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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思维导图在微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实践 

闫勇  张丽红  刘靖靖  刘晓琦  胡青平* 
山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0 

摘  要：在现行多媒体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引入思维导图，提出了地方师范院校微生物学课程教学的

可视化思维新策略。本文具体实践应用了微生物学教学过程中的教学设计、导入新课、板书设计、

课堂笔记、复习总结、教学评价等 6 个关键教学环节，指出思维导图不仅能够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

也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也是一种能够促进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联想与

创意、让学生形成系统的学习和思维习惯、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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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ind mapping in Microbiology teaching 
YAN Yong  ZHANG Li-Hong  LIU Jing-Jing  LIU Xiao-Qi  HU Qing-Ping*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Shanxi 041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multimedia classroom teaching,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mind map and 
proposes a new visual thinking strategy for the teaching of Microbiology in local teachers colleges. In this 
paper, six key teaching links, such as teaching design, introduction of new courses, blackboard design, 
class notes, review summary,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are applied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Microbiolog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mind mapping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eachers. It can als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 teaching method that can promote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stimulate students’ association and creativity, form students’ systematic 
learning and thinking habits, and realize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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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是生命科学领域中重要的专业基础

学科之一，主要围绕微生物的形态构造、新陈代谢、

遗传变异、生态分布和分类鉴定等五大规律内容作

系统而详细的阐述，内容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极强、

应用范围也超广，但存在知识点太过分散、易混淆

和难记忆等特点，而且单向教学模式不太符合学生

的注意力曲线和发散思维模式，从而导致学生对内

容的关注度不高，学习效果较差。因此，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使学习变被动为主动，是每

一个热衷于微生物学教学事业者们一直努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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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之一[1]。 

思维导图是由英国 Tony Buzan 博士首次提出

的一种思维工具，符合大脑自身的思考规律，可全

面调动左脑(逻辑、顺序、条理、文字、数字)和右

脑(图像、想象、颜色、空间)的思维潜能，形成一

种图形化的教学辅助工具[2]。近年来，思维导图作

为一种可视化教学辅助工具，虽在部分学科的教学

中得到了应用[3]，但仍缺乏应用的广泛性和普遍

性，在总结推广方面也有不足。因此，鉴于思维导

图的设计与制作相对比较简单且知识点会有序紧

密地联系在中心主体周围[4]的特点，我们地方师范

院校的微生物学课程教学中引入思维导图，并进行

了系统广泛的教学实践，旨在为该课程的教学改革

提供一种新的可视化思维新策略。 

1  思维导图在微生物学教学中的实践 

1.1  教师的教学设计环节 

逻辑性、明确性和创造性是教师教学设计的核

心要求，思维导图的发散结构决定了其应用于教学

设计过程中的可行性和优越性[5]。在教学设计环节

中应用思维导图不仅可以构建完整系统的知识框

架，使整个教学体系更加清晰明了，也能直观地呈

现教学的方法手段，使教学目标行为更具体化，而

且还可以在思维导图的不同分支上预留需要更新

的内容和学科进展信息，使教学内容的更新达到及

时化。图 1 是用 MindMaster 软件制作的“绪论”的

教学设计思维导图。从图 1 可以清晰地将教师的授

课思维呈现出来，此章节的导课方式(调查问卷结

果)、知识内容、学生活动、学科进展(关联诺贝尔

奖)等一览无余，通过本章节的学习，完全可以达

成知识目标(罗马数字标注)、能力目标(学生活动)

