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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义务教育分为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两个阶段，做好这两个阶段教育的衔接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小

学与初中数学学习中出现的“会而不懂”、“算而不对”、“换而不解”等衔接问题，剖析其成因，并

对其对策进行研究，为教师处理小学与初中数学学习衔接的问题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加深教育工作者

对七年级学生数学培养策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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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primary education and junior high educ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o a good job in linking the two stages of education. Aiming at the con-
nection problems of “knowing but not understanding”, “calculating but not correct” and “changing 
but not understanding”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in primary and junior middle schoo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studies the countermeasures,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methodical guid-
ance for teacher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connection between primary 
and junior middle schools, and deepens educators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training strate-
gies for seventh grad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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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自 2001 年起，开始致力于实施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其中着重强调义务教育阶段

中的有机衔接。数学是中小学的基础学科，数学教育的衔接问题也成为了研究的热点，一直受到学生、

家长、教师、教育研究者等群体的高度关注。从小学到初中，学生的认知、心理、思维会发生改变，同

时教学的目标与课程的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就使得学生的数学思维需要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人

们常说七年级数学的学习初期是一道“分水岭”，主要体现在初一年级的第一次月考中。如果学生在小

升初的数学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未能及时解决，第一次月考失利，不仅会打击到学生学习数学的信心，

浇灭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而且会影响到学生对于未来初中三年的数学学习期待值，不利于学生的学习

发展。因此，了解小学与初中在数学学习中的差异，发现小学与初中数学学习衔接的问题并剖析原因，

并给出小学与初中数学学习衔接教育的对策是非常重要的。 

2. 小学与初中数学学习的衔接问题 

2.1. 数学学习衔接中的“懂而不会”问题 

在七年级的教学中，我们总是会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学生能听懂教师在课堂上所教授的知识，但每

当学生自己独立去解题时，就会出现找不到解题的思路和方法的现象。其实这种现象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懂而不会”，即学生在教师新授知识时，在课堂上能听懂教师的讲解，课后却不能对教师所讲授的知

识去进行灵活的运用。其实，在数学学习中，这种“懂而不会”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是一个阻碍学生

成绩进步的“顽疾”以及让广大数学教师十分头疼的一个问题。其不仅仅打击到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

性，阻碍了学生数学成绩的提高，同时也影响到了数学教学质量的提高，既困惑着学生，也困惑着老师。 

2.2. 数学学习衔接中的“算而不对”问题 

数学运算能力是七年级学生应当具备的重要的基础的数学能力，是体现学生数学水平高低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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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运算能力集中体现在做计算题的正确率上，数学运算能力贯穿于学生九年一贯制数学教育的始终。

数学运算是与记忆、想象、理解、观察和思维等相随相生的，所以提高学生的数学运算能力，不仅仅可

以提高学生的成绩，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及其他的能力。但在日常的教学中，总是会发现学生

在做计算题时出现种种的错误原因，例如在有理数的运算中需要去括号时，当括号外的符号为负号时，

去括号后括号内各项的符号并没有都发生改变，运用乘法分配律解题时，会出现漏乘的现象，在移项时

没有进行变号等原因的计算错误。以上种种错误最终导致在考试时计算题严重失分，影响成绩提高。 

2.3. 数学学习衔接中的“换而不解”问题 

数学素来有“思维体操”之称，数学是思维的科学。数学的学习对于提高人们的智力水平，培养人

的思维以及推理能力至关重要，而具备数学推理能力是学好数学的基础。在培养学生的数学推理能力的

过程中，初中阶段不可忽视，七年级是小学到初中过渡的关键期，同时也是学生思维与推理能力转化与

发展的关键期。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会发现，学生在做对一道题后，紧接着遇到相同的类型题缺没有思

路无从下手，或者不会主动进行问题的迁移与变型分析，最终导致学生遇到陌生的题就会产生畏难情绪，

排斥难题，不敢轻易解题。 

3. 小学与初中数学学习衔接问题的成因剖析 

3.1. 对于数学学习中“懂而不会”问题的成因剖析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容易将“懂”和“会”混淆，但在一定程度上说，二者所表示的含义却有着

在程度和境界上的差异。“懂”是“知道”、“了解”，是学生在学习时经过教师的讲解后了解、明白。

而 “会”是“理解”、“领悟”，这就需要学生不仅能听懂教师教授的知识，而且还能举一反三，可以

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而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听懂”只是“会做”的基础和前提，是比较容易实现

的，而“会做”需要学生在不断的练习与反思中构建起“自己的理解”，需要在掌握本质知识的基础之

上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能力。这不仅仅要求数学的知识和方法上在量上有简单的积累，还要求在数学的知

