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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经济也取得了较

大发展，国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同时生命科学的发展

也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生物化学作为生物学科与化学

学科的交叉学科，成功地将二者进行融合，组成了生命

科学不可或缺的一门学科。生物化学主要研究包括蛋白

质、核酸、纤维素等在内的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

代谢与体内调节过程以及遗传信息的传递等。生物化学

知识面广，知识点较多且不便于理解记忆，并且需要一

定的生物学和化学知识，因此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完成

生物化学的“教”与“学”是现在的高校教师所关心的

问题。思维导图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由英国著名

的心理学家托尼·巴赞（TonyBusan）所创，它既是一种

利用直观的图形或图示的方法将放射性思考具体化的工

具，也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思维导图能够充分利用图

像、色彩将生活中或工作中枯燥复杂的信息转变成容易

理解和方便记忆的组织清晰的彩图。思维导图 20 世纪 90

年代传入我国，由于它能够帮助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梳

理、归纳，使思维更加清晰；并且能够帮助教师轻松有

效地讲解课程知识，所以思维导图在教育界起到了积极

作用。思维导图现在已经应用于英语、化学、生物、商

贸类专业课等众多学科的不同教学层次，对于帮助学生

自学，理清知识思路，阐明各知识点间的关系，更好地

学习科学知识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一、思维导图的价值体现

1. 利用思维导图可有效把握课程。生物化学这门课

程涉及的章节较多，且每一章节都是一个知识单元，内

容量较大。对于初学者，从整体上把握这门课程有一定

的难度，这就需要教师能够通过简单的概括来帮助学生

从整体上了解课程，如果借助于思维导图则可以很好地

做到这一点。首先标出中心主题，围绕这个中心进行思

考，画出各主要的分支，然后整理各个分支内容，用图

形、线条和颜色等将各部分联系起来。利用简单的图形

和标注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标出，有助于学生理清思路，

帮助理解课程内每章节的内容，进而提高学习兴趣，从

而达到教学的目的。对于食品生物化学来说，静态生化

在课程中所占比例较大，动态生化略有删减，归纳总结

如下页图 1。

2. 思维导图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一直

包含着两个主体：“教师”与“学生”：教师有责任将每

一节内容都能够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学生；作为

学生应该积极配合，主动学习。很多学生都会有“上课

时所有的知识点都很明白，就是不会做作业”这种感觉，

如何用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来完成课程学习应该是每一个

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其实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

一是缺乏系统的总结，由于上课时间有限，不可能有太

多时间进行总结，所以需要学生课后及时归纳总结，找

出知识的关键点，然后将知识碎片进行整理，得到合理

的知识网，这样就能够灵活地运用理论知识解答实际问

题。二是学生对内容较难的生物化学缺乏兴趣，大篇章

的叙述让学生觉得难以接受和理解，他们期望用一种直

观、简洁、快速的方法来掌握生物化学。

二、在基础生物化学课堂教学中运用

思维导图的具体步骤有序的教学组织和环环紧扣的

教学安排是课堂教学能否成功的关键和基础。在授课过

程中，笔者按照“渐进性”教育教学规律，将 45 分钟的

课程分为 3 个模块，每个模块内容的讲授都以教师课前

设计好的思维导图为基础展开。

1. 课程内容导入模块（课前 10 分钟 + 课上 5 分钟）

任课教师需提前 10 分钟到达教室，以备课时绘制的

思维导图为基础，在黑板上绘制“问题树”（思维导图的

一种形式）。“问题树”以中心问题（课堂学习目标）的

提出为教学的起始点和切入点，树上分布的不同形状表

示分枝问题（各类知识点），连接各个分枝问题的树枝

表示各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知识点的分类（重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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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用不同颜色表示。在“问题树”设计时要注意加

