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数学日记四年级(汇总18篇)
没有天生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努力和坚守。励志总结要
有感人的情节，让读者对内心的奋斗和成长产生共鸣。在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励志的名言警句，希望能够激发大家的内
心潜能和积极性。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一

今天，我在数学课上学习了统筹法，更加了解了时间的.宝贵。
运用统筹法安排时间，是一种最合理的方法，它将大大降低
时间的无谓消耗。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能够运用统筹法。

比如：我为父母做水果大餐。准备工作要用5分钟，泡水果
用5分钟，切水果用7分钟，摆设用2分钟，冰镇果汁用10分钟。
用统筹法来安排时间，泡水果时可做准备工作，共用5分钟，
然后拿一瓶果汁去冰镇。在这过程中，还可以切水果，摆水
果。这样才用去了9分钟，还有1分钟可以休息一下。用流程
图来表示：泡水果(同时做准备工作)——冰镇果汁(同时切水
果，摆设水果)——共用15分钟。这样多节约时间啊。

再如：早晨起来，整理床铺需要5分钟，洗漱要用5分钟，温
牛奶要用10分钟。那么就可以起床后先温牛奶，在这过程中，
可以洗漱，整理床铺，这样只需10分钟便可以喝到牛奶，非
常节约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非常
宝贵，一去便不复返了。如果我们用统筹法去做每一件事，
就会把时间利用得非常紧凑，也不会让时间无谓消耗!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二

星期天，我和爸爸去买菜。

我们来到卖西红柿的地方，爸爸问：“多少钱？”老板说“1
元2角1斤。”“我买3斤。”爸爸说道。老板称了3斤。爸爸



问我“你算一算，一共要多少钱？”我想：容易，1。2乘以3，
不就等于3。6元吗。我爽快答道：“3。6元。”爸爸幽默地
说：“恭喜你，答对了。”爸爸付了钱后，来到了卖菜的地
方。他问：“这白菜多少钱1斤？”女老板说：“1元5角。”
爸爸又问我：“我买2斤，现在我有5元，老板该找回我多少
钱？”我想：1。5乘以2等于3元，5元再减3元，那就等于2元。
”我答道：“找回2元。”爸爸说：“yes。”

走出菜场，我恍然大悟：原来，数学在生活中也是常常用到
的。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三

今天，我在《脑筋急转弯》中看到了一个数学问题：“小明
一共放了10个气球，如果隔一分钟放一个气球的话，小明放
了10个气球，一共花了几分钟？”我得意地想来考考妈妈。
妈妈有意地说：“10分钟。”我偷偷捂着嘴笑了起来。“怎
么，不对吗？”妈妈不解地问。我耐心地给妈妈解释
说：“是9分钟，因为放第1个气球后1分钟放第二个气球，一
直到放第9个气球，第9分钟后放第10个气球。”妈妈听了以
后，开心地笑了。

妈妈说：“其实，生活中有好多这样的问题呢。像爬楼梯、
排队伍、坐座位……比如：爸爸从1楼走到2楼用了9秒，照这
样算，他从1楼走到6楼大约需要多少秒？”我皱起眉头，认
真思考起来。这跟刚才放气球的问题是一致的，爸爸从1楼走
到2楼用了9秒，就是爸爸走1层楼用了9秒。爸爸走到6楼，其
实走了5层楼，9×5=45秒。

我把答案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不错不错，很会思考！
这啊，是四年级的小朋友才会解决的问题呢！”我开心地笑
了。看来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只要我们留心，有一双善于发
现的`眼睛，有一个善于探索的头脑，我们一定能把数学问题
迎刃而解。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四

今天，我跟妈妈去菜场买菜。妈妈说：“今天要考考你，会
不会自己去买样你喜欢吃的菜。”妈妈给了我20元钱，要看
看我的表现。“保证完成任务。”我自信地说。于是，我边
走边看，来到蔬菜区。这时，我看到一个阿姨在卖白白嫩嫩
的新鲜蘑菇。我想：家里还剩下的青菜可以和蘑菇放汤吃。
于是，我问卖菜的'阿姨：“阿姨，蘑菇多少钱一斤？”那位
阿姨笑眯眯地对我说：“小朋友，这蘑菇7元一斤，那你要买
几斤呀？”“阿姨，我只要买半斤。”我想：7除2等于3、5
元，20减3、5等于16、5元。想想，我便一张20元钱的纸钞了
给阿姨，并提示她还要找我16、5元。我又来到肉类区，看到
一个叔叔在卖肉，便问：“叔叔，条肉多少元一斤？”“10
元一斤。”“那我买一斤。”我又想：16、5减10等于6、5元。
我就把16、5元中的10元递给了那个叔叔。

