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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高中生学习能力培养中

的应用策略 ①

程玉玲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３３）

摘　要：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有效的可视化思维工具，在高中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中发挥极大的作用。本研究通过问卷
调查的方法，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对高中生应用思维导图类学习工具的现状进行了调查。最后提出了高中生利用思维

导图提高学习能力的策略，即学校、教师和学生三位一体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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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中指出：在学
业水平的评价方面，要考察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该能力需要由教师利用启发式教学，采

用自主、合作和探究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来培养，引导学生由学会转变为会学。英国学者东尼· 博赞在

上世纪６０年代发明了被喻为“终极思维工具”的思维导图，是一种可视化的发散性思维工具，教师把思
维导图应用到高中教学过程中，能够激发高中生的创新能力，增强合作学习意识，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１　思维导图概述
１．１　思维导图简介

思维导图是用图表来表现发散性思维，将大脑内部的思考过程进行外部呈现的一种整体性思维工

具，可应用到人的认知功能领域，尤其是记忆、创造、学习和各种形式的思考中［１］。制作思维导图时，用

中心图像表达主要内容，分支从中心图像向四周散射，被分成各大主题，次主题也以分支形式表现出来，

附在上一层分支上，分支由一个关键图像或者印在相关线条上的关键词组成。

１．２　思维导图的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用主题词为“思维导图”进行模糊检索，共检索到１８１３篇相关文献，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７

年５月３日。利用该网站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进行全部检索结果分析，发现第一篇相关文献《托尼·
巴赞智力丛书》于１９９９年发表在《汽车维修与保养》期刊上，该文章实际是对《启动记忆》《快速阅读》
《开动大脑》和《思维导图》４本丛书内容的分享。如图１所示，２００５年以前相关研究较少，自从２００５年
开始研究热度逐年升高，相关文献发表数量呈现上升趋势。

对发表相关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如图２所示，以“应用”为中心词，与“应用”同时出现频
率最高的是“教学”一词，说明“思维导图在教学中的应用”是研究的热点；“英语教学”与“应用”同时出

现的频率位居第二，说明利用思维导图进行英语教学较为活跃。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０８
基金项目：大连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立项课题 （ＮＤ２０１６２０３）
作者简介：程玉玲（１９７４－），女，辽宁锦州人，中学高级，主要从事高中语文教育教学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７年第９卷

图１　各年相关文献发表数量

图２　关键词共现网络

对发表文献的学科分布进行分析，如图３所示，发现“中等教育”方面的文献数量最多，中学是中等
教育中的主要部分，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关键时期，担负着为高一级学校输送新生的重要任务，

在中等教育中应用思维导图，教师传授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授予了好的学习方法，这也正是教育

教学的主要任务。

图３　相关文献的学科分布

１．２　思维导图在高中生学习能力培养中的作用
１．２．１　培养高中生终身学习的习惯

建设学习型社会，要求公民做到终身学习，而学习效率的高低与学习方法息息相关。学生在受教育

阶段良好学习方法的获得，对其是终生受益的［２］。在高中时期训练学生利用思维导图进行学习和思维

是合适和必要的。思维导图是高中学生高水平完成高中学业、培养终生学习习惯以及在工作中缩小知

识技能差距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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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满足高中教育教学的需要
高中阶段学习知识量大，学习科目多，各学科相互关联紧密，教学进度较快，知识点相对零散。利用

思维导图这一有效的可视化思维工具，可以很好地进行课前预习、课堂知识点整理，可以有效地再现知

识点，做好课后、考前的复习。

１．２．３　提高高中生的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强的同学，成绩往往比较好。高中生繁重的学业，促使学生寻求高效的学习方法。思维导

