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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思维导图不仅可以满足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的基本要求，还可以在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的

基础上提升思政课教学的效果。而实际教学中，呈现出师生运用思维导图教学的频率较低、教师运用思

维导图教学流于形式及学生构建有效思维导图的难度较大等问题。为此，学校应重视思维导图的运用，

提高师生应用思维导图的频率；教师应主动学习思维导图，灵活运用思维导图教授思政课；学生应学会

构建有效思维导图，运用思维导图学习思政课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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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ng mind maps not only mee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enhan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courses by 
helping students build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system. However, in actual teaching practices, 
there are issues such as low frequency of using mind maps, teachers’ superficial use of mind maps, 
and the difficulty students face in constructing effective mind maps. Therefore, schools should em-
phasize the use of mind maps to increase their frequency of application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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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should proactively learn about mind maps and flexibly apply them in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students should learn to construct effective mind maps and use them to study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 thes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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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指出要“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因为大中小学思政课有其深厚的内在关联，

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其课程目标具有统一性、课程内容具有连贯性、课程教学具有衔接

性、课程评价具有相似性，鉴于此，深入推进思政课一体化有其现实可能性。目前学界关于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的研究表明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中存在缺乏系统性、连贯性、整合性的问题，要解决以

上问题就需要一种可以帮助教师和学生实现一体化教学的恰当方法，而思维导图作为一种衔接性、系统

性的教学辅助工具，将其有效运用于思政课一体化教学中能够起到连接各学段、各板块知识的桥梁作用，

而且它对于零散的、模块化的、阶段性的知识结构起着优化、整合作用。因此，将思维导图运用到思政

课一体化教学中实现各学段教学的高效衔接也具备现实可能性。 

2. 应用之价值阐释 

英国著名心理学家东尼·巴赞认为：“思维导图是一项全方位的视觉和图解思考工具。”[1]它包含

有五大关键要素，即：“发散性思维、非线性的自然流动、颜色、图像以及文字。”[2]因此，可以将思

维导图理解为人们利用图示的方法来表达头脑中的概念、思想和理论等，把人脑中的隐形知识显性化、

可视化，以方便人们记忆、思考、交流和表达的工具。简言之，思维导图有助于优化人的认知结构，而谈

到认知，列宁曾经讲到：“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

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3]那么，结合思维导图的特性以及人的认知结构的特点将思维导图运用到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对于满足学科基本要求、构建完整认知体系以及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都具有

重要意义。 

2.1. 有助于满足思想政治学科的基本要求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学科的基本要求是教师要在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注重培养学生多样

化、个性化的人格，还要不断更新教学方法，创建以培养思想政治学科素养为主导的活动型学科课程，

进而建立促进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评价机制。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要求学生的学习过程是

一种渐进式的学习过程，即从简到难、由点到面的学习过程，而思维导图的构建原理恰好符合学生渐进

式的学习要求。因此，师生在思政课教学中共同构建思维导图的过程，是教师积极创建活动型学科课程

的体现，也是满足学生渐进式学习要求的体现，更是大中小学教师不断更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政治素养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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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助于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认知体系 

以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线的大中小学思政课，具体表现为：“小学和初中阶段

注重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高中阶段学生开始初步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与分析方法，大学思政

课则是对高中思政课内容的衔接与深化”[4]。立足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整体视野，我们将会发

现不论是让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生用简单、多样化的思维导图图像来促使他们养成基本的道德品质，还

是让高中阶段的学生通过较为深层次的思维导图来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更

或是让大学生运用逻辑严密、体系健全、结构完整的思维导图来实现他们对大中学思政课内容的衔接与

深化，都体现了从简到繁的学习过程和思维“导”图过程，而将思维导图贯穿于每个学生各个学段思政

课的学习中将会帮助他们构建完整的大中小学思政课认知体系，因为思维导图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大中

小学思政课课程内容的阶段性和整体性衔接作用。 

2.3. 有助于提升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的效果 

学者们普遍认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存在“封闭割裂、内容超前、简单重复以及与学

生认知阶段脱节或不对应的设计性”[5]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首先，从思维导图的特性来看，教师可

以利用其本身的系统性、整合性、宏观性的特点来解决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内容中存在的脱节、重复、

割裂和超前的问题，从而提升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的效果。其次，从一体化教学的角度来讲，作为一名

思政课教师，不仅需要清楚、全面的将教学大纲所要求的内容完整准确地传授给学生，而且要让学生真

正理解并掌握所授知识，这对教师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更何况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视域下，

需要教师宏观把握大中小学思政课的教材内容来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而教师运用思维导图的宏观掌控

