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整理归纳总结(大
全14篇)

考试总结是我们进一步提升学习成绩和提高学习效率的有效
途径。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学习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
希望这些范文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写作思路和启发，让我们一
起来看看吧。

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整理归纳总结篇一

2.会用“四舍五入”法截取积是小数的近似值;培养从不同角
度观察，分析事物的能力;

3.理解用字母表示数的意义和作用;

4.理解简易方程的意思及其解法;

5.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计算公式，并会运
用公式正确地计算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学习难点：

6.能正确进行乘号的简写，略写;小数乘法的计算法则;

8.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理解商的小数点要与被
除数的小数点对齐的道理;

9.构建初步的空间想象力;

10.用字母表示数的意义和作用;

11.多边形面积的计算。



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整理归纳总结篇二

1、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物体，看到的形状可能是不同的;观察
长方体或正方体时，从固定位置最多能看到三个面。

2、正面、侧面、后面都是相对的，它是随着观察角度的变化
而变化。通过观察、想象、猜测，培养空间想象力和思维能
力，能正确辨认从正面、侧面、上面观察到的简单物体的形
状。

3、构建空间想象力：

(1)、将两个完全一样的正方体并排放，要求想象画出以不同
角度看到的样子(强调左右面是重合，故只能看见一个正方
形)。

(2)、将一个正方体和圆柱体并排放，要求想象画出从不同角
度看到的样子。

4、动手操作，思维拓展

用5个小正方体摆从正面看到的图形(你能摆出几种不同的方
法)。(有多少种不同摆法，最少要用多少个小正方体，最多
只能用多少个小正方体。)

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整理归纳总结篇三

1.横排叫做行，竖排叫做列。确定第几列一般是从左往右数，
确定第几行一般是从前往后数。

2.用有顺序的两个数表示出一个确定的位置就是数对，确定
一个物体的位置需要两个数据。

3.用数对表示位置时，先表示第几列，再表示第几行，不要



把列和行弄颠倒。

4.写数对时，用括号把列数和行数括起来，并在列数和行数
之间写个逗号把它们隔开，写作：(列，行)。

5.数对的读法：(2，3)可以直接读(2，3),也可以读作数对(2，
3)。

6.一组数对只能表示一个位置。

7.表示同一列物体位置的数对，它们的第一个数相同;表示同
一行物体位置的数对，它们的第二个数相同。

【巧记位置】

表示位置有绝招

一组数据把它标

竖线为列横为行

列先行后不可调

一列一行一括号

逗号分隔标明了

在方格纸上，物体向左或向右平移，行数不变，列数等于减
去或加上平移的格数;

物体向上或向下平移，列数不变，行数等于加上或减去平移
的格数。

【切记】



1、数对：由两个数组成，中间用逗号隔开，用括号括起来。
括号里面的数由左至右分别为列数和行数，即“先列后行”。

2、作用：一组数对确定一个点的位置，经度和纬度就是这个
原理。

例：在方格图(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用数对(3，5)表示(第三列，
第五行)。

3、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x轴上的坐标表示列，y轴上的坐标表
示行。

如：数对(3，2)表示第三列，第二行。

4、数对(x，5)的行号不变，表示一条横线，(5，y)的列号不变，
表示一条竖线，(有一个数不确定，不能确定一个点)。

图形左右平移行数不变，图形上下平移列数不变。

小学五年级上册数学《小数乘法》知识点

一、意义

1、小数乘整数：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的简便运算。

如：3.2+3.2+3.2+3.2+3.2改用乘法算式表示为(3.2×5)，这
个乘法算式表示的意义是(5个3.2是多少)

2、小数乘小数：就是求这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

如：1.5×0.8就是求1.5的十分之八是多少。

二、算理

1、计算方法：按整数乘法的法则算出积，再点小数点;点小



数点时，要看因数中一共有几位小数，就从积的右边起数出
几位点上小数点。

小数乘法计算法则简记为：一算，二看，三数，四点，五去;

2、注意：计算结果中，小数部分末尾的0要去掉，把小数化
简;小数部分位数不够时，要用0占位。

3、乘法的验算有很多种方法：可以交换两个因数的位置再算
一遍;可以用估算的方法;还可以用计算器验算。

4、积与因数的关系：

一个数(0除外)乘大于1的数，积比原来的数大;

