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21

思维导图在《学前儿童数学教育》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吴米花 1 

（贺州学院教育与音乐学院  贺州  542800） 

摘要：思维导图是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思维工具，通过国内外思维导图研究现状的分析，结合学前学生的特殊性，发现
将思维导图运用于学前领域课程教学是可行的。思维导图运用于《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实践探索，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发
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自主学习等能力，也可为其他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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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维导图应用于学前领域课程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思维导图是又叫心智导图，是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思维

工具，可以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学前教育专业的特殊性两方面考量
思维导图应用于学前领域课程教学的可行性。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课堂教学中思维导图的教学方式被广泛应用。英国剑桥

大学、哈佛大学等高等教学机构在运用思维导图，新加坡、英国的
中小学将思维导图列入必修科目，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也在探
索思维导图的相关课题。国内思维导图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是
近几年来势凶猛。笔者在中国知网以“思维导图”为关键词进行检
索，共检索到 7965 篇文献，发现我国在思维导图研究上主要有三
个特点：一是起步晚，势头强，研究面广，二是课堂教学研究占比
大，学科分布较广，三是思维导图应用于学前领域比重极小。 

2.已有研究的分析 
研究证明，思维导图运用于学前领域是可行的，但是都有待加

强研究。特别是思维导图运用于学前领域课堂教学的研究，只有几
个学者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实践的可行性，几乎没有将思维导图运用
与某一课程全过程的实践探索，也缺乏由学生自主建构思维导图的
实践。将思维导图运用与课程教学中，进行思维导图运用于《学前
儿童数学教育》全过程的探索。可以为其他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
义。 

（二）学前教育专业的特殊性 
1.学前教育领域学生的特殊性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一是绝大多数学校

的学前教育学生以女生为主，毫不避讳地说，女生在逻辑思维上通
常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课程教学如果能够帮助学生建构良好的逻
辑思维能力，将会更加有助于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二是学前教
育学生将来所面对的教育对象是社会群体中最弱小的婴幼儿，在课
堂教学中侧重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侧重学生自主建构能力的培
养，也是对将来的教育对象负责。 

2.学前教育领域课程的特殊性 
除了《教育学》等大教育理论外，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还需要学

习《儿童心理学》等专业领域课程，以及《声乐》等技能课程，对
于直接从中学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极易产生焦虑，倦怠的情绪，
对他们的专业学习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教师需要寻求教学方式
的改革，以便促进其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二、思维导图运用于《学前儿童数学教育》课程教学的实
践探索 

思维导图在《学前儿童数学教育》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旨
在改变传统的课堂教授方式。通过为学生提供思维导图支架或由学
生自主建构思维导图，完善学生的知识网络，促进其思维水平的提
高。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学生学会举一反三，在其他课程中、其他实
践中自主运用思维导图的形式。选择《学前儿童数学教育》作为研
究的突破口，在于数学本身的抽象性和逻辑性，更加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能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平。此外，研究旨在探索一门课
程的教学改革全过程，不仅仅针对一节课或一个教学设计。研究也
不以教师的思维导图为准，而是由学生自主建构思维导图为主，发
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带动学生学会学习。具体实践方案如下： 

（一）熟悉教学工具——思维导图 
教师们事先集体备课，统筹课程的内容及重难点。在第一堂课

进行课程的分析及向学生介绍思维导图的工具并进行练习。师生共
同学习，掌握思维导图这一教学工具的基本应用。 

（二）师生共同建构思维导图 
以第一个章节的学习作为示范，如集合。教师运用思维导图的

形式将幼儿集合的核心概念“匹配”、“分类”“比较和排序”进行
建构，明确关于集合，幼儿“学什么”即教师“教什么”。教师讲
授结束后，由学生根据幼儿集合的年龄特点，重新完善思维导图，
明确“教到什么程度”。即哪些活动在 3-4 岁开展就可以，哪些活
动需要到 5-6 岁才开展。最后，加入活动案例，明确“怎么教”。
由此建构出集合的完整的思维导图，如图 3 所示： 

 
图：关于“集合概念”的思维导图 

此外，教法课程的教学离不开活动案例的支持，因此教师会给
予学生一个关于集合活动的视频，同样以思维导图的方式对活动进
行分析。通过思维导图，学生能够全面的评价活动，也能够通过思
维导图建构的方式，在评价中体会活动设计的重难点，同时也学习
思维导图的自主建构。 

（三）学生自主建构思维导图 
经过第一章节的学习，学生已经基本了解和熟悉了思维导图应

用于《学前儿童数学教育》课程教学的教学方式。为了使学生真正
通过思维导图发展逻辑思维能力，根据学生掌握情况，从第二章节
或者第三章节开始，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主建构思维导图。教师
此时作为支架，根据学生的思维导图整合教学内容，做到真正的以
学生为中心。 

三、思维导图运用于《学前儿童数学教育》课程教学的探
索成效 

教师与学生已经就幼儿集合概念、幼儿数概念、幼儿数运算概
念以及幼儿图形概念的发展与教育进行了思维导图的建构学习。学
生基本熟悉了自主建构思维导图的方式，在课堂上，学生能够动手
动脑，很好地与教师进行互动，也能提出很多有创造力的想法。通
过与学生的访谈得知，学生较喜欢这一种教学方式，也在其他课程
中尝试用这种方式学习，能够很迅捷地整理和极激发自己的思维。 

就目前的探索成效来看，思维导图运用于学前领域课程教学时
完全可行的，最重要的成效在于能够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教
会学生如何学习。也期待这一探索为思维导图运用于其他课程的教
学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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