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llege and Job 职业教育发展, 2025, 14(6), 144-150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6261   

文章引用: 王娟, 曹相玫, 杨蕊华, 韩沅汝, 高婧, 闫欣昱, 常越. 思维导图在本科病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探究[J]. 职业

教育发展, 2025, 14(6): 144-150 DOI: 10.12677/ve.2025.146261 

 
 

思维导图在本科病理学教学中的 
应用探究 

王  娟1，曹相玫1，杨蕊华1，韩沅汝2，高  婧2，闫欣昱2，常  越1* 
1宁夏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学系，宁夏 银川 
2宁夏医科大学临床学院，宁夏 银川 
 
收稿日期：2025年4月28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16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23日 

 
 

 
摘  要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创新教学方法在本科病理学教学中愈发重要。本文探讨了思维导图在本科病

理学教学中的应用，阐述了其对教学效果提升的作用机制，包括有助于促进知识整合与系统化、激发学

生思维与创造力、提高学习效率与记忆效果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思维导图在课程预习、课堂讲授、复习

总结和实验教学等环节的具体应用策略。将思维导图运用于病理学的教学中，可使病理学知识的时间性

和空间性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帮助学生构建病理学的知识框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推动新的教学理念在病理教学中的应用。这将为本科病理学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是对病理

学教学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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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undergraduate pathology educ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mind mapping in undergraduate pathology teaching, elucidating its mechanisms for enhanc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cluding facilitating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stimulating 
students’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as well as improving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memory retention. It 
details specific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mind mapping i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curriculum, such as 
course preview, classroom instruction, review and summarization,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By ap-
plying mind mapping in pathology educati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aspects of pathology knowledge 
can be presented in an intuitive format, aiding students in constructing a knowledge framework for 
pathology, stimulating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enhancing teaching quality. This approach pro-
mote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aching philosophies in pathology education and provides valuable ref-
erences for the reform of undergraduate pathology teaching,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ary 
method for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in pa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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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病理学作为基础医学的关键学科，聚焦于探究人体疾病的多个关键层面。其研究范畴涵盖疾病的引

发原因，深入剖析疾病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精准洞察病理变化的具体过程。同时，该学科还密切关注

在疾病演进期间，机体在形态结构方面呈现出的改变，以及功能代谢出现的动态变化。不仅如此，病理

学对于疾病最终的结局走向和转归情况也展开全面探究。这门学科具有显著的客观性，各个知识点之间

具备紧密的连贯性与逻辑性，对医学实践和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1]-[3]。病理学内容繁杂、概念

抽象，对于本科生而言具有一定的学习难度。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常采用填鸭式教学方法，将知识

一股脑地灌输给学生。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大多时候只能被动接受知识，缺乏主动探索与思考的空间。

传统教学模式是将课程的重要内容和知识点利用多媒体幻灯片展示出来，PPT 一般用图片配上文字，然

后由教师进行讲解，并且本科生的授课中，一门课往往由几个老师授课，这都不利于学生对所学病理学

知识的整体掌握，难以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很难做到融合贯通，使得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

思维导图是一种为学习提供视觉思维的学习工具，它又称为内心智力图[4]，是由世界著名教育学家，心

理学家东尼·博赞创造的，是一种表达发散性思维的辅助思考和记笔记的工具，具有极高的实用性[2] [5]。
在思维导图中，我们可以运用线条、图形、颜色、关键词等多种元素，使知识的学习变得形象具体和可

视化。由于思维导图使学生能够自由表达想法并以非线性方式将这些想法联系起来，因此它激发了发散

性思维，在促进知识整合与系统化、激发学生思维与创造力、提高学习效率与记忆效果等方面具有明显

的优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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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维导图提升教学效果的机制 

2.1. 促进知识整合与系统化 

病理学作为医学领域中至关重要的一门学科，其所涵盖的知识范畴极为广泛，包括疾病的病因、发

病机制、病理变化、临床病理联系等多个方面，这些丰富的知识点之间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相互关联，

