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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思维导图”思维可视化教学的实践
罗雯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

摘要:结合“土木工程制图”课程特点，在教学中运用可视化教学的理念，运用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生理学理论，介绍什么是思维
导图？如何构建思维导图？在教学中以“思维导图”设计知识体系图，进行教学实践，挖掘学生在记忆和想象中的潜力，改善教学
双方的思维能力。以期为课程有效进行课堂实践提供过程、方法参考，促进课堂教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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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图学思维是指在工程图学课程教学中，以形象思维作为主

要思维形式，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互补充、综合运用，采用分析

与综合、联想与想象、判断与推理等主要思维方式方法，以学习、

掌握工程对象表达与理解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为任务，以形象表

象和投影及工程概念为主要思维材料，并对其加工所形成的动态思

维活动。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的欠缺成为影响工程图学学习的主要矛

盾，而工程图学又是工科教学计划中少有的以形象思维为主要思维

方式和培养目标的课程，这些都为工程图学教学中形象思维和创造

性思维的培养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和期待。

1 思维导图—开启大脑的金钥匙
自从我们接受学校教育以来，在阅读或学习的过程中，为了记

住和理解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我们培养了按部就班做常规笔记的习

惯。然而，极少人能够意识到，传统线性笔记的致命弱点是面面俱

到，重点不突出，不仅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极少人愿意再

去翻看。思维导图则能帮助大脑建构一种全新的“图像思维模式”，

用极简的文字、清晰直观的逻辑，以及有趣的发散结构，像地图一

样去呈现大脑思考的整个过程。

美国著名的发明家富勒博士提出:“要想教给人们一种新的思维

方式，就不要刻意地教他们，而应当交给他们一种工具， 通过使

用工具培养新的思维方式。回顾著名历史人物的笔记，如文艺复兴

时期的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科学家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他

们的笔记使用图画、代码和连接线表示，他们记录的文字和图表在

纸上向任意方向发散，想到哪里就画到哪里，而不是保持在固定的

横线上。

2 什么是思维导图呢？
思维导图的魅力源于它的简单， 一幅合格的思维导图具备三

个特征：（1）一幅中心图（2）由中心图延申出的若干主干（3）每

条分支上有一幅关键图或一个关键词。

3 如何构建思维导图呢？
七步绘制思维导图：第一步将纸横向放在你前面。随后用至少

三种不同的颜色在纸的正中心画幅中心图，代表你要思考的主题，

并呈现出可多向放射的状态。第二步选一种颜色，从中心图向外画

出一条粗线条的主干，就像树的主枝。你可以从中心图向外画出两

条并行的细线，并让它们在末端相接。线条要自然弯曲，因为这样

会具有视觉冲击力，更能刺激大脑的兴奋点，使你更容易记住主干

上的信息。接着在两条细线之间着色。在你思维导图的分级中，主

干的粗细意味着关联性的强弱。第三步在主干上方标准 1 个关键词。

第四步从主干延伸出二级分支，再从二级分支延伸出三级分支。在

所有分支上用关键词、图像或者词与图结合的方式进行标注。第五

步选另一种颜色，围绕中心图画下一条主干。像之前的步骤一样，

从这条主干画出二级、三级分支并标注它们。第六步现在有了主干，

你就可以围绕思维导图在分支间自由地跳跃，填补空白，并随着新

想法和关联的产生增加新的子分支了。

4 思维可视化在教学中的应用
制图教学以空间形象思维为主要的思维方式，讲授的对象是空

间工程问题，讲授的方式和过程主要是图形的操作，它们都以形象

思维为主，但让学生掌握和记忆的却是教材中以语言出现的那些线

性的、逻辑的内容，学生在理解和记忆时要在文字和图形间频繁地

转换，干扰了思维进程，久而久之便减少了读书的兴趣和乐趣，影

响了学习质量。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可视化思维工具，它将单调的文

字信息转换成色彩丰富和高度组织化的图式，使学员的思维不再局

限于整齐又繁冗的文字中，利用逻辑推理的形式，由点到面的有步

骤、有逻辑、动态地表现出知识的生成过程，更形象、具体、完整

地呈现出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展现了与教学过程相吻合的思维的动

态生成过程。

以由多回转体组合而成的立体被平面截切后，如何完成其截交

线的作图为例：1.分析组合体是由哪些回转体所组成。2.分析截平

面和各回转体轴线的相对位置。3.依据截平面和各回转面相交所产

生的截交线形式进行分别作图，进而完成截交线作图（这里必须对

截平面与不同回转面相交所产生的截交线形式非常熟悉）。4.分析是

单面截切还是多面截切，多面截切还需完成各截平面之间的交线的

投影作图。5.完整视图，根据转向轮廓线在各投影面中的投影位置，

判断所需完成的投影图中的转向轮廓线是否完整。完成组合体中关

于相贯线求解作图时，如何能保证所做出的相贯线投影是完整的

呢？1.分析组合体的组成，即分析组成立体的回转面有几个（注意

回转面的内外表面都分属于不同回转面）2.遵循相贯线发生在两两

相交回转面上的原则，两两回转面进行排列组合分析。3.判断相交

的两回转面表面是否会存在共有区域，只有存在共有区域才会产生

相贯，否则是不存在的。

假如把上面传统的表达形式改换为下图的形式，对学习者的印

象要深刻的多。其中层次清晰 、重点突出 、容易建立内容间的联

系（用点线表示）、特别是其并行性和放射性的结构，非常易于学

习者进行宏观分析和总体把握，并进一步产生新的联想和想象。

图 1 截交线的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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