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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用思维导图的有效途径
李　运

湖北省恩施市一中　445000

摘　要：历史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利用思维导图能够有效衔接新旧知识，还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积极性，从而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高中历史教师通常对思维导图比较熟悉，但是，怎

样将思维导图运用到历史课堂教学中，并构建高效的历史课堂成了当前高中历史教师教学的必然问题。从纵向的角度看，无

论是课前准备还是课堂教学，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运用思维导图，能够从多个环节发挥重要功能和作用；而从横向角度看，通

常包含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历史教师可以通过思维导图开展教学，而学生可以通过思维导图实施高效学习。因此，运用思

维导图构建高中历史高效课堂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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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是一种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有效结合在一起

的图形思维工具，通过思维导图能够将人体的大脑的左右脑

功能都充分发挥出来，促使大脑的存储效率大大提升。因此，

在高三历史教学课堂上，教师可以将思维导图灵活应用其中，

促使学生将思维导图作为思维方式和记笔记的方式，以此来

帮助学生通过思维导图的关键词和图文并茂的形式来刺激大

脑，从而更好地记忆相关的知识，并将相关知识的逻辑关系

理清，促使学生形成系统和科学的历史知识体系，最终取得

良好的学习效果。

一、思维导图概述

思维导图是一种高效的学习方法，也是一种方便学习的

工具，思维导图对学生学习高中历史知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思维导图在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多媒体技

术或者自己总结的方法表现出来，把复杂的高中历史知识通

过图形与文字相结合的方法表现出来，能够让学生比较清楚

地分辨出知识点的重要程度，也能够让学生更好地对所学知

识进行有条理地归类。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可以让复杂的

知识变得更加清晰，有利于学生的学习，也有利于教师的教

学工作。思维导图作为一种便捷高效的学习方法，将其运用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能够让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充分发挥出大

