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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教师在探索教学模式方面也有了新的多元发展。结合思维导图展开知识的灵活教授，不仅可以助推学生的数

学思维开拓，让学生对数学学习抱以好奇，还能使教师对思维导图的实际应用灵活生动，学生与教师皆受益匪浅。因此，本文通过分享小学

数学教学过程中思维导图的在教学中的一些具体应用为数学教学提供可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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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学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教师照着课本顺序讲，学生跟着老师被

动学，形成老师问，学生答的现象。教师讲的每一步学生都能清楚明白，

当堂题目当堂做。但是一旦本章知识学完，综合做题，便一败涂地。这

就是因为碎片化的知识学习，于教师视角来看知识结构完整清晰，与学

生视角而言则稍显割裂，关联浅薄。因此，善用思维导图优化教学，是

提升数学教学效率的必然发展。 

1 立足单元视角，厘清单元架构 
思维导图是指将人脑海中的思维图景以实际的整理进行逻辑展示，

从一个中心点开始将思维细化分散，探究其中元素与分支的具体联系的

思维图像。在传统的数学教学过程中已多有使用，但是基于应试教育环

境的影响，部分数学教师存在思维导图使用方式呆板的根源性问题。因

此，在小学阶段的数学教学过程中使用思维导图优化教学质量，需要数

学教师意识到思维导图的结合应用应注重教学应用时插入方法的必要创

新。以更加趣味化的启导手段将思维导图与章节单元结合，将思维导图

的制作与学生的实际知识水平结合，立足教材单元的核心，将知识系统

梳理，并保证其简单直观，一目了然，以此发挥思维导图的教学价值。

首先，数学教师在正式的单元教学前，善于进行角色转换，以学生零基

础的学新知视角展开单元章节的知识结构顺序性梳理与思维导图浅层处

理。其次，以教与学角色转换后的思维导图分析为依托，规划设计教师

教学视角下的整体教学架构与章节教学目标。使思维导图的章节应用不

仅可以契合班级学生的接触心理与探究心理，还可以在正式的教学活动

中使教师的思维导图引入合理且生动，保证数学教师对章节教学了然于

胸又兼顾全局。例如，在“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及“有余数的除法”

的单元章节，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让学生从一二年级的加减法、除

法的思维导图入手，先行将章节知识进行自主思维导图模拟。然后结合

学生的知识集中化提炼与差异化提炼对应梳理，使学生对于该单元的学

习思维深化，教师展示教师视角的思维导图时学生易于进行结合反思。 

2 及时整理，牢固记忆 
小学阶段的数学课堂教学需要数学教师以“总-分-总”的教学原则

为教学活动开展的主要基准。即在章节正式开展细分知识教学前，数学

教师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理解水平安排班级学生对章节所涉及知识点进

行课前阅读预习，以预习阅读后的内在好奇驱使自身主动融于课堂教学。

继而当数学教师将单元知识细分为不同的具体课程时，可以在有限的课

堂教学时间内将知识教学时间合理分配合理利用，并且使学生对小节知

识点与整章知识点的关系连接清晰明白，将预习时累计的疑问一一解答。

终在单元章节教学完毕后由数学教师整理总结，不仅可以引导梳理学

生在整理思维导图时的清晰思路，还可以使学生在细分化的知识学习中

学会以小见大，利于学生数学思维的综合培育。基于此，学生与数学教

师在预习，教学，复习的过程中都可以抱持科学性的逻辑思维，打破传

统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思维被单节课堂禁锢，继而学一节忘一节，练

习习题知识割裂又不再好纠正的问题现象。因此，整章知识点学习完毕

后，学生无论是主动性质还是作业性质的开始通过大量刷题检测巩固，

章节知识的连贯性都可以被合理持续并延伸，与具体知识点有关的理论

知识也可以敏捷理解并牢固记忆，甚至可以将初期预习时的思维导图与

学习完毕后的思维导图对比内化，反思自身数学思维的欠缺之处。例如：

在“万以内的加减法”一章，数学教师在教学完毕后及时进行单元整理

总结，结合适宜的例题与之前学生的预习与课堂学习基础，列出一组切

实练习题，使学生对于万以内的加减法的整章学习与回忆可以形成对比

反思性的整体记忆，主动整理章节思维导图。 

3 整章总结，高效复习 
数学知识的学习不仅对小学阶段的学生受用，是数学学科学习的基

石。对学生的长远发展与系统化学习也存在明确的指向引导。使学生不

仅在单一学科的学习中思维敏捷，其他学科的体系学习亦全面涵盖，相

辅相成。因此，在数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数学教师需要观察检测

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是否到位，练习中的疑惑是否解答清楚，思维导

图的梳理是否深刻等。将思维导图的应用不局限于单一化应用情境，而

是可以全面的应用于整个体系化过程。并加大学生视角下思维导图的整

理教学占比，从起初的浅层引导绘制到后期的自主性整合绘制，给予学

生足够的耐心启导，使学生在温和亲切的教学氛围与心理感受中愿意尝

试思维导图整理， 终自己进行知识复习时能主动的使用思维导图实现

高效复习，发挥思维导图的实际价值。基于此，在初期的思维导图整理

训练与复习阶段的思维导图总结中，数学教师都需要耐心均衡，不抛弃

不放弃，让思维导图的有益性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学生也时刻都接受着

无形熏陶，潜移默化的将数学教师的行为与技巧进行模仿，以此磨炼探

究出属于自身的独有思维，并将思维以实际的思维导图整理形式进行体

现。例如：二年级下学期数学教学的开始，数学教师教授学生整理思维

导图时，长则需要 3 小时，短也需要 2 小时，学生无法简单的面对思维

具象化挑战。二年级下的中段则已经可以快速高效的进行思维导图自我

整理并在回忆复习的过程中将思维导图以书面绘制的形式迅速默写。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小学阶段的新课程改革

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也不断进行着优化。数学教师对思维导图的应用不

仅要从教育本质上意识到全局教学对学生的影响，还需要实际落实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内涵，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的主动学习动机构建为

主要目标进行思维导图的灵活启导，以此提升学生的直观思维把握与语

言逻辑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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