当我从菜场出来，妈妈看到我手中既有荤又有素和6、5元时，
笑对我说：“学会买菜了！”

通过这次考验，我感到我们的生活中躲藏许多数学奥秘，学
会数学的本领真的很重要。而且，我们应该不骄傲，要努力
地学习和掌握更多的数学本领，才能够学以致用，解决身边
的问题。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五

周一，舅舅家的房子正在装修，舅舅就约我和他一起去装饰
材料中心买装修用的胶水。

我和舅舅兴致勃勃的'来到装饰材料中心，里面的商品琳琅满
目，数不胜数。我们俩一路小跑地来到卖胶水的地方，看到
里面一共有两种胶水：一种是199元3罐，另一种是299元7罐，
两种胶水质量和配方都一样。舅舅问我：“你数学不是很好
吗，那你来算算买那种胶水合算？”我心里想：这两种胶水



要求出一罐要多少钱根本除不尽，该怎么办呢？突然，我想
到可以把这两种胶水买成相同的数量，在一比较不就可以了
吗！我想：3和7的最小公倍数是21，那就都买21罐。199元3
罐的买21罐要元）而299元7罐的买21罐要元元7罐的买21罐
比199元3罐的买21罐差不多便宜了500元，还是买299元7罐的
合算。

后来，舅舅表扬我说：“看来，你的数学知识还真不赖，以
后一有数学问题，我都找你来解决！”听了舅舅的话，我的
心像吃了蜜一样甜。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六

“世界上最冷的地方出现在南极洲，年平均气温在－25℃以
下，绝对最低气温达－94。5℃。”

“世界最热的地方，是在1966之后，在非洲的索马里国家，
在那里的阴影处测得的温度高达63℃。”

在网上查到这些资料后，“当时我就震惊了”。居然相
差157.5°啊！这是何等的……那个啥呀！这是为什么呢？我
查了一下，原来，这是因为南极的纬度高，而且又是一个冰
封的大陆，冰雪反射太阳辐射，同时又是世界上风暴最大的
地区。

而最热的呢？是因为：非洲索马里是位于赤道的附件，当然
这么热喽！我也不知为神马！

我，真的，震惊，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世界真奇
妙！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七

前年的春天，我和妈妈乘坐高铁去北京看望在清华大学进修



的爸爸。一路上，我和妈妈有说有笑，看着窗外美丽的风景，
别提我有多开心啦。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和妈妈在高铁上的情
景。

妈妈：“子轩，你知道从长沙到北京要经过哪些站吗？”

我：“从长沙到北京要经过武汉、郑州、石家庄，一共三个
站点。”

妈妈：“对的，看来中国的地理，你学的不错啊，是爸爸教
你的吧。”

我得意地点了点头。

妈妈：“子轩，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从长沙到北京这段路程，
高铁往返行车，需要印制多少种车票呢？”

我：“这个问题真有趣，我想想。”

于是，我找出笔记本，拿出笔，画出下面这张图：

我不假思索地对妈妈说：“我知道答案了。”

只见妈妈拿出两张纸，递给我一张，对我说：“我们把自己
的答案写到纸上吧。

“ok！”我迅速的在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10”字，交到妈妈的
手上，妈妈也把自己写好的纸片交给我，看到妈妈写的那个
数字，我愣住了。妈妈的答案是“20”。

我眉头紧锁，心想：为什么是20呢？

妈妈提醒道：“我的提问是往返车票。”

妈妈的一句话让我恍然大悟，“从长沙到北京有10种，从北



京到长沙当然也有10种，加起来就是20种。”

妈妈：“以后等你再长大点，你还会学习奥数，我们可以用
公式去解决这个问题：5x（5—1）=20（种）”

