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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其总目标是通过教师的教学活动与学生的学习活动使得学生逐步掌握“三

会”。数学课程的义务教育阶段核心任务是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在义务教育阶段，核心素养主要表现

为数感、量感、符号意识、抽象能力、运算能力、几何直观、空间观念、推理能力等等方面；而在普通

高中数学教育阶段，希望学生能获得进一步学习的“四基”、“四能”等方面与能力，育人价值的集中

体现是进一步培养学科核心素养，其为学科教学课程目标的集中体现，主要体现在数学抽象、逻辑推理、

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与数据分析等六大方面。可见义务教育阶段与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对于数

学核心素养的要求有了明显的进一步深入要求，那么在核心素养的目标要求背景下，如何正确有效引导

学生，做好初高中数学学习的有效衔接，帮助学生树立的正确价值观，培养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的关键能

力，本文从定性到定量的角度，在大单元视角下探讨核心素养下初高中的数学教学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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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mathematical learning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the general goal is to make stu-
dents gradually master the “three meetings” through teachers’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students’ learn-
ing activities. The core task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of mathematics curriculum is to culti-
vate students’ core literacy.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core liter-
acy are the sense of number, sense of quantity, symbol consciousness, abstract ability, computing abil-
ity, geometric intuition, spatial concept, reasoning ability, etc. In the stag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ordinary high school, it is hoped that students can obtain the “four foundation” and ability of further 
learning.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the value of educating people is to further cultivate the 
core literacy of the subject. It is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the goal of the subject teaching 
course,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six aspects: mathematical abstraction, logical reasoning, mathe-
matical modeling, intuitive imagination, mathematical operation and data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and the general high school education stage have obvious further re-
quirements for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ore quality of mathematics. So,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oal requirements of core literacy, how to correctly and effectively guide students, do a good job in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learning, help students estab-
lish correct value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key ability to solve mathematical problems. From a quali-
tative to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mathematical teaching connection of jun-
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under the core lite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rge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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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202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

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到 2027 年，教育强国建设取

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到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1]。《纲要》中指出办

强办优基础教育，夯实全面提升国民素质战略基点；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全面提升课堂教学水平。

而在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阶段，基于升学考试为目标导向的客观现实目的，以及现阶段教材人为割裂各

知识点之间联系的客观现状，学生们在学习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很好地关注到知识之间的

联系，不能很好地构建学科知识框架。 

2. 研究现状 

初中阶段课程内容共有四部分：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而普通高中数

学课程内容分为：预备知识、函数、几何与代数、概率与统计、数学建模活动与数学探究活动。《普通高

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版 2020 年修订)有指出初中数学知识相对具体，高中阶段数学知识相对抽象[2]。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指出义务教育阶段数学眼光主要表现为几何直观，推理意识或推理

能力，而高中阶段核心素养则概括为逻辑推理、直观想象与数学运算。教师应针对这一特征帮助学生完

成从初中到高中数学学习的过渡。学校教师在初中阶段更多是从定性的角度进行教学，而到了高中阶段

则从定量的角度进行教学。例如初中阶段从定性的角度学习的三角形全等知识，有 SSS，SAS，AAS，
ASA，HL，即通过边角关系中的三个已知条件来确定三角形，而高中则是从定量的角度给出三角形边与

角的数量关系——解三角形，即正弦定理、余弦定理及其应用，在人教 A 版(2019 版)课本必修第二册第

六章 6.4.3 节处插图、人教 B 版(2019 版)必修第四册第九章 9.1 节插图以及沪教版必修第二册第六章 6.3
插图中都有所体现，如下图 1~3。 
 

 
Figure 1. People’s education A edition compulsory volume 2 chapter 6 6.4.3 illustration 
图 1. 人教 A 版必修第二册第六章 6.4.3 插图 

 

 
Figure 2.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B compulsory volume 4 9.1 
图 2. 人教 B 版必修第四册 9.1 
 

 
Figure 3. Shanghai education edition compulsory volume 2 6.3 illustration 
图 3. 沪教版必修第二册 6.3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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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单元教学理论 

不同于国外在 20 世纪中期大单元教学理论基础萌芽快速发展，我国在该领域则发展进步缓慢，在近

些年来才逐步受到重视并得到快速发展，如下图 4。我国单元教学理论雏形可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梁

