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数学知识点手抄报简笔画(模板12
篇)

发言稿是一种正式场合下用于演讲的文字稿件，它是向听众
传达信息、表达观点和引导思考的重要工具。首先，写发言
稿前要明确自己的目的和受众，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撰写。
通过阅读以下的发言稿范文，你可以了解到发言稿的各个部
分是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四年数学知识点手抄报简笔画篇一

知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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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这块巧克力我吃了1/6，表哥吃了5/6。

小学五年级数学学习方法

第一，树立自信，培养毅力。小学数学特别是高年级小学数
学练习常有繁杂的计算，比较难懂和不易推理的证明，学生
对此应有充足的信心，顽强的毅力和认真仔细的良好习惯，
做到善始善终。

第二，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的。让学生充分认
识到数学课后练习的重要性。不论是预习练习，课堂练习，
还是课后作业，复习练习，告知学生不能只满足于找到解题
方法，或是简单的得到答案就好，而不动手具体练习一练，
学生应避免犯“眼高手低”的毛病。课后实际联系不仅可以
提高解答速度。掌握解题的技能技巧，而且，许多的新问题
往往常在练习中出现，这样既能巩固知识要点，而且对我们
整个数学学习过程是一个最有效地检验。

第三，养成勤思考、先思考，后解答，再检查的良好习惯。
例如遇到一个题，特别是拿起来还没有具体解题思路的题目，
学生不能盲目地进行练习和解答，无效计算只是徒劳无功，
特别是在考试中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首先应深入领会题意，
分清题意。弄清题目的已知条件、隐含条件和需要解决的问
题，认真思考，抓住题目中的关键字眼，最后再作解答。要
切记的是，题目解答完毕后，必须进行反复的检查与验算。



第四，善观察，用技巧。对于一些创新性的题目，学生应该
大胆联想，灵活运用公式，寻找解题规律和解题技巧，转具
体为抽象，则可得巧解，似有“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的感觉。

四年数学知识点手抄报简笔画篇二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

一.知识框架

二.知识概念

1.全面调查：考察全体对象的调查方式叫做全面调查.

2.抽样调查：调查部分数据,根据部分来估计总体的调查方式
称为抽样调查.

3.总体：要考察的全体对象称为总体.

4.个体：组成总体的每一个考察对象称为个体.

5.样本：被抽取的所有个体组成一个样本.

6.样本容量：样本中个体的数目称为样本容量.

7.频数：一般地,我们称落在不同小组中的数据个数为该组的
频数.

8.频率：频数与数据总数的比为频率.

9.组数和组距：在统计数据时,把数据按照一定的范围分成若
干各组,分成组的个数称为组数,每一组两个端点的差叫做组
距.



初二期末上册数学复习资料

1.多边形的分类：

2.平行四边形、菱形、矩形、正方形、等腰梯形的定义、性
质、判别：

(1)平行四边形：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叫做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的对边平行且相等;对角相等，邻角互补;对角线
互相平分。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一组
对边平行且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两组对边分别相等的
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两组对角分别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
形;对角线互相平分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2)菱形：一组邻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叫做菱形。菱形的四条
边都相等;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每一条对角线平分一组对角。
四条边都相等的四边形是菱形;对角线互相垂直的平行四边形
是菱形;一组邻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是菱形;对角线互相平分
且垂直的四边形是菱形。菱形的面积等于两条对角线乘积的
一半(面积计算，即s菱形=l1.l2/2)。

(3)矩形：有一个内角是直角的平行四边形叫做矩形。矩形的
对角线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对角线相等的平行四边形是矩
形;有一个角是直角的平行四边形是矩形。直角三角形斜边上
的中线等于斜边长的一半;在直角三角形中30°所对的直角边
是斜边的一半。

(4)正方形：一组邻边相等的矩形叫做正方形。正方形具有平
行四边形、菱形、矩形的一切性质。

(5)等腰梯形同一底上的两个内角相等，对角线相等。同一底
上的两个内角相等的梯形是等腰梯形;对角线相等的梯形是等
腰梯形;对角互补的梯形是等腰梯形。



(6)三角形中位线：连接三角形相连两边重点的线段。性质：
平行且等于第三边的一半

3.多边形的内角和公式：(n-2).180°;多边形的外角和都等于。

4.中心对称图形：在平面内，一个图形绕某个点旋转，如果
旋转前后的图形互相重合，那么这个图形叫做中心对称图形。

初二数学复习方法

一、复习内容：

第一章：勾股定理

第二章：实数第三章：位置与坐标

第四章：一次函数

第五章：二元一次方程组

第六章：数据的分析

第七章：平行线的证明

二、复习目标：

八年级数学本学期知识点多，复习时间又比较短，只有三周
的时间。

根据实际情况，应该完成如下目标：

(一)、整理本学期学过的知识与方法：1.第一、七章是几何
部分。这三章的重点是勾股定理的应用以及平行线的性质与
判别还有三角形内角和定理及其应用。所以记住性质是关键，
学会判定是重点，灵活应用是目的。要学会判定方法的选择，



