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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13篇)

一分钟的沉思，可能比一天的努力更加有效。一分钟内，我
们要对总结进行精细的修改和润色。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
的一分钟总结技巧和范文，大家可以一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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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数、分数、整数

小数四则运算的运算顺序和整数四则运算顺序相同;分数四则
运算的运算顺序和整数四则运算顺序相同。

(2)没有括号的混合运算

同级运算从左往右依次运算;两级运算先算乘、除法，后算加
减法。

(3)有括号的混合运算

先算小括号里面的，再算中括号里面的，最后算括号外面的。

(4)第一级运算

加法和减法叫做第一级运算。

(5)第二级运算

乘法和除法叫做第二级运算。

加法交换律

加法交换律的概念为：两个加数交换位置，和不变。



字母公式：a+b+c=(b+a)+c

加法结合律

加法结合律的概念为：先把前两个数相加，或者先把后两个
数相加，和不变。

字母公式：a+b+c=a+(b+c)

乘法交换律

乘法交换律的概念为：两个因数交换位置，积不变。

字母公式：a×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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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的性质

(1)在小数的末尾添上零或去掉零，小数的大小数不变.

小数的近似值

保留小数：按要求在舍去部分位进行四舍五入运算。

小数加法

小数加法的意义与整数加法的意义相同。是把两个数合并成
一个数的运算。

小数减法

小数减法的意义与整数减法的意义相同。已知两个加数的和
与其中的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的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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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师，您好!》这是一首现代抒情诗，赞美了教师事业的
崇高和美好，抒发了孩子们对老师感激、热爱的思想感情。
诗中“哪个人的成长不浸透着教师的心血!”和“哪一项创造
不蕴含着教师的辛劳!”这两句诗最能体现老师工作的崇高。
诗歌把老师比作春蚕，我想把老师比作园丁、蜡烛、铺路石。

2.“古今中外，哪个人的成长不浸透着教师的心血!地北天南，
哪一项创造不蕴含着教师的辛劳!”中“浸透”“蕴含”两词
充分说明了教师工作的伟大意义：传播知识，教书育人，培
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
步。“古今中外”“地北天南”从时间和地域两方面突出强
调了教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为社会、人类作贡献。“心
血”“辛劳”两个词也可以体会到教师为了孩子们的成长辛
勤工作，表现了教师无私奉献的精神。

3.《老师，您好!》中，老师用真理和智慧把人才塑造，让春
晖和朝霞在心灵闪耀。读了这首诗，我想对老师说：“老师，
你真伟大!。”

4.全诗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描写、赞美教师事业的崇高和美
好;另一条是孩子们对教师的无限感激和真诚祝福。

5.“昨天”“今天”“理想”这是两个比喻句中的词语，诗
句中“昨天”指过去的历史。“今天”指现在;“理想”指未
来。诗人用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教师不仅要让学生知道历史，
现状和未来，还要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走向幸福的明
天。

6.“春晖”：比喻教师的关心和爱护;“朝霞”：比喻教师的
教学像早晨的霞光，给学生带来光明、美好的一天;“春蚕”：
比喻辛勤的老师;“理想的丝线”：比喻教师心情劳动的工作



成果; “甘露”：比喻教师付出的心血;“茁壮的新苗”“幸
福开放的鲜花”：比喻幸福成长的学生。

2.但愿人长久

（1）《但愿人长久》的题目中：“但”的意思是只。“愿”
是希望、祝愿的意思。“长久”的意思是长久地活着，心怀
美好的情感。题目的意思是：但愿大家都能健康生活，美好
的情感常留心间。苏轼由中秋圆月想起(手足情深，分别七
年)的弟弟，在深深的思念中体会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
阴晴圆缺”)的人生哲理，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表达自己的美好祝愿。课文中表现苏轼情感变化的词语是
先“心绪不宁”，接着“埋怨”，后来“宽慰”。