和核心素养(名人轶事分享)的三维教学目标。在

“学科意义”分支上留有“?”，是指可以不断向该分

支添加教材之外的应用新领域或实例，避免内容的

固定化，增加知识的全面性。 

1.2  教师的导入新课环节 

课堂导入对整节课的内容起着承上启下的重

要作用，其导入方式包括：直接导入、故事导入、

实验导入、问题导入、温故导入、悬念导入等多种

方式。灵活应用导入方式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教学

素养，即具有掌控整个课堂的连贯性、熟悉所有教

学内容的连续性、深知学生学习的渐进性等能力。

思维导图无疑给教师提供了一种精妙的导课工具。

如在开始步入学习微生物的“新陈代谢规律”内容的

时候，就可以用图 2 的思维导图方式进行导课，从

旧知识(微生物的形态构造规律)切入，引导学生认

识了微生物后，按照认知事物的规律，自然该出现

的内容是“对有益微生物进行合理利用和对有害微

生物进行控制”，要“利用微生物”必须得先“培养微

生物”，“培养微生物”就要知道微生物“喜欢和必需

吃什么” (营养要素)、“怎么吃” (营养物质进入细胞

的方式)、“吃饱后细胞内的生理生化变化” (新陈代

谢)等内容；要“控制微生物”就得知道“哪些因素可

以影响其生长” (主要影响因素)；接着总结“导入的 
 

 
 

图 1  教学设计的思维导图示例 
Figure 1  Example of mind mapping for teac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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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导入新课的思维导图示例 
Figure 2  Example of mind mapping for guiding lessons 
 
 

这些知识点就是接下来需要共同学习的新陈代谢

规律的内容”，然后进一步导入这节的具体内容是从

微生物“吃什么”开始。另外，教师在利用思维导图

导入时最好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样的思

维导图能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一定的知识结构体

系，使学生清楚新旧知识间的联系，并能唤醒学生

的原有认知和对新知识的渴求和期待，而且诸如“吃

什么”等这样接地气的话还能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1.3  教师的板书设计环节 

目前，大多是以多媒体 PPT 辅助教学的课堂，

学生的注意力常常会过度集中在幻灯片的内容上，

却很难把知识点融入到知识体系中[6]。另外，承载

大量信息的 PPT 的切换速度远远超出了学生大脑

的思维速度。因此，板书就成了课堂教学中提高教

学效果的重要一环，但传统的板书是线性书写方

式，不符合人脑的发散思维模式[5]。如果借用思维

导图的有类、有序、有数、可视等特点，可以使板

书设计更加目的明确、主次分明、重点突出，也可

让学生将知识结构逐层展开，思路清晰、印象深刻。

图 3 (罗马数字Ⅰ、Ⅱ、Ⅲ和Ⅳ，分别表示第一节、

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所示的是在第四章“微生

物的营养和培养基”教学中引入的思维导图板书，

并结合多媒体教学方式，将具体的知识点通过思维

导图连成一个知识体系，通过板书顺序能有效地体

现各知识点之间的承上启下，时刻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在课堂的尾声也能直观地呈现全课堂的知识框

架，有利于学生从宏观上把握该章节重点内容，加

强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可见，教师通过思维导图设

计板书内容，明显能使教学内容简洁通透、层次分

明、重点突出，学生在听课效率方面也可稳步提升。

1.4  学生的课堂笔记环节 

常态的多媒体教学课堂信息量太大，造成学生

课堂笔记难以完整记录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对

学生而言，思维导图是一种高效的记笔记方法，其

实 Tony Buzan 博士最初创造思维导图就是将其作

为一种笔记方法。若用思维导图置换掉大量的线性

笔记，将关键词简要地归档于笔记中，既可以节约

时间[7]，又可以集中精力于关键知识点上，同时也

解决了记录速度与教学节奏不平衡的问题。另外，

时刻保持思维的连贯性和一致性，避免造成顾此失

彼的现象。如图 4 是“单细胞微生物的典型生长曲

线”(该内容为教学重点)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笔记式

思维导图，包括 5 个方面的内容，即含义、曲线图

示、时期、常数和指导生产实践的重要意义；图示

曲线直接放在了核心词的位置上；上下箭头分别表

示每个时期在实际生产中是希望延长或缩短。从图

4 能看出，正确理解含义才能有“曲线图示”的正确

性，也能看出理解“4 个时期”是重点也是难点，   

“3 个常数”可以辅助理解“4 个时期”的特点，从而

总结出生长曲线的“实践意义”。学生通过该思维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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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板书的思维导图示例 
Figure 3  Example of mind mapping of blackboard handwriting 
 

