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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中和高中阶段对应的数学课程标准，对于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培养的要求是密切联系、层层递进的，学

生的发展也是连续的。初高中数学衔接教学具有丰富的实践价值，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实施一定的衔接教

学势在必行。本文基于初高中数学衔接教学实施的现实困境及产生原因的分析，提出教师要树立衔接教

学意识、把握衔接教学的内涵，强化教师研究意识、全面把控课程标准和教材，立足具体学情、丰富衔

接教学方式，挖掘内容衔接点、建构完整知识结构等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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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corresponding to junior high scho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mathematics core litera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s also continuous. The linking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in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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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has rich practical value, and it is imperative to implement certain 
linking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caus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bridging teaching i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eachers should establish the awareness of bridging teaching, grasp the 
connotation of bridging teaching, strengthen their awareness of research, fully control the curricu-
lum standards and textbooks, base on the specific learning situation, enrich the bridging teaching 
methods, explore the connecting points of content, and construct a complete knowledg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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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初高中阶段是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关键阶段，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高中数学相对于初中阶

段的数学更具深入性，注重数学公式推导、概念原理等，同时知识的应用更加深入。由于教学内容起点

高，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数学素养等要求有了提升，因而学生的可接受性有一定的降低，学习难度增加。

但整体上，初中阶段与高中阶段的数学学习呈现出密切联系、层层递进的关系，这就要求做好初高中数

学的衔接教学。 
衔接教学是指在学生从一个学段过渡到下一个学段的过程中，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和支持，

在学习的广度和深度上进行有机匹配，以帮助他们平稳地过渡并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和要求的重要环节[1]。
从初中到高中的衔接，需要关注课程设置和学科转型等问题，确保学生在高中阶段能够顺利开展学业和

规划未来。因此，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实施衔接教学，更符合学生的认知与发展，是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

养、帮助学生整体建构数学架构的重要途径。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指出，应注意整体把握教学内容，促进数学学科

核心素养连续性和阶段性发展[2]。但在当前的高中数学实际教学中，少有初高中核心素养衔接教学的实

施，许多高中教师对学生在初中所学内容与高中的联系关注不够、分析过少，将重点放在高中数学知识

的整合中，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导致学生缺乏对数学知识的整体理解与把握。当然，许多初

中教师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初中基本知识、提高考试成绩，关注学生初中数学知识在未来高

中的进阶学习也是少之又少。 
初高中数学衔接得到诸多专家和一线教师的重视与关注，进行过不少的研究与实践。如赵敏研究

认为，在新高考更重视核心素养考察的趋势下，初高中数学教学内容、数学教学方法、数学学习方式

都表现出断层现象[3]；李红、宋帆经调查某高中一年级新生的中考成绩，以及在刚升入高中后的两次

数学考试成绩，发现这些高一新生后两次成绩普遍低于期中成绩，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因素是初高中

数学内容相差太大、初高中教学衔接不畅[4]；郑敏惠研究提出，高中数学课程相较于初中发生了极大

的改变，不只是对学生的数学思想和能力，还对学生的建模思想和计算推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
等等。 

本文拟阐述初高中数学衔接教学与核心素养培养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当下数学衔接教学的实施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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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一定的教学实施策略与建议，以期与同仁共同探讨交流，为促进初高中数

学核心素养落实而作贡献。 

2. 初高中数学衔接教学与核心素养培养的关系 

高中数学课程是义务教育阶段后普通高级中学的主要课程，具有基础性、选择性和发展性。尽管当

前我国初中和高中阶段分别对应有着不同的课程标准，即《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和《普