启超的“分组比较”思想[3] [4]。崔允漷教授指出一个学习单元由素养目标、课时、情境、任务、知识点

等组成，单元就是将这些要素按某种需求和规范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结构的整体[5]。崔允漷教授表示

大单元教学强调教师进行教学设计的站位之“高”，即要从整体着眼，从“大”处着眼，超越单一的知识

点和技能而从学科核心素养出发思考课程育人的本质[6]。2023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

印发《关于推荐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和实验校的通知》，在重点任务中指出统筹推进区域教学改革，

聚焦核心素养导向的大单元教学等教学改革重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推动课程标准理念要求在课堂教学

中转化落地[7]。近年来，国内学界针对大单元教学理论的研究视域持续拓展，其理论体系日臻完善。在

单元划分维度上，研究者们已突破传统以学科知识内在逻辑为划分基准的“小单元”架构模式，转而基

于整体主义教育理念，构建学科整体框架体系，通过目标统整、核心概念提取、任务驱动设计及情境建

构等多元整合路径，以期实现教学单元的系统性重构。这种范式转型更加紧贴数学学科学习特点，亦彰

显了核心素养培养为目的的教学理念革新。 
 

 
Figure 4.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publication time of the literature with “large unit teaching” as the theme word 
图 4. 以“大单元教学”为主题词文献发表时间统计图 

4. 教学案例 

我们追根溯源，形成以初中相关知识轴对称、中心对称为基础，以定性定量的研究视角回顾的函数

相关奇偶性、对称性、周期性等性质，以解决相关函数性质应用的单元复习教学，大单元教学设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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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如下图 5。 
有关教学过程与复习题目如下： 
以人教版对轴对称与中心对称的相关概念为例，如果一个平面图形沿一条直线折叠，直线两旁的部

分能够互相重合，这个图形就叫做轴对称图形，这条线就是它的对称轴；把一个图形绕某一点旋转180，
如果它能够与另一个图形重合，那么就说这两个图形关于这个点对称或中心对称，这个点叫做对称中心，

这两个图形在旋转后能重合的对应点叫做关于对称中心的对称点。初中阶段对于轴对称与中心对称的描

述更加趋近于定性的描述。 
 

 
Figure 5. Teaching design structure of large units 
图 5. 大单元教学设计结构图 

 
如图 6，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对 ABC∆ 进行循环往复的轴对称变换．若原来点 B 的坐标是 ( )5,2− ，

则经过第 2025 次变换后，点 B 的对应点的坐标为( ) 
 

 
Figure 6. Example 1 topic diagram 
图 6. 例 1 题目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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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通过上题案例，让学生意识到初中虽然在知识概念方面仅给出定性的描述，但题目当

中已经通过对称点对应坐标来潜移默化的渗透对称的定量关系，即通过点坐标规律探索、坐标与图形变

化——轴对称。通过回顾本题，培养学生几何直观、数据观念、抽象能力等核心素养。而到了高中阶段，

我们则将初中的图形几何知识通过笛卡尔坐标系与代数产生联系，即函数。继而引导学生理解函数性质

中的奇偶性、对称性则是对于初中对称相关概念定量描述的实质，奇函数实质就是对称中心为坐标原点

的中心对称的函数，而偶函数实质则为对称轴为 y 轴的轴对称的函数。 
例 2. 设 f(x)为奇函数，且当 x ≥ 0 时， ( ) 1xf x e= − ，则当 x < 0 时，f(x) = ( ) 
师：这个题是考察由奇偶性求函数解析式，大家怎么解决呢？ 
生 1：由 f(x)为奇函数，则有 ( ) ( )f x f x= − −  
师：具体应该如何求得 x < 0 时，f(x)的解析式？ 
生 2： 0x <当 时， 0x− > ， ( ) 1xf x e−− = −则 ，则由 f(x)为奇函数可知 
( ) ( ) ( )1 1x xf x f x e e− −= − − = − − = − +  

