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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中生处于心智和学习发展的重要阶段，需要加

强道德和法制的教育，在道德与法治的学习方面，思维导图则

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用图形来帮助学习的方法。美国图论学者哈

里有一句名言:“千言万语不及一张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思

维导图是英国人托尼·巴赞创造的一种记录思维活动的方法，

它与传统的直线记录方法完全不同，突破了现有教学方式的局

限性。本文介绍了思维导图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应用的好

处和其相应的应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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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维导图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应用的好处

思维导图又叫心智图，是一种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各
个层级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清晰地表现出来的一
种学习模式。近年来思维导图逐渐被运用于教学活动中，给学
生们提供了一种极好的学习方法。以下是其思维导图在初中道
德与法治中应用的好处。

(一)有助增强记忆，深刻记住道德与法治概念

对于初中的孩子们来说，道德与法治背诵内容较多，可能
一段需要背诵的话里真正需要记得的不过几个关键词，而且知
识点较为散乱，集中背诵有困难。但是如果学生利用思维导图
来记忆的话，学生脑子里可以很直观地记住各个层级之间的关
系，根据从树干到树枝模式把主题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
记忆链接，使得学生轻松地记忆关键词知识点，能根据各分支
点自行记忆起整个框架结构，学生心中有知识框架，在背诵的
时候会有逻辑感，脑子里背诵内容有层次感，记忆思想道德与
法治内容更加容易且记得更牢固。

(二)激发联想思维，容易理解道德与法治内容

初中学生的理性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发展的还不够成熟，
思维导图可以引发联想，不再是单纯的死记硬背，由开始的
主要分支依次展开层层分支，各分支的关键词可以展开联想，
表现了极大的自由性，将知识可视化、系统化、层次化，把哲
学层面的许多思考方式毫无障碍地表现出来，包括思考的连续
性、思考的深刻性、思考的批判性，可以大大提高人的哲学思
考水平和运用哲学方法论的水平。比如，道德与法治一本书的
知识内容其实是可以用一个框架表现出来的，知道了每一课的
关键词，可以通过关键词联想出每句话，使得思想道德水平知
识灵活地运用，容易理解道德与法治内容

(三)提高学习兴趣，喜欢实施道德与法治规范

因为思维导图是图与文字的结合，各支线延伸分化呈现是
多维度的，有对学生视觉上的刺激，而不是单调繁琐的笔记，
更加符合大脑的工作模式。顺应学生的大脑思路，使学生的思
维越来越清晰，从而产生一种自己对教学内容的一些理解，越
来越愿意不断地深入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道德与法治
的内容本身是枯燥乏味的，记知识点笔记如果单纯地将文字记
录下来，学生很难有兴趣去看，如果换成内容简洁的、框架多
样的思维导图会产生极好的效果。

二、思维导图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应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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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具有无限的发展性，在老师的教学中和学生的学
习中，思维导图起很大的作用，在运用时需要运用正确合适的
策略，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思维导图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
中应用的策略如下。

(一)课堂上检查学习成效，巩固知识

我们在课堂教学中使用思维导图，可以在每堂课结束后让
学生将一节的知识内容用思维导图呈现出来，结构内容写个大
概，将主要的关键词、结构罗列出来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在
课堂复习的时候，让学生将每个单元的知识结构框架用思维导
图默写出来。可以达到巩固知识的作用。例如七年级上册第一
单元中“成长的节拍”，课上，老师可以给出这个主题，然后
让学生进行分层次描述书写，第一课是中学时代，展开叙述中
学序曲、少年有梦。接着是第二课学习新天地，第三课是发现
自己，其下分模块就是认识自己，做更好的自己。这样一个单
元的内容按老师的检测指导，既巩固了学生们学过的知识，也
促进学生高效学习。

(二)关联知识点形成体系，强化复习

思维导图的知识结构可以让学生对本课知识点一目了然，
更全面的了解这个科目里面知识的连接性。例如人教版部编教
材八年级上册书中“小鸣在公交车站的经历”这一课，围绕小
鸣生活中的经历展开，讲述了小鸣在公交车站得到陌生人帮助
的故事，引发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展开对关爱的理解，初步认
识关爱传递美好情感的作用。将小鸣的事件和道德和感悟知识
点联系起来，形成体系，可以加强道德与法治的知识点教学，
强化学生的复习。

(三)老师指导方法的掌握，查漏补缺

在课堂学习中，尤其是一些背诵类知识的记忆中，死记硬
背有时候不仅浪费时间，还不一定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还会
出现一种大部分学生学习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忘记。这时候老
师需要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例如九年级上册“富强与
创新”一课，这课的内容知识点比较分散，也很复杂难理解，
需要老师指导方法，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
是怎样促发展的作为思维导图的总框架，然后进行分支，先
让学生进行整理，然后老师针对学生的个人差异，进行查漏
补缺，才可以将思维导图更好的表达出来，方便理解，提高
学习效率。

三、总结

综上所述，思维导图在增强学生记忆和提高兴趣性方面的
作用是不容小觑的，有了思维导图的帮助，学生的学习效率大
大提高。因此，教学方面应该重视思维导图在道德与法治教学
中的应用，培养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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