识与方法上有本质的深入思考和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要实现“懂”和“会”的有效联结，真正做到既

“会”又“懂”，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找到“懂而不会”的具体原因。数学教学既有教师的教又有学生的

学，分析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出现“懂而不会”的问题，那就要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入

手。 
从教师教的层面来看，教师在课前进行教学设计时，常常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组织和思考教学内

容，而没有考虑刚从小学步入初中的七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去设计教学。在课堂上进行教学时，为了赶

教学进度，很多时候都是采用“直接告知”的形式，即教师自己讲，学生去听。这就使得学生的学习缺

乏主动性，对数学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命题的得出和推理过程缺乏本质性的认识。“懂”得很肤浅，

对例题的解答过程没有充分的体验，对解题的经验没有进行的总结和升华，遇到问题自然无从下手，更

别提举一反三了，久而久之，必然会导致学生出现“懂而不会”的问题。 
从学生层面来看，刚步入初中的七年级学生容易出现学习缺乏主动性以及不具备良好的学习习惯和

方法等问题。学生更倾向于去“听”和“记”，而不善于去“思”和“悟”，使得对所学的数学概念、

定理、公式等认识模糊，一知半解、似懂非懂。还有些同学的懂，是在老师的提示下，沿着老师设计的

思路听懂了或者说看懂了而已。这样的“懂”依赖于老师的“懂”，“懂”得很浅显，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理解，当换到新的情景下的问题以及没有教师的提示时，就会手足无措、举步维艰。长此以往，导致

对基础知识、解题方法掌握的模棱两可，难以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问题，“懂而不会”在所难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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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于数学学习中“算而不对”问题的成因剖析 

纵观整个初中阶段的运算内容，特别是在七年级上册中，学生开始学习有理数的运算、整式的运算、

一元一次方程的求解及其应用等，光是运算内容就占据了大半教材。不难发现，该阶段的运算学习对于

刚从小学步入初中的七年级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年级正是打好良好的数学运算基础、培养和发

展数学能力的关键阶段，但是在日常教学中会发现，当课堂上教授完计算题的解法之后，当学生自己去

独立解题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要想解决学生在算题时“答而不对”的问题，首先应当分析学生

在解答计算题时的错误原因。 

3.2.1. 概念性错误的主要成因 
七年级学生在运算中出现的错误，总体来说占比最大的就是概念性的错误，其中在有理数、整式的

运算及解一元一次方程的运算中，出现概念性错误的概率极高。由此可知，基础知识掌握不牢是造成七

年级学生运算错误的一个重要成因。初中生目前的运算能力欠缺，存在不理解算数的原理、机械的套用

公式等问题，如果学生只是关注自己最后运算的结果是否正确，而不重视运算题中涉及到的数学基本知

识和概念，那么将会导致对于相关的数学概念、意义、定义、定理、性质等无法深刻的进行理解。同时，

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存在机械化的教授数学运算知识的情况，基础知识和应用练习的时间、精

力分配不太合理，重培养学生的应用与联系能力，而忽视基础知识的夯实。 

3.2.2. 程序性错误的主要成因 
除了概念性错误以外，学生在运算过程中因为算理、算律、公式等认识的偏差而导致的程序性的错

误，也是造成运算错误的一个重要成因。即使学生在作答的过程中出现运算上的错误，但在课堂上专心

听讲，解题的思路方法大致正确，教师便会认为学生掌握了该知识，只是存在粗心、马虎等问题。然而

在实际的运算中学生正确利用算理、算法去解题的每一个步骤，处理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到最后的

结果的正确与否。学生对相关的概念、算理以及算法有一定的了解，但在实际的解题过程中，因操作不

当产生的错误，比如，在符号处理时出现操作失误、在等式两边同时乘以某个数(或者代数式)时，部分项

未参与运算等等。运算本身就需要学生书写出过程，因为学生每一步运算的操作都是通过其书写过程来

体现。但如果没有详细写下步骤，没有步步落实，那么当学生得到了错误的答案，就无法复盘探寻究竟

是错在哪一步，哪一处细节上。同样，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如果不重视学生的解题步骤，甚至忽

略学生解题过程的一些小差错，不及时纠正，最终就会影响到学生的运算能力，甚至是学习数学的能力。 

3.2.3. 策略性错误的主要成因 
学生在解题的策略选择时制定不恰当，从而导致在解题方向上出现偏差，最后无法得出正确结果。

学生一旦忽视了解题方法选择的重要性，只顾着硬着头皮直接解题，不思考解题的灵活性，就会使解题

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与繁琐，同时也给运算带来难度和挑战，进而增大错误的可能性。教师在日常的教学