一个数(0除外)乘小于1的数，积比原来的数小。

用字母表示：a×b=c(a不等于0)

b1,ac

b=1,a=c

b1,a

三、积的近似数

1、求近似数的方法有三种：四舍五入法、进一法、去尾法，
在这一单元主要用四舍五入法。

步骤如下：先按照小数乘小数的方法算出积，再按题目的要
求和“四舍五入”法取近似值。

注意：表示近似数时小数末尾的0不能随便去掉。



如：0.599保留两位小数是()

2、通常情况下，人民币的最小单位是分，以元为单位的小数
表示“分”的是百分位。

四、混合运算

小数四则运算顺序跟整数是一样的。

整数乘法的交换律、结合律和分配律，对于小数乘法也适用。

关于乘法分配律的简算是这一部分的重点和难点。

案例：0.25×4.78×4

0.65×202

2.4×1.5-2.4

2.4×0.6+2.6×0.6

12.5×32×0.25

五、解决问题

1、实际生活中的估算应用，可以估大或者估小，要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适当的估算策略。

2、分段计费的问题，比如乘坐出租车的问题、电费水费的问
题都属于分段计费。解决方案有两种：第一种分段计费后在
合并;第二种全程单价计算然后再加上少算的金额。



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整理归纳总结篇四

先按整数乘法算出积

再给积点上小数点

二、点小数点的方法：

看因数中一共有几位小数，就从积的右边起数几位，点上小
数点。

乘得的积的小数点位数不够，就要用0补足，再点小数点。

一个数(0除外)乘以大于1的数，积比原来的数大。

一个数(0除外)乘以小于1的数，数比原来的数小。

三、积的近似数

用四舍五入法保留一定的小数位数。

四舍五入法：小于5，把它和右边的数全舍去，改写成0

大于5，向前进1，再把它和右面的数全舍去，改写成0

由于小数的末尾去掉0和加上0，小数的大小不变，所以取小
数的近似数时不用把数改写成0，直接去掉。

2.205≈2 (保留整数)

2.205≈2.2 (保留一位小数)

2.205≈2.21 (保留两位小数)

四、小数的四则运算顺序跟整数是一样的。



1)从左往右算

2)先算乘除，再算加减

3)有括号的先算括号内

4)不用算的先抄下来

整数乘法的交换律、结合律和分配律，对于小数乘法也适用。

乘法交换律：交换两个因数的位置，积不变。

a×b=b×a

乘法结合律：先乘前两个数，或者先乘后两个数，积不变

(a×b)×c=a×(b×c)

乘法分配律：两个数的和与一个数相乘，可以先把它们与这
个数分别相乘，再相加。

(a+b)×c=a×c+b×c

扩展：

(a+b+c)×d=a×d+b×d+c×d

(1)分母相同的两个分数，分子大的分数比较大。

(2)分子相同的两个分数，分母小的分子比较大。

(3)什么是真分数?

分子比分母小的分数叫真分数。



(4)什么是假分数?

分子比分母大或者分子和分母相等的分数叫假分数。

(5)什么是带分数?

由整分数和真分数合成的数通常叫带分数。

(6)什么是分数的基本性质?

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或除以相同的数(0除外)，分数大小
不变，这就是分数的基本性质。

(7)什么是约分?

把一个分数化成同它相等，但分子、分母都比较小的数叫做
约分。

(8)什么是最简分数?