不同图形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要非常熟悉，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对常见的证明题要多练多总结。2.第四五六章主要是概念的
教学，对这几章的考试题型学生可能都不熟悉，所以要以与
课本同步的训练题型为主，要列表或作图的，让学生积极动
手操作，并得出结论，课堂上教师讲评，尽量是精讲多练，
该动手的要多动手，尽可能的让学生自己总结出论证几何问
题的常用分析方法。3.第二章主要是计算，教师提前先把概
念、性质、方法综合复习，加入适当的练习，在练习计算。
课堂上逐一对易错题的讲解，多强调解题方法的针对性。最
后针对平时练习中存在的问题，查漏补缺。

(二)、在自己经历过的解决问题活动中，选择一个有挑战问
题性的问题，写下解决它的过程：包括遇到的困难、克服困
难的方法与过程及所获得的体会，并选择这个问题的原因。

(三)、通过本学期的数学学习，让同学们总结自己有哪些收
获;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三、复习方法：

1、强化训练，这个学期计算类和证明类的题目较多，在复习
中要加强这方面的训练。特别是一次函数，在复习过程中要
分类型练习，重点是解题方法的正确选择同时使学生养成检
查计算结果的习惯。还有几何证明题，要通过针对性练习力
争达到少失分，达到证明简练又严谨的效果。

2、加强管理严格要求，根据每个学生自身情况、学习水平严
格要求，对应知应会的内容要反复讲解、练习，必须做到学
一点会一点，对接受能力差的学生课后要加强辅导，及时纠
正出现的错误，平时多小测多检查。对能力较强的学生要引
导他们多做课外习题，适当提高做题难度。

3、加强证明题的训练，通过近阶段的学习，我发现学生对证
明题掌握不牢，不会找合适的分析方法，部分学生看不懂题



意，没有思路。在今后的复习中我准备拿出一定的时间来专
项练习证明题，引导学生如何弄懂题意、怎样分析、怎样写
证明过程。力争让学生把各种类型题做全并抓住其特点。

4、加强成绩不理想学生的辅导，制定详细的复习计划，对他
们要多表扬多鼓励，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利用课余时间
对他们进行辅导，辅导时要有耐心，要心平气和，对不会的
知识要多讲几遍，不怕麻烦，直至弄懂弄会。

四年数学知识点手抄报简笔画篇三

面积=边长的平方

周长=4.边长

边长=面积开方(现在出现的平方数一般小，可用乘法口诀表
算出)

边长=周长/4

长度单位和面积单位

1km=1000m

1m=10dm=100cm

1dm=10cm

1cm=10mm

1平方公里=1平方千米=1000000平方米

1平方米=100平方分米=10000平方厘米=1000000平方毫米



两数之和一定的时候，相差最小或者相等的时候，积。

也就是说，周长相等的长方形和正方形，正方形的面积(长方
形长和宽相差越小，面积越大)两数积一定时，相差的时候，
和。

也就是说，面积相等的长方形和正方形，长方形的周长(长方
形长和宽相差越大，周长越大)

四年数学知识点手抄报简笔画篇四

(1)打比方的成语：细雨如丝骨瘦如柴骄阳似火月光如水

(2)描写四季特点：

春：春意盎然春暖花开满园春色春华秋实春风化雨

夏：骄阳似火暑气蒸人烈日炎炎

秋：秋风送爽秋高气爽秋色宜人

冬：冰天雪地寒气袭人寒冬腊月

(3)描写神态(表情)的：神采奕奕垂头丧气满面春光

(4)写人物品质的：乐于助人知错就改无私奉献

(5)描写黄昏的：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晚霞满天

(6)写夜晚的：月明星稀万家灯火夜深人静三更半夜

(7)形容说话的：自言自语吞吞吐吐对答如流滔滔不绝

(8)描写眉毛的：浓眉大眼喜上眉梢眉飞色舞眉开眼笑



(9)关于读书学习的:一丝不苟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勤学苦练持
之以恒日积月累

