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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维导图作为初中数学的一种教学模式，受到越来越多老师的重视和使用，它以一种把相对独立的知识

点紧密联系的方式，将抽象的数学作以深度的探究，对数学的数与形进行优化，有利于学生对数学知识

展开深度学习，提高学生数学学习的质量和课堂的效率。本文通过对思维导图在初中数学单元教学应用

——以《平行四边形》为例进行探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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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eaching mode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mind mapping has been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nd used by more and more teachers. In a way of closely connecting relatively independent 
knowledge points, it makes in-depth exploration of abstract mathematics, optimizes the number 
and form of mathematics, which is conducive to students’ in-depth learning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mathematical learning and classroom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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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mind mapp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
matics unit teaching—taking Parallelogram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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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维导图在教育领域已经被广泛使用，它可以作为单元教学的有效手段。单元教学是以学生和课标

为基础，构建“单元”为组成部分的教学内容的教学模式。“图形与几何”模块中的《平行四边形》单

元是教学的重难点。从内容来看，《平行四边形》包括一般的平行四边形和特殊的平行四边形，特殊平

行四边形又包括菱形，矩形和正方形；从思想方法来看，本单元包含抽象，推理，由一般到特殊，化归

等多种数学思想方法。教师应从单元的整体角度出发，用思维导图的形式从多方面对知识点进行深度挖

掘。本文说明了思维导图了在《平行四边形》单元教学的功能并提出了教学策略。 

2. 思维导图的概念 

思维导图是英国的专家东尼·博赞在 20 世纪 60 年代首先提出的[1]。根据人脑的模拟，思维导图使

大脑保持一个积极活跃的状态。它能克服传统记笔记的许多缺点，有效地启发和锻炼思维能力。思维导

图的最初是由一个中心主题构成，然后根据知识的特点进行构思分出节点，再分出子节点，不断发散，

体现思维的过程[2]。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可视化的思维工具，用线条等多样的外显形式表现思维的内在过

程。思维导图的制作方式多种多样，比如手绘或者计算机软件。 

3. 思维导图在《平行四边形》单元教学中的功能 

3.1. 隐形知识显性化 

数学知识随着年级的增长，复杂程度明显提高，这是对初中生学习和记忆能力的考验。学生应该做

到旧知与新知的巧妙联系与结合，但各个单元存在的隐形知识不易被发现或者难以理解。从小学数学到

初中数学关于图形这一模块包含很多隐形知识。通过对本单元的探究，发现有以下的隐形知识：平行四

边形之间的概念，内涵，外延等内容的交叉性；图形知识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将平行四边形的理论应用

于实践；各种图形性质与判定命题之间的互逆关系。当教学进行到合适的进度时，教师可以运用思维导

图灵活地将隐形知识体现在思维导图里，呈现出思维脉络与方法，让学生对《平行四边形》单元的内容

更加清晰，结构层次更加分明，发展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的能力。 

3.2. 逻辑思维条理化 

初中生往往构建的知识体系不是很完整，对数学知识的关注点较为单一，逻辑思维的条理化有所欠

缺。从单元的整体视角出发，本单元包含的比较多的图形，而且每个图形都有性质和判定定理。在人教

版的教科书中，着重体现了性质和判定的探索和发现过程，例如学生通过观察度量等各种方式去发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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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之后证明猜想。因此在思维导图中应体现出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相关的知识。学生可遵循思维导图

的绘制技法美观地体现由猜想到验证的逻辑思维的条理化。本单元可以进行图形的性质，图形的判定，

图形的变化，图形的坐标的整体教学，教师可启发学生思考四者之间的关系，绘制思维导图，如从图形

的角度出发，这部分内容由性质，判定，变化，坐标构成，然后再用线条等表示方法描绘之间的关系，

体现逻辑思维的条理化。 

3.3. 教学评价可视化 

思维导图对教师的教师工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了教师能力的发展，为学生的教学评估提供了

重要的价值。《平行四边形》单元的思维导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含了本单元所有知识点的各种属性。

如果有学生在绘制和学习思维导图时出现疑惑或者错误的情况，说明这是学生自己应该要突破的瓶颈。例

如平行四边形问题中通常运用三角形和平行线的旧知识，教师可要求学生回忆绘制相关知识的思维导图，

为之前的教学做出评估，充分了解学情，为本单元的学习做好一个良好的铺垫。教师也可在本单元的复习

课中让学生拓宽思维的深度和广度，让每个学生绘制属于自己风格的个性化思维导图，参与评比活动，对

设计优秀的思维导图进行表扬，学生也可以对自己的学习查漏补缺，让教学评价通过思维导图可视化。 

4. 利用思维导图进行《平行四边形》单元的教学策略 

4.1. 构建单元的知识体系 

本单元包含多重的知识点，如果按每节课进行讲授，着重点是构建每节的知识体系，导致每节之间

是孤立的，无法紧密联系[3]。随着学习进度的推进，内容出现了增多和交叉的情况，学生容易对每节的

知识点进行混淆，从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出现偏差，思维不够灵活，学生容易产生学习的挫败感，

