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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又叫心智导图，是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思维工具，它简单却

很有效，是一种实用性的思维工具。思维导图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各级主题

的关系用相互隶属的层级图表现出来，把主题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记忆链

接。思维导图充分运用左右脑的机能，利用记忆、阅读、思维的规律，协助人们

在科学与艺术、逻辑与想象之间平衡发展，从而开启人类大脑的无限潜能。思维

导图是一种将思维形象化的方法。 

为了让思维导图在教学中发挥作用，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我在以下几个

方面使用思维导图。 

一、授新课时应用 

七年级学习的 Scratch换成了 Mind+，课本上是一个比较旧的版本 Scratch，

计算机教学中使用的是一个比较新的版本 Mind+， 而在网络中查找安装的往往

会是一个更新的版本 Mind+。 因此，孩子们在使用不同版本的软件时，不用死

记硬背菜单界面，只需要记熟设置的要点即可。 

二、帮助学生理解,理清思路 

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一些操作步骤或关键点，我们可以制作成思维导图，或

者引导孩子们自己建立一个简单的思维导图,理清自己的制作思路,有利于作品

的完成和知识点的理解。 

在八年级下册，在动画制作(flash)的学习中，对于图层动画，学生比较难

以理解，往往会把几个运动对象全部放在同一个图层，导致在制作运动效果时，

无法独立操作。因此，对于图层动画，对于几个独立的图层，在练习时，除了让

学生理解图层的作用，还可以让学生先做出思维导图，帮助学生理解图层，最后

完成动画设置。也可以通过拓展部分，让学生自主思考，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

作出自己的个性作品。 

三、知识点的归纳总结 

在复习的时候，虽然大家都知道要对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但是如何归纳总

结，采用何种方法、方式进行归纳总结，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思维导图就

是一个很好的归纳总结工具。教师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将一个单元或者一本书



的知识点联系在一起,利用思维导图,对所学知识进行完整的概括,从而帮助孩子

们理清思路。 

如七年级上册图像处理中对于常用抠图工具的应用，学习完后，可以对常用

的抠图工具和各自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学生通过这个思维导图，就能够比较容

易地理解该抠图工具应用的要点和区别，方便了学习和记忆。 

从思维导图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教材中图像处理主要分两大部分:前面部分

属于整个学习的基本应用，掌握基本工具的使用，而后面部分则属于综合应用。

通过这样的一种总结性思维导图，学生对本学期学习的内容有了最后的总结和认

识，回顾所学,加深了学习印象,不会像以往一样懵懵懂懂地就过了。教师通过这

样一个思维导图，也会对自己本学期的所教内容有所反思和整理，有助于教学上

的提高，可以说是双赢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