分子、分母是互质数的分数叫最简分数。

1.一位数乘法法则

整数乘法低位起，一位数乘法一次积。

个位数乘得若干一，积的末位对个位。

计算准确对好位，乘法口诀是根据。

2.两位数乘法法则

整数乘法低位起，两位数乘法两次积。

个位数乘得若干一，积的末位对个位。



十位数乘得若干十，积的末位对十位。

计算准确对好位，两次乘积加一起。

3.多位数乘法法则

整数乘法低位起，几位数乘法几次积。

个位数乘得若干一，积的末位对个位。

十位数乘得若干十，积的末位对十位。

百位数乘得若干百，积的末位对百位

计算准确对好位，几次乘积加一起。

4.因数末尾有0的乘法法则

因数末尾若有0，写在后面先不乘，

乘完积补上0，有几个0写几个0。

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整理归纳总结篇五

一、填空

1、小数乘以整数的意义与整数乘法的意义相同：就是求几
个()加数的和的简便运算。

2、小数乘以小数的方法是，先把小数看成()。再按整数乘法
算出积，然后看因数有几位小数，就从积的右边数几位，点上
()，并去掉小数点后末尾的零。

3、3.8扩大()倍是38.78缩小()倍是0.078.90缩小1000倍是()，
()缩小10倍是4.6.13个0.25是()，0.25的8倍是()。



4、0.24×15运算时先把0.24看作()，第一个因数就扩大了()，
运算结果必须缩小()，才能得到0.24×15的积。

5、0.8平方米=()平方分米

2.4分钟=()秒

2.5升=()亳升

0.37公顷=()平方米

6、根据56×125=7000，写出下面各题的积。

0.56×125=()5.6×1.25=()

560×12.5=()5600×0.125=()

7、一个长方形的长是4.1，比宽长0.5米，周长是()米，面积是
()平方米。

8、一个三位小数用四舍五入法取近似值是7.3，这个数可能是
()，最小可能是()。

9、一个平行四边形花圃，底3.5米，高2.6米。如果每平方米
能培植鲜花20枝，这个花圃一共大约可培植鲜花()枝。

10、南京地铁一期工程分高架线和地下线两部分，其中高架
线大约长8.5千米,地下线的长度是高架线的1.6倍,第一期工
程全线大约长()千米。

11、甲、乙、丙三名同学的平均身高为1.48米,已知甲、乙两
人的平均身高1.51米，则丙的身高为()厘米。

12、148×23=3404



那么：

14.8×23=148×0.23=

148×2.3=1.48×23=

13、(1)3个1.7列式是()。

(2)15个0.18的和是()。

(3)已知32×9=288，那么3.2×9=()，32×0.9=()。

(4)0.7的32倍列式是()，结果是()位小数。

二、不计算，把乘积相等的算式用线连起来

570×165.7×160

0.057×160057×1600

57×165.7×16

0.57×1600005.7×1600

三、列竖式计算

0.26×73.105×1863.08×25

11.4×193.8×50.59×4

4.3×280.08×12525×0.125

4.87×10028×1.50.82×2



3.95×422.073×15

小学五年级上册数学《位置》知识点

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整理归纳总结篇六

简易方程：方程axb=c（a,b,c是常数）叫做简易方程。

方程：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叫做方程。（注意方程是等式，又
含有未知数，两者缺一不可）

方程和算术式不同。算术式是一个式子，它由运算符号和已
知数组成，它表示未知数。方程是一个等式，在方程里的未
知数可以参加运算，并且只有当未知数为特定的数值时，方
程才成立。

方程的解

使方程左右两边相等的未知数的值，叫做方程的解。

如果两个方程的解相同，那么这两个方程叫做同解方程。

13.方程的`同解原理：

（1）方程的两边都加或减同一个数或同一个等式所得的方程
与原方程是同解方程。

（2）方程的两边同乘或同除同一个不为０的数所得的方程与
原方程是同解方程。

解方程：解方程，求方程的解的过程叫做解方程。

列方程解应用题的意义：



用方程式去解答应用题求得应用题的未知量的方法。

列方程解答应用题的步骤

（1）弄清题意，确定未知数并用x表示；

（2）找出题中的数量之间的相等关系；

（3）列方程，解方程；

（4）检查或验算，写出答案。

列方程解应用题的方法

综合法

先把应用题中已知数（量）和所设未知数（量）列成有关的
代数式，再找出它们之间的等量关系，进而列出方程。这是
从部分到整体的一种思维过程，其思考方向是从已知到未知。

分析法

先找出等量关系，再根据具体建立等量关系的需要，把应用
题中已知数（量）和所设的未知数（量）列成有关的代数式
进而列出方程。这是从整体到部分的一种思维过程，其思考
方向是从未知到已知。