    （2）“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
全。”可以用课文中的“世上本来就是有悲也有欢、有离也
有合的，就像天上的月儿有隐也有现、有圆也有缺一样，哪
里会十全十美呢!”来解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
以用课文中的“但愿美好的感情长留人们心间，虽然远隔千
里，也能共同拥有这一轮明月!”来解释。词中的“此事”指
的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婵娟”原指美好的
样子，词中指美好的月色。这些词句表达了词人热爱生活、
积极奋发的宽大胸怀。

3.古诗两首

明，与明月的清光交相辉映，显得十分宁静、和谐;湖上无风，
迷迷蒙蒙的湖面就像未经磨拭的铜镜一样。可以用成语水平
如镜来形容此时的洞庭湖。后两句是：遥望洞庭山水色，白
银盘里一青螺。“遥望”：远望。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在明
月银辉下，青翠的君山，清澈的湖水，浑然一体，远望如同
银盘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十分惹人喜爱。诗中描写
了白、银、青三种颜色，将洞庭湖的秀丽娴静刻画得恰到好
处。



这首诗歌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分别把洞庭湖水面比作未
磨的铜镜;后两句把洞庭湖比作了白银盘，把君山比作了青螺。

（2）《峨嵋山月歌》是唐代诗人李白初离四川时写的。诗人在
(秋天的晚上)乘船远行，从(清溪)出发，驶向(三峡)，最后
到达(渝州)。描写了月映清江的美景，抒发了作者秋夜行船
时思念故乡和友人的感情。读了古诗，我的眼前出现了(峨眉
山、月亮、平羌江)等景物。诗人从“峨眉山月”写起，点出
了诗人远游的时令是在秋天，前两句是：峨嵋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影”：月影。“流”：流动。这两句的
意思是说：秋高气爽，峨嵋山月色特别明朗，月影映入江水，
又伴随着“我”顺流而下。后两句是：夜发清溪向三峡，思
君不见下渝州。“发”：出发。“夜发”：连夜出
发。“向”：驶向。“思”：思念。“下”：顺流而下。这
两句的意思是：连夜从清溪出发向三峡驶去。渐渐地，那半
轮明月也看不到了，而船已经顺将而下驶向渝州了。途中见
到月亮，勾起了诗人思念(故乡和友人)的思想感情。

4.秋天

（1）《秋天》课文主要采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全诗压的
是ao韵，课文中表现拟人的词语有很多，如：“嚷着”“举
着”“穿红袄”“披紫袍”“红着脸”等。这首诗描写秋天
迷人的景色和丰收的景象，抒发了作者对秋天的热爱和赞美
之情。

（2）为什么要“捡一片黄叶悄悄地珍藏”?“黄叶”是秋天
的象征，因为作者喜爱秋天的美丽景色，喜爱秋天的丰收景
象，他想让醉人的景色永留心田，永驻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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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乘法的意义 小数乘法的意义

小数点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

积的小数位数与乘数的小数位数的关系

计算小数乘法 会用竖式计算小数乘法及估算

小数的混合运算(整数运算定律完全适合小数)

通过具体情境教学使学生了解小数与整数相乘就是表示几个
相同加数的和的简便运算。

小数乘法的意义比整数乘法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小数
乘法的意义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同整数乘法的意义相同，即
求相同加数的和的简便运算.二是求一个数的`十分之几,百分
之几是多少.

计算小数乘法，先按照整数乘示的法则算出积，再看因数中
一共有几位小数，就从积的右边起数出几位，点上小数点.小
数计算乘法，用的是转化的思想方法.先把小数转化为整数算
出积，再确定小数点的位置，还原成小数乘法的积.如6.20.3
看作623相乘的积是186，因数中一共有两位小数，就从186的
右边起数出两位，点上小数点还原成小数乘法的积1.86.因此，
小数乘法的关键是处理好小数点.在点小数点时注意，乘得的
积的小数位数不够时，要在前面用0补足，如0.040.2=0.008，
在8的前面补两个0，点上小数点后，整数部分也写一个0.

