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五年级 五年级数学日记(精选17篇)
岗位职责的界定可以帮助公司更好地组织和分配工作任务，
提高整体工作效能。与上级沟通和确认岗位职责可以避免工
作偏差和漏洞。接下来是一些常见岗位职责的案例，供大家
参考学习。

数学五年级篇一

星期六,妈妈交给小明一个“重任”——去市场买鱼.

市场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小明挤到鱼类区,刚好看见马
大叔在卖鱼,马大叔的鱼都是活鱼,很新鲜,所以被买走了很多,
但还剩一些鲫鱼,鱼虽少,不过条条都活蹦乱跳,想要挣脱盆的
约束.

小明说：“马大叔,我是你这的常客,这些鱼全卖给我,便宜点.
”

马大叔一听,哈哈一笑,说：“小小年纪就会讨价还价了,行,
给你个机会!”只见他拿起称连同筐子称了一下,说：“这筐
鱼原来连筐重28千克,有一家饭店一次买走了一半,然后又来
了一位顾客,买走了剩下的一半,现在连筐重14千克,你能算出
现在还剩多少千克鱼,我就以最低价卖给你!”

小明可是个倔强、不轻易服输的人,他开动脑筋思考了起
来：“38千克和14千克里都包含了鱼筐的重量,用38—14可以
求出卖掉了24千克.然后倒过来想,把现在剩下的鱼看作一份,
那位顾客来之前还有2份,于是就可以知道在顾客来之前还有
两份,那家饭店买走的鱼就是2份,因此筐里的鱼原来就是4份,
一共卖出了三份.”

想到这里,小明高兴的说：“我算出来了,现在筐里还剩24÷3
＝8（千克）,这个鱼筐重2千克!”



马大叔竖起大拇指表扬道：“小明真厉害,好,我兑现刚才的
诺言!”

数学五年级篇二

今天上午，我正在做数学的暑假作业。写着写着，不幸遇到
了一道很难的题，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这道题是这样的：
一个长方形的周长是280厘米，宽是40厘米。以这个长方形的
一条边为底，作一个高为50厘米的三角形，求这个三角形的
面积。

我看了，心想：呀!这道题还是有点难度的呀!可是再难也要
做出来啊!这时，我便像爸爸求救了，爸爸耐心地告诉我怎么
解的方法，爸爸还没讲完我就恍然大悟，原来这题这么简单，
算式是：280÷2=140(厘米)140-40=100(厘米)

100×50÷2=2500(平方厘米)。

看着终于把自己不会的题目一遍又一遍的算对了，心里乐开
了花。其实，任何题目都不怎么难，只是没有动动脑筋而已，
只要动动脑筋，任何题目都是很简单的。

快要开学了，我的作业基本上完成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
的困扰。我的寒假计划完成的很好，让我们新的学期了，展
翅高飞吧!

数学五年级篇三

今天，我无聊的看着书。忽然，我眼睛一亮，发现了一个十
分有趣的词语：孪生素数猜想。我十分好奇，也非常纳闷：
什么是孪生素数猜想？于是，带着疑问，我来到了网上。

终于，在网上，我找到了答案。原来，孪生素数猜想是数论



中的著名未解决问题。这个猜想正式由希尔伯特在192019年
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报告上第8个问题中提出，可以被描述
为“存在无穷个孪生素数”。孪生素数即相差2的一对素数。
例如3和5，5和7，11和13，…，10016957和10016959等等都
是孪生素数。素数定理说明了素数在趋于无穷大时变得稀少
的趋势。而孪生素数，与素数一样，也有相同的趋势，并且
这种趋势比素数更为明显。因此，孪生素数猜想是反直觉的。
由于孪生素数猜想的高知名度以及它与哥德巴赫猜想的联系，
因此不断有学术共同体外的数学爱好者试图证明它。有些人
声称已经证明了孪生素数猜想。然而，尚未出现能够通过专
业数学工作者审视的证明。

