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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学设计案例征集表 

（趣味性、探索性、启发性、逻辑性、思想性） 

 

设计人姓名 蔡晓月 所在单位 经济学院 

Email caixiaoyue@fudan.edu.cn 电话 13817653665 

撰写日期 2017 年 5 月 1 日 合作人  

分享形式 A√线上     B√现场（预计时长：45 分钟）【可都选】 

案例名称（或 

知识点名称） 

创新的工具：思维导图 

所属课程、所在章

节顺序与名称 

创新创业类课程，第二模块 创新的工具：思维 

授课对象层次与

年级 

本科生 

教学目标 

1、从个人角度，理解创新的工具，并掌握分析问题的思维工具。 

2、可视化思维工具“思维导图”的应用。 

3、理解思维导图的本质与启发，通过头脑风暴式小组讨论与学

习型组织实现创新思维的组织架构，提升创新力。 

 

 

第 1 步： 

教学引入

Invitation 

 

一、思维可视化 

1、思维导图的概念 

2、常见思维导图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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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 

探讨或实验

Exploration 

Or Discussion 

请以所在专业或经济现象为例，用思维导图分析评论该现象。 

同学们在阅读《思维导图》一书的基础上，进行小组讨论发言。 

例子 1：哲学的概念 

例子 2：共享单车的介绍 

例子 3：核电站的介绍 

例子 4：牛黄解毒片的介绍 

第 3 步： 

新知建构 

Conception 

Invention 

可视化思维的应用——课堂笔记、阅读笔记、复习等 

这是个人产生创新思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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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 

新知运用 

Application 

头脑风暴法——思维导图的活动层面含义 

1、头脑风暴式“小组讨论”活动来中“思维导图”的含义 

2、小组的集体思维，会产生比个人的思维更多的创新力。 

 

第 5 步： 

反思提升 

Reflection 

学习型组织——思维导图的组织层面含义 

1、学习型组织来实现“思维导图”的含义。 

2、从组织构架上理解，如何建设学习组织？ 

3、比较传统组织与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具有持续有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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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描述 

（是否已应用？ 

几轮/次？） 

学生反应） 

2017年春季学期应用过该案例教学。 

学生课堂讨论很踊跃，很受启发，收益很大。 

1、思维导图的概念，同学们接触得并不多。因此课前要求阅读推荐

图书《思维导图》，并小组讨论后准备一个案例。 

2、小组讨论的案例，与学生的专业领域有关，充分发挥了思维导图

的作用， 

3、小组讨论之后的新知运动、反思提升，对学生启发很大。 

将个人的创新思维，扩展到组织如何实现创新思维的过程。 

其他说明 

（如是否有视频） 

 

参考资料 

1. 东尼，《思维导图》，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年 

2.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年 

3. 威廉姆森，《市场与层级制:分析与反托拉斯含义》，上海财经大

学出版社，2012 年 

4. 蔡晓月，《熊彼特式创新的经济学分析——创新原域、连接与变

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 

注：填写完毕，请发送至 jxcj@fudan.edu.cn。文档命名：姓名+院系+案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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