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无疑给学生们的学习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而思维导图作为一

种强大且高效的学习工具，以其独特的可视化方式，能够极大地助力学生对病理学知识的学习与理解。

思维导图以一个核心的中心主题为原点，向外有序地发散出各级分支，再辐射至各个小的分支。这种方

式巧妙地将病理学中各个看似零散的知识点有机地串联起来，进而帮助学生们构建起一个系统、完整且

脉络清晰的病理学知识框架。例如，当我们在炎症章节绘制思维导图时，会将“炎症”设定为整个思维

导图的中心节点，它是整个知识体系的核心。围绕这个中心节点，向外延伸出的分支内容丰富多样，涵

盖了炎症的概念，这是理解炎症的基础，明确了炎症在医学领域中的定义与范畴；炎症的基本病理变化，

深入剖析炎症发生时机体内部所产生的一系列病理改变；各类型炎症的病理特点，细致区分不同类型炎

症各自独特的病理表现，帮助学生精准把握各类炎症的差异；以及炎症的结局，了解炎症在发展过程中

最终可能出现的各种转归情况。 
学生们通过亲自绘制这样的思维导图，或者深入学习已经绘制好的思维导图，能够以一种直观且清

晰的视角，看到各个知识点在整个病理学知识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学习方

式有效地避免了传统学习中知识碎片化的问题，使学生们不再孤立地看待每个知识点，而是将它们置于

一个有机的整体中进行理解与记忆，从而更加深入、全面地掌握病理学知识，为今后的医学实践和进一

步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2.2. 激发学生思维与创造力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极为有效的策略，在培养学习者高阶能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在提升创造

力与解决问题能力上成效显著。其原理在于，通过运用文字与非文字符号进行绘画创作的过程，能够极

大地激发学生内心深处的学习动机，同时巧妙地唤起他们潜在的抽象思维。思维导图通过使用单词、概

念、数字、颜色、线条、图像和符号来刺激大脑的两个半球。这样的举措，使学生参与绘制一个有组织的

表格，在学习者的脑海中创造了许多线索，在未来，任何线索可以被激活[7]。此前，有一项研究专门阐

述了思维导图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该研究表明，思维导图如同一位优秀的信息整理大师，

能把错综复杂的原始信息巧妙地梳理成简洁明了、逻辑清晰的框架结构，这种转化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极

为有利[8]。 
在病理学教学场景中，当学生着手绘制思维导图时，需要对所学的丰富内容展开全面且深入地思考、

细致分析以及精准归纳。他们不仅要确定各级主题与分支之间严谨的逻辑关系，还得精心挑选合适的关

键词、形象的图形、醒目的颜色等多种元素来进行表达。这一系列复杂而有序的思维活动，如同为学生

打开了一扇思维的新大门，能够充分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有效培养其发散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能力。比

如，在学习某种疾病的病理变化时，学生可以从多个不同角度深入思考病变的独特特点、背后可能潜藏

的原因，以及与临床症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够提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见解和疑

问，通过自我探索和与他人交流，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实现知识的内化与能力的提升。 

2.3. 提高学习效率与记忆效果 

思维导图以其独树一帜的图文并茂形式呈现知识内容，这一特性与人类大脑的认知规律高度契合。

它将文字、图形、色彩等元素巧妙融合，相较于单调的文字信息，能极大地增强信息的视觉冲击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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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创造更多独特的记忆点。与传统的线性笔记相比，思维导图突破了单一的线性结构束缚，以一种放

射性、网络化的形式展开知识体系。这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更全面、立体地理解知识间的关联，

进而更有效地帮助学生记忆和回顾知识。众多研究表明，运用思维导图学习的学生，在知识的长期记忆

保持方面，展现出更为优异的表现。此外，思维导图堪称一种高效的快速复习工具。当学生处于复习阶

段时，借助思维导图清晰明了的框架，仿佛手握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可迅速唤醒对各个相关知识点的