 
图 4  课堂笔记的思维导图示例 
Figure 4  Example of mind mapping for class notes 
 

图记笔记，既可以节约笔记时间，又可以直观了解

知识点的框架和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理解及应用方

面得心应手，在以后的复习考试中更能灵活自如。 

1.5  学生的复习总结环节 

众所周知，巩固复习是提高知识信息保持最有

效的方法之一。课堂教学结束后，如何让知识内化

并记忆，一直是教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遗忘曲线

的研究也表明，课后的及时复习有助于知识的记 

忆[8]。对于大学生来说，快速复习的方法尤为重要。

思维导图符合大脑的记忆特点，因此在复习总结方

面也凸显出明显的优势[5]，因此可将其作为一种高

效的复习策略。另外，微生物学的知识点过多，短

期内快速复习难度太大已是共识。从图 5 (第五章

新陈代谢)可以看出，本章节的主线是能量代谢，

即产能代谢和耗能代谢两个主要部分；产能代谢涉

及化能异养、化能自养和光能营养三类营养类型微

生物的产能代谢，而耗能代谢以生物固氮和肽聚糖

的合成两种代谢方式为主。因此，利用思维导图显

示了主要内容的紧凑性和知识点的分级连贯性，使

各知识点一目了然，几分钟内就可完成一个章节内

容的复习，既减少了复习时间，又便于学生复习和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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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复习总结的思维导图示例 
Figure 5  Example of mind mapping of review information 
 
 
 

1.6  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环节 

知识点的考核可以作为学生学习效果的一种

评价标准，但试题测试只能为教师提供一个抽象的

分数，不能客观地评价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9]，

而思维导图则是学生经自己大脑思考后建立的知

识体系，更能直观地表达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力。因

此，思维导图可以作为不同教学阶段的评价工具。

在开始新内容之前，教师通过学生制作的思维导

图，可以全面了解学生原有的认知程度，帮助学生

进行学情分析，进一步确定知识的重点难点和学生

的认知度，方便在以后教学过程中及时调整教学进

度，以使学生充分掌握知识。思维导图也可以作为

学生进行自我评价的工具，在结束某一主题的内容

之后，通过学生自己制作的思维导图客观评价对知

识的整体性把握程度，并可发现自己对知识是否有

记忆混淆或有遗漏等问题，起到及时认识自我和自

我监督的作用；另外，学生还可以在思维导图中加

入自己对该内容的理解，实现知识结构向认知结构

的转化，从而逐步完善，升华学习成果，最终实现

深度学习。 

2  思维导图在微生物学教学实践后的效果 

通过课程组老师的共同努力，我校微生物学课

程的教学在各个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无论

是教师的理念、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还是学生的

学习兴趣以及学生的综合能力等都有明显的改变。

我们以 17 级学生的教学实践后效果作为评价班级，

17 级平行授课班级共 6 个，采用思维导图辅助教学

的班级有 3 个，其他 3 个为对照班级。我们用学生

的期末考试成绩进行了学习成绩的分析，结果显

示，实验班的平均成绩是 78.88，对照班的平均成

绩是 78.23，可见，学生笔试成绩之间没有显著提

高(P>0.05)；然后又进行了调查问卷的发放，问卷

从学生对思维导图辅助教学方法的认可度、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个人能力、学习习惯和建议等几个维

度进行设置，共发放问卷 101 份(普通班 50 份，实

验班 51)，收回 101 份。结果显示，与对照班相比，

使用思维导图辅助教学班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个

人能力和学习习惯均有明显改善(P<0.05) (部分结

果见图 6)，这样的培养结果完全符合以成果为导

向(outcome based education，OBE)的师范类认证标

准，也对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功效。 

2.1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明显提高 

思维导图能将知识点梳理、压缩成一个直观的

可视化知识框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   

性[10]，提高学生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在两轮的思

维导图辅助教学实践中，学生总是怀有对思维导图

制作的好奇心和对新内容的新奇感，不仅在课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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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思维导图实践后的效果分析(部分)  
Figure 6  Effect analysis after practicing mind mapping (partial)  

注：小写字母代表普通班和实验班之间的显著性分析. 

