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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维导图是一种可视化的放射性思维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它是一种创新思维的工具，也是一

种非常高效的信息处理的方式。在数学学习中，思维导图可以把零散的知识组合起来，形成有条不紊的

知识网络，本文将通过探讨思维导图在数学解题中的应用价值，拓宽教师数学教学思路，优化学生数学

学习的认知策略，激发学生数学学习兴趣，充分提高学生的数学解题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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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d map, as a visual tool for divergent thinking, finds extensive application across various 
domains. It serves as an instrument for fostering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facilitating efficient in-
formation processing. In the realm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mind maps can effectively integrate 
fragmented knowledge into a coherent network of understanding.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value of employing mind maps in mathematical problem-solving endeavors, thereby 
enriching pedagogical approaches among educators and optimizing students’ cognitive strategies 
in mathematical learning. Furthermore, it seeks to ignite students’ passion for mathematic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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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mulating their interest and ultimately enhancing their proficiency in solving mathemat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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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学科是一门伟大的学科，它研究的是数量、空间结构以及抽象结构，主要由数学理论、数学方

法和数学实践三类内容组成，其中数学理论支撑着整个学科，如何有效提升理论理解及转化运用能力是

数学学习的关键，数学学习的通病就是学生无法克服理论与应用脱节的问题，听得懂做不对。这主要与

学生机械学习，盲目刷题有直接关系。大部分学生数学思维混乱，数学概念、命题、公式与规律机械记

忆，知识间的逻辑关系缺乏深入的剖析与理解，同类题型只要稍作变换就完全没有了思路[1]。数学学习

如果没有建立清晰地知识框架，不能真正的理解数学，就无法较快地提取和应用所学知识，长此下去，

使得学生数学思维混乱，对数学学习提不起兴趣甚至出现恐惧条件反射。特别是在高中阶段，面对高考

竞争，大多数学校会留有一年半的时间进行复习，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会结合课程标准、考试大纲的要求，

带着学生将高中的数学知识和方法“地毯式”的走一遍[2]。内容多，时间紧，部分章节的难度大，这时，

对学生的接受能力、思维能力和综合能力就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那些数学分析推理能力较差的学生，

达到熟练掌握都难，更不要说灵活运用。 
思维导图结构的逻辑性吻合数学学科特点，为我们更好梳理知识，把复杂的数学知识简单化、条理

化，有效提升学生理解知识后的解题能力，同时学生也不再被动学习，真正成为知识的建构者，通过动

手操作去感受、理解，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学会做数学思维导图可以转变数学教学的观念和模式，使数

学知识不再抽象，有效提高学生对数学公式、定义的记忆，更好理解和掌握知识。同时，利用思维导图

有助于人们复习旧知识整合新知识，形成系统的学习和思维的习惯。可见，思维导图应用于数学教学是

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就如何应用思维导图提高中小学数学解题教学效果和建构数学知识

体系方面进行论述，以期达到一定目的。 

2. 思维导图在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2.1. 思维导图对数学教学的价值 

中小学的数学知识，随着年级的增长知识量逐渐增大、抽象，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将精力主要集

中知识点的学习上，几乎很少提供有效的编码与组织策略，这就造成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虽多但乱，形如

散沙，虽无知识盲区，但经不起细究，每次考试成绩忽高忽低，波动较大！ 
思维导图引入数学教学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思维导图可以梳理解题思路，将隐含的条件以

一条清晰的主线外显出来，培养学生严谨的数学思维，从实际上解决上述所说的学生理论学习与应用脱

节的问题，从重知识、技巧，转向解题思考及思想方法总结提升。课堂教学中，教师教学普遍面临的难

题就是如何让学生体验解题方法的形成过程，从某一题“顿发的灵感”上升归纳为解一类题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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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对数学问题，思维导图可以作为解题突破口，学生从理解、挖掘、使用的过程，清晰整理思维，

真的从会解一道题变为会解一类题。 
思维导图在数学教学中的使用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去除了冗余杂乱的信息保留了关键内容，仅用关

键词、图形和连线等将抽象的数学知识“梳理”并“压缩”成由关键信息及其联系所组成的一张图，不

仅便于加速资料的累积量，大大减轻了记忆的负担，更将数据依据彼此间的关联性分层分类管理，使资

料的储存、管理及应用更加系统化，从而提高大脑运作的效率，使学习者能够快速获取所需的条件，完

成思路梳理。其中蕴含的科学和合理性：首先，思维导图的使用顺应了大脑的自然思维模式，将数学解

题的条件自然地在图上表达出来；其次，思维导图符合认知规律：直观动作到具体形象到抽象逻辑，通

过具体的图形和逻辑主线支持，变抽象为具体，能够加强理解；此外，思维导图可以有效激发右脑的使

用，因为在创作导图的时候还使用颜色、形状和想象力，满足智力发展要求。 

2.2. 如何利用思维导图进行数学解题 

从思维导图角度出发，解题步骤“见图 1”可以分成四部分：题目–关键词–知识–解题[4]，思维

导图解题从审题开始，通过从题中找出关键条件或是问题中的关键因素，提高了学生对信息的全面性与

关联性，有效促进了学生集中注意力分析、理解各种信息的能力，提高了审题的准确性。此外，这样的

方法还可以通过一道题挖掘出一类题的解法。在解题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带着“要什么？(问题、条件、

