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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ept map, as an effective teaching tool, can help students better understand and master biological knowledge. Through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concept map teaching strategy, teachers can help students to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learning 
effect. Students can also draw concept maps to exercise their thinking ability and innovative ability, for the future of learning and life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concept maps in high school biology teaching, analyzes their role in 
promoting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and improving teacher teaching quality, and propose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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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图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
陈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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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念图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工具，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生物学知识。通过合理应用概念图教学策略，教师可以
帮助学生更好地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学生也可以通过绘制概念图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
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论文探讨了概念图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分析了其在促进学生学习效果、提高教师教学质量等
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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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高中生物教学一直是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随着

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教学方法已不能完全满足现代

教育的需求。如何有效地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提高他们的

综合能力和素质，成为教育工作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概念图

（Concept Map）作为一种教学和学习工具，自 20 世纪 60

年代被提出以来，便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概念图

作为一种可视化工具，能够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结构，理清概

念之间的关系，提高学习效果。将概念图应用于高中生物教

学中，对提高教学质量、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2�概念图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优势

概念图是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诺瓦克（Novak）提出的，

是一种用来组织和表征知识的图形工具 [1]。它由节点（表示

概念）和连线（表示概念间的关系）组成，通过层级结构和

交叉连接来展示知识体系。高中生物主要研究生命现象、生

命活动规律以及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这包括细胞生物学、

遗传学、生态学、进化论等多个领域，旨在让学生掌握基本

的生物学知识并培养科学思维能力。概念图在高中生物教学

中的应用有以下优势，增强理解：概念图通过图形化的方式

展示信息，使抽象的生物学概念更直观易懂，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复杂的生物过程和关系。促进记忆：通过视觉化的结

构，概念图有助于学生将信息组织成有意义的模式，从而加

深记忆。学生更容易记住关键概念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提高

学习效率：概念图能够清晰地呈现知识点的层次结构和逻辑

关系，帮助学生快速抓住重点，提高学习效率。

3�概念图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现代教育理念不断发展，高中

生物教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高中生物知识纷繁复杂，

各种概念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学生往往难以理解和记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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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教学方法往往以教师为中心，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则被

动接受，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概念图通过图

形化的方式展示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帮助学生将零散的知识

点串联起来，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更容易理解和记忆。

3.1�新授课中的应用
在新授课中，教师可以将概念图作为教学导入或教学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新知识 [2]。

例如，在讲解“细胞结构”章节时，教师可以采取以下步骤：

①引入概念图：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一个简化版的细胞

结构概念图，仅包含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等基本元素，

以此作为引子，激发学生对细胞结构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

②逐步构建：随后教师根据课程内容，逐步在概念图中添加

新的元素，如线粒体、叶绿体、内质网等细胞器，并详细

解释每个元素的功能及其在细胞中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参与讨论，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见

解。③互动讨论：概念图构建完成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小

组讨论，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尝试在小组内绘制或修改

概念图。通过这个过程，学生可以加深对细胞结构各元素之

间关系的理解。

3.2�复习课中的应用
在复习课中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主绘制概念图，以此

作为检验学生掌握程度和理解深度的一种方式 [3]。①明确复

习目标：教师需要明确复习课的目标和重点，确保学生了解

需要复习的知识点。②自主绘制：然后教师要求学生独立或

小组合作绘制概念图，将所学知识点按照逻辑关系整理归

纳。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但应避

免过多干预。③展示与讨论：完成绘制后，学生可以展示自

己的概念图，并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讨论。教师可以通过观

察学生的概念图，发现学生在理解上的误区和遗漏点，从而

更有针对性地讲解补充。在复习“遗传与变异”时，可以让

学生自主绘制基因、DNA、染色体、遗传规律等概念的概

念图。通过比较不同学生的概念图，教师可以发现学生对遗

传规律理解上的差异和不足，并据此进行重点讲解和补充。

3.3�实验课中的应用
在实验课中，概念图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实验原理、步

骤和结果分析。具体步骤包括：①实验前预习：在实验前教

师可以要求学生根据实验内容绘制初步的概念图，包括实验

目的、原理、所需材料和步骤等 [4]。这有助于学生了解实验

内容并思考实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②实验过程中记

录：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可以边做实验边在概念图中添加实

验数据和观察结果。这有助于学生将实验现象与理论知识结

合，加深理解。③实验后总结：实验结束后，学生可以利用

概念图对实验结果进行整理分析，明确实验结果与预期之间

的差异及原因。同时，学生还可以将实验结果与已学知识结

合，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自己的理解。在进行“观察植物细胞

有丝分裂”实验时，学生可以在实验前绘制一个细胞周期、

有丝分裂各期特点的概念图。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可以记录

细胞形态变化并标注在概念图上。实验结束后，学生可以利

用概念图对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和分析，明确有丝分裂过程中

染色体形态和数量。

3.4�自主学习中的应用
在自主学习中，概念图可以作为学生自我检测和反思

的重要工具。①知识点总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随时利

用概念图对所学知识进行总结归纳。这有助于学生形成系统

的知识体系并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②自我检测：学生可以

通过绘制概念图检验自己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如果发现自

己在某个知识点上存在理解上的困难或遗漏点，可以及时查

阅资料或向老师请教。③反思与改进：学生还可以将自己绘

制的概念图与教师提供的标准概念图比较分析，发现自己的

不足之处并改进。这有助于学生不断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和

思维能力。在自主学习“生态系统”这一章节时，学生可以

利用概念图对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群落、非生物环境、能量流

动和物质循环等概念进行总结归纳。

4�概念图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4.1�教学准备阶段
在教学准备阶段，概念图是教师规划课程内容和设计

