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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首因效应”在七年级数学教学中的运用 
◆孙自凡 

（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浦口镇浦口中学） 

 
摘要：初中数学是理科学习中的重要基础。如何培养七年级学生良好的

理科思维，激发他们的数学学习兴趣，是初中教师们值得探索的课题，

本文结合作者多年的初中数学教学经验，针对“首因效应”进行分析探

讨，提出了相关的教学体会与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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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因效应”也称之为第一印象效应、优先效应或首次效应。
它是指人们在第一次和某人或者某物进行接触时，留下的具有深
刻记忆的印象。在认知社会的过程中，个体在通过最先输人“第
一印象”的信息时，对个体今后的认知影响效果。因为通常第一
印象产生的作用会持续时间较长，因此今后对事物的整个印象得
到的信息会产生更强的作用。对于首次接触七年级数学的初中学
生来说，教师应创造给学生开学以来一个良好的首因效应，为七
年级学生的数学教学打好教学基础，开个好头。 

一、首次与学生接触或见面时做好第一印象 
对于初中新生来说，他们往往迫切想知道七年级新老师较以

往小学老师有何不同，包括：身形样貌、性别、上课时会不会凶
等等，通常他们希望在第一节课时一探究竞。因此，学生们在开
学第一节课表现得较为认真也较为紧张。老师如果能把握学生此
时的心理特征，将开学第一节课上好，给学生留下一个良好的印
象，将会为学生今后的数学学习发挥出极大的积极作用。在教学
七年级数学首次新课时，教师进入课堂后，作者没有第一时间让
学生们起立，只是先平易近人的让学生听取教师的个人介绍，然
后问他们对老师有了新识了吗，当大家回答说是的时候，教师接
着说道：“上课，起立。”学生在这样的突然转变下，一下子又惊
又喜，有的学生懵然不知，有的学生措手不及，课堂的气氛瞬间
活跃融洽起来。后来的课堂时间，教师并没有接着教学新课，而
是与学生在教室面带微笑地开始师生间的谈话，一起分享自己当
年读中学时的点滴趣事和印象深刻的学习经历等。这堂节课如茶
话会般地代替了上课形式，为教师以后与学生的接触建立了良好
的亲近关系。 

二、科学运用“首因效应”上好每章的第一节课 
通常来说，数学每章的第一节课都是本章节的教学重点，是

本章节的核心内容，教师对本章第一节课教学内容准备得是否充
分，内容组织得是否合理，教学方法是否设置恰当，都会对教学
效果的好坏受到直接的影响，也会对学生今后章节内容的学习产
生一定的影响作用。而其中课堂导入最为关键，一堂课中最开始
环节的课堂导入，是对本堂课教学中的最初印象，对数学是否存
在学习兴趣，启动数学思维的快慢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
引入新课时的艺术感和科学性。因此，要基于教材内容，进行对
教材资源充分的挖掘和创造，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充分
调动起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如在讲授七年级代数第一册（上）
第二章《整式的加减》的第一课时，在新课引入时教师可以这样
做:  

先让学生口头回答：1+1=?5-4=?6+他=?  
然后再问学生:一个苹果加上一个苹果一共为几个?5 个人当

其中走了 4 个之后，还有几个人？当总共的 10 艘船游走了 8 条
鱼之后还有什么?  

学生回答道:a+a=?5x-4x=?10b-8x=?  
在结合由数到式的规律变化后，使学生能充分体会到运算数

字到运算算式的不同之处，进而对本章数学思想内容的突出由特
殊到一般的转变学习。 

三、认真对待每位学生第一次的课堂提问 

作为数学教学中重要的手段，课堂提问是不容忽视的环节，
它可以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作出及时的反馈，再结合学生的具体
情况作出教学的调整，以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善，以此来
提高教学效果。因此对于学生来说，数学课堂上教师第一次提问
的回答，对他们来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一旦教师存在不
当的处理，将会失去提问本身的意义，也会造成学生今后课堂学
习不利的影响。因此，教师在设置课堂第一次提问的环节过程中，
问题的设置要符合学生能力水平和他们的实际年龄特征；问题的
重点要清晰明确，要有集中的问题内容；设置问题的答案尽量是
简洁明确的；学生回答问题时的信息和积极性，教师要充分的保
护和鼓励，如若遇到错误的回答时，切不指责或打击，要认真的
给予分析和纠正，保护自尊心的同时作出问题的修正。 

四、在第一次数学考试时从难度和内容上充分设计好 
要对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作出判断，可以通过考试的手段进

行检查，也是给予学生进行自我评价的有利时机。学生通常在七
年级开学第一次的数学考试时，会作充分的准备。因为七年级学
生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尚且在表面，且对数学检测的评价有着不
稳定的表现，因此常会因为一时考试的失利而感到丧失学习的信
心。因此对七年级学生第一次的数学考试教师要努力设计好考试
内容，尽量让做出很大努力的学生能充分发挥出自身的学习能
力，且不宜让反应较迟钝的学生惨遭考试的失败，以免挫伤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特别针对一些智力尚存不足的学生，他们本来的
学习就有存在困难，如果试题太难更会磨灭他们的学习兴趣，形
成学习自卑感，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给以后的数学学习带来阴
影。 

五、结束语 
总之，在教学七年级数学时，在教学活动开展中师生都将面

临众多珍贵的“第一次”，教师对此如果能引起充分的重视，发
挥出“首因效应”的积极作用，运用各种“首因效应”于教学过
程中，相信会有效的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也能极大改善师
生关系，从而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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