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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科思维导图因其较强的逻辑记忆方式,便于构建系统知识框架,在专业性学科教学中颇受欢

迎。但目前在高等教育应用中研究较少,也无系统介绍。因此,本研究对其综述,旨在更全面的了解学科

思维导图,为进一步的人才培养方面的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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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8年“金课”的提出以及教

育部有关《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的发

布[1],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把关注热

点放在了如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生

的学习效果,让学生更全面和扎实的掌

握本专业的知识框架和体系上。而学科

思维导图利用其多元化学习记忆方法,

注重学科的特性以及内部之间的逻辑

关系,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更

容易让学习者通过学习和制作形成一

定的知识脉络,搭建系统的知识框架[2],

从而更受专业性学科教育的欢迎,在人

才培养教育教学改革中应用逐渐增多。

但学科思维导图提出时间较短,在高等

教育中的研究和应用很少,也无系统的

专业综述与介绍。因此,本文从学科思

维导图的定义、相关图形特点及比较以

及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出发进行探讨,

旨在为人才培养方面的课程改革提供

一定参考。 

1 学科思维导图定义 

据中国知网等国内数据库查询发现,

学科思维导图(Subject Mind Map)第一

次出现是在韩永青有关图书馆学科研究

中的应用[3],作者只是在思维导图的基

础上给出了学科思维导图的软件制作模

式和流程,并未给出具体的定义及制作

要求。学科思维导图的定义是由华东师

范大学的刘濯源教授于2015年第一次正

式提出[4],是在思维导图的基础上,集概

念图、问题树、知识树等图示方法的优

势,同时将逻辑性思考、辩证思考、结构

化思考、追问意识等思维方式融合而成

的一种多元网络学习记忆方法。学科思

维导图注重学科的特性以及内部之间的

逻辑关系,通过强调结构化思考,重视概

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考察绘制者

对学科知识和内涵的整体把握,以及知

识深度的理解,为知识体系的形成构建

平台。 

2 各种导图的特点 

学科思维导图以以下各个导图为

基础发展形成,因此先介绍其他导图的

特点。 

思维导图由英国教育学家Tony 

Buzan(托尼·博赞)发明,是以神经生理

学为依据,将看到的文字内容,结合主

题、分支、关键词、图形、色彩等结构

要素,转换成具有一定组织结构的可视

化图片内容的一种发散性思维方式。它

最初主要针对学习障碍的学生,作为一

种新型的笔记方法应用。思维导图制作

的特点是以中央图形为焦点,主题从中

心向四周放射,周围的主题还可以辐射

更多更小的主题以丰富和扩充中心主

题,但中心主题只有一个,且不要求有

逻辑性。在实际应用中,人们发现思维

导图不仅可提高笔记的方式和速度,还

能增强记忆的时间,加快记忆效率。于

是,随后形成一股头脑风暴,用于激发

大脑潜能、增强大脑记忆力的训练。因

此,人们也把这种记忆方式称为心智图、

概念地图。由于思维导图易学易用的特

点,应用领域较广,不论是从公司的培训

还是学校的教学研究都可以看到,甚至

发展成一些国家的小学必修课,在全球

范围内一度流行。常用的制作软件有 

XMind,freemind,MindManager,Mindmap,

MindMaster等,其中processon的在线

思维导图使用方便,页面简介也比较受

欢迎。 

概念图(conceptmap)由Joseph D.Novak 

于1970年提出,以Ausubel(奥苏贝尔)的

有意义学习理论为基础,用节点代表概

念,连线表示概念间关系的图示方法。概

念图的基本组成由三部分构成：节点、

链接和有关文字标注。学习者通过概念

图的制作,不仅可以加深其对学习动机

和概念间的理解程度,组建一定的的概

念架构,强化其目的和动机的主动性；还

能加深对知识、事物或情境的理解,实现

长时记忆,从而进行更有意义的学习,提

高学习效果和自学能力,以及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5]。因此,概念图多用于教

育领域的研究,也有商业领域的的探索。 

Inspiration,MindDraw,EdrawMax,CmapTo

ols,易思认知助手均是概念图常用的软

件,而Inspiration则是结合概念图和思

维导图的优势,共同实现两者优势的荟

萃绘制。 

知识树(Knowledge Tree)是金融学

家丁大卫教授发明的,以树为原型,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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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生长规律和过程比拟为知识的结

构、形成规律和过程,再以数干、枝条等

分级目录,创建知识的分级目录,形象和

寓意化的思维过程。知识树呈现的是连

续性、对称性的层级结构或从属关系,

通过对知识树的绘制,可以梳理知识内

容和纲目,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构建知

识结构框架,提高学生的认知效率。

CorelDRAW软件,Photoshop,知识树软件

/知识树管理软件是知识树最常用的几

种制作软件。 

学科思维导图侧重于对知识的深

度理解和学习者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

目的是把零碎的知识碎片,通过关键

词的绘制与关联,呈现绘制者思维方

式,形成一定的知识网络,构建一定知

识框架的过程。陈卓纯等[6]初步把学科

思维导图的组成要素总结为三个,包

括识记对象、对象关系和思维框图。

而林书扬则总结的更加全面[2]。它要求

制作者在理解的基础上,采用关键词、

引导线、层级关系、色彩与图形的主

要元素,以一图一中心、突出主题的原

则,要求关键词精准,主干不超过7条,

层级3-5级,色彩区域分布鲜明的特点,

才能制定出合理的、符合学科特点的、

有逻辑顺序、内容层次覆盖有深度的

学科思维导图。 

其实,学科思维导图不仅要求教师

参与绘制,更要求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参与,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为目