明白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小数就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小
数点向左移动两位，小数就缩小到原来的百分之一以此类推。
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这个数就扩大到原来的10倍;小数点向
右移动两位，这个数就扩大到原来100倍以此类推。

街心广场(积的小数位数与乘数的小数位数的关系)



积的小数位数与乘法的小数位数的关系：小数乘法中各个因
数中小数的位数和就是这道题中积的小数的位数。

小数乘小数计算方法，即将小数乘法转化为整数乘法进行计
算。根据乘数扩大的倍数，将积缩小相同倍数，进一步体会
到两个乘数共有几位小数，积就有几位小数。

爬行最慢的哺乳动物(小数乘法3)

小数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与整数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相
同。整数的运算定律在小数运算中仍然适用。例如乘法的结
合律，交换律，分配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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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升：“升”是常用的容量单位。计量水、油、饮料等液体
的多少，通常用升作单位，用“l”表示。

2、毫升：计量比较少的液体，通常用毫升作单位，用“ml
（ml）”表示。

3、它们的进率是1000，即1升=1000毫升。

1、两、三位数除以整十数的估算：先用被除数的前两位除以
除数，如果够除商就是两位数，如果不够，就看被除数的前
三位，商是一位数。

2、两、三位数除以两位数，可以用“四舍五入”法，把除数
看作整十数来试商。“四舍”之后，除数小了，初商可能偏
大，要调小；“五入”之后，除数大了，初商可能偏小，要
调大；每次余下的数都要比除数小。

3、被除数和除数同时乘或除以一个相同的数（0除外），商



不变。

4、验算：、没有余数的除法，用商×除数，看看是否等于被
除数；

、有余数的除法，用商×除数+余数，看看是否等于被除数。

5、用“除法”解决周期现象中的问题比较方便。

1、同样的物体，从不同的面看到的图形可能一样，也可能不
一样；不同的物体从同一个面观察，看到的图形也有可能一
样。

2、从一个点最多只能看到物体的三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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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的性质

(1)在小数的末尾添上零或去掉零，小数的大小数不变.

小数的近似值

保留小数：按要求在舍去部分位进行四舍五入运算。

小数加法

小数加法的意义与整数加法的意义相同。是把两个数合并成
一个数的运算。

小数减法

小数减法的意义与整数减法的意义相同。已知两个加数的和
与其中的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的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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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

计量很重的物品或大宗物品的质量，通常用吨做单位，吨用
符号t表示。

举例：1袋大米约重10千克，100袋大米约重1000千克，也就
是1吨。

单位换算：

1吨=1000千克

2吨=千克

方法分析：

1吨=1000千克，2吨是2个1吨，就是2个1000千克，是2000千
克，即2吨=2000千克。



方法归纳：

把较大的质量单位换算成相邻的较小的质量单位时，就是在
所换算数的末尾添上3个0，把较小的质量单位换算成相邻的
较大的质量单位时，就是在所换算数的末尾去掉3个0。

生活中吨的应用：

吨的确是个比千克重的多的单位，那么，在计量较重的或大
宗物品的质量时，通常用吨作单位?例如“一列货车每节车厢
的载重量是50吨，一般一辆货车大约有30—50节车厢，也就
是说可以运送200吨左右的货物。实际上，生活中很多物品的
质量是用吨来作单位的。比如：嫦娥一号起飞重量为2。35
吨;空集装箱本身的重量在2吨—5吨;亚洲象平均重3—4吨，
非洲象平均五到六吨左右等等。

小学三年级数学学习方法

一、思考：思考是数学学习方法的核心。在学这门课中，思
考有重大意义。解数学题时，首先要观察、分析、思考。思
考往往能发现题目的特点，找出解题的突破口、简便的解题
方法。在我们周围，凡是真正学得好的同学，都有勤于思考，
经常开动脑筋的习惯，于是脑子就越用越灵，勤于思考变成
了善于思考。我正因为掌握应用了这一方法，所以在全国数
学竞赛中获得了武汉市一等奖。

