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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治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必修课程，对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有着积极的作用。高中政治教材中涉及的知识点之间都有着密切地联

系，但由于教材的编排、纸张大小及传统思想束缚，导致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无法直观体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可以将原本抽象的知识点以形象、直观的形式展现出来，并整合了零散的知识点，让学生可以明晰各个

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对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具有良好的效果。为此，本文就简单探究了思维导图在培育高中生政治学科思维中的应用，以供

相关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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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素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师生在课堂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教师

要在尊重学生课堂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围绕学生开展教学活动，帮助学

生有效掌握知识，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思维导图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

中的运用，既能将知识点完整呈现给学生，也可以帮助学生深入学习学

习，有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为其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奠定基础。 

1 图示化表现形式，展现知识点内外联系 

思维导图是以图文结合的方式，来展现相关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对

于高中生来说，他们本身已经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为

了能够帮助学生整合所学的知识，进行查漏补缺，运用思维导图可以将

原有的知识与新学的知识联系起来，在复习旧知识的过程中去快速理解

与掌握新知识，这样既能加深学生的知识理解，也有助于减轻学生的学

习负担。以高中政治学科来说，教材中各个知识点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

一些联系，借助思维导图教学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更全面认识与掌握各

个知识点之间的因果关系。 

例如，在《神奇的货币》这一课时的讲解中，一般教师会按照教材

的编排向学生分别讲解货币、信用工具与外汇这些概念，讲完以后大部

分学生只了解基本知识，对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不清楚，导致学生对

知识点的掌握并不牢固，在后续复习知识点的时候就会有个别地方的遗

漏。这时，教师就可以通过思维导图将这些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展现出来，

让学生可以更加直观了解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在今后的复习中也会比较

容易。 

2 自主绘制思维导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传统的高中政治课堂，都是以教师为主体。一般情况下，教师会根

据自身的教学经验与教材内容，提前准备好要讲的知识点，在上课的时

候按部就班全部灌输给学生，而学生则只需要不断记忆与记录。这样的

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学习十分被动，学习效率极低，很多时候会表现出

不耐烦的情绪，逐渐丧失对政治学习的兴趣。但是，由于兴趣是学生主

动学习的源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有效提高教学的效果。所以，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主绘制思维导图，让学生在绘制的过程中自己去回

忆相关的知识点，并用自己喜欢的图形与文字来呈现，这样不仅可以激

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也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创新力与记忆力。 

例如，在《多彩的消费》这一单元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在完

成基本教学内容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掌握情况绘制思维导图。在

自主绘制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的主体结构都是一样的，即消费及其类

型和正确的消费观两个部分，而消费及其类型又可以划分为恩格尔系数

与消费的含义；正确的消费观也可以划分为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两个部

分，只要学生掌握了所学的知识，在思维导图的绘制中就不会有太多的

问题。另外，学生在绘制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采用不同的线条、

图形来丰富思维导图，为自己的创意设计增添了趣味性。 

3 结合案例教学，形成系统思维 

虽然政治学科不属于理科类课程，但其中会涉及很多专业术语，相

对来说也是一门抽象的学科。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师要想保证学习

的效率，就需要在教学中渗透一些案例， 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案例，

这样有助于学生的进一步理解。不过，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学生需要掌握

的知识点必须足够全面，对知识的掌握要系统，而通过绘制思维导图就

能实现对知识的整合，帮助学生顺利解决实际问题。 

例如，在《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学

生在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中，结合苏丹红鸡蛋、三氯氰胺等相关案例，

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在关键词后面加上这些案例提示，使学生可以对该

知识点有一个系统的思维。 

4 结束语 

现代教育理念下，课堂的主体是学生，教师要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

学活动。同时，需要在传授学生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前提下，可以充分利

用现有的教学资源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提高其学习效率。

而思维导图就是这样一种教学方式，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也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而促使学生政治综合素质能力的长久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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