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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精准理解和掌握学科理论知识，形成正

确的思想道德理念，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高中思想政治必修

教材二《经济与社会》的知识内容较为复杂和抽象，知识点之间的连接更紧密，学生难

以理解和掌握相关的概念，学习难度大，需要教师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讲授来帮助学生

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此教材知识。思维导图具有可视化功能，融入高中教学是一种创新的

方法，能够将知识具体化清晰化的展示出来。高中思想政治《经济与社会》复习课作为

教学中重要的课程类型之一，对学生理解知识、巩固知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将思维

导图应用于复习课教学中，不仅能够创新教师的教学方法，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能力，为提升人才质量奠定基础。

本文结合教育学习和实习经历，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多种研究

方法对思维导图在高中思想政治《经济与社会》复习课中的应用情况加以分析和研究，

以其了解在新课程改革全面推进的新形势下高中思想政治《经济与社会》复习课中思维

导图的应用现状，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提供较为切实可行的思维导图的应用策略。全

文主体由三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介绍思维导图在高中政治复习课中应用的相关理论内容。主要从思维导

图的内涵、组成要素及特点、思维导图的应用理论依据、在高中思想政治复习课中应用

的可行性和意义进行了阐述。

第二部分，分析探讨了思维导图在高中思想政治《经济与社会》复习课中的具体应

用情况。对 J市四所高中 282 名不同的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对 Y和 S中学 22 名高

中政治教师进行深度访谈交流。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结果分析发现思维导图在高中

思想政治《经济与社会》复习课的应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教师对

学生利用思维导图的引导和组织有所欠缺，学生过于注重思维导图外在形式、师生参与

制作思维导图的互动性有待提高等。问题的原因主要有：教师应用思维导图的意识和能

力欠缺、学生使用思维导图的训练有待加强、课堂上师生思维导图的合作意识有待提高、

思维导图的课堂评价有所忽视。

第三部分，着重探讨了思维导图在高中思想政治《经济与社会》复习课中的应用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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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结合新课程教学理念，从教学出发，在四个方面提出思维导图在高中思想政治《经

济与社会》复习课中的应用策略。一是在教学目标上明确思维导图应用的复习阶段：查

漏补缺，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巩固知识，提高分析水平和理解能力、实践应用，提

升高阶思维和创新能力；二是在教学方式上合理规划和组织思维导图：教师指导和反馈，

学生构建知识框架、激发学生思考，引导思维过程。三是教学环节上重视思维导图的理

解和运用：课前进行梳理思维导图、课中灵活运用思维导图、课后总结分析思维导图。

四是在教学评价上有效对思维导图进行教学反思：坚持教学评价主体多元化、实现评价

方法多样化、建立多元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以上四个方面思维导图的应用策略，期望能

够为高中思想政治课一线教师更好地在高中思想政治《经济与社会》复习课中应用思维

导图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思维导图 高中思想政治 复习课 《经济与社会》

万方数据



VIII

目 录

摘 要 ..............................................................III

Abstract ............................................................... V

引 言 ................................................................1

（一）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

1. 选题背景 ..................................................1

2. 研究意义 ..................................................1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3

1. 国内研究现状 ..............................................3

2. 国外研究现状 ..............................................5

（三）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6

1. 研究思路 ..................................................6

2. 研究方法 ..................................................6

（四）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7

1. 研究重点与难点 ............................................7

2. 研究创新点 ................................................7

一、思维导图在高中思想政治复习课中应用的理论概述 ......................9

（一） 思维导图的内涵、组成要素及特点 ............................9

1. 思维导图的内涵 ............................................9

2. 思维导图的组成要素 ........................................9

3. 思维导图的特点 ...........................................10

（二） 思维导图的应用的理论依据 .................................11

1. 奥苏伯尔的有意义的学习理论 ...............................11

2.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11

3. 可视化教学理论 ...........................................12

（三） 思维导图在高中思想政治复习课中应用的可行性 ...............12

1. 符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的要求 ...........................12