原来，这就是孪生素数猜想呀！看来今天果然是“不虚此
行”，终于又了解了一个新的知识点。希望我以后还能了解
更多，同时，我也要努力，争取早早证明孪生素数猜想。

数学五年级篇四

今天数学我没有错！不过，我还是要写一下数学日记，总结
一下我学比这一单元的知识。

“两个数相除有叫两个数的比。比的基本性质是比的前项和
后项同时乘或除以相同的数（0除外），比值不变。比的前项
相当于除数中的被除数、分数中的分子，比的后项相当于除
数中的除数、分数中的分母，比号相当于除数中的除号、分
数中的'分数线。”我将这一段话背给了妈妈听，并说：“能
约分的要约分！”

妈妈语重心长地说：“数学不是语文，数学是要看你的灵活
运用。语文·，才是你真正的需要去背、去记的东西。做数
学题目时，要慢一些，将题目看清楚了再说，不会写的先不
写，等题目全做完了再写。”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正好，家里还有一套“比”的单元测试卷，我将它做完了，
而且是很认真很细心地做了，时间也没有超过40分钟。爸爸
帮我检查了，说：“不错！全对。考试的时候也就像在家里
一样，争取考个满分！”

好啦，闲话不多说了，我得去复习、顺便看看课外书喽！

数学五年级篇五

生活中，处处有数学。例如：买菜啦！买文具啦！量布等等，
都需要用到数学。

这个学期，教师教了一个新知识，是小数的乘法和除法。这
个知识，可帮了我大忙啊！

昨天晚上，我母亲一起去买桔子。桔子是1、8元一斤，母亲
买了4·5斤，本应该付钱8·1元。可是营业员粗心大意，不
知道怎么算的，算成了9元钱。还好我利用了这个学期新教的
知识，在脑子里算过一便后，马上纠正了营业员的失误。

不仅营业员阿姨夸我聪明，这么小都会小数乘除法了，而且
在回家的路上，母亲还表扬我，给她省了0·9元，并且学过
的知识能在生活中活用。

是啊！要是没学好这门数学，以后损失的不只是这0、9元，
或许是几百，几千，甚至上亿呀！

数学五年级篇六

最近，咱们三到六年级的学生参加了数学考试。这次考试，
我才考了92.5分，粗心使我做了许许多多。

您说得没错，不是不会做，太粗心了，经常出现一些大小问
题，没有这些问题，我会更好。有一句话这样说：“第一次



犯错，也许情有可原，但第二次犯错，说明你是个‘笨
蛋’。”也许我就是这个“笨蛋”。

小学五年级数学日记《我的数学成绩》：我的成绩就像一个
橄榄。橄榄在悬崖边晃来晃去，你一不小心，一不留神就
会“碰碰……”掉下去。

成绩并非想高就高，要靠努力，没有行动的理想是空想。就
像尼采说的那样，一件东西的价值有时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收
益，而是取决于人们的付出——取决与你为它付出了多大的
代价。

这句话说得没错。聪明才智不在于知识渊博。咱们不可能什
么都知道。聪明才智不在于知道尽量地多知道，而在于知道
最必要的东西，知道哪些东西不需要知道哪些东西。通过这
次考试不但检测了我近期所学的知识，还让我的许多缺点暴
露出来了，让我在以后的学习中能及时改正。

数学五年级篇七

这天是妈妈的生日。妈妈早上去上班，晚上才能回来。等到
晚上8点多，妈妈回来了。吃蛋糕的时候，妈妈对我说:“妈
妈来考考你，如果答对了就能够吃一块蛋糕，好吗”我说了声
“没问题”就开始答题了。

妈妈出了第一题:妈妈今年36岁，你今年10岁，妈妈比你大几
岁姥姥的岁数是你的6倍，姥姥今年几岁我很快口算出结果，
我说:“妈妈比我大26岁，姥姥今年60岁，太简单了，我的蛋
糕吃定了”。妈妈笑着说:“骄傲了吧”再来一题:小明今年8
岁，他爸爸已经40岁了，问再过几年，爸爸的年龄是小明的2
倍这下我傻了，冥思苦想，看来我的蛋糕吃不成了，妈妈
说:“怎样样，不会了吧”“让我再想想，想不出来我不吃蛋
糕。”



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到一个笨办法，我能够把他们的岁数都找
出来呀，过一年爸爸和小明都大了一岁，最后最后推算出来
过了24年后爸爸的年龄刚好是小明的2倍。我把想法告诉了妈
妈，妈妈说还有更简便的方法的，之后就给我讲起来了，只
要用爸爸的年龄减去小明的年龄就是若干年后小明的年龄了，
也就是32岁，再用32-8=24年就是经过的年份数了。我恍然大
悟，原先能够这么简单呀。

