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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思维导图的研究 
◆陈纪玲  王英平 

（冠县育才双语学校  山东聊城  252500） 

 
摘要：思维导图可以用色彩、图画、代码和多维度来加以修饰，增强效

果，以便使其显得更有趣味，更美，更有特性。这些东西反过来会增强

创造力、记忆力，特别是有利于回忆信息。基于这些教学特点，可广泛

应用于学生日常学习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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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维导图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过程 
自从杨艳君老师给我们讲解了思维导图在教学中的运用情

况后，思维导图就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当时心中质疑：能有这
么神奇吗？后来又翻阅了一些有关思维导图的资料。发现思维导
图是发散性思维的表达，因此也是人类思维的自然功能。这是一
种非常有用的图形技术，是打开大脑潜力的万能钥匙。于是我们
决定在自己的课堂上试一试。不试不知道，一试惊喜连连。通过
不到一年在语文教学中实践和运用思维导图，我们和学生都尝到
了甜头，学生的阅读和写作有了很大的提高。下面就将我们在语
文课堂教学中运用思维导图的情况总结一下。 

语文教学过程中，在预习时，就要求学生寻找课文的知识点
和问题，梳理文章结构、要点等；课堂上师生互动，探究学习后，
让学生运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图形画思维导图，复习和巩固课堂
知识。对学习上较困难的同学，指定学业上有梯度的几个同学组
成小组合作完成，鼓励学困生参与和上台讲解。 

刚开始，学生不知从何下手。我们就专门用了几节课的时间
讲解、训练思维导图的基本图形和绘制方式，讲解曲线、连接、
色彩、关键词、简笔画这些更接近大脑形象记忆的巧妙运用。通
过好的思维导图的展示、讲解，学生基本掌握了思维导图的绘制
技巧。重点以“章鱼型”和“树形”为基本图形；训练学生从“第
一主题”到“次主题”，再向下逐步发展主题层次构建基本结构；

后训练各个“次主题”的位置顺序和用色彩区分。 
学生的思维导图画好后，鼓励孩子到讲台上对自己创作的思

维导图进行分享、讲解，老师和同学共同进行点评分析，取长补
短。同时提出新的要求，鼓励学生向更深、更多的主题层次发展；
逐步训练学生画出完整的、有个性的思维导图。 

当孩子们信心满满地走上讲台，那满怀激情、信心、活力的
脸庞，立刻深深感染了教室里每一个学生。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
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孩子们非常喜欢这种方式，经常得意地向同
学展示自己的作品。如果要问孩子们画思维导图的感受，他们会
自豪地告诉你：虽然画思维导图要花很多时间，甚至占用了休息
时间，非常辛苦，但在讲台上讲解思维导图获得老师和同学的认
可，获得热烈的掌声，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2.思维导图的运用效果 
学生在画思维导图的过程中，会处在不断有新发现的喜悦

中，从而提高学生探究新事物的动手能力和学习能力；自我展示
的活动也会鼓励和刺激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
习，从而把学习变成一种乐趣。课堂因此而活跃起来，学生的“主

体”作用才能充分发挥，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在此过程中，教
师是个参与者和引领者，体现“主导”的作用，而非满堂灌的“教
授”。 

因为使用更易于接受和记忆，有视觉刺激、多重色彩、多维
度的思维导图，而不是单调烦人的线性笔记，更加符合大脑的运
作模式和学生的思维记忆特点。在学科教学和记忆过程中运用思
维导图，大脑不断地利用其所有的皮层技巧，使学生的思维越来
越清醒，越来越愿意接受新事物。因此，较传统的学习更容易掌
握所学内容。 

另外，思维导图还体现出教学效率优势。在教学的过程中应
用思维导图相对于线性笔记的所带来的效益，更是有效：如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过去忙于记录繁琐的长句，或记了上句忘了听下
句，现在只需要记录课程中相关的知识关键词，节约 50%到 95%
的时间；学生在复习时，也可以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初中阶段
的学习不能靠死记硬背，更多的是对知识的灵活掌握，所以对知
识点的融会贯通非常重要，思维导图的使用使这样的复习变得简
单而有趣，通过对同一主题思维导图的多次绘制，不仅可以加强
记忆，更能激发创造思维。 

除了这些，在进行自主学习时，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会使
学习更有目的性、更为高效，思维导图作为人的思维的体现方式，
参与了学生学习的各个方面，使学习高效、充满创造力。 

通过不到一年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思维导图的实践与运用，通
过对比，使用前，学生思维零散，事物的内在联系、核心问题不
清晰，知识无体系。使用思维导图后，学生的思维思路清晰了，
因知识成块分布、形成整体记忆，所学知识得到了延伸拓展。我
们和学生在思维导图的实践过程中都收获了很多。原来孩子们在
学习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容易走神，记忆力没有得到很好的
开发，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现在上课积极，思维活跃，全
体参与，学习效率不断提高。 

实践证明：我们所教的学生并不是智力有问题，而是没有良
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缺乏正确的方法和引导。“思维导图”
的运用，很好地解决了学生学科学习的问题，也是学习态度、兴
趣和方法的一个解决之道，同时也给予了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和
个性发展的良好机会。培养孩子们良好的生活态度和学习习惯是
我们的责任，我们特殊教育的园丁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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