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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可视化思维工具已经成为思维导图、概念图、词云等教学工具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可视化思维工具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知识点，提高思维逻

辑能力和创新能力。文章将从可视化思维工具的基本概念、应用效果、教学案例等方面进行探讨，并提

出可视化思维工具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应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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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isual thinking tools have become an im-
portant part of teaching tools such as mind maps, concept maps, and word clouds. In the teaching 
of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visual thinking tools can help students better un-
derstand and remember knowledge points, improve thinking logic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c concepts, application effects, and teaching cases of visual thinking 
tool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visual thinking tools in the teaching of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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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教学工具也在不断更新和演进。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经

常采用 PPT、黑板等传统教学工具进行讲授。然而，这种教学方式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倦感，无法引起学

生的兴趣，影响教学效果。 
可视化思维工具是一种新型的教学工具，具有图像化、简洁化、直观化等特点。通过可视化思维工

具，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记忆知识点，提高思维逻辑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可视化思维工具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思维可视化(Thinking Visualization)是指运用一系列图示技术把本来不可忽视的思维(思考方法和思

考路径)呈现出来使其清晰可见的过程。[1]被可视化的“思维”更有利于理解和记忆，因此可以有效提高

信息加工及信息传递的效能。知识可视化是知识工程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应用方向之一，也是在教育技术

领域应用知识工程的突破口之一，它对知识工程提出了要求，为教育技术提供了机遇。[2] 
思维可视化会采用一些工具，这些工具就被称为可视化思维工具。可视化思维工具是一种将文字、

图片、图表等信息以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信息的工具。可视化思维工具

包括思维导图、概念图、词云、时间轴等。其中，思维导图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可视化思维工具，是一种

以中心思想为核心，分支展开的思维模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清思路、记忆知识点。根据不同的呈

现方式和用途，常见的可视化思维工具大致有以下几类。 

2.1. 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Mind Mapping)是一种用来表示思维关系的图形化工具，最初是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心理学

家东尼·博赞(Tony Buzan)发明的一种笔记方法。东尼·博赞认为思维导图是对发散性思维的表达，因此

也是人类思维的自然功能。[3]通常用于记录、组织和表达思维过程中的信息和思想。它是一种具有层次

结构的图形化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记忆和应用信息。 
思维导图的主要元素包括核心主题、分支、子分支、关键词、图形符号、颜色与线条六部分构成。

核心主题表示思维导图的主要主题或关键概念，通常放置在中心位置。而分支是从核心主题向外延伸的

分支，用于表示相关的子主题或概念。子分支则是从分支中延伸出的更具体的子概念或信息。关键词则

是思维导图中最后的关键点，是用来描述每个分支和子分支的简洁单词或短语。图形符号是用来表示特

定概念或信息的符号或图形，可以增强思维导图的视觉效果和表达能力。其中思维导图中的颜色和线条

主要是用于区分不同分支和子分支之间的关系，以及强调特定概念或信息的重要性。 

2.2. 圆圈图 

圆圈图(Circle Chart)是一种用圆圈和相关的标签来表示概念和关系的图形化工具。也是由 Tony Buz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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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一种思维导图工具。它采用圆形框架，以中心主题为焦点，向四周扩展相关理念和概念。当人们

需要将一组相关的信息或概念组织在一起时，圆圈图可以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它通常用于说明和概

括一个主题、话题、概念或事物，并展示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4] 
圆圈图的基本结构由核心圆圈和外围圆圈组成，核心圆圈通常代表主题或中心概念，而外围圆圈则

代表与主题相关的子主题或细节。 
在圆圈图中，每个圆圈都会被标上一个标签，标签可以是一个单词、短语或一句话。这些标签描述

了每个圆圈所代表的概念或主题，并且圆圈和标签通常会使用不同的颜色或线条来区分不同的概念。除

了圆圈和标签之外，圆圈图还包含连接线。连接线用于表示概念之间的关系，连接线可以是双向的，也

可以是单向的，并且可以用箭头表示连接方向。连接线的颜色和线条也可以用来强调特定的概念或关系。 
圆圈图可以用于各种场景和目的。例如，它可以用于组织思考、研究分析、商业决策、教育教学等

方面。在组织思考方面，圆圈图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信息，同时可以将信息结构化地呈现出

来。在研究分析方面，圆圈图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在商业决策方面，圆圈

图可以用来展示企业的业务结构和竞争情况，帮助企业决策者制定战略和计划。在教育教学方面，圆圈

图可以用来展示课程设计、教学大纲和知识体系，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学习内容 

2.3. 时间轴 

时间轴(Time Line)是一种用于展示事件发展过程的图形化工具。时间轴起源于公元前 5 世纪，古希

腊历史学者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首次采用时间轴表述历史事件的发生顺序。此后，

时间轴作为一种直观展示时间序列的工具广泛用于历史学、项目管理等领域。 
作为一种思维工具，时间轴继承并发展这一理念。它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读的时间参照框架，帮助我

们把握一系列相关事件或活动之间的时间顺序和逻辑关系，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系统考量。时间轴的

视觉表现形式也增强了我们对时间流逝和历史进程的感知与理解。它以时间为轴，将历史事件、项目进

度、个人经历等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呈现出一个时间线。时间轴通常包括事件的名称、日期、描述、

相关图片或视频等信息，使得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事件的发展过程和相关背景信息。 
时间轴可以用于各种场景和目的。例如，它可以用于历史事件的展示和分析，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

历史事件的背景、进程和影响。它也可以用于项目管理中，帮助团队成员了解项目的进展和时间节点，

以便及时调整计划和进度。在日常教学中，时间轴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历史事件和文化背景。