列方程解应用题的范围：小学范围内常用方程解的应用题：

（1）一般应用题；

（2）和倍、差倍问题；

（3）几何形体的周长、面积、体积计算；



（4）分数、百分数应用题；

（5）比和比例应用题。

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整理归纳总结篇七

轴对称：

1.轴对称图形：如果一个图形沿着一条直线对折，两侧的图
形能够完全重合，这个图形就是轴对称图形，那条直线就叫
做对称轴。两图形重合时互相重合的点叫做对应点，也叫对
称点。

2.轴对称图形的性质：对应点到对称轴的距离相等，对应点
连线垂直于对称轴。

3.轴对称图形具有对称性。

4轴对称图形的法：

(1)找出所给图形的关键点，如图形的顶点、相交点、端点
等;

(2)数出或量出图形关键点到对称轴的距离;

(3)在对称轴的另一侧找出关键点的对称点;

(4)按照所给图形的顺序连接各点，就画出所给图形的轴对称
图形。

平移：

1.平移的定义：在平面内，将一个图形沿某个方向移动一定
的距离，这样的图形运动称为平移。



2.平移的基本性质：

(1)平移不改变图形的形状和大小，只改变图形的位置。

(2)经过平移，对应线段，对应角分别相等;对应点所连的线
段平行且相等。

3.平移图形的画法：

(1)确定平移的方向与距离。

(2)将关键点按所需方向平移所需距离。

(3)按原来图形的连接方式依次连接各对应点。

4、平移几格并不是指原图形和平移后的新图形之间的空格数，
而是指原图形的关键点平移的格数。

设计图案的基本方法：平移、对称

1.运用平移设计图案的方法：

(1)选好基本图案;

(2)根据所选的基本图案确定平移的格数和方向;

(3)平移，描出对应点;

(4)按顺序连接对应点

2.运用对称设计图案的方法：

(1)先选好基本图案;

(2)依据基本图案的特点定好对称轴;



(3)选好关键点，并描出关键点的对应点;

(4)按顺序连接对应点，画出基本图形的对称图

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整理归纳总结篇八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苏教版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方程，以
供大家参考练习!

1、表示相等关系的式子叫做等式。

2、含有未知数的等式是方程。

3、方程一定是等式;等式不一定是方程。等式方程

4、等式两边同时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数，所得结果仍然是等式。
这是等式的性质。

等式两边同时乘或除以同一个不等于0的数，所得结果仍然是
等式。这也是等式的性质。

5、求方程中未知数的过程，叫做解方程。

解方程时常用的关系式：

一个加数=和-另一个加数 减数=被减数-差 被减数=减数+差

一个因数=积另一个因数 除数=被除数商 被除数=商除数

注意：解完方程，要养成检验的好习惯。

7、4个连续的自然数(或连续的奇数，连续的偶数)的和，等
于中间两个数或首尾两个数的和个数2(高斯求和公式)

8、列方程解应用题的思路：a、审题并弄懂题目的已知条件和



所求问题。b、理清题目的等量关系。c、设未知数，一般是把所
求的数用x表示。d、根据等量关系列出方程e、解方程f、检验g、
作答。

以上是苏教版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方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整理归纳总结篇九

知识点：倍数

问题：2的倍数有哪些?

2的倍数有：2，4，6，8…

例1、小蜗牛找倍数(找出3的倍数)。

练习3、5的倍数有哪些?7的倍数呢?

5的倍数：

7的倍数：

一个数的倍数的个数是()，一个数的最小的倍数是()，()的
倍数。

用字母表示因数与倍数的关系：axb=c(a、b、c都是不为0的整
数)a、b都是c的因数，c是a和b的倍数。因数和倍数是相互依存
的。

1、根据算式：4×8=32

说一说，谁是谁的因数?谁是的倍数?



2、根据算式：63÷7=9

说一说，谁是谁的因数?谁是的倍数?