工作中如果不注重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忽视培养学生选择良好的解题策略，那么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与独立性也得不到发展与提升，从而导致拿到一道题后一头雾水，不知道从何下手。 

3.2.4. 疏忽性错误的主要成因 
不难发现，忽视性错误大都出现在平日学习成绩位于中下游的学生上，究其原因，根源在于这些学

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数学的习惯，比如字迹潦草、书写不规范、胡乱涂抹等，并且仍然套用小学数学

的那一套不做出改变。学生不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坚持约束自己的行为甚至不愿意被约束，从而导致不

良习惯的积累，相应的也阻碍了学习。数学运算中，数字的精确和书写的规范对于解题来说都是尤为关

键的，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运算结果的错误。同样，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若是对学生的学习习惯的培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45


王思宇 等 
 

 

DOI: 10.12677/ae.2024.141045 289 教育进展 
 

养不加以重视，不严格检查和督促学生，没能及时对学生进行引导和培养，就会造成学生不良的学习习

惯的积累，一旦根深地固，就很难再进行改变了。 

3.3. 对于数学学习中“换而不解”问题的成因剖析 

数学推理能力是每个人都要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而初中是培养学生推理能力的关键阶段，而七年

级又是初中的基础。好的基础更有利于八九年级学生数学推理能力的培养与发展。通过平时的教学发现，

七年级学生普遍推理能力较差，与教学预设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就导致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偏差，

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具体体现在学生做题时不能进行举一反三，无法进行知识的迁移与深入的拓展，

同样的知识点，换一种问法就不会解答了，从而导致“换而不解”。第一，没有真正“懂”数学题背后

所体现的知识点：许多学生在解题时，只单纯追求把眼前的这道题做对，从没有思考过每一道题的考点

与数学题背后所蕴含的数学知识点，头脑里没有解题的框架，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无法建立起连接知

识点之间的桥梁。第二，不会对做过的数学题进行反思：大部分学生认为题只要做过了，无论是正确与

否都没有再做一遍的价值，不进行错题的整理与反思，认为每道题都是独立存在的，没有什么必要性的

联系。第三，对“难题”产生畏难情绪：当面对冗长的题目和复杂的数学题目时，学生的第一反应是我

肯定不会，肯定做不对，第一选择是放弃而不是深入的研究与思考，是逃避问题而不是直面问题，解决

问题。长此以往，学生的推理能力得不到发展，在学习数学时，就会遇到“换而不解”的问题了[2]。 

4. 小学与初中数学学习衔接问题的对策研究 

4.1. 对于数学学习衔接中的“懂而不会”问题的对策研究 

理解是数学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想要解决“会而不懂”的问题，就必须要探寻其根源。导致“会

而不懂”的症结所在是学习的深度不够，学生没有对所学的知识构建起自己的理解。要想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要使学生理解所学习的知识点，并切切实实落实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之中。让学生在构建自己数学

知识的同时，能灵活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思想以及方法，实现由“懂”到“会”的跨越，解决“懂而

不会”的问题。 

4.1.1. 挖掘内涵，揭示本质，构建理解，奠定由“懂”到“会”的基础 
数学学习的本质与基础就是概念，它是导出数学定理、法则的逻辑基础和建立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

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依据。因此教师要重视对数学概念的剖析，在教学中要强调对概念的多元理解，

引导学生从不同的侧面对同一概念进行刻画，并予以表征，从而充分揭示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把握概

念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而认识概念的本质属性，构建起自己对于数学概念的理解，为自己灵活的运用数

学概念分析与解决问题做铺垫，为由“懂”到“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4.1.2. 经历过程，建立联系，促进理解，搭建由“懂”到“会”的桥梁 
美国数学教育家乔治.波利亚指出：“要让学生看到数学建造过程中的‘脚手架’而不是数学的现成

品。因此，教师要重视过程性教学，在进行知识的建构时，要让学生充分经历知识发生、发展以及思维

的加工的过程，充分揭示知识间的联系，从而构建起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在解决问题时，能有计划有条

理的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进而搭建起由“懂”到“会”的桥梁。 

4.1.3. 提炼方法，积累经验，巩固理解，实现由“懂”到“会”的跨越 
数学知识与解题方法密不可分，数学知识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和途径。因此，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强化学生对解题方法的训练，提炼解题的方法和规律，积累经验，完成由知识与

方法向解题能力的有效迁移，达到“举以反三”、“触类旁通”，为从“懂”到“会”提供清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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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由“懂”到“会”的跨越[3]。 

