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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初中数学到高中数学过渡过程中，很多问题一直存在，而且是普遍存在。问题存在，但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

就是发现这些问题的人的原因。如果发现学生出现了问题，那么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就是老师的责任。本文主要研究初高中数学教

学衔接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及给出解决问题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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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o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many problems have always existed and

are common. Problems exist, but have never been solved, and that's why the people who discovered them. If a student is found to have a

problem, it is the teacher's responsibility to help the student solve the problem.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causes of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and gives some suggestion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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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高中数学教学衔接研究背景

经过几次全国性的课程改革，初高中数学教学衔接一直是

各学科的关键研究问题。全国高考制度逐年进行改革，改革的

结果与每个还未参加高考的学子息息相关。从 2014年新高考

开始实行，并在实验地点开始进行，随着新高考制度的完善，

陕西 2022年也将开始实行新高考政策。这对陕西的考生而言

将又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在新高考实行的情况下，使得语数英

三门成绩更为重要。高考的改革也伴随着高中教材的改版，从

原来旧版北师大版的 13 本书减少为最新北师大版的四本书，

课本数量的减少同时也意味着知识点的变化，那么就要求高中

教师及时适应新教材，并且根据新教材知识点的变化及时调整

自己的授课进度和模式。对高中数学教师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

战，对初中数学教师也是。当然新高考改革方案的实施，对初

高中数学教学的衔接方面也带来了机遇，改革推动发展，改革

也是激励一线教学工作者能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对学生的教

学能有更好的效果。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在研究生一年级学习期间，本人去延安市某中学听课学

习。在此期间，我见识到了不同教龄的老师在知识教授过程中

的不同处理方式。有资深老师在讲新课时，他们除了对书上课

本知识讲解之外，还会对书本知识以外的东西进行拓展，全方

位地教给学生知识点，让学生了解这个知识点的原理、该知识

的应用、知识的变形变换。整个课程进度缓慢却基础扎实，从

学生的反应来看，学生对新知识的掌握程度良好；但是在年轻

老师眼里，资深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涉及知识太过深奥，过于复

杂，而且是当前阶段用不到的一些知识。那么对年轻教师来说，

他会觉得当前学生没必要学习这些过于复杂的知识点。这就存

在了一个认知的差异。对比资深教师和年轻教师的教学方法，

我认为资深教师的教学过程在初高中数学衔接方面更有利，对

学生进入到高中学习数学更有帮助。

研究初高中数学教学衔接这个问题，是想提出一些关于提

高初高中数学知识教学效果的策略以供身处一线教师来参考，

也是提高初中数学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有意地向学生普及一些

高中知识的意识。这些研究的结果也是为了让本人在之后的教

学工作中更上一层楼。

3 国内外当前研究

当下国外的教育制度大多数和中国的教育制度不一样，以

美国为例，他们在教育方面实行的是双轨制，自下而上的一轨

以培育蓝领为主，学生上到初中，老师会根据学生的意向给学

生推荐分配适合他们自己的工作领域。所以，国外在“初高中

数学教学衔接”这方面既是没研究也是不需要研究的，所以对

国内的研究来说借鉴的意义也不是很大。但是国内在这方面的

研究却非常多，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教育是义务教育

的最后时期，初中结束后学生的去留全都在此时期体现。对此，

我国各阶段的学者对此问题是格外重视，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

自然而然也很多。

4 初高中数学教学衔接问题的原因分析

4.1维果斯基最近发展理论

维果斯基提出了“最近发展区理论”。他认为最近发展区

是实际的发展水平和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为了在初中阶段

进行教学方法的更好应用，初中数学教学通过小组合作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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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问题式教学方法等，致力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在适当的