小试牛刀

1.填空：

(1)3×7=21，()和()是()的因数，()是()和()的倍数。

(2)72的因数是()，最小倍数是()，最小因数是()。

(3)一个数(0除外)，它的因数和最小倍数都是()。

2.判断：

(1)6是因数，30是倍数。()

(2)因为8÷0.8=10，所以8是0.8和10的倍数，0.8和10是8的
因数。()

(3)一个数的因数一定小于这个数。()

(4)甲数比乙数大，甲因数的个数比乙数多。()

3、写出各数的因数或倍数。

因数倍数(写出5个)

104

177

2810



3212

4815

小学五年级数学下册分数的意义与性质知识点

把()平均分成()份，这样的()份用()表示。

把()平均分成()份，这样的()份用()表示。

分数的意义：

一个物体、一些物体等都可以看作一个整体，把这个整体平
均分成若干份，这样的一份或几份都可以用分数来表示。

例如

一个整体可以用自然数1表示，通常把它叫单位“1”。

把看成单位“1”，每个是的1/4。

练习

每个茶杯是(这套茶杯)的()分之()。

每袋粽子是()的()分之()。

每种颜色的跳棋是()的()分之()。

阴影的方格是()的()分之()。

二分数单位

把单位“1”平均分成若干份，表示其中一份的数叫分数单位。
例如()的分数单位是(),()的分数单位是()，()的分数单位



是()。

三分数与除法

思考

1、把三个苹果平均分给2个人，每个人分几个?

2、把1个苹果平均分给2个人，每个人分几个?

3、把3块饼平均分给5个小朋友，每人分得多少块?

3÷5=(块)

四分数的分类(真分数与假分数)

()()()

这些分数比1大还是小?

分子比分母小的分数叫真分数。真分数小于1。

()()

()

这些分数比1大，还是比1小?

分子比分母大或分子和分母相等的分数叫做假分数。假分数
大于1或等于1。

练习

1.下面的分数哪些是真分数，哪些是假分数?



3/51/66/63/413/62/71

真分数假分数

2、

3、(1)写出分母是7的所有真分数。

(2)写出分子是7的所有假分数。

4、下面的说法对吗?为什么?

(1)昨天妈妈买了1个西瓜，我一口气吃了5/4个。

(2)爷爷把菜地的2/5种了西红柿，3/5种了茄子，1/5种了辣
椒。

(3)这块巧克力我吃了1/6，表哥吃了5/6。

小学五年级上册数学复习计划

一、把知识分块，进行分类整理复习。

五年级数学一共七个单元，但是重点知识分为三块，一是计
算类：小数乘除法和解简易方程;二是图形面积类：平行四边
形、三角形、梯形以及组合图形的面积计算;三是问题解决：
小数乘除法的解决问题以及用方程解决问题。把知识分类也
能让学生明了本册学习的重点内容，在练习时能对症下药，
即题目到底是考查了哪一个知识点，这样学生面对一些陌生
的题目时也不会手足无措。

二、多训练计算。

本学期的计算占的比重相当大，于是让每个学生都掌握计算



法则，会计算每种类型的题目。最近一个月我每天会让学生
做六道计算题。虽然让学生练习了，但是我做的并不好，检
查不到位，只是让小组长把这个家庭作业落实，学生纠错率
不高。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准备在课代表以及小组长的配
合下，每天不定时抽查学生的家庭作业，并掌握每个学生的
计算能力，程度的在基础计算上让学困生得分。

三、把每班学生按不同程度分类。

优等生、中等程度的学生、学困生。在复习时有所侧重，优
等生在掌握基础题的同时，多做一些拔高的习题;中等生能够
把基础知识、概念、计算做的非常扎实，拔高题并不做要求;
学困生是个大难题，他们基础差，学习习惯不好，甚至有厌
学情绪，多让他们在学习中体验成功乐趣是重点，让他们有
学习的欲望，基本的小数乘除法、简单的方程，一定要重复
训练，对他们进行模式训练，记忆为主。

“一帮一计划“也有所改动，原来优等生带学困生，但是实
施过程中发现，有些学生在给学困生讲题时，极其不耐烦，
总是听到有人抱怨认为很简单的题目也不会做，影响很不好，
于是我大胆决定，让优等生帮助中等生，中等生带学困生，
这样差距小一些，实施起来也比较容易些，而且发挥中等生
的作用，一方面避免了有些中等生听不懂装懂，理解知识不
透彻的坏习惯，另一方面通过帮助别人他也能体验成功，对
自身提高很有帮助。

最后，复习一定不要只顾做试卷而脱离课本，且不说期末考
试的题目都是书上例题的变形，更重要的是课本上的习题都
是基于课程标准的，不会超纲，有代表性，对于学生理解定
义、概念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总之，期末复习一定要有计划性，根据本班学生制定一个具
有时效性的计划，能对症下药，这样的复习应该会有比较显
著的效果!