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但这并不代表初高中的数学是割裂的。《义务教育数学

课程标准(2022 年版)》将数学课程要培养的学生核心素养表述为“三会”(也是数学课程总目标)，即会用

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6]。具体到初

中、高中阶段，初中阶段数学核心素养包含抽象能力、空间观念、几何直观、推理能力、运算能力、模

型观念、数据观念、创新意识和应用意识，高中阶段数学核心素养包含数学抽象、直观想象、逻辑推理、

数学运算、数学建模和数据分析，它们是紧密联系的(两者的一致性见表 1)。关于“数学眼光”的核心素

养，数学抽象是在抽象能力上的提升，要求能得到数学研究的对象；直观想象是在空间观念、几何直观

上的提升，要求能理解和解决数学问题。关于“数学思维”的核心素养，逻辑推理是在推理能力上的提

升，要求能依据规则推出其他命题；数学运算是在运算能力上的提升，要求能依据运算法则解决数学问

题。关于“数学语言”的核心素养，数学建模是在模型观念上的提升，要求能用数学语言表达问题、用

数学方法构建模型决问题；数据分析是在数据观念上的提升，要求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知识的素养。 
 

Table 1. Mathematics core literacy consistency in junior high school 
表 1. 初高中数学核心素养的一致性 

核心素养 高中阶段 初中阶段 

数学眼光 
数学抽象 抽象能力 

直观想象 空间观念 
几何直观 

数学思维 
逻辑推理 推理能力 

数学运算 运算能力 

数学语言 
数学建模 模型观念 

数据分析 数据观念 

(注：上表上初中阶段的核心素养还有：创新意识、应用意识。) 

 
数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通过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提出较高要求，对学生的智力开发、

实践能力、思维能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建构主义理论就强调，学习者并不是空着脑袋进入学习情境中

的，教学不能无视学习者的已有知识经验，而应在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导学

习者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新的知识经验，即教学不是知识的简单传递，更要考虑学生首先是作为

发展中的人。初中数学知识的难度相对较低，教师以直观教学的方法居多，教师对学生的期望主要集中

在考试、数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简单应用的层面。但初中有关代数、几何的基本知识，在高中数学的多

个模块中都有所体现。部分初中教师对于初中数学在高中的发展没有一定的前瞻意识，着重关注当前的

数学学习，没有考虑到学生今后的发展需要。因此，在高中，学生会出现难以直接接受新知识、教学效

果和学习成果不够理想的现象。为实现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实施初高中数学衔接教学是必不可少的。 
初高中阶段数学核心素养体现出本质相同、层层递进的关系。做好高中数学需要与初中数学做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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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素养上的衔接，就需要落实到整体设计的衔接教学上，作好对应学习内容的“教学衔接”。 
教学衔接的呈现形式是教学活动的首尾相接，主要聚焦于学生新旧知识、综合素养与核心能力之间

的连贯性与系统性[7]。作为高中数学教学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教学衔接的整体质量直接影响学生数学知

识的积累、能力的提升和素养的升华。教师能否立足具体学情、教学需要来构建有效的教学衔接，则是

衡量教学衔接整体水平高低的重要前提。 

3. 初高中数学衔接教学与核心素养培养存在的现实问题 

(1) 教师衔接教学意识与能力欠缺，培训不到位 
衔接教学虽然是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利于落实核心素养培养的理念与环节，但当下并未完全渗

透到高中数学的教学中去。究其原因，首先是一些教师缺乏衔接教学的理念和意识，无法进行衔接教学。

学校很少开展跨衔接教学方面的教学活动，造成了教师和学生都没有了解或者忽视衔接教学。其次，教

师缺乏整合初高中数学知识的能力，缺乏衔接教学的经验。一些教师不知道在哪个教学环节融入初中知

识教学效果最明显，也不能很好把握衔接的维度。另外，导致这种现象发生，还源于我国教师培养模式

下的学科专业性较强，许多师范院校并没有设置有关在实际数学教学中进行衔接教学的课程或训练。在

培养师范生教学技能时，也较少提及衔接教学方面的教学案例。尽管传统的数学教学课程注意到将高中

数学知识进行连接整合，但在学生已拥有初中数学知识的基础，将初高中数学衔接在一起也是十分必要

的。它不仅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还能帮助学生高效理解高中数学知识，整体性建构数学知识，提升学生