我：“嗯，我明白了，没想到用利用数学公式可以这么快解
决问题，如果从深圳到北京要经过8个站点，那需要印制10x
（10—1）=90（种），妈妈对吗？”

妈妈听了，立刻对我伸出大拇指，为我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虽然这件事情过去两年了，我偶尔想起还觉得非常有意思，
从那之后，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做数学题一定要细心，更要
抓住关键字眼。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八

俗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一年级时我对
数学题一知半解，心想学数学有什么用呢？生活中怎会有这
么无趣的学科呢？可在我五年级时的一件事，验证了我的想
法是错的。

爸爸妈妈不在家，爷爷陪着我，中午吃饭成了问题，爷爷会
做饭，可没了调料，所以我拿上钱下楼买东西。到了超市，
我就发现了我要的东西——鸡精、盐与蚝油，都是5块的价格，
我买了鸡精2袋，盐2袋，耗酒1瓶。结帐时，也许是50块，她
找了我22元，我本想收过钱走了，可我发现了不对的地方。

东西都是5元，说明花费的钱是5的倍数，5的倍数特征为个位
是零或五的数，买了5袋意味着个位只能是5不能是零，5是奇
数，我给的钱是偶数，而偶数减奇数等于奇数，找我的钱是
奇数。而却是偶数，多收或少收了我几块，带入数
字“50—5×5=25元”找我25元，却只找了我22元，25—22=3
元，少收了3元，我向员工解释了，她就再给了我3元。



数学在生活中有很大的用处，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九

今天傍晚，我和表姐在操场上玩，我们在操场边发现一张面
积大约是一平方米的正方形废纸板，表姐看了看，说：”小
婧，如果把这个纸板分割成一个个面积为一平方毫米的小正
方形，再把这些小正方形一个紧挨一个的接成一条直线，这
条直线会有多长呢?”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这能有多长，
顶多不过四米吧!”表姐笑了笑说：”你先别急着下结论，让
我们一起来算算吧。”

我理了理思路，开始了片刻的思考：1平方米等于100平方分
米，……1000000平方毫米的正方形的边长就是1000000毫米，
那1000000毫米不就是100米吗?哇!这条由一些一平方毫米的
小正方形拼成的直线竟长达100米。

此时，我明白学习数学不能只是简单地把题目看一看，就轻
易的下结论，应该认真想、仔细算，才能做得对，并探究到
其中的奥妙。

买菜

星期天，我和爸爸去买菜。

我们来到卖西红柿的地方，爸爸问：“多少钱?”老板说“ 1
元2角1斤。”“我买3斤。”爸爸说道。老板称了3斤。爸爸
问我“你算一算，一共要多少钱?”我想：容易，1.2乘以3，
不就等于3.6元吗!我爽快答道：“3.6元。”爸爸幽默地
说：“恭喜你，答对了!”爸爸付了钱后，来到了卖菜的地方。
他问：“这白菜多少钱1斤?”女老板说：“1元5角。”爸爸
又问我：“我买2斤，现在我有5元，老板该找回我多少钱?”
我想：1.5乘以2等于3元，5元再减3元，那就等于2元。”我
答道：“找回2元。”爸爸说：“yes!”



走出菜场，我恍然大悟：原来，数学在生活中也是常常用到
的。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十

如果数学消失了，如果取消了数学课，世界将会怎么样？同
学们不必验算复杂的数学题，老师们不用给同学们讲解深奥
的数学知识……今天，我才从书里真正知道如果没有数学世
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假如数学消失了》这本书的主人公叫萨姆，他是个数学天
才，十分喜欢数学。有一天，教育部部长劳伦斯·莱克发布
了学校取消数学教育的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只有萨姆无比
气愤，他很喜欢数学。

于是，他和部长进行了多次讨论，萨姆想方设法用各种各样
的事例告诉了大家，生活处处有数学。大家又开始对数学有
了兴趣，学校又重新恢复了数学课。

读完这本书，我很佩服萨姆这个数学天才。说实话，我的数
学学得不算好，如果取消数学真门功课，我可能也会很乐意
的，但是，萨姆却以他言行说服了我，让我更加喜欢这本书，
喜欢数学。取消了数学，可能连简单的试卷评分都无法进行，
加加减减中，运用的就是最简单的数学计算。

