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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地位不断提高。然而初中《道德与法治》知识点零碎,外加学生理

性思维与逻辑抽象思维发展尚未成熟,直接影响到初中生《道德与法治》知识点的内化与掌握,影响到《道德与法治》学习效

果。思维导图主要作用在于能够将知识可视化、系统化与层次化。因此,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有必要注重思维导

图的应用。本文在阐述思维导图相关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初中《道德与法治》具体教学案例,剖析了思维导图在《道德与法治》

课教学中的应用,旨在促进《道德与法治》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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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教育作为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综合素养

的提升与个人发展有着积极作用。而对于《道德与法治》课

程来说,则是初中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效果直

接关系到学生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新课改深化实施背景下,

《道德与法治》课教学更是受到了全社会关注。然而《道德

与法治》知识点繁杂,同时初中学生自身抽象思维与理性思

维尚未发育成熟,面对学习《道德与法治》有着诸多困难。

因此,有必要寻找一种合适的方法,取得良好教学效果。思维

导图主要作用在于将知识可视化、系统化与层次化,便于将

零散的《道德与法治》知识点,系统呈现给初中学生,有助于

初中学生理解与掌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改革的背

景下,我国初中教育特别重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求学生

具备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及关键

能力。通过思维导图的应用,渗透于《道德与法治》教学,

既能够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又能够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及

法治意识,显然这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教育理念相契

合。鉴于此,初中教师需高度重视思维导图在初中《道德与

法治》教学工作的的应用。 

1 思维导图相关内容概述 

思维导图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由英国头脑基金会总

裁东尼.博赞于上世纪 70 年代提出。东尼.博赞认为人类思

维主要特点是具有发散性,大脑当中的每一个信息,均可作

为思考的中心,并由中心发散出多个关节点,同时这些个关

节点,可以再次发散,由此构成了大脑的数据库[1]。思维导图

作为思维发散的有效工具,主要是借助颜色、符号以及图形

等,并借助游戏或者是绘画形式展现出来的一种方式。 

思维导图主要特点,总结起来,主要有简单方便、易学易

用以及图文并茂等。通过运用多变图形及多彩的图画,向学

习者展现知识点,并具备知识延伸效果,符合人类思考方式

与特点[2]。这样一来,人们利用思维导图辅助记忆知识,便能

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除此之外,思维导图展示知识方式,

与人们神经元网状结构十分相似,人们借助思维导图,可以

清楚掌握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这种方式的学习,便于知识延

伸,一方面有助于记忆；另一方面有助于开拓视野。以一个

知识点展开,向外不断延伸,迁出相关知识点,不仅仅有助于

学习效果的提升,同时有助于创新思维的发展[3]。 

基于思维导图绘制而言,主要包括画主题、理分支以及

找关键词三个步骤。首先,画主题。对于《道德与法治》这

门课程而言,主题通常是每节课的框题,例如“我们共同的世

界”、“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以及“走向未来的少年”等；其

次,理分支。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的框架,主要是单元标

题、课题以及文题,一般而言,一旦将一框作为主题,文题便

是主题的分支,例如“中华一家亲”与“中国人、中国梦”

便是“和谐与梦想”这一主题的分支。 后,找关键词。例

如在“和谐与梦想”这一分支下,就能够发现关键词有中华

一家亲、中国人、中国梦等,这些关键词在具体学习时,需要

教师帮助学生进行归纳总结,并以关键词展开分析,并帮助

学生进行归纳总结。 

2 思维导图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分析 

《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主要以德育为根本任务,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同时将学生培养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社

会主义接班人,显然这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教育理念相

契合。在 2014 年,我国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

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其中提出“教育部将组

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

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其中,提到了在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性。但

是初中学生由于发展年龄限制,在抽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方面,

发展尚不完善,在学习初中《道德与法治》中有着诸多难度。

思维导图能够将《道德与法治》知识可视化、系统化以及层

次化,方便学生理解与记忆,这对提高《道德与法治》教学效

果有着积极意义[4]。因此,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有

必要注重思维导图的应用,一方面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另

一方面达到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目的。结合初中《道德与法

治》教学案例分析,思维导图的应用,主要从课前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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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中实施阶段以及课后复习阶段三个方面入手。接下来,笔

