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你的创造力插上翅膀——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被托尼·巴赞称为开启智慧大门的金钥匙，是概念图的一种特殊形式。它

善于运用符号、颜色、图像、文字等多种信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表达并传递信息——

左脑负责加工图中的文字信息，右脑则负责加工图中的颜色、图标、层次结构等信息，

从而提高人类的理解和记忆效率。

无论是在学习、工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使用得当，思维导图都能够大放

异彩，是作者推荐你必须掌握的两个“人人工具”之二。

0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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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思维导图是什么？

3.1.1   初识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这个概念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有些陌生。没关系，在搞清楚它

的涵义之前，不妨先熟悉一下它的“模样”。

图3.1是一张介绍不等式的解法的思维导图。

图3.1  思维导图示例——不等式的解法

图3.2的思维导图显示的是某个家庭的周末活动计划。

图3.2  思维导图示例——周末活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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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的思维导图总结了学习“弹力”需要掌握的主要知识点。

图3.3  思维导图示例——学习“弹力”需要掌握的主要知识点

3.1.2   思维导图是什么？

 思维导图是概念图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体现在概念节点关系的简化；而

节点内涵的表达法与概念图相同。

从一个中心主题开始，建立与其密切相关的一级概念主题，每个一级主题

下面包含若干个二级主题。依次类推，构成一个树状结构，称为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又名“心智图”，创始人是英国人托尼·巴赞（T o n y 

Buzan）。思维导图善于运用多种信息，如符号、颜色、图像、文字等，

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表达并传递信息，充分调动左右脑参与信息加工，对提

高人类理解、记忆、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思维导图的概念可用图3.4来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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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思维导图是什么

思维导图是发散思维的表达，因此也是人类思维的自然功能，是一种非常

有用的图形技术，是打开人类思维的万能钥匙［4］。

3.1.3   思维导图的概念节点 

 思维导图中的每一个主题是一个概念节点，可使用文字短语或有意义的图

标来描述概念节点。

与概念图的节点内涵表达法相似，思维导图的概念节点也常用5种方式进

行表达，如图3.5所示。

使用文字描述 ●   遵循“简短”、“精确”的原则，避免不必要的修饰，

“言简意赅”。

使用有意义的图标 ●   所谓“有意义”，即图标要契合节点涵义，避免因一

味追求花哨而偏离了节点内涵。

添加节点注释 ●   当简短的节点描述文字不足以表达清楚节点涵义时，可以

为节点添加注释文字；注释文字通常在节点附近另开小窗显示，因此既不

影响节点命名的简短、精确，又能够为需要者提供更多的信息。

添加节点超链接 ●   与节点注释类似，为节点添加相关网页的超链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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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了解更多与节点有关的信息。

添加节点附件 ●   与节点内容相关的文档、图片等，可以作为节点附件添

加；单击附件图标即可下载附件进行查看，帮助深入了解节点内容。

图3.5  思维导图的概念节点有5种常用的表达方法

1. 思维导图节点的文字描述

图3.6是用文字描述思维导图概念节点的示例。

图3.6  概念节点表达法——节点的文字描述

2. 思维导图节点的图标

图3.7是用图标表达思维导图概念节点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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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概念节点表达法——有意义的图标

为思维导图节点添加图标时，除了图标本身应“有意义”之外，图标的数

量也应注意不可太多，通常每个节点添加一个图标即可，个别情况下需要添加

两个图标。若图标个数过多，反而会影响大脑对节点内容的认知加工。

此外，还应注意图标的大小，可以与节点文字等大，或比文字略大，但通

常不主张图标过大，以免影响节点文字内涵的表达。其注意事项如图3.8所示。

图3.8  添加节点图标的注意事项

在思维导图软件中，通常已提供了大量图标供选择。一般情况下，建议

尽量使用思维导图软件内置的图标，不主张用户使用自己定制的、专业性过强

的图标，以免影响认知与传播效率。细节的、专业性强的信息，用户最好用链

接、注释等方式表达。

图3.9显示了思维导图软件内置图标的部分种类，可满足大多数应用情景的

绘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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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思维导图软件内置的节点图标