(10)描写建筑的：古色古香红墙绿瓦金碧辉煌气势宏伟

(11)描写工艺品：小巧玲珑巧夺天工栩栩如生光彩夺目

(12)描写月亮星空的：月光如水月明星稀明月高悬满天繁星
群星闪烁众星拱月

(13)描写天气的：艳阳高照、乌云满天、阳光明媚、雷声大
作

(14)描写心情的：心花怒放惊喜万分兴高采烈心旷神怡

(15)描写山和水的：山清水秀千山万水青山绿水山高水深

(16)描写仪表的：仪表堂堂举止文雅

(17)描写英雄人物的：气壮山河壮烈豪迈临危不惧英勇顽强

(18)描写人间情谊：风雨同舟手足情深血浓于水生死相依

(19)描写花草树木：百花齐放万紫千红桃红柳绿绿树成荫

(20)带有近义词的成语：兴国安邦百依百顺甜言蜜语眼疾手
快

(21)带有反义词的成语：生离死别一无所有前因后果天昏地
暗

(22)十二生肖成语：

胆小如鼠对牛弹琴杀鸡吓猴如狼似虎守株待兔



狗急跳墙叶公好龙画蛇添足呆若木鸡人仰马翻

顺手牵羊人怕出名猪怕壮

(23)数字成语

一丝不苟五湖四海九死一生百家争鸣千山万水千辛万苦

独树一帜五体投地十万火急十拿九稳百闻不如一见

四年级语文学习方法

首先，要努力提高小学生的预习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老师”。对于小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来
说，教师一定要想办法提高他们的预习兴趣，才能够逐渐地
培养起他们的预习习惯。比如，可以下午放学布置预习作业，
第二天一早就来比一比、赛一赛，看谁读得好，看谁读得有
进步。及时进行鼓励，以激发大部分学生的预习兴趣，如此
四五次，学生都不用老师布置，自己就知道每天晚上回家进
行预习了。

第二，要让学生明确预习的目标与要求。

对于低年级小学生来说，并不知道预习时该做些什么。所以
在每次预习之前，教师要告诉他们预习的目标和要求。有了
要求，加之对学习新课文的“求知欲”，学生会在家长的督
促和帮助下完成预习。预习的扎实与否，直接影响到第二天
的课堂教学质量和进度。

第三，要教给学生语文预习的方法。

要让学生养成预习的好习惯，教师必须教会学生语文预习的
方法，学生预习时要具体做好3件事：一是读一读。读词语和
课文。读课文，一般读5遍。1～3遍读准字音，第4遍读通顺



句子，读出停顿;第5遍读出自己的理解，读出点感情来。可
根据自己的情况多读几遍。二是想一想。课文中感兴趣的句
子、词语是什么意思，生字怎么记住，如果孩子求知欲旺盛，
他就会借助图画去研究。三是问一问。对于自己解决不了而
急于知道的问题可以向父母或他人请教。如得不到答案可以
在旁边画问号，到课堂上去解决。

第四，要放声朗读语文课文。

在语文预习中，放声朗读课文对于形成有效预习非常重要。
俗话说“眼过十遍，不如嘴过一遍”，大声朗读，对课文内
容的理解和记忆都很有好处。预习的课文一般可读三遍：第
一遍重在巩固生字的读音，要把课文读通读顺;第二遍注意课
文内容，思想意义，了解课文写的人、事、物、景和作者想
说明的东西;第三遍要注意课文结构、写作方法。读过几遍课
文，其印象肯定会比“一默看”时深刻。

第五，让学生养成做笔记的习惯。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语文预习中，要让学生学
会做预习笔记，这对预习的效果是非常大的。古人有“不动
笔墨不读书”的说法，强调的就是动笔的重要性。教会学生
做预习笔记时，可以在预习的课文上做标记;也可准备一本预
习笔记本，把相关的资料、问题记下;还可以在本子上设新词
栏、重难点等等，为上课做好充分的准备。当学生做到了这
几点，听课的时候也就会比较容易地随着老师的串讲，理清
老师讲课的思路，并且从中发现自己预习时存在的问题，哪
些解决了，哪些还不明白，通过听课、提问，获得及时解决。

第六，让学生学会收集资料。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指
出：“语文课程必须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在语文教学中，让学



