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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d mapping is a kind of simple and efficient graphic thinking tool, using images to connect the mathematical concept, can 
intuitively refle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knowledge, build the system perfect knowledge system,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memory of knowledge, cultivate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promot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fundamentally expand the thinking of students to analyze and solve the problem. The mind map is applied to the 
three links of pre-class preview, in-class learning and after-class review, so as to further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in position of students,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of students ‘learning, and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habits and ability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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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维导图是一种简单且高效的图形思维工具，利用图像来连接各数学概念，可以直观体现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构建系统
完善的知识体系，加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品质和数学综合能力，促进学生完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
从根本上拓展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将思维导图应用于课前预习、课中学习、课后复习三大环节，进一步发挥学生
的主体地位，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重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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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维导图应用于高中数学的背景概述

布鲁纳认为，学习的过程本质上来说就是认知结构的

组织和重新组织，其实质就是理解学科的知识结构，并把学

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

系联系起来，组织成具有一定意义的结构。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强调：要引导学生学会有

逻辑的思考问题，能够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把握事物之间的

关联与发展的脉络。为学生发展提供多样化选择，凸显数学

的内在逻辑和思想方法。

思维导图又被叫作脑图，是由英国的托尼·博赞先生

提出的一种思维可视化工具，遵循人左右脑的运行规律，是

一种形如“神经元”一样，呈放射状的辐射性的思维表达方

式。人的左脑负责记忆逻辑理论、复杂文字、顺序等，右脑

负责图像、空间记忆等，思维导图利用主题关键词同颜色、

图像等建立起相应的记忆链接，协调左右脑的运行，将存在

内在联系的知识结合到一起，绘制成相应的知识结构图。思

维导图注重表达与核心主题之间的关联，可展示其层次关系

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能够帮助认识事物方面拥有一个整体

的全局化的观念，因此被誉为强化学习、记忆和思维训练方

法，能充分激发大脑活跃度和潜能，提升思维创造能力和学

习效率，可以比较直观地、系统化地展示知识内容。

数学学科的概念、原理和法则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

构成了这门学科的知识结构，数学知识结构是挖掘和提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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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观念的重要源泉。数学知识的系统化、结构化突出了知识

的系统性和彼此的联系，使知识由繁杂变成体系化、概括化，

便于学生理解、记忆和掌握。因此，数学教学的真正目的是

使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一套概括了的数学基本思想或原

理的知识结构。学习者需要将新的知识结构同化到自己已有

的认知结构去，知识才能真正理解，才能牢固掌握。

2�思维导图应用于高中数学的实践与策略

如何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在学习的各个环节中都能有所

收获？如何使不同水平的学生能积极参与到学习的全过程

中来？如何引导学生理清知识间的逻辑关系建构完整的知

识体系？如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

些问题我们都将利用思维导图，分别在课前预习、课上学习

和课后复习三个主要环节来布置任务实施来促进自主学习。

2.1�课前预习阶段：了解基本概念，寻找联系，初

步架构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课堂教学效率，教师

常常给学生留预习作业。但是学生在完成预习作业的时候，

常常流于形式去阅读教材，只是适当标注一下书中的新概

念、新公式就万事大吉。

在用思维导图给学生布置《数列》第一课时的预习作

业的时候，则要求学生根据本节课主要知识点在预习的时

候，列出本节课的学习重难点，主要知识框架，带着问题按

照概念、表示法和分类三个角度进行精读后补充，逐步地了

解细节，理解知识之间的关系和联系。这样既提升了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强化了学生的记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专

注力和积极性，更可以引导学生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关注核心

概念，关注关键词，对于相似的、易混淆的概念和方法进行

对比辨析，知识越对比越深刻，问题越辨析越明朗，帮助学

生深度理解并记忆数学知识，从而增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思辨意识。

2.2�课堂学习阶段：理解基本知识，挖掘联系，扩

充知识结构

2.2.1 利用思维导图做课堂笔记
学生传统的笔记是线性笔记，是以文字叙述或数学符

号将教师的黑板板书和口头叙述的知识点记录下来。这样的

记录方式速度慢，容易漏记，还不利于记忆和理解，极度影

响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进度、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和课后复