【设计意图】该题采取了代换法，利用转化化归的思想，由上例 1 中“点”对称深入至“线”的对

称，而函数的奇偶性，实质为特殊位置即坐标原点与坐标 y 轴的对称性，从例 1 到例 2 直到接下来的例

3，体现了数学学习由浅及深的特点以及从特殊到一般的数学思想，培养了学生数学抽象与数学运算的核

心素养。 

例 3. 已知函数 ( ) ( )3ln 1
2

xf x ax b x
x

= + + −
−

证明：曲线 ( )y f x= 是中心对称图形； 

师：在解决本题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对称性的相关性质， 

若 ( )y f x= 满足 ( ) ( )f x b f a x+ = − ，则 ( )y f x= 关于
2

a bx +
= 轴对称； 

若 ( )y f x= 满足 ( ) (2 ) 2f x f a x b+ − = ，则 ( )y f x= 关于点 ( ),a b 轴对称； 
当 0a b= = 时，即满足了函数的奇偶性，需要注意的是，函数的单调性是局部性质，但是奇偶性为

整体性质，需要考虑定义域是否关于对称轴或对称中心对称，这是前提，大家要注意，所以第一步我们

需要怎么做呢？ 
生 1：第一步我们应该先求出 f(x)的定义域。 
师：怎么求呢？ 

生 2：需要满足使得函数有意义，即满足 0
2

x
x
>

−
，即 0 2x< < 。 

师：若使得 ( )y f x= 是中心对称图形， ( )y f x= 需要满足哪个等式？ 

生 3：需要 ( )y f x= 满足对于 ( )0, 2x∀ ∈ ， ( ) ( ) ( ) ( )322 ln 2 2 1
2 2

xf x a x b x
x

−
− = + − + − −

− −
 

则 ( ) ( ) ( ) ( ) ( )3 322 ln 1 ln 2 1 2
2

x xf x f x ax b x a x b x a
x x

−
+ − = + + − + + − + − =

−
 

所以曲线 ( )y f x= 是中心对称图形，对称中心为 ( )1, a 。 
【设计意图】在初高中衔接阶段，大量学困生浮现这一普遍现象，其原因之一便是学生对于知识的

理解不到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通过以上题目与性质回顾，可以进一步帮助学生理解对称性数学

符号语言的含义，内化知识理解。 
例 4.设函数 ( )f x 的定义域为 R， ( )1f x + 为奇函数， ( )2f x + 为偶函数，当 [ ]1, 2x∈ 时， 

2( )f x ax b= + ．若 ( ) ( )0 3 6f f+ = ，则
9
2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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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本题已知 ( )f x 对称性，由已知条件如何转化为数学语言呢？ 
生 1：由 ( )1f x + 为奇函数，可知 ( 1) ( 1)f x f x− + = − +  ① 
由 ( )2f x + 为偶函数，可知 ( 2) ( 2)f x f x+ = − +  ② 
师：已知当 [ ]1,2x∈ 时的函数解析式，以及 ( ) ( )0 3 6f f+ = ，如何将这两个条件与①、②两式产生联

系呢？ 
生 2：利用 ( )f x 的对称性，找到 ( ) ( )0 3f f、 与 ( ) [ ], 1, 2f x x∈ 的关系，即 

( ) ( ) ( ) ( ) ( )20 1 1 1 1 2 2 4f f f f a b a b= − + = − + = − = − × + = − −  ③ 

( ) ( ) ( ) ( )3 1 2 1 2 1f f f f a b= + = − + = = +  ④ 
将③④代入 ( ) ( )0 3 6f f+ = ，可得， 2a = −  ⑤ 
又 ( )1f x + 为奇函数， 0 (0 1) (0 1),x f f= + = − +当 时，  
即 ( )1 0,f = 则有 (1) 0f a b= + =  ⑥，联立⑤ ⑥，可得 2b =  

( ) [ ]22 2, 1,2f x x x∴ = − + ∈ ，
9 5 5 12 2
2 2 2 2

f f f f       = + = − + = −       
       

 

1 3 3 5 1 1 31 1 2 2
2 2 2 2 2 2 2

f f f f f f f             − = − + = − + = − = − + = − − + = −             
             

 

29 3 3 9 52 2 2
2 2 2 2 2

f f
      ∴ = − = − − × + = − =      

       
 

师：同学们利用函数对称性求得参数 ,a b ，以此得到部分区间的函数解析式，这很好！但是大家去求 

解
9
2

f  
 
 

函数值时，多次利用函数对称性进行化简，化简过程计算较多，略显繁琐，我们是否可以用其他

方法来求解呢？ 
生齐：利用函数对称性求函数周期。 
师：如果要利用函数周期性来解决问题，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函数的对称性和周期性之间存在着