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rdinary class and experimental class (P<0.05). 
 
 

认真听、认真记，紧跟教师的授课节奏，积极回应

教师提出的各种问题，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主动

思考如何设计才能有个性化的思维突破，因此，课

堂上气氛活跃，课后学习兴趣浓厚。 

2.2  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能力明显提高 

机械性“背”下的知识不能自如应用，同样的

问题换种提问方式就可能不知所措，更谈不上利

用已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了。因此，当教师以思

维导图为依据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时，学

生就能在制作思维导图过程中，逐渐学会如何筛

选关键词、如何理清知识点的逻辑关系等。学生

在“笔记→看书→制图→修正”的循环中逐渐学会

了如何学习[10]，提升了学习自觉性，学习热情也

随之高涨。 

2.3  学生的思维逻辑和习惯日渐成熟 

思维导图教学策略在启发学生思维的基础上

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效率，学生在完善思维导图到独

立制作思维导图的过程中，激发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逐渐学会如何筛选关键词、如何理清逻辑关系[10]，

使得原本抽象复杂、繁琐而不易归纳、记忆难度大

的课程学习变得更简单，同时促进了学生的协作能

力等综合素质的提高[7]。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可以

帮助学生制定生活和学习计划、设计学生未来将要

做的事情[11]，对于学生打破思维定势、扩展发散

思维、激发创新能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3  反思总结 

3.1  思维导图教学法可提高教学质量 

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决定了课

程的教学质量。将思维导图应用于微生物学的教学

中，使零散的知识结构化、条理化和系统化，并能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优势，大幅提高了教师的教学

质量[5]。同时，思维导图中知识的流动具有多源性、

交织性等特点，能有效地调动学生获取知识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自主学习能

力，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

得学生在学习时真正有纲可循，明显提升了学生的

学习效率。 

3.2  思维导图是一种“以学生为导向”的教学

方法 

教师的授课思路是否清晰，以及学生对知识体

系是否把握，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课程的教学

效果。在现行微生物学多媒体理论教学的基础上，

引入可视化思维导图，利用其点、线、面的逐级关

联递进，引导学生建立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的系统

化知识网络[10]，同时鼓励学生自己动手绘制。思

维导图辅助教学的实践，真正体现了教与学的有机

统一，教师和学生达到双赢，尤其是学生的分析能

力、整理和学习的速度和效率均有明显提高，让学

生形成系统的学习和创新思维的习惯，真正实现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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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思维导图的误区及改进措施 

思维导图就是将已存在的逻辑思维画到图上

并进行分析思考的一个工具，入门很重要，千万不要

去模仿或者过于沉溺于别人的思维导图之中，建议

学生先了解思维导图的制作方法和基本原理，熟能

生巧，再反复实践，直到自己能够慢慢掌握为止。如

果要用软件制图，还需要重视图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思维导图本来就是一种开放性思维的体现，

所以要摆脱传统的思维理念，尽可能激发思维逻

辑性，使思维能够最大限度地被激发。如果对一

个主题进行多次思维导图制作，那么将会对该主

题获得更多理解，从而使思维导图制作水平有很

大的提高。另外，经常与别人交流和探讨思维导

图，不仅可以互相影响，还能积累一定经验，制

作出更优秀的思维导图，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一

种自然而然的思维习惯，促进个人成长。 

总之，思维导图虽然在微生物学教学中的应

用尚处于探索和实践阶段，但思维导图辅助教学

确实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可以被大多数学生接受

的教学方法，不仅可以使学生在学习效率上稳步

提升，还可以促进学生打破思维定势、扩展发散

思维、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从而激发学生的创

新能力，实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的，为教学改

革注入新的动力[8]。因此，其他学科可以借鉴将思

维导图作为一种教学策略应用在教学中，进一步

完善和提升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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