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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定教 以图导学”教学模式在高三二轮中的应用
宋正路

（微山县第一中学　山东　济宁　277600）

“以图定教，以图导学”教学模式是思维导图在高中生物

教学研究与应用课题中，尝试将思维导图应用于高三二轮生物

学科复习课堂教学 , 构建新的课堂教学模式。通过对复习课教

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试图提升学生的课堂效率和学习效果，

实现课堂教学与新的高考评价体系对接。

1 研读评价体系，决定课堂教学方向

2020 年 1 月 8 日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布的《中国高考评价体

系》，迎来“后考试大纲时代”。是中国考试战线推动学科命

题标准化、科学化，实现考试现代化的里程碑式举措，将在考

试内容创新、学科测量变革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给未来山东

新高考、生物学科教学带来极大冲击。《中国高考评价体系》

的主要内容，主要由“一核”、“四层”、“四翼”三部分内

容组成。“一核”为核心功能，即“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

导教学”，是对素质教育中高考核心功能的概括，回答“为什么考”

的问题；“四层”为考查内容，即“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

键能力、必备知识”，是素质教育目标在高考中的提炼，回答“考

什么”的问题；

“四翼”为考查要求，即“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

是素质教育的评价维度在高考中的体现，回答“怎么考”的问题。

其中“一核”中核心功能包含了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作

为我们课题组思考的是将“为什么考”“考什么”“怎么考”

转变为课堂上“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

基于以上思考，瞄准“一核四层四翼”的高考指向，按照

学校提出“专题复习，系统训练”的总规划，课题组要科学

设置课堂程序，试图借助思维导图查漏补缺、巩固基础，网

络整合、完善体系、规范训练、综合提升，实现学生必备知

识的重点落实和真实情境下解决问题的关键能力的提高，进

而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和核心价值，达到综合性、应用型、

创新性的要求。

2 立足素能实际，分析课堂实施条件

每年的三月份，高三一轮复习业已完成，学生对高中生物

知识有了整体性认识；高三同学大多乐于合作学习、善于交流，

都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和空间想象能力；尤其经过三年的绘图

训练，同学们具备了一定的色彩和图形基础，拥有了构建思维

导图的常识。同时，高三教师课堂驾驭能力普遍较高，能对专

题知识能有效整合，善于利用思维导图从整体与局部的方向分

析问题，强于在小组合作中指引和交流，也为本课堂模式的实

施提供较好的条件。

3 巧借图形变换，科学实施课堂流程

基于以上师生条件，课题组依据高考评价体系，初步将“以

图定教，以图导学”课堂教学分为：课前自构与互构，课中互

构与重构，课后重构与再构三个阶段进行。具体为：

3.1 课前自构与互构框架图

以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为主的细胞代谢等内容是高考的热

点，我们课题组把基础性的知识梳理与自主回顾放在课前处理。

课前各小组成员根据自己的已有的知识和认知构建自主构建框

架图草图，重现所学知识。然后学习小组参考历年高考考点的

分布和自己在练习中积累的经验，可以将每个人的思维导图进

行讨论和合并，再加入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创意。

3.2 课中互构与重构精细图

对高考评价体系中，综合性的要求将放在课中实现。

课堂导入阶段，任课教师可将不同小组、不同风格的、不

同构思、不同呈现方式的框架图中找出共同点，目标是达成涵

盖全班各小组智慧的框架图，以此作为本节课的学习的起始点。

在课堂探究阶段中，教师要引导同学们利用框架图中的联

想到一个知识点进行类比迁移、延伸拓展，分析推理。而后，

师生课对一些知识点可以选择一些典型高考题作为例证进行练

习，目的是帮助学生以点带面加深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

以这种形式师生共同在已有的框架图的基础上进行精细化构图，

完善构建出一个新的“精细图”。多次重复上述过程，进而完

成知识网络的构建。

在课中实施环节中，课题组注意到并不是每一小组构建的

思维导图都能按照教师的预定的思维方向发展，这时候就要求

教师发现不同思维导图的优点，及时批阅点评。对于不同小组

的创新之处，要不失时机的给予鼓励，鼓励创新思维的发展。

一节课的最后，全体师生共同收获一幅具有班级特色的“精

细图”。

3.3 课后重构与再构凝练图

课中环节虽然已经完成，但是学生继续对“精细图”的提

升和凝练依然没有停止，课堂教学从课中延伸到了课后，创新

性的要求也将在这里得以体现。受到课上环节的启发，学生的

思维继续延展，这时可利用当堂内容的突发奇想，或者在后面

的练习中碰到的新启示进行添加导图的节点和分支，课后对“精

细图”不断地进行深层思考，继续完善提高、丰富拓展，逐渐

演变成具有个人特色“凝思图”。

在“以图定教 以图导学”课堂教学中，每一张图的绘制都

有一个自我构建和共同补充完善的过程。自构图过程是不断加

深对基本原理、概念的再认知、再深化的过程；重构图过程是

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逐步形成过程；再构图过程创新能力

的形成的过程。

学生以三种形式的思维导图为载体，在思维碰撞、作品展示、

合作交流中，把零散的知识点转化为知识体系同时形成学科素

养，收获了自身终生受益的能力。

总之，对教师而言，课堂教学改革是永恒的话题。作为从

事高中教学任务的教师对二轮复习课的探索永不止步。“以图

定教 以图导学”的课堂模式为当下疫情防控下的网络直播课堂

提供了新的思路，为枯燥乏味的高三复习注入了新鲜空气。

学习变得轻松，老师教得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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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代化教学工作改革进程推进，各种先进教学模式得到推广应用，并进一步提升了教学水平。而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不同教学模式应用效果存在差异，为保证整体教学效果，应选择适合教学方式。高三二轮学习中，不同于高中以往阶段

学习，需要采用适合方式帮助学生加深对相关知识了解。而“以图定教，以图导学”作为一种新型教学理念，其中，“图”在教

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能够将抽象性知识转变为一种可见的形式，便于学生理解和理解相关知识。基于此，本文围绕“以图定教，

以图导学”教学思想进行分析，探讨该理论在高三二轮中的具体应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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