的核心素养水平。 
(2) 对教材与课程标准分析不足，衔接缺乏科学性 
在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为了完成衔接而去衔接，分不清楚主次，而造成课堂重心偏离。如一位教

师在讲授平面与平面平行例题时，运用到了三角形的中位线，然后从讲解三角形的中位线开始，讲到三

角形的重心、垂心、内心、外心、旁心等知识，以及分别的图形表示、推导过程等，这样一节课就结束

了。有些学生本就对这些知识容易混淆不清，而高中对“五心”也并不作为重点考察。显然，这位教师

对于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对于此部分的内容要求不清楚。这样的衔接不仅浪费时间，学生还抓不到重点，

不能对刚学过的面面平行进行巩固，对本堂课的学习没有太大帮助，而且学生对知识更易混淆。若教师

对初中和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没有进行对比研究，极易抓不住衔接重点，导致衔接教学缺乏科学性。不仅

增加了学生的负担，使学生对知识结构更加模糊，不能很好地进行学习。这样的教学，难以达到帮助学

生构建数学知识网络，提升学生数学素养的目标。 
(3) 衔接学情分析不足，教学目标难以达成 
高中生在进入高中前，其个体各方面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表现为两个方面：同一个体机能系统特性

在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速率，不同个体系统的发展速率、起始时间、达到的成熟水平是不同的。

同时，不同个体间的发展水平也不完全相同，表现为学生储备的数学知识、数学能力、数学经验等[8]。
如高中讲授一元二次函数图像时，有些教师会直接用一元二次函数解的关系 (韦达定理 ) 

1 2 1 2,b cx x x x
a a

+ = − = 求图像与 x 轴交点的横坐标。但这部分在初中为选学内容，可能会出现部分学生没 

学过或者不理解的情况，由此学生可能会产生挫败感，降低对数学学习的兴趣，更难达到课程教学的目

标。因此，教师进行衔接教学时，寻找的衔接点应注意大多数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对学生的学情提前分

析，让学生在自己了解熟悉的知识基础上学习显得尤为重要。 
(4) 衔接教学实施困难，教学知识差异大 
初中数学注重的是基础知识的培养，从实际问题到数学问题、建立数学模型，最后解决问题，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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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理解、掌握。高中数学是一门难度更大的科目，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课程更具抽象复杂性、思维

逻辑性、思想跳跃性。知识往往是以章节为主，数学知识学习的广度更宽、难度更深，结构也更加抽象。

具体表现为：初中阶段的数学概念相对较为简单，更注重形象和直观，而高中数学教材内容要求掌握初

中数学基础知识。高中数学的概念更为抽象，如集合、函数等。初中阶段的数学语言主要是形象、通俗

的方式，而高中数学的语言则开始变得抽象，使用了更多的数学符号和术语。初中阶段的数学学习思想

相对简单，很多题型建立了统一的思维模式，而高中数学在思想方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强调逻

辑推理和抽象思维等。因此，初高中数学衔接教学设计困难，教学知识差异大，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弥

补这种断层和变化。在进行高中数学教学设计时，衔接点可能有多个。因此，对于不熟悉初中数学知识

教学的教师进行衔接教学设计比较困难，不确定可以衔接哪些内容以及如何衔接教学。 

4. 初高中数学衔接教学与核心素养培养的策略 

(1) 树立衔接教学意识，把握衔接教学的内涵 
近几年实施的“新高考”，极为强调高中数学思想与方法的重要性，关注学生数学思维的激活和课

堂主体性的利用，所以数学教师的教学意识、学科素养在实现初高中数学教学有机衔接方面的作用显得

尤为关键，数学教师对初高中教学的衔接以及数学整体教学质量具有关键的指引导向作用。初高中数学

课程在内容、重点、目标等方面有明显差异，高中数学教师应积极树立衔接教学意识，对刚进入高中数

学课堂的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尊重，以实现初高中数学衔接的整体效果。 
一方面，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筑牢衔接教学意识，积极转变教学方式。如立足于刚入高中

