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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数学作为一项对学生逻辑要求有着极高标准的学科，在学习过程中构建出相应的知识体系，形成一定的解题思路，可以有效帮
助学生将课本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实现可以用一类方法解决一类问题，让学生更系统的掌握知识点，将例题解析得更加清晰明了，让知识点
的跨课本联系更加紧密。基于以上概念，笔者结合自身教学经验，通过对高中数学部分习题的解析，探究思维导图在课程中的实践作用，以
此来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数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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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中课堂形成思维导图概念的重要意义 
思维导图是一项可以将学生的做题逻辑进行形象化归纳的教学方

法。在高中的数学课堂，合理的运用思维导图可以有助于教师将知识点

进行高效整合，引导学生更好的进行概念学习，帮助教师从教学的整体

角度进行课堂内容创新，把握教学的关键点，实现对教材的全方位把握

[1]。其次，可以更好的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和发散思维能力，学生通过

自己实践动手创设思维导图，有利于自行归纳知识点，加深对概念与公

式之间联系的认知，实现对课堂知识形象化展现，最后有利于优化教学

资源，起到对数学教学的提升运用。 

2 高中数字课堂思维导图的关键步骤 
首先，高中数学老师需要根据课堂的教学内容构建相应的数学思维

导图。教师需要明确导图的主题，其次需要确定关键分支的核心关键词，

关键词应该是可以代表核心知识点的相关词，帮助学生更好的进行知识

总括以及记忆搜索。最关键的是，要确定导图的发展思路，发展思路应

该是整体思维图的运行规则，让学生可以进行知识点的梳理。此外，导

图的制作一定要具有严格的层次性以及逻辑系统性，不同主题之间要层

次分明，符合数学知识的逻辑性。教师还要指导学生将导图进行数字编

码，用不同的图形或者颜色将图标分开记忆，强化导图的层次性。同时

教师也可以进行必要的拓展，将网络搜集来的相关拓展资料进行链接的

复制，帮助学生进行思维发散训练，提高学生的知识容量。思维导图还

要具有明确的信息。在进行指向的时候，可以利用不同的线段以及箭头。

表示关键词的位置，需要写在指向的线条上，明确主题的指向意义。同

时字体跟线条应该进行匹配，从直观上带给学生一定的视觉刺激，在进

行内容梳理时要做到简单明了，将知识点全盘概括。最后需要对制作的

思维导图进行初步的改进，检查可能存在的遗漏问题。 

3 思维导图在高中数学课堂应用的具体实操 
3.1 发布教学任务，初步构建清单 

根据课堂的授课现状，以及预计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程度，教师需

要对构建的知识进行课堂任务发布。合理建设思维导图的导向，帮助学

生通过思维导图明确教学任务以及教学目标。如在进行《算法与程序框

图》教学时，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要求，确立教学任务：1.我们熟悉的算

法都有什么？2.根据一元二次方程求解过程，得出相应步骤。作为数学

课堂教学前引入，通过预习任务发布，和制作合理的思维导图，可以帮

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课堂内容，进行知识梳理。 

3.2 多样利用导图，实现学生自主学习 

在制定好初步思维导图后，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导图脉

络，围绕课堂的教学内容，进行课前预习，教师在学生预习时,可以播放

一定的辅助视频，帮助学生更好的进行知识导入。学生在进行思维导图

预习时，可以将不会的知识点进行勾画，完成初步预习。在正式授课时，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不会的内容进行知识的集中学习。如在进行《点、直

线、平面之间的位置关系》教学时，学生根据教师课前设置好的思维导

图进行课本知识梳理，如“点、直线、平面三者之间可能会存在什么样

的关系？”“直线在平面之间可以组成立体图形吗？”根据教师预设的课

前任务思维导图，进行答案的收集和整理，对于自己不会的知识点进行

强化，教师在进行预习之前，可以播放相关视频，帮助学生将平面的课

本的知识通过视频的展示，更立体的表达出来，让学生形成整体思维，

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3.3 通过导图任务，加深学生合作 

思维导图可以将知识点进行形象化的展示，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特点，

让学生对思维导图进行深入研究。通过设立学习小组，让小组学生对任

务导图进行知识点梳理，在必要时教师要对学生的表达进行点拨，让学

生将可能会出现，或者已存在的问题进行交流。教师还可以把学生在交

流出现的共同问题进行集中记录，在学生讨论结束后，对共性问题进行

讲解。通过导图任务，让学生进行探讨的另一好处是，针对个别学生出

现的小问题，可以通过小组探讨的形式将问题得出答案，加深学生之间

的沟通，完善数学课堂的动手实践。 

如在进行《数列的概念及简单表示法》教学时，教师可以将学生分

为不同的学习小组，通过学习小组之间的讨论，对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

进行概念理解时，教师要给予学生一定的帮助，通过观察式子进行区分，

也可以让小组内学生进行自行探讨。“对于复杂的式子如何快速判断出是

等差数列还是等比数列”，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针对学生可能会出

现的共性问题，如化简步骤问题，教师可以进行一个集中的讲解，帮助

学生更好地突破数学难点，实现高效的数学课堂。 

3.4 以思维导图为导向，进行专项讲解 

教师应当以导图为基准，将任务重点分散，难点集中，帮助学生更

流畅的进行思维导图学习，将学生可能会出现的难点和困惑进行精讲拓

展，让学生牢固掌握知识点。如在构建《解三角形》任务思维导图时，

教师可以将正弦和余弦的概念进行重点讲解，先做知识性导入，以直角

三角引入内容，让学生对概念有初步认识，教师可以借助一定的教学实

物，帮助学生理解，也可以利用多媒体进行三角形动态变换，让学生构

建概念体系，帮助学生更好记忆正弦余弦公式，为后续学习进行定义上

的梳理。 

4 结语 
从多种角度看，在高中数学课堂构建思维导图，可以转换学生的课

堂地位，帮助教师利用多样的教学手段，进行高效的课堂授课。可以让

学生掌握多样的学习方式，为高中的数学教学提供全方位的授课思路，

提高学生的整体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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