三、培养创造精神：所谓创造，就是想出新办法，做出新成
绩，建立新理论。创造，就要不局限于老师、课本讲的方法。
平时，有一些难度高的题目，我在听懂了老师讲的方法后，
还要自己去找一找有没有另外的解法，这样能加深对题目的
理解，能比较几种解法的利弊，使解题思维达到一个更高的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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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估算方法。用四舍五入法进行估算。

利用竖式计算三位数乘两位数。注意，第二个因数的十位要
乘三遍，第二步的乘积末尾写在十位上。

补充知识点

时、分、日之间的单位互化。

1时=60分1日=2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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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场(实际生活中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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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的计算工具

在学生原有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并会使用计算器。

利用“m+”存储键，“mr”提取键，计算四则运算的题目。

了解计算机中使用的是二进制计数法，就是满2进1。

补充知识点：了解两个因数越接近(即差越小)，积越大，两



个因数相等时，积是最大的;两个因数的差越大，积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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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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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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数学单元知识点手抄报篇十

        本文介绍了四年级数学上学期第一单元知识
点西师大版，希望能够对正在学习的小朋友有所帮助!

1、一万一万地数，10个一万是十万;10个十万是一百万;10个
一百万是一千万;10个一千万是一亿。

2、一(个)、十、百、千、万……亿都是计数单位。

      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十万位、百万
位、千万位、亿位、十亿位、百亿位、千亿位是数位。位数
是指一个数由几个数组成。

3、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是十。

4、我国的计数习惯，每四个数位是一级，可分为个级，万级，
亿级三级。

5、多位数的读法：读数时，先分级，然后从高位到低位先读
亿级，再读万级，最后读个级。在读到亿、万级的末尾时加
上亿和万字。每级末尾不管有几个0，都不读。其它位置的0
要读，不过在一起的0只读一个0。



四年级数学单元知识点手抄报篇十一

1、整千、整百、整十数除以一位数的口算方法。

(1)用表内除法计算：先用被除数0前面的数除以一位数，算
出结果后，再看被除数的末尾有几个0，就在算出的结果后添
几个0。

(2)用乘法来算除法：看一位数乘多少等于被除数，乘的数就
是所求的商。

2、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估算方法。

(1)除数不变，把三位数看成几百几十或整百的数，再用口算
除法的基本方法计算。

(2)想口诀估算：想一位数乘几最接近或等于被除数的位或前
两位，那么几百或几十就是所要估算的商。

(二)笔算除法

1、牢固掌握两位数除以一位数、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笔算方
法、步骤与格式，尤其是商中间、末尾有0的笔算算式的写法。

(除数是一位数的计算法则，除数是一位数，从被除数的高位
除起，先除被除数的前一位，如果不够除，再除被除数的前
两位，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商就写到被除数那一位的上面。
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不够商1，用“0”占位。每一次除得的
余数必须比除数小。)

2、会判断商是几位数。

比较除数与被除数位的大小，如果被除数位上的数比除数小，
那么商一定比被除数少一位;如果被除数位上的数比除数大或



相等，那么商和被除数的位数相等。

3、除法的验算方法：

(1)没有余数的除法：商×除数=被除数;

(2)有余数的除法：商×除数+余数=被除数;

4、关于0的一些规定：

(1)0不能作除数。

(2)相同的两个数相除商是1。(既然能相除这个数就不是0)

(3)0除以任何不是0的数都得0;0乘任何数都得0。

5、乘除法的估算：4舍5入法。

如乘法估算：81×68≈5600，就是把81估成80，68估
成70，80乘70得5600。

除法估算：493÷8≈60，就是把493估成480(480是8的倍数，
也最接进492)，然后再口算480÷8得60。

小学三年级数学知识点手抄报

1、的几位数和最小的几位数：

的一位数是9，最小的一位数是0。

的二位数是99，最小的二位数是10

的三位数是999，最小的三位数是100

的四位数是9999，最小的四位数是1000



的五位数是99999，最小的五位数是10000

的三位数比最小的四位数小1。

2、笔算加减法时：相同数位要对齐;从个位算起。哪一位上
的数相加满10，就向前一位进1;哪一位上的数不够减，就从
前一位退1当作10，加本位再减;如果前一位是0，则再从前一
位退1。

