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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倡导终身学习的现代社会,思维导图将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促进思维导图在初中物理教学的应用和

有效提升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采用先分类后综合的方法对国内近10年来思维导图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应用的40篇

文献进行梳理总结、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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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20世纪60年代,思维导图(Mindmap)最初

是由心理学家、脑力开发专家托尼·博赞(Tony
Buzan)为了克服学习困难,根据对大量笔记的研

究,认真钻研后提出的一种有效使用大脑的思考方

法.随着思维导图在英国BBC等媒体的宣传和推广

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使用思维导图.博赞先

生在1994年10月受邀来到中国台湾地区参加思维

导图法讲座,活动获得热烈反响,开启了台湾地区企

业界新的思考习惯.由于思维导图法确实对提升学

习能力与思考能力有巨大的帮助,因此,便有孙易新

等人为了更系统地推广思维导图法,奔赴英国博赞

中心专业学习思维导图法[1].
思维导图遵从自然,加之发散性思维和网状图

解的结构,以图解和网状的形式,吸纳、加工、优化和

输出信息,可将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思维过程和思

考结果进行形象化表示和呈现,促进思维激发和思

维整理,引发全方位的逻辑图解思考[2].在教育教学

领域中,思维导图在各个学科教学中均有应用,研究

学科涉及语文、数学和物理等各个学科,研究学段涵

盖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阶段.张海

森通过研究过去10年(2001-2010年)中外思维导

图教育应用研究现状[3],阐述中外学者在思维导图

的教育应用学科领域、采用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的

研究主题,为我国教育界学者和教育实践者更为清

晰地了解思维导图的教育应用的实践奠定基础.因

此,本文将针对国内近10年来思维导图在初中物理

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综述,以期能够为教师教学应用

思维导图辅助物理课堂提供借鉴.

2 研究成果的统计与分析

(1)国内思维导图的发展趋势

笔者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https://www.

cnki.net)输入主题词“思维导图”,共检索到应用在

各个领域的中文期刊论文5683篇,其中与思维导

图的主题研究相关的博士论文仅有1篇(截止到

2021年8月16日).梳理这些文献,发现研究思维导

图从1999年开始起步,文章篇数仅1篇,之前对思

维导图的研究几乎为零.随着思维导图的推广,文献

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图1所示为思维导图研究论文

数量变化趋势图.分析图1可知,2018年、2019年和

2020年这3年期间有关思维导图的研究处于日渐活

跃的状态.
(2)基于思维导图的中学物理教学研究热度

思维导图的跨学科研究发展迅速,已渗透到教

育学、数学、物理学等多个学科,并衍生出多个交叉

学科主题.思维导图多个渗透学科及对应的物理学

研究主题如图2所示.关于思维导图在教学领域的

应用,近几年的关注热度也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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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思维导图研究论文数量变化趋势图

图2 思维导图渗透学科及对应的物理学研究主题

  在中国知网,以“思维导图”加“物理教学”为主

题词、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出63篇期刊论文和

105篇硕博论文,研究包括思维导图的应用研究、概

念图和思维导图的区别以及思维导图在物理教学中

的应用等;而硕士论文的数量在近3年有所增加,

2020年硕士论文数量多达8篇,大多数论文主要探

索和研究思维导图在物理教学中的应用,百篇硕博

论文中仅有1篇东北师范大学授予的博士论文《基

于思维导图的中学物理教学实证研究》.再次筛选发

现,关于思维导图在初中物理教学研究与高中物理

教学研究的热度相近.在高中物理教育领域,张文卿

在新教改的指引下,反思过往的教学设计观念,提出

了“运用思维导图开展高中物理单元教学设计”的

观点[4].对于高中物理学科,从教学设计入手,创新

了教学设计方式.有些学者也对思维导图在高中阶

段的应用进行实践探索,比如马静等基于思维导图

进行教学设计并应用于教学实践,挖掘思维导图在

物理教学中的价值[5].
(3)思维导图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文献统计

在初中物理教育领域,筛选出40篇文献进行统

计,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发现,近10年来思维

导图在教学应用方面的论文最多,高达27篇,涉及

教学设计、教学法探索和实践教学等方面;而思维导

图在复习及策略主题方面的研究文献数量相差不

—451—

2022年第4期            物理通报              知识介绍与研究综述



大,文献研究主要是复习教学和思维策略等内容.
表1 思维导图初中物理教育文献主题

文献主题 教学应用 复习研究 策略研究

期刊论文篇数 18 2 4

硕士论文篇数 9 5 2

总计 27 7 6

3 研究的主要内容

根据思维导图初中物理教育文献的主题分类,

研究思维导图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进展情况,研究

的内容主要分为基于思维导图的初中物理教学应用

研究、基于思维导图的初中物理复习研究和基于思

维导图的初中物理策略研究.
(1)基于思维导图的初中物理教学应用研究

针对初中物理教学偏重于知识的讲解记忆、忽
略实践性操作的状况.刘益老师最早探索能否将思

维导图适应初中物理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并分析思

维导图对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形成知识框架和提高

应用能力产生的影响[6].这有效提高了教师对思维

导图辅助教学的初步认识.王素云继而对在初中物

理教学中应用思维导图提出初步的分析和探讨,提
出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应用思维导图的实施原则和途

