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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精神卫生中心 张嫦

大脑思考的奥妙
(学习心理篇)



活动目的

v1.了解思考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关
注大脑思考，保持思路清楚。       
v2.学习保持思路清楚的具体方法，并用这些
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活动准备 

v1.了解高中学生学习中惯用的一些方法，以
及学生在学习、考试过程中的困惑，以便增

强辅导效果。       
v2.准备数量为班级人数8倍的火柴棍。      
v3.印制活动记录卡。



活动过程



       

v指导语3：与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v1997年的时候，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成为了俄
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的助手，他叫弗拉基米尔，
相貌平平，身材中等，也不怎么爱说话。当办公
厅主任不在的时候，他就有机会直接向总统报告
。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后来在《午夜日记》
里说：他（弗拉基米尔）提交的报告总是思路非
常清楚，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
受到总统重视的弗拉基米尔很快被提拔为国家安
全局长，一年后成为政府总理，半年后，叶利钦
将总统的宝座让给了他



v。从主任助理到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的总统，
他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这个人就是前任俄罗

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v指导语4：请同学们思考：       
v1.叶利钦选定普京为他的接班人，其中重要的原
因是什么？          

v2.“思路清楚”意味着什么？         
v引导语：清晰的思维到底意味着什么？同学们的
看法不一。要想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使我们也
能成为一个思维清晰的聪明人，首先就必须明白
我们的大脑是如何思考问题的。



v活动三：（一）由“XXX ……”想到的        
v指导语5：为了帮助大家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们来
进行一个小实验，看看我们的大脑是怎样思考的

。 



v当你看到“萨达姆”三个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首先，你是不是会想到伊拉克、总统、绞刑、战

争、布什、9·11事件、“恐怖大亨”本・拉登、大
屠杀等？这些词语伴随着图像迅速在你的脑海里

一一浮现。——从一个点出发，联想到很多相关
的点，这是我们大脑思考问题的第一步。然后，
你需要把这些零散的词语稍微组织一下，形成一
副比较完整图像。这样，如果你想向别人简要介
绍一下萨达姆，你就会说：“他曾经是伊拉克的总

统。9·11事件以后，美国总统布什认为他在背后
秘密支持本・拉登的恐怖活动，以此为借口发动了
伊拉克战争，结束了他在伊拉克的统治。



v战争结束以后，他被美军逮捕，并被伊拉克特别

法庭以大屠杀的罪名判处绞刑。”——把联想到的
相关知识点进行归纳整理，这就是我们思维的第
二部。也许上面对萨达姆的介绍并不是非常的准
确和完整，每一个人都会想象出不同的关键词，
并根据这些关键词组合成自己脑海中萨达姆的图
像。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发现

自己的大脑是如何进行思考的。           
v我们的大脑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先从一个或
者几个点出发，展开联想，想到很多很多相关的
点，再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组成一副完整的图画

，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考过程。 



v原来大脑是以联系的观点思考问题的。          
v指导语6：发现了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进行思考的以
后，我们再来探究这与我们的学习有什么关系？

v（二）汽车为什么能告诉奔跑         
v指导语7：现在我们的生活富裕了，轿车已走入家
庭成为我们的代步工具，使我们体会到更加快捷
的行进速度。汽车的行驶速度是多少？在合法的
范围内，在安全的前提下，汽车为什么能高速奔

跑？              
v指导语8：请各小组同学合作，用图画的方式表示
汽车能够高速奔跑的原因。          



v1.发给各小组一张图画纸，一支尼龙笔。       
v2.小组讨论汽车能够高速奔跑的原因，确定不可
以缺少的零部件。       

v3.用图画的方式将小组讨论的结果展示在图画纸
上。         

v4.全班分享各种活动成果。         
v引导语：各组同学首先会想到发动机、车轮、方
向盘，试问汽车上的各个部位是怎么组合在一起
的？请大家要尽量想周全，否则是会出“安全”问
题的。             

v指导语9：教师小结要点提示。        
v       



v1.汽车的各个零部件按照科学原理正确组合，互相联
系，互相影响，最终可以让这个好几千千克重的机械

巨兽跑出每小时上百千米的速度。  
v2.我们学习的众多知识点，就是汽车身上的一个一个

零件。只有把握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有效的组织，
我们的学习才会有效率，才能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解