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整理归纳总结篇十

知识点一：因数

所以12的因数有：

注意：1、在说因数(或倍数)时，必须说明谁是谁的因数(或
倍数)。不能单独说谁是因数(或倍数)。2、因数和倍数不能
单独存在。

例118的因数有那些?

方法一：想18可以有哪两个数相乘得
到18=1×1818=2×918=3×6

方法二：根据整除的意义得到

18÷1=1818÷2=918÷3=6

所以18的因数有：

表示方法：

1.列举法︰12的因数有：1，2，3，4，6，12

2.用集合表示︰

练习1：30的因数有哪些?36呢?

30的因数有：

36的因数有：

观察：18的最小因数是()，的因数是()



30的最小因数是()，的因数是)

36的最小因数是()，的因数是()

一个数的因数的个数是有限的，一个数的最小因数是()，因
数是()

你要知道：

(1)1的因数只有1，的因数和最小的因数都是它本身。

(2)除1以外的整数，至少有两个因数。

(3)任何自然数都有因数1。

练习2、把下列各数填入相应的集合圈中。

1234567891012

151618202430366

36的因数60的因数

小学五年级数学下册分数的意义与性质知识点

把()平均分成()份，这样的()份用()表示。

分数的意义：

一个物体、一些物体等都可以看作一个整体，把这个整体平
均分成若干份，这样的一份或几份都可以用分数来表示。

例如

一个整体可以用自然数1表示，通常把它叫单位“1”。



把看成单位“1”，每个是的1/4。

练习

每个茶杯是(这套茶杯)的()分之()。

每袋粽子是()的()分之()。

每种颜色的跳棋是()的()分之()。

阴影的方格是()的()分之()。

二分数单位

把单位“1”平均分成若干份，表示其中一份的数叫分数单位。
例如()的分数单位是(),()的分数单位是()，()的分数单位
是()。

三分数与除法

思考

1、把三个苹果平均分给2个人，每个人分几个?

2、把1个苹果平均分给2个人，每个人分几个?

3、把3块饼平均分给5个小朋友，每人分得多少块?

3÷5=(块)

四分数的分类(真分数与假分数)

()()()

这些分数比1大还是小?



分子比分母小的分数叫真分数。真分数小于1。

()()

()

这些分数比1大，还是比1小?

分子比分母大或分子和分母相等的分数叫做假分数。假分数
大于1或等于1。

练习

1.下面的分数哪些是真分数，哪些是假分数?

3/51/66/63/413/62/71

真分数假分数

2、

3、(1)写出分母是7的所有真分数。

(2)写出分子是7的所有假分数。

4、下面的说法对吗?为什么?

(1)昨天妈妈买了1个西瓜，我一口气吃了5/4个。

(2)爷爷把菜地的2/5种了西红柿，3/5种了茄子，1/5种了辣
椒。

小学五年级数学11种解题技巧

1、对照法



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数学概念?小学数学常用的方法就是对
照法。根据数学题意，对照概念、性质、定律、法则、公式、
名词、术语的含义和实质，依靠对数学知识的理解、记忆、
辨识、再现、迁移来解题的方法叫做对照法。

这个方法的思维意义就在于，训练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正确理
解、牢固记忆、准确辨识。

例1：三个连续自然数的和是18，则这三个自然数从小到大分
别是多少?