生通过收集、阅读与课文相关的资料，一方面能够对课文内
容加深理解，积累更丰富的知识;另一方面能够培养小学生自
主、探究的学习能力。

四年数学知识点手抄报简笔画篇五

崇山峻岭：指高而险峻的山岭。

蜿蜒盘旋：指弯弯曲曲的延伸。

陡峭：山势坡度很大，直上直下的。

享誉世界：在全世界享有盛誉。

气魄：气势。

坚固：结实、牢固

凝结：气体变成液体或液体变成固体，课文是指形成、建成
的意思。

奇迹：想象不到的不平凡的事情。

横槛：本课指横嵌的长方形栏板。

神清气爽：形容人头脑清醒，精神爽快。

画舫：装饰华美专供游人乘坐的船。

金碧辉煌：形容建筑物装饰华丽、光彩夺目。

远眺：向远处看。

鸟瞰：从高处往下看。



举世无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形容极其稀有。

宏大：巨大，伟大。

南征北战：形容转战南北，经历了许多战斗。

所向披靡：比喻力量所到达的地方，一切障碍全被扫除。

身材魁梧：指人的身材长得高大、强壮。

昂首挺胸：抬起头，挺起胸膛。形容斗志高，士气旺。

久经沙场：形容参加过多次战斗。

跃跃欲试：形容急切地想试试。

：只有一个，再没有别的。形容非常少。

惟妙惟肖：描写或模仿得非常逼真。

殊死拼搏：打仗时拼着性命，竭尽全力。

语文学习方法技巧

语文学习的两种技能

1.学会快速阅读

在实际学习中，许多同学不甚阅读，更不用说大量的阅读课
外书籍。长期下去造成的结果是不会读书，没有形成熟练的
阅读技能，对学习的发展造成严重障碍。这里我所讲的阅读
技能并不是指能简单的读，而是指在阅读的同时能思考，在
思考的同时能阅读的能力，是指能够根据文章的不同的文体、
内容、表现形式迅速分清文章主次、把握书中内容的一种技能
(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非常重要)。



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多读书，注意了解不同阅读材料的特点和
阅读技巧，加强读思结合，并且有意识的加快阅读速度，逐
渐形成阅读技能。

2.做好笔记

做笔记有助于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是一种必须掌握的技能。
初中生的学习笔记主要有课堂笔记、读书笔记和复习笔记等。
课堂笔记应注意结合课文对老师所讲内容进行记录，不能全
抄全录老师的板书，读书笔记应注意做好圈点勾画，所
谓“不动笔墨不读书”。

复习笔记应注意做好知识的归纳整理，如经常读错的字音、
写错的字形，常用文言实、虚词等，理清知识结构和联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论哪种笔记都要做好疑难问题的记录，
便于集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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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位数乘两位数的方法：

先用一个因数的个位与另一个因数的每一位依次相乘，再用
这个因数的十位与另一个因数的每一位依次相乘，乘到哪一
位，积的个位就与哪一位对齐，哪一位满十就向前一位
进“1”，再把两次相乘的积加起来。末尾有0时，把两个因
数0前面的数对齐，并将它们相乘，再在积的后面添上没有参
加运算的几个0。中间有0时，这个0要参加运算。

2、因数和积的变化规律：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扩
大(或缩小)若干倍，积也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

3、因数是两、三位数的乘法的估算方法：先把两个因数的位
后面的尾数省略，求出近似数，再把这两个近似数相乘。



【补充知识点】

2、利用竖式计算三位数乘两位数。注意，第二步的乘积末尾
写在十位上。

3、因数中间或末尾有0的三位数乘两位数。

中间有0也要和因数分别相乘;末尾有0的，要将两个因数0前
面数的末位对齐，用0前面的数相乘，乘完之后在落0，有几
个0落几个0。

实际生活中的估算：

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估算是往大估还是往小估?)

a、350名同学要外出参观，有7辆车，每辆车有56个座位，估
一估要几辆车?

b、桥在重量3吨，货物共6箱，每箱重285千克，车重986千克，
这辆车能过去吗?

【知识点】

估算的方法及注意事项：要将因数估成整十、整百或整千的
数。估算时注意，要符合实际，接近精确值。

四年级上册数学《角的度量》知识点

1.直线、射线、角

直线：向两端无限延伸的线，直线无端点。

射线：能像一个方向延伸的线，射线有一个端点。

线段：不能延伸的线，线段有两个端点。



角：

具有公共端点的两条射线组成的图形叫做角。

这个公共端点叫做角的顶点，这两条射线叫做角的两条边。

2.直线、射线与线段的联系和区别

1)直线和射线都可以无限延伸，因此无法量出长短。

2)线段可以量出长度。

3)线段有两个端点，直线没有端点，射线只有一个端点。

3.角的特征

角有一个顶点，两条边

数学学习方法技巧

1、通过动口、动手，丰富表象。

我在教“正方形面积”一课时，先让学生把身边的正方形找
出来，然后让学生对面积大小进行比较，再自己动手画画一
角是怎样的动手画画正方形，并想想它们的面积大小为什么
不一样，如何求正方形的面积。在总结完正方形面积的求法
后，又让学生进行比赛，看谁计算得快，最后举例说明在日
常生活当中如何计算正方形物品的面积。