万方数据



IX

2. 符合高中思想政治教材编写的特点 ...........................13

3. 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14

4. 符合学校培养人才目标的内在要求 ...........................15

（四） 思维导图在高中思想政治《经济与社会》复习课中的应用的意义 .16

1. 有利于实现课堂教学目标 ...................................16

2. 有利于营造师生合作的教学氛围 .............................17

3. 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17

4. 有利于提高复习课教学效果 .................................18

二、思维导图在高中思想政治《经济与社会》复习课中的应用现状分析 .......20

（一） 思维导图在高中《经济与社会》复习课中应用的现状调查 .......20

1. 调查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20

2. 调查方法与设计 ...........................................20

3. 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21

（二） 思维导图在高中思想政治复习课中应用存在的问题 .............28

1. 教师对学生利用思维导图的引导和组织有所欠缺 ...............28

2. 学生过分注重思维导图外在形式 .............................29

3. 师生参与思维导图制作的互动性有待提高 .....................31

（三） 思维导图在高中思想政治复习课中应用存在问题的成因 .........32

1. 教师应用思维导图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升 .....................33

2. 学生相关思维导图的训练有待加强 ...........................34

3. 课堂上师生思维导图合作意识有待提高 .......................36

4. 思维导图的课堂评价有所忽视 ...............................38

三、思维导图在高中思想政治《经济与社会》复习课中的应用对策 ...........41

（一） 教学目标上明确思维导图应用的复习阶段 .....................41

1. 查漏补缺，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 ...........................41

2. 巩固知识，提高分析水平和理解能力 .........................43

3. 实践应用，提升高阶思维和创新能力 .........................45

（二） 教学方式上合理规划和组织思维导图教学 .....................46

万方数据



X

1. 教师指导和反馈，学生构建知识框架 .........................46

2. 激发学生思考，引导思维过程 ...............................47

（三） 教学环节上重视思维导图的理解和运用 .......................51

1. 课前梳理思维导图 .........................................51

2. 课中灵活运用思维导图 .....................................53

3. 课后总结分析思维导图 .....................................55

（四） 教学评价上有效对思维导图进行教学反思 .....................56

1. 坚持教学评价主体多元化 ...................................56

2. 实现评价方法多样化 .......................................57

3. 建立多元评价指标体系 .....................................59

结 语 ................................................................61

参考文献 .............................................................62

附 录 ...............................................................65

后 记 ................................................................71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72

万方数据



1

引 言

（一）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 选题背景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阐明了“高中

思想政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该课程是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目

的，是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增强社会理

解和参与能力的综合性、活动型学科课程。”
①
因此，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师

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优化教学设计、合理组织教学活动等，把培育学生政治学科

核心素养与教学整合起来，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教学应符合课程标准要求，

复习课作为教学中重要的课程类型之一，对学生查漏补缺和深化理解知识起到十

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与社会》教材贴近高中学生的生活，对学生的核心素养提升有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依据课程标准要求以及《经济与社会》教材的特点，结合学生在高

中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和其身心发展的需要，在《经济与社会》复习课教学中，

通过设计师生互动活动、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

其积极性，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全身投入，融入其中。同时，运用思维导图进

行《经济与社会》复习，通过查漏补缺，深化学生对于经济知识的理解。尤其是

第一单元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经济体制，内容较零碎化，运用思维导图能够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清关于教材的知识脉络、提高记忆效果、拓展思维深度，可谓是一种

高效的复习方法。因此，在高中《经济与社会》复习课中运用思维导图，不仅有

助于加深学生对学科内容的理解，而且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能力，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

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首先，有利于丰富学生的学科理论知识。本文针对高中学生思维的特点，从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2020年，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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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的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具体实际，探讨思维导图在高中思想政治复习课