脑的潜力，帮助学生利用较强的逻辑性记忆历史知识，并拓

展学生的思维方式，让学生的思维模式变得更加丰富。教师

在教学中也可以利用思维导图提高教学效率，把枯燥无味的

课堂变成轻松高效的课堂。利用思维导图进行教学工作是一

种大胆的教学创新，这既符合新课程改革对历史教学工作的

要求，也能够提高高中历史教学工作的质量，通过思维导图

的应用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思维导图高中历史课堂中的应用问题

（一）高中历史教师缺乏对思维导图的重视

目前，随着新课程的改革，历史课堂较以前有了很大改

善，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历史教师已经

意识到了思维导图的应用优势，并且已经掌握了相应的思维

导图的理论知识及运用技巧，但是，却无法将思维导图有效

应用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这主要是因为学生自身缺乏与

思维导图有关的知识，在课堂上应用时相对困难，再加上历

史课的教学任务比较重，而课时相对较少，学生在历史课堂

上再使用不习惯的方式，难免会对教学进度造成影响。

（二）学生对思维导图相关内容不熟悉

这通常是思维导图无法在课堂落实的主要原因。大部分

学校没有针对思维导图的有关知识对学生实施培训，甚至部

分学生还不清楚什么是思维导图。在学生自己的印象中，仅

仅知道结构图、概念图等相关图示法，而真正的思维导图，

学生却很少接触到，并且高中生本身学业较为繁重，无法抽

出足够时间进行思维导图相关知识的了解，在这种状况下，

学生缺乏对思维导图的了解，会直接影响学生在历史课堂上

应用思维导图。

（三）历史学科通常无法引起学生、家长、教师的重视

在常规教学中， 高考的考试内容通常是教师教与学生学

习的主要内容，而历史学科在高考中的占比相对较少，导致

许多学生都更关注自己的语文、数学和英语的成绩，对历史

学科缺乏足够的重视度，从而影响教师对教学方法的积极创

新，相应也就影响了思维导图在历史课堂构建中的应用。

三、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用思维导图的有效途径

（一）重视思维导图在学生预习阶段的使用

预习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因此，教师要重

视思维导图在学生预习阶段的使用。通过预习阶段能够让学

生提前了解所学知识，增加对教材知识点的理解程度，提前

了解教师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这样学生在课堂上能够有侧重

点地进行学习，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在预习阶段，教师

可以要求学生制作思维导图，让学生通过这种方式将历史知

识进行串联，这样不仅能够让学生重点关注关键知识点，而

且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地避开知识误区，能够更有效地帮助学

生掌握所学知识的重难点。思维导图的学习方法也能够在期

末复习的时候节约学生大量翻书找资料的时间。

（二）以历史阶段为单位建立横向知识体系

历史本身就是有机的整体，前后的历史事件往往不可分

割，但是高中阶段的历史教材则将同一个时期的历史分成了

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等不同的专题，所以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中就会觉得知识太过零散，很难将知识整体在一起，对

于历史知识的学习也缺乏内在的历史逻辑关系，从而使得复

习的效果不佳，增加了学生的复习难度。高中阶段需要学习

的历史知识非常多，要想学生自己通过学习将同一个时期的

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的内在逻辑关系理清非常困难。因此，

在高三历史的教学课上，教师就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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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将分散和零散的历史知识整合在一起，帮助学生明白历史

事件的前因后果，对历史知识体系进行重新构建。而思维导

图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教师可以发挥思维导图的优势和价

值来建立历史知识的横向联系，从而帮助学生将国内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内在联系理清，同时也建立中外同一时期的横

向联系，以此来将历史事件的逻辑关系揭示出来，帮助学生

把握历史的宏观结构。

（三）思维导图作为课堂笔记来运用

思维导图既可以应用到高三历史的教学课上，同时也可

以作为一种高效的记笔记的方式应用到历史复习课上。在高

三历史的复习过程中，学生常常要通过做笔记的方式来记录

课堂上教师讲解的内容，为学生课后的复习提供方便。但是

在以往的课堂上，学生记笔记的时间往往比较长，如果只是

通过文字来记笔记，那么学生就很难做到一边记笔记一边思

考，一些学生甚至只忙于做笔记而忽视了教师的讲解，从而

影响了复习课的效果。而将思维导图用作记笔记的工具，思

维导图通过关键词以及相关的线条来展示知识，就可以减少

学生记笔记的时间，还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在大脑中储存和

记忆知识。思维导图具有系统性，能够系统性的展示历史知

识的构架，并且其突出的是关键词，通过关键词能够帮助学

生更好的记忆主干知识。思维导图不仅仅有文字，还有图案、

色彩和曲线等，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能够更好地刺激学生的

大脑，加深学生的记忆，实现学生对知识的高效、准确记忆，

让学生在需要使用相关的知识时能够更好地检索出相关的知

识，从而让学生能够更好地运用知识来解题。

（四）将思维导图与传统教学法相结合

在过去，传统的高中历史课堂总是教师讲、学生听，教

师与学生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所以，高中历史课堂的

教学效率往往不高。如果将思维导图与传统教学法相结合，

能够极大地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能够促进传统教学课

堂的创新发展。在课堂中教师可以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来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多媒体技术与思维导图相结合，通

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知识。例如，在学习

《和平与发展》这一章知识的时候，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屏幕

向学生展示思维导图的一个基本点，然后课堂中让学生自己

完善关于这一章的思维导图，最后教师通过多媒体屏幕一层

一层、一级一级地展示整个思维导图。通过这种方法既让师

生之间进行了良性互动，也推动了历史课堂的教学进程，创

新了更加新颖的教学方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思维导图是一种有效的思维工具和记笔记的

工具，将思维导图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中，能够有效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率，也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改进教学方法中的不

足，促进高中历史教学模式的不断发展。在高三历史学科的

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思维导图灵活运用到课堂中，通过思维

导图来提升教学效果，以专题为单位理清历史发展脉络，以

历史阶段为单位建立横向知识体系，并通过形象、明了的思

维导图来帮助学生更好记忆相关的知识，全面提升教学的效

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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