决问题的实践中去。          
v3.任何一门学科都像一辆汽车，具有两个特点：第一

，它有很多零件，即众多的知识点；第二，这些零件
（知识）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起来，互相联系，这两
条，缺一不可。很多同学在学习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第
二条。梳理清楚知识之间的联系，构建完整的知识结
构，把握好这些零件（知识）组织的规律，我们就可

以开的“汽车”在学习的道路上飞奔了。         



v4.升入高中，需要学习的知识点数量呈爆炸性增
长，但每年的中高考中总有不少人能考很高的分
，说明他还远远没有多到不可能学好的地步。这
里的奥秘就是：众多的知识点并不是孤立的，相
反，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知识之间
密切联系的特点恰好符合了大脑思考问题的习惯
。为此，积极动脑思考，开启大脑智慧，我们都
可以成为优秀的学习者。



        
v指导语10：发现了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进行思考的
，也弄明白了汽车为什么能高速奔跑，接下来就
是要实际操作我们自己这部“学习的汽车”，让它

也能高速奔跑。           
v1.选定某个学科，确定所学的某一个章节，找出
这个章节的关键词或是核心概念。          

v2.将这个关键词或是核心概念放置一个圆圈内，
将这个“概念圆圈”摆放在白纸的中心，周围要留

出空白。        
v3.开始进行联想，将你由此联想到的词汇，概念
都写出来。           

v4.尝试将联系紧密的词汇、概念摆放在一起。           



v5.用美丽的曲线，方框、圆圈，或是你喜欢的奇
妙图形将它们连接起来，构成一副有意义的大脑
思维图画。注意尽量不使用直线，因为曲线更能

吸引你的眼球。         
v6.在每条线上都注明一个关键词，这样可以使你
的思维图画更加醒目，更为清晰。        

v7.起身活动一下，想想刚刚找出的有关章节的那
个关键词，在头脑中过一下电影，看看头脑中是

否有你绘制过的完整的思维图画。         
v8.尝试做本章节的形成性习题，检验一下自己的
思考成效。          

v9.写下自己组装的这部“学习小汽车”的奔跑速度
以及改进意见。



第三单元    学习心理篇

          ○  “大脑思考的奥妙”活动记录卡  ○
班级：______班级：______小组：______

活动感受与自我反思：

1.
2.
3.

   关键词或核心概念



活动素材库   
v1.本课设计理念：        
v高中阶段各科的学习都变得又深又难，不注重思考
，难以学懂学会；只是死记硬背，难以获得很好的
学习效益。很多学生非常努力地学习，不停歇地写
算背，但是在重要的检测中总是难以取得好成绩。
一些老师往往忙于带领学生重复做题、反复默写、
机械背诵，忽略了在教学中调动学生的思维，这无

疑在浪费大脑资源，最终造成低效益的教学。          
v本节辅导课主要针对目前高中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
知识系统学习效率不高的困惑，通过团体辅导活动
，帮助学生掌握利用思维导图的方法，积极动脑，
建构知识体系，开启大脑智慧，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



v2.相关心理学常识：

v（1）思维             
v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反映。它
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及事物之间的规律性联系

。         
v思维能力代表一个人思维本领的大小，思维能力

的强弱标志着一个人智力水平的高低。          （
2）思维的特点：间接性与概括性          

v所谓间接性，是指通过各种媒介认识那些没有直
接感知过的，或根本不能感觉到的事物，预见与

推知事物的发展过程。             
         



v所谓概括性，是指思维可以根据已知的大量事实
，即在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舍去各个事物的
一般特性，抽出它们共同、典型、本质的特性，
从而得出结论

v思维的间接性和概括性是相互制约、彼此促进的
。一方面，有些间接认识是以概括认识为基础的
；另一方面，有些概括认识是以间接认识为基础
的。概括认识所依据的大量事实，有很多是通过