3. 思维导图节点的注释

图3.10是为思维导图节点添加注释的示例。注释添加成功后，单击节点旁

边的注释图标，即可显示注释内容。

图3.10  概念节点表达法——节点注释

4. 思维导图节点的超链接

图3.11是为思维导图节点添加超链接的示例。超链接添加成功后，单击节

点旁边的超链接图标，浏览器将自动打开相应的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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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概念节点表达法——节点超链接

节点超链接通常分为两类：一种是链接到网址，单击后即可直接进入相应

页面；另一种则是链接到电子邮箱，单击后将打开本地邮件客户端，并将超链

接的电子邮箱自动设为收件人，使用者只需编辑邮件内容后直接发送即可。其

种类如图3.12所示。

图3.12  节点超链接的种类

5. 思维导图节点的附件

将文件以附件的形式上传到思维导图文档中，与某个节点相链接，单击附

件图标后可以打开或下载。节点的附件功能使思维导图成为强大的知识可视化

组织和管理工具。

图3.13是为思维导图节点添加附件的示例。单击节点旁的附件图标，即可

打开或下载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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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概念节点表达法——节点附件

思维导图节点的命名要尽量简短，但同时也可以通过节点注释、附件、网

页超链接等多种方式辅助描述节点内容，使节点内容的表达更丰富。这也使得

思维导图成为了一种图形化的知识表征和管理工具。

3.1.4   思维导图节点间的连接关系 

 与概念图一样，思维导图的节点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关系。与概念图不同的

是，思维导图节点间的关系相对简单，主要是“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

必要时，还可以建立“区域”和“任意关联关系”，如图3.14所示。

图3.14  思维导图节点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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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子关系

如图3.15所示，一级主题A与一级主题B都是中心主题的子节点。同理，二

级主题①与二级主题②都是一级主题A的子节点。

子节点通常是对父节点内容的深化与展开。

图3.15  思维导图节点关系——父子关系

2. 兄弟关系

如图3.16所示，由主题C引出4个子主题，主题a、主题b、主题c、主题d之

间即为兄弟关系。

兄弟节点通常用于表达父节点的各个不同方面，相互之间并列无包含。

图3.16  思维导图节点关系——兄弟关系

3. 任意关联关系

如图3.17所示，主题①与主题④既不存在父子关系也不存在兄弟关系，二

者用一条连接线相连，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即为任意关联关系。

存在任意关联关系的节点之间通常具有表意上或内部逻辑上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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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思维导图节点关系——任意关联关系

4.区域

如图3.18所示，主题b及从主题b引出的各级主题一起被一个绿色边框包

围，即形成了一个区域。

区域具有视觉上的聚焦作用，可增强该部分节点的整体性，同时也对该部

分内容起到了强调作用。

图3.18  思维导图节点关系——区域

3.1.5   各种思维导图的共性 

 不同的思维导图，尽管节点数量各不相同，各级子主题的排列方式、线条

样式也多种多样，但是，所有的思维导图都只有一个中心节点。而且，对于任

意一张思维导图，假设将中心节点抓在手中向上提起，则其他节点将会在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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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自然下垂，此时再将整个思维导图倒置过来，就形成了一棵“树”，这

就是思维导图的“树状拓扑结构”，如图3.19所示。

图3.19  各种思维导图的共性——一个中心主题和树状拓扑结构

图3.20中显示了各种类型的思维导图，而这些思维导图都可以通过前面讲

到的方法，变为“树”。

图3.20  不同类型的思维导图都可以变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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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为什么选择思维导图？

3.2.1   思维导图赋予人类“鹰的眼睛” 