在项目管理领域，时间轴可以帮助团队更好地管理项目进度和时间节点。 
时间轴可以呈现为水平、垂直或对角线方向的线条，线条上的刻度代表时间的流逝，事件则以图形、

文本或图片的形式放置在时间轴上。时间轴还可以按照不同的时间单位，如年、月、周、日等进行刻度

和分段，以满足不同精度和需求的展示。 

3. 可视化思维工具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应用的条件分析 

3.1. 可视化思维工具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应用的优势 

3.1.1.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可视化思维工具通过图像化、直观化的方式呈现知识点，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

识点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可以使用思维导图将重点知识点呈现出来，让学

生在视觉上更加直观地感受知识点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1.2. 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可视化思维工具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力。通过可视化思维工具的应用，学生可以更加清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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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和逻辑，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知识点。例如，思维导图可以帮助学生理清

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和逻辑，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力和思考能力。 

3.1.3.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可视化思维工具可以帮助学生更加直观地理解知识点，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例如，漫画

可以通过形象生动的画面呈现知识点，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知识点，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 

3.1.4. 促进学生的互动和交流 
可视化思维工具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例如，在思维导图的制作过程中，学生可以相互

讨论和交流，从而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增强学生的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 

3.2. 可视化思维工具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应用案例 

可视化思维工具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清思路、记忆知识点，方便学生用于联想，由主题进行发散，

训练思维广度。同时，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情境当中，在某一知识点的定义当中，为分析问题做好充

足准备。以下是常见的可视化思维工具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中的运用案例。 

3.2.1. 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可以帮助学生整理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和逻辑，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力和思考能力。例如，

要让学生清楚了解整个高中政治教材之间的衔接关系，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便可一目了然。(见图 1) 
 

 
Figure 1. Thinking map of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xtbooks 
图 1. 高中思想政治教材思维导图 

3.2.2. 圆圈图 
圆圈图在组织学生思考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信息，同时可以将信息结构化地呈现

出来。圆圈图有助于学生回顾先前知识，从而方便教师进一步观察学生已有知识水平激发创意与灵感，

训练创造性思维针对概念进行定义，建立全局观。例如，必修二《经济与社会》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

绘制圆圈图，帮助学生联想有关消费的相关内容。(见图 2) 

3.2.3. 时间轴 
时间轴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历史事件和文化背景，理清时间先后顺序，帮助学生更好地

了解课本上的历史事件。例如教材必修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出现了大量的党史相关内容的论述，

从最开始的新民族主义革命时期，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到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教学实际中，很多学生容易将时间弄混，将一些党史事件“张

冠李戴”。若教学中采用时间轴的方式，可以极大地帮助学生理解党史各阶段的时间节点，从而进一步

理清历史时间脉络，精准定位时间点，达到精准对应。(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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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ircle diagram of associations related to consumption 
图 2. 与消费有关联想的圆圈图 
 

 
Figure 3. Centennial party history timeline 
图 3. 百年党史时间轴 

3.3. 可视化思维工具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策略 

3.3.1. 整合多种可视化思维工具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整合多种可视化思维工具，根据不同的知识点选择不同的可视化思维工具，

让学生更加清晰地看到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和逻辑，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兴趣。 

3.3.2. 注重学生的思考和创新 
教师在使用可视化思维工具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的思考和创新。教师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或让

学生自己发现问题，然后使用可视化思维工具帮助学生思考和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思考和创新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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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教师在使用可视化思维工具的过程中，应该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教师可以让学生相互讨论

和交流，在思维导图的制作过程中，鼓励学生互相提问和解答，从而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增强

学生的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 

4. 可视化思维工具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4.1. 可视化工具选择问题 

在使用可视化思维工具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不同的知识点选择不同的可视化思维工具。但是，

由于可视化思维工具种类繁多，教师可能会在选择时感到困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师可以在选择可

视化思维工具时考虑知识点的性质和学生的学习特点，选择最适合的可视化思维工具。 

4.2. 教师对可视化思维工具的应用不熟练问题 

在使用可视化思维工具的过程中，教师可能会出现对可视化思维工具的应用不熟练的问题。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教师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提高自己对可视化思维工具的应用能力： 
1) 学习可视化思维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技巧，通过视频、书籍、网络等途径获取相关知识； 
2) 参加可视化思维工具的培训课程，了解可视化思维工具的应用案例和使用技巧； 
3) 不断实践和探索，不断尝试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可视化思维工具，发掘出更多的应用方法和技巧。 

4.3. 学生的学习质量难以保证问题 

对学生来说，可视化思维仅仅只是一种媒介或知识呈现方式，并未达到帮助学生自主建构知识的目

的。因此，实现“行为主义”工具向“建构主义”工具的转变非常关键。[5]因此可视化思维工具在高中

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应用，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把握好学生的学习节奏和学习质量，保证学生的学习

效果。教师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 
1) 定期进行学情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学习困难，及时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 
2) 建立课堂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了解学生对可视化思维工具的使用效果和改进意见； 
3) 借助学校教育信息化平台等技术手段，实现在线学习和互动，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效果。 

5. 可视化思维工具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运用展望 

可视化思维工具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应用，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未来，应加强对可

视化思维工具的研究和开发，提高其应用效果和质量，探索出更多的应用场景和方法。同时，还需要加

强教师的培训和教育，提高教师对可视化思维工具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此外，还需要加强学校和教

育机构的支持和投入，建立起完善的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促进可视化思维工具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

的广泛应用。 
可视化思维工具是一种新型的教学工具，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和发展前景。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

中，合理地应用可视化思维工具，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兴趣，促进学生的思考和交流，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是一种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为高

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实践和可视化思维工具的应用研究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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