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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新颖的教学方式,其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将课堂内容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这利于学生

更好的对生物理论知识进行系统化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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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是一门集理论与实验为一体的自然学科,内容较为抽象化,

需要学生记忆的知识点多且杂,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而思维导图则是

运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将抽象的思维进行形象化,帮助学生更好的对重难

点知识进行理解和记忆。 

1 思维导图的概念 

思维导图又称心智导图,是用各种图形、文字、线条等元素符号构建

的树状图。思维导图具有一定的发散性,在实际应用中能够引导人们主动

进行发散性的思维,激发大脑的无限潜力。据相关研究表明,人体一般都是

用左脑进行思维逻辑运作,右脑则没有完全被调动起来,处于被搁置的状

态,而运用思维导图则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充分调动右脑进行思考,促进人

体左右脑机能的协调开发和运用,帮助人们快速对杂乱无章的内容进行有

序的分析和记忆。 

2 思维导图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2.1加强知识间的联系 

高中生物重点知识点多且杂,多属于概念性的理论知识,学生在学习

时很难快速对其进行准确的理解,而思维导图作为一种贴合人体大脑思维

运转模式的思维引导方式,在高中生物教学中运用思维导图,可以通过图

文并茂的树状图,将高中生物知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有利于学

生对概念性的理论知识进行理解。同时,树状图还可以加强各知识点间的

联系,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提高高中生物课堂教学效率。 

2.2优化课堂笔记 

学生的课堂笔记往往是教师的讲课内容,由于高中生物重点知识点多

且杂,所以也会一定程度的导致学生的课堂笔记内容杂乱无序,且多为文

字,不利于学生记忆,进而使得学生依据课堂笔记内容进行的课后复习效

率不高。而思维导图在课堂笔记中的应用,则可以借助各种线条将知识点

的关键词进行有序关联,构建清晰完整的章节内容结构示意图,让学生在

课后复习中,能够顺着结构图,对章节内容进行递进式的深入学习,帮助学

生快速掌握该章节的重难点内容。 

2.3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 

学生在利用思维导图对课堂笔记内容进行优化的时,首先需要提前对

课堂所讲知识点进行关键词的提取,然后用不同的线条和颜色按照知识点

关键词的先后顺序和难易度,自主设计对应的树状图。在这一过程中,学生

需要对课堂内容吃透吃深,摸清各知识点间的层次关系,让学生主动去学

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 

3 思维导图在生物教学中的实际应用 

3.1课堂笔记 

课堂笔记是学生对课堂内容的回顾,学生根据自己记载的内容,对课

堂中未弄懂的知识进行巩固学习。在以往的高中生物教学中,学生的课堂

笔记内容,都是用来记录教师在课堂上讲解的知识内容,而抄写的过程则

会影响学生听讲,不会进行自我思考,课后也只会机械化的生记硬背,如此

就无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而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应用思维导图教学方法后,

学生可以减少课堂笔记的抄写量,认真听教师的课堂讲解,跟随教师的讲

课进度,大胆向教师提出自己的困惑和不解,而后用简单的关键词辅以线

条和颜色,对教师课堂所讲内容在笔记中进行结构化呈现,并注明重难点,

进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3.2课前预习 

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也是高中生物教学的重要环节。教师可以通过

制作与所教章节内容对应的简易思维导图,为学生指明预习方向,引导学

生在课前对本章节内容的难点进行预习,使学生在课前对讲课的重难点有

清晰的认知,进而加强知识点与知识点间的联系,让学生在预习新知识的

同时,对所学过的知识进行复习和巩固。 

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为更好的引导学生对所讲的章节内容进行预习, 

学形式。坚定教育理想,制定符合自身的专业化发展路径并且不断学习国

内外先进的理论知识与育儿经验。幼儿教师还要树立自信心与工作热情,

投身于幼儿教育事业中。另一方面,身为幼儿教师,要做幼儿的朋友和家人,

因此,教师应关心和真心去爱护幼儿,去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并且帮助他

们更快乐的成长。 

扮演好教师这一角色,不仅需要理论的学习,还需要实践。瑞吉欧幼儿

园中很多优秀的教师,都有丰富的教育经验,这和她们多年的教育实践有

密切关系。因此,教师之间要多去参观与学习并且加强沟通与合作,要用真

诚的态度和开放的心态,去交吸纳对自身发展有利的观点,从而实践能力

上得到极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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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课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中,从之前所讲过的知识点入手,结合下节

