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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维导图教学是一种可以有效推进高中学科教育的教学模式，对

提高各高中学生各学科的学习成绩及个人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

良好的思维导图教学实践环节可以学生对高中学科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本文分析了高中学科引入思维导图的意义，同时以数学学科的高中教学

为例，通过实例探讨了思维导图在数学学科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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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思维导图是一个以主题为中心，并且向外扩展无数个节点的

图形。其中，每个节点通过一条线连接到中心主题，每个节点可
以成为另一个中心主题，然后辐射出无数的关键节点，呈现出放
射状的树状结构。思维导图的这些节点之间的联系可以看作是记
忆，从而形成学习者的数据库[1]。通常用于表达知识的层次结构，
侧重于表达思维的结果。思维导图是一种直观、简单，并且内容
十分丰富的一种思维工具，通过思维导图思维可以更加直观的抓
住人的眼球，并且深刻的形成印象，通过图形的外观来帮助人们
更有效的学习与记忆。因此，思维导图 80 从上个世纪进入中国。
许多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很快就会想到基础教育教学的思维导
图，通过思维导图可以提升学生的记忆能力与对整体教学内容知
识结构认知能力[2]。目前，人们不仅对思维导图的内涵和有效性
方面进行了探索，提升还研究了如何将其应用于各种学科的教学
策略，而如何实现更高效、更完美的教与学的结合方面也得到了
学者们的探索。 

2 高中学科引入思维导图的意义 
2.1 改善学生的学习方法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即体现了笔记在学习与生活实践

中的重要性，因此如何学会更好的记笔记成为学习的重要内容。
但传统的笔记记忆方法不容易形成长效的知识记忆，这样会导致
人们大脑过度疲劳，而产生此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笔记记忆法过
于单调，使得大脑记忆深度不足。思维导图教学模式可以减少学
生的笔记任务，避免学生复制和记笔记。同时，它可以让学生有
一个更清晰的想法。无论是学生目前的理解还是未来的复习，思
维导图都可以提供具体的帮助，提高高中学科的教学水平。 

2.2 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高中与初中课程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高中课程在难易程度

上较初中课程困难。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要求学生绘制自己的思
维导图，从而让学生积极组织知识，使之不断思考和巩固知识，
加深学生们对学到的知识的理解，通过思维导图来全面构建的高
中学科知识体系，将利于学生对不同学科的兴趣和热情。 

2.3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有意义学习 
与初中的教学相比，高中的学科教育内容更为抽象，这也是

初高中学生的思维能力所决定的，高中生具有更强的思维能力。
而将思维导图引入高中学科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更有效的利用现有知识来同化新知识，并且形成有效的高中知识
体系，以思维导图的教学模式使高中学科教学更有效果，让学生
们学生有意义的学习方式。思维导图可以从整体上体现出树状图
结构来对高中新知识进行有效分类，同时还可以有效的将不同学
科之间的新旧知识进行有效的串联，从而构建更完善的知识体
系。 

2.4 有效辅助教师的教学工作 
教师进行思维导图教学实践中。首先，教师应有独立的知识

体系，并且以思维导图模式实现了复杂知识体系的图像转化，从
而更加利于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学习与掌握；第二，学生绘制自己
的思维地图，使得教师可以根据思维导图来了解班级进度，从而
合理开展教学工作顺利完成教学任务。第三，在思维导图教学过
程中，教师可以及时的掌握各个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学习水平，并
对不同的学生加以不同的侧重点指导，有目的的实行不同类型学

生的教学模式，从而提升所有学生的学习知识的效能。第四，教
师可以使用思维导图来教不同类型的学生，鼓励学生在学习的过
程中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运用，从而挖掘出学生的个人潜力。 

3 高中学科中思维导图模式的实践策略——以数学学科为
例 

3.1 利用思维导图构建知识体系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思维导图可以有效的展现数学的知识结

构与内容的关联性。同时，由于教学模式无法有效的体现出教学
内容之间的有效性和总结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常常会使学生知
识结构混乱。因此，教师应积极运用思维导图教学模式，建立相
应的正确的知识体系。例如，有一个问题:8 人站成一排，A 和 B 
之间的相邻站方法有多少种?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结果并不唯一，
可以具有很多种答案。在对这类题型进行讲解时，教师应根据思
维导图的引入，通过图形与文字的有机结合分析得出问题的求解
方法，如先引导学生确定 A 或 B 的位置，进而通过图形的方式
进行组合，进而根据问题中的已知条件，如“相邻”或 A 与 B
的位置可以互换，从而根据不同的组合数以及互换所带来的“乘
以 2”的分析结果。让学生们明白思维导图与问题的联系，从而
让学生们有着更加清晰的解题思路，构建学生们自己的思维导图
构建知识体系。 

3.2 利用思维导图制订学习计划 
数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在学习基本的数学概念、

属性和其他知识后，学生必须有足够的机会练习并帮助他们更好
地掌握所学知识。很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都有这种感觉，一两
天后学习知识的内容就可以掌握，但长时间没有对知识回顾后，
则会发现求解问题变得较为困难。思维导图在知识复习中的应用
可以帮助学生们以图形和文字的方式来整合所学到的知识，并制
定相应的学习计划。在高中数学学科学习直角三角形、切线知识
时，可以运用思维导图来让学生们明白直角三角形的具体功能，
并在教授的过程中以图形的形式让学生清楚的直角三角形求解
问题的难点与关键点。此外，还可以通过思维导图对比区分直角
三角形与锐角三角形的相关知识，从而在联系中不断引导学生形
成构建思维导图来复习的学习计划。 

3.3 利用思维导图归纳解题方式 
传统的教学方法不仅会消耗学生大量的时间，同时还不利于

学生对决策方法的掌握。如高中学科题目：a//b 平行，a⊥c，求
b⊥c。对于该题的解决，可以根据定义来证明。除此之外，教师
还可以利用思维导图，引导学生掌握更多的解题方法，如创建二
次函数（fx）=ax2+bx+c 满足（f-1）=0，（f1）=1，且对任意实
数 x 都有（fx）-x≥0，求（fx）的解析式。教师可以使用思维导
图的方式向学生展示各种方法，以便学生可以讨论各种具体情
况。选择最佳解决方案，让学生在此过程中掌握准确和不同学生
的思维。 

4 结论与展望 
思维导图在高中教学中的应用是建构主义和认知主义的教

学理论，包括思维导图自身的建构与学生的认知。其主要知识点
是对高中学科知识进行线条和中心主题的关联，从而形成相应的
导向图进行发散性知识传播。我国高中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可以
将思维导图应用到不同的学科当中，并且通过思维导图的构建来
加强教师的教学水平，使学生的学习产生更好的效果。随着我国
高中学科教育的要求，思维导图在高中的不同学科教育过程中应
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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