前提下，教学设计上富有弹性，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设计适当

难度的内容，让学生通过一定努力才能解出答案，这样使学生

获得的成就感更大，发挥学生的潜能，让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得

到最大的发展，使学生在进入高中后学习数学的过程能够更加

的流畅顺利。

4.2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而只是一种

解释，一种假设，髌骨是问题的最终答案。相反，只是会随着

人类的进步而不断被“革命”掉，并随之出现新的假设。建设

主义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的理解只能由学生自己去进

行，而且要通过对新知识进行分析、检验和批判才能真正做到

理解。

从建构主义中我们可以明白，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们不

应该忽视学生原有的经验，而是要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开始

去学习新的知识。建构主义还让我们明白，教师应该是学生学

习过程中的帮助者和合作者，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形成思考、分

析问题的思路，启发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成果进行反思，逐步让

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进行管理负责。

4.3客观原因分析

（1）中考命题和高考命题要求的变化是根据初中学生和

高中学生心理生长的变化而变化的，命题方式也是不同的。初

中试题的命题过程中是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使学生在做题目的

时候与现实情况相联系；

（2）初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不同，对初高中学生知识的

掌握程度标准也不同；

（3）教材原因，初高中教材改版的时间和具体内容的变

化，初中数学教材内容越改版越简单，高中数学教材也是，但

是高考知识点却没有少，所以高中生要掌握的知识只会比教材

多而不会比教材少；

（4）课时原因，初中数学知识少，课时平均到每个知识

点上来说，初中的学习时间比高中学习时间也会更加充裕；

（5）初高中教材内容的脱节，初中对求解二次函数的要

求不高，韦达定理等是不作要求的，但在高中，韦达定理是做

函数题的基本要求；

（6）初高中数学内涵存在的差异，初中数学的知识比较

形象，但是高中的知识更偏向抽象，对学生的理解能力要求更

高。以函数为例，初中在学函数的时候是以函数的图像、性质

和移动为基础，直观立体；高中学函数是以对应关系、定义域

及值域为基础，晦涩抽象。

4.4主观原因分析

（1）学生自己的原因，初中学生的思想是不成熟的，从

不成熟向成熟成长的过程中，学生对学习的东西没有深刻的认

识，但是高中生思想更成熟，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有自己的认

识、自己的想法，对应的在学习过程中会更自觉；

（2）教师自身的知识储备、教育教学方法等，部分教师

不了解高中的课程标准，教师没有亲身教过高中，对高中知识

的了解可能只停留在对知识点的了解，但知识点在具体的习题

中的应用就没有那么了解，这是专业水平上的问题。

（3）教师思想认知的问题，部分教师认为初中教师的本

职工作就是让学生顺利完成中考，至于学生上了高中之后的数

学学习情况那就是高中老师的事情。

（4）教材编写人员也要加强初中数学课标到高中数学课

标的交流，初中教材和高中教材的编写人员各编各的，没有对

教材难度做一个衔接处理，让初中生在进入高中时不要有难度

骤然提高的压力，教材难度的循序渐进对学生的学习也很有帮

助；

（5）学校在初高中知识衔接这一块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认

识，在集体备课中从来没提到过高中内容，只涉及到了目前学

习的内容。

4.5初高中学生思想的差异

初中阶段的学生年龄在 11-15之间，处于皮亚杰认知发展

的四阶段中的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的时期即具体运算阶

段向形式运算阶段转变，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自我意识很强，做

任何事以自己开心为主。在学习上，学生不懂得学习是在给自

己学习，不懂学习的重要性，心智还不成熟，一天花费在学习

上的心思少。

高中阶段的学生年龄大多数在 15-18岁之间，学生的心智

已经趋于成熟，都有了自己的理想，有的学生已经懂得学习的

重要性，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学生也愿意付出自己的努力，

这让他们在高中这个关键且艰苦的时期也能坚持不懈。

4.6初高中教师思想的差异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知识点少、简单且课时时间长，教师

有充足的时间向学生讲解和拓展，学生也有时间理解及应用所

学的知识，使学生不仅知道如何应用所学知识还懂得知识的原

理及其来源。

高中之后，教师需要讲授的知识陡然增多，知识不仅多还

更加难以理解，同时相比较初中授课课时时间会更短，对高中

教师来说更是挑战。那么高中教师就会在讲课过程中选择新知

识进行讲解，而对初中可能学过的知识会一概而过。

从初中向高中衔接过渡的时期来说，初中教师更应承担起

让学生能顺利过渡到高中的责任，初中教师在日常教学中渗透

好一些高中的知识，学生在高中时期在学习数学方面更会手到

擒来，这对高中教师来说也是减轻了许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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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学生及教师的建议

