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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语文课程衔接的教学策略研究
王凡

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王杰中学，山东省济宁市，272200；

摘要：初一新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普遍存在适应不良，具体表现在入学后的第一次考试与小学相比成绩的大幅

下降。孩子每一次的考试成绩都牵动着家长和老师的心，每一个孩子都要面对来自家长、老师或者周围环境方方

面面的压力。成绩下滑增加了孩子的心理压力，降低了孩子学习的自信心，一些家长也会因为孩子成绩不理想而

焦虑。如何引导七年级新生积极面对新环境的压力和挑战，顺利完成中小学语文课程学习的衔接过渡，是一个值

得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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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秋期，都有一批朝气蓬勃的少年，背着书包，

骑着单车，迎着朝阳，满怀期待，走进初中的大门。新

生的到来，为初中校园增添了青春特有的阳光和活力，

他们的欢声笑语为稍显沉闷的学校带来了不一样的美

好。可随之而来的学业压力和激烈竞争，会一点一点改

变这些活泼且略显稚嫩的孩子，他们脸上的笑容变少了，

他们变得更加沉稳和内敛。随着学习和考试科目的增多，

部分孩子开始感到不堪重负，每一次的考试都要排名，

每一次成绩的进步或退步都牵动着家长和老师的心，每

一个孩子都要面对来自家长、老师或者周围环境方方面

面的压力，如何引导七年级新生积极面对新环境的压力

和挑战，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初中生活，是一个值得关

注和探讨的话题。

作为一名一线初中语文教师，每接手一届新生班级，

就会发现，初一新生在语文学科学习的过程中普遍存在

适应不良，具体表现在入学后的第一次考试与小学成绩

相比大幅下降。很多学生家长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孩子

明明在小学时语文每次都考九十多分，可到了中学，为

什么连八十分都考不了呢？很多家长会因为孩子成绩

不理想而焦虑，个别家长甚至把不满的情绪发泄在孩子

身上，埋怨责怪孩子不努力，给本已承受过多学业压力

的孩子增添了更多的压力和烦恼。

笔者在多年的一线语文教学中发现，中小学语文在

课程内容、课程目标、能力要求和考试难度方面有比较

大的跨度，七年级新生普遍存在语文学习方面的适应困

难，如何帮助他们做好课程的衔接适应，是一个值得深

入探究的问题。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重视学

段衔接，指出“课程应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加强一

体化设置，促进学段衔接，合理安排不同学段内容，把

握课程深度和广度的变化，体现学习目标的连续性和阶

段性，提升课程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1]
这也说明了中

小学语文课程衔接的必要性，同时对七年级一线教师的

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1 初一新生语文学习困难的表现

1.1 语文基础不扎实

很多初一语文教师在批改新生作业时都会感到吃

惊：“都上初中了，不少学生汉语拼音的书写仍然出错，

这不是小学一二年级就该掌握的基础知识吗？”其实初

一新生不止是汉语拼音拼写规则不熟悉，声调标错位置，

不少学生汉字书写也不规范，字体潦草，初中的考试每

次都采用电脑阅卷，对字体和卷面要求较高，这部分学

生会在考试中因字体问题而丢分。学生作文中出现大量

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错用，语言表达能力薄弱，时常出现

用词不当、词不达意、语法错误等问题。中小学的知识

体系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呈现出明显的衔接和递

进的关系，小学阶段基础不扎实，必定会影响初中阶段

的学习。

1.2 文言文阅读量不够

课外古诗文阅读是初中语文考试中分值较高的模

块，也是学生失分严重的题型。由于小学时期文言文阅

读量不够，很多学生在考试中都出现读不懂、理解错、

不理解的情况。文言文阅读这类题型，不仅考查学生对

常用文言实词、文言虚词的理解，还会考查学生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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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现象的辨别和认知，比如：古今异义、一词多义、

词类活用等，这些特殊文言现象，很多学生在小学压根

就没有听说过，所以在考试中读不懂文章，翻译错文言

语句，不能准确断句，导致失分。还有些文言文需要学

生联系古代文化常识和历史背景来理解，学生因为对古

代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而答错题目。这些问题表明小学阶

段对文言文阅读的重视还远远不够。

1.3 古诗词会背不会赏析

小学阶段不少孩子背诵了许多古诗名句，俗话说：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背诵古诗词培