比如学生只会做每节的相应练习题，对于本单元的综合题目，学生思维的跨度明显不够，开放类等题目

出现吃力的情况。从知识层面看，本单元要关注对各种平行四边形关系的理解，以及平行四边形的有关

知识与三角形知识的联系，比如三角形全等和勾股定理等。从学生的学习过程来看，通过对各种图形的

研究来培养推理能力，比如从定义探索几何图形的性质，再从探索性质定理的逆命题到判定的方法。同

时教师应该关注知识的拓展延伸与相关史料，把相应的知识点增添到思维导图中，比如与面积有关的出

入相补原理，它是由三国时代刘徽创建的。本单元分为平行四边形和特殊的平行四边形，特殊的平行四

边形又包括矩形，菱形，正方形。本单元的思维导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Parallelogram unit mind map 
图 1. 《平行四边形》单元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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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总结单元的典型例题 

例题的作用是联系和区分多种多样的知识点，突出本单元的重难点内容。因此，对例题的选择应有

合适的切入点，根据例题的完成情况来确定教学的进度。教师可以以多种形式设计思维导图，让学生主

动参与，比如课前应该确定好组长及小组成员的任务。选题首先要有基础性，从最根本的内容出发，如

本单元中各种平行四边形的性质和判定定理的运用：其次，例题要有针对性，对千篇一律的题目进行精

简，选择对知识深度挖掘的题目，特别是易错题，如针对菱形和矩形的性质的区分练习；再次，例题要

有递进性，从简单到复杂，由一解到多解，形成的多性化题目，使每个学生都能参与数学学习，获得所

需要的数学知识，如做辅助线去证明平行四边形的多种方法；最后，例题形式多样性，设计的题目在学

生梳理好每节的内容和框架后可变换形式，如开放性和生活化等数学问题。学生通过思维导图的形式展

现自己总结出的典型例题的思维脉络。如判定正方形的思路见思维导图图 2。 
 

 
Figure 2. Thinking of square determination 
图 2. 正方形判定的思路 

4.3. 复习单元的整体知识 

当教师带领学生学习完《平行四边形》单元内容后，可以发挥思维导图的多重功能进行单元的归纳，

总结与提升，这是一种对单元知识的再认识。本单元有以下三大特点：知识点多，每节包含的知识量大，

同时知识点也有外延等细节问题，比如本单元每种图形都有定义，性质，判定组成，菱形还包括面积的

求法；综合性强，不同于图形的初步认识等旧知，既要融入旧的知识点，又要加工新的知识点，有些题

目要求图形性质和判定综合运用；层次性强，本单元出现了很多条件开放，结论开放，条件和结论双开

放的题目，这就要求学生以不变应万变，以图形的基础知识来应对各种变式的题目，打开思路，不局限

于某一个图形，灵活处理各种问题。在复习课上，学生可以通过一张图总结一个单元的知识，将知识构

建成一个体系，这就使学生能摆脱厚重的课本，快速地提高学习的效率，降低了学习的难度。在复习课

可以采取以下流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学生首先回顾本单元主要内容和所做的数学习题，其

次教师给学生留出部分时间来构思思维导图，再次让教师选取的典型分类例题再去让学生对自己原本的

思维导图进行加工整理，教师把每位同学或每组同学的成果向大家进行展示，评优并总结，最后教师让

同学再次修改思维导图去探索新的问题。 
思维导图是培养学生创造力的有力工具，教师应合理利用思维导图对单元教学进行优化，然而它不是

都适用于所有的单元教学内容，教师不能忽略其中的缺点。因此教师要以学生为本，从新课标的角度出发，

实事求是，采用有效的教学策略进行教学。同时教师应提醒学生思维导图的目的是为了长时间地记忆并吃

透数学知识，培养思维能力，而不是为做思维导图却增添了学习的负担，耗费大量的精力，比如只注重各

种各样的形式却忽略了主要内容，这与双减实施的初衷背道而驰。总之，思维导图要想在单元教学中更好

地被应用，需要教师和学生良好的合作能力，对于思维导图方案的制作可以引导学生主动地提出思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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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对学生思维的启发，实行头脑风暴，吸收各种想法，绘制出完美的单元思维导图。思维导图应在学生的

知识，能力，情感等多种方面发挥独特的功能，也可与其他学科相互借鉴，扩展到其他的教学工作中[4]。
各个学科之间的思维导图的模式相互作用，提高学生的多方面的认知并培养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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