的联系，根据我们刚刚回顾相关知识点，对称性有两种——轴对称、中心对称，那根据函数不同的对称

性来求函数周期性的方法有几种呢？ 
生齐：第一，已知轴对称来求函数周期； 
第二，已知中心对称来求函数周期； 
第三，已知轴对称与中心对称来求函数周期。 
师：我们首先先看第一类，已知轴对称来求函数周期，我们不妨设函数 ( ) ,f x x R∈ ，函数图象关于

直线 x a= 对称，且关于直线 ( )x b a b= ≠ 对称，求证函数为周期函数并求得函数最小正周期。 
生 2： 已知函数 ( )f x 关于直线 x a= 对称，即 ( ) ( )f a x f a x+ = − ，等价于 ( ) ( )2f x f a x= −  ① 
同理，函数 ( )f x 关于直线 x b= 对称，即 ( ) ( )f b x f b x+ = − ，等价于 ( ) ( )2f x f b x= −  ② 
由①②联立可得， ( ) ( ) ( )2 2f x f a x f b x= − = − 。 
师：同学们注意，接下来的思路需要我们用到数学解题思想中较为常用的方法之一——换元法，给

大家一点提示，函数周期性的形式是 ( ) ( )f x T f x+ = ，那具体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生 3：由已知 ( ) ( )2 2f a x f b x− = − ，不妨令 2t a x= − ，则有 2x a t= − ， 

( ) ( )( ) ( )( )2 2 2f t f b a t f t b a= − − = + − ，最小正周期T 为 ( )2T b a= − 。 
师：大家要特别注意，最小正周期要注意“正”，是正数，b 和 a 的大小关系大家是否知道呢？所以

最小正周期应该是？ 
生 4：最小正周期T 应该为 2T b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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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已知中心对称来求函数周期，我们不妨设函数 ( ) ,f x x R∈ ，函数图象关于

点 ( ),0a 对称，且关于点 ( ),0 ,b a b≠ 对称，求证函数为周期函数并求得函数最小正周期。 
生 1：已知函数 ( )f x 关于点 ( ),0a 对称，即 ( ) ( )2 0f x f a x+ − = ，等价于 ( ) ( )2f x f a x= − −  ①。 
同理，函数 ( )f x 关于点 ( ),0b 对称，即 ( ) ( )2 0f x f b x+ − = ，等价于 ( ) ( )2f x f b x= − −  ②由① ②

联立可得， ( ) ( ) ( )2 2f x f a x f b x− = − = − 。 
生 2：与上一种情况类似，最小正周期T 应该为 2T b a= − 。 
师：最后一种情况，已知轴对称与中心对称来求函数周期，我们不妨设函数 ( ) ,f x x R∈ ，函数图象

关于直线 x a= 对称，且关于点 ( ),0 ,b a b≠ 对称，求证函数为周期函数并求得函数最小正周期。 
生 3：已知函数 ( )f x 关于直线 x a= 对称，即 ( ) ( )f a x f a x+ = − ，等价于 ( ) (2 )f x f a x= −  ① 
函数 ( )f x 关于点 ( ),0b 对称，即 ( ) ( )2 0f x f b x+ − = ，等价于 ( ) ( )2f x f b x= − −  ② 
由① ②联立可得， ( ) ( ) ( )2 2f x f a x f b x= − = −  ③ 
师：大家注意，③式与前两种情况略有不同，大家化简时要注意数学运算。 
生 4：仍然利用换元法，令 2t a x= − ，则 2x a t= − ，代入③式，可得 

( ) ( )( ) ( )( )2 2 2f t f b a t f t b a= − − − = − + − ，即 ( )( ) ( )2f t b a f t+ − = − ④，用 ( )2t b a+ − 来替换④式中的 
t ，可得 ( ) ( )( ) ( )( ) ( ) ( )2 2 2f t b a b a f t b a f x f x+ − + − = − + − = − − =   ，即 ( ) ( )( )4f x f x b a= + − ，故而