2、调动学生积极性，各抒己见，注重应用。

数学学科除了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外，千万不能忽视
学生口头表达的能力。学生学习数学以后，对于知识和应用，
大多有各种想法。我们不能认为口头表达能力训练是语文课
的专利。此时，让学生多一点发表自己的想法和高见，会对



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有不容忽视的帮助;同时我们还培养
了学生追求真知的热情;也消除学生学习紧张的情况，使学生
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牢牢掌握知识。

3、举一反三，培养创造能力。

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直接参与，在活动中产生思想，充分
给学生动手操作，以动脑思想的机会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我们除了以各种方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外，还要注意培养学
生的创造能力，即举一反三能力，从而扩展学生思维，增长
学生知识。如教“平行四边形面积”时让学生通过把两个完
全一样的平行四边形拼成长方形的方法掌握平行四边形面积
的求法。同时，给学生两个完全一样的梯形，提示他们类似
的求面积方法，让学生举一反三，体会不同图形，相同的求
面积方法。同时还可以适当设计一些表演，如让两个同学扮
演两个形状一样的梯形或平行四边形，表演相遇后经过各种
尝试组成一个长方形的经过。小小的活动却能调动学生创造
的积极性，整个表演过程，学生必然情绪高涨，学习积极性
也必然得以提升。

四年数学知识点手抄报简笔画篇七

第一组算式：积的位数是两个因数位数之和-1，积的最高位
和最低位都是1，中间的数字为因数的位数，两边的数字相同
并依次减1。(此为回文数)

第二组算式：积都由1、4、2、8、5、7几个数字组成，而且
前后排列的顺序不变，只需要确定末位数字就可以算出积(如
果能直接推算出首位数字则更好)

第三组算式：积的个位都是1，首位都是9;积的位数正好是两
个因数位数之和;积的每一位都是由9、8、0、1组成，只要在
首位补9，倒数第二位补0就可以了，只有一个8和一个1。



第四组算式：在0～9的.十个数字中，任意选择四个数字，组
成数字不重复的最大的四位数和最小的四位数。然后两数相
减，并把结果的四个数字重现组成一个最大的四位数与最小
的四位数。再次相减······在这样不断重复的过程中，
最后得到数字4176。

：本文介绍的是“四年级数学知识点：有趣的算式”，数学
的学习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相信大家都能学好数学。

四年数学知识点手抄报简笔画篇八

在日常的学习中，看到知识点，都是先收藏再说吧！知识点
有时候特指教科书上或考试的知识。哪些知识点能够真正帮
助到我们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四年级下册数学广角
知识点，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一、1.两头(两端)要栽:棵数=间隔数+1

2.一头(一端)要栽:棵数=间隔数

3.两头(两端)不栽:棵数=间隔数-1

二、棋盘棋子数目：

1.棋盘最外层棋子数：每边棋子数×边数-边数

2.棋盘总的棋子数：每行棋子数×每列棋子数

3.方阵最外层人数：每边人数×4-4

4.多边形上摆花盆：每边摆的花盆数×边数-边数

一、鸽巢问题



1.把n+1(n是大于的自然数)个物体放进n个“鸽笼”中,总有
一个“鸽笼”至少放进了2个物体。

2.把多于kn(k、n都是大于的自然数)个物体放进n个“鸽笼”
中,总有一个“鸽笼”至少放进(k+1)个物体。

二、鸽巢问题的应用

1.如果有n(n是大于的自然数)个“鸽笼”,要保证有一个“鸽
笼”至少放进了2个物品,那么至少需要有n+1个物品。

2.如果有n(n是大于的自然数)个“鸽笼”,要保证有一个“鸽
笼”至少放进了(k+1)(k是大于的自然数)个物品,那么至少需
要有(kn+1)个物品。

3.(分放的物体总数-1)÷(其中一个鸽笼里至少有的物体个
数-1)=a……b(b),a就是所求的鸽笼数。

4.利用“鸽巢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构造“鸽巢”,
建立“数学模型”;把物体放入“鸽巢”,进行比较分析;说明
理由,得出结论。