数学无处不在。我们天天离不开的自行车，它的三角形车架
的形状就决定了自行车的特点，而它就是有数学知识来设计
稳定性的。现在正在盛开的向日葵，它花盘上种子排列的图
案，也是一种数学图案。在我们喜爱的动画片《玩具总动员》
中，有76个角色登场，出现了366个物体，这部电影中每个像
素都需要50万次的数学验算，我们才欣赏到了形象逼真、生
动有趣的影片。

拿一根纸条，将它向相反的方向反卷一下，然后用胶带把接



口粘住，用铅笔在纸条的里圈画直线，画了一圈你就会发现，
你不仅画到了纸条的里圈，连纸条的外圈你也画上了直线。
真神了，我不相信地专门动手做了实验，哇！果然是这样，
这也是数学中的“莫比乌斯带”，这样的带子应用下去就是
神秘的魔术技法了，多有趣啊！

自行车中有数学，盛开的花中有数学，普通的海螺中有数
学……可以说，任何物体上都有数学，数学真的是无数不在。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十一

看到好多人都写去香港，但是没办法啦。.。.。.

2月4日那一天，我们做火车到达了香港，因为第二天要去海
洋公园玩，所以我们去了超市买零食吃。我们买了面包、饮
料和一点水果，花了86元港币，港币与人民币的汇率
是0.8094，也就是一元港币约等于0.8元人民币。那港币86元
折合人民币就是86×0.8=68.8(元)，我们买食物花了68.8元
人民币。

第二天，我们一家三口和我表弟他们一起去了海洋公园玩儿。
之前我妈已经网上订好了门票，港币225元，折合人民币就
是225×0.8=180(元)，所以一张门票是180元人民币。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十二

在数学兴趣课上，王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道有趣的题目：

在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玩，遇到了一位老寿星。
一打听，这位老寿星已经141岁了，乾隆皇帝便赠了一联给老
人：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

乾隆皇帝要随行的'大臣纪晓岚对出下联，这可难不倒他，他
的下联是：古稀双庆，更多一度春秋。



老师说：“这一副对联里，藏有一道数学题，请同学们算一
算老人几岁？”听了老师的话，我想，“花甲”是指60
岁，“重开”是指两个60岁，“三七”是指二十一岁，上联
就是60×2+21=141岁；古稀是指七十岁，“双庆”是指两个
七十，“多一度春秋”也就是多一岁，下联就是70×2+1=141
岁。原来，对联中也藏有数学问题呀！

其实，早在我国古代，文人们就常作对联，以咏物喻事，而
且很善于把一些数字嵌在对联中，使对联除了文学性、趣味
性外，又增加了知识性。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十三

远古时代，为了记下猎物的多少，人们用石头或结绳计数，
比如猎到3只野兔、5头野猪，就在屋内摆上3个石头，在绳子
上打三个结。

但是，渐渐地，人们发现这种方法不实用了，因为结绳子很
麻烦，石头容易丢失，数据会不准确。

人们在生活中渐渐地发现了一种新办法：用手指计数。比如：
猎到6只山鸡，就伸出6只手指。这种办法过不了多久，人们
发现双手手指不够用了，超过十就没有办法表示。人们很快
就想出了一种新的办法：用符合表示数。

就是这些符合演变成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数字——阿拉伯数
字。这些数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十四

在我以前的.学校就有个超级幽默的老师，姓刘，名明化。他
可是个“重磅炸弹”，因为课教得好，我们背地里叫他“数
学大王。



现在我虽然离开了那所学校，却怎么也忘不了这位幽默
的“大王”。唉，真不知道刘老师为了备好每一节课，在我
们看不见的深夜里，要动多少心思啊。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十五

在我以前的学校就有个超级幽默的老师，姓刘，名明化。他
可是个“重磅炸弹”，因为课教得好，我们背地里叫他“数
学大王。

现在我虽然离开了那所学校，却怎么也忘不了这位幽默
的“大王”。唉，真不知道刘老师为了备好每一节课，在我
们看不见的深夜里，要动多少心思啊。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十六

我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他在学习方面非常好，尤其是数学，
每次成绩都是班里第一，所以老师们很喜欢他。但他给我最
深的印象，就是他刻苦学习的态度和热心帮助同学的精神。