标的一种思维方式。这也是改变传统的

填鸭式的授课方法很有效的方法,也是

继“金课”提出后研究火热的原因。学

科思维导图制作软件一般采用多图制作

软件,如XMind,MindManager,freemind, 

MindMapper,Edraw Mind Map等。 

3 学科思维导图与其他导图的

区别与联系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元,也是思

维的最终产物。概念图侧重于概念之

间的连接,组建的是概念间的逻辑框

架,侧重于知识意义的建构,是思维的

基本关联的架构。学科思维导图的节

点则不局限于概念,比概念图的节点

应用更广。 

而知识树是用更直观直接的方式

展现知识结构,构建起关联,有利于知

识的理解和学习,它对逻辑性无要求,

所以不如学科思维导图的逻辑性严密。

无论是概念图还是知识树,均在元认知

级别上类似地吸引了学习者,取得不错

的成效。 

思维导图与学科思维导图制作完

的外观最像,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思

维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思维导图不分

对错,不强调上下级或者同级关键词

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随意发挥想象,

激发灵感,促进碎片化知识的吸收,注

重发散性思维的培养。而学科思维导

图具有一定的逻辑和严谨性,更注重

结构化思考,因此,更适合学科性教育

的研究和应用。 

4 学科思维导图在高等教育中

的应用 

学科思维导图的研究集中在国内,

且大部分应用在初高中的数理化、英语、

政治等学科的研究上,主要用于归纳零

散知识点,提高解题方法和技巧,增强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学

科思维导图开发时间晚,逻辑性较强,对

制作者要求较高,目前在高等教育教学

中应用较少。且高等教育中的研究学科

主要集中在理工科上,研究方面主要包

括以下内容。 

4.1细化教学设计,提高教学效果 

如何吸引学生学习兴趣,将所讲授

的内容生动有趣的介绍给学生,是建设

“金课”重点考虑的问题。学科思维导

图则改变传统的文字展示形式,采用视

觉和图片刺激,将知识贯穿其中,抓住学

生的眼球,从而收到良好的课堂效果。教

学设计上,学科思维导图贯穿课前、课中

和课后。课前,教师展示用学科思维导图

展示本章的知识框架简图；课中,通过导

图辅助讲解知识点中的概念、原理,梳理

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构建学生的知识

脉络框架；课后,通过复习课本+自己制

作学科思维导图,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和掌握,提高教学效果[7]。 

4.2构建知识框架,培养扎实人才 

学科思维导图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

建构知识框架,将零散的知识点通过逻

辑穿线形成一系列有关联的知识线图。

如李佰洲等[8]在力学上的探讨,先将零

碎知识点整合成一定的知识框架,在课

前和课中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对本节课

结构框架有一定的了解；课中逐渐填充

本节课的重难点内容,讲授各知识点层

次间的联系,章节的思路即可清晰的展

现给学生；课后通过总结和学生对知识

脉略的梳理,学生即能把握本节课的整

体脉络和思路,形成的一定的知识框

架。通过一次次的帮学生梳理知识框架

和内容,小知识点逐渐汇流成河,章节

知识框架逐渐形成课程体系框架,有利

于学生系统知识框架的培养和形成。学

生基础理论扎实即可很好的配合老师

的考核、提问,侧面也提高了学生的自

信心,从而强化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

自主学习能力。 

4.3借助实践研究,提高系统思维 

学科思维导图讲究实用性。在实践

教学中,赵瑞等[9]将其与小规模限制性

在线课程结合,通过对模拟电路的实践

探讨,采取“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

方式,让学生主动参与,既培养了学生自

主学习和团队协作能力,又有助于学生

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 

另外,王忠文[10]将学科思维导图应

用于《子午流注方药》,很好的建立了

中医医学临床思维模式。作者以思维思

考行为导图为序,从信息采集开始,按

望闻问切的诊治顺序,把思维的“治病

求本,症状辨证,辨证归经,归经应穴”

原则融入其中,从而形成系统的科学规

范的中医中药临床思维模式,推进了中

医药人才的培养。目前,这是唯一一本

体现医学临床思维模式的学科思维导

图研究。 

总之,学科思维导图在高等教育

中应用的前景广阔,但目前多应用在

理工科领域,应用医学领域的仅有2

篇。通过对中国知网上已搜到的19篇

有关其在高等教育的应用研究发现,

总体上其研究内容和形式较单一,研

究学科领域局限,评价的标准或形式

有待丰富,对应用软件的使用有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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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开发和拓展,对系统思维和人才

培养的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的开发等

问题都有待急需解决。 

5 总结 

本文通过对学科思维导图的定义、

特点及与相关导图的对比研究,发现了

其在专业性学科应用中的优势。目前,

学科思维导图的在高等教育中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细化教学设计、构建知识框架、

提高系统思维的应用上,且多为理工科

的某个专业或者某门课程的个案研究。

对于如何丰富各个学科的学科思维导图

内涵,如何构建学科思维导图框架及其

相关评价标准或形式,如何丰富软件应

用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如何进行学科思

维导图的规范研究均涉及较少。未来的

研究将进一步丰富和细化学科思维导图

在各学科的应用,逐渐形成一定的系统

和规模,以期为系统知识体系的构建和

优秀人才培养提供合适参考,更好的为

教育改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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