最小正周期 ( )4T b a= − 。 

师：回顾完知识点后，由 ( )( )1f x + 为奇函数， ( )2f x + 为偶函数，即为第三种情况，代入以上结论， 

可以得到 4T = ，故而
9 1 3 5
2 2 2 2

f f f     = = − =     
     

。 

【设计意图】主线由对于对称相关概念定性的描述，至特殊的函数性质奇偶性的定量研究，而后不

失一般性，即进一步回顾函数的对称性，将相关函数性质小模块复习过后，开始由内而外由函数奇偶性、

对称性的理解，进一步应用推理得到函数周期性，将零星知识点串联，加强知识网络联系，帮助学生构

建数学学科知识结构。 
当然，除了利用对称性来求得函数周期性，还可以利用函数自身关系推出周期性，利用多个函数之

间的关系推出函数周期性，以及利用函数及其反函数的对称关系来推出函数周期性等等，在这里由于篇

幅限制，不做过多赘述。 
通过回顾知识，即函数对称性来应用来求解函数周期性，那进而如何从函数的周期性和对称性来求

解函数的解析式？ 

例 5. 已知函数 ( ) ( )sinf x xω ϕ= + 在区间
π 2π,
6 3

 
 
 

上单调，其中ω 为正整数，
π
2

ϕ < ，且 

π π
3 2

f f   = −   
   

。则 ( )y f x= 图象的一个对称中心是( )；若
π 3
4 2

f   = 
 

，则ϕ 的值为( )。 

师：这一类型的题目多见于三角函数类型以及抽象函数类型的相关题目，以正弦函数类函数为例， 

( ) ( )sinf x A x Bω φ= + + ，由 ( ) ( )f x T f x+ = 关系式，得到周期T ，
2T π
ω

= ，由此得到ω ，若函数关于

直线 x a= 对称，则可以得到 ,
2

a n n Zπω φ π+ = + ∈ ，则可以得到 

2
n a n Zπφ π ω= + − ∈， ；若 ( )( ) sinf x A x Bω φ= + + 关于点 ( , )a b 对称，数形结合可知， ,a n n Zω φ π+ = ∈ ，

可得 ,n a n Zφ π ω= − ∈ ，另 B b= 。大家可以类比来求解一下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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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由题干已知条件
π π
3 2

f f   = −   
   

，可知 3 2 0
2

f

π π + 
= 

  
 

，即
5 0
12

f π  = 
 

，可知函数的一个对称

中心为
5 ,0
12
π 

 
 

。 

师：那对应的两个参数如何求呢？ 

生 2：由已知条件 ( ) ( )sinf x xω φ= + 在区间
2,

6 3
π π 
 
 

上单调，可知
22 | |
3 6

T π π π≥ − = ， 

2T π π
ω

= ≥ ，即 2ω ≤ ，又ω 为正整数，故而ω 可能取值为 1 或 2，由
5 0
12

f π  = 
 

， 

可知 1 1
5 ,
12

k k Zπ ω φ π+ = ∈  ①，又由
3

4 2
f π  = 
 

，可知 2 22 ,
4 3

k k Zπ πω φ π+ = + ∈  ②或 

3 3
2 2 ,

4 3
k k Zπ πω φ π+ = + ∈  ③，联立①、②，①~②可得， 1 2 1 2( 2 ) ,

6 3
k k k k Zπ πω π= − + − ∈、 ，化简得 

( )1 2 1 22 6 2 ,k k k k Zω = − + − ∈、 (舍) 

联立①、③，①~③可得， ( )1 3 1 3
2 2 ,

6 3
k k k k Zπ πω π= − + − ∈、 ，化简可得， 

( )1 34 6 2k kω = − + − ，由 1 3k k Z∈、 ，易得 ( )1 32k k Z− ∈ ，又ω 满足 1 21 2ω ω= =或 ， 

故而当 ( )1 32 1k k− = 时， 2ω = ，将其代入③，可得 3 3
2 2
3 2

k k Zπ πφ π= + − ∈， ，即 3 32
6

k k Zπφ π= + ∈， ，

又 | |
2
πφ < ，故而 3 0 ,

6
k πφ= =时 。 

上述案例举例说明了由函数对称性来求得函数周期性、由函数对称性、周期性来求得函数解析式，

那由函数周期性逆推函数对称性的过程在下面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师：若对于函数 ( )y f x= 满足 ( ) ( )f x f x T= + ，其中T 为函数的周期。令
2
Tx t= − ，可得 