课要讲的章节内容重难点进行分析,并设计对应的简易思维导图,引导学

生进行课前预习。需要注意的是,课前预习是为课堂讲解打基础,起着引导

学生主动学习、激发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学习兴趣的目的,而不是提前让

学生掌握本章内容,这会导致学生对课堂教学提不起兴趣,进而不愿参与

到课堂互动中来,影响课堂教学质量。 

3.3课堂教学 

当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单独对学生教授某个方面或某一个方向的核心

概念时,学生能够很好的对教师的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消化,然而高中生物

的每一个章节都包含几个或好几个核心概念知识,教师在对某个章节的内

容进行讲解时,学生往往容易将一同讲述的不同核心概念的作用及特点混

淆,不能很好的对教师所讲的内容进行理解甚至记忆,这是导致课堂教学

效率不高的主因。 

为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用思维导图教学模式,可以用图文并重的

方式将不同核心概念的作用及特点展示出来,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知识结

构体系,让学生快速了解不同核心概念的异同点,便于学生对这些核心概

念进行关联性记忆,进而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 

3.4课后复习 

课后复习是对课堂知识的巩固和复习,有利于学生对新学习的内容进

行梳理和掌握。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应用的思维导图,可以有效的将课堂教

学内容的重难点进行区分和串联,使学生在课后快速对课堂内容的重难点

进行回想,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度。 

如学生在课后对《细胞中的元素和化合物》这一章节内容进行复习时,

学生可以根据思维导图的重难点递增顺序,对组成细胞的重要元素和化合

物进行理解和记忆,同时将其与前面所学的生物组织中的蛋白质、糖类以

及脂肪等进行区分,这样一来,学生在复习新学内容的同时,还可以对过往

所学的内容进行巩固练习,达到复习的目的。 

3.5教学理念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其在高中生物教学上的应用,需

要教师扭转以往“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教学理念,树立“以学生为主体”

的新教学理念,注重学生的学习反馈,并及时根据学生的反馈情况对课堂

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同时有针对性的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设计对应的思

维导图,借助思维导图来引导学生进行思维上的独立思考,让学生变被动

为主动,并在课堂上大胆向教师提问,反应自己对课堂内容讲解效果的真

实感受,让学生真正意义上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进而达到事半功倍的学

习效果。 

3.6学习方式 

高中生物的重难点较为零散,需要学生进行理解并记忆的知识点较多,

过去的学生多靠死记硬背来将这些零散的知识点进行记忆,这样记下来的

每个知识点都是独立且不关联的,不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灵活利用。

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应用思维导图,教师首先要帮助学生总结知识盲区,在

设计好的树状图上将学生的知识盲区重点标出来,然后引导学生按照思维

导图的有序关联,了解各个知识点直接的关联,并对知识点间的异同进行

有效区分,将学生脑中死记硬背的零散知识点有效的串联起来,引导学生

主动去深入探究所学的内容,做到活学活用。 

最后,教师应在日常的教学中,通过逐步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和课

后复习,帮助学生学会利用思维导图去划分复习重点,让学生掌握好的学

习方法,激发学生对生物的学习兴趣。 

4 结语 

综上所述,思维导图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为高中生物教学教带

了巨大的变化。教师通过思维导图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主

动学习,帮助学生构建清晰直观的生物知识体系框架,使学生可以快速明

确各知识点间的联系和区别,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认知和记忆,提高课堂

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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