例如:有4只鸽子飞进3个鸽笼,总有一个鸽笼至少飞进了2只鸽
子。

提示:解决“鸽巢问题”的关键是找准谁是“鸽笼”,谁
是“鸽子”。

数与代数：的认识，数的表示，数的大小，数的运算，数量
的`估计;

图形与几何：空间与平面的基本图形，图形的性质和分类;图
形的平移、旋转、轴对称;



统计与概率：收集、整理和描述数据，处理数据;

实践与综合应用：以一类问题为载体，学生主动参与的学习
活动，是帮助学生积累数学活动经验的重要途径。

1、弄清题意，找出未知数，并用x表示;

2、找出应用题中数量之间的相等关系，列方程;

3、解方程;

4、检验、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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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12=2、135×12=3、176×46=4、325×26=

5、237×83=6、36×254=7、83×217=8、43×129=

9、32×164=10、25×328=11、12×124=12、85×215=

13、28×153=14、322×35=15、54×145=

二、填空题

1、最小的两位数与的三位数的积是()。

2、200个18是()，125的40倍是()。

3、特快列车1小时约行160千米,6小时可行()千米.

三、选择题

1、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扩大10倍，积()。



a、不变b、扩大10倍c、缩小10倍

2、125×80的积的末尾有()个零。

a、2b、3c、4

3、三位数乘两位数积是()。

a、四位数b、五位数c、四位数或五位数

4、美园小区有五栋楼房，每栋有120户人家，小区共有()户
人家。

a、600b、500c、125

四、应用题

1、一士多店平均每天售出饮料350支，这个月(按31天计算)
共售出饮料多少支?

3、小华跑步的速度是5米/秒，他2分钟能跑多少米?

4、小芳每分钟大约打75个字，她打一篇文稿刚好用了40分钟，
这篇文稿有多少字?

9、一头大象每天要吃302千克食物，九月份(30)天要吃多少
千克食物?

13、同学们去秋游，每套车票和门票49元，一共需要102
套。5000元购买票吗?

数学学习方法技巧

1、通过动口、动手，丰富表象。



我在教“正方形面积”一课时，先让学生把身边的正方形找
出来，然后让学生对面积大小进行比较，再自己动手画画一
角是怎样的动手画画正方形，并想想它们的面积大小为什么
不一样，如何求正方形的面积。在总结完正方形面积的求法
后，又让学生进行比赛，看谁计算得快，最后举例说明在日
常生活当中如何计算正方形物品的面积。

2、调动学生积极性，各抒己见，注重应用。

数学学科除了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外，千万不能忽视
学生口头表达的能力。学生学习数学以后，对于知识和应用，
大多有各种想法。我们不能认为口头表达能力训练是语文课
的专利。此时，让学生多一点发表自己的想法和高见，会对
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有不容忽视的帮助;同时我们还培养
了学生追求真知的热情;也消除学生学习紧张的情况，使学生
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牢牢掌握知识。

3、举一反三，培养创造能力。

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直接参与，在活动中产生思想，充分
给学生动手操作，以动脑思想的机会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我们除了以各种方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外，还要注意培养学
生的创造能力，即举一反三能力，从而扩展学生思维，增长
学生知识。如教“平行四边形面积”时让学生通过把两个完
全一样的平行四边形拼成长方形的方法掌握平行四边形面积
的求法。同时，给学生两个完全一样的梯形，提示他们类似
的求面积方法，让学生举一反三，体会不同图形，相同的求
面积方法。同时还可以适当设计一些表演，如让两个同学扮
演两个形状一样的梯形或平行四边形，表演相遇后经过各种
尝试组成一个长方形的经过。小小的活动却能调动学生创造
的积极性，整个表演过程，学生必然情绪高涨，学习积极性
也必然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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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比较同分母分数或同分子分数的大小。

2、解决相关的简单的实际问题。

3、认识不同的分数可以表示相同的量。

4、认识等值分数;会找到相等的分数。

分数的加减计算

1、理解算理，会计算分母在20以内的同分母分数加减法的计
算方法。

2、能正确计算20以内的同分母分数加减法。

3、通过观察分数墙，会发现分数的有关知识，初步学习“观
察、发现、转化”等数学思想方法。

分数

1、知道数射线上任何一个点都可以用一个数来表示。实
现“分数”概念从“过程”到“对象”的转变。

2、会在数射线上比较分数的大小。并能直接进行相同分母或
者相同分子分数的大小比较。

3、掌握相同分母分数的加减法计算。

数学学习方法技巧

1、抓住课堂。数学学习重在平日功夫，不适于突击复习。平
日学习最重要的是课堂40分钟，听讲要聚精会神，思维紧跟
老师。同时要说明一点，许多同学容易忽略老师所讲的数学