习效果，更为严重的还会减缓或者抑制学生的思维过程。

借助数学思维导图记笔记，学生先确定老师讲解内容

的中心主题，再结合老师的课堂教学，提取知识点的关键词，

合理分类和再分类，建立知识点之间的层级关系，最后做补

充，实现高效率的记录课堂教学内容。这样展示的知识点一

目了然，不同的色彩可刺激大脑的注意，精简的关键词可帮

助大脑轻松记忆重要内容，提升课堂学习效率和课后复习效

率。用思维导图记笔记，可以不必追求多么规范和美观，可

以快速、准确、简洁地把课堂教学内容记录下来，既帮助学

生提升了课堂学习的专注度，又帮助学生加深对数学基础知

识的理解，理清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站在一定地高度上审

视章节内容，使数学学习更加高效更加有深度。例如在学习

基本不等式时，学生可以先建立知识框架，将公式的内容、

变形、使用条件，以及应用技巧和应用场景列举出来清晰明

了，知识重难点明确，并且对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利用

各种符号、图示重点标注，符合科学用脑理念，能极大地激

发大脑的兴奋区，提升大脑的活跃性。

2.2.2 利用思维导图完善知识系统
结合课前预习新课阶段所做的思维导图，在此基础上

迭代完善，更大地提高学习效率，引导学生利用数学思维导

图对数学知识点进行梳理与归纳，同时要求学生将知识点之

间的联系明确地呈现出来，不仅对于每节课的重难点更加清

晰，还可以让学生在初步了解各个单独的知识点的同时，了

解到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这样帮助学生整合新旧知识、建构

数学知识脉络、形成数学知识体系，还可以提升高中生对知

识的概括能力和归纳能力，克服记忆困难，真正理解知识本

身和彼此关系，促进高中生数学深度学习。

例如，在学习一元二次不等式的时候，我们利用思维

导图首先梳理初中所学习的二次函数的图象、顶点、对称轴

和最值等知识点，还有一元二次方程的解的个数、求根公式

等，结合一元二次不等式，既能完成初高中知识的衔接，也

可以完成由已知到未知知识的建构，了解到“三个二次”之

间的联系，理解深刻，充分体会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可以

将图示、表格、文字都融合在这个思维导图中，挖掘大脑潜

能，深度理解数学概念和思想方法，充分调动自己的各种思

维能力。

又如学生在复习解析几何时，直线与圆锥曲线相交问

题是重难点，学生可以利用题组法梳理典型的考题，利用思

维导图列举都应用了哪些知识要点，再根据知识点之间的联

系，解决其他与该题型相似的习题。在解决一个基本问题时，

思考其他类型的题目是否也应用到了相同的知识点。因此可

以引导学生利用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的知识点与圆锥曲线

联系起来，绘制出思维导图，充分体现类比和对比，在后续

的复习过程中，学生就会思考此类题型涉及的知识点和其他

题目的异同之处，进行变式训练、题组训练，真正起到了举

一反三的目的。

2.2.3 利用思维导图训练一题多解
通过思维导图创设开放化问题情境，能够引导学生形

成独立思维，快速完成知识内化与迁移，并在实际应用中有

效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例如，在讲解空间向量中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中，为

了避免直接带领学生应用教材中的方法推导公式使学生思

路受限制，在讲授新课之前设计了这样一道引例：在长方体

ABCD-A1B1C1D1，AD=1，AB=2，AA1=3，求点 A1 到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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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 的距离。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探究问题的多种解

法，然后每组派代表进行课堂分享与讲解，站在学生的角度

设疑、质疑、解疑，进而全面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通过同

学们广泛的交流，大体上分为两种方法，一是综合几何法，

一是空间向量法，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交流的基础上，又发

现在具体的细节上又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因此利用思维导图

可以把各种方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直观地展示出来。在利用

思维导图不断整理思路的过程中，整个问题的两大类，综合

几何法构造三角形 A1BC1，然后借助正余弦定理利用解三角

形常用的作高、勾股定理等面积、三角函数等方法；空间向

量法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后，既可以坐标法根据垂足一定 H

在直线 BC1 上的特点，设

生的创新思维。通过同学们广泛的交流，大体上分为两种方法，一是综合几何法，一是空间向量

法，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交流的基础上，又发现在具体的细节上又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因此利用