 鹰在高空巡航时，既可大范围统览全局，观察宽广的地域，又能快速、

精准地捕捉到地面微小细节，迅速跟踪定位猎物，其特点如图3.21所示。拥有

鹰眼的这种功能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事情。许多图形处理软件就提供了这样的功

能，如计算机辅助绘图软件AutoCAD，使得我们能够在尺寸有限的屏幕上既统

览全局，又明察秋毫，从而高效地工作。

图3.21  鹰眼的特点

思维导图也具有类似的特点，为人类赋予了“鹰的眼睛”，使人在解决问

题时更容易做到“深入浅出”，如图3.22所示。

当你需要“统览全局”时：只保留思维导图中的一级或一二级节点，将其 ●

他级别的节点折叠隐藏，则思维导图的整体框架结构立即显现。

当你需要“显像细节”时：展开所有级别的节点，即可获得详细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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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需要“迅速定位”时：从你想要跟踪的一个节点开始，逐级展开其 ●

下级节点，则思路也将随着这条路径层层深入，从而掌握整个思考逻辑

与过程。

图3.22  思维导图赋予人类鹰眼的强大能力

3.2.2   思维导图能激活人脑中封闭的能量  �

 人的脑细胞（神经元）如同一个个伸出触须的章鱼，纵横交错联结在一起

形成信息网络。当一个神经元受到刺激产生兴奋时，生物电信号会传导给与其

相邻的其他神经元，于是产生了思维和联想。而思维导图的表现形式恰与大脑

的思维方式相一致。

在图3.23中，一杯美味的饮品就是“外界信息”，它刺激了大脑的某个

神经元并引起了该神经元的兴奋，生物电信号从该神经元开始，继续向周围

发散，传导给与其联结的其他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受到刺激后，会继续将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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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传导给其他神经元。大脑的思维从一个中心点向周围发散，到达下一个中

心点继续任意发散，呈现网状，如图3.23所示。

图3.23  大脑的思维方式

其实，图3.23的例子也可以用一个思维导图来表达，如图3.24所示。将图

3.24与图3.23相对照，可以发现，思维导图的表现形式也是由一个中心点开始

向四周发散、逐层发散，恰好反映了外界刺激在大脑中的传输过程。可以说，

思维导图将大脑内部的思考过程以“可见”的形态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图3.24  思维导图的表现形式



50

打
开
智
慧
的
魔
盒

思
维
导
图
、
概
念
图
应
用
宝
典

发散思维反映了你的内部结构和过程，思维导图则是你自己发散性思维的

外部镜子，它使你能够进入这个能量无穷的思维发电站［5］。

只要勤于练习，思维导图即可激活脑中封闭的能量。

3.2.3   思维导图促进全脑思维  �

 人的左右脑各有分工，传统的思考与认知方式过多依赖于左脑（因为信息

载体主要是语言文字），造成左脑认知通道负荷过重。而思维导图充分激发了

右脑的潜能，将信息以合理的逻辑顺序、图文并茂地表达出来。思维导图充分

调动右脑参与认知加工，促进全脑思维，如图3.25所示。

由左脑负责加工节点文字、节点注释内容，由右脑负责把握整体图形关

系，以及图标、颜色等信息。左右脑分工协作，能够大大提高认知、思考、记

忆的质量与效率。

图3.25  思维导图促进全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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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思维导图为会议演示工具提供了新选择  
会议过程中使用到的演示工具，目前最常用的是Office的文稿演示软件

PowerPoint（简称PPT）。PPT适用于由一个中心发言人主讲而其余参会者聆

听的会议场合。然而，现在的许多会议越来越注重发言人与听众的互动，希望

与会者可以加入到讨论过程中来。在这种情况下，PPT就难以胜任了。

思维导图软件则以其杰出的功能满足了这类互动性强的会议的需求。在会

议过程中，既可以使用思维导图工具开展主题发言，又可以随时添加其他讨论

者的发言内容，且便于整理归纳。当需要对讨论内容进行追踪记录时，也只需

依次添加下级节点即可。后期回顾时，只要根据需要展开或折叠各级节点，即

可查看细节信息或整体架构。

个别时候，还可以使用Off ice的Word软件作为会议演示工具。但由于

Word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线性文字，直观性差，难以调动右脑参与认知加工，因

