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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可视化的图表，思维导图可以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学生的思维过程，将学生头脑中的碎片知识进行有效整合，让学生

对知识的整体性有深入了解，并且充分吸收所学知识，以建立良好的知识体系。在解题过程中适当运用思维导图，可以帮助学生发散思维，

找到解决问题的 优解。本文将以高中三角函数的内容为例，对思维导图在教学中的运用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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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维导图的含义及作用 

思维导图，也被称为心智导图，是一种将思维形象化的方法，简单

高效。思维导图借助可视化的技巧，让大脑的全脑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其特点是通过结构化的放射性思考模式，有效发挥左右脑的机能，通过

记忆、思维和阅读的规律，让科学和艺术，逻辑和想象之间实现平衡，

激发人类大脑的潜能。思维导图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建立思维导图，可以让人们对思考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分

析，有助于加强人们对所研究问题的思考，帮助人们解决问题。思维导

图的制作流程较为灵活，没有明确的限制原则，可以有效展现制作者的

思考特征和制作目标，提升人们的思考能力。其次，通过思维导图，可

以实现对人们想象力的激发，充分展现人们思维的连贯性和深刻性，提

升人们的哲学思考水平，充分体现人们的个性特点。 后，思维导图有

助于教育质量和组织培训质量的提升，可以让教学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绘制思维导图 

可以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绘制思维导图，针对宏观性的思维导

图，需要具备层次性和概括性，首先，要明确思维导图的中心，也即知

识范围。第二，要明确知识的分类方法，确定知识体系中的难点。针对

微观性的教学内容，必须进行细致的了解。在进行思维导图的绘制时，

需要将章节中的重点知识作为关键词，并不断向外扩散，在确定不同知

识点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展开深度联想，对重要的知识点进行思考，

探索不同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在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中形成自

己的风格。要关注思维导图设计过程中知识结构的整体性，检查思维导

图的内容是否清晰，内容关联是否恰当，直至确定无误后，绘制完成一

张完整的思维导图。 

3 思维导图在三角函数教学中的使用策略 

在高中数学中有众多知识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负数、导数、

基本初等函数、解析几何、立体几何、概率统计、平面向量、数列、三

角函数及不等式等。本文将针对三角函数有关知识的教学，对思维导数

在三角函数教学中的运用展开探讨。 

3.1 建立知识体系，促进知识记忆 

通过思维导图，可以帮助学生直观了解知识，让知识点梳理的过程

可视化。针对学生的知识结构进行整理，不仅可以让学生在思维导图的

绘制过程中展开对已学知识的复习巩固，还可以让学生在回顾和反思有

关知识点的同时建立知识体系，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促进学生知识

记忆，同时，所建立的知识体系对于学生的解题过程也有重要意义。 

三角函数的知识点比较复杂，公式较多，由定理所推导出的公式更

多，为此，可以进行两级梳理，分别通过宏观性和微观性的方法，通过

发散思维，建立三角函数的思维导图。可以将三角函数的知识体系划分

为三个不同的大类，也即基本三角函数、三角恒等变换和解三角形。在

基本三角函数的框架下，又可分为任意角三角函数、三角函数的图像及

性质、诱导公式和函数图像；解三角形可以分为正弦定理、余弦定理和

三角形面积公式；三角形的恒等变换可以分为倍角、公式以及两角和差

公式。可以用虚线表征不同知识点之间的联系，绘制宏观的三角函数思

维导图，并且将其它知识点进行发散，让学生在对知识点进行梳理的基

础上形成知识体系，以强化学生对不同知识点的记忆。 

3.2 引导学生发散思维，提高解题方案的选择速度 

由于学生在解题过程中需要的知识点较多，因此，如果不能对知识

点建立深入理解，不能明确不同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学生就无法准确提

取知识点，导致学生在遇到题目时无从下手，必须经过教师提醒才能解

题。尽管学生的头脑中已经记住了知识点，但是由于没有建立不同知识

点之间的联系，导致学生无法从题目中所给条件联系到有关知识点，导

致经常出现熟悉题目内容却无法解答的现象，此类问题在成绩较差的学

生中较为常见。教师可以在进行某类题目的讲解时，通过适当引导鼓励

学生主动思考，将思维进行发散，更好地将解题思路和有关知识点进行

展现，建立同种题型的思维导图。 

3.3 强化知识理解，提升学生能力 

在数学教学中，要不断强化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以提升学生的知

识应用能力。知识强化，是在旧有的知识体系上对知识进行拓展和延伸，

帮助学生建立对于有关题型和解题方法的深入理解，提升学生的知识应

用能力。在知识强化中，通常将某一类知识作为核心，进行细化分解，

帮助学生建立对于有关知识的深入了解，有效提升学生数学学习的全面

性，帮助学生查漏补缺。此外，在进行核心知识点的强化时，还可以适

当引入一些与之关联的知识，让学生对于知识建立全面了解，便于提升

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 

例如，教师可以将三角函数的三个大类的知识，也即基本三角函数、

三角恒等变换和解三角形作为核心知识点，让学生进行深入理解，并将

其细分为不同的知识点，让学生全面理解知识。在此基础上，进行其他

知识点的补充，也可以适当引入一些其他图形的知识点，让学生建立全

面的知识体系，促进学生知识运用能力的提升。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中数学学习中运用思维导图，可以提升学生对复杂

数学知识的记忆效果，帮助学生建立对不同知识点之间的正确理解，在

对解题方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促进学生学习效率提升，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的数学思维实现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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