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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数学复习备考中思维导图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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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开展高三数学复习备考时，可以发现涉及的知识点数量非常多，而且知识点过于繁杂，由此导致学生在复习备考

阶段面临的学习压力非常大。而高三数学复习对于学生而言非常关键，甚至决定了其高考阶段的总体水平。因此，为解决数

学复习中存在的问题，教师应引入思维导图方法，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提升复习备考的效率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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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中数学的学习由于难度大，学生不易掌握，就需要学

生在复习中能够有策略的进行复习，复习中根据每章知识点
的难易，递进式逐步掌握，但实际学习中，由于对知识点难
易掌握不牢固，在学习经常是深一脚，浅一脚，导致复习不
系统，效果变差。教师在利用思维导图帮助学生进行复习，
能够将知识条理化，对各个知识的情况进行细分，能够让学
生学习有条不紊的进行，复习效率达到最大化。本文将从思
维导图中知识的分布，递进式的学习，以及知识方法的运用
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对高三数学复习的优化。

二、运用思维导图呈现复习备考知识点
在高三数学复习备考阶段，学生需要统筹复习高中阶段

全部的数学知识，而非单纯地对高三阶段所学习的知识点进
行复习。而数学知识点之间通常具有较强的连贯性，教师可
以在组织学生练习习题前，运用思维导图，将所要复习的知
识点更加合理地呈现给学生。基于此，在开展复习备考时，
教师可以同学生一起，将所需要复习的知识结构呈现在黑板
上，为学生直观地呈现出来。如果教学时间有限，则可以以
幻灯片的形式为学生呈现，进而更好地引领学生对知识点进
行回顾，形成更加完善的知识体系。

比如，针对高中函数知识开展复习备考时，可知在此阶
段涉及的函数知识点非常多，如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三角
函数等。为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点，教师可以运用思维导图将
相关函数知识，包括定义域和值域以及对应法则等呈现给学
生。在此之后，教师可以对各个知识点的内容进行丰富，进而
在学生脑海之中形成更加完善的脉络体系，实现新旧知识点的
有效结合，进而帮助学生在解答函数相关问题时，可以更加快
速高效地定位到知识点上，以此对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把握。

三、思维导图中明确标示了知识运用的方法，利于学
生复习

我们知道，在生活中，粮食是我们温饱的保证，没有粮
食，就意味着面临饥饿，生活就会出现问题，而有了粮食，
还要学会使用粮食才会让我们不会挨饿。数学的学习就和上
面的举例一样，知识是我们在高中数学学习中必不可少的食
量，没有知识就失去了学习数学的基础，更谈不上解决问题。
有了知识而不会运用知识，就如同数学问题中所需要的“饭
菜”，无法运用知识做成，导致复习效率低下，进而拿不到胜
利的果实。而教师利用思维导图引领学生复习，可以看到，
思维导图中的各个部分分布还是很明确的，思维导图中的知
识点和运用知识的方法是有机对应的，每一个知识点的讲解
都对应了相关知识点的运用，启发学生利用知识点去解决综
合问题。

四、构建“综合与评价”思维导图
客观上说，第二轮复习中形成的思维导图价值最高，在

思维导图运用过程中可以促进学生积极思考，并根据自身情
况展开总结与实践，而进入第三轮复习之后，思维导图的价
值主要是查漏补缺，并以“解题技巧”的形式进行弥补，这
一过程中要把复习效果达到最大化，就必须提高针对性和实
效性．从“综合与评价”的角度出发，围绕着“例题”展开
是不错的方式．例题的来源很多，如课外辅导、教材、三次
模拟考试中出错率较高的题目、历年高考真题等，具体运用
过程中可采用“订正错题”的方式。

例如，已知函数 f（x）=loga（  x2+1+1）（a>1）（解答下
列问题：（1）判断函数 y=f （x）的奇偶性，并说明理由；（2）
求 y=f（x）的反函数．这是围绕着“函数”展开的例题，奇
偶性判断与求反函数是基本考查内容，在运用思维导图展开
复习时，从“关键词”出发，探寻各级分支，可以迅速找到
解题技巧定位，如关键词为“函数”、依次向多级分支扩展，
“奇偶性”的知识架构可描述为“函数→函数性质→对称性→
奇偶性→ f（x）→判断奇（偶）性”；同理，反函数的知识架
构可描述为“对数函数→指数函数→反函数→求解析（3）”，
其中，“3”特指的是做题技巧，即代表了三个步骤，分别是
求原函数值域作为反函数的定义域、解方程、x 和 y 互换。由
此可见，利用思维导图可以迅速厘清对应问题的解法。

五、结论
总之，利用思维导图优化高三数学复习的关键在于对各

章知识思维导图的绘制是否全面，如何将思维导图绘制的更
有针对性，分析性更强，还需要各位高中数学教师集思广益
的去摸索，去探究，以便教师在利用思维导图进行复习时更
有条理，更有章法，学生进行复习时，更加有条不紊，能够
循序渐进的深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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