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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from primary school to junior middle school is a process of deepening, complicating and thinking. For mathematics, which 
is a subject with strong thinking intensity, the step span betwee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junior high school is very large, which makes 
most students unable to adapt to it after entering junior high school. Some students think that mathematics is abstract and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classroom is boring, they can’t start to do problems, and they can’t really master knowledge point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from primary school to junior high school, and puts forward some 
effectiv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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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阶段到初中阶段的学习，是一个逐渐深入化、复杂化、思维化的过程。对于数学这门本身就思维强度较大的学科来说，
小初之间的台阶跨度十分大，导致大部分学生在进入初中之后无法适应。有学生认为数学抽象难懂，课堂枯燥乏味，无法入
手做题，无法真正地掌握知识点。论文针对小学到初中数学教学的有效衔接进行分析与探索，并提出几点有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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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知识是一个逐步累积深入的过程，小学生需要用所

学的数学基础知识来衔接一个更加完整、逻辑性强的数学知

识体系，这对于新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数学在教育体

系和考试体系中既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难以被掌握的学

科。将学生从简单的小学数学知识顺利地带入初中数学入门

阶段，是初中数学教学良好的开始，也为初中数学的学习打

下坚实的基础。

2 现阶段小学到初中数学衔接存在的问题

2.1 小学到初中数学难度跨度大

小学数学主要是考查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能力以及计算

能力。出题的方式多与教材相关，注重对教材上知识点的考查，

题型变化不大，以常规题为主。而初高中的数学，更注重培

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课本上的知识点不再容易理解，而是化

为抽象的概念，需要调动学生的想象能力核灵活的思维能力。

小学阶段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并不专门化精确化，导致学

生很难适应完全不同的难度体系，无法将小学所学与初中数

学内容衔接起来，找不到知识的共通点与由浅入深的过渡带。

2.2 “教”与“学”分离

从教师的方面来看初中数学的课程内容多，知识连贯紧

密，大多数为重难点，极大地考验学生的思维能力。但是教

学课程的时间紧、进度快，教师无法将每个知识点和做题的

技巧详细地铺陈开来，而是多以习题的形式进行教学，或者

仅仅将稍微简单的知识点布置学生预习课本自学，给学生大

量独立思考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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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度，教师会布置大量的练

习题，让学生巩固知识点。但又由于题目的难度大，学生出

现错误的原因多样，每道要讲解的题目花费时间多，教师没

有充足的时间将所有习题中出现的问题讲解，这样很容易造

成学生对无法自己解决的问题产生放弃推脱的心理，对学生

的长远数学学习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1]。

从学生的方面来看，初中阶段的数学学习更注重对知识

的记忆理解，只要进行一定程度地练习就能顺利地掌握各种

题目。大多数学生处于学习的被动状态，教师的课程进度进

行到哪步，学生就跟到哪步，也不会主动进行更深刻的思考。

到了初中阶段，大多数学生不习惯于没有精准引导的教学方

式。上课时，能跟着教师的思路解题，但一旦离开教师的板

书和讲解，就无法自己解题，往往每做几步就卡一下，这说

明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较差。过度地依赖教师和答案，不会

做的题暂时没有思路就立马放弃自己思考去寻求他人的帮助，

无法达到初中数学阶段思维锻炼的要求，从而会出现无法跟

上数学学习节奏、成绩严重下滑的现象。

3 小学到初中数学教学有效衔接的策略
3.1 以人为本，改变传统教学方式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教师并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解释课