径[7].冯冠平则在初中物理课堂中,安排学生利用思

维导图课前预习、思维导图做笔记和以合作的方式

展开思维导图创作[8].教师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应用

思维导图,使得课堂获得良好的学习氛围.学者们也

对初中物理的不同教学进行了研究,比如刘宇航、卢

欣等人将思维导图应用在物理力学教学中;丁成荣

将思维导图应用在物理概念教学中;沈梅玲将思维

导图应用在物理电学教学中,这些物理教学实践研

究文献为思维导图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一

些支撑.
针对思维导图导学案的教学,王桂梅采用理论

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将思维导图式导学

案教学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9].研究发现,基于思维

导图的导学案对传统式导学案教学产生的弊端有明

显的改善作用,对促进学生各方面的发展具有显著

效果.为了加强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何永强尝试

将微课和思维导图结合进行教学[10].这种模式不仅

能够让学生快速理解消化课堂上的内容,且对激发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对物理知识的好奇心有一定的

效果.
(2)基于思维导图的初中物理复习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的唐洲捷将思维导图进行电学复

习教学,与传统电学复习教学进行了对比,结果发

现:原本无显著性差异的学生在运用思维导图进行

电学复习后,出现了极其显著的差异[11].思维导图

的使用对于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在复习基础知识、

拓展解题思路、培养学习兴趣、激发学习自信心等方

面都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顶层设计是当代前沿的

科学设计理念.樊芸在顶层设计思维导图的指导下,

进行初中物理课外作业有效设置的模式和操作方法

研究,有效减轻初中生作业负担,增强了学生复习的

效率[12].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导学案教学

在全国较为流行.李瑜尝试将“思维导图”融入复习

课“学案”的设计中,编制出思维导图式复习学案并

将其应用于中考物理一轮复习教学[13].这有效优化

中考物理复习课教学,在教学中运用思维导图复习

学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物理成绩的提高.邵国

仙通过对物理教学课堂实际情况的了解,对于目前

学习枯燥无味、效率低下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思维

导图的应用概念[14].其提出的建议给初中物理教师

运用思维导图提供参考和借鉴.
(3)基于思维导图的初中物理策略研究

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智力和思维发展的快速

上升阶段,因此,对初中学生进行学习策略训练以提

高其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有

些学者研究思维导图对学生创造性思维、发散思维

和认知能力的影响.
张津宁对初中生物理思维品质编制了问卷,设

计基于思维导图的学习策略训练方案,并进行提升

初中生物理思维品质的实验研究[15].该策略训练对

提高初中生物理思维品质具有一定积极的即时效用

和延迟效用.思维比知识更重要,创造思维的来源于

具有新奇性、独创性和价值性的思维活动,思维的核

心是发散思维.如果没有发散思维就很难有创造思

维的萌芽和成果,要实现思维的创新必须要强调发

散思维的培养,物理学科中利用思维导图来培养发

散思维的研究比较少.其中沈娟娟将视角定于物理

课堂中应用思维导图,基于吉尔福特的测验,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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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后测验成绩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与对照班相

比,实验班的发散性思维水平较高[16].板书是课堂

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当下多媒体教学设备

盛行的时代,板书是非常重要的思维纽带.李晓燕老

师通过引导和学生的自发生成来建构板书式思维导

图[17],促进了学生的思维生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要不断优化板书内容和呈现形式,以科学合理的形

式将教学内容与学生思维的成长联系起来.模型建

构、科学推理、归纳演绎、批判质疑是科学思维的重

要内涵,物理是一门在培养学生理性思维方面具有

得天独厚优势的学科.沈伟云则引导学生结合思维

导图并运用演绎思维方法去解决生活中有关的物理

问题,介绍了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理性思维

的教学策略:第一,建构模型,培养学生分析能力;

第二,提出问题,培养学生推理能力;第三,归纳演

绎,构建知识思维导图;第四,鼓励质疑,培养学生批

判性思维[18].在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积极渗透

学生理性思维的培养.
在求学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认为学习物理较

难,部分学生有厌学情绪,由此出现少数学困生.杨

芹从思维导图概述出发,分析初中物理学困生受到

主观与客观因素影响,提出思维导图的应用策

略[19].该措施使学生了解到物理与生活的联系,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

4 思考与展望

虽然国内研究思维导图的本体理论起步较晚,

但是,国内近年来对于将思维导图融入教学之中已

经进行了尝试,思维导图自身的价值也逐渐得到国

内教育界的认可.在当前我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

新形势下,思维导图在初中物理教学的应用过程中,

还存在较多重复的研究文章,创新价值的文章较少.
思维导图的本体研究还远远不够,大多数文献仅是

对思维导图进行简单定义,而对思维导图的性质界

定、本质的探索、功能的开发等问题还没有专门的研

究,其理论研究也并不能摆脱教学理论的局限.此

外,思维导图大多还处于应用的初级阶段,物理学科

教学的应用研究才刚刚起步,接触并会运用思维导

图来辅助物理课堂的老师屈指可数,他们对思维导

图也只有初步了解,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未来,还

需要深度研究思维导图本体理论,让更多一线教师

深刻认识和理解思维导图法,才能使其在教学中灵

活应用和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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