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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高中协作学习中的应用 ①

韩霖，赵厚梅
（大连市育明高中，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２３）

摘　要：寻求高效学习方法，是高中生应对繁重学业的关键。介绍思维导图在高中学习中应用的可行性及绘制的原

则与技巧，强调协作绘制思维导图的重要性和方法，并以生物课为例，介绍思维导图的绘制过程，具有一定的教学实践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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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的学习生活中，学生会有这样的体会：高中的知识量大，知识点明显增多；知识的理论性强，

更抽象，初中数学多用数学方法分析实际问题，而高中数学必修一集合、映射、函数等内容皆相当抽象，

难于理解；知识的系统性强，高中知识常以基础理论为纲，向外扩展各种基本方法、原理与概念，知识间

的联系更为紧密，知识点前后的关联性有所增强。综上所述，学生必须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发挥学习

小组的团队合作精神，运用思维导图这种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可视化思维工具进行协作学习，是高中学习

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１　思维导图的应用现状分析
１．１　思维导图概述

思维导图是由英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东尼·博赞（ＴｏｎｙＢｕｚａｎ）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发明的一种
学习工具，该工具运用图文并茂的技巧，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来，把主

题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记忆链接。该工具被通用汽车、英国石油等众多世界５００强公司所使用，
东尼·博赞也被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名校聘为客座教授，被中国政府聘为政府顾问。可见，思维导图

被商界、教育界和政界的人士认可［１］。

１．２　思维导图的应用现状研究
在中国知网（简称ＣＮＫＩ）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篇名＝“思维导图”、时间范围选择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５

年进行检索，得到论文６４８篇。使用陈超美博士的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２］对这些论文进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

分析，绘制出思维导图的研究现状及热点问题的知识图谱（下见表１和图１）。
１．２．１　目前研究的核心问题

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是“思维导图”，频次为５５３次，在表１中，去掉了“思维导
图”，列出了与思维导图相关的其它关键词，这些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均大于１０，通过对表中关键词的分
析可以看出，跟“思维导图”相关的研究领域包括“应用”“教学”“思维过程”“概念图”等，这些都是思维

导图内容体系的主要部分，也是目前研究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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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高频关键词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１ ４３ 应用 ７ １５ 自主学习 １３ １２ 教学方法

２ ３６ 教学 ８ １５ 教学设计 １４ １１ 阅读教学

３ ２４ 思维过程 ９ １５ 教学效果 １５ １１ 头脑风暴

４ １９ 概念图 １０ １３ 发散思维 １６ １０ 学习效率

５ １８ 英语教学 １１ １２ 发散性思维 １７ １０ 运用

６ １７ 课堂教学 １２ １２ 学习过程 １８ １０ 知识可视化

１．２．２　未来的研究趋势
图１是思维导图研究的时区视图，该视图由一系列表示时区的条形区域组成，时区从左至右对应上

端年代色标，右上角的热点关键词构成了该领域的研究前沿。从该图可以看出，思维导图在“应用研

究”“教学实践”“教学模式”“自主学习能力”和“高中”等领域是研究的前沿问题，本文正是从高中生自

主学习能力培养方面进行的研究。

图１　思维导图研究前沿的时区视图

２　思维导图的特点
２．１　用中心概念表达记忆主要内容

中心概念（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ｄｅａ）是挑选出来的能够表述内容的特殊信息，是记忆的关键参照，但词语刺激
的是大脑的左半球，而关键图像（或将关键词转化为图像）能够刺激大脑的２个半球，把左脑和右脑的
功能结合起来，进行发散联系，有利于大脑对于信息的回想。

２．２　有利于发散思维
思维导图的构建方法是由一个中心概念，向外发散，连接细节信息，这与大脑的活动方式相吻合。

大脑在关键词的刺激下会不断联想下去，会考虑更多的有关信息。

２．３　笔记性能优越
思维导图的记忆形式使主题更加鲜明，主题的重要程度界定清楚，概念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联系表达

出来，书写内容简练，传递信息内容丰富，便于复习和回忆。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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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运用思维导图进行高中协作学习的策略
３．１　绘制思维导图的协作形式