本上的概念，而是以练习的方式来让学生达到对题目的一定

熟练度。然而，大部分学生对抽象的概念并不理解，只是会

机械地做常规题。教师要改变这种传统的输出方式，站在学

生的角度，考虑到学生薄弱的独立思考能力，因材施教，而

不是一味地将所有内容都单一的教授。通过对教材的深刻剖

析，将知识更加形象化，从实际生活出发，重点将知识点与

生活联系起来，将课本上的例子进行变式，多举实例，并对

同学们进行提问，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促进学生养成积极

思考的习惯，增强对知识点的理解程度。

例如，在讲解三角函数的计算时，先带领学生用科学计

算机将正弦、余弦、正切的值直观地展示。并在讲解时，引

导学生联系生活中不同的三角形形状的物体，再通过缩放或

放大共同探究三角形的值。这样的方法使学生能体会现实生

活中三角函数的利用，充分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了学

生对三角函数的探索热情。

3.2 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思维训练

在课堂上，教师应当对例题包含知识点进行多角度的变

形，尤其是反例的运用。让学生能在不同的题目中准确地抓

住要考查的内容。例如，在讲解二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时，

让学生理解在二次函数中函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通过不断变化 x 的值，画出不同的图像，引导学生共同观察

探讨二次函数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或者在原函

数图像的基础上，给出变化后的图像，向学生提问经过变化

的过程，反复地练习，能使学生深入理解二次函数概念中不

同元素的含义。

在课后作业的布置中，教师可以适当地留出几道思维训

练量大的题目，要求学生读懂题目，写出题目的考点。由于

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并不相同，题目可以不用全部完成，在

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写出自己的解题思路，若没有解题思路，

则写出必要的计算步骤，并写出在第几步思路卡壳。

在讲解题目时，教师可以从学生的错误中进行题目扩展，

将相同类型的题目进行讲解并提出易错点，在一道题目中提

供多种解题思路，并要求学生进行练习与模仿，要求每位学

生都积极地提出自己的解题思路，通过学生提供的思路，与

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对解法的共同点进行归纳。在日常

的讲解中给学生渗透几大数学解题的基本方法，如数形结合，

分类讨论的思想方法。在函数、不等式、方程、数列等中都

能运用数形结合的方法将解题更加简单化，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避免计算的错误 [2]。

3.3 运用多媒体，构建良好的学习情境

随着现代化手段的不断发展，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也

越来越广泛。初中数学的多媒体教学不应该再是简单地展示

课件以及课件中的例题，而是应该灵活地将课本中的图像图

表以及各种动态问题进行展示，构建良好的观察与学习的情

境，并且帮助学生上台进行操作，让学生能深刻地体会知识

的变化。

例如，在学习投影与视图时，为了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

受光影长度的变化，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向同学们展示不

同方向与不同角度下图形的高低长短变化。在视图的学习中，

教师可以将立体的圆柱，棱柱等规则立体图形以及不规则的

立体图形运用多媒体变化角度，鼓励学生从多方面进行观察，

让其可以直观地感受不同角度的区别，能增强学生的空间想

象能力，便于在题目中思考方式更加更灵活。

3.4 重视课后反馈，积极鼓励学生

数学学习中，课后的反馈十分重要。如若不对做错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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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行更正并及时解决自己的疑惑，那么带来的严重后果是

不仅没有掌握好知识点，长此以往还会养成过分依赖教师、

依赖答案，甚至会出现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消极心理。因此，

教师应加大力度帮学生养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尤其是独

立思考的能力。很多学生在学习数学时，容易受到打击，由

于长时间做错题目且没有思路，从而失去对数学学习的热情，

也无法鼓起勇气请教教师。教师应该多鼓励学生积极地寻找

解决问题的办法，与学生进行谈心，鼓励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

给出自己的建议与练习题目的方向，为学生解决难题。对于

大多数学生提出疑惑的地方，要及时在班级上进行讲解与反

馈。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抗挫折的方式，积极调整学习状态，

为下个阶段的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

4 结语

总之，数学的学习是一次攀爬山峰的过程，但是作为数

学教师，应该积极地帮助过渡时期的学生，踏入山麓的第一步，

扮演好攀岩者的角色，与学生共同面对难题。从学生的主体

方向出发，不断根据实际创新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让学生顺利地转换自己的学

习模式，真正地进入高级数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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