此，通常不推荐将Word作为会议演示工具。可供选择的会议演示工具及各自特

点如图3.26所示。

图3.26  可供选择的会议演示工具及各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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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各种会议演示工具的不同特点，应针对不同的会议场合进行选择，

如图3.27所示。一般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在正式会议场合使用PPT作为演示工

具，在非正式会议场合使用思维导图工具。对于需要互动讨论的会议，则一定

要选择思维导图工具，这样不仅能够及时记录讨论内容，会后的整理工作也会

更加轻松、高效。

图3.27  不同会议场合应使用不同的演示工具

3.2.5   思维导图是协同工作的出色支持工具 
抽象的系统模型是表征知识的手段之一，通常是对本质属性进行描述，但

对于部分受众来讲，认知理解的过程相对困难，因此知识表征效率较低。概念

图、原理图能够精确表达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但由于知识表达效率与理解效

率存在差距，因此仍然难以达到最佳的知识表征效果。而思维导图具有“知识

表达与理解同步”的特点，可视化表征效率最高，因此在头脑风暴讨论、协同

工作等方面最为合适，如图3.28所示。

图3.28  思维导图是最出色的头脑风暴、协同工作支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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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思维导图可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思维导图能够将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一张图，不仅层次结构清晰，而且所

有关键词也可一目了然。既能提高工作效率，又便于在现有基础上对工作进

行延伸。

“使用思维导图是波音公司的质量提高项目的有效组成部分之一。这帮助

我们公司节省了一千万美元。”

——［美］Mike Stanley，波音公司

思维导图调动右脑参与认知加工，充分发挥了右脑的“想象”、“直

觉”、“跳跃思维”等能力，使人能够从图中已有的关键词产生联想，甚至迸

发出灵感火花。因此，思维导图不仅能节省工作时间，还能够提高创新能力，

提高团队及个人的工作效率，如图3.29所示。

图3.29  思维导图能提高团队及个人的工作效率

十几年来，笔者先后参与了教育部、交通部等几个部委关于信息技术等领

域的数十个项目。那些利用思维导图工具进行项目规划、模型构建的项目，推

进效率都较高；而那些成员之间只通过文档交流讨论的项目，往往因为成员间

沟通与理解的障碍，影响项目进展。交流障碍往往是工作中最大的障碍，影响

工作效率，如图3.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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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0  交流障碍影响工作效率

笔者认为，充分利用思维导图工具，是提高交流质量、进而提高工作

效率的有效方法，如图3.31所示。在工作早期，建议使用思维导图工具进

行文档起草、框架规划等基础工作，不仅思路清晰，在进行结构调整时也

十分简便易行。在前期工作完成后，再利用Word软件进行小范围的修订或

批注即可。

图3.31  思维导图是提高交流质量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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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思维导图的应用情景

思维导图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可以说在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能一展身

手，如图3.32所示。

在职场上，思维导图可用于项目管理、文档起草、需求分析、规划总结、 ●

会议组织、头脑风暴、员工培训、创意讨论等。

在学习时，可使用思维导图管理学习内容，如使用思维导图做笔记不仅结 ●

构清晰，而且图标、色彩的运用将调动右脑发挥潜能，减轻左脑加工文字

的负担，与传统的线性笔记相比，具有极大的优势。此外，思维导图还可

用于研究报告、演讲大纲等多个方面。

在生活中，思维导图可用于制定计划、事前准备等，如制定节日旅行 ●

计划、筹备生日宴会、罗列购物详单。另外，思维导图还可以用于进

行自我分析。

图3.32  思维导图的应用范围

在本书第6章中，给出了思维导图在各领域的具体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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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工作与实践中，笔者亲身体会并深刻感受了思维导图在工作、

管理、科研方面的巨大作用与价值，然而因工作范围所限，笔者对思维导图在

文学艺术方面的作用尚未亲身体验。但笔者坚信，知识可视化尤其是思维导图

在文学艺术领域亦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因此，希望能够有文学家、音乐家、画

家、设计师等文学艺术工作者将此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研究并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