鉴于思维导图制作过程耗时较大的特点，要求每一名学生完成全部科目所有思维导图是不现实的，

并且很难保证思维导图的质量，所以协作绘制十分重要［３］。协作绘制微观上包括生生协作、师师协作

以及师生协作。宏观上包括班际、甚至校际交流。本文主要从微观层面进行探讨，协作模式见图２。

图２　师生利用思维导图协作学习模式图

在思维导图绘制过程中，建议教师将班级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１科或２科思维导图的绘
制，并以一定时间为期限轮换科目。每个小组设立组长，负责规划制作进度、分配任务并监督计划实施、

与老师交流、组织小组会议等事务。教师还可以通过评选思维导图达人、最佳思维导图小组等奖项激发

学生制作热情。

３．２　思维导图的绘制方法
３．２．１　思维导图绘制的原则

思维导图绘制的任何原则都是为了顺应大脑的思维方式，根据目前科学家对大脑的研究，总结了思

维导图绘制中应遵循如下原则：

１）呈现放射性。与传统的线性笔记不同，思维导图强调放射性思维。这符合大脑的思维方式，体
现在绘制出的思维导图呈放射性结构。

２）强调色彩搭配。冷暖色调间的对比是刺激大脑最好的组合，制作时考虑按照分支距离、中心图
距离渐变着色。对于重点概念要选用突出的颜色，但颜色不宜刺眼，否则会导致视觉疲劳。大脑都有寻

求完整的倾向，所以遵循格式塔效应，用相近颜色标记同类知识，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３）保持维度和空间感。大脑所喜欢的绝非表面上的整齐而是逻辑上的条理，因此不需要将思维导
图画得整整齐齐，相反，弯曲的曲线不至于使大脑在千篇一律中疲劳且增加趣味性。在各分支间要留有

一定空隙，过于紧密的排版不仅不利于修改，而且给阅读带来障碍。好的习惯是在可能需要添加的地方

留下空分支，这样会刺激大脑自发的补全分支，引导大脑自发的思考。

４）图文并茂。人脑对于图像的记忆能力是非凡的，美国科学家曾做了一个实验，对于２５００张照片，
被试者在一个星期后重新观看的时候，仍能够辩认出其中的９０％。可见思维导图中尽量用图像表示信
息而非文字。或许一开始，制作者可能感到图片表达意思不甚清晰，但实践证明别出心裁甚至看起来荒

谬的涂鸦辅以适当的文字会极大地提高记忆效率。

５）用词简练，层级分明。使用单词而非句子，这可更清楚地体现信息的核心内容而不是将关键词
埋没在句子中。

３．２．２　思维导图绘制实例
１）成立思维导图小组。本思维导图实例来自于大连育明高中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研究性学习课题小

组，课题组成员６人，其中１人对思维导图熟知，１人了解，４人以前没有听说过。本组成员被思维导图
的理念所吸引，对思维导图有强烈的学习欲望，希望通过研究性学习课程掌握并在学习中熟练运用思维

导图。

２）细化知识模块，分工合作完成。以生物课必修一第三章“细胞的基本结构”一节中细胞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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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本小组６名同学分别在课前预读教材完成本课知识点结构图，并以此为基础按照课堂老师讲授的
重点，６名同学各自完成了对一个细胞器的总结。

分头绘制结束后本小组同学通过进行集体讨论对思维导图内容进行了整合、完善和补充，增加了相

应图像，形成了对细胞器较为系统的描绘（如图３）。

图３　细胞器思维导图

同学们在完善思维导图的集体讨论中，不仅对课堂所学的知识查缺补漏，更是通过交流扩大了知识

面，获得了独立学习不可能取得的效果，增进了同学间的友谊。

４　结语
思维导图是开发大脑潜能的有效工具，协作学习更能充分发挥集体力量的优势，这两者的结合无疑

会爆发出巨大的潜力，帮助高中生成倍地提高课堂听讲与课后复习的效率。马来西亚已经将思维导图

作为小学必修课推广，由此足见思维导图对于开发学生思维的益处。建议教育部门给予思维导图一定

重视，并将其逐步引入高中教学中来；学校开出相应的学时，指导学生绘制思维导图；希望高中生协作学

习，在互助中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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