对照自然数的概念和连续自然数的性质可以知道：三个连续
自然数和的平均数就是这三个连续自然数的中间那个数。

例2：判断题：能被2除尽的数一定是偶数。

这里要对照“除尽”和“偶数”这两个数学概念。只有这两
个概念全理解了，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2、公式法

运用定律、公式、规则、法则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它体现的
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思维。公式法简便、有效，也是小学
生学习数学必须学会和掌握的一种方法。但一定要让学生对
公式、定律、规则、法则有一个正确而深刻的理解，并能准
确运用。

例3：计算59×37+12×59+59

59×37+12×59+59

=59×(37+12+1)…………运用乘法分配律

=59×50…………运用加法计算法则



=(60-1)×50…………运用数的组成规则

=60×50-1×50…………运用乘法分配律

=2950…………运用减法计算法则

3、比较法

通过对比数学条件及问题的异同点，研究产生异同点的原因，
从而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叫比较法。

比较法要注意：

(1)找相同点必找相异点，找相异点必找相同点，不可或缺，
也就是说，比较要完整。

(2)找联系与区别，这是比较的实质。

(3)必须在同一种关系下(同一种标准)进行比较，这是“比
较”的基本条件。

(4)要抓住主要内容进行比较，尽量少用“穷举法”进行比较，
那样会使重点不突出。

(5)因为数学的严密性，决定了比较必须要精细，往往一个字，
一个符号就决定了比较结论的对或错。

例4：填空：0.75的位是，这个数小数部分的位是();十分位
的数4与十位上的数4相比，它们的()相同，()不同，前者比
后者小了()。

这道题的意图就是要对“一个数的位和小数部分的位的区
别”，还有“数位和数值”的区别等。

这是两种方案的比较。相同点是：六年级人数不变;相异点是：



两种方案中的条件不一样。

找联系：每人种树棵数变化了，种树的总棵数也发生了变化。

找解决思路(方法)：每人多种7-5=2(棵)，那么，全班就多种
了75+15=90(棵)，全班人数为90÷2=45(人)。

4、分类法

根据事物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将事物区分为不同种类的方法，
叫做分类法。分类是以比较为基础的。依据事物之间的共同
点将它们合为较大的类，又依据差异点将较大的类再分为较
小的类。

分类即要注意大类与小类之间的不同层次，又要做到大类之
中的各小类不重复、不遗漏、不交叉。

例6：自然数按约数的个数来分，可分成几类?

答：可分为三类。(1)只有一个约数的数，它是一个单位数，
只有一个数1;(2)有两个约数的，也叫质数，有无数个;(3)有
三个约数的，也叫合数，也有无数个。

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整理归纳总结篇十一

星期天晚上，爸爸陪我做了一题数学思维训练。

爸爸接着和我分析，如果桃树和梨树一样多，要怎样才能让
桃树把梨树夹在中间，我一想，一棵桃树一棵梨树地种，在
最后一棵梨树后面再种一棵桃树就行了，所以梨树会比桃树
少一棵，这题的答案是20-1=19(棵)。

爸爸又问，那还是两棵桃树中间种一棵梨树，哪种情况下，
桃树和梨树的数目会相等呢?我又想，只要在道路上，桃树一



定会比梨树多1棵的，除非……除非是在湖边，每一棵桃树边
上都有一棵梨树，就会出现数目相等的情况了。

我对爸爸说了，爸爸夸我真聪明，我真高兴啊!

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整理归纳总结篇十二

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被誉为科学的皇后。对于我们的.广大
小学生来说,数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以后的学习，小学
频道特地为大家整理了人教版五年级数学下学期知识点，希
望对大家有用！

1、同分母分数的加减法：同分母分数相加、减，分母不变，
只把分子相加减。

2、异分母分数的加减法：异分母分数相加、减，先通分，再
按照同分母分数加减法的方法进行计算。

只要大家脚踏实地的复习、一定能够提高数学应用能力！

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整理归纳总结篇十三

重点知识

同分母分数加、减法

1.分数加法的意义：和整数加法的意义相同，就是把两个数
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

2.分数减法的意义：与整数减法的意义相同，已知两个数的
和与其中的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的运算。

3.分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分母不变，分子相加减。



4.同分母分数连加的计算方法：从左到右依次计算，也可以
直接把加数的分子连加起来，分母不变。

5.同分母分数连减的计算方法：从左到右依次计算，也可以
直接用被减数的分子连续减去两个减数的分子，分母不变。

异分母分数加、减法异分母分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一般
先通分，化成同分母的分数，然后按照同分母分数加、减法
的方法计算。