的学生熟悉的“讲学练”等教学方式，对数学概念、公式定理等进行综合化教学；积极引导学生逐步适

应高中数学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通过增加高中数学知识的直观性和趣味性来帮助学生理解抽象概念，同

时合理安排教学进度，避免知识点过于集中导致学生难以承受。比如在高中学习的立体几何问题，这一

部分在初中阶段已进行初步的讲解，高中阶段又增加了新的定理定律，使立体几何更加立体化，这就要

求教师将初高中相通的地方连接起来，从而使学生构建出初高中的立体几何之间的联系，进行更深入的

学习，从而达到掌握几何知识，提升学生的直观想象等能力的目标要求。同时，还要结合高中数学的内

容，针对性地渗透数学思想，而后为学生们设置相应的练习题目，帮助学生锻炼自主学习的能力、自我

检查知识的能力，使他们逐步养成分析、推理、抽象等数学思想。另一方面，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观念和习惯，通过强化学生的独立自主性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高中数学的学习，在心理层面更

好地接受初高中数学课程的差异性，从而更加积极地融入其中。同时，还需要立足于数学课程的学科属

性与特征，对面临学习困难的学生进行鼓励，激励其直面挑战、战胜困难，从而帮助学生养成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的高尚学习品格。 
(2) 强化教师研究意识，全面把控课程标准和教材 
课程标准是实施国家课程的纲领性文件，也体现了国家对课程推进的基本规范和质量要求，是开展

学科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推进，2017 年《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正式

颁布，并且在 2020 年进行了修订；2022 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也正式出台，它们是开展当前初

中、高中数学教学的指南。因此，要想做好初高中数学教学衔接工作，需要高中数学教师在关注高中数

学课程标准的同时，也要了解初中课程标准，特别是新的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要求、课程内容、学业质

量要求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了解学生在初中阶段的知识储备、能力层次等，这样教师的教学针对性才会

更强。同时，高中数学教师也要了解初中数学教材的新变化。现行的初、高中数学教材都存在“一标多

本”的现状，不同版本的教材对教学内容的侧重点有一定差异性。特别是新的数学课程标准实施后，很

多地区的初中数学教材都有变化。如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其教学内容的编排顺序有明显调整，教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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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读性更强但是难度明显降低，部分学习内容与高中学习内容有较明显的跨度，学生容易遇到困难，需

要教师为学生搭建衔接的平台。因此，高中数学教师也要重视对初中教材的研究，准确把握学生的数学

学科核心素养具体状况，为开展初高中教学衔接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3) 立足具体学情，丰富衔接教学方式 
要搞好衔接教学，就要分析并立足学生的实际。课程的内容设计要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特点，重视知

识的形成，学生通过自主探索后得到知识建构以及能力的提升。同时，衔接教学是连续不断进行的，教

师应不断了解学生已有知识基础，掌握学生的知识、能力、经验的整体水平，根据具体情况对衔接点进

行把握，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从而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发展数学核心素养。教师可以通过数

学学史激发学生内驱力。针对初中数学教学以形象教学为主，学生感觉较为容易，但进入高中阶段数学

教学以抽象为主，学生易产生晦涩难懂感觉的现象，高中数学教师在开展衔接教学时，可以把数学史融

入教学中，为学生介绍典型的数学思想、方法以及数学曲折的发展历程，让学生感受数学学习过程中所

体现出来的坚韧品质，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信心与决心。教师还可以通过联系生活来提升学生数学学

习的趣味性，使学生体会到数学学习的价值所在。同时，还应该注意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在教育信息

化大背景下，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普遍进入了高中课堂，它给初高中数学教学提供了强大助力，教师可以

