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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升初”数学衔接的思考 
◆汪成国 

（重庆市云阳县民德小学  404500） 

 
近，在我校举办的全县小升初贯通衔接教研课活动，顺利

开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俗话说“小学考一百，初中不及格。”
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许多小升初学生家长因此焦虑，许多小
升初学生因此恐惧，进而影响整个中学阶段的学生，成了不少学
生和家长的心病。很多人抓住学生和家长的这一心理，大办衔接
班，结果家长了花了钱财却事与愿违。由此，引发了我对小升初
贯通衔接的深入思考，我结合一线教学实践，对怎样做好小升初
数学衔接，谈谈几点粗浅的思考和建议。 

一、强基固本，打好基础 
从知识与能力层面进行分析，会明显感觉到小学所学习的知

识较为浅显，没有深入进行学习，对于一些知识点没有进行科学
合理的分析。小学阶段的学习过分强调形象思维，但是需要明确
的是一旦学生步入中学阶段，不能仅仅依靠形象思维进行学习，
还需要有严密的思维逻辑能力，相比较小学阶段的数学知识，初
中阶段的数学更加注重学生逻辑思维的培养。例如北师大版七年
级数学上册的第二单元涉及有理数及其运算，需要将学生没有接
触到的负数引入，包括数轴，所以学习这个版块的知识时必须要
用到分类法，从此时开始，学生逐渐明白很多数学问题的答案并
不是唯一的，需要结合不同的场景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得出全
部答案。因此，作为教师在六年级下册总复习的教学中，要针对
本班实际，帮助学生有效梳理知识，查漏补缺，巩固技能。让学
生充分感受到数学的魅力，发现每一个数学知识点的形成都有一
个完善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渗透思想，还需要考虑到学
生思考能力的培养。教学时，注意提高学生逆向思维的能力，包
括面对陌生问题（新问题）时思考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独立想
问题时，要关注学生“想问题的过程”，并组织学生交流自己思
考问题的方法策略等。 

二、内容过渡，不容忽视 
从小学数学到中学数学，是从算术到代数、从常量到变量、

从直观形象的几何到抽象逻辑推理的几何的转化。在开展小学阶
段的数学教学时需要重视知识点的深化，但是一定要注意度的把
握，只有把握好度才能符合学生发展的规律，同时还需要充分考
虑到今后步入中学学习的需要，为接受更高层次的学习打下坚实
的基础。例如在数学这门学科的学习过程中，有很多知识点会在
小学阶段小点一下，让学生有个大体的把握，然后在初中阶段会
衔接小学阶段的内容继续深化，很多初中阶段的知识点是以小学
阶段为基础的，通过学生在活动中掌握的经验，对于知识点的理
解，在中学阶段进一步明确概念，掌握知识的规律。例如一开始
接触正比例以及反比例的学习，然后在中学阶段会将这一部分内
容进一步深化，引入函数和变量等等新的知识点，说其是新知识
点，也未必都新，只是在以前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了。

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知识的前后关系，明确教学目
标，需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分析数学问题中体现出来的数量关
系，这是中学学习解决问题的重要基础。 

三、有效方法，扎实渗透 
分析学生的学习特征，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的学习方法有着

明显的区别。在小学阶段由于学生的学习特点以及年龄特点，导
致学生过分依赖于教师，在课堂听讲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自主学习
的能力，仅仅是跟着教师的步调去学习，可以说小学生基本没有
自主学习能力，也没有自主学习的意识。同时在小学学习阶段也
不要求学生具备归纳总结以及反思能力，但是一旦学生步入中学
阶段，这些能力是 基本的，如果没有这些能力，那么学生学习
起来会比较被动，难以掌握中学学习特点，导致成绩较差，远远
跟不上课程进度，如果掌握了这些良好的能力以及科学的学习方
法学生就会轻松地去学校（这是以往我带学生的经验），因此，
在小学生步入三年级之后，教师需要有目的性地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让学生在学习中意识到自主学习的重要性，就一些具体
的问题不再只是依赖教师的引导，而是能够自己分析问题并且促
进问题的解决，还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保质保量地完成家庭作
业。所以只有教师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才能把学习的
主动权教给学生。当然，结合具体的学习内容，确定是让学生先
预习还是先讲课。只有正确的学习方式才能促进学习的有效性。
首先教师需要考虑，一些知识点适合学生先进行预习，那么就组
织学习展开良好的预习工作，同时反思如何展开有效的后教；相
比较小学数学，中学阶段的数学知识更加复杂，难度系数更大，
当然每节课的讲授内容会更多，如果学生没有掌握正确的预习方
法，会变得非常被动，因此在小学阶段快结束的时候，教师可以
逐渐将每一堂课的内容加大，让学生慢慢适应快节奏的学习过
程，为今后步入中学奠定基础。 

四、重视学习习惯的规范养成 
小学阶段的学习方法主要靠记忆，由于学习内容少，同一题

反复练习，这种学生记忆代替思维，思维能力没有得到有效的训
练和提升，当他们进入初中后，由于初中数学内容增多，难度明
显增大，难以理解也记不住，因此，有此学生很快出现学习困难，
成绩一落千丈。还有一种是靠模仿，模仿老师讲过的例题和做过
的练习题，考试时用模仿类型题的方法解题，这种学生训练出来
的是模仿性思维，思维能力提升甚少，当他们升入初中后，由于
初中题型太多，千变万化，他们已经难模仿，学习很累，事倍功
半，成绩自然不理想。由此可见，一定要有条不紊地做好数学的
小升初衔接。从知识、方法和学习习惯着手，力争不输在“起跑
线”上，为后续学习打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