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数学七单元平移知识点总结 四年
级数学单元知识点(精选8篇)

在学期末，写一份学期总结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学习态度和
学习习惯进行反思和调整。如果还不知道如何写考试总结，
可以参考一下以下的范文，看看其他同学是如何总结的。

四年级数学七单元平移知识点总结篇一

一、加法运算定律：

1、加法交换律：两个数相加，交换加数的位置，和不
变。a+b=b+a

2、加法结合律：三个数相加，可以先把前两个数相加，再加
上第三个数;或者先把后两个数相加，再加上第一个数，和不
变。(a+b)+c=a+(b+c)

加法的这两个定律往往结合起来一起使用。

如：165+93+35=93+(165+35)依据是什么?

3、连减的性质：一个数连续减去两个数，等于这个数减去那
两个数的和。a-b-c=a-(b+c)

二、乘法运算定律：

1、乘法交换律：两个数相乘，交换因数的位置，积不
变。a×b=b×a

2、乘法结合律：三个数相乘，可以先把前两个数相乘，再乘
以第三个数，也可以先把后两个数相乘，再乘以第一个数，
积不变。(a×b)×c=a×(b×c)



乘法的这两个定律往往结合起来一起使用。如：125×78×8
的简算

3、乘法分配律：两个数的和与一个数相乘，可以先把这两个
数分别与这个数相乘，再把积相加。

(a+b)×c=a×c+b×c(a-b)×c=a×c-b×c

数学学习方法技巧

让学生动手操作、体验，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

(一)让学生“进入”课本中的练习题。我在让学生练习时，
喜欢让学生把书本中出现的人物当作自己。因为这样一来学
生会觉得好象这道题目更贴近自己，感觉更亲切。

(二)给学生创造动手操作、亲身参与的机会，让他们在参与
中体验成功。如在教学《连加连减》一课时，我事先制作了
一些天鹅头饰，并且请班里的九个小朋友戴着头饰表演天鹅
飞来飞去的情景。下面的小朋友一看到这道活动的“例题”，
立刻被深深地吸引了，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教师很轻
松地突出了重点，突破了难点。

(三)利用学生好动及好胜的心理特点，组织一些数学游戏、
竞赛抢答等活动，让每个学生都有参与的机会。学习竞赛以
竞赛中的名次或胜负为诱因，可以刺激学生自我提高的需要，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影响学习效果。
一般的学习竞赛对于中等的学生影响，因此大部分孩子会在
竞赛中通过努力不断进步。若采用竞赛与自我竞赛相结合的
形式就会使先进的学生更先进，后进的学生也变先进。这样
还有利于防止学生的骄傲情绪和自卑心理。例如在教学10以
内加减法、连加连减、加减混合的复习整理课时，我采用了
小组竞赛的方式，让每个学生都有参与的机会。竞赛分为三
部分：口算、我当小考官和抢答思考题。每一项均为全班参



与，并从各组选出不同人次进行评判记入该组成绩。由于同
学们的集体荣誉感都很强，以比赛的形式上复习课大大提高
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课堂安排层次性强，同学自己出题考
自己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数学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语言的
表达能力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激励措施要量适当，并且多样化

新课程倡导对学生的评价不要只看结果，应该是重过程，轻
结果的。我在教学中对学生的激励措施是这样的：

(一)善于发现学生优点，经常表扬。不论谁在学习上有优点，
哪怕只是很细微的一点点，我都不吝表扬。比如一个学生的
字进步了，口算速度快了，多举手了，或解题的方法新颖，
我都会及时进行表扬，这样学生才有更大的信心迎接后面的
挑战。

(二)口头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低年级学生由于年龄尚幼，
往往对物质奖励更喜爱。我就常常画些小图片，制作些头饰
胸饰，以表对他们学习的肯定。

(三)把个人荣誉和集体挂钩，培养学生的团体协作精神。每
个小组都有一架模拟的“梯子”，“梯子”的顶端是一面小
红旗，哪个小组的成员有进步，他们小组的梯子上就会多一
个脚印。哪组最先攀上梯子他们就获得胜利。学生很喜欢这
种奖励措施，谁都想让自己的小组快快爬到处，摘得小红旗。

四年级数学七单元平移知识点总结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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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数学学习方法技巧



一、创设探索性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理论曾提出过“三主”的观点：即课堂教学应以学生的发展
为主线，以学生探索性的学为主体，以教师创造性的教为主
导。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创设一个探索性的学习情
境，引导学生从多种角度，各个侧面不同方向去思考问题，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二、创设竞争性情境，引发学习兴趣

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应该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把孩子们的求
知与求学的欲望激发起来”。我们既然处在一个大的竞争环
境中，不妨也在我们的小课堂中设置一个竞争的情境，教师
在课堂上引入竞争机制，教学中做到“低起点，突重点，散
难点，重过程，慢半拍，多鼓励。”为学生创造展示自我，
表现自我的机会，促进所有学生比、学、赶、超。例如，在
一次数学教研活动中，一位教师就根据教学内容并针对小学
生心理特点设计了这样一种情境。讲授“8的认识”，在做课
堂练习时，教师拿出两组0至8的数字卡片，指定一名男生和
一名女生各代表男队，女队进行比赛。虽然此刻教师还没宣
布比赛的规则和要求，可是全体同学已进入了教师所设置的
情境之中，暗中为自己的队加油，全体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下
子被引发出来了。

