。

（三）考查学科素养，突出人地协调观

试题命题以地理素养的发展为主线，考试素材选取了不同尺

度的区域，其中即包括大尺度区域的非洲和欧洲，也有小尺度区

域的贵州，考查学生对不同尺度区域的认知。

每个题组都围绕一个主题，提供相应的图文资料。地图主要

有示意图、分布图、区域图、曲线图、柱状图、交通线图、地形图、

景观图、等高线图、漫画图等，类型多样，注重考查地理学科的

综合思维能力。大量的真实情境，突出考查学生用学到的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地理实践力。整份鲜明的思想性，突显了地理学科

的核心价值观——人地协调。

如果我们用以下思维导图来归纳考查方向，是不是更一目了

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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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用思维导图，助力中考备考

研究中考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中考备考做好助，在备考过程中，

我们也只可以用思维导图这个工具，使复习更加的高效。

（一）巧用思维导图，建构知识体系

中考试题整体难度不大，难度系数在 0.65 左右，侧重对学生

基础知识掌握能力的考查。而初中地理基础知识比较琐碎，想要

高效完成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知识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很多教

师复习备考时，注重反复记忆和大量做题，这样获得的知识是零

散的，很难建立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思维导图是一种可视化的工具，可以利用图像促进思考，将

信息量大、结构复杂的内容用图形表示出来，运用思维导图可以

将初中地理知识从概念理解到建构知识体系，以及发展规律逐层

呈现出来。利于学生发现琐碎知识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梳理

成清晰的知识网络体系，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基础知识，培育地

理思维品质。

（二）巧用思维导图，看见思维过程

地图是学习地理的基础，它是地是学科的显著特色，也是地

理知识最直观的表达，近些年的中考题也是无题不图。日常教学

中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读图习惯，运用地图分析、归纳、推理，加

深对地理现象、原理、规律的理解。地图的种类很多，有分布图、

等值线图、统计图、景观图等，各种类型的地图所承载的信息不同，

读图方法也各有特点。思维导图作为地理课堂一个很好的辅助工

具，可以把地图中呈现的繁杂信息进行汇总、分类，看见读图思

考的全过程，利于读图能力的提升。

初中地理教学中会涉及到等高线图、等降水量线图、等温线

图等等值线图的讲解。对此，学生可通过看等值线的数值大小、

看等值线的密度、看等值线的弯曲方向、看等值线的局部小范围

闭合等值线的数值、等值线图中特殊的地方判断等值线图，即“五

看法”。

一看等值线的数值大小。

二根据等值线的密度判断。以等高线为例，等高线越密集，

坡度越陡；而等温线则是越密集，温差越大。

三根据等值线的弯曲方向判断。等温线弯曲遵循“高高低低”

的规律；等高线弯向数值较大的地方，则此处为山谷，若弯向数

值较小，则此地为山脊。

四根据等值线的局部小范围闭合等值线的数值判断。

五根据等值线图中特殊的地方判断。以等高线图为例，若存

在几条线交会的情况，则可判断此处为陡崖。如此繁多的文字，

我们可以用思维导图把这种思维过程一一呈现出来，繁琐的读图

过程条理化、可视化，便于学生掌握。

地理是一门综合性比较强的学科，需要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

力。只有把地图中的地理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梳

理清楚，才能灵活运用到实际问题中，思维导图这种可视化工具

就展现了其独到的魅力。

三、巧用思维导图，规范解题思路

要想地理中考取得好成绩，掌握做题规范很重要。一是做题

思路要清晰，二是语言表述要规范。很多学生做题时，没有认真

思考就下笔，出现“心中有，笔下无”的失误。如果用思维导图

把解题思路图形化，就能在学生脑海中形成深刻的印象，利于规

范做题。例如根据某区域地形图描述地形特征，要从哪些方面描

述？用哪些语言描述？下面的思维导图简明扼要，层次清晰，方

便学生掌握。

提纲挈领的思维导图解读中考试题，方便教师对考查方向和

内容的分析、归纳；图文并茂的思维导图用于地理学习，从多个

感官刺激学生，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迁移、理解和应用；脉络清晰

的思维导图用于规范作题，可以梳理层次，引导，培育学科关键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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