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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图和思维导图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中

小学教育教学中, 前者的应用已初具规模 , 而后

者的应用研究还刚起步。本文试图通过对概念

图和思维导图的比较 , 引起人们对它们在教育

教学中应用的重视。

一、概念界定

概念图( Concept Map) 是康乃尔大学的诺瓦

克 ( J.D. Novak) 博 士 根 据 奥 苏 贝 尔 (David P.

Ausubel)的有意义学习理论提出的 , 是用来组织

和表征知识的工具。它通常将有关某一主题的

概念置于圆圈或方框之中 , 用连线连接相关的

概念和命题, 连线上标明二者的关系。概念图有

四个图表特征: 概念———感知到的事物的规则

属性 , 通常用专有名词或符号标记 ; 命题———两

个概念之间通过某个连接词而形成的关系 ; 交

叉连接———表示不同知识领域概念之间的相互

关系; 层级结构———同一知识领域内或不同领

域间的结构。

思维导图( Mind Mapping) 为英国“记忆之父”

托尼·巴赞( Tony?Buzan) 在上世纪 70 年代所创, 是

一种思考的方式, 也是一种有效使用大脑的方法。

它就像大脑中的地图, 完整地将思维、想法呈现出

来。有的学生学得很轻松却成绩很棒, 有的学生整

日埋在书堆里却还是学得不理想, 关键不在资质

天份, 而在于学习的方法。思维导图就是一种帮助

我们思维和记忆的有效方法。它注重开发人的左、

右脑, 运用线条、符号、词汇和图像, 把一长串枯燥

的信息变成彩色的、容易记忆的、有高度组织性的

图, 帮助人们改善思维, 提高学习效率。绘制思维

导图非常简单, 而且十分有趣。

二、概念图和思维导图的共同点

概念图和思维导图的主要共同点是它们都

属于知识可视化工具。

人类 80%以上的信息是通过视觉获得的。

可视化技术将知识以图解的方式表示出来 , 从

而大大降低了语言通道的认知负荷 , 加速了思

维的发生。其理论基础是双重编码理论(Paivio,

1986), 该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是: 同时以视觉形

式和语言形式呈现信息能增强记忆和识别。知

识 可 视 化 为 基 于 语 言 的 理 解 提 供 了 辅 助 和 补

充, 从而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创新。

概念图的最大优点是把知识及其体系结构

一目了然地表达出来, 突出表现了知识体系的

层次结构。而思维导图是对发散性思维的表达,

因为是学生操作生成的, 比较容易引起同学们的

注意 , 于是我抓住机会 , 让这位学生回忆碎片是

如何产生的。他说:“我想把文章中的部分文字复

制到桌面上, 操作时它就自动生成了。”我就把这

位学生的屏幕播放给全班同学, 让大家一起来寻

找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思考如何解决。通过与正确

操作比较和对文件概念中关键字的理解, 同学们

终于明白了产生碎片的原因: 被复制的文字在粘

贴时没有“名字”, 而文件是必须要有文件名的。

问题迎刃而解。

2.注重学法指导

初中生学习信息技术 , 处于摸索与逐渐形

成自身学习方法、操作习惯的关键时期 , 教师要

在教学过程中适时地为学生作一些学法指导, 并

帮助学生总结一些操作规律。这样做可以增强学

生学习的信心与克服困难的勇气。

比如 , 用图标来传递信息是当前 Windows

操作系统中常用的一种手段, 指导学生在操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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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打开大脑潜能的万能钥匙( 托尼·巴赞) 。

三、概念图和思维导图的差异

概念图和思维导图的本质差异是侧重点不

同。下表从多个角度对概念图和思维导图进行

比较。

四、概念图和思维导图在教学中的应用

概念图适合概念较多的理科教学, 帮助学

生建立学科的知识结构体系。它以整体的方式

来呈现、组织知识 , 有利于知识的传播、理解、记

忆和巩固, 提高学习效率。学生画的概念图表达

了他们对概念正确的或错误的理解, 有助于教

师诊断, 因此, 它也可作为教学评价工具。

思维导图适合要求学生发挥想象的文科教

学 , 它能培养学生的发散性、创造性思维 , 让隐

性的思维过程可视化, 不让一闪而过的灵感跑

掉。它也可作为研究性学习的工具, 与头脑风暴

教学法相结合, 让学生进行充分的讨论, 有利学

生之间进行思维层次上的交流。

概念图和思维导图两种工具完美结合 , 可

同时将知识结构和思维过程可视化 , 提高学习

效率。当前, 概念图和思维导图正朝着网络化方

向发展, 随着网络学习方式的普及, 对概念图和

思维导图的教育教学应用研究将越来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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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自觉地去认识各种图标, 及时归纳针对不同

图标的不同操作方法, 这对学生操作水平的提高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敦促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习惯是个人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

好地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 通过今天的“教”达到

今后的“不教”, 教师要敦促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一方面, 要注重引导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

观察习惯, 比如操作时要查看各种窗口的提示,

区分不同对象的图标差异, 关注颜色的更改、指

针形状的变化等 ; 另一方面 , 信息处理的操作对

象千差万别 , 方法灵活多样 , 教师不可能也不必

要把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向学生一一介绍, 而应

该鼓励学生“主动出击”, 引导他们带着问题去探

索 , 秉承“失败 , 是另一种收获”的 思想 , 仔细观

察、大胆操作、勇于探索、勤思善问、严格求证、及

时总结。这样, 必将使学生有效地拓宽知识并加

深对原有知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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