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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CiteSpace软件绘制作者、机构、关键词等知识图谱，对中国学术网络出版总库(CNKI)数据库刊载的

中小学数学教学衔接研究性文献进行分析并予以述评。研究发现：国内各研究机构及学者之间的交流不

足，缺乏沟通合作；主要研究热点主题有“衔接”、“小学数学”、“数学教育”、“有理数”、“数

学学习”、“数学思想”、“教学设计”、“数学方法”、“中小学”、“教学方法”、“不等式”、

“数学衔接”等。数学思想、核心素养为国内目前主要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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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to map the knowledge graphs of authors, institutions, keywords, etc.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articulation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published in the China Academic Network Publishing Database (CNKI) database was analyz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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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ed. According to the studies, it showed tha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search institu-
tions and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was insufficient, and there was a lack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hot topics of domestic researches include “articulation”, “primary school ma-
thematics”, “mathematics education”, “rational numbers”, “mathematical learning”, “mathematical 
thinking”, “teaching design”, “mathematical metho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eaching 
methods”, “inequalities”, “mathematical articulation”, etc. Mathematical ideas and core literacy are 
the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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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转变人们对教育的看法，树立系统培养观念，推进

小学、中学、大学有机衔接[1]，充分体现了中小学衔接的重要性。而且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为了淡化人们对小学和初中的分类习惯，将义务教育划分为三个学段：第一学段(1~3 年级)、
第二学段(4~6 年级)、第三学段(7~9 年级)，将中小学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规划[2]。要求教育工作

者做好三个学段教学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让学生有一个连贯发展的数学学习过程。为此本研究对国内数

学教育衔接文献进行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对数学教育衔接进行可视化分析，探测中小学数学教育衔

接的发展状况。通过对研究机构、作者分布、热点主题聚类等知识图谱分析，以期为数学教育衔接的深

入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自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在 CNKI 的高级检索中选择“文献”的主题检

索，检索条件为“数学 AND 衔接”，二级检索条件为“小学”or“中学”or“小初”，经过数据清理筛

选，共获得有效文献 3869 篇。 

3. 数据结果分析 

3.1. 基本情况统计 

本研究时间检索跨度为 1983~2021 年，主要是中小学数学教育衔接研究状况。 

3.1.1. 发文量随年代分布情况 
图 1 显示了中小学数学衔接文献，在中国学术网络出版总库(CNKI)数据库发文量随年代变化的情况。

由图可看出，国内在 1992 年之前发文量较少，均在 10 篇以下；从 2001 年开始发文量逐渐增多，2016
年 9 月份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吸引了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2017 年发

文量达到顶峰，为 331 篇。由此可见中小学数学教育衔接受到了国内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 

3.1.2. 作者图谱分析(见图 2) 
从 CNKI 生成的图谱中可以发现，学者以一线教师居多，节点最大的学者为张春萍，张小勇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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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nnual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 
图 1. 发文量随年代变化图 

 

 
Figure 2. Image analysis of authors 
图 2. 作者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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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另外，在图谱中形成了以几个作者的子网络结构，较为显著的是以陈婕、

牛承瑜、王贵稳等为首的网络结构，可见这些学者之间有一定的合作，但整体上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偏

少，沟通合作意识不足。 

3.2. 研究热点主题 

研究热点能够反映了某一领域的研究重点及方向，对于深入了解与分析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而关键词作为一篇文献中内容的核心凝练，关键词出现的频率的高低能够反应出该领域

的热点情况。经关键词聚类分析，共呈现“衔接”、“小学数学”、“数学教育”、“有理数”等 12 个

聚类。反应了我国中小学数学教育衔接的研究热点。 
 

 
Figure 3. Clustering analysis map of keywords 
图 3. 关键词聚类分析图 

 
图 3 是对聚类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各聚类研究有互相交叉现象，与“衔接”、“数学教学”、

“数学思想”相关词汇较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与中小学数学衔接研究目标相关的，例如：“数

学教学”、“数学思想”、“数学学习”、“教学衔接”等。主要聚焦教师教学手段、学生的学习

方法。另一类是与中小学数学衔接特征相关的，例如“中小学”、“初中数学”、“有理数”、“等

量关系”等，关注点在中小学教学内容上的区别与联系。从关键词图谱分析可见，我国中小学数学

衔接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相关的理论研究已较为完善，并侧重数学课堂教学衔接渗透，以及

数学思想方法能力培养等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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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趋势 

通过对突现词分析，探索某时间段内被引频次突然增多的关键词，发现其研究趋势。通过运行

CiteSpace 软件，得到关键词突现图和时序图。 
 

 
Figure 4.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图 4. 关键词突现图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国内在 1983~1998 年间的突现词为“有理数”；1992~2007 年间的突现词为“数

学方法”；1996~2009 年间的突现词为“数学教育”；2004~2007 年间的突现词为“数学思想”；2016~2021
年间的突现词为“小升初”；2018~2021 年间的突现词为“核心素养”；2019~2021 年间的突现词为“小

学数学”并延续至今，因此我国中小学数学教育衔接关于核心素养方面的研究是近几年主要发展趋势。 
 

 
Figure 5. Sequence diagram of keywords 
图 5. 关键词时序图 
 

另外从关键词时序图也能从另一方面反应当前的研究趋势。从图 5 可以看出，我国在不同时期的关

注点是不同的。根据中小学数学衔接的关键词时序的演变，可以将整体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步发展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11831


徐雷 
 

 