入已授章节或知识点，已授章节或知识点可以留有空白，

要求学生进行补充，以达到温故知新的目的。

2. 课程内容讲解模块（课上 30 分钟）

通过“问题树”将本堂课的学习目标和主要内容导

出后，任课教师继续以备课时绘制的思维导图为蓝本，

辅助以多媒体课件、网络学习材料等展开课程内容讲解

模块，即进行新知识点的讲授。此时，教师对于新知识

点的讲授不再拘泥于教材上面的先后顺序，而是遵从备

课时绘制的思维导图的脉络层次，学生的课堂笔记也不

再专注于抄了多少课件内容，而是在任课教师的启发下，

手工绘制带有自我思考的思维导图。在这一模块，任课

教师需要注意，切忌不要“一言堂”和“满堂灌”，让学

生被动接受教师的思维导图或是将教师的思维导图照搬

到笔记上。任课教师一定要在讲解知识点的时候给学生

留有一定思考的空间，通过小组协作或分组讨论等形式，

鼓励学生对教师绘制的思维导图进行二次甚至多次发散，

在潜移默化中既完成了课堂教学内容，又激发了学生的

思维。

3. 课程内容总结模块（课上 10 分钟）

当学生通过课堂内容讲解模块寻找到了所有分枝问

题的答案，就意味着课程内容总结模块的开启。此时，

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了一份更为丰富的思维导图，学生

可以根据这份思维导图进行课堂内容的梳理和总结，教

师也可以将其作为日后教学的参考和积累。此外，还可

以打破由教师主导的传统课堂总结模式，采用“小组汇

报 + 教师点评”的方式，即教师将班级同学分成 3~5 个小

组，每小组讨论后指定 1 名代表进行 1 分钟的总结发言，

发言需结合本小组的思维导图展开，教师根据每个小组

代表的总结情况进行补充。同时，学生和教师要对每个

小组进行打分，作为平时考核成绩（占期末总评的 30%）

的一部分。这种方式既可增加课堂趣味性，又可帮助教

师及时掌握学生对课堂内容的理解和消化程度。

4. 思维导图的汇报

在汇报之前，要求学生将制作好的思维导图上传雨

课堂教学平台，进行资源共享，也利于学生之间互动。

汇报时重点关注四个要点：①讲清该案例展现的临床表

现、异常检测结果与生化知识的潜在关联；②阐述清楚

疾病发生的原因及与代谢异常或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

系；③讲述该疾病的治疗手段、所用药物基本原理；④

结合所学知识及查阅文献，补充患者还可能出现的临床

表现及异常检查指标。以有机磷中毒为例，讲清以下几

点：①有机磷化合物对酶的抑制作用属于哪种类型；②

有机磷中毒的机制；③阐述清楚为什么会有恶心、呕

吐、心跳减慢、瞳孔缩小以及肌肉强制性痉挛等临床表

现；④解磷定解毒的生化机制是什么？⑤除了恢复胆碱

酯酶活性，临床上还有哪些治疗手段，其原理是什么？

为了更好地互动，老师随时通过雨课堂对学生随机提

问，让学生积极参与案例的讨论。同时为了更好地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将思维导图制作及汇报成绩计入生物化

学考试的总成绩，共 10 分。每个小组同学的汇报时间

为 10min 左右。汇报完成后，由其他小组的同学根据汇

报的内容进行提问，再由汇报小组的同学进行回答。汇

报小组基础分每人 6 分，汇报的同学 6 － 8 分，其他同

学在回答问题过程中可以加分（每题 1 分，汇报的同学

也可以回答并加分），没有参加汇报的同学要提出问题，

每题 1 分。

5. 思维导图教学效果评价

为了更客观了解思维导图教学效果，我们通过问卷

调查和学生的总结，发现绝大多数同学认为应用思维导

图结合案例分析对生化的基础理论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

了解，对临床工作有了更强的向往，最重要的是思维导

图采取层层推进的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逻辑思

维得以提升，还有助于提高自我探索意识，培养创新精

神。通过对参与思维导图教学班级生物化学试卷评测结

果分析，我们发现参加思维导图教学的学生更能全面分

析案例，对出现的异常临床表现有更深入的分析。

当然，课堂教学中引入思维导图仅仅是初步的尝

试。而且，仅从两个学年学生卷面考试分数分布情况

判断思维导图在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方面的作用仍相对片

面，如果能应用多维元素进行更为系统的分析并建立可

信的回归方程，则能更为准确地评价思维导图对于提高

专业课课堂教学质量的贡献率。总而言之，只有在基础

生物化学专业课课堂教学中不断尝试先进的教学理念、

教学模式和教学工具，才能紧随时代步伐，探索出一条

能够满足现代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行之有效的专业课课堂

教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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