功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最后，从学生的角度来讲，教师将所授知识以图示的方式呈现在学

生面前，可以很好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营造一种共同参与、高效互动的课堂氛围，以提升思政课教学

的效果。 

3. 应用之问题思考 

越来越多的学校和教师开始在教学中使用思维导图，并在思政课教学中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将

思维导图应用于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中仍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1. 师生运用思维导图教学的频率较低 

要促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掌握思政课教材中繁多的知识点，就需要改变以往满堂灌输、死记

硬背的学习方式，变为一种可以帮助学生梳理知识脉络、减少记忆内容的学习方法。但是，教学中思维

导图的运用需要教师花费课余时间来学习思维导图的构建原理，然后在课堂上耐心引导学生学习“导”

图的过程，以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领会“导”图的要领，这是一个较为费力的过程。对学生而言，构建

思维导图改变了以往只需在课本上划出要点、死记硬背笔记的方式，转变为需要学生动脑、动心、动手

三者的结合来学习政治知识的方法，这在思维导图辅助教学的初期，师生是不太适应的，导致了师生运

用思维导图进行“教”与“学”的频率较低。 

3.2. 教师运用思维导图教学流于形式 

思维导图作为优化人的记忆方法的思维工具，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国内大中小

学思政课教师的关注、研究和运用。但是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并没有使思维导图在教学中的价值得以

充分体现，只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表现出流于形式的使用过程。研究表明，思政课教师对于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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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的运用呈现出要么在上课前将提前构建好思维导图传递给学生进行观摩，要么在课堂小结时直

接利用已构建好的思维导图进行课堂内容的小结教学，而这样做明显没有充分发挥利用思维导图教学的

优势。因为此举缺乏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使得学生很难准确理解教师是如何根据教材内容构建出这

些思维导图的，最终导致思维导图在思政课教学中呈现出忽视过程只关注结果的形式教学。 

3.3. 学生构建有效思维导图的难度较大 

构建思维导图的过程就是一个将繁杂的知识点浓缩为简洁的关键词后以某种内在联系串联知识以加

深记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首先必须学会提炼关键词，其次是学会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最后是想象如何才能加深对它们的记忆。学者们对于在教学中运用思维导图教学的调查研究发现，对于

学生而言，将思维导图运用到学习中表现出的问题是：大多数学生很难构建出一幅可以帮助自己学好理

论知识的思维导图，他们的普遍反应是要从繁杂的知识点中提炼出关键词，然后将它们有机组织起来难

度很大。此外，在构建思维导图前，学生需要熟悉思政课的教材内容，然后要在大脑中回忆并整理出相

关理论知识，这不仅需要学生充分发挥发散性思维，而且需要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这更加深了学生构

建的难度。 

4. 问题之成因分析 

为提高思维导图在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我们需要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以便为解决问题打下基础。 

4.1. 学校对应用思维导图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 

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实践基地，其教育理念会对教师和学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学校在努力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及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综合型学生的同时，应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而在实际的

思政课教学并不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更不会用思维导图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一方面，大中

小学很少对思政课教师进行有关思维导图的培训活动，也没有与此相关的专题研讨或讲座，导致教师运

用思维导图教学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小学阶段，学校对于思政课本身不太注重，更

别提在思政课教学中倡导教师使用思维导图来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初高中阶段，学校过分关注升学率

忽视对学生整体思维能力的培养，也就忽视了在思政课教学中通过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导”图过程来培

养学生的系统整合思维；大学阶段，当思政课作为一门公共课存在时，受“术业有专攻”影响，导致师生

在思政课的“教”与“学”中投入时间较少，他们也就不会花费时间来绘制思维导图学习思政课知识，而

当思政课作为一门专业课存在时，学校整体上注重研究性学习，而忽视了过程性学习，因此用思维导图

学习大学思想政治专业课做法更是少见。总之，学校并不重视思维导图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 

4.2. 教师对应用思维导图教学的观念不强 

习近平强调，要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

伍”[1]。构建思维导图需要教师具备创新的思维、清晰的逻辑脉络和对知识的宏观把控能力，在思政课

教学中应用思维导图不仅可以有效解决教师思维新、视野广的问题，还可以帮助教师培养具有创新能力、

个人表达能力及个性鲜明的人才，从而实现思政课教学的目标。但在实际教学中，绝大部分思政课教师

不会花费时间来引导学生构建思维导图，即使在他们的教学中使用了思维导图，也只是省略“导”图过

程而直接呈现现成思维导图的形式教学而已，他们甚至认为“导”图的过程是在浪费教学时间。总之，

广大思政课教师对于在教学中应用思维导图的观念不强，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思维导图在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和发散性思维方面的作用，更没有察觉到思维导图在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中对于解决“衔接不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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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应用价值。 

