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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课程计划中地理学科虽被划分到文科类学科中，但是它的课程知识内容从本质上来说其兼具文科和理科的特征，所以，地理学

科是一门兼具文理的学科。地理教师进行地理教学活动离不开思维导图这一工具，思维导图自身特征可以与地理学科需求完美适应，所以，

大部分高中地理教师正积极探究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应用思维导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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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中时期是学生开展地理学习的关键阶段，把思维导图有效引进地

理课堂教学中，能够直观、充分的展现地理知识，并以清晰的方式展现

给高中生，帮助高中生全面掌握地理学习内容。高中地理知识内容比较

多，学习任务也比较重，并且面临竞争激烈的高考，所以，怎样在有效

时间内，增加高中地理教学效率，提高学生学习成绩，是地理教师所面

临的重点教学内容。思维导图能够形象直观的展现各种知识点之间的关

联，能够帮助高中生建立系统的知识框架，进而加深其对地理知识的记

忆和理解。 

1 思维导图的概念 

思维导图是在建构主义理论影响下形成发展的，其主要运用的是一

种放射性思维模式，对繁杂庞大的地理知识进行重组，最终形成一种网

状结构框架，在针对一部分知识提取[关键词] ，增添关键图像，进而对

信息进行组织、处理、储存、优化等等。思维导图重点强调的是放射性

思考，即基于中心思想，围绕某一主题发散思维。在发散思维时，还能

够对知识做到图文并茂，在重点知识学习的基础上补充图文信息，进而

利用网络结构优化整合，形成的层次比较鲜明，利于理解和记忆。思维

导图是一种新兴思维方式，其能对学习高中地理知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在地理教学中被广泛运用，高中地理知识由于比较复杂、庞大，其

知识点也比较零碎，所以在教学中有效引入此种方式能够有效帮助学生

学习地理知识。 

2 高中地理教学中思维导图的应用 

2.1 应用思维导图，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学生应用思维导图，能够对知识点实施级层划分，在听课过程中，

找到粗略学习和重点学习的部分，帮助自己加深旧知识的理解，对新知

识加深记忆，迅速理解消化课程内容。另外，学生还能够利用思维导图

进行课堂记录，把知识重点和难点迅速勾勒出来，以便于课程加深记忆，

不仅能够节省学生课上记笔记的时间，还可以增加学生课上思考的时间。

以思维导图替代传统课堂笔记，摒弃传统笼统、无侧重的记录，同时还

能够锻炼学生提取信息的能力。 

2.2 应用思维导图提升高中生解题能力 

应试教育下，学习高中地理知识点在于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思

维导图可以帮助学生探究题目所蕴含的逻辑性，整理答题思路。在进行

高中地理习题过程，根据审题、分析、解题的过程，找到题目所包含的

重点知识，综合利用多种层次解答实际问题，根据每个知识点之间的联

系，快速整合网状知识结构，把复杂难懂的问题形象化，提高学生发散

性思维，获取解题的相关方法，进而逐渐提高高中生解题能力和解题速

度。例如在学习高中地理必修一《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一节中。利用思

维导图可以有效将城市内部道路建筑以及空间详细展现给学生，通过清

晰的导图，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进而对空间结构的复杂问题进行清晰的

审题、分析及解题。 

2.3 应用思维导图，系统规划复杂知识 

高中地理知识点是由多个章节组合而成的整个学科体系，其知识内

容较为繁琐，需要及时进行总结复习，不断巩固已学知识。学习过的只

是假如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复习，一定会影响其记忆效果，通过思维导

图归纳整理旧知识，有利于把零散的知识结构化、系统化，以点构线、

以线构面，在学生头脑当中构建起完整的知识网络，系统化地规划整理

已经学过的知识，有利于加强复习的成效。如在教授《交通运输布局及

影响》一章中，学生必须以清晰的思维理解交通运输的大量线路及地点

的专业名词，思维导图恰恰可以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帮助，让学生能够对

复杂难懂的知识系统规划，进而有效进行理解和记忆。 

3 思维导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思维导图是由英国著名学家东尼.博赞创立的一种新型学习方法和

思维模式。应用思维导图的首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掌握

整理已学知识，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框架，既能够充分展现知识网络，

还可以展现整个思维过程，进而帮助学生对以学知识形成宏观的认识。

高中地理学科知识涉及的范围比较广，知识点也容易分散，但这些知识

点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假如学生可以找到其存在的共性，并将此共性

和有关知识点相联系，地理知识点则会由散变得有序。思维导图以穿插

表格、图形等形式补充知识点，有助于加深高中生对某种知识点的记忆。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地理教师借助思维导图是一项有效进行高质量的教学工

具，但要想切实达到高效率教学目标仍需要地理教师使用科学合理地策

略。所以在教学中教师除了要选择科学的教学方法，还要正确掌握并使

用教学策略，让思维导图能够切实发挥其自身作用，从而促进高中生地

理综合素养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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