养了他们的古代文化素养，锻炼了他们的记忆力，但是

初中阶段对古诗词的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初中

阶段不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死记硬背，而是要求

学生能够深入理解诗词内容和情感，准确鉴赏古诗词中

某个词语或者某句话的“妙处”，这就对初一新生的语

文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初一新生仍不适应这部分内

容学习侧重点的变化，学生普遍反映，古诗词鉴赏比较

难。

1.4 现代文阅读技巧欠缺

小学的考试侧重考课内应知应会的现代文阅读，但

初中很少考查课内现代文阅读。课外现代文阅读这一模

块，主要考查学生的阅读技巧，对课内知识点的迁移运

用，对文章的理解和概括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答题的

规范意识等。通过考试发现：学生缺少阅读技巧，在阅

读文本时不能熟练运用精读和跳读法；学生答题技巧欠

缺，没有采分点意识，不能准确运用圈点勾画和批注法

在文中准确查找关键词；学生概括能力较差，缺乏规范

答题意识，答题思路和答题策略不足。

1.5 写作综合能力不足

初中语文 100 分的试卷，写作 40 分，重要性不言

而喻。写作是对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全面考查，然而初

一新生在写作中的问题却层出不穷。一些学生字体潦草，

卷面不整洁，作文中标点符号误用，文章中出现不少错

别字和病句。一些学生审题不清，不能紧扣主题词立意

和构思，导致跑题或中心不明确。不少学生语言表达能

力薄弱，平时缺少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练笔较少，致

使文章缺少文采，内容空洞，缺乏真情实感。很多学生

缺乏应试技巧，作文构思混乱，详略不当，缺少段落间

的过渡句。

以上种种问题折射出的是初一新生在语文学习中

存在的困难，这些困难和挑战都会导致其考试成绩的大

幅下滑，进而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因此这一阶段需要

老师及时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他们对学习的自信心，帮助学生找到适合的学习方

法，带领他们做好学习上的衔接适应。

2 初一新生语文成绩大幅下降的原因

小学着重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初中

侧重从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

能力，初中语文对学生的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学习难度大幅增加。学习难度的增加意味着学生需要改

变以往的学习方式，而初一新生刚刚入学，还不能适应

这种变化，没有及时调整学习策略，导致成绩出现大幅

下滑。

初中语文考试难度和小学相比大幅上升，也是导致

学生成绩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小学主要考查课本上应

知应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试卷课内知识的比重占

百分之八十以上，属于知识型考试。而到了初中，直接

考课内知识的题目只占试卷总分的百分之十几，大多数

试题考查的是学生对课内知识点的迁移运用，考查学生

举一反三的能力，阅读理解能力，思维和表达能力，是

对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全面测试。

能力型的考试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而随着学习科目的增加和学习压力的增大，部分学

生不能接受成绩大幅下滑的事实，导致学习兴趣下降，

自信心不足，甚至自暴自弃。一些学生家长不能及时认

识到初中语文学习方式和小学的不同，不能理解孩子，

没有及时给与孩子理解和支持，一味的责怪和埋怨孩子，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因此，初一的语文老师应该重视中小学语文课程的

衔接，根据学生情况制定出合理的衔接策略，及时和家

长进行沟通，在课堂上及时关注适应不良的学生，帮助

学生和家长尽快适应初中语文学习方式的改变。

3 中小学语文课程衔接的策略

3.1 夯实基础，强化不足

针对初一新生存在的语文基础知识盲点，初一语文

老师应留出一定时间补齐知识短板，及时纠错，强化训

练，规范字体和表达。六年级的老师在进行小升初的复

习环节，也应及时关注学生在基础知识复习中存在的问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3 期

JZK publishing 智慧教育

50

题，及时纠错，补齐知识盲点，为初中的学习夯实基础。

针对初中学习难度和学习方式的变化，小学高年级也要

进行有意识的衔接教育，从心理和知识两方面做好衔接

准备。

3.2 培养阅读习惯，适当增加阅读量

小学阶段可以挑选适合各个学段学生的古诗词，文

言文和现代文读物，推荐学生阅读并定期举行读书报告

会，鼓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开展书香校园主题班会。

开展全班共读一本书活动，教师应多鼓励学生在交流互

动中学习，在阅读课上，把班级的学生科学分组，让他

们根据同一本书一起讨论，共同参与阅读过程的思考与

表达，用这种方式帮助学生取长补短，从而实现共同进

步。
[2]
学校可以每周安排两节阅读课，由专任老师带领

学生学习阅读的技巧和方法，并对学生的阅读速度，阅

读质量进行定期检测。初一老师在学生入学后，要及时

发现学生在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根据学生的

需求，制定出合理的阅读计划，并根据初中学习的难度

和深度进行阅读技巧的点拨。针对学生文言文阅读和古

诗词赏析存在的问题，教师应有针对性地编写教案，对

古诗词鉴赏和文言文阅读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和方法进

行分类整理，每周进行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带领学生克

服困难，顺利闯过难关。

3.3 培养写作兴趣，增强表达能力

写作是对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考查，好的表达能力

来自于广泛的阅读，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

更来源于长期的仿写和练笔。从小学低年级的看图写话

起，老师就应该多鼓励孩子观察生活，写出自己的心声，

培养孩子的写作兴趣。小学可以设置投稿信箱，发行校

园杂志，每个班级可以设置独属于自己的班刊，鼓励学

生的写作热情。初中老师在学生入学以后，要及时进行

写作测试，及时了解学生在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根据学生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写作提高方案。在写作教学

衔接过程中，初中教师应根据教材编排体系，准确梳理

语文写作教学的难度梯度，采用“由易到难”“由浅入

深”的教学方式，确保写作教学衔接能循序渐进进行。

初中语文写作教学是在小学的基础上进行的，从单一类

型的记叙文写作训练过渡至复杂记叙文写作训练，进而

过渡至应用文和议论文写作训练，教师应将梯度式的街

接方式贯穿始终。
[3]
写作能力的提高需要日积月累，厚

积薄发，因此在初中阶段，教师应精选阅读材料，留出

时间指导学生阅读，每周督促学生写摘抄、日记和周记，

引导学生多观察生活，思考社会和人生，在课堂上多给

学生发表自己观点和意见的机会，有意训练学生的思维

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初一语文教师要训练学生的写作

应试技巧，在作文课上带领学生逐一攻破难点，切实提

高学生的写作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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