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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马文婧 

（德州市铁西南路小学  山东德州  253000） 

 
摘要：思维导图可以通过颜色、线条、图形等手段，把知识网络、章节

结构等勾勒出来。学生可以借助思维导图理清思维脉络，发展发散性思

维，记录思维过程，也可以通过图式来回顾整个思维过程。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知识概念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挖掘学

生的学习潜能。本文通过对思维导图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进行

分析，以期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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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由英国著名学者东尼•博赞

创立的一种新型的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的图形思维工具。思维
导图由颜色、线条、图形、联想和想象构成，是一种将思维形象
化的方法，运用图文并茂的表达方式，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
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来。通过构建成的知识网络来呈现思
维过程，将放射性思维具体化。思维导图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
思维，通过一个关键词，激发出更多的关键词，在不断向周围进
行衍生，形成树状结构。构造出清晰的知识网络，便于学习者对
整个知识结构的掌握，有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形成，促进知识的
迁移。 

思维导图在教学中的应用最初是用来帮助“学习困难学生”
克服学习障碍的，但后来主要被用来提升个人及组织的学习效能
及创新思维能力。通过引导学生使用思维导图进行学习，可以帮
助学生把精力主要集中在比较关键的知识点上，不用在无关紧要
的内容上浪费时间，大大地提高了学习效率。同时人的左脑主要
从事逻辑思维，右脑主要从事形象思维， 思维导图把关键字和
颜色、线条、图形联系起来，全面调动左右大脑的思维，极大地
促进了大脑协调平衡发展，充分开发大脑潜能，帮助大脑进行有
效地记忆。 

新课标强调，数学教学活动，特别是课堂教学应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发学生的数学思考，注重
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使学生掌握恰当的数学学习方
法。基于新课标的要求，教师就应不断努力尝试探求新的教学方
法，结合教材内容和学生的认知特点以及学习思维过程选择最适
合学生的教学方法。针对小学数学学科，知识的逻辑性和整合性
较强，思维导图可以通过颜色、线条、图形等手段，把知识网络、
章节结构等勾勒出来。学生可以借助思维导图理清思维脉络，发
展发散性思维，记录思维过程，也可以通过图式来回顾整个思维
过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知识概念的理解，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率，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思维导图在小学数学课
堂教学中的运用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利用思维导图，帮助学生构建清晰的知识结构。 
在新授课的教学中，以本课的教学重点、难点作为思维导图

的中心点，将新授中的主要概念方法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现给学
生，明确地表示出各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和联系。 

尤其是针对概念教学，由于概念教学较为抽象，学生理解起
来有一定的难度。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容易忽视学生对概念的
理解和掌握，导致学生对概念混淆不清，不能在头脑中形成完整
的知识结构。因此，在新概念的学习中，运用思维导图直观展现，
帮助学生理解新概念与原有知识之间的联系，促使学生进行有意
义的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例如，在小学低年级学段认识图形的教学中，学生在一节课
内要认识长方体、正方体、圆柱体、圆锥体等立体图形。相对于
一年级的学生，知识较为复杂，理解掌握起来较困难。教师在教
学中将这些图形的关系进行导图设计，直观清晰地呈现给学生，
帮助学生理解各图形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学生构建出清晰的图
形知识结构，从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 

在课堂小结时，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思维导图的形式对
本课知识进行自主归纳小结。让学生将学习到的新知识，在头脑
中自主构建知识网络，加深理解。 

二、利用思维导图，帮助学生对知识进行整合、复习。 
小学数学教学中要注重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提高学生对数

学整体知识的认识。对于学生来说，在小学数学中学习的很多知
识看起来没有什么联系，是比较零散片面的，其实这些知识之间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复习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学生刚刚学完一个单元或
一册教材内容时，头脑中的知识比较杂乱零散，教师利用思维导
图，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进行及时系统的梳理，将零散片面的知
识按其内在联系进行整合，形成系统的网络体系，有利于学生更
好的掌握课本基础知识，同时给学生提供明确的复习方向。 

例如，在复习简易方程这一单元利用思维导读法进行复习，
帮助学生梳理跟方程相关的每一个知识点，使知识结构更加清
晰，便于学生掌握。 

三、利用思维导图，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进行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也就是发展创造性思维的过

程。在绘制过程中，学生会进行大量的思考，并且在头脑中随时
迸发出新想法，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充分
挖掘教材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学生的思维。从小学数学角度看，
问题解决是指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学生以积极探索的态度，
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创造性地解决来自数学学科
本身或现实生活和生产实际中的新问题的教学活动。小学数学解
决问题的教学是《新课程标准》中规定的课程目标之一，同时，
它也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往往教师在教学时没有
有效地解决好这个难点，达到提高小学生的数学解决能力的目
的。而运用思维导图，引导学生对问题材料进行有效信息加工，
理清问题思路。利用直观形象去研究、分析题意，让抽象复杂的
数量关系清晰地呈现在思维导图上，从而抓住问题实质，形成一
定的思路，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促进抽象思维和形象
思维互助互补、达到共同发展。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教学工具，可以改善学生的认知方式，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思维品质。在运用中，还应充分发挥
思维导图的优势进行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最终使思
维导图成为促进学生学会学习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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