4.2. 对于数学学习衔接中的“算而不对”问题的对策研究 

4.2.1. 概念性错误的解决 
从生活实际出发，以点带面学习概念。教师在教授与计算有关的概念时，可从生活实际出发，创设

学生可能感知的问题情景。采用以点带面的教学方法，备课时找准重点和难点，将数学概念分解开，按

照关键点进行梳理再教给学生。善于对比和总结，克服难点和混淆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善于对比和

总结，把易混淆的知识点和概念重点突出，在比对的情况下进行讲解，区分难点和易混点，同时学生也

应认真整理好笔记，防止混淆概念。 

4.2.2. 程序性错误的解决 
加入指示引导，细化操作过程。在整式运算中，七年级学生常存在漏掉多项式中常数项的情况，故

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尤其是在例题讲解及板书演示时，可用特殊标志符号和不同颜色的笔重点突出，

这样便能极大程度的降低学生发生漏项的错误的几率。监督落实各步骤，鼓励学生讲解表达。教师在监

督学生运算步骤的落实上，首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解题步骤发现错在哪一步或者哪一处细节上；

其次更正自己的书写过程后可把正确的过程再与教师、家长或同学进行讲解，鼓励学生进行表达。 

4.2.3. 策略性错误的解决 
重视信息的提取，引导解题策略制定。重视培养学生提取题中有效信息的能力，在讲解中学会引导

学生通过圈画重点和标注提示自己不要手误，找准易错点，找到突破口。在计算题中，当涉及整体思维

的运用时，这类题目教师可作为教学中反复出现的例题和练习题，选择讲练结合的方式，将这种思维根

植于学生的脑海中，促使学生学会用整体的思维去计算，使得解题过程更加简单，同时也提高了准确率。 

4.2.4. 疏忽性错误的解决 
培养检查的习惯，规范书写改正粗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严格要求学生的书写情况，培养学生自

己检查的习惯。有些学生自身没有良好的学习与书写习惯，字迹潦草，过程敷衍，不该省略的步骤却偷

偷省略。此类情况一旦发生，教师应当及时纠正并督促其学习态度的改变。同时教师自身在进行例题的

运算及板书的演示时，更应严格书写每一个步骤，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4]。 

4.3. 对于数学学习衔接中的“换而不解”问题的对策研究 

4.3.1. 初中生归纳推理能力的培养 
在定义的归纳与分析上，教师应有意识地让学生归纳总结定义，如有理数、整式、单项式、多项式、

一元一次方程的定义。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尝试归纳定义，培养学生归纳分析的能力。在归纳定义后，

应带领学生进一步剖析，从而加深学生的理解。在规律的探索和发现上，教师可设计一些学生感兴趣的

题目，不仅能让学生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还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其归纳推理能力

[5]。在规律的探索与发现之后，教师应引导学生用不同的方式去归纳、概括。首先，教师应鼓励学生用

自己的语言去描述所发现的规律；其次，教师应引导学生规范自己的语言，用数学或几何语言来表述所

发现的规律；最后，教师给出标准的语言，让学生与自己描述的语言进行对比，找出差距并进行针对性

训练，进而培养学生的归纳推理能力。 

4.3.2. 初中生类比推理能力的培养 
在初中的代数教学中，应着重在数与式、方程与等式中突出类比思想，除了教学中的渗透，教师应

注意合理设计习题，选取图形相似、解题相似方法的题目，并将好的题目提供给学生，鼓励学生大胆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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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慢慢学会类比着已经学过的知识或者做过的题目解决新的题目，培养学生的类比推理以及知识的迁

移能力，进而解决“换而不解”的问题。 

4.3.3. 初中生演绎能力的培养 
初中生演绎推力能力的培养，主要是在几何教学与几何证明中体现。在七年级刚接触几何证明时，

教师应循循渐进地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尝试说明问题的内在逻辑关系，再进一步写下思路分析，接着

完成书面的表达。在完成书面表达之后，可从头到尾进行梳理，并探索不同的解法[6]。 

5. 结语 

在七年级学生的数学学习中，出现“懂而不会”、“算而不对”、“换而不解”等问题是一种很普

遍的现象，如何帮助学生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是教学中需要探索的。而作为一名数学教师，必需认真研

究新课标的教学理念，不断改进教学的方法与手段，能多站在学生的视角去设计教学的内容与活动，引

导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究、合作实践。让学生在知识的发生、发展以及灵活的运用中深化对知识的理

解，把握知识的本质特征，完善自身对数学的认知结构，感悟数学的思想与方法，理性思考，训练思维，

进而培养数学技能，提升数学素养，帮助学生实现由小学数学到初中数学学习的成功过渡与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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