思维导图可以把各种方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直观地展示出来。在利用思维导图不断整理思路的过

程中，整个问题的两大类，综合几何法构造三角形 A1BC1
，然后借助正余弦定理利用解三角形常

用的作高、勾股定理等面积、三角函数等方法；空间向量法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后，既可以坐标

法根据垂足一定 H在直线 BC1
上的特点，设 1BCtBH  ，将 H的坐标用 t表示出来，最后用两

点间距离公式，又可以利用投影向量法，综合全体同学的思路，可以得到至少六种不同的解题方

法在同学们不断的思维碰撞之中清晰明了地呈现出来，思路清晰，方法明确，突出细节，又对比

可以使学生充分理解不同解法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综合几何法以逻辑推理作

为工具解决问题，通常采用解三角形的方法求解距离问题；空间向量法以向量的概念和运算来解

决问题，通常使用空间向量基本定理借助基向量和向量的坐标运算求解。

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一步拓展课堂空间，为学生提供个性化辅导，充分满

足学生多元化学习需求，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学生发散思维、创新思维等能

力．

2.3 课下复习环节：抓住问题本质，发散思维，完善架构

复习时首先让学生独立绘制思维导图，引导他们主动进行知识的回顾与提炼过程，整合新旧

知识，并利用课下互相交流完善，完善思维导图的同时建构比较系统的知识网络。思维导图应用

于复习课中，可使原来迷惑的概念清晰化，零散的知识系统化，机械的记忆灵活化，在短时间内

明确教学内容的重点，最终使学生感到所学知识在由多变少，所学的课本由厚变薄，但是知识的

迁移能力却在提高，复习效果也在提高。

2.3.1 利用思维导图使知识系统化结构化

数学知识之间的关联性非常紧密，因此在数学知识复习时，通过对核心知识的拓展和延伸，

能够实现对关联知识的系统化复习。如果在课堂总结和阶段性的章末复习过程中，指导学生绘制

“归纳型数学思维导图”， 在进行复习时，可以以某一知识点作为核心内容，先建立主要分支，通

过联想记忆相关知识的方法来构建相应的知识框架，并在老师课堂指导时加以修改和补充使其更

加完善。学生常常由于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不深刻，绘图时容易出现关键词提炼不准确、各级之间

的层级关系错误、知识点遗漏等问题。可以相对更加全面系统，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规

律性，有助于加深学生的记忆，并且提高记忆效率．这就可以将学生们分成几个学习小组，指导

他们合作构建数学思维导图，这样使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绘图活动中，得到思维训练。进行自我

完善，最终形成结构优良的数学认知结构。

应用思维导图的课堂可以概括为：学生独立绘图→教师通过典型例题分析知识脉络→小组合

作共同改图→学生展示绘图成果→师生共同评图→学生练习检测学习效果。同时可以利用常用的

绘制思维导图软件，如 Xmind等，教师在课下提前绘制出一个章节完整的思维导图，在上课的时

候将次分支用“隐藏”功能，先引导学生进行回忆回顾旧知识，课上再利用思维导图软件界面的“展
开”功能，打开相应节点显示下一层级的内容。学生通过对比自己想到的知识和教师显示的知识，

待学生联想回顾节点下级的内容后，查漏补缺，再一层一层地展开，最后督促学生独立构建思维

导图。这样的教学不仅达到了复习归纳知识点的目的，而且学生课后绘制的思维导图比较规范，

关联性强，不易漏掉知识点，从而使杂乱的知识系统化、结构化，形成知识链条，达到增强记忆

的效果，便于今后的复习。

2.3.2 利用思维导图归纳解题方法

数学学习解题能力常常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途径，有的学生为提升学生解决问题，

通常死记硬背很多数学公式、规律，即使做了很多题进行“题海战术”，解题能力仍然偏低，尤其

是单位时间内解题更是效率低下。究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反思有自己解题思维与思考方法，在解题