记忆。这不仅大幅提升了复习效率，还能让复习效果实现质的飞跃，真正做到事半功倍，成为学生学习

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3. 思维导图在本科病理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3.1. 课程预习环节 

在预习阶段，教师可以向学生提供与即将学习章节相关的思维导图框架，框架中包含主要的主题和

一些引导性问题，此框架需精心构建，涵盖主要的主题，并巧妙设置一系列引导性问题。以“心血管系

统疾病”这一章节的预习为例，思维导图框架的中心主题设定为“心血管系统疾病”。从中心主题延伸

出的分支，分别聚焦于动脉粥样硬化的概念、冠心病的类型、高血压的病理变化等关键知识点。 
在每个分支下，教师需设置一些简单且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比如，在“动脉粥样硬化的概念”分支

下，问题设置为“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危险因素有哪些？”；在“冠心病的类型”分支下，问题设置为

“冠心病的临床表现有哪些？”。学生借助这样的框架和问题展开预习，在认真阅读教材、广泛查阅资

料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尝试填充思维导图的内容。通过这一过程，学生能够初步清晰地了解章节的知

识结构，精准把握重点难点。如此一来，学生便能带着思考与疑问进入课堂学习，大大提高了课堂学习

的针对性和主动性，让学习效果得到显著提升。 

3.2. 课堂讲授环节 

3.2.1. 教师引导构建思维导图 
在课堂讲授过程中，教师可将思维导图视为一种极为得力且高效的教学工具。借助思维导图的可视

化特性，教师能够有条不紊地引导学生逐步梳理知识脉络，如同抽丝剥茧般，助力学生搭建起完整且严

密的知识体系，从而使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加系统、全面。 
以讲解“消化系统疾病”为例，教师首先在黑板或电子白板上醒目地画出中心主题“消化系统疾

病”，以此作为知识架构的核心。随后，围绕这一中心主题，依照由浅入深、从常见到复杂的逻辑顺序，

依次讲解各类消化系统疾病，如胃炎、胃溃疡、胃癌等。每讲解一种疾病，便在思维导图上增添一个与

之对应的分支，犹如为知识大树添枝加叶。在讲解过程中，教师会详细阐述每种疾病的病因，剖析其病

理变化过程，深入解读临床病理联系等关键内容。与此同时，为了让学生能更清晰地把握重点、攻克难

点，教师会巧妙地运用不同颜色的笔或独特的图形，精准标记出重点和难点知识。如此一来，学生能够

直观地看到知识是如何逐步积累和构建起来的，如同亲眼见证一座知识大厦的拔地而起。通过这种直观

且富有逻辑性的教学方式，学生能够更加顺畅地跟上教师的教学思路，透彻理解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

系，从而显著提升学习效果。 

3.2.2. 小组合作绘制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通过其可视化结构帮助学生理清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并促进知识的系统性归类。这种图

形化工具在小组协作中能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集体讨论能激发更多创新思维，提升学习过程的趣味

性；另一方面，小组互动为学生提供了思维拓展的平台，使思维导图成为团队学习的有效载体[9]。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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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中，教师可精心策划小组合作学习模式，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团队协作能力。具体而言，

教师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划分，携手合作完成思维导图的绘制任务。这种方式不仅能加深学生对

知识的理解，还能全方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以“泌尿系统疾病”章节的学习为例，教师在学生完成

该章节学习后，将学生合理地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均需绘制思维导图。小组成员之间需进行明确分

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有的成员负责梳理知识点，有的成员专注于资料收集，还有的成员则致力于

构思思维导图的整体结构、内容布局以及独特的表现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小组成员们相互交流各自对

知识的理解与见解，思维的火花不断碰撞，相互启发，共同进步。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泌

尿系统疾病相关知识，还能让学生在合作中体会到团队协作的力量，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当小组绘制完成后，便是成果展示与交流的环节。每个小组选派一名代表，自信地向全班展示并详

