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课堂天地　1　2021 55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思维导图在高中物理新课教学中的应用
章　勇　田　鹏　胡　娟

贵州省凯里市第一中学　贵州　凯里　556000

摘　要：对高中生来说，思维导图是他们进行物理学习的最为关键的学习工具，也只有让高中生学会使用思维导图，才能让

他们建立起科学完善的物理学习思路，才能为培养他们的物理核心素养奠定良好的基础。为了在新课改背景下不断提高物理

教学质量，教师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并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教学模式与理念，本文就针对思维导图模式在高中物理

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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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思维导图是一种图形教学工具，其落脚点在于“思维”

二字，主要是指教师按照学生的思维特点、认知顺序来设计

教学方案，并通过绘制图形指引学生进行有序、有效地探究，

以便不断简化其学习、理解、探究过程，继而在师生的配合

中增强教学的质量。高中物理教师可以在教学中积极引进思

维导图模式，以便进一步提高本学科的教学有效性。

二、运用思维导图，开展复习教学

在结束每一节的小结内容后， 教师可以运用思维导图，

引导学生对高中物理知识进行总结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

真正让学生树立完善的物理知识学习体系，真正让学生的物

理学习更具有层次性和条理性”。

例如，在讲投完“力”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运用思

维导图的方式，开展此部分内容的授课，真正让学生构建相

对完善的知识体系，真正促进学生对物理知识的联想和迁移，

促进学生自主构建高中物理知识的连接，提升学生的复习能

力。在具体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点人手。第一

点，讲透思维导图的制作方式。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讲透

思维导图的制作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从学生熟知的内容人

手，真正提升学生对此部分知识的掌握能力。第二点，实施

引导。在学生制作思维导图的过程中，教师应时时关注学生

的讨论动态，并针对有问题的学生进行启发性地引导，真正

让学生更为系统地掌握力的知识。第三点，展示成果。在大

部分学生思考结束后，教师邀请学生分享成果。同学积极地

举手说：“我以力为关键词，并在此基础上，发射出四个分

支。它们分别为力的基本概念、力的性质类型、力的运算以

及力的相互作用。与此同时，我将力的基本概念分成力的三

要素、力的作用效果、力的表述方法、力的基本特征教师引

导学生，自主设计思维导图，并在此基础上，真正地完成思

维导图的制作和相关知识的归纳总结，让学生构建更为完善

的物理知识体系，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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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巧用思维导图，进行教师授课

在高中物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发现部分学生存在一些

问题：他们能够非常清晰地掌握教师的教学思路，但是一旦

在重新解题的过程中，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针对这种

情况，高中物理教师可以运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开展此部分

内容的授课，并在此过程中，真正让学生将题目中所给的各

种条件运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连接，并在此基础上，真正

促进学生思维的完善，提升学生的数学解题能力，促进课堂

授课质量的提升。例如，在讲授“牛顿运动定律”这部分内

容时，教师可以运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引导学生将牛顿第二

定律的内容进行梳理，并在此过程中，促进学生解题能力的

提升。在具体授课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从以下三点着手。第

一点，梳理知识。教师可以思维导图的方式，辅助学生梳理

相关的物理知识，并引导学生把梳理的知识加入此部分内容

中，之后，让学生以超重和失重、牛顿第一定律、 共点力作

用下的平衡、牛顿第二定律、牛顿第三定律、单位制以及力

与运动的关系的认识为关键词，并在此基础上细化相应的知

识点。第二点，引导反思。在联系相关的习题后，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对所做的习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真正找到

自已思路的漏洞。第三点，注重沟通性。教师应注重引导学

生之间相互交流，并在此过程中，更为全面地学习相关的物

理解题思路，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

四、使用思维导图，引导学生学习

在运用思维导图进行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进行掌握思维导图的制作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真正地

将思维导图，运用到物理学习的过程中，真正促进学生物理

自主学习能力的增强。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从以

下几点着手。第一点，关键词的提取能力。在物理学习的过

程中，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关键词的提取能力，让学生明确

整个物理学习的重点和要点。第二点，相关内容的联系能力。

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应能掌握各个知识点之间的逻辑

性联系，真正地将物理知识更为层次化和精简化地展现出来。

第三点，反思对比能力。在物理知识思维导图构建成功后，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真正地重新阅读相关物理知识，并在此基

础上，真正地检查个人思维导图知识点制作的完整性”。

五、结语

总而言之，在运用思维导图的高中物理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既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又要能够将思维导图的特点

与物理知识进行充分融合，并引导学生运用思维导图进行知

识的学习和问题的解决，真正促进高中物理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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