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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吴柏金 

（ 福建龙岩市万安初级中学  福建龙岩  364007） 

摘要：在教学中运用思维导图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教学模式，能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提升学习的效果。本文就探讨了在初中数
学教学中运用思维导图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从而几何教学、函数教学以及复习教学这三个方面探讨了思维导图的有效应用，以供
相关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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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思维导图是一种表达发散性思维的图形思维工具。在初中数学

教学中运用思维导图，能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帮助他们对相应的

数学知识点进行组织性和结构性的记忆，特别是在复习教学中，运

用思维导图，能帮助学生查缺补漏，弥补他们的知识短板，提高复

习教学的质量。 

一、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应用思维导图的优势分析 
思维导图注重相关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初中数学教学中，

运用思维导图，能将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构成以树形图的方式展

现出来，从而将数学公式、定理、概念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其

形成联系，从而便于学生的深入理解和记忆。在实际教学中，学生

们虽然经过小学阶段的学习，对与数学知识的学习已近有了较为清

醒的认知，但他们并未掌握数学学习的方法，加之初中数学知识较

小学阶段的数学知识更加深奥，小学阶段的学习方法也无法满足初

中阶段的学习需求。而通过运用思维导图，能帮助学生对初中数学

知识点进行有效地整合，逐渐形成自身的知识结构体系。此外，教

师在教学中，还可以引导学生自己绘制思维导图，这样还会帮助学

生自主进行知识的梳理和整合，从而有效提升他们的自主学习能

力，进而培养他们的数学思维和数学意识，为他们未来的全面发展

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思维导图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一）在几何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平面几何教学的内容十分重要，是数学教

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集合教学中，涉及到各种平面几何，如线、

角、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等方面的知识。同时还涉及到这些平面几

何图形的定义、判断以及边角关系的计算，等等。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在教完相应的图形知识后，应积极利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帮助

学生将这些图形的知识进行综合整理，引导他们利用思维导图将其

中蕴含的规律概括出来，这样就会帮助学生强化知识的理解和记

忆，逐渐形成自身的知识结构网络，在考试中，或者是在生活中遇

到问题时，就可以迅速理清思路，找到解决的方法。 

例如：在教完人加班初中数学八年级下册第十八章《平行四边

形》第二节《特殊的平行四边形》的内容后，笔者当时并没有及时

绘制思维导图，也没有引导学生进行思维导图的绘制，而是进行了

一次小测验，其中有一道判断题：正方形是不是菱形？这道题对逻

辑思维能力较强的学生而言，进行正确与否的判断十分简单，只需

要从定义方面就可以进行判断，因为菱形的定义是“有一组邻边相

等的平行四边形”，而正方形的定义则是“有一组邻边相等且有一

个角是直角的平行四边形”。因此，正方形的定义满足菱形的构成

条件，所以可以判断出正方形是菱形的一种，属于角度为直角的特

殊菱形。但对于数学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而言，往往因为对概念、

定义的理解和记忆不深刻，导致无法快速进行准确的判断，从而出

现错误的判断。在考试后，笔者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的定义、概念理

解不清晰问题，及时引入了思维导图，以平行四边形作为中心词，

以菱形与正方形作为分支，将二者的定义摆在一起进行对比，引导

学生通过定义进行判断：菱形构成的条件只有两点：一是平行四边

形；二是邻边相等。至于角度，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样就能帮助

学生快速掌握菱形的定义，抓住知识的重点，从而更准确地理解并

记忆相关的知识。 

（二）在函数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相较与平面几何知识，在学习函数知识时，学生会面对更多的

难题，特别是二次函数，其中的抛物线、对称轴以及顶点坐标这三

个要素，往往成为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的内容。针对这一问题，教

师应积极引入思维导图，这样就可以帮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

重点。在实际操作中，教师可以以一次函数作为对比项，帮助学生

将一次函数“y=kx+b”与二次函数“y=ax2+bx+c”在思维导图中进

行对比：将一次函数和二次函数都放在直角坐标系当中，一次函数

的图像是一条直线，且 y 随着 x 的增大而增大，或随着 x 的变小而

变小；而二次函数在直角坐标系中，因为比一次函数多了个 ax2，x2

肯定大于等于 0，因此，二次函数在直角坐标系中的走向，往往会

取决于常数 a，如果 a＞0，且 x＜0，y 随着 x 的增大而呈递减的状

态；如果 x＞0，则 y 随着 x 的增大而增大；当 a＜0 时，如果 x＜0，

则 y 随着 x 的增大而增大，如果 x＞0，则 y 随着 x 的增大而减小。

而且两种变化得以合并，形成了二次函数的抛物线。通过这样的操

作，能帮助学生借助思维导图与已知的知识点进行对比，从而由浅

入深地理解并掌握相应的新知识。 

（三）在复习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思维导图还可以应用在复习教学中。复习

教学时帮助学生查缺补漏不可或缺的环节，对于数学逻辑思维能力

较弱的学生具有极大的帮助。在实际操作中，教师可以利用思维导

图，将学生做错的题目圈出，然后采用问话方式，引导他们进行思

考。通过层层深入，帮助学生针对错误的原因，进行针对性强化复

习，这样不但会帮助学生查缺补漏，而且还能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促使他们逐渐在脑中直接构建“思维导图”，并逐渐养成良好的复

习方法，从而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结语： 
综上所述，思维导图是一种有效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和数学意识

的图形思维工具。在初中数学教学中运用思维导图，能降低学生学

习的难度，提高他们学习的质量，并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从

而培养他们的数学核心素养，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因此，作为初

中数学教师，应在教学中有意思的运用思维导图，不断探索运用的

策略，从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逻辑思维方式，提升他们的数学学

习能力，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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