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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高中地理复习课中的运用研究 
◆任  燕 

（四川省仁寿第一中学校南校区  四川仁寿  620500） 

 
摘要：思维导图在高中地理复习课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加深了对所学知识
的记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同时还帮助学生打开了思维，提高了学
生的综合思维能力。思维导图在高中地理复习课的基础知识、试题讲解
以及高频考点分析当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利用思维导图将所学知识
更好地体现出来，帮助学生更加高效的进行学习，提高学生学习地理的
能力以及综合思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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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高中地理复习课中思维导图的应用 
高中地理的知识点比较繁多，如果直接学习会让学生感到枯

燥、乏味，所以可以利用思维导图帮助学生进行高中地理学习，
虽然地理知识点比较琐碎，但是相互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所以利用思维导图能更高效、更透彻地进行高中地理学习。在高
中地理复习课中，拥有合适的学习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吸收
高中地理知识，更好地提高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从而提高学生
的地理成绩以便更好地适应高考。利用思维导图进行高中地理学
习不仅对学生掌握地理基础知识有帮助，同时还可以帮助学生构
建高中地理体系，将所学的地理知识联系起来，这样的知识构架
才相对稳固，才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记忆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但是利用思维导图学习的地理基础知识只是最基本的高中
地理学习，如果要应用到高考就需要在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再加上
对学生自身想法和综合能力的考查，所以学习好高中地理基础知
识是高考的一部分，其中更重要的是需要教师针对往年高考题对
学生进行分析，分析过程中要针对往年高考题中的考点考法进行
分析，再用思维导图的方式来进行整理，另外就是通过对高考题
的研究来用思维导图来整理一个考点的多种考察方式，帮助学生
建立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知识体系。
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不仅要让学生养成使用思维导图的习惯，
同时还要培养学生使用思维导图的能力，让学生将思维导图纳入
自己的学习方式中，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知识学习与吸收。 

二、在高中地理复习课中运用思维导图的对策 
1.利用思维导图将重要知识点进行整理，在学生进行高中地

理复习的时候就可以明确的找到应该复习的知识点，在学生吸收
比较差的章节内容也方便学生将思维导图找出来进行重新记忆。
有了思维导图就轻松解决了学生笔记的问题，学生不用再长期的
面对无聊的、知识点琐碎的课本进行复习，从而间接地提高了学
生对高中地理知识学习的兴趣，思维导图需要在教师的指引下由
学生亲自完成的，增加学生体验的同时还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高
中地理知识点的构建。 

2.利用思维导图进行题型讲解。面临高考，仅仅只有地理基
础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高考考验的更多是学生的综合能力。所以
在学生拥有稳固的高中地理基础知识之后，就需要针对高考题进
行分析了。高考题分析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年的高考真题，另外
一种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试题。在进行高考之前的学习肯定少不
了做题这个步骤，只有接触的多了，了解的多了，构建的多了，
达到熟能生巧，才能更好地应对灵活的高考。但是不能盲目做题，
要用认真的态度去对待每一道题，自己做过的题要保证有一定的
准确率，同时在做题或者是题型讲解的时候，也可以引用思维导
图来进行分析。例如，习题：读甲、乙两国水系图及气候信息。 

例题：读甲、乙两国水系图及气候信息 
 
 
 
 
 
 
 
 
 
 

 
 
 
 
 
 
 
（1）结合题中信息，分析甲国中流经 A、B 两城市河流水

文特征的主要差异。 
上述 1 个问题主要考查学生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所以我先不用急于讲评并给出答案，而让学生边审
题边构建思维导图，指导并进一步完善学生对河流水文特征与水
系特征的思维导图。 

通过观察 A、B 两城市一月、七月降水量表可以描述流经 A、
B 两城市河流水文特征的主要差异 A 城汛期为夏汛，B 城汛期为
冬汛。 

3.利用思维导图将考点联系起来。在做题的时候，不免会有
一些高频考点，这时候就可以利用思维导图将高频考点的解题步
骤联系起来，再遇到相同的题型就可以通过思维导图进行思维指
导。除此之外，对于一些考点比较零碎的考题也可以利用思维导
图将考点串联起来，建立良好的思维和结构框架，帮助学生建立
由粗到细，由简到繁，由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能力。本人在《气
候》这一专题中进行了实践。首先按学习小组形式组织学生讨论
并回答：你认为气候这一块专题要掌握哪些内容？使学生注意力
全部集中到讨论的中心话题和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上来，然后
根据他们的回答及教师补充按照气候类型、特征、分布、成因、
判断及影响因素等方面，教师构建思维导图。然后按照思维导图
进行演绎，并进行对应的练习训练与讲解，使得教学过程清晰，
环环相扣，同时刺激思维连绵不断地自主流动。这样的学习，学
生自然兴趣盎然，复习效果事半功倍。 

4.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同时也需要进行小组合作讨论，与同
学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结果，出现差异的再一起进行探索，确定最
终结果。利用思维导图可以增强对学生的逻辑关系培养，帮助学
生更加清晰的了解所学知识以及同类型题目的所有考点，将思维
导图的作用充分发挥，得到最好的效果。 

5.利用思维导图学习和整理各个层次的知识点。针对不同特
点的知识模块可以利用不同方式的思维导图图形标记。为了加深
对章节内容的记忆和整理，在利用思维导图进行知识点整理的时
候一定要注意其严谨性，要将知识点之间的关系都表达出来，要
将知识点都用思维导图联系起来，这样才方便学习和掌握，同时
也可以更好地锻炼学生的逻辑能力，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创造能
力。 

总结： 
思维导图在的应用在高中地理的学习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思维导图可以将教材上零碎的重要知识点化零为整，形成详细的
知识结构框架，方便学生记忆和复习。除此之外还可以在考题中
应用，利用思维导图将解题思维总结出来，这样遇到类似的题型
就可信手拈来；对于一些知识点比较零碎的题目，也可以使用思
维导图将零碎的知识点联系起来，建立良好的思维框架。思维导
图也是高中地理在复习课中应用的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它是通过
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将需要的内容展示出来，体现内容的横向与纵
向联系，不仅可以锻炼思维能力，也可以培养组织性，对学生的
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有很大的帮助，促进学生吸收高中地理文化
知识，将所学知识更好的应用起来，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
率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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