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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深化，高中历史传统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学生复习实际需求以及高考实际需求，因此教师应在教学中积极

运用思维导图，引导学生进行高效复习。基于此，本文对思维导图在高中历史知识复习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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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过复习可对知识掌握不足之处进行弥补，系统化复习可促进学生

梳理所学知识，完善自身知识体系，并以此提高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在

传统高中历史教学中，历史复习课不受重视，教师在复习课中会直接安

排学生做习题，以题海战术进行历史知识复习，致使学生逐渐降低了历

史学习兴趣。在高中历史知识复习中应用思维导图这一种辅助工具，可

以充分调动学生历史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这一良好学习习

惯；同时，可促进学生梳理所学知识，完善自身知识体系，并以此提高

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提高历史知识复习效率。 

1 集中思维，明确关键词 
将问题中包含多元化信息集中后，获得 佳正确答案的思考方式是

集中思维。在高中历史知识复习中，要想发挥思维导图优势，需要明确

关键词，这是指思维切入点，找到复习知识重点内容后，在关键词基础

上，对相关知识关键词逐渐确立，以此形成思维导图初始架构。在这一

过程中高中历史教师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知识复习习惯，引导学生在备

课、预复习阶段寻找复习内容关键词，以此提高复习效率。 

例如，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一课复习过程中，为建立有效

思维导图，以“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为主要复习内容。首先，教

师应安排学生在上课之前对教材进行细阅读，并查询相关学习资料，明

确思维导图中“政治制度”这一重要关键词；其次，以“政治制度”关

键词为复习核心，初步构建思维导图，根据政治制度时间将复习内容划

分为“夏、商政治制度”、“西周政治制度”等两个部分，在教师引导下

学生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度分析，并通过集中思维对知识重难点进行深度

理解，系统化梳理复习知识内容，并以隶属关系对复习内容进行排列，

后对相关知识关键词逐渐确立，以此帮助学生高效复习，提高历史复

习课教学效率。 

2 发散思维，寻找关键词 
学生运用发散思维可以提高复习效率，在历史知识复习中应用思维

导图时，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运用发散思维，让学生对知识重难点展开

深入思考、分析，寻找这一知识点不同解决方法以及答案。在思维导图

中主要分为关键词与相关知识主题词，在相关知识主题词寻找过程中，

教师可引导学生以单一知识点为切入点，利用发散思维，寻找相关知识

以及答案，在学习思考中，可使学生对复习知识深度理解，以此提高历

史复习效率。 

例如，在“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这一课复习过程中，

教师应选取复习知识关键点作为学生复习切入点，引导学生运用发散思

维，对复习知识关键点进行联想，向相关知识展开发散思考，以此获取

新复习知识，帮助学生摆脱固定复习思维限制，逐渐形成完善历史知识

体系。以“鸦片战争”为复习知识关键点，教师应引导学生向“政治制

度”、“经济状况”“时代环境”等多元化相关知识进行思维发散，将鸦片

战争历史知识与闭关 国历史知识进行关联，将复习知识重难点细分化，

促进学生对“鸦片战争”关键词进行深度理解。以微观角度引导学生寻

找相关知识关键词，使学生在高效率复习方法、复习环境中进行历史知

识复习。 

3 逻辑思维，梳理脉络 
在高中历史知识中有许多知识存在一定关联，为构建新知识链，在

利用思维导图展开复习活动时，应遵循逻辑思维的严谨性以及系统性，

将不同复习知识关键词进行关联。教师在展开历史知识复习活动时，通

常情况下会以横向时间进行连接，但在历史事件中还潜藏着纵向关联，

基于此，在教师展开历史知识复习活动时，应引导学生通过自身逻辑思

维对复习内容进行理解、分析，并梳理复习内容知识体系。 

例如，在“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一课复

习过程中，高中历史教师可在思维导图的中，加入漫画这一新颖、有趣

的形式，引导学生对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制度间的关联进行逻辑思维

分析，可用漫画工人代表社会主义，用漫画火炬代表革命，用线条对相

关内容、知识进行连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注意，思维导图是一种开

放性概念，在运用过程中不能限制学生思维，应充分发挥学生认知能力

优势，鼓励、引导学生进行大胆创新，并积极、主动的在思维导图中进

行知识复习，进而提高复习效率、效果。 

4 直觉思维，联系知识 
直觉思维是心理因素中特殊的存在，是物质形象以及物质概念对事

物本质进行反映的认识形式。在直觉思维中应注重提高学生观察能力，

在思维导图复习中运用直觉思维时，教师应引导学生对复习知识间细微

关联进行仔细观察，以微观角度对关联点进行细节观察，并且应格外注

重观察考试中极易犯错知识点，以此完善特色复习历史知识体系。 

例如，在“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这一课复习过程中，

教师可安排学生以小组合作形式进行复习，以学生差异性为基础，将互

补学生组合成复习小组，并安排学生在课后时间通过互联网或是查阅相

关历史资料对“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思维导图相关历史复

习知识进行搜集，并对不同复习知识思维导图的缺点以及优点进行仔细

观察，以文字形式将观察内容进行记录， 后将这一过程所得经验运用

到历史知识复习中，以此完善高中历史知识体系。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中历史实际复习教学中，教师应与学生积极沟通、

交流，以引导方式帮助学生自主建立知识复习思维导图，提高师生互动

效率以及整体复习效率，以集中思维、发散思维、逻辑思维、直觉思维

等思考方式，帮助学生优化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良好复习习惯，使学生

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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