2 2
T Tf t f t   − = +   

   
，则有函数 ( )y f x= 关于

T Tt t
2 2

2
x t

− + +
= = 轴对称。那如何确定 t 呢？ 

生 1：可采用特值法，令 0x = ，即
2
Tt = ，即可确定 t 的值。 

师：特值法不够直观，大家可以采取更直观的方法吗？ 
生 2：不妨假设函数 ( )y f x= 周期为 2a ，即 ( ) ( )2f x f x a= + ，同上用 x a− 替换 x ，可得 

( ) ( ) ( )2f x a f x a a f x a− = − + = + ，故而函数 ( )y f x= 图像关于 x a= 对称。 
师：一般来说，仅由函数的周期性不能直接推出函数具有中心对称性质，但如果结合函数的其他性

质或条件，就可以由周期性推出中心对称。 
【设计意图】由函数的奇偶性、对称性推导函数周期性，应用于三角函数 ( ) ( )sinf x A x Bω φ= + + ，

同时又由具体三角函数来考察函数性质综合应用，建构了两个模块的联系。 
函数的奇偶性、对称性不仅可以在函数周期性等函数性质综合应用方面使用颇多，在高等数学的应

用也用途广泛，在数学分析、空间几何方面、级数理论、复变函数、常微分与偏微分方程等等方面都具

有广泛的应用，知识结构图如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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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Knowledge structure diagram 
图 7. 知识结构图 

5. 目前初高中数学教学衔接存在的问题 

5.1. 学生层面 

5.1.1. 初高中数学学习过程当中学生的学习方式方法变化把握不到位 

在初中数学学习阶段，无论是五四制学制还是六三制学制，初中数学课时较为充裕，学生的课业相

对较为轻松，知识深度尚浅，大部分学生并未养成自学的良好学习习惯，由奥苏伯尔根据学生进行学习

的方式，把学生的学习分为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则可知初中学生大都以接受式学习为主，学生并没有

养成自主预习、自主学习、及时反思、复习的系统学习与主动发现学习的方式态度与习惯。而进入到高

中学习阶段，一方面数学知识深度陡增，学生以被动的接受式学习方式与态度对待，即开始出现成绩大

幅度下滑、对数学学习态度与学习兴趣开始丧失的现象，继而形成恶性循环，成绩一蹶不振者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由于客观原因，学校教师进行“赶课”、“赶进度”的现象，将本就相对而言较为紧张的高中

数学课时进一步进行了压缩，三年的课程以两年甚至一年半的时间就予以完成，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方式方法转变速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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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初高中数学学习过程当中学生对于学习环境的转变缺乏对应的心态调整意识与能力 
一方面，由于初中学生生理与心理原因，中学生进入青春期后，由于生理成熟与心理成熟的不平衡

性，受自我意识觉醒等因素的影响，心理发展呈现出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局面[8]。由于其青春期独

立心理、对立心理以及偏激心理等等方面，且初中生虽有独立心理却缺乏独立能力，故而缺乏对于学

习环境转变的心态调整意识与能力；另一方面，初中学习环境氛围较为轻松、活泼，知识较为具象，较

为贴近实际生活，学生在心态上觉得较为容易接受，而高中数学知识相对较为抽象化，核心素养对于

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等方面要求较高，前后学习环境差异对比度较高，而学生缺乏对应的心态调整能

力。 

5.2. 教师层面 

5.2.1. 初高中数学衔接知识的相关知识点初高中教师之间沟通缺乏 
对于现阶段的教育现状，初高中的老师更加注重在各自学科教学年级学段进行备课与教学交流，而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与普通高中教育阶段的跨阶段的备课与交流学习活动较为少见，导致初中老师所授与

学生的相关知识基础与高中教师所要求的程度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对于十字相乘法，这一知识点在义

务教育阶段并没有统一要求，各个地区学校对此知识点要求也参差不齐，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

过程当中，计算量相对较小，要求相对不高，故义务教育阶段部分教师只讲解了二次项系数为 1 以及不

含有参数的一元二次方程的十字相乘法，而对于二次项系数不为 1 以及含有参数的一元二次方程的十字

相乘法则不做要求。而对于普通高中数学教育阶段，一元二次方程计算的要求较高，不管是数量还是计

算技巧的要求上，普通高中数学教育阶段要求明显更高，对于十字相乘法的要求相对更高，更完善。而

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部分教师会因为缺乏对于普通高中教育阶段数学教学要求的了解，缺乏与普通高中