过程中没有总结思想方法的良好意识，思路混乱，解题时候目标不明确。面对这种情况，教师需

要指导学生及时总结反思，可以通过思维导图来引导学生逐步树立自主探究、总结数学解题方法

的意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在小组中探讨多种解

题思路，再通过思维导图呈现解题思想，指导学生将整个过程绘制成思维导图，表达清楚从条件

到结果、从已知到未知的完整的思维过程。

例如，在解三角形问题过程中，每道问题的已知边角元素很多，可以结合画图，将已知条件

分别组合分析用正弦定理或者余弦定理建立联系，分析公式的选择和解题路径，对比不同的方法

，将 H 的坐标用 t 表示
出来，最后用两点间距离公式，又可以利用投影向量法，综

合全体同学的思路，可以得到至少六种不同的解题方法在同

学们不断的思维碰撞之中清晰明了地呈现出来，思路清晰，

方法明确，突出细节，又对比可以使学生充分理解不同解法

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综合几何法以逻辑

推理作为工具解决问题，通常采用解三角形的方法求解距离

问题；空间向量法以向量的概念和运算来解决问题，通常使

用空间向量基本定理借助基向量和向量的坐标运算求解。

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一步拓展课堂

空间，为学生提供个性化辅导，充分满足学生多元化学习需

求，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学生发散思维、

创新思维等能力。

2.3�课下复习环节：抓住问题本质，发散思维，完

善架构
复习时首先让学生独立绘制思维导图，引导他们主动

进行知识的回顾与提炼过程，整合新旧知识，并利用课下互

相交流完善，完善思维导图的同时建构比较系统的知识网

络。思维导图应用于复习课中，可使原来迷惑的概念清晰化，

零散的知识系统化，机械的记忆灵活化，在短时间内明确教

学内容的重点，最终使学生感到所学知识在由多变少，所学

的课本由厚变薄，但是知识的迁移能力却在提高，复习效果

也在提高。

2.3.1 利用思维导图使知识系统化结构化
数学知识之间的关联性非常紧密，因此在数学知识复

习时，通过对核心知识的拓展和延伸，能够实现对关联知识

的系统化复习。如果在课堂总结和阶段性的章末复习过程

中，指导学生绘制“归纳型数学思维导图”， 在进行复习时，

可以以某一知识点作为核心内容，先建立主要分支，通过联

想记忆相关知识的方法来构建相应的知识框架，并在老师课

堂指导时加以修改和补充使其更加完善。学生常常由于对数

学概念的理解不深刻，绘图时容易出现关键词提炼不准确、

各级之间的层级关系错误、知识点遗漏等问题。可以相对更

加全面系统，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规律性，有助于

加深学生的记忆，并且提高记忆效率．这就可以将学生们分

成几个学习小组，指导他们合作构建数学思维导图，这样使

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绘图活动中，得到思维训练。进行自我

完善，最终形成结构优良的数学认知结构。

应用思维导图的课堂可以概括为：学生独立绘图→教

师通过典型例题分析知识脉络→小组合作共同改图→学生

展示绘图成果→师生共同评图→学生练习检测学习效果。同

时可以利用常用的绘制思维导图软件，如 Xmind 等，教师

在课下提前绘制出一个章节完整的思维导图，在上课的时候

将次分支用“隐藏”功能，先引导学生进行回忆回顾旧知识，

课上再利用思维导图软件界面的“展开”功能，打开相应节

点显示下一层级的内容。学生通过对比自己想到的知识和教

师显示的知识，待学生联想回顾节点下级的内容后，查漏补

缺，再一层一层地展开，最后督促学生独立构建思维导图。

这样的教学不仅达到了复习归纳知识点的目的，而且学生课

后绘制的思维导图比较规范，关联性强，不易漏掉知识点，

从而使杂乱的知识系统化、结构化，形成知识链条，达到增

强记忆的效果，便于今后的复习。

2.3.2 利用思维导图归纳解题方法
数学学习解题能力常常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一种重