者结合自身一线教学经验,对思维导图的应用加以具体分析,

希望为业内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2.1 思维导图在课前准备阶段的应用分析 

课前准备阶段,思维导图的应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

内容,分别是教师利用思维导图编写教学设计、学生利用思

维导图做预习笔记。(1)教师利用思维导图编写教学设计。

教师在编写教学设计时,可以利用现代计算机软件辅助制作

思维导图,将教学思路呈现出来。通常情况下,思维导图模式

教学设计可分为三步骤,首先确立教学主题,即教师本堂课

所要讲解的主要课题,用彩色图像或者是符号画出主题。为

了思维导图呈现效果更佳,教案纸放置方式通常以横放为

主。其次,确立分支,教师需要紧紧结合主题,确立分支,并充

分结合主题要素,进行撰写教学设计。例如教学目标、教学

重难点以及教学过程等。在整个过程中,教师需要利用不同

色彩的线条,将不同分支与主题连接起来,并且在每一个分

支后面添加上关键词, 后进行修改与定型。(2)学生利用思

维导图做预习笔记。预习是学生课堂学习的第一环节,良好

的预习,对课堂学习效果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因此,在学习

《道德与法治》时,学生有必要利用思维导图对《道德与法

治》教材中的内容进行有效预习。学生利用思维导图做课前

预习也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整体感知教材内容,明确主题,

学生在课前对教材内容进行有目的的预习,并思考相关问题,

将主题确定下来。其次,确立分支,通常情况下,学生预习分

支主要有理解的内容、不能理解的内容以及预习过程中存在

的疑问等。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在确立分支时,需要充分考虑

自身学习能力,依据个人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分支,避免难度

分支的确定,影响到学生的思维发展,反正起到了负面影响
[5]。 

2.2 思维导图在课中实施阶段中的应用分析 

课中实施阶段,思维导图的应用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

容。一是教师利用思维导图授课与总结。笔者以“敬畏生命”

第一栏内容“生命至上”为例,教师在讲解完这一内容之后,

教师可以借助思维导图对此部分内容进行总结。首先,教师

可以利用图片,展示生命相关知识点,让学生认识到生命是

脆弱的,同时生命也是十分坚强的。由此,让学生认识到对生

命需要时刻怀有敬畏态度,在此基础上,教师需借助具体案

例,综合分析为什么会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只有让学生真

正意义上认识到为什么要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才能在日常

学习中与生活中认识到生命价值高于一切。 后,教师在让

学生认识到生命价值高于一切之后,需要继续深化,除了认

识到自身生命价值高于一切,还需要理解珍爱他人生命的重

要性。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可以系统、分层次向学生展示

这一章节的内容。二是学生运用思维导图做好课堂笔记。学

生在课堂上运用思维导图做笔记, 大优势在于能够耗费

短时间,记录更多的知识点,并且知识点记录具有层次化[6]。

学生利用课前准备的思维导图,针对个人疑惑的问题,可以

在课堂上重点选择性听讲,避免了知识点的遗漏。 

2.3 思维导图在课后复习中的应用分析 

思维导图在课后复习阶段的应用,主要是学生借助思维

导图总结《道德与法治》知识点,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每一《道

德与法治》知识点,同时可以理解各知识点内在联系,有助于

深化理解每一知识点并强化记忆。在整个过程中,学生需要

将每一单元思维导图、每一课思维导图联系起来,整体把握

《道德与法治》知识点。另外,教师在复习阶段,需要利用思

维导图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点,同时根据学生学习反馈情况,

选择性设计思维导图,有效促进复习质量的提升。只有这样,

学生《道德与法治》学习效果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升。 

3 结语 

综上,思维导图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的应用,

有着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教师整体把控知识点,理解内在

联系,提升学生学习效率,同时有助于培养与发展学生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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