教育阶段数学老师们的沟通交流学习，导致了忽视该方法对于学生的讲解与训练。 

5.2.2. 初高中数学相关知识点难度跨越较大 
对于同一定义的概念理解，初高中不同阶段的区别较大，例如对于函数这一定义，在初中阶段对于

函数的定义，以人教版初中八年级下册为例，“一般地，在一个变化过程中，如果有两个变量 x 与 y，并

且对于 x 的每一个确定的值，y 都有唯一确定的值与其对应，那么我们就说 x 是自变量，y 是 x 的函数”，

更加强调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对应关系，而到了高中阶段，以人教 A 版必修一为例，“一般地，设 A，B
是非空的实数集，如果对于集合 A 中的任意一个数 x，按照某种确定的对应关系 f，在集合 B 中都有唯

一确定的数 y 和它对应，那么就称 f：A→B 为从集合 A 到集合 B 的一个函数，记作 y = f (x)，x∈A”，

则更加强调了对于自变量与因变量抽象成为一个集合，函数的对应关系则抽象成为了集合与集合之间的

对应关系，抽象成为映射关系，既抽象提取了函数的概念，又将集合的知识融入其中。再例如初中所学

的正比例函数，反比例函数，二次项系数为 1、一次项系数与常数项为 0 的二次函数，在初中阶段是分开

学习其函数图像以及其各自性质，而高中阶段则将其与其余两类函数归纳为幂函数，而一次项系数与常

数项为 0 的二次函数又作为抛物线的其中一类圆锥曲线，对于二次函数的概念性质意义，在高中阶段得

到了较多的延伸，且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比起义务教育阶段更加紧密，正如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结构主

义所道，普通高中数学教育阶段更加注重学科的基本结构。 

5.2.3. 初高中数学教学教师的教学方法与策略的跨越较大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数学课程学习的知识较为简单，且课时安排较为充裕，对比高中教育阶段，

高中数学相对来说恰恰相反，课时量较为紧张，且知识深度要求较高。故而初中数学教师针对以上实际

情况，可以对于重点、难点进行大量反复的针对性练习，而对于逻辑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的要求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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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对于初中教育阶段的要求较为简单，故而部分教师采用的记忆背诵公式、总

结口诀、大量针对性练习等等方式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成绩；而进入高中阶段，《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

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对于高中教育阶段学生的要求更为细致明确，提出了六大核心素养，对于数

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等方面的考察更加明显，且高中阶段数学课时量相对较为紧张，

教师在完成知识讲解之后，需要学生自行领悟，自行进行课后反思，需要学生学会主动学习，对于高中

数学知识进行逻辑推理，学会活学活用，结合数学高考大纲，进行贴合实际问题与传统文化的练习，例

如解三角形、三角函数与立体几何，要学会抽象理解对于任意角的画法，再例如解三角形题目当中，如

何选择由已知条件如几边几角来求得剩余三角形的边与角，以及三角形的面积与性质等等，再例如要会

进行恰当的数学模型来简化题目难度，如求得正四面体的外接球与棱切球问题，可以建立对应的立方体

模型，由正方体面对角线构成的正四面体，其正方体的内切球与正四面体的棱切球的一致，对应正方体

的外接球与正四面体的外接球一致。而诸如此类问题需要教师引导学生练习并且不断自主加强数学建模、

逻辑思维、问题解决等等能力。 

6. 核心素养下初高中数学教学衔接的意义 

在核心素养背景下，有效的进行初高中数学教学的衔接，对于学生而言，可以有效保持并提高对于

数学甚至延伸至相关理工类学科科目的学习兴趣以及探索欲，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学习能力，学生对于

学习的方式由接受式逐渐转变为主动学习，且对于学生于青春期内顺利过渡初高中数学学习阶段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为学生将来由中学阶段升入大学阶段，由初等数学过渡到高等数学的学习奠定了

一定的基础与经验借鉴。 
于教师而言，若能有效实现初高中阶段的数学教学衔接，则可以使得初中阶段教师对于相关知识点

的思考立足点更高，讲解内容与目标则将更为有的放矢；对于高中教师而言，数学衔接学习则使得教师

更为了解学生的学习方式，促进教师教学模式的进一步改进，使得其与学生的学习方式更加贴合，以促

进实现更加高效的教学。 

7. 核心素养背景下初高中数学教学衔接的具体策略 

7.1. 学生层面 

7.1.1. 学生应积极提高适应能力，积极实现自我调节 
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强者能选择合理的学习策略，并正确评估其进步，进而及时改变学习策略、调整