细讲解他们精心绘制的思维导图。在展示过程中，代表们清晰地阐述思维导图的设计思路、涵盖的重点

知识以及独特之处。其他小组的同学认真倾听，积极思考，并进行提问和评价，提出自己的疑问和建设

性意见。最后，教师对各小组的思维导图进行全面地总结和点评。教师不仅会指出各小组思维导图的优

点，如知识涵盖全面、逻辑清晰、表现形式新颖等，还会客观地指出存在的不足之处，如某些知识点的

遗漏、逻辑关系不够紧密等。通过教师的总结和点评，进一步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使学生对“泌尿系

统疾病”这一章节的知识有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 

3.3. 复习总结环节 

在复习阶段，思维导图无疑是学生自主复习的得力助手，能显著提升复习效率与质量。随着课堂学

习的推进以及课后作业的积累，学生对知识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与掌握。此时，他们可借助思维导图，

重新梳理和完善预习及课堂上绘制的内容。以“呼吸系统疾病”的复习为例，学生可以先将肺炎、肺气

肿、肺癌等各类疾病的相关知识进行细致入微地梳理。针对每种疾病，不仅要深入剖析其特殊病理变化，

如肺炎的炎性渗出过程、肺气肿的肺泡结构改变、肺癌的细胞病变特征等；还要明确诊断要点，像肺炎

的症状体征结合影像学表现、肺气肿的肺功能检查指标、肺癌的病理活检依据等；同时牢记治疗原则，

例如肺炎的抗感染治疗策略、肺气肿的对症治疗与康复措施、肺癌的综合治疗方案等。更为重要的是，

学生应将这些疾病知识与之前所学的解剖学、生理学、胚胎学等基础学科知识紧密相连。比如，从解剖

学角度理解肺部的结构对疾病发生部位的影响，依据生理学原理阐释疾病对呼吸功能的具体改变，联系

胚胎学知识探究某些先天性肺部疾病的成因，从而构建一个更为完整、系统的知识网络。 
此外，学生还可以通过对比不同思维导图之间的差异，敏锐地察觉到自己在知识理解和掌握上的薄

弱环节。例如，在对比呼吸系统疾病与其他系统疾病思维导图时，发现对某些跨系统关联知识点理解模

糊，或是在同一系统不同疾病思维导图对比中，意识到对某类疾病共性与特性的把握不够精准。针对这

些薄弱环节，学生可有针对性地进行复习和强化，通过查阅资料、请教老师等方式，补齐知识短板，提

升复习效果，让知识的掌握更加牢固、全面。 

3.4. 实验教学环节 

在病理学实验教学这一关键环节中，思维导图能够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为学生的学习带来显著的

助力。以病理切片观察实验为例，学生可以将所观察的特定组织或器官设定为思维导图的中心主题。围

绕这一核心，有条不紊地构建各个分支。首先，在“正常组织学结构”分支下，学生详细描述该组织或

器官在正常生理状态下的细胞排列方式、组织结构层次以及各组成部分的形态特征等。这不仅有助于学

生巩固课堂所学的正常组织学知识，更能为后续观察病理变化提供清晰的参照标准。接着，“病理切片

中的异常表现”分支则是重点记录区域。在这里，学生细致地记录病理切片中呈现出的细胞形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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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细胞大小、形状、细胞核的改变等；以及组织结构的破坏情况，像层次紊乱、连续性中断等。通过对这

些异常表现的详细记录，学生能更精准地把握病理变化的特征。“可能的疾病诊断”分支同样不可或缺。

学生依据观察到的病理变化，结合所学的病理学知识，推测可能对应的疾病类型。这一过程促使学生将

形态学观察与疾病诊断建立起直接联系，培养了他们的诊断思维能力。 
最后，在“临床病理联系”分支进一步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学生思考该病理变化在临床实际病

例中的表现，如症状、体征以及可能的治疗方案等。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将抽象的理论知识与实际

临床应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绘制这样的思维导图，学生不再是毫无头绪地观察病理切片，而是更加有