思想、数学方法，而注重题目的解答，其实思想方法远远重
要于某道题目的解答。

2、高质量完成作业。所谓高质量是指高正确率和高速度。写
作业时，有时同一类型的题重复练习，这时就要有意识的考
查速度和准确率，并且在每做完一次时能够对此类题目有更
深层的思考，诸如它考查的内容，运用的数学思想方法，解
题的规律、技巧等。另外对于老师布置的思考题，也要认真
完成。如果不会决不能轻易放弃，要发扬“钉子”精神，一
有空就静心思考，灵感总是突然来到你身边的。最重要的是，
这是一次挑战自我的机会。成功会带来自信，而自信对于学
习数学十分重要;即使失败，这道题也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3、勤思考，多提问。首先对于老师给出的概念、规律，不仅
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做到刨根问底，这便是
理解的途径。其次，学习任何学科都应抱着怀疑的态度，尤
其是数学。对于老师的讲解，课本的内容，有疑问应尽管提
出，与老师讨论。总之，思考、提问是清除学习隐患的途径。

4、总结比较，理清思绪。

(1)知识点的总结比较。每学完一个单元都应将本章内容做以
整理或在脑中过一遍，理顺出它们的关系。对于相似易混淆
的知识点应分项归纳比较，有时可用联想法将其区分开。

(2)题目的总结比较。同学们可以建立自己的题库。我就有两
本题集。一本是错题，一本是精题。对于平时作业，考试出
现的错题，有选择地记下来，并用红笔在一侧批注注意事项，
考试前只需翻看红笔写的内容即可。我还把见到的一些极其
巧妙或难度高的题记下来，也用红笔批注此题所用方法和思
想。时间长了，自己就可总结出一些类型的解题规律，也用
红笔记下这些规律。最终它们会成为你宝贵的财富，对你的
数学学习有极大的帮助。



5、认真地做课外练习。课余时间对我们小学生来说是十分珍
贵的，所以在做课外练习时要准而精，只要每天认真地做三
两页，天长日久，你的数学学习就可以做到“积沙成塔”，
收获丰硕。

四年数学知识点手抄报简笔画篇十一

1、人民币的单位有(元)、(角)、(分)。

2、人民币各单位之间的换算：

1元=10角;10角=1元;1角=10分;10分=1角;10角=100分;1
元=100分。

3、主要题型：

填合适的单位。(注意和生活实际联系)

计算：元+元角+角满10角记得换成1元

元-元角-角“角”不够减向“元”借1元当10角再计算

4、解决问题：先画批，找准数据，再列式计算。

列式时用：“几元几角+几元几角”的形式来表示，不用小数
形式列式。

5、换钱：1张10元可以换5张2元。

1张100元可以换5张20元。1张100元可以换2张50元。

1张50元可以换10张5元。

一年级数学《认识图形》知识点



一、图形可分为(1)平面图形;(2)立体图形

1、平面图形：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圆、平行四边形

2、立体图形：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

二、图形的拼组

1、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可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两个完全
一样的三角形既可以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也可以拼成一个
长方形，还可以拼成一个大三角形。

2、拼成一个大正方形至少需要4个小正方形，拼成一个大正
方体至少需要8个小正方体。

3、两个长方形能拼成一个大的长方形。(两个特殊的长方形
能拼成一个大正方形)，4个长方体能拼成一个大的长方体。

学习过程

1、教师带领学生回忆立体图形的特征

2、播放微视频，学生观看

(课件出示：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以及三棱柱，播放从
立体图形中“拓”出平面图形的过程)

3、组织学生利用课前准备学具的不同形状在练习本子上描、
画、印、拓出平面图形。画的又好又快的的同学，可以连麦
老师分享他的作品。

4、认识长方形、正方形、圆和三角形

5、认识平行四边形(引导学生观察用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
拼成的平行四边形)



6、归类整理

(1)课件呈现多个图形，让学生分别跟家长说说每个是什么图
形?

(2)说一说：你是怎么记住每种图形的样子的?