行为，取得最佳学习效果(Zimmerman & Kitsantas, 2014)。Dent 和 Koenka (2016)开展的元分析表明儿童和

青少年的自我调节学习和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9]。自我调节学习机制包括三个构成要素：第一，元认

知学习策略，涵盖学习计划的制订、学习过程的监控和学习过程的调节；第二，对课程学习材料的管理；

第三，对认知策略的运用[10]。 

7.1.2. 学生应积极改进自己的学习方式，提高其元认知水平 
在初中数学学习阶段，更注重数学学习习惯与思维潜移默化的培养与核心素养的渗透，更偏向于对

于学科知识的了解以及对于数学概念，而到了高中阶段则更偏向于对于知识框架的把控与应用，培养其

数学实践应用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数学核心素养[11]。所以在初中阶段，学生应该有意识地培养将知

识点串联成框架体系的能力，根据王光明等人“高效率数学学习心理特征模型”的研究结论，对于高效

率数学效率学习影响因素包含动机、态度、意志和元认知 4 个层面[12]。后王光明等人通过对初、高中生

高效率数学学习相关研究，得出高效率数学学习学生的元认知策略显著高于普通组与低效组学生的结论

[13] [14]。唐剑岚、周莹等人将数学元认知划分为数学元认知知识、数学元认知体验、数学元认知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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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一步细化分了 9 个因素[15]。故而提高其自身元认知水平，选择适合自己的元认知策略，积极改变自

己的学习方式尤为重要。 

7.2. 教师层面 

7.2.1. 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成就目标，提升学生自我效能感 
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培养人，就是要培养他对前途的希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保

持自初中至高中的数学兴趣的心态衔接；紧紧围绕核心素养提高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相较于义务教

育阶段的数学知识而言，高中阶段数学课程任务紧而密，《论语·子路》有言：“亲其师，信其道。”教

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可以根据刘惠军和郭德俊编制的“成就目标问卷”中掌握趋近、掌握回避、成绩趋

近和成绩回避 4 个维度[16]，设计成就目标，重点培养学生的掌握趋近目标，避免出现成绩回避目标，引

导学生全身心投入到数学学习中，才能更好地适应高中数学学习节奏[17]。 
由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自我效能感强的学生能更好地调节自己的学习活动[18]，而教师可以通过

多种不同方式来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例如可以通过项目式学习、采取多样化的评价方式等多种途径

鼓励、引导学生，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19]。 

7.2.2. 初高中教师之间应加强联系，形成大单元教学模式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在教学建议中强调：“教师要整体把握教学内容，

把握数学知识的本质，理解数学知识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数学思想，在此基础上，探索通过什么

样的途径能够引发学生思考，让学生在掌握知识技能的同时，感悟知识的本质，实现教育价值。”[2]大
单元教学是相对于自然单元教学更具完整意义的大教学结构体例[20]。教师应该科学地积极打破章节壁

垒，积极引导学生形成知识框架，从而内化可以灵活运用知识概念，而不是“僵硬固化”的死记硬背，单

纯套用二级结论、衍生结论等，否则题目可能稍作变形学生又被“障目”。同时教师应该积极调整教学

方式，与时俱进紧跟时代脚步，积极合理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技术，真正将传统知识与现代教学技术相

融合，将数学这类抽象科学以较形象具体的形式多维度地呈现给学生，使其真正学透而不是被“填鸭”。 

7.2.3. 应该积极呼吁家校学生三方合作，以全方位促进学生顺利过渡初高中衔接阶段 
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出“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进一步明晰家校育人责任，密切家校沟通，创新协同

方式，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等要求[21]。在“双减”背景下为了更好使在学生初高中学业压力陡增、

青春期心理变化波动较大的时期更好的平稳过渡，不至于学生心理浮动以及学业成绩极差过大，家校学

生三方合作面临着困难较多，多地域性以及无固定组织无固定形式活动等困境，学校应占据主导地位，

提供平台环境条件，完善家校合作环节，积极引导家长配合做好教育工作，让学生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

可以接受健康完善的教育环境，终身教育使得个人在纵向发展上受得良好的指引，家校协同合作则可以

使学生在青少年时期感受到横向多方位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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