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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少学生到了高中存在不适应高中数学学习的现象，因此，初中阶段特别是初三做好初高中衔接尤为重要。论文

以二次函数教学为例，指出初高中教学存在的脱节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衔接策略。

Abstract: Many students do not adapt to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learning when they arrive in high school.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especially in junior high school. Taking quadratic function teach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nnec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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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学阶段，数学的“数老大”地位稳如泰山。平时数

学学习会占据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生在经过中考踏入

高一就发现“数学好难”；不出半个学期高一新生就出现“分

化现象”。的确，从课程标准发现，初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梯

度过大，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密度和难度的突变；感性与

理性的飞跃；思想与能力的跃迁。遇到这个问题，一方面学

生要正视它们之间的差异，理性的对待；另一方面，作为初

中教师要做好初、高中数学教育的衔接工作，若衔接工作得

当，则能帮助学生建立合理的知识框架，激发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甚至能够帮助一些“学困生”跨入“优秀生”行列，

那么作为一线初中数学教育工作者，怎样做好初、高中数学

教育的过渡衔接呢？论文以二次函数教学为例来谈谈教师

应如何以核心素养为立足点做好初高中教学衔接，为学生深

入学习和研究数学奠定坚实基础，让他们更好地适应高中数

学教学。

2 提升计算能力，解决密度和难度问题

数学课程标准的十个核心概念之一就是计算能力。初高

中教学不仅是学习阶段的过渡，还是学习内容的深入，这些

学习都是建立在正确、快速计算基础上的。

由于计算器在初中阶段的广泛使用，导致学生对数字计

算特别是稍微繁琐一点的数字计算能力大幅削减。因此学生

到了高中一旦遇到字母运算又不能用计算器后，学生的运算

短板凸显，导致学生做题速度慢、准确率很差，知识掌握效

果不明显。学生需要提高自己的计算能力，特别是数字运算



54

教育科学发展·第 4 卷·第 1 期·2022 年 1 月

的口算能力，才能提高运算的速度和准确度。在二次函数教

学中，老师可以借助教材中的习题来提升学生的计算能力。

例 1. 用配方法求下列函数顶点坐标：

2 2

2 2

(1) 2 5 (2) 3 8 1
(3) 5 10 3 (4) ( 0)

y x x y x x
y x x y ax bx c a
= − + = + −

= − + − = + + ≠

例 2. 用一般式求下列函数解析式：

（1）顶点为（2，-3），过点（3，1）。

（2）过点（1，1）（2，5）（3，8）。

例 1 的设计意图：由于配方法在初中不作要求，所以初

中老师在解决类似的题目时最常用的方法是让学生用现成

的顶点公式来直接求出顶点坐标，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节省计

算时间，提高正确率。而配方法却是高中最基本要掌握的方

法。高中老师经常认为初中老师已经教过配方法，以为学生

都已经熟练掌握配方法，所以经常一笔带过，但是学生却经

常在这方面计算出现问题。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初中教师要

加强学生对配方法的训练，提高学生计算能力。

例 2 的设计意图：这些题目都是从二次函数出发的运算。

由于三元一次方程组在初中属于选学内容，因此初中老师在

解决求解析式的题目时最常用的方法是让学生根据题目给

的条件特点来选择求解析式的方法，常用的方法是顶点式和

交点式来求解析式，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节省计算时间，提高

正确率。但是学生一旦遇到像例 2 这样需要用一般式来求解

析式的题目时，大多数学生傻眼了；或者有的学生硬着头皮

把三元一次方程组列出来了，就是不会解，或者三元一次方

程组解不正确。但是三元一次方程组或者一元三次方程在高

中空间向量求法向量，试根法等经常会遇到，所以在教学过

程中，初中教师要加强学生对三元一次方程组解法的训练，

从而提高学生计算能力。

3 加强性质应用，解决思想与能力的飞跃问题
数学课程标准四基之一是基本思想。而数学中考压轴题

的主流往往是以二次函数与几何图形相结合的题目，这种类

型的题目是在二次函数图像的背景下对几何图形进行研究，

这样设计让学生常常是无法掌握，因此老师往往采用“解析

化”的解法；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偏离了初中函数教学的根

本，也偏离了初中平面几何研究的根本，还极大地增加了学

生的学习负担，这些学生到了高中进行数学学习二次函数也

是相当吃力，难怪高中老师会发出这样的质疑，这些学生在

初中阶段学习过二次函数吗？他们数学思想与能力呢？

因此初中老师在上二次函数时，可以让考查不再“捆绑”