间接认识而获得的。             
v（3） 思维过程             
v             



v思维包括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具体
化，以及判断和推理等基本过程。分析是将事物
的组成部分和个别特征通过神经活动区分开来；
而综合则是将事物的各个成分和个别特征联系起
来，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比较是将几种有关事物
加以对照，确定他们之间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抽
象是抽出同类事物的一部分共同主要特征，摈弃
该类事物的其他特征；概括是事物的某类共同特
征在脑中的结合。



v对客观事物的观察，通过分析、综合、比较、抽
象和概括，借助于词的作用，就可以形成概念；
反映事物关系的、概念之间的联系称为判断。把
两个判断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一个新判断的过程
，称为推理。通过推理，获得事物的现象和本质

、原因和结果之间内在联系的过程称为理解。         
v由上述可见，思维是一个复杂的、高级的认识过
程，反映了事物的相互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            



v（4）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            
v问题解决就是在问题空间中进行搜索，以便从问
题的初始状态达到目标状态的思维过程。解决问
题的思维过程一般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
假设、验证假设四个阶段组成。



v（5）思维导图简介                    
v①  思维导图是有效的思维模式，是应用于记忆、学

习、思考等的思维“地图”，利于人脑的扩散思维的展
开。思维导图已经在全球范围得到广泛应用。思维导

图的创始人是东尼·巴赞。中国应用思维导图大约有
20多年时间。         

v②  思维导图，又叫心智图，是表达发射性思维的有
效的图形思维工具，它简单却又极其有效，是一种革
命性的思维工具。思维导图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
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来
，把主题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记忆链接，思维
导图充分运用左右脑的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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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因

此具有人类思维的强大功能。           



v③  思维导图是一种将放射性思考具体化的方法。
我们知道放射性思考是人类大脑的自然思考方式
，每一种进入大脑的资料，不论是感觉，记忆或

是想法——包括文字、数字、符码、食物、香气
，线条、颜色、意象、节奏、音符等，都可以成
为一个思考中心，并由此中心向外发散出成千上
万的关节点，每一个关节点代表与中心主题的一
个联结，而每一个联结又可以成为另一个中心主
题，再向外发散出成千上万的关节点，而这些关
节的联结可以视为您的记忆，也就是您的个人数

据库。          



v④  人类从一出生即开始累计这些庞大而复杂的数
据库，大脑惊人的储存能力使我们累积了大量的
资料，经由思维导图的放射性思考方法，除了加
速资料的积累量外，更多的是将数据依据彼此间
的关联性分层分类管理，使资料的储存、管理及
应用因更有系统化而增加大脑运作的效率。同时
，思维导图最能善用左右脑的功能，借由颜色、
图像、浮码的使用，不但可以协助我们记忆、增
进我们的创造力，也让思维导图更轻松有趣，且

具有个人特色及多面性。          



v⑤  思维导图以放射性思考模式为基础的收放自如
方式，除了提供一个正确而快速的学习方法与工
具外，运用在创意的联想与收敛，项目企划、问
题解决与分析、会议管理等方面，往往产生令人
惊喜的效果。它是一种展现个人智力潜能极致的
方法，将可提升思考技巧，大幅增进记忆力、组
织力与创造力、它与传统笔记法和学习法有量子
跳跃式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它源自脑神经生理的
学习互动模式，并且开展人生而具有的放射性思

考能力和多感官学习特征。           



v⑥ 思维导图为人类提供一个有效思维图形工具，
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开启人类大脑的无限潜能
。心智图充分运用左右脑的机能，协助人们在科
学与艺术、逻辑与想象时间平衡发展。近年来思
维导图完整的逻辑框架及全脑思考的方法更为世
界和中国广泛应用在学习及工作方面，大量降低
所需耗费的时间以及物质资源，对于每个人或公
司绩效的大幅提升，必然产生令人无法忽视的巨
大功效。





v（6）如何绘制思维导图            
v从白纸的中心开始画，周围要留出空白。           
v用一幅生动有趣的图像或图画表达你的中心思想

。          
v绘图时尽可能地使用多种颜色。              
v连接中心图像和主要分枝，然后再连接主要分枝

和二级分枝，以此类推。          
v用美丽的曲线连接，永远不要使用直线连接。曲

线和分枝更能吸引你的眼球。          
v每条线上注明一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会使你的

思维导图更加醒目，更为清晰。           自始至终
使用图形。每一个图像，就像中心图形一样，相

当于1000个词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