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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思维导图是英国学者 Tony Buzan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创

立，其概念是指应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关

层次图表现出来，把一长串关键词或重要信息变成彩色、容易记

忆、有高度组织性的树枝状图表，用图表形式展示学生思维的过

程，有利于创新性思维的形成和培养。虽然很多学者也有研究过

思维导图的运用，但是思维导图在医学生临床前的教育是没有广

泛运用到的，本文就这一部分群体的运用展开研究。

2　思维导图干预研究教学效果分析

2.1 研究对象

本次的研究对象是部分自愿参与的广西医科大学2019级的全

日制护理本科生，共 47 名，由于三位同学因为其他原因

未参与课程，最终 44 名学生参与本次课程调研。

2.2 研究的方法

研究的方法是对整体的研究对象展开独立样本干预，

不设定分组，调研课程前后并未告知研究对象这是一项研

究，仅以帮助学生归纳知识梳理思维而开展本项教改课程

针，对研究对象干预前后的情况对比研究。具体方式是：

先问卷调查的方法，在思维导图课程干预前展开一系列问题的调

查，包括学生对思维导图的了解情况、对医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以

及医学知识记忆的方法、学习焦虑情况、学生对于医学知识的学

习兴趣情况等问题展开一系列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后授课老师

设计教学课程，包括思维导图的概述及运用方法，以及思维导图

运用于医学的具体实例展开思维导图课程授课，课程干预后，再

次展开问卷调查，再次问卷调查收集学生的对于医学学习兴趣、

医学知识的记忆方法等问题；收集课程干预前后两组数据。

2.3 效果评价方法

课程结束后问卷调查以及前后的现场测试成绩比较干预前后

的两组数据，得出学生对于思维导图的运用效果评价。

2.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分析资料，针对单样本的自身t检验进

行统计学分析，分析课程前后两组数据的统计学意义。p 值

＜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5 研究结果

（1）学生们对于思维导图有了深刻认识。思维导图对于医学

知识的框架整合，使得学生们的收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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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问卷。思维导图课程干预前，对研究对象展开了问

卷调查；

通过调查发现学生中很多同学对于思维导图是有一定认知的，

知晓率高达95.46%，但是偶尔用的只占极少一部分，而没有人可

以熟练的运用；调查还发现学生95.35%认为医学知识是很难记忆

的；100%的学生因为医学知识的难记因素表示对未来临床是产生

恐惧心理的，因为担心基础医学知识的不牢固掌握而对即将到来

的临床生活表示担心；93.02%的学生需要授课老师传授医学知识

记忆的方法；思维导图课程干预后，学生的诸多因素得到改善；

具体见表一及表二。

备注：p ＜ 0.05，干预前与干预后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二     思维导图干预前后测试成绩调研情况（分数）

备注：p ＜ 0.05，干预前与干预后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2019 年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席卷全球不过几个月时间，时至今日全球日增病例

确诊超 50 万，累计近 2.3 亿病例，死亡人数更是数以万计，是当

下人类的一大灾难。而在这场灾难里，医学人挑起了抗疫的大梁，

经历过此荡气回肠、惊心动魄的疫情之后，医学生们更有决心，更

有信念将医学知识学好，希望将来可以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

完美。对于护理学生们，在医学不断前进发展的今天，在疫情当

下的学习生活中，她们渴望将医学基础知识打牢，扎实理论基础，

方能在未来的岗位上游刃有余的工作。

组别 测试记忆成绩

干预前 (n=44) 74.08±5.232

干预后 (n=44) 80.26±6.105

t值 -44.263

p值 0

评价指标（占比百分率）

组别
对思维导图

的知晓率

对专业知识的

兴趣百分率

学习的焦虑

程度百分率

认为医学知识

难记的占比

对知识记忆的

有效百分率

干预前 95.46 72.73 100 95.35 84.09

干预后 100 95.45 79.55 50 97.73

t值 2.167

p值 0.031

表一     思维导图干预前后调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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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于研究对象参与课程前后的

记忆成绩的对比方法来讨论思维导图对于学生成绩的影响以及教

学的成效，从结果数据分析来看，效果是显著的。首先，思维导

图课程前后，学生们对学习的兴趣有了大幅度额提升。调查前大

家对于医学的兴趣由 72.73% 提升到 95.45%。虽然是线上的教学，

但是大家的激情仍是高上的，主动提出的问题也很多，部分学生

课后自行添加老师微信，想更进一步学习。其次，对于学习的焦

虑程度有所降低。本次研究的所有的学生对于学习知识的记忆是

焦虑的，乃至对于未知的即将到来的工作生活是焦虑的，课程之

后，有一部分学生对于未来的工作生活不那么焦虑，但是仍有很

大一部分学生是焦虑的，经过详细了解，其中的因素有自身对于

未知压力的缓解能力，有一部分是客观的原因，比如医学知识的

较高学习难度等因素。再次，思维导图课程后学生对于学习的知

识的记忆能力有所提高。绝大部分学生对于思维导图有更深刻的

认识，同时也发现了记忆的规律性，能够比较有效的将知识归纳

整理记忆；思维导图可以帮助将问题分析，以便提高解决问题的

能力。思维导图将进入学生未来的学习生活中，将是他们记忆知

识的又一个方法，加入思维导图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各个知

识点之间的联系，加深学生对诊断学内容的理解和记忆，起到提

高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的目的。

本次教改课程是有意义的，然而美中还是存在不足的地方。

概括起来可以总结为两点：首先，因为时间的关系，本次课程普

及的面不够广，惠及的学生数并不是很多；同时未能在未上思维

导图课程的班级展开平行试验，是本课题的一项不足；其次，因

为疫情的缘故，本次的课程未能实地面授，采用的是线上课程导

致很多同学掌握的并不够深入彻底，如果可以现场面授，将可以

更好的传授思维导图的方法，同学们对于思维导图的实地应用将

会有更好的指导作用。总之，思维导图的课程的带入，得到了

同学们的肯定，而且研究是有效的。本次研究也为下一次的思

维导图的课程建设研究铺设前瞻性研究，接下来的研究将是进

一步的真正帮助到学生培养概括、整理的思维框架的建立的问

题，本次研究还要特别感谢课题组中其他老师的支持与配合，

希望在以后的教学中，可以得到更多老师的支持与推广，进一

步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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