妈妈说:我能自己想办法得出结果还是好样的，作为奖励给我
吃蛋糕了，我心里又喜又难为情，以后我可不能在骄傲了，
小朋友们也不要学我呀。

数学五年级篇八

今天，我带了10元钱到好又多超市的3层楼去买书。

我找来找去找到了一本《神话传说》，一看封面就知道里面
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我决定买下它，可一看定价，我又愣住
了，原来这本书是11元。我一边看着这本书，一边摸着口袋
里的钱，可真叫我为难呀！

售货员阿姨看到我为难的样子，亲切地问：“怎么了，小朋
友？”我腼腆地说：“我想买这本书，可是钱不够。”她又
问：“你带了多少钱？”“只有10元。”我说。阿姨笑了笑
说：“小朋友，你看定价牌上还写着‘优惠售书，一律九
折’。”我问：“什么叫‘一律九折’呀？”阿姨说：“就
是按定价的十分之九收款，比如10元的书，只收9元。”

我算了算，这本书只要9元9角。“对呀！”我连声向阿姨道
谢。

今天，我既买到了满意的书，又学了知识，心里真高兴！



数学五年级篇九

以前，我一直以为学习求最小公倍数这种知识枯燥无味，整
天与求11和12的最小公倍数类似这样的问题打交道，真是烦
死人，总觉得学习这些知识在生活中没有什么用处。然而，
有一件事却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胸有成竹地回答道：行！那你听好了，如果1路车每3分钟
发车一次，3路车每5分钟发车一次。这两路车至少再过多少
分钟后又能同时发车呢?稍停片刻，我说：爷爷你出的这道题
不能解答。爷爷疑惑地看着我：哦，是吗?这道题还缺一个条
件：1路车和3路车的起点站是同一个地方。爷爷听了我的话，
恍然大悟地拍了一下自个聪明秃顶脑袋，笑着说：我这个'数
学博士'也有糊涂的时候，出的题不够严密，还是小溦想得周
全。我和爷爷开心地哈哈地大笑起来。

此时爷爷说：那好，现在假设是同一个起点站，你说说用什
么方法来解答?我想了想，脱口而出：再过15分钟。因为3和5
是互质数，求互质数的最小公倍数就等于这两个数的乘
积(3х5=15)，所以15就是它们的最小公倍数。也就是两路车
至少再过15分钟能同时发车。爷爷听了夸我：答案正确！100
分。耶！听了爷爷的话，我高兴地举起双手。

从这件事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数学的知识在现实生活中
真是无处不在啊。

数学五年级篇十

妈妈给了我一元钱，可是。售货员阿姨说不够，一瓶矿泉水
要4元钱。哇。比我想象中贵了四倍。

我又跑出去向妈妈拿钱，妈妈这次给了我十元钱，我就再给
售货员阿姨。



我自己算了算，10元-4元=6元，售货员员阿姨应该找我6元。
我算得真准，售货员阿姨果然找给了我6元。

我把剩下的钱交给了妈妈，妈妈夸我真棒。

数学五年级篇十一

今天上午，我正在做数学暑假作业。写着写着，不幸遇到了
一道很难的题，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这道题是这样的：
一个长方形的周长是280厘米，宽是40厘米。以这个长方形的
一条边为底，作一个高为50厘米的三角形，求这个三角形的
面积。

我看了，心想：呀！这道题还是有点难度的呀！可是再难也
要做出来啊！这时，我便像爸爸求救了，爸爸耐心地告诉我
怎么解的方法，爸爸还没讲完我就恍然大悟，原来这题这么
简单，算式是：280÷2=140（厘米）140-40=100(厘米)

100×50÷2=2500（平方厘米）。

看着终于把自己不会的题目一遍又一遍的算对了，心里乐开
了花。其实，任何题目都不怎么难，只是没有动动脑筋而已，
只要动动脑筋，任何题目都是很简单的。

快要开学了，我的作业基本上完成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困
扰。我的寒假计划完成的很好，让我们新的学期了，展翅高
飞吧！