对初中教师来说，不仅要了解初中教材的变化，为学生进

入高中学习数学进一步做好铺垫，打好基础，还要根据高中教

材的改编，进一步调整好自己的上课方式方法。初中数学教师

更是要了解高中教材知识点的变化，对初中学生的知识学习提

前进行渗透，为将来初中生进去到高中之后，在学习数学的时

候更能轻松应对。

5.1学法上的衔接建议

（1）学会预习：上课前对当天学的知识内容进行预习，

不会或者不懂的地方可以划出来，在正式上课时候会的部分听

老师的讲解加深印象，着重听老师讲解不会的地方，课堂上对

不会的知识反复练习几次，直至熟练掌握为止。

（2）夯实基础：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要避免一蹴

而就，打好夯实的基础是后续高效学习的前提。因为初中知识

简单且学习时间宽裕，那学生要做的就是利用宽裕的时间充分

了解知识的原理。高中在做题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是复杂且

大量的，在初中就打好原理的基础，在高中数学学习中会更加

轻松，用到什么原理大脑中也就非常快的提取所需要的原理。

（3）熟练掌握：学会了知识还要在做习题时会用，做题

是个很好的应用过程，在不同的题中，一个知识可能会有多种

用法，要熟练掌握运用的条件，换句话说，题海战术的对初中

生来说是最好地提高成绩的方法，但是对高中生来说题海战术

是浪费时间的方法，高中时间紧、任务重，高中生做的题要贵

在精而不在于多。

（4）主动了解：学生要让自己对数学感兴趣，对数学感

兴趣才会愿意学习数学。当下的知识掌握之后要对自己会给自

己找知识去学，去适当掌握一些高中的简单知识理念，例如初

中函数教学中，可以简略了解一些高中的函数分类知识，让学

生认识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等。

（5）独立完成作业：完成当天的课后作业也是对当天新

学知识的一个复习巩固的过程，此过程需要独立完成，独立完

成也是检验自己是否真实的已经掌握了知识，给自己一个真实

的反馈。

5.2教法上的衔接建议

（1）全面了解：初中教师了解教材不仅要了解初中的教

材，还要做到熟悉高中教材以及高考最新政策，尽可能多的帮

助高中教师减轻负担。

（2）课堂渗透：例如高中会用到的立方和差的知识，高

中课本中没有讲解，但在习题中会用到很多。在初二上学期会

学到平方和，课本在后续了解部分有涉及到立方和差的了解，

虽然在初中阶段用不到此知识，但老师可以给学生做到渗透，

让学生对此知识有印象，有效做到初高中数学知识的衔接。

（3）锻炼学生自学能力：高中数学对学生的自学能力要

求很高，为了使学生在高中学得更加高效，初中教师应该多培

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学生学会自学对自身的好处不仅仅是在高

中阶段，更多的还有往后人生的各个阶段。

（4）教材衔接：教材编写人员该对初中和高中数学教材

知识结构进行研究，做到初中和高中的数学教材有一个自然、

很流畅的过渡，使初高中生在使用教材的过渡时期的衔接更加

自然。

（5）初高中数学教师认真了解初中数学教材和高中数学

教材，体会初中知识与高中知识的联系，在授课过程中使学生

学得更加轻松。

（6）教师应该对一线课堂尽可能多的进行考察学习，掌

握更多的经验并将经验运用到实际教学当中，这对年轻教师在

一线教学工作者更有益、更有针对性地帮助提高。

（7）课本生活相结合：教师要结合生活中的实例讲解知

识，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数学的乐趣，调动学生学习数

学的积极性，也让学生知道数学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学

不仅仅体现在考试中，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8）关注学生学习进度：学生学习是以老师为主导，那

么就要求教师对自己班级学生的学习情况要有个清晰的认识，

学习进度快的学生可以布置难度较高的任务，对于学习进度慢

的学生也要督促加快步伐赶上进度，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是每

一个作为教师的基本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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