教学活动的有力工具。以“细胞的结构与功能”为例，教师

在备课时可以全面梳理知识点：①教师需要系统地回顾并梳

理“细胞的结构与功能”章节的关键知识点，如细胞膜的选

择透过性、细胞质的组成与功能、细胞核作为遗传信息库的

角色等 [5]。②绘制初步概念图：基于梳理的知识点，教师可

以绘制一个初步的概念图框架。应清晰地展示细胞膜、细胞

质、细胞核等主要结构，并预留空间用于后续补充细节。③

细化逻辑关系：在初步框架的基础上，教师进一步细化各知

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可以添加箭头和连接词，来表

明细胞膜如何控制物质进出、细胞质中的细胞器如何协同工

作以及细胞核如何调控细胞的生命活动等。

4.2�课堂教学阶段
在课堂教学中，概念图不仅是教师展示知识的工具，

更是促进学生参与和互动的平台。以“光合作用”为例，教

师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6]。①展示基础概念图：教师首先展示

一个包含光合作用基本概念（如光反应、暗反应、叶绿素等）

的基础概念图，为学生提供一个整体的认知框架。②引导讨

论与合作：教师将学生分为小组，要求他们根据基础概念图

进行讨论，并尝试补充和完善细节。例如，小组可以探讨光

反应和暗反应的具体过程、所需条件、产物等，并在概念图

中相应位置添加这些信息。③全班分享与反馈：各小组完成

讨论后，选派代表在全班范围内分享他们的概念图。其他学

生可以提问、补充或提出不同见解，形成积极的课堂氛围。

4.3�课后复习阶段
课后复习是巩固知识、查漏补缺的重要环节。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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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阶段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遗传与变异”为例，教

师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布置概念图作业：教师布置作业要求

学生根据课堂笔记和教材内容绘制或修改概念图 [7]。这个作

业旨在帮助学生梳理和巩固所学知识，锻炼他们的归纳总结

能力。鼓励自主学习与探索：教师鼓励学生在绘制概念图的

过程中积极思考、主动探索。例如，他们可以查阅相关资料、

参加线上讨论或向教师请教以解决疑问或拓展知识面。检查

与反馈：教师收集并检查学生的概念图作业，了解他们的掌

握情况并给予反馈。对于普遍存在的问题或误解点，教师可

以在下节课上进行集中讲解或组织讨论以加深学生理解。

5�高中生物教学中应用概念图的要点

概念图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工具，在高中生物教学中

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它不仅能够帮助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

点、理清逻辑关系，还能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和自主学习能

力的提升。在应用概念图进行教学时，教师应遵循系统性、

层次性、互动性、灵活性和实用性等原则，明确教学目标和

重点难点，通过梳理知识点、绘制初步概念图、完善概念图

等步骤逐步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5.1�注重引导与示范
在概念图教学的初期阶段，教师的引导和示范至关重

要。通过直观的演示和细致的讲解，帮助学生快速掌握绘制

概念图的基本方法和技巧。①示范绘制过程：教师可以在课

堂上现场演示如何从一个核心概念出发，逐步添加分支、连

接词和箭头，形成完整的概念图。例如，在讲解“生物进化”

时，教师可以从“进化论”这一核心概念出发，逐步展开到“自

然选择”“遗传变异”等子概念，并清晰地标注它们之间的

逻辑关系 [8]。②展示优秀作品：收集并展示一些优秀的学生

概念图作品，让学生欣赏学习。这些作品可以作为学生学习

的榜样，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和积极性。

5.2�鼓励合作与交流
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让学生在共同绘制概念图的过

程中相互学习、相互启发，促进知识的内化和理解。①分组

讨论：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分配一个具体的主题或任

务。例如，在学习“生态系统”时，可以让每个小组负责绘

制一个生态系统的概念图，包括生物群落、非生物环境、能

量流动等要素。②合作绘制：小组成员之间分工合作，共同

讨论和决定概念图的布局、内容和细节。通过讨论和交流，

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③全班分享：完成绘制后，每

个小组派代表在全班范围内分享他们的概念图，并解释其设

计思路和主要内容。这样既能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又能促

进班级内的知识共享和交流。

5.3�及时反馈与评价
教师应及时对学生的概念图作品进行反馈和评价，指

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通过正面激

励和针对性指导，帮助学生不断提高绘图水平和知识掌握程

度。①个别指导：在巡视学生绘制过程中，教师应及时发现

学生的问题和困难，并给予个别指导和帮助。②集体反馈：

在全班范围内展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图作品，进行集体

讨论和评价。通过对比和分析让学生认识到自己作品的优点

和不足，学习他人的长处。③评价多元化：除了教师评价外，

还可以引入学生自评和互评机制。让学生对自己的作品进行

反思和评价，同时学会欣赏和评价他人作品。这样既能增强

学生主体意识，又能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6�结论

概念图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工具，在高中生物教学中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通过合理的设计和实施，概念图能够

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习效果，同时也为教

师提供了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随着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和

创新，概念图教学将会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

用。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概念图在其他学科中的应

用，以及如何结合其他教学方法，发挥更大的教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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