一年级数学学习方法技巧

(一)用“凑十法”口算

按照式题的特征，应用定律和性质使运算数据“凑整”：

1.加数“凑整”

如14+5+6=?启发学生：几个数相加，如果有几个数相加能凑
成整十的数，可以调换加数的位置，把几个数相加。

2.运用减法性质“凑整”

如50-13-7，启发学生说出思考过程，说出几种口算方法并通
过比力，让学生总结出：从一个数里连续减去几个数，如果
减数的和能凑成整十的数，可以把减数先加后再减。这种口
算比力简便。

3.连乘中因数“凑整”

如25×1?4×4，25与4的积是100，可直接口算出结果是140。

(二)运用“分解法”口算

就是把标题问题中的某数“拆开”别离与另一个数运算，
如2?5×32，原式酿成2?5×4×8=10×8=80。

(三)运用一些速算技巧进行口算



1.首同尾合10的两个两位数相乘的乘法速算

即用其中一个十位上的数加1再乘以另一个数的十位数，所得
积作两个数相乘积的百位、千位，再用两个数个位上数的积
作两个数相乘的积的个位、十位。如：14×16=224(4×6=24
作个位、十位、(1+1)×1=2作百位)。

2.头差1尾合10的两个两位数相乘的乘法速算。即用较大的因
数的十位数的平方，减去它的个位数的平方。
如：48×52=2500-4=2496。

3.采用“基准数”速算

如623+595+602+600+588可选择600为基数，先把每个数与基
准数的差累计起来，再加上基数与项数的积。

(四)熟记常用数据

如：1～20各自然数的平方数;念好“练”字经“练”是指口
算要经常训练。口算能力的形成，要通过经常性的训练才能
实现，且训练要多样化。

四年数学知识点手抄报简笔画篇十二

阿拉伯数字的由来：古代印度人创造了阿拉伯数字后，大约
到了公元7世纪的时候，这些数字传到了阿拉伯地区。到13世
纪时，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写出了《算盘书》，在这本书
里，他对阿拉伯数字做了详细的介绍。后来，这些数字又从
阿拉伯地区传到了欧洲，欧洲人只知道这些数字是从阿拉伯
地区传入的，所以便把这些数字叫做阿拉伯数字。以后，这
些数字又从欧洲传到世界各国。

阿拉伯数字传入我国，大约是13到14世纪。由于我国古代有
一种数字叫“筹码”，写起来比较方便，所以阿拉伯数字当



时在我国没有得到及时的推广运用。本世纪初，随着我国对
外国数学成就的吸收和引进，阿拉伯数字在我国才开始慢慢
使用，阿拉伯数字在我国推广使用才有100多年的历史。阿拉
伯数字现在已成为人们学习、生活和交往中最常用的数字了。

自然数

用以计量事物的件数或表示事物次序的数。

即用数码0，1，2，3，4，……所表示的数。表示物体个数的
数叫自然数，自然数由0开始(包括0)，一个接一个，组成一
个无穷的集体。

计算工具

算盘、计算器、计算机

射线

在几何学中，直线上的一点和它一旁的部分所组成的图形称
为射线。如下图所示：

射线特点

(1)射线只有一个端点，它从一个端点向另一边无限延长。

(2)射线不可测量。

直线

直线是点在空间内沿相同或相反方向运动的轨迹。

线段

线段用表示它两个端点的字母或一个小写字母表示，有时这



些字母也表示线段长度，记作线段ab或线段ba，线段a。其
中ab表示直线上的任意两点。

四年级上册数学《近似数》知识点

近似数知识点

1、精确数与近似数的特点。

精确数一般都以“一”为单位，近似数都是省略尾数，
以“万”或“亿”为单位。

2、用四舍五入法保留近似数的方法。

根据题中要求，看到所要保留位数的下一位，如果这一位满5，
则向前一位进一;如果不够5则舍去。而不管尾数的后几位是
多少。如精确到万位，只看千位，精确到亿位，只看到千万
位。最后一定要写出单位名称。

典型练习题

一、填空

1、一个数是由7个千、3个百和5个十组成的，这个数是()。

2、一个数从右边起，百位是第()位，第五位是()位。

3、3465的位是()位，是()位数。“6”在()位上，表
示()。“3”在()位上，表示()。

4、100里面有()十，一千里面有()百，10个一是()。

5、的四位数是()，的三位数是()，它们的和()，差是()。
由()个千、()个百、()个一组成3207。



6、万以内数的读法是从()位起，按照数位顺序读;()位上是
几就读()千;百位上是几就读()……;中间有一个或两个0，只读
()个零;末尾不管有几个零都()。

二、写出下面各数的近似数。

698的近似数是：2956的近似数是：

3120的近似数是：2802的近似数是：

1004的近似数是：5023的近似数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