4.3. 学生对应用思维导图学习的能力较弱 

学生构建思维导图的过程是一个渐进式学习的过程，需要通过不断的接触来逐渐加深他们对思维导

图的理解。研究表明，在实际的思政课学习过程中，大多数学生认为利用思维导图来学习政治知识是有

益处的，但主动建构思维导图来学习的人并不多，不仅仅是因为老师在上课期间没有具体教授他们如何

构建一份有效的思维导图，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学生浓缩、提炼关键词的能力较弱、理清关键词之间的内

在联系的能力不强、宏观把握知识的整体性的能力更是微乎其微；而就思维导图的了解情况而言，多数

学生只是听说过并非十分了解。这些问题都反映出学生使用思维导图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较低，不利

于学生运用思维导图学习。 

5. 应用之策略探析 

探究构建思维导图在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存在问题的原因是提出在大中小学思政课教

学中构建思维导图的策略。 

5.1. 学校要重视思维导图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 

习近平指出：“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非常必要”[6]，而思维导图在大中小

学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恰好满足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要求，因此，学校要重视思维导图在思政课教学

中的运用。首先，大中小学应积极倡导广大师生将思维导图有效运用到思政课教学活动中，大力宣传和

鼓励广大师生应用思维导图。其次，大中小学还可以支持并协助广大师生举办关于思维导图在思政课教

学中应用的研讨、交流活动，加深广大师生对思维导图的认识，让他们真正了解到思维导图的教学价值，

从而促使广大师生在认知层面真正接受运用思维导图可以实现“教”与“学”的优化。再次，大中小学还

可以联合举办关于思维导图在思政课的“教”与“学”活动中的教学竞赛活动，进而将认知转化为行动，

并通过广大师生对思维导图的应用行为来检验他们的认知，并对此进行相应的总结反思。最后，学校需

要对行为的检验结果进行更进一步的总结提炼，通过专题讲座、专家评审等将其凝结为思维导图促进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教学理论，并通过宣传营造运用思维导图学习思政课知识的校园氛围，从而

提高思维导图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使用频率。 

5.2. 教师要灵活运用思维导图教授思政课程 

“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习近平强调要充分激发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思

维导图在思政课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首先，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可

以通过阅读相关书籍来加深对思维导图的了解，以充分认识思维导图在教学中的价值；其次，思政课教

师也可以通过网络搜寻有关构建思维导图教学的视频或积极参加与其相关的培训活动，认真学习并主动

构建思维导图。最后，思政课教师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学习与教学实践经验以及在与他人进行广泛交流、

学习后总结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思维导图教学理念，以供学界交流研讨。思维导图在思政课教学中的价值，

不仅体现在它可以衔接各模块、各阶段的教学内容，还体现在它的“导”图的过程中，体现在备课、上课

以及课堂小结过程中。其一，教师运用思维导图来备课，既可以帮助教师缕清备课思路、明确教材重难

点，还可以提高教师的备课效率。其二，将思维导图运用到课程讲授中，可以帮助学生梳理零散知识，

逐步构建完整的思政课知识体系，实现各模块知识的有效衔接。其三，小结是教师和学生对本节课教学

重难点的回顾、总结和提升环节，而思维导图应用到课堂小结环节不仅可以帮助教师理清知识间的内在

联系，还可以帮助学生梳理本节课的知识，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概括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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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学生要自主构建思维导图学习思政课知识 

中国教育家陶行知认为，“只有将人的大脑和手联合起来，才可产生力量，把‘弱’与‘愚’都可去

掉。”[7]构建思维导图的过程中可以将学生的大脑与手都充分调动起来，当然，学生要将自己的思维过

程显性化并非易事，需要在教师引导下才能完成。首先，大中小学生要提高构建思维导图的能力，最直

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教师的讲解和引导。其次，大中小学生要学会自主构建思维导图。学生在自主构建思

维导图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纸上先画主标题。第二，认真提炼关键词。第三，不同枝干各相连。第

四，五颜六色分重点。第五，个性鲜明宜记忆。在以上五点要求的指导下，频繁使用思维导图来学习政

治知识，可以完善学生的思政课知识体系，也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知识的效率。 

6.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敢于突破、敢于创新对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尤为重要，而思维导图作

为一种新的教学辅助工具，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突破和创新。近年来，随着思维导图的教学价值日益被

学者们所发现，将思维导图应用于思政课教学中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是，要将思维导图有效的运用到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并非易事，需要学校、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努力，也需要学术界对它作更深入的研究，

尤其是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中构建思维导图的研究，更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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