数学五年级篇十二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拿到新课本，我好开心啊，我翻动着，
无意间，一个内容吸引了我，心想：倒数是倒着的数吗？我
怀着好奇心，翻动着书页，终于，我翻到了那一页。我一看
书，书上与我说的一样。书上还说到求一个数的倒数是把这



个数的分子、分母调换位置。

噢！原来是这样：乘积是1的两个数互为倒数。噢！那么4/5
是5/4的倒数。不行，我得验证一下：

4/5×5/4=1

7/7×7/7=1

1/0×0=……

“不，1/0与0不行，由于分母是0无意义”。我突然又想到小
数有没有倒数呢，带分数呢？0有没有倒数呢？学习了倒数有
什么用呢？等等的`问题。没想到这小小的一课竟有这么多的
知识。看来这一课蛮重要的！

数学五年级篇十三

今年寒假，我随妈妈到罗岗香雪公园观赏梅花。

迈入园里，在凛凛寒风中，只见一大片梅花傲然怒放。枝头
上，那白色的小花在斗寒争艳，为这个严冬增添了几分生机。

梅花枝条细长，形态不一，婀娜多姿。金钟似的小花在花枝
间点缀着光彩，不时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引来阵阵的赞叹。

妈妈告诉我：“梅花是一种耐旱、耐寒的植物，苍劲挺秀，是
‘岁寒三友’之一，愈冷梅花就开得愈娇艳。”说到这，我
不禁对眼前的梅花充满了敬意。怪不得古人常以梅花作画，
原来其中的原因是多少深奥啊！

其实不仅是花，人也一样。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遇
到不少的困难，有些人知难而退，放弃自己追逐的梦想；但
也有些人像梅花那样面对困难敢于挑战自己，战胜重重难关，



迎难而上。古有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近有铮铮傲骨的革命
战士江姐；今有迎难而上的乒乓球手邓亚萍。在他们身上都
有着梅花的特征，就是不管身处多么恶劣的环境，都能以坚
定的意志，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去战胜困难，赢得胜利。

数学五年级篇十四

今天中午,我正在做数学暑假作业.写着写着,不幸遇到了一道
很难的题,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这道题是这样的：

有一个长方体,正面和上面的两个面积的积为209平方厘米,并
且长、宽、高都是质数.求它的体积.我见了,心想：这道题还
真是难啊!已知的只有两个面面积的积,要求体积还必须知道
长、宽、高,而它一点也没有提示.这可怎么入手啊!

正当我急得抓耳挠腮之际,我妈妈的一个同事来了.他先教我
用方程的思路去解,可是我对方程这种方法还不是很熟悉.于
是,他又教我另一种方法：先列出数,再逐一排除.我们先按题
目要求列出了许多数字,如：3、5、7、11等一类的质数,接着
我们开始排除,然后我们发现只剩下11和19这两个数字.这时,
我想：这两个数中有一个是题中长方体正面,上面公用的棱长；
一个则是长方体正面,上面除以上一条外另一条棱长（且长度
都为质数）之和.于是,我开始分辩这两个数各是哪个数.

最后,我得到了结果,为374立方厘米.我的算式是：209
＝11×19 19＝2＋17 11×2×17＝374（立方厘米）.后来,我
又用我本学期学过的知识：分解质因数验算了这道题,结果一
模一样.

解出这道题后,我心里比谁都高兴.我还明白了一个道理：数
学充满了奥秘,等待着我们去探求.



数学五年级篇十五

今天是星期五，考卷发下来了，当我看到成绩时，我简直不
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有86分比上次还差。看到别人考100分我
真是又羞愧又羡慕，恨不得自己也考100分。但都怪自己粗心
大意这个毛病，还怪我检查考卷时还没把正面一半的考卷检
查完，就突然肚子痛了，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我明明
检查出来一题是错的，但没来得及改，就收卷了，那题4分，
如果把这题的分数加上去，我就可以考90分，这次考试给我
的一个教训：考试前除了除了吃饭以外其它什么也别吃。而
且检查是写起字来要快，要细心，不要写错字，不然对的会
变错的，而且要多算几遍，写答案时要快一些，不能粗心，
因为过一会儿就有时间检查了。

我在这个月里，更加努力，因为我面临的不将是小考，而是
期末测试，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在考试的时候发挥我
最好的水平，争取更好的成绩。