图恰恰是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

２　高中生使用思维导图的现状调查
２．１　问卷设计

经过认真地研读相关参考文献并进行反复思考，课题组设计了一套能够满足实际调查并符合本研

究课题的调查问卷。问卷共设１０个问题，第１题调查高中生的年级分布，第２题和第３题调查高中生
对思维导图的认知，第４题到第１０题调查高中生应用思维导图的意愿。
２．２　调查过程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网络调查和纸质问卷调查，调查的对象全部是高中生。邀请高一至高三的同学

利用问卷星平台（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ｊｕｍｐ．ｃｏｍ／ｊｑ／６２６７７４４．ａｓｐｘ）填写问卷，并通过 ＱＱ和微信等平台
进行了广泛宣传，本次调查于２０１７年２月５日开始进行，２０１７年４月５日完成问卷的回收工作，在此期
间，对本校学生进行纸质问卷填写。经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后，两种调查方式共获得有效问卷３０１份，样
本分布为高一学生占３９．４１％，高二学生占５１．５８％，高三学生占９．０１％。笔者将问卷星所获得的数据
导出，并与纸质问卷的数据进行了汇总，应用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分析。
２．３　调查结果分析
２．３．１　高中生对思维导图的认知

１）对思维导图的了解情况
在填写问卷前，除２３．４２％的高中生从来没有听说过思维导图外，其余同学都对思维导图有所了

解，其中只有１１．７１％的高中生对思维导图很熟悉。听说过而没有使用过的的高中生比例最高，占
４１．４４％。

２）思维导图是否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７．０６％的同学认为思维导图对学习效率的提高没有帮助，其余９２．９４％的同学

均认为思维导图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

对不使用思维导图的原因进行调查，数据显示：５７．８９％的学生认为思维导图不符合自己的思维习
惯，２１．０５％的学生认为浪费时间，在“其它”作答项中，有一位同学回答“玩玩得了，刷题才是王道”。由
此可以看出，同学对思维导图没有足够的认识。

调查结果表明，接近４／５的高中生听说或者用过思维导图，并且只有不到１／１０的学生认为思维导
图对学习没有帮助，所以，思维导图这种学习工具为多数高中生所认知。

２．３．２　高中生使用思维导图的意愿
１）使用思维导图进行教学的支持率
调查结果显示：６４．７１％的学生支持思维导图教学，３４．１２％的学生持中立态度，反对利用思维导图

进行教学的只有１．１８％。
２）学习思维导图的意愿与所在年级的交叉分析
对于是否愿意学习思维导图与学生年级的交叉分析如图４所示。相较于高三来说，高一和高二的

学生更愿意学习思维导图的使用方法。即使是高三，也有６０％的学生愿意学习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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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学生年级与是否愿意学习思维导图的交叉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高中生对使用思维导图进行教学的支持率相当高，只有１．１８％的学生反对用思维
导图进行教学。究其原因，一方面高中生需要好的学习方法来提高学习效率，另一方面思维导图确实是

值得高中生用心去研究的思维工具。因此有必要对高中生进行思维导图的培训。

有接近一半的高中生希望通过学校组织方式学习思维导图，也有一部分高中生不肯浪费学校的学

习时间，希望通过自学来了解思维导图的使用方法，只有少数同学希望通过商业机构进行训练。

高三学生面临升学的压力，对思维导图这种学习工具的学习相比高一和高二的学生来说不太热衷，

所以高一和高二应该是学习这种工具的最佳阶段。

２．３．３　能够接受的思维导图培训形式
受调查的学生中希望通过学校组织方式学习思维导图的占４９．５５％，自学方式占３８．７４％。基于以

上分析，笔者认为学校有责任也有义务普及思维导图教育。

３　思维导图在高中生学习能力培养中的应用策略
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笔者认为将思维导图有效地应用到高中生学习能力培养中需