工具)有什么？(条件是、隐含)为什么？(为什么这么给、本质联系、条件还缺)怎么办？(如何找缺的条件、

思路) [5]”这四个问题去做，梳理题目信息，利用现成条件或创造需要的条件，完成解题目标“见图 2”。

思维导图在解题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不仅为学生提供解题的“突破口”，也可以培养学生系统的数学逻

辑思维，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Figure 1. Solution steps 
图 1. 解题步骤 

 

 
Figure 2. Solution objective 
图 2. 解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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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能够解决现实中学生不知何时采用何种方法的困惑，它可以缩短学生解题过程，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下面通过上述思维导图解题步骤进行例证说明。 
例 1：妈妈买回一些鸡蛋，第一天吃掉鸡蛋总数的一半多 1 个，第二天吃掉余下的一半多 1 个，这

时还剩 1 个鸡蛋。妈妈一共买回多少个鸡蛋？ 
思维导图解题过程“见图 3”。 
 

 
Figure 3. “Example 1” illustrates the process 
图 3. “例 1”图解过程 

 
例 2：如图 4，⊙ O 经过五边形 OABCD 的四个顶点，若∠AOD = 150˚，∠A = 65˚，∠D = 60˚，则

∠BOC 的度数为。 
 

 
Figure 4. “Example 2” geometric diagram 
图 4. “例 2”⊙ O 

 
思维导图解题过程“见图 5”。 
 

 
Figure 5. Steps of “Example 2” mind guide problem 
图 5. “例 2”思维导图解题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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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思维导图将抽象的问题以图和表的方式呈现出来，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

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学生题后反思。通过将思维变为导图的过程，也是了解分析问题所用的

知识点、解题思想方法及解题技巧的过程，思维导图对数学的实践价值不止于此，在协助解题的同时对

于学生课上所学知识的理解记忆加深及听课摘录都有帮助。因此，老师应充分使用思维导图进行解题教

学，逐渐培养学生养成使用思维导图的学习和解题的习惯。 

2.3. 思维导图在数学解题教学中的实用性 

上述例子作为个案对思维导图在数学解题教学中应用性做了说明，但其实用性不仅局限于此。它可

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组织和记忆知识，提高学习效果和创造力。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思维

导图在数学教学中的实用性： 
1) 函数概念：绘制思维导图来展示函数的定义、要素(定义域、值域、解析式)以及函数的不同类型(一

次函数、二次函数、反比例函数等)。通过思维导图，学生可以清晰地理解函数的整体框架和各个部分之

间的关系。 
2) 几何图形：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展示各种几何图形的性质、定理和公式。例如，对于三角形，可以

列出三角形的分类、内角和定理、三边关系定理等。这样，学生可以通过图形和相关信息的连接，更好

地理解和记忆几何知识。 
3) 数学公式推导：利用思维导图来展示数学公式的推导过程。以勾股定理为例，通过绘制思维导图，

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直角三角形的边长关系、证明过程以及应用场景，帮助他们理解和掌握勾股定理的

推导和运用。 
4) 数学解题思路：在解决数学问题时，学生可以使用思维导图来梳理解题思路。例如，通过绘制思

维导图，学生可以将问题中的已知条件、待求量、解题步骤以及可能用到的公式和方法连接起来，形成

一个清晰的解题思路。 
5) 章节总结：在学习完一个数学章节后，学生可以绘制思维导图来总结所学内容。将章节中的重要

概念、公式、定理、例题等以节点的形式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全面的知识框架，帮助学生复习和巩固所

学知识。 
这些例子也只是思维导图在数学教学中的一部分应用，教师可以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需求，

灵活运用思维导图来辅助教学。思维导图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组织和理解数学知识，提高学习效果和解

题能力。 

3. 小结 

我们可以看到，运用思维导图辅助数学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可以使知识内容图式化、一体化，

能够让学生更好地记忆、整体理解和运用知识；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分析、迁移和运用等方面

的能力，也可以为教师提供一种新的教学方法，解放思想，将枯燥的数学学习变得有“法”可依，有迹

可循。 
这一思想在实际教学中的基本思路是以典型的思维导图为例，引导学生共同分析，进行讨论，最后

不断完善，形成最优化的解题思维图。在过程中，在找最优解的同时也要兼顾每个学生的个别差异，特

别是对于思维偏向的学生给予指导。在大家集思广益的过程中，捋清了学生解题的思维，也培养学生形

成了问题解决和探究创新的意识。在实际教学中，思维导图应注重全覆盖，不仅涉及典型例题，同时也

要注重变式题型的思维梳理，从而全面理解知识，深度把握知识，达到解决问题的随机通达。 
思维导图在数学中的运用还不止于此，例如提高学生课堂笔记记录等，思维导图法具有很高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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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值得后续在辅助数学教学的功能方面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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