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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是一种高效实用的学习方法"它对医学生的学习

过程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这种图示学习法运用线条'符

号'词汇'图像'颜色'联想辅助理解和记忆%它具有创造性'感

官性'整体性'层次性等特点%思维导图制作简单"易于修改保

存"更重要的是"这种先进的方法使医学课程中抽象复杂'繁琐

零碎'记忆难度大的课程内容变得轻松易懂%制作思维导图在

提高课程学习效率的同时还有利于锻炼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动

手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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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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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年代末"美国罗杰2斯

伯里教授通过割裂脑实验证实了+左右脑分工,理论"他发现左

右半脑的分工有所不同"左脑是+理性脑,"主要负责理解记忆'

逻辑推理等理性思维"右脑是+艺术脑,"与想象'创造和情感等

感性思维有关%东尼2博赞认为+尽管两半脑各司其职"可是"

它们在所有领域里基本上都有技巧,

)

"

*

%思维导图充分运用了

左右脑的功能"是由一个中心向周围发出有层次的分支树状结

构图形"运用线条'符号'词汇'图像'颜色'联想辅助理解和记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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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利用记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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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标志着人类对大脑潜能的开发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已成为

!"

世纪风靡全球的革命性思维工具"并成功改变全世界超过

!-%

亿人的思维习惯%它在全球教育界和商界掀起了一场大脑

风暴"被人们称为+大脑瑞士军刀,%如今国内对思维导图的研

究越来越多"其运用领域之广"几乎可以遍及各个学科%随着相

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它已经逐步由理论研究向实际运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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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课程特点概况
$

医学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具有其

独特性%#

"

!零散复杂性%医学问题有其复杂性"课程重点难

点多"知识点分布零散"不利于归纳总结及理解记忆"是医学生

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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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联系密切%医学学科种

类繁多&解剖'微免'寄生虫'病理'生理'内外妇儿等"所有学科

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人,这个机体"各有所侧重但相互间又存

在很强的联系性%#

'

!医学学科具有整体性"与非医学学科又

有所关联%医学并非一门孤立的科学"临床诊疗中所涉及的疾

病往往是多学科'多系统的综合性疾病"一般除了生物因素外"

还需综合考虑社会自然因素'心理因素"而只有注重各个学科

的联系并整体分析'综合运用才能加深对实际问题的理解"帮

助解决临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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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前沿性%目前人类关于疾病的认识

仅仅是冰山一角"医学知识发展快"更新迅速"这要求应以发展

变化的眼光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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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医学课程学习中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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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思维导图的运用主要体现在课前预习和课后总结

两方面
$

学生在课前根据教师提供的导图#图
"

!"可明确学习

目标"初步了解课程侧重点"主要解决学生对新课程新知识的

大方向认识不清'抓不住重点'理不清层次等问题%思维导图

可以清晰展现知识要点"并将知识组块进行结构化的系统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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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前对课程有初步认识"知道本课程将要学什么"应

该怎么学"学会后怎么用%课前帮助学生在脑海中初步构建知

识网络"有助于其提前发现问题"带着问题来听课"提高听课的

效率%在课后使用导图"对所学课程进行全面总结"充分回忆

课堂内容"并结合笔记'课本完善思维导图"对知识进行再导

出"并使知识可视化%思维导图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可帮助学

生对知识进行高效的组织'归纳和整理%课后复习时学生可把

自己的导图与教师提供的大纲导图进行对比"使用特殊的颜色

或图形标记重点难点"提高学习效率"并有利于日后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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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思维导图的运用重点在课前引导与课后指导两个

阶段
$

课前"教师以导图的形式把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提前发

放给学生"为学生的课前预习+导航,"避免学生在预习过程中

出现+走偏,现象%课后"教师检查学生制作的导图"从而知晓

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并及时对存在问题做出提醒'解答或更

正"在全体教学背景下考虑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提高教学质

量%随后亦可在学生完成自己思维导图后向其提供教师自己

制作的思维导图供学生对比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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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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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课前提供导图框架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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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课后提供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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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的两种制作方式及其优缺点
$

有很多种制作思

维导图的软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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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用软件制作亦可使用手绘的方式%作者最先使用
LJ>>Q;=G

绘制思维导图"而后又尝试手绘#图
'

!"二者均有其优点%使

用软件可直接在教师提供的大纲导图上+添枝加叶,完成整个

导图的绘制"格式规整'方便快捷'易于修改'便于通过网络传

播交流"但是格式单一"长期使用略显单调乏味%而手绘则是

使用彩色铅笔'彩色标记笔等工具进行个人创作"它的优点是

极具个性化'丰富多样'便于随身携带"但同时也存在不易改

动"受纸张大小限制"不利于传播等问题%思维导图的制作可

以根据个人喜好及实际条件选择最适合的一种%思维导图是

基于一个核心词汇向四周依次发散出多层次结构的图形%首

先需要把核心词汇写在纸张中央"然后在四周画出它的次级内

容"再由次级内容发散出三级内容"逐层深入"直至完结%最后

把这些内容用线条连接起来"每个节点还可用圆圈'方框等加以

修饰"通过填充不同颜色区别层级关系%手绘制作还可根据个

人思维习惯画上一些图画辅助联想记忆达到美化思维导图的效

果%此外"制作思维导图时应尽量使用关键词代替长整句"复习

时需要通过关键词回忆起具体内容"通过联想加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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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思维导图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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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具有创造性'感官性'层次性'整体性特点"它帮

助医学生在短期内顺利检索信息'整理思维%使用者需要对整

个思维导图做出构想并将其完成"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大量

科学研究表明"人对图片的记忆强于对文字的记忆"思维导图

运用这一理念"以线条'图形和颜色激发主管感性思维的右脑"

把知识用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全面调动左右脑"加强理解记

忆%另外"一张思维导图就是一个知识网络"是一个整体"更是

学习记忆方式的一大革命%

$$

建构主义的思想来源于认知加工学说"以及维果斯基'皮

亚杰和布鲁纳等人的思想%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要充分发

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要求使用者能够用

探究'讨论等各种不同的方法在头脑中主动建构知识框架%在

知识的有意义建构过程中"培养使用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思维导图的使用过程符合该学习理论的思想"它能充分

激发使用者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潜能"以其高度的组织性和层

次明朗的优势帮助使用者对知识进行全面梳理"它是一种+非

线性,的可视化思维"它的高效率符合医学生的迫切需求%

$$

思维导图是一种高效实用的学习方法"它对医学生的学习

过程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作者在学习医学微生物学和医

学免疫学的过程中"尝试性地使用了
LJ>>Q;=G

和手绘两种不

同的方法绘制思维导图"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习成绩明显

提高%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新型教学工具"在医学教学过程中可

被运用于教师备课'教学评估"学生预习'课后归纳总结'复习

等工作%多媒体的运用给思维导图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适当使用思维导图呈现教学内容"可增添课程趣味

性"解决医学基础知识枯燥乏味的问题%通过思维导图可扩大

课堂信息量"紧跟知识更新迅速的时代节奏"符合当今信息全

球化的时代要求%并且"思维导图可与视频图像合理搭配"创

造更佳的视觉效果%但是"思维导图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演示工

具"不能简单地把它当做
//M

的替代品%总而言之"使用思维

导图能够使复杂晦涩的医学知识变得形象生动'趣味无穷"在

提高课程学习效率的同时还锻炼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动手操

作能力"是一种良好的学习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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