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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思维导图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全红飞

广西贵港市平南县龚州中学　广西　贵港　537300

摘　要：数学是以抽象性、逻辑性为表象特征的一门复杂学科，对于高中生而言学习起来有很大难度，而思维导图的高效应

用，可深化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认知，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有效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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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学方式，一般以教师在课堂上“灌输式”讲解为

主，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的教学风格和方法都可能

影响教学质量。新课改之后，更多学者呼吁将课堂还给学生，

并逐步关注课堂中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感受。

一、思维导图概述

思维导图主要利用人体左脑和右脑不同的机能，通过阅

读、思维及记忆等规律帮助人体的想象与逻辑、科技与艺术

彼此平衡发展，进而提升大脑的潜能，使大脑思维更加强大，

因此被称为是革命性的思维工具。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思维导

图经常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呈现。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结

合思维导图的这个特点把琐碎的知识点搭建成知识框架图，

形成知识网络。借助框架图，学生可以更为直观地了解数学

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轻松实现知识的整合。通过这种直观

形象的图文展示，学生的逻辑思维得到充分发展。学生在数

学学习过程中的畏难情绪有所降低，数学课堂的教学质量得

到提高。

二、思维导图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一）思维导图在高中数学预习阶段的应用

预习是数学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课堂教学不可或

缺的环节之一，直接决定着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效果。在传统

的高中数学预习中，很多学生只是简单地浏览教材上的内容。

这样的预习重点不突出，问题不明确，无法达到预期的预习

效果。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预习时，应充分

借助思维导图这一工具，引导学生一边预习一边制作思维导

图，将数学知识点有效地串联在一起，最终形成知识网络。

具体来说，学生在预习时，应以章节内容为中心主题，利用

图标等方式，对其进行延伸，填写二级知识点；之后，以二

级知识点为中心，再次进行延伸，逐渐完成本节内容的高效

预习。以“圆锥曲线与方程”的预习为例，学生在对这一部

分知识进行预习时，可以拿出一张白纸，用简练的词汇确定

本章内容的中心主题，即椭圆。学生以此为中心点，逐渐向

外画出分支，将各小节的关键词都填到思维导图中。学生一

边看书一边绘制思维导图，能使精力保持高度集中，从而有

效提升高中数学的预习效果。

（二）思维导图在高中数学新课教学中的应用

在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授课极为重要，是学生全面掌

握数学知识的关键。在具体的高中数学学习中，新课教学过

程不仅是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基础，也是提升学生数学学习

能力、培养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关键。具体来说，在借助思

维导图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创设情

境，明确思维导图的主题。以“对数函数及其性质”教学为

例，教师结合这一内容，结合细胞分裂的现象为学生创设问

题情境，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对指数函数的相关内容进行

回忆，以问题的形式，引导学生明确思维导图的主题。第二，

知识探究，激活主题。教师结合教学内容，将教学内容划分

为几个板块，构建一个中心主题的一级分支，引导学生围绕

各分支开展探究学习，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思维导图进行填

充，逐渐建立二级分支、三级分支，最终完成思维导图。

（三）思维导图在高中数学复习中的应用

复习是在新课结束后，对单元知识点进行整理与回顾，

在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教师在引领学生进行

复习时，不能简单地回顾数学知识点，而是要在回顾数学知

识点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及时发现不同数学知识点之间的联

系，使学生在复习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知识网络。以“点、直

线和平面之间的位置关系”的复习教学为例，首先，教师应

结合教学内容明确本节内容的复习目标，在此基础上借助思

维导图工具，以“点、直线和平面之间的位置关系”为一级

主题，以“面面平行、线面平行、位置关系、线面垂直、面

面垂直”为二级主题画思维导图。接着，教师以二级知识点

为中心，指导学生回顾相关内容，继续完成拓展和延伸。最

后，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强化复习效果，教师可以结合学生

的实际情况，指导学生借助生动形象的符号、线条等，将其

直观形象地表达出来。如此一来，学生在复习的过程中，就

会将这些知识点有效地串联起来，最终形成完善的知识网络。

三、结语

数学这门课程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要求较高，而高中生认

知能力尚不健全。教师适时采用思维导图，优化课堂教学，

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同

时能够更加直观、形象地揭示数学知识点背后的深层逻辑关

系。学生可以借助思维导图自主思考，摸索和总结适合自己

的数学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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