中的应用。以教材必修二《经济与社会》为例，通过分析目前思维导图在高中政

治《经济与社会》复习课中的应用的现状，进一步对复习课的教学方式和深化巩

固知识呈现形式进行思考和反思，从专业化层面系统地构建思维导图的理论体系，

不仅能够丰富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还有助于丰富相关的基础教育理

论研究成果。

其次，有利于充分贯彻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将思维导图应用于高中政治

《经济与社会》复习课中，主要是教会学生运用思维导图，夯实政治学科基础知

识，尤其是对于《经济与社会》部分复杂概念知识的巩固和深化，同时提高学生

复习效果，培养学生对于问题的分析和理解，提高他们在思想政治学科上的学习

成就，充分尊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2）实践意义

第一，有利于知识结构可视化，提升复习效率和教学效果。在课堂教学中，

高中政治《经济与社会》知识内容较多，通常采用课堂提问，重复记忆知识等方

式以传统课堂形式进行复习，将思维导图融入《经济与社会》复习课中，为复习

课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指导。例如：在第一单元生产资料所有制与

经济体制、第二单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两个板块教学和复习过程中，教师可以

利用信息化资源中结构图的形式展示，突出核心知识和主题，不仅可以增强学生

记忆力，还能减轻教师讲解的繁琐，节省课堂时间，增强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

提高课堂效率。

第二，有利于学生调整思维结构，提升自主学习能力。思维导图是放射性思

维的表达，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思维导图，通

过写、画、连线等方式将课堂知识融会贯通，吸收和掌握知识，一定程度上调动

了学生的积极性。此过程中还可以针对复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师生讨论，真

正实现教与学的互动，构建和谐民主的课堂氛围，一定意义上调整了学生对于教

材知识的重新思考，发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创造

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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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截止到目前，知网上搜索“思维导图应用”关键字，出现 8530篇文献，其

中包括 5320篇期刊、2135篇学位论文、会议有 1058篇、报纸 8篇、图书 5篇、

成果 4 篇，而这些文献中包括思维导图与各个学科的融合分布，绝大多数文献

集中在医学、数学、语文等学科，在此基础上，搜索“思维导图与思想政治复习

课”的关键字，出现 47 篇期刊，硕士论文有 44 篇，其中相关论文主要集中在

2018年-2023年，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1. 国内研究现状

思维导图是一种强大的学习辅助，知识可视化工具。随着思维导图创始人东

尼∙博赞(Tony Buzan)在国内推广思维导图，思维导图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在中国学术库阅读的相关文献中、分析和了解到目前针对思维导图

的研究主要为思维导图的内涵、学科教学应用等方面的知识，具体如下：

（1）关于思维导图的概念的研究

对于思维导图的概念方面的研究，不同的人对思维导图有不同的见解。国内

关于思维导图的介绍，最早是 2000 年王功玲发表的《浅析思维导图教学法》详

细介绍了思维导图教学法的推广价值以及应用于教学实践的优越性。王功玲认为

思维导图能够“使学生的大脑以越来越轻松的方式，愉快地吸取知识，从勉强学

习变为孜孜不倦地学习”
①
，并将思维导图视为改变学生学习行为的工具。高飞

认为，“思维导图的运用是以直观的图示形象将各个不同的概念串联起来,将此

时大脑活动的流程呈现出来，形成一幅幅发散型的神经结构图”
②
，对于改善记

忆方式和知识整理具有重要意义。

（2）思维导图在学科思想政治教学方面中的应用

对于思维导图的应用方面，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针对思维导图的应用有不同

的研究，关于思想政治教学针对思维的运用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成果多集中在

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和思维能力等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对于思想政治思维导图的

①
王功玲：《浅析思维导图教学法》，《黑龙江科技信息》，2000 年第 4期，第 66 页。

②
高飞：《思维导图在学科教学中的运用》，《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4 年第 18 期，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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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在众多研究中，其中肖泉通过分析思维导图

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针对不同课程类型应用情况。肖泉认为，在不同的课型

中，思维导图有不同的应用。“在新授课中教师和学生在议题式和以案例为载体

的综合性教学中运用，在复习课中教师运用思维导图辅助课堂教学和学生利用思

维导图查漏补缺。”
①
思维导图在帮助学生去理解知识，运用知识的同时，还极

大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张玉环等深刻剖析了“思维导图作为量化评价标准

的构建从思维导图自身特点和教学实践中学生视角以内容、创意和形式三个维度

构建评价标准一级指标；从广度、深度、精度、逻辑、创新、图画、色彩和结构

八个方面构建评价标准二级指标，细化对知识水平、思维品质、创新精神与实践

能力的评价。”
②
谈娟在《思维导图：基于思维可视化的历史思维能力提升路径》

中结合中学教育的任务及思维的本质提出“思维即作为一种品质和能力，是人智

慧的集中体现”
③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中学教育的重要任务方面，分析了思

维可视化把师生的思考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3）关于思维导图与高中思想政治复习课相结合的研究