三、创设游戏性情境，提高学习兴趣

根据数学学科特点和小学生好动、好新、好奇、好胜的思维
特点，设置游戏性情境，把新知识寓于游戏活动之中，通过
游戏使学生产生对新知识的求知欲望，让学生的注意力处于
高度集中状态，在游戏中得到知识，发展能力，提高学习兴
趣。例如，在课堂训练时，组织60秒抢答游戏。教师准备若
干组数学口答题，把全班学生分为几组，每组选3名学生作代
表。然后由教师提出问题，让每组参赛的学生抢答，以积分
多为优胜，或每答对一题奖励一面小红旗，多得为优胜。学



生在游戏中大脑处于高度兴奋状态，精神高度集中，在不知
不觉中学到不少有用的知识，并受到正确的数学思想方法的
熏陶，有力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创设故事性情境，唤起学习兴趣

“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我们认为这正是教学的本质所在。我们在数学教学中适当地
给学生营造一个故事情境，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
会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获得知识。例如，在教学“比的应
用”一节内容时，在练习当中我为同学们讲了一个故事：中
秋节，江西巡抚派人向乾隆皇帝送来贡品——芋头，共3筐，
每筐都装大小均匀的芋头180个，乾隆皇帝很高兴，决定把其
中的一筐赏赐给文武大臣和后宫主管，并要求按人均分配。
军机大臣和珅了马上讨好，忙出班跪倒“启奏陛下，臣认为
此一筐芋头共180个，先分别赐予文武大臣90个，后宫主管90
个，然后再自行分配”。还没等和珅说完宰相刘墉出班跪
倒“启奏万岁，刚才和大人所说不妥。这在朝的文官武将现
有56位，分90个芋头，每人不足两个，而后宫主管34人，
分90个芋头，每人不足三个，这怎么能符合皇上的人均数一
样多”。皇上听后点点头“刘爱卿说的有理，那依卿之见如
何分好?”此时，学生都被故事内容所吸引，然后让学生替刘
墉说出方法，这个故事把数学知识寓于故事情节之中，从而
唤起学生学习兴趣。

五、创设操作性情境，调动学习兴趣

根据小学生好动、好奇的心理特点，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
教师可以组织一些以学生活动为主，对一些实际问题通过自
己动手测量、演示或操作，使学生通过动手动脑获得学习成
效，既能巩固和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又能提高操作能力，培
养创造精神。例如，在讲“轴对称图形”内容时，教师提前
让学生准备长方形、正方形、圆、平行四边形和几种三角形
的纸片。让学生试做每个图形的对折，使图形对折后能完全



重合。学生通过操作后发现有些图形能完全重合有些图形不
能完全重合。学生通过亲自动手操作，自己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而且有力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年级数学七单元平移知识点总结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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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数学七单元平移知识点总结篇四

1、由三条线段围成的图形(每相邻两条线段的端点相连)叫做
三角形。

2、从三角形的一个顶点到它的对边做一条垂线，顶点到垂足
之间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高，这条边叫做三角形的底。三角
形只有3条高。

3、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4、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5、苏教版小学四年级数学三角形知识点：三个角都是锐角的
三角形叫做锐角三角形。

6、有一个角是直角的三角形叫做直角三角形。

7、有一个角是钝角的三角形叫做钝角三角形。

8、每个三角形都至少有两个锐角;每个三角形都至多有1个直
角;每个三角形都至多有1个钝角。

9、两条边相等的三角形叫做等腰三角形。

10、三条边都相等的三角形叫等边三角形，也叫正三角形。

11、等边三角形是特殊的等腰三角形

12、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

13、四边形的内角和是360°

14、用2个相同的三角形可以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15、用2个相同的直角三角形可以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一个
长方形、一个大三角形。

16、用2个相同的等腰的直角的三角形可以拼成一个平行四边
形、一个正方形。一个大的等腰的直角的三角形。

四年级上册数学《数一数》知识点归纳

四年级数学七单元平移知识点总结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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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上册数学《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练习知识点

一、填空。

1、我们学过的四边形有()、()、()和()。

2、两条直线相交成()度时，这两条直线互相垂直。

3、平行四边形具有()。

4、长方形相邻的两条边互相()。相对的两条边互相()。

5、以平行四边形的一条边为底，能作出()条高，这些高的长
度都()。

6、在同一平面内，()的两条直线叫做平行线。

7、()和()都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

8、等腰梯形()一组对边平行。

9、平行四边形()轴对称图形。

10、任意四边形的内角和都是()度。

二、选择。

1、从平行四边形的一条边上的一点到对边可以引()垂线。

a、一条b、两条c、无数条

2、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一定可以拼成一个()。

a、平行四边形b、梯形c、长方形



3、下面图形中，不是轴对称图形的是()。

a、长方形b、圆形c、平行四边形d、等腰梯形

4、长方形中有()组对边平行。

a、1b、2c、4

三、判断。

1、两个梯形可以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2、有四个角是直角的图形一定是长方形。()

