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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时期的历史课程中，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关联性非常强，并且存在着一定的发展规律，因此将思维导图应用到高中历史的实际教

学中去，能够帮助学生理清历史知识点的脉络，促进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有效理解和掌握。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当中，教师对于思维导图的应用

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偏差。因此，本文针对思维导图如何在高中的历史教学中进行合理有效的应用，展开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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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行和深入，高中时期的历史教学更为关注对

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在这种背景下将思维导图进行合理有效的应用，

能够提高学生严谨的科学精神，并且利用图文的转化，使得历史知识可

以进行直观的呈现，从而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力以及思维能力。 

1 对思维导图的简述 

思维导图还有另外一个叫法心智导图，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记录方式，

能够将思维进行发散，促进对所要记录的内容进行理解和记忆。其运用

图文结合的方式，十分形象地将思维进行表达，同时还可以将一些具有

关联的知识点进行相互的连接。 

思维导图能够有效的帮助使用者在脑海中形成一定的知识结构以及

思维逻辑结构，将知识的脉络缕清、缕顺，促使对知识能够有一个高效

的掌握。在历史课程的实际教学中引入思维导图有着很强的教学优势，

能够有效的促进学生对重难点知识进行把握，提升学生的实际学习质量。

这方面来看可以体现在以下三点优势：第一、思维导图能够将知识进行

层次上的分明，突出知识的主题结构，以一个主旨为中心进行知识的扩

散和延伸，这一点与正常的思维逻辑非常相像。第二、思维导图能够将

各个知识点构建成为一个相应的知识体系，有利于学生对于整体知识内

容的掌握和理解。第三、能够将知识点进行相互的串联和延伸，使得学

生能够清晰的看到知识点之间的远近关系，可以有效的帮助学生思路清

晰地进行知识的复习。 

2 在高中的历史课程教学中如何有效的应用思维导图 

2.1 以思维导图来对课堂上的教学节奏进行调控 

在实际的历史课程教学中对思维导图进行应用，能够有效地把握教

师的进度，使得课堂的教学进展能够在教师的掌控之中，使得学生可以

对教师的教学计划产生一个良好的适应性。运用思维导图进行历史知识

的教学，教师能够给学生提供学习的组织结构以及思维结构，使得学生

能够对教师的教学思路有一个清晰明了的解读，这样一来便能够使得历

史教学能够主次分明的顺利开展下来。同时在相应的课程教学结束之后，

教师还能够借助设计好的思维导图，引导学生对知识点进行有效的复习。 

例如：在教学“辛亥革命”的课程内容时，教师以“辛亥革命”作

为中心主旨放在思维导图的核心位置，接下来，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知识

的辐射，扩增相应的支线内容，这个过程中教师需要对一些重难点知识

提前进行罗列，然后根据实际的教学内容展开相应的划分，再为各个重

难点知识进行内容的不断填充，使得主次分明，知识结构严谨。这样就

可使得学生能够根据思维导图的主次形式进行知识的学习，能够顺利的

将各个知识内容衔接下来，并且进行准确的理解和吸收，促使学生的学

习效率能够得到提高，而教师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整个教学的节奏。 

2.2 利用思维导图对学生的时空观念进行培育和提升 

随着新课标的推出，高中的历史教学要培养出学生的时空观念，这

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素养。由于思维导图具有一定的

结构性和顺序性，所以能够帮助教师对教材内容进行时序以及地理空间

的有效排序和梳理，从而促进学生时空观念的不断养成。 

历史课程中的时序属于一种比较单条的教学线索，利用思维导图能

够使得知识体系更为丰富，并且有效的加强知识之间的内部关联性。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高中历史“文艺复兴”这节内容的时候，教师

便可以对人文主义的觉醒进行时序的梳理以及相关历史人物出现的顺序

进行梳理，让学生能够借助思维导图清楚地看到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又

如何演变的，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将课本中的内容进行一些扩增，

使得学生围绕核心主题能够收获更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从而加强自身

对教学内容的印象和理解。同时利用思维导图的结构性和顺序性，促使

学生时空观念的不断养成。 

2.3 以教师板书为例，引导学生自主进行思维导图的绘制 

一般情况下，教师在实际的历史教学中，教师应利用对问题进行合

理的设置再加上一个有效的引导，从而将学生整个学习思维发展过程进

行一个详细的记录，从而在黑板上形成一个板书，这个导图样式的板书

便是思维导图，能够将整堂课所讲解的知识内容，以图文的形式呈现出

来，并且利用线段和箭头以及关键词，将各个知识点进行串联，使得整

个教学内容完整的进行呈现，学生看过之后才会一目了然。 

那么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可以一边讲课一边引导学生自主进

行导图的绘制，让学生学会用自己的方式对导图进行加工，这样一来不

仅能够有效的调动学生的自身思维，还使得课堂便的具有一定的趣味性；

同时学生通过自主的进行知识的串联和延伸以及辐射，能够有效的增强

知识的印象，还能够使得学生学会对知识进行图像化以及线索化，掌握

对历史学习的技巧，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以想象力的提高。 

3 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时期的历史课程教学中想要对思维导图进行有效的

应用，就需要教师首先重视思维导图的价值和优势，结合实际的教学内

容，对相应的知识点进行提取和分析，然后确定一个核心主题，围绕这

个主题展开思维导图的合理绘制，此外还要注重利用思维导图对学生时

空观念的培育以及让学生自主思考进行导图的绘制，从而促使学生各方

面的能力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提高，促使核心素养能够不断进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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