要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共同努力。

３．１　学校层面
首先，学校通过教研活动培养老师使用思维导图的意识。其次，学校在低年级通过开设思维导图课

程向学生普及思维导图基本理念、使用方法及其优势。因为学得越早越受益，而调查的结果也表明，学

生在低年级更有时间来参加学习方法的培训。再次，学校通过组建思维导图社团招募有思维导图使用

经验或对思维导图有极高热情的同学，重点培训其使用思维导图的能力［３］。通过学生之间对思维导图

理念与优点口口相传，更广更深入地向学生渗透思维导图并激发学生对思维导图的学习及使用热情。

对思维导图掌握较好的同学，可以将思维导图绘制方法及技巧传授给更多的同学，减少学校在普及思维

导图上的工作量，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四，学校可以邀请思维导图培训机构讲师或相关专家来

校进行讲座，让学生对于自己对思维导图的使用经验以及理解进行升华，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如果有

可能还可以与相关培训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获得更多的深度服务。第五，学校可以组织思维导图

展览，将学生中有创意有思想的作品进行展览，以便其他同学学习。制定思维导图库计划，形成各科的

思维导图库，不断丰富思维导图教育资源。最后，学校可以通过微课的教学形式传递思维导图的思想，

既可以利用微课介绍思维导图的使用方法，也可以用微课来讲解各科绘制好的思维导图的内容。

３．２　教师层面
首先，教师利用思维导图进行授课。笔者认为将思维导图引入课堂教学是教师的责任。教师在授

课过程中使用线性思维方式进行教学会极大地限制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对思维导图的绘制带来极大的

障碍。引入思维导图的学习方法，教师要用发散的思维方式去组织知识点，强调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

系，注意思维导图中对于语言的使用要求：简洁，抽取关键词，用逻辑关系表达语法。用思维导图板书，

或利用思维导图软件的展示功能，用不同颜色表现不同类别或级别的知识点，用位置和图形表现知识点

间的逻辑关系，并配合使用图像和符号来加强记忆。把原本枯燥的线性知识变成容易记忆的有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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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激活学生不同脑区的记忆功能，让学生充分的发挥大脑各方面的能力来进行思考，将对知识的展

示变成一种艺术。这样可以有效提高课堂效率，也便于学生模仿绘制，对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能

力有深远的影响。

其次，课后作业利用思维导图总结知识点，引导学生利用思维导图。任课教师在教授完一阶段的内

容后，可以布置作业将学到的内容进行梳理，运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将知识点以及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

清晰地表示出来，帮助学生更清晰地了解这一章到底讲了哪些主要内容，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另外教

师可以组织同学进行深入交流，通过欣赏其他同学的思维导图了解他人对知识的理解并与自己的知识

体系进行对照来发现不同，纠正自己的错误理解，汲取他人对知识更透彻精当的理解，以不断提高自己

对知识掌握的正确程度以及有效程度，以求达到更高的学习境界。教师通过欣赏学生的思维导图可以

十分清晰的看到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可以很直观的发现其中存在的错误或不准确之处并及时指出，

其直观性和蕴含的对于教师评估授课效果的极其珍贵的信息是以往作业习题无法企及的。

３．３　学生层面
学生是使用思维导图的主体，他们的熟练使用是推行思维导图这一学习方式的目的与意义之所在。

学习思维导图并没有很大难度，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应该认真对待思维导图学习，认识到其相较于传统

思维方式的巨大优势。平日学生应该在生活中自觉的使用发散性思维，尽可能多地运用思维导图。在

复习阶段，用思维导图系统梳理知识点，将知识结构化，便于理解和记忆。

４　结语
思维导图是一种有效的学习工具，笔者将继续探讨更加有效的思维导图培训形式，充分利用互联网

信息技术，以ＭＯＯＣ、ＳＰＯＣ和微课等形式开展思维导图培训。在实际应用中笔者发现计算机思维导图
因其自动构图、高效输入、便于整理、易于保存等特点能极大地提高制作思维导图的效率。在利用计算

机实现思维导图功能领域还有很大研究空间，包括思维导图软件的语音录入和基于互联网云平台的思

维导图资源共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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