DOI: 10.12677/aam.2022.1111831 7861 应用数学进展 
 

时期、繁荣时期、新时期。 
1) 初步发展时期(1983~1992 年)。在这一阶段里，处于我国中小学数学衔接的发展时期，由于经济

发展力的不足，办学条件影响、教师的思维观念落后等，这一时期对于中小学数学衔接方面主要是教师

的教学方法方面。强调教师在教学中如何操作，才能提升中小学数学衔接。如要求教师在备课中必须吃

透教材、摸清学生情况[3]；要搞好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的衔接，以及还需向小学教师请教哪些知识点是

学生容易混淆错误的[4]；掌握一些小学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师要去适应学生[5]。 
2) 繁荣时期(1993~2010 年)。在这一阶段里，随着办学条件的提升，教师视野的开阔，对中小学数

学衔接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方向开始多元化。研究方面不再局限于教师教学方法的改变，开始注重研

究教材教学内容，如何设计才能更合理的促进中小学数学衔接[6]。同时研究者也发现，单单只有教师教

学方法的变化，不足以让学生适应初中生活，因此，对于学生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的转变的研究也越来

越多。对学生的感知能力，注意力、记忆方法、思维能力、学习方法提出的更高要求[7]。如刘影和程晓

亮也指出，教师在教学中要渗透学生数学一般能力的培养、数学特殊能力的培养、数学实践能力的培养

和数学自学能力的培养，并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为学生数学能力的养成提供的参考方法，以便使学生进

入初中后，能很好的融入初中数学学习生活中去[8]。王永春认为刚升入初中的部分学生还没有掌握一定

的学习方法，较难适应初中的学习。而且初中数学堂课的知识容量大、难度大，学生只凭一堂课的时间

很难较好地掌握所学知识，甚至有些学生还不能完全理解所学知识。因此他提出了“三先”“三后”的

学习方法，即先预习后听课，先复习后做作业，先思考后动笔[9]。 
3) 新时期(2011 年至今)。在这一时期，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完善，研究者国际视野越来越开阔，以

及国家对教育衔接的越来越重视，小初数学衔接的研究也逐渐细致，对研究问题更加深层次剖析。提出

了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理念，如研究者越来越注重学生数学思维、核心素养、数学思想方法能力等方面

的提高[10]，以促进中小学数学教育的衔接。如吴增生认为数学是一门思想方法一脉相承的学科，数学思

想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对前人数学思想方法的继承，又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学生的学习

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感知和领悟前人成果快速获取知识经验的过程，因此如何让学生能够自然合理的运

用数学思想方法，并缩短其学习时间进程，是我们教育者急需要考虑的[11]。也对我们教育工作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提高自身水平，来适应教育的发展。 

4. 研究总结 

近 40 年来，国内外中小学数学教育衔接研究文献的发文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1 世纪后呈快速上升

期，说明中小学数学教育衔接逐渐受到关注。通过对国内外中小学数学教育衔接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后发

现： 

4.1. 加强交流合作 

从核心作者群来看，发文量较多的学者之间缺少合作，且多为教育一线教师，说明各国研究者缺乏

合作意识，因此学者们更应该加强合作交流，使得中小学数学教育衔接研究领域能够互相交叉，相互促

进，使数学教育衔接研究发展更加全面系统化。从近些年研究热点及趋势来看，我国中小学数学教育衔

接主要围绕数学思想、核心素养、教学策略等方面进行相关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想法等。 

4.2. 优化衔接方法 

国内学者都认为教师在整个教学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学生，

教师必须结合学生心理发展水平和生理特点出发，找出适合学生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规律的教学方法，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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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小学数学教学衔接，需要小学和初中数学教师一起参与研究，形成研究共同体，加强教师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12]。做好教学方法的改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加快适应不同的学习生活。同时许多学

者也提到数学思想方法是贯穿小学数学和中学数学的一条纽带，学生如果掌握了数学思想方法，能使他

们快速地融入初中数学学习生活中去。因此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渗透数学思想，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13]。
常用的几种数学思想方法分为：数形结合思想、集合思想、对应思想、函数思想、极限思想、化归思想、

类比思想等[14]。 

4.3. 重视能力培养 

2011 年版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对中学生提出了十大能力的要求：数感、符号意识、空间观

念、几何直观、数据分析观念、运算能力、推理能力、模型思想、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这对学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教师应重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让学生勇于探索，

合作交流，感受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15]。尤其是小升初时期，是学生认知发展的

关键时期，数学课程的连续性、统一性、整体性对学生影响非常大，应当从指导学生课前预习、引导学

生学会听课、让学生学会小结复习等方面完善自己，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16]。还要根据学生生理和心理

的发展特征，提出合理的最近发展区，形成科学合理的数学课程体系[17]。 

4.4. 发挥评价导向 

“核心素养是可教、可学、可测评的”。应建立一套测评标准，对学生数学认知、思想、能力、品

格等进行评价，发挥评价的导向功能，形成有效衔接的评价体系，促进学生的[17]。因而我们可以参照已

有的几种学习评价模式，如布卢姆模型[18]、PISA 模型[19]等，将核心素养评价体系分为知识理解、知

识迁移和知识创新 3 种形态，便于直观评价学生学习水平[20]。 
综合上述文献，我国的教育工作者、科研者都对中小学数学衔接问题有充分的认识和深入的研究，

并相应的找出了衔接中的不足、成因和改进方法等。虽然各个文献切入点不同，但都认为随着初中数学

知识难度加大、数学思维方式转变等给学生产生了不小的困扰，一系列的不适应更是让数学衔接工作困

难重重。不过这些文献也都给出了相应的改进方式，实施策略等，也提出了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意见，

对中小学的数学学习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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