几何图形，而是回归函数的基本性质，二次函数的基本性质

重点是对称性、增减性（单调性）和顶点最值，二次函数是

联系二次方程、二次不等式的桥梁。通过这种做法，达到提

升学生数学思想与数学能力的水平。

例 3.（2021 嘉兴中考第 23 题，全卷倒数第二题）已知

二次函数 562 −+−= xxy ：

（1）求二次函数的顶点坐标。

（2）当 41 ≤≤ x 时，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多少？

（3）当 3+≤≤ txt 时，函数的最大值为 m，最小值为 n，

若 m － n=3，求 t 的值。

设计意图：例 3 的三个小问从形式上看互相独立，但内

在联系是紧密的。三个小问都是紧紧围绕二次函数的基本性

质设定的；第（1）问考查二次函数顶点坐标公式，在求解

时可以先求抛物线与 x 轴的交点坐标，得出顶点的横坐标，

或者直接用顶点公式，或者用配方法把解析式化成顶点式等

等，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围绕图像与 x 轴的交点、对称轴、

顶点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的，这也为第（2）问求最值做了

铺垫。第（2）问是二次函数在对称轴两侧增减性的具体应用；

第（2）问也是第三问的特殊情形，从第二问到第三问体现

了从特殊到一般，从数字到字母，从基础到创新，综合考察

了学生全方位的知识体系。

第（1）（2）问是对二次函数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进

行考查，所考查的内容是课标要求的内容，解题方法也是常

规方法，这就体现了试题对通性通法的考查。第（3）问考

查的是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创新性，对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

识和数形结合、分类讨论等数学思想方法解决问题等方面要

求很高。这三小问不仅体现了中考对学科素养的评价导向，

还体现了教师对教学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数学素养的导向，真

正实现初中教学是为高中教学服务的目标。

第（3）问属于“定轴动区间”问题。所谓定轴动区间，

是指抛物线对称轴一定，而自变量取值范围是动态的。这个

问题学生很难掌握，通常解决的方法是分情况进行讨论，对

称轴在动区间外和动区间内，再加上特殊情况。

当然，教师在讲解完例 3 之后可以对例 3 进行变式训练。

变成动轴定区间题目。

（4） 变 式： 已 知 二 次 函 数 2 5.y x mx= − + − ， 当

41 ≤≤ x 时，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多少？

4 加强作图训练，解决感性与理性的飞跃问题

新课程标准四基之一是基本活动经验。基本活动经验是

指经历思考、探究、实践等数学活动过程之后获得过程性知

识，最终形成应用数学的意识。

在现行教材中明确提出要求“作图”或“画出图像”就

有几十处，由此可见作图的重要性。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很

少有老师真正去落实，教学中遇到作图时要么是一带而过，

要么是干脆不提；原因很简单：中考从来不考作图题。长此

以往，学生的数学意识仅仅停留在感性意识这一层面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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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学理性方面就无从说起。

例 4. 函数的图像在探索函数的性质中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小林同学根据学习函数的经验，探究了函数

2 1 2
2

y ax b x x= + + − 的图像和性质。

（1）表 1 给出了部分 x y、 的取值：

表 1

x … -2 -1 0 1 2 3 4 5 …

y … -2 2 4 4 2 1 0 -1 …

由表 1 可知， a = _________，b = __________。
（2）用你喜欢的方法在如图 1 所示的平面直角坐标

系中画出函数 2 1 2
2

y ax b x x= + + − 的图像，并写出函数的

一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 1

（3） 若 方 程
2 1 2

2
ax b x x x m+ + − = − + 恰 有 两 个 

不 同 的 实 数 解， 请 直 接 写 出 m 的 取 值 范 围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的作图能力，让学生在作图的过程

中体验二次函数图像的性质。

图像辅助是解决含参函数最值的有效途径，因此对于“含

参绝对值二次函数的最值问题”而言，理清函数作图的头绪

是解题的关键。

去绝对值的目的是为了把问题转化为学生熟悉的两个含

参的二次函数，原函数的图像应该就是两个二次函数的组

合，一般呈“连体状”，两个图像的交点就是所谓的“界点”。

对于二次函数来说

例 4 第三小问题干非常简单，但是出现了绝对值的符号，

很多同学一看到绝对值就想要用代数的方法进行分类讨论，

其实这种想法就掉进思维定式这个坑里了。这题用画函数图

像的方法来解决更方便。

首先这道题目并不是要求方程根的具体值，只求根的个

数，而求方程的根的个数问题就转化为求两条曲线的交点个

数问题来解决，也就是说，要求根的个数就是求函数

21 14 2
2 2

y x x x y x m= − + + − = − +与 函 数 图 像 的 交

点个数。首先做出抛物线 2 4 ( 2)y x x x= − + + < 与 4 ( 2)y x x= − ≥ 
4 ( 2)y x x= − ≥ 的 图 像， 再 做 出 y x= − 的 图 像， 通 过 上、 下

平 移 y x= − 的 图 像 得 到 与 2 4 ( 2)y x x x= − + + < 、

4 ( 2)y x x= − ≥ 交点的个数来确定 y x m= − + 图像的位置。

由 图 2 可 得， 当 y x= − 的 图 像 平 移 到 与

4 ( 2)y x x= − ≥ 重合开始，图像有两个交点，继续向上平移，

平移到与 2 4 ( 2)y x x x= − + + < 图像相切时只有 1 个交点，

即联立方程组 2

+
4

y x m
y x x
= −


= − + +

，当方程组有唯一解时求出

5m = ，得 4 5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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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初高中数学教学的衔接，不但涉及学生，也涉及教师。

作为教师，应该努力钻研初高中教材，确定教法，让衔接更

加自然，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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