他不高的个子，瘦瘦的身子，一头乌黑亮发在灯光底下显得
格外的有光泽，平时脸上总挂着灿烂的微笑。他擅长体育，
是我们班的一个“运动健将”。他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如
果同学有不会的题，他总是会热情地帮助他人，并耐心的讲
解。他就是我们班的班长，我们大家都叫他“鸡丁”。

想着想着，我就打开了电脑，登陆了qq，看见鸡丁果然在线上，
我点击他的qq与他对话。“鸡丁，我有道数学题不会，你能
告诉我吗？”过了几秒钟，我的电脑屏幕上出现“好吧，哪
道？”“就是数学卷子上的……”说着，我把题的内容发给
了他。“哦——是这道啊。你先用这个去除以它，然后……
明白了吗？”“我……有点不太明白，你能再讲一遍
吗。”“可以。或者你用方程，设全班x人……”“哦，我明
白了，谢谢了。”“不客气。”知道了这道题后的我又



像“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般。

许多成功人士都说过：在每一个成功的`背后，总会有一个给
他帮助、为他鼓励的人，对我而言，那个人就是他——我的
好伙伴，一个乐于助人的好伙伴。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十七

还有三天，我就过生日了，因为我快10岁了，妈妈说到了10
岁，就可以算是个小大人了，以后要更懂事，更独立，妈妈
准备请一些小朋友，共同庆祝我的生日。奶奶要帮每个小朋
友准备一份礼物。晚上，奶奶、妈妈和我上街采购礼物去了。
来到超市，我们挑选了小朋友最喜欢的东西。收银台的人很
多，我们只好等着。妈妈问道：“崔敏璐，妈妈考考你，你
帮奶奶算一下，应该要付多少钱？”我有些紧张，在妈妈的
鼓励下我慢慢地算起来：薯片1。5元一袋，一共6袋，要9元
钱；果冻5元钱一包，6袋要30元钱；面包1。5元一个，共买
了12个，要18元；巧克力大约6元钱一包，约36元钱；总共需
要90—100元左右。妈妈看着我计算，微笑着点点头。我一看，
知道自己成功了。但妈妈又说：“崔敏璐，还有一种更简单
的办法，你知道吗？”我想了半天，没想起来，妈妈提示我
说：“你可以先把一份礼物的.价钱算出来，然后再算6份的
价钱。”我一想，对呀，我又开始算了起来，薯片1。5元，
果冻5元，巧克力6元，面包2个3元，一份礼物要15—16元左
右，6份一共需要90—96元左右。哈哈，我又算出来。妈妈又
问我：“你看哪种办法更简单呢？”我说：“当然是第二种
方法简单，不用每样东西都乘以6，只要最后乘6就行了。”
妈妈说：“是啊，以后要多用脑子，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做事。
”

我觉得今天真高兴，为即将到来的生日开心，也为自己又学
到了新的知识开心。



数学日记四年级篇十八

今天，我一早就做完了作业，妈妈见了，便走过来，对我说：
和你玩个游戏吧!”“好呀!”我爽快地答应了。妈妈拿来一
块圆纸板，纸板中心用钉子固定一根可以转动的指针。纸板
被平均分成24个格，格内分别写着1—24个数。“妈妈，游戏
规则是什么?你快说呀!”我心急地说。“游戏规则很简单，
就是：指针转到单数格或双数格，都要加上下一个数。假如
加起来是单数就是我赢，假如加起来是双数就是你赢。”妈
妈笑着说。

我见游戏规则这么简单，就一连玩了十多次，可是每一次都
赢不了妈妈，妈妈笑了起来。“为什么总是单数呢?”我不解
地问妈妈。妈妈说：“你自己想一想吧!”于是，我绞尽脑汁
地想呀想，终于让我想起了老师曾经讲过的公式：奇数+偶
数=奇数。这下我可明白了，假如指针转到单数格，那么加下
一个数就必然是偶数;假如指针转到双数格，那么加下一个数
就是奇数，所以，无论指针转到任何一格，加起来的数都是
奇数。妈妈就是利用这个规律获胜的。在数学的世界里，有
着许多奇妙的.规律，只要我们学好数学、善用数学，它，就
是无处不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