条理地进行观察，大大提高了实验观察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在绘制过程中，学生不断在理论知识与

病理学形态之间建立联系，加深对二者关系的理解，从而提升了病理学实验教学的整体效果。 

3.5. 思维导图教学效果评价 

为了评估思维导图在本科病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我们在 2024~2025 学年第二学期对临床医学专

业本科生开展了问卷调查。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 345 份，问卷从十个维度考察了学生对思维导图应用的

满意度。结果显示，该学期学生对思维导图在病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满意度普遍较高，各项满意度均超过

90%。其中，“通过思维导图更好理解临床病理联系”和“通过绘制思维导图养成自主梳理知识的习惯”

两个方面的满意度尤为突出，达到 95%以上(详见表 1)。这些数据表明，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教学工具，在

本科病理学教学中得到了学生的广泛认可和欢迎。 
 

Table 1. Survey questionnaire on “mind mapping application exploration” for the second semester of the 2024~2025 academic 
year 
表 1. 2024~2025 学年第二学期“思维导图应用探究”的调查问卷 

调查内容 是 比例 

在预习阶段，是否认为教师提供的思维导图框架有助于预习 323 (93.6) 323/345 

在课堂讲授阶段，是否通过教师引导的思维导图更清晰理解知识脉络 319 (92.5) 319/345 

通过小组绘制思维导图是否可以加深知识理解 315 (91.3) 315/345 

是否在病理切片观察中使用思维导图提升分析效率 322 (93.3) 322/345 

是否利用思维导图系统化复习 314 (91.0) 314/345 

是否认为思维导图帮助整合零散知识点 317 (91.9) 317/345 

是否因思维导图的图文结合提升记忆效果 312 (90.4) 312/345 

是否通过思维导图更好理解临床病理联系 330 (95.7) 330/345 

是否因使用思维导图增加对病理学的学习兴趣 319 (92.5) 319/345 

是否通过绘制思维导图养成自主梳理知识的习惯 328 (95.1) 328/345 

4. 结论与展望 

思维导图在本科病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彰显出诸多显著的优势，可以推动教学质量的提升。它宛如

一座桥梁，将病理学中繁杂的知识点紧密相连，有效促进知识整合，让学生能够清晰洞察知识体系的全

貌。同时，思维导图以其独特的可视化形式，极大地激发学生思维的活跃度，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挖掘

知识间的潜在联系。在学习效率和记忆效果方面，思维导图亦具有明显的优势，学生可以借助其清晰的

结构脉络，更高效地吸收知识，强化记忆留存。 
在本科病理学教学的各个关键环节，从课程预习、课堂讲授，到复习总结以及实验教学，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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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展现出积极且重要的应用价值。在预习阶段，学生通过绘制思维导图，初步构建知识框架，明确学习

重点；课堂讲授时，教师以思维导图为引导，让知识传授更具逻辑性，学生理解更顺畅；复习总结环节，

思维导图助力学生梳理知识，加深记忆；实验教学中，思维导图辅助学生分析病理变化，提升实践能力。

思维导图的应用，不仅使学生对病理学的学习兴趣得到显著增强，更赋予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在

绘制和运用思维导图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立思考、自主探索的学习习惯。 
尽管思维导图优势明显，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仍有一些关键问题不容忽视。比如，教师需要投入

一定的时间与精力，悉心指导学生绘制思维导图，确保学生真正理解思维导图的理念与绘制方法，从而

正确运用它来辅助学习。而且，需要明确的是，思维导图虽功能强大，但不能完全摒弃传统教学方法，

而应与传统教学方法有机融合，彼此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展望未来，随着教育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教育理念的持续更新，思维导图在本科病理学教学中有望

获得更为广泛、深入的应用。教师可以进一步探索思维导图与其他先进教学手段的融合路径，如多媒体

教学的直观展示、线上教学平台的便捷互动等，以此开发出更为丰富多元的教学资源与教学模式，为培

养适应时代需求的高素质医学人才筑牢坚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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