2.分数加法的简算：整数加法的运算定律在分数加法中同样
适用。

统计

重点知识

统计

1.众数的意义：在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是这组
数据的众数。

2.众数的特征：能够反映一组数据的集中情况。

3.复式折线统计图：在计量过程中存在两组数据，而又需要
在一个统计图中表示这两组数据时，就要用两种不同形式的
折线来表示不同数量变化情况的折线统计图。

4.复式折线统计图的特点：能表示两组数据数量的多少，数
量的增减变化情况，还能比较两组数据的变化趋势。

5.复式折线统计图的制作：(1)根据两组数据量多少和图纸大
小，画出两条相互垂直的射线;(2)在水平射线上确定好各点
的距离，分配各点的位置;(3)在与水平射线垂直的射线上，
根据数据大小的具体情况，确定单位长度表示的数量;(4)用



不同的图例表示两组不同的数据;(5)按照数据大小描出各点，
再用线段顺次连接;(6)标出题目，注明单位、日期。

数学广角

重点知识找次品的方法：把待测物体分成3份，要分得尽量平
均，不能够平均分的，也应该使多的一份与少的一份只相
差1.

五年级数学知识点整理归纳总结篇十四

1、轴对称：

对称轴：折痕所在的这条直线叫做对称轴。如下图所示：

小学数学知识点

2、轴对称图形的性质：把一个图形沿着某一条直线折叠，如
果它能够与另一个图形重合，那么就说这两个图形关于这条
直线对称，这条直线叫做对称轴，折叠后重合的点是对应点。
轴对称和轴对称图形的特性是相同的，对应点到对称轴的距
离都是相等的。

3、轴对称的性质：经过线段中点并且垂直于这条线段的直线，
叫做这条线段的垂直平分线。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以下性质：

（1）如果两个图形关于某条直线对称，那么对称轴是任何一
对对应点所连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2）类似地，轴对称图形的对称轴，是任何一对对应点所连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3）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的点与这条线段的两个端点的距离
相等。



（4）对称轴是到线段两端距离相等的点的集合。

4、轴对称图形的作用：

（1）可以通过对称轴的一边从而画出另一边；

（2）可以通过画对称轴得出的两个图形全等。

5、因数：整数b能整除整数a，a叫作b的倍数，b就叫做a的因
数或约数。在自然数的范围内例：在算式6÷2=3中，2、3就
是6的因数。

6、自然数的因数（举例）：

6的因数有：1和6，2和3.

10的因数有：1和10，2和5.

15的因数有：1和15，3和5.

25的因数有：1和25，5.

7、因数的分类：除法里，如果被除数除以除数，所得的商都
是自然数而没有余数，就说被除数是除数的倍数，除数和商
是被除数的因数。

我们将一个合数分成几个质数相乘的形式，这样的几个质数
叫做这个合数的质因数。

8、倍数：对于整数m，能被n整除(n/m)，那么m就是n的倍数。
如15能够被3或5整除，因此15是3的倍数，也是5的倍数。

一个数的倍数有无数个，也就是说一个数的倍数的集合为无
限集。注意：不能把一个数单独叫做倍数，只能说谁是谁的



倍数。

9、完全数：完全数又称完美数或完备数，是一些特殊的自然
数。它所有的真因子（即除了自身以外的约数）的和（即因
子函数），恰好等于它本身。

10、偶数：整数中，能够被2整除的数，叫做偶数。

11、奇数：整数中，能被2整除的数是偶数，不能被2整除的
数是奇数，

12、奇数偶数的性质：

关于奇数和偶数，有下面的性质：

（1）奇数不会同时是偶数；两个连续整数中必是一个奇数一
个偶数；

（2）奇数跟奇数和是偶数；偶数跟奇数的和是奇数；任意多
个偶数的和都是偶数；

（3)两个奇(偶）数的差是偶数；一个偶数与一个奇数的差是
奇数；

（4）除2外所有的正偶数均为合数；

（5）相邻偶数公约数为2，最小公倍数为它们乘积的一半。

（6）奇数的积是奇数；偶数的积是偶数；奇数与偶数的积是
偶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