要途径，有的学生为提升学生解决问题，通常死记硬背很多

数学公式、规律，即使做了很多题进行“题海战术”，解题

能力仍然偏低，尤其是单位时间内解题更是效率低下。究其

根本原因是没有反思有自己解题思维与思考方法，在解题过

程中没有总结思想方法的良好意识，思路混乱，解题时候目

标不明确。面对这种情况，教师需要指导学生及时总结反思，

可以通过思维导图来引导学生逐步树立自主探究、总结数学

解题方法的意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给

学生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在小组中探讨多种解题思路，再通

过思维导图呈现解题思想，指导学生将整个过程绘制成思维

导图，表达清楚从条件到结果、从已知到未知的完整的思维

过程。

例如，在解三角形问题过程中，每道问题的已知边角

元素很多，可以结合画图，将已知条件分别组合分析用正弦

定理或者余弦定理建立联系，分析公式的选择和解题路径，

对比不同的方法的难易程度，最后把各种方法结合起来优化

解题方法，力求一题多解，多解归一，通过这样的充分的总

结和训练，可以逐步形成灵活的数学思维，借助思维导图丰

富学生解题思路，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提升解题的效率与

正确率，可以锻炼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

在高中的数学学习中，可以构建和存储很多典型数学

小问题小模型，让同学们有一定的探究和交流空间。例如，

在复习最值问题时，可以选择这样一道基本的问题：已知

Rba ∈, ，且 a+b+1=0，求（a-2）2+（b-3）2 的最小值。拿

到这道题目后，学生既可以通过分析消参转化为比较熟悉的

二次函数问题，也可以通过形式联想到转换为更为直观的直

线与圆的几何问题，充分体现了数学创新思维的联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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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确了大体的方向之后，又可以根据细节的处理不同，代

数法可以先消参再用配方法，或者设二次函数用判别式，也

可以利用均值定理的推论 2
22

)
2

(
2

baba +
≥

+
，化归变形；几何

法可以根据“两个平方”的形式特点，联想到圆的方程或者

两点间距离公式，转化为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或者是点到

直线的位置关系，通过几何图形直观找到最值点。

这样不同的学生首先独立分析思考问题，然后交流解

题方法，画出思维导图体现解题思路。接下来让同学们小组

合作，互相交流、讨论，互相补充、完善，在合作学习中同

学们取长补短，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在后续的学习时，

学生不仅可以在解析几何初步的基础上，将与直线斜率相关

的知识，与后面的椭圆、双曲线和抛物线建立联系，可以类

比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的题目时可能用到的知识点。课堂结

构的优化调整，不仅能够帮助教师打破固有教学思维束缚，

实现课堂延展，从而确保课堂活动的高效性。

2.3.3 利用思维导图进行学习评价
思维导图将所复习知识在整个模块中的位置和地位、

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和层次呈现出来，还可以联想进行知

识的拓展延伸。思维导图作为教学评价工具，是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程度和学生已经形成的知识结构，可以是学习过程中

的评价工具。 

从学生角度，学生可以利用思维导图进行自我评价，

有目的地根据学习重难点进行针对性学习，及时发现自身在

学习过程中的不足之处，梳理思路并根据思维导图进行自我

改正。思维导图能够很方便、快捷地引导学生完善知识结构，

实现个性化学习。 

从教师角度，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做的思维导图对学生

的真实学习情况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认识到学生在学习

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进度，

从而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

3�思维导图应用高中数学的结论反思

在高中数学教学实践中，结合思维导图增强高中数学

教学整合性与高效性，提升高中生数学核心素养，创设优质

化环境，创新教学模式，构建开放化课堂，实现课堂结构优

化。思维导图作为一种表达发散思维的基本工具，整个构造

和绘制较为简单。一幅逻辑性强、思维清晰、有个性和特色

的思维导图，可以极大地提升高中生的数学思维品质和数学

学习能力，能够更好地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提升学生知识

学习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有效学习、深度学习，才能有效培

养学生数学创新思维与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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