充分利用其操作便捷、丰富直观、动静结合的优势，把抽象的学习内容直观、具体地呈现给学生，辅助

学生消化和理解学习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如一位教师在高中讲授一元二次函数图像时，进行了如下教学： 

先让学生回忆一元二次函数求解的公式法
2

1,2
4

2
b b acx

a
− ± −

= ，然后一起推导一下 1 2 1 2,x x x x+ ，最后判断一元二

次函数与 x 轴的交点的简便求解。 

如此教学是很合理有效的，因为公式法是所有学生比较熟悉的，由此推导出来韦达定理，既可以让

学过该定理的同学加深对公式的理解，还可以让没学过的同学获得对公式的认识，从而对一元二次函数

与 x 轴的交点有更好的理解，建立数学运算、数据分析与数学抽象和直观想象之间的联系。 
(4) 挖掘内容衔接点，建构完整知识结构 
随着数学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推进，很多初中数学中的知识点被删减。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

生们的学习量，但这些知识恰好也是高中数学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在核心素养培养背景

下实现初高中数学教学的有机融合，需要教师精准把握数学知识和教材内容之间的衔接点，来帮助学生

减轻高中数学知识的学习压力、建构更加完整系统的数学知识网络。比如在进行“集合”知识点教学时，

由于这部分知识学生在初中已经有所提及，只不过数学语言缺乏严谨性、推理过程缺乏严密性，因此在

高中阶段深入学习这部分知识时，教师就可以放慢教学节奏，加强学生对符号的学习，通过精讲精练的

过程，来帮助学生梳理关于“集合”知识的内容，进而巩固旧知识、强化新知识的学习。又如一位教师

在进行线面平行的判定定理导入部分，借助初中的导入进行如下教学： 

一条边 ab 粘在木棒上矩形 abcd 旋转得圆柱，那么边 cd 与旋转得到的任一平面 abc'd'是怎样的位置关系？为什

么？ 

该情境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圆柱的理解、对矩形性质的运用，还可以使学生对线面平行的判定定理

更易接受，更能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和直观想象能力。 

5. 结语 

教学衔接问题是教师能力和思想的突破点，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达成是初中、高中数学教师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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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追求。高中数学教师实施并以衔接教学为途径，可以帮助学生完成数学学习的过渡，有利于学生的

学业顺利的进步与能力发展。初高中数学衔接教学要在学生的认知基础上，继续深入学习数学知识和经

验，促进学生对数学的整体建构以及核心素养的提升。当然，初高中衔接教学是个结构不良问题，需要

各位数学教师的深入研究，进一步研发更适合学生的衔接教学，为落实数学核心素养做出教育工作者应

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肖海阳. 初高中数学教学内容衔接研究[J]. 数学学习与研究, 2023(18): 90-92.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修订) [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3] 赵敏. 新高考理念下初高中数学衔接教学策略探讨[C]//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2023 年第三届生活教育学术论坛论

文集. 2023: 572-574.  

[4] 李红, 宋帆. “知识四维度”视角下初高中数学教学衔接研究[J]. 黑龙江科学, 2021, 12(21): 4-5+8.  

[5] 郑敏惠. 初高中数学衔接教学对高中数学学习的重要性[J]. 教育观察, 2019, 8(17): 123-124.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 [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2.  

[7] 陈肯. 初高中数学教学的区别与衔接方法研究[J]. 课程教育研究, 2019(46): 64-65.  

[8] 渠东剑. 从螺旋上升视角谈初中、高中数学衔接[J]. 中学数学教学参考, 2016(8): 6-9.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2078

	核心素养视角下初高中数学衔接教学的实施策略
	摘  要
	关键词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Mathematics Bridging Teaching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Literacy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初高中数学衔接教学与核心素养培养的关系
	3. 初高中数学衔接教学与核心素养培养存在的现实问题
	4. 初高中数学衔接教学与核心素养培养的策略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