前几天，我们进行了月考。我考完数学后心惊肉跳的，真怕
考不好！

昨天，成绩出来了，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自己的成绩了。95
分，我终于放心了，我终于放下了一块沉重的大石头。考卷
发下来后，我像以前一样仔细地分析错误原因，我深深地叹
了一口气说：“呀，我有两道题都不应该错，还有一道如果
我相信自己，那就一定能得100分。可是，我偏那么粗心大意，
好象非错几题才好似的！”我想：我一定要记住这次的教训，
让这个教训时刻提醒着我，再下次考试中，不再那么粗心大
意，一定要考最好的“100分”！

从这一次数学月考中，我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相信
自己，做一个自信的好学生。

我的数学测验常常得100分，其他同学问我有没有什么窍门，



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个“改错本”，它帮了我的大忙。

过去，作业本或测验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只看老师打的等
级或分数，从来不考虑错在哪里，为什么错，怎么改正？结
果每次测验，不是这儿错点儿，就是那儿错点儿，总是得不
到满分。有一次，我的数学老师对我说：“我们学习知识要
真正学懂知识，不能只看等级和分数，题目做错了，应该认
真分析错误原因，建议你们每人都准备一个改错本，把错题
的类型抄下来，找出错误的'原因，并且认真订正。”从此以
后，我就准备了一个小本子，只有掌心那么大，在小本子上
面端端正正地写上三个字“改错本”。

每当作业本和试卷发下来时，我总是认真分析，并把错题抄在
“改错本”上，仔细分析错误原因，在错的地方用红笔标上
记号，并认真订正。例如，我在学习解方程这部分内容时，
我的“改错本”上是这样记录的。

题目

分析错误原因

订正

x-16=18

=18+16

=34

这是书写格式错误，它是受脱式计算格式的影响。解方程的x
每步都不可少，并且等号要对齐。

x-16=18



x=18+16

x=34

16x=4

x=4

这里的x是一个因数，应该用积(4)除以另一个因数(16)，由
于粗心大意，认为能整除得4。

16x=4

x=4÷16

x=0.25

23-2x=3

2x=23+3

2x=26

x=13

这里是已知差和被减数求减数。应该用被减数减去差，本题
用被减数加上差，不等于减数。

23-2x=3

2x=23-3

2x=20



x=10

平时有空，我总是把心爱的“改错本”拿出来，认真查看，
把教训记在心上。这就是我常常得100分的窍门。

数学五年级篇十六

今天，我偶然地在一本书上见到了这样不可思议的数
据：“一张厚度为0·01厘米的纸对折30次之后的厚度竟然比
珠穆朗玛峰还要高呢？”

这个数据无论怎么听都觉得太“荒唐”了一点。毕竟是一张
薄薄的纸，通过对折真能超过珠穆朗玛峰吗？但非常多意想
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只有通过计算，这一切的谜
底才能揭晓。

随即，我便把0·01厘米连续乘以2，一共30次，得
到10737418·24厘米。接着，我又把珠穆朗玛峰的高
度8848·13米转化为884813厘米，通过比较，非常明显能够
看出对折30次之后的纸张的厚度的.确胜过了珠穆朗玛峰的高
度，而且还是后者的10多倍。

其实，似这样的惊人的数据在平常的生活中处处存数学在，
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数学五年级篇十七

今天上午，我正在做数学暑假作业。写着写着，不幸遇到了
一道很难的题，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这道题是这样的：
一个长方形的周长是280厘米，宽是40厘米。以这个长方形的
一条边为底，作一个高为50厘米的三角形，求这个三角形的
面积。

我看了，心想：呀！这道题还是有点难度的呀！可是再难也



要做出来啊。这时，我便像爸爸求救了，爸爸耐心地告诉我
怎么解的方法，爸爸还没讲完我就恍然大悟，原来这题这么
简单，算式是：280÷2=140（厘米）140-40=100（厘米）

100×50÷2=2500（平方厘米）。

看着终于把自己不会的题目一遍又一遍的算对了，心里乐开
了花。其实，任何题目都不怎么难，只是没有动动脑筋而已，
只要动动脑筋，任何题目都是很简单的。

快要开学了，我的'作业基本上完成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困
扰。我的寒假计划完成的很好，让我们新的学期了，展翅高
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