3、过一点可以画一条直线。()

4、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一定是梯形。()

5、只要不相交就一定是平行线。()

6、两条直线相交就一定是垂直。()

数学学习方法技巧

一、创设良好的开端，引发兴趣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教师首先要把微笑带进课堂，以
教师良好的情趣去感染学生，促使学生形成一种良好的心理
态势，为一节课的学习作好必要的心理铺垫。如果开场白讲
的好，就能先生夺人，造成学生渴望追求新知的心理状态，
激发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吸引其注意力，宛如平静的湖面上
投石，激起一片思维涟漪，产生急欲一听的感染力，因此，
导入新课要在“求奇、求趣、求妙、求新”上下功夫。

二、创设问题情境，实施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的认知兴趣



新课程倡导启发式教学。启发式教学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相
比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要想实施启发式教学，关键在于创设
问题情景。创设问题情境是指具有一定难度，需要学生努力
而又力所能及的学习情境。那么如何更好的创设问题情境呢?
这就要求教师要认真钻研教材，深入挖掘知识的内在规律和
新旧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充分了解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
把数学特有的严谨、抽象、简洁、概括等属性，通过巧妙的
形式引发学生的兴趣，诱发学生的积极思维活动，这样才能
创设一个良好的问题情境。例如在教学《第几》一课时，我
采用了讲故事方法创设问题情境。我先在黑板上画了美丽的
森林，然后依次贴上了小白兔、小熊猫、狮子、松鼠、小马。
变贴边讲故事：美丽的森林里新来了一群可爱的小动物。他
们今天都搬到新家了。现在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都住在什么
地方……这节课老师创设了一个生动而有趣的问题情境，我
们一起编故事，一起讲故事，让学生犹如进入了一个美丽的
大家园。通过更巧妙新颖的形式，引发学生的兴趣，诱发学
生进一步的积极思维活动。

三、改变例题和练习的呈现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新教材已经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课本的数学内容
的呈现方式也贴近儿童的生活实际，符合一年级学生的年龄
特点。但这些毕竟是静止的东西，要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
还有很大的欠缺。低年级儿童往往对活动的事物更感兴趣，
如能把这些静止的资源活动化，进一步增加它的趣味性，那
一定会牢牢地抓住学生的双眼。如在教学《10的认识》一课
时，我把0-9十个数字设计成拟人化的“数字小朋友”，让这
十个“小朋友”一一在黑板上呈现。看到抽象的数字长上了
手脚，成了会哭会笑的小精灵，学生的热情异常高涨。

四年级数学七单元平移知识点总结篇六

栽蒜苗(一)(条形统计图)



【知识点】：

1、统计图中1格表示不同单位量，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判断1
个表示几个单位。数据大，每1格所表示的单位就多，数据小，
每1格所表示的单位就小。

2、理解条形统计图上的数据所表示的意义。

3、明确条形统计图的特点：直观、方便、便于察看。

4、制作条形统计图的方法：确定水平方向，标出项目;确定
垂直方向代表的数量(一格代表的数量);根据数据的大小画出
长度不同的直条;写出标题。

补充【知识点】：初步了解复式条形统计图，能够从中获得
信息，并能回答相应的问题。

栽蒜苗(二)(折线统计图)

【知识点】：

1、折线统计图的特点：能获取数据变化情况的信息，并进行
简单的预测。

2、折线统计图的方法：在方格纸中，根据所给出的数据把点
标出来，再用线将点连接起来，要顺次连接。

3、能够看出折线统计图所提供的信息，并回答相关的问题。

补充【知识点】：

1、条形统计图与折线统计图的不同：条形统计图用直条表示
数量的多少，折线统计图用折线表示数量的增减变化情况。

2、初步了解复式折线统计图，能够从中获得相应的信息，回



答提出的问题。

四年级数学七单元平移知识点总结篇七

1、掌握工作效率的概念。

2、理解并掌握工作效率、工作时间与工作量三者之间的关系。

3、能灵活运用“工作效率、工作时间与工作量”三个数量之
间的关系解决实际问题。

1、学会结合树状算图理解正推、逆推的思想方法。

2、能将“正推和逆推”的思维方法用树状图表示。

3、能列综合算式表达正推和逆推的过程，正确计算输出的数。

4、能够结合生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5、能列综合算式表达正推和逆推的推算过程，解决实际问题，
并能用逆推和正推的思想进行检验。

1、知道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2、能用递等式正确地计算三步式题。

3、能结合树状图将分步列式合并成综合算式。

4、掌握三步计算文字题的思考步骤和正确解三步计算的文字
题。

1、掌握加法和乘法的运算定律。

2、能运用所学的`运算定律使一些计算简便。



3、能根据数据特征和运算符号，合理选择算法。

1、能结合树状算图理解分析应用题的数量关系的思路。

2、能用“从条件或问题出发”分析应用题的数量关系，确定
解题步骤。

3、能列综合算式解答含有三个量的两步计算应用题。

四年级数学七单元平移知识点总结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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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