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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思维，衔接知识 
◆沈士凯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  天津市  300450） 

 
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

国教育大会上关于“立德树人”的指示精神，新课改的实施在不
断地深入，核心素养的落实也在不断推进。目前我国实施的九年
义务教育，从小学至初中按六三制进行学段安排，从教育部制定
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来看，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内容按
照每三个年级一个学段,共分为三个学段，按照数与代数、图形
与几何、概率与统计、综合与实践四个领域按照螺旋上升式进行
各学段的学习内容的安排。虽然义务教育课标是按照 9 年义务教
育统一进行的安排的，但是小学与初中的教学方法是有差异的，
如何能够在螺旋式上升的课程内容安排下，更有效的提高学生在
不同学段学习数学的兴趣和效率，是我认为应该亟待解决的问
题。这就需要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从事 1~9 年级教学的小学、初
中教师要数立“全局课程观”。这样就能完善小初数学的过渡和
衔接。 

数学是门工具学科，但是大部分学生只把数学当做一门学科
进行学习，并没有真正的体现数学在生活中应用价值。数学的价
值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然后再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古代西方数
学家认为“万物皆数”、“数必须是能用来表示多少”，所以起初
并不愿意承认负数的存在，认为负数不能表示量的多少，但是由
于解析几何的出现，平面直角坐标系为负数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
基础。这就说明了在学习的过程中，质疑的思想永远是推动事物
发展的内驱力，只有在不断的质疑和辩论下才能产生新的事物。
所以在教学中，要以实际应用价值和合理质疑作为推手，培养学
生科学的思辨能力。 

小学要求学生初步形成数感，感受符号的作用，而初中要求
学生体验从具体情境中抽象出数学符号的过程。数感与符号意识
是小学进入初中以后 困难的一个转变，数感的培养并不是简单
的认识阿拉伯数字，而是在实际生活中对数的运用和驾驭。小学
从数数，到计算，再到估算， 后到应用，整个的一个流程无不
体现对数感从建立，到发展，再到强化， 后到提升的培养。这
些培养都是建立在小学生的认知结构和现实生活中能够接触到
的、可以理解的简单事物作为出发点的基础之上进行学习的。而
进入初中以后要从学生大脑认知中的 

熟悉例子中提炼并深化出以前没有涉及的认识领域，从而以
实际问题为引导，丰富新的数感和符号意识，逐步使学生的思维
从高度、温度等简单的概念向 CPI、PM2.5 等抽象复杂的概念进
行转变。逐步建立学生的抽象思维，为后面的代数式、函数的学
习奠定抽象思维的基础。 

七年级数学学习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有理数的加减运算，

通过对绝对值的学习，在有理数加减法教学中直接利用绝对值进
行教学是大部分教师按部就班的方法。但是绝对值的概念对于七
年级学生的抽象理解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学
生都能彻底学懂绝对值，然而，学不懂绝对值又将会成为有理数
加减法学习的绊脚石。其实，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好书本中与实际
生活有关的例题和习题，运用学生们常见的“抵消”思想，切入
有理数加减法的教学工作，用这种易于接受的方式，促进学生有
理数加减法的学习，再反观有理数加减法的法则，从验证的角度
去理解法则中运用绝对值解决有理数加减法的本质。培养了学生
的思辨能力和逻辑能力。 

从算术到方程的过渡是七年级学生面临的第二大问题。学生
们习惯了小学的从已知出发，逐步推进， 终得出结果的算术方
法。即使讲完了方程，学生们在处理应用题时仍然第一思维是用
算术法解决，并没有想利用方程去处理实际问题，这个问题的出
现就在于教师在讲方程时引入的实际问题效果并不能真正激发
学生学习方程的兴趣，只是把任务简单的停留在解方程的步骤讲
解上，从而忽略了孩子们对于学习解方程的兴趣。方程的学习不
仅要停留在解方程的步骤提高到理论上的理解，还要注重应用
性，所以引入的例子必须是学生在小学感到困惑不解的复杂题
目，但利用方程便可以简单处理的题目（如鸡兔同笼问题），诱
发了学生的兴趣点，也完成了方程学习的开篇立意。这样就可以
从一开始把问题中所求的结果和已知放在平等地位，建立等量关
系，再通过解方程的步骤得出结论。方程的思维具有双向性，培
养了学生的双向思维，比起算术的单向性，有了质的变化，也完
成了从算术法到方程法的过渡。 

小初知识的衔接和过渡，与其说是初中教师单方面的努力，
不如归结为小学教师和初中教师共同努力的结果。让小学知识在
初中教学中有体现，让初中知识在小学教学中有铺垫。知识的传
授不能只以知识本身作为出发点，要从知识的根源和发展过程进
行授业，让学生充分理解知识的价值所在。用知识传递、表达和
交流对生活的认识。要通过创设学生有兴趣的教学情境、引导学
生熟悉的思维模式，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观察事物、认识事物和理
解事物的能力，利用所学知识处理实际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应
用意识和创新意识。 

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素养是现代社会每一
个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创新能
力，如何发挥数学的不可替代性，成为了教师应该去思考的一个
问题。只有将数学真正的实用了，让学生们学到有用的数学，才
能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