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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背景下思维导图在小学数学复习课中应用研究
岑秀云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迎龙第一小学 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在当前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核心素养的培养成为教学的重要目标。小学数学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复习课程的设计和实施对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有效的信息整合和思维激发

工具，能够为复习课的开展提供有力的支撑。本文首先从多个维度探讨了思维导图在小学数学复习课中应用价值，

继而提出了具体的应用路径，包括：把握思维导图特点，做好知识框架构建；重视能力培养发展，鼓励学生个性

化制图；依托思维导图强化层次，把握知识关联等，以期为小学数学复习课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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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世纪的教育背景下，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成

为全球教育的共同追求。核心素养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

掌握，更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等。对于小学数学而

言，如何在复习课中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成为

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有

效的思维工具，其直观性、系统性和层次性等特点，使

其在小学数学复习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基于

此，教师应该巧用、妙用、活用思维导图，构建高效的

数学复习课堂。

1.核心素养背景下思维导图在小学数学复习

课中应用价值

在教育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养学

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成为每位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入

思考的问题。其中，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强大的思维工具，

将其与小学数学复习课进行有机融合、有效构建，具有

深远的意义。

首先，思维导图有助于构建知识体系，提高学习效

率。小学数学复习课中，知识点繁多且分散，学生往往

难以把握整体结构。通过思维导图的制作，学生可以将

零散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形成清晰的知识网络。这种结

构化的知识呈现方式，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数学概念的理

解，提高记忆和回忆的效率。

其次，思维导图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在制作思维

导图的过程中，学生需要对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归纳和

整理，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思维能力的锻炼。它要求学

生运用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去识别和建立不同概念之

间的联系。这种深层次的思考过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逻辑推理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再者，思维导图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的

复习方式往往是重复和机械的记忆，容易导致学生感到

枯燥乏味。而思维导图以其丰富多彩的视觉效果和灵活

多变的结构形式，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

学习热情。学生在参与制图的过程中，可以体验到学习

的乐趣，从而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2.核心素养背景下思维导图在小学数学复习

课中应用实践

2.1 把握思维导图特点，做好知识框架构建

思维导图通过图形化的方式展现思考过程，能够帮

助学生构建起数学知识的逻辑框架。在小学数学复习课

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运用思维导图整理和归纳知识点，

形成清晰的知识结构。例如，通过中心主题的设定，围

绕中心主题展开分支，将相关的数学概念、公式、解题

方法等以树状图的形式展现出来，使学生能够一目了然

地看到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以复习"数的认识"相关知识为例，这是一个基础且

关键的模块，它包括了数字的读写、数的性质、数的运

算等基本概念。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这一模块的知

识，教师可以运用思维导图的方法，引导学生构建起一

个清晰的知识框架。首先，教师可以确定思维导图的中

心主题"数的认识"，而分支则可以是与之相关的各个子

知识点，如"自然数"、"整数"、"分数"、"小数"等。接

下来，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围绕中心主题展开思考，将"

数的认识"相关的知识点逐一添加到思维导图中。例如，

在"自然数"的分支下，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正整数"和"

零"的概念；在"整数"的分支下，可以添加"负整数"的

概念以及与自然数的关系；在"分数"的分支下，可以包

括"真分数"、"假分数"和"带分数"等。每个子知识点下，

还可以继续展开，列出相应的性质、符号表示、运算规

则等。在制作思维导图的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回忆和

整理学过的知识点，还需要思考如何将这些知识点逻辑

地组织在一起。这个过程有助于从多个维度、多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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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2.2 重视能力培养发展，鼓励学生个性化制图

思维导图的应用不仅仅是知识的整理，更重要的是

在整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在

小学数学复习课中，教师应当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

去创作个性化的思维导图。每个学生的认知风格和思维

方式都是独特的，通过个性化的思维导图制作，学生可

以在复习知识的同时，锻炼自己的归纳总结能力、逻辑

推理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例如，在复习“四则运算”时，教师首先可以确定

中心主题：四则运算，以此让学生明确本次复习的中心

内容，为后续的思维导图制作奠定基础。接着，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回顾四则运算的基本概念、运算顺序、运算

规则等知识点，为制作思维导图做好准备。继而，教师

可以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记忆，将四则运算的相

关知识点进行个性化整理。在任务的驱动之下，学生可

以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将知识点进行分类和归纳，形

成独特的思维导图框架。在这一基础之上，学生还可以

用不同的颜色、形状、线条等表现不同的知识点和逻辑

关系，使思维导图更加生动、形象，且符合实际的复习

需求，突出个性化色彩。在完成思维导图后，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和分享。通过互相观看和

讨论，学生可以发现自己和他人在思维导图制作中的优

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改进和提高自己的思维导图制作能

力。

2.3 依托思维导图强化层次，把握知识关联

思维导图的层次性可以帮助学生把握知识间的递

进关系和内在联系。在小学数学复习课中，教师可以利

用思维导图的这一特点，指导学生识别和理解数学概念

之间的层次性和逻辑性。通过逐层深入的探索，学生可

以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的内涵和应用，从而在学习中形

成系统的知识网络。

以“图形与几何”为例，教师首先可以确定中心主

题－“平面图形的属性”，将其当作思维导图的核心，

所有的分支都将围绕它展开。从中心主题出发，教师可

以要求学生构建第一层分支，这些分支包括图形的基本

概念，如点、线、面、角等。在这个阶段，重点是让学

生理解这些基础知识点的定义和性质。在基础知识的基

础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继续发展思维导图，添加更复

杂的概念，如多边形的分类、图形的对称性、面积和周

长的计算方法等。这一层的分支将帮助学生理解更深层

次的几何概念。进一步地，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探索图形

与几何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如解决实际问题、设计图

案、空间想象等。这些应用层面的分支将帮助学生将理

论知识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在思维导图构建过程中，

教师引导学生不断回顾和巩固先前的知识点，确保学生

能够理解每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层次结构。最后，

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堂外自行扩展思维导图，探索

更多相关的几何概念，由此既能够达成良好的复习实效，

同时还能够拓展学生的认知视域，帮助学生掌握有效的

复习方法。

总结

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思维导图在小学数学复习课

中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能够帮助学生系统地整

合知识，构建完整的知识框架，还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而通过个性化制图，

每个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思维方式来整理知识，

促进了知识的内化与吸收。此外，思维导图还能帮助学

生更好地把握知识的关联和层次，使复习过程更加高效

和有序。因此，思维导图在小学数学复习课中的应用具

有广阔的前景和重要的价值。展望未来，期待更多的教

育工作者能够继续探索思维导图在教学中的应用，不断

创新教学方法，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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