根据目前的文献分析对比，学界关于思维导图与高中课堂的结合多集中在课

堂教学的意义、问题及对策研究，与思想政治复习相关的文献相对较少，多侧重

思维导图的应用的问题及对策优化方面的研究。管小娟在《运用思维导图 提高

学习效率——浅谈思维导图在高三政治复习课中的运用》认为“学生学习效率的

提高主要依靠两方面能力的提升,一是知识体系的建构能力,二是材料题的解题

能力,只有帮助学生掌握行之有效的学习策略才能切实提高学习能力和学习效

率。”
④
高三复习课巧用思维导图，构建个性知识体系活用思维导图，掌握独特

解题策略。王延东的《图式思维在高中政治复习课中的运用——以一堂“辩证唯

物论”复习课为例》阐述了“高中政治复习课中教学环节课堂导入、知识体系构

建、例题解析、解析难点知识这四个环节中运用图式思维”的观点，并论述了积

①
肖泉：《高中思想政治课思维导图应用研究》，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20 年。

②
张玉环、白小曼、薛露：《思维导图量化评价标准的构建与应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年第 44 卷第 4期，第 80 页。
③
谈娟：《思维导图：基于思维可视化的历史思维能力提升路径》，《中学教学参考》，2023 年第１期，

第 71页。
④
管小娟：《运用思维导图 提高学习效率—浅谈思维导图在高三政治复习课中的运用》，《中小学教学研

究》，2012 年第 10 期，第 49 页。

万方数据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r-3vL8vLwqmZr48ZZNGnVkhrzKPZYcFsg6qo7HglEmwh30w_P18yblJSy1rNKFrIHWTY-w6XaM1WzUGneSDSZX_EeDYyDrbop5zRS48SdPctHFuXlxIqGq2FpRjhQUA9r18P9RUyJPC-SfRtlryzs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r-3vL8vLwqmZr48ZZNGnVkhrzKPZYcFsg6qo7HglEmwh30w_P18yblJSy1rNKFrIHWTY-w6XaM1WzUGneSDSZX_EeDYyDrbop5zRS48SdPctHFuXlxIqGq2FpRjhQUA9r18P9RUyJPC-SfRtlryzs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5

极意义。
①
赵福明论述了思维导图的应用于高中思想政治复习课中的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认为主要表现为“忽视思维的内容过度关注图的形式、忽视绘画的过程，

过度关注美的结果、忽视语句段落的训练，过度关注关键词的提取等。”
②
程玉

玲论述了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有效的可视化思维工具,在高中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中

发挥极大的作用，提出了“高中生利用思维导图提高学习能力的策略,即学校、

教师和学生三位一体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模式”
③
。雷军在系统分析了思维导图

在高三思想政治复习课的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制作思维导图的原则和

制作步骤方面论述思维导图的应用策略。
④
随着思维导图研究的深化，内容和领

域逐渐全面，但是根据目前的文献分析发现，针对高中思想政治复习课中应用思

维导图，尤其是具体教材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待深化。

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思维导图的理论研究时间比较早，成果较为丰富。根据不同的研究成

果和角度来讲，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思维导图内涵的研究

思维导图创始人，东尼·博赞 1971 年发表的著作《启动大脑》中首次提出

了思维导图及相关的概念和创造方式，明确阐明了思维导图的相关理论知识，并

运用到会议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他看来，“思维导图是一种可视图

表，一种整体思维工具，可应用到所有认知功能领域，尤其是记忆、创造、学习

和各种形式的思考”
⑤
，此外还介绍了思维导图的具体操作性和艺术性特征等。

还有一些研究将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教学资源，通过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明确思

维导图是一种教学资源，作为学习知识和复习讲义的辅助工具，这种技术可以快

速撰写和复习笔记，最重要的是可以轻松更新信息。思维导图可用于多种情况，

包括基于以问题的学习、小组教学、一对一教学、考试工具和个人复习。

（2）关于思维导图与教学的研究

①
王延东：《图式思维在高中政治复习课中的运用——以一堂“辩证唯物论”复习课为例》，《中学政治

教学参考》，2011 年第 13 期，第 43 页。
②
赵福明：《思维导图在高中思想政治复习课中的应用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1 年。

③
程玉玲：《思维导图在高中生学习能力培养中的应用策略》，《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 年第 9卷

第 7期，第 19页。
④
雷军：《思维导图在高三政治复习课中的应用研究》，重庆：西南大学，2021 年。

⑤
托尼·巴赞：《思维导图》，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4 年，第 529 页。

万方数据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3500014301

3012010

https://d.book118.com/435000143013012010
https://d.book118.com/43500014301301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