3、两个三位数相加的和：可能是三位数，也有可能是四位数。

4、加法公式：

加数+加数=和

和-另一个加数=加数

5、减法公式：

被减数-减数=差

差+减数=被减数或被减数=差+减数

被减数-差=减数

6、口算时：

例：(1)35+48，先算35+40=75，再算75+8=83。

7、问题中出现“大约”、“约”、“估一估”、“估
算”、“估计一下”“应准备”等词语时，都是用估算。

四年级数学单元知识点手抄报篇十二

1、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平行线，也可以说这



两条直线互相平行。

2、在同一个平面内如果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就是说这两条
直线互相垂直，其中一条直线叫做另一条直线的垂线，这两
条直线的交点叫做垂足。

3、如果两条直线都和第三条直线平行，那么这两条直线
也(互相平行)。

4、如果两条直线都和第三条直线垂直，那么这两条直线
也(互相平行)。

5、从直线外一点到这条直线所画的(垂直线段)最短，它的长
度叫做这点到直线的(距离)。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处处相等)。

6、长方形：对边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7、长方形的周长=(长+宽)×2;长方形的面积=长×宽;

8、正方形：四条边都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两组对边分别
平行。

9、正方形的周长=边长×4;正方形的面积=边长×边长。

10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叫做平行四边形。其特点是：
对边相等，对角相等。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11、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叫做梯形。其特点是：只有
一组对边平行而另一组对边不平行。平行的两边叫做梯形的
底，其中长边叫下底;不平行的两边叫腰;两底间的距离叫梯
形的高。

12、正方形是特殊的长方形;长方形和正方形是特殊的平行四
边形。



13、平行四边形容易变形，具有不稳定的特性。

14、从平行四边形一条边上的一点到对边引一条垂线，这点
和垂足之间的线段叫做平行四边形的高，垂足所在的边叫做
平行四边形的底。

15、两腰相等的梯形叫做等腰梯形。等腰梯形的两个底角相
等。

16、两个完全一样的梯形可以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17、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可以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18、我们学过的图形中，长方形、正方形、等腰梯形、菱形
是对称图形。

19、过直线外一点只能画一条已知直线的垂线;

20、过直线外一点只能画一条已知直线的平行线。

数学四则运算的法则

学好数学的方法和技巧总结

主动预习

预习的目的是主动获取新知识的过程，有助于调动学习积极
主动性，新知识在未讲解之前，认真阅读教材，养成主动预
习的习惯，是获得数学知识的重要手段。

因此，要注意培养自学能力，学会看书。如自学例题时，要
弄清例题讲的什么内容，告诉了哪些条件，求什么，书上怎
么解答的，为什么要这样解答，还有没有新的解法，解题步
骤是怎样的。抓住这些重要问题，动脑思考，步步深入，学
会运用已有的知识去独立探究新的知识。



让数学课学与练结合

在数学课上，光听是没用的。自己也要在草稿纸上练。当遇
到不懂的难题时，一定要提出来，不能不懂装懂，否则考试
遇到类似的题目就可能不会做。听老师讲课时一定要全神贯
注，要注意细节问题。应抓住听课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在
听讲时尽可能与老师的讲解同步思考，必要时做好笔记。每
堂课结束以后应深思一下进行归纳，做到一课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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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数学单元知识点手抄报篇十三

人口普查(亿以内数的读法、写法)

知识点:

1、亿以内数的读数方法。

含有个级、万级和亿级的数，必须先读亿级，再读万级，最
后读个级。(即从高位读起)亿级或万级的数都按个级读数的
方法，在后面要加上亿或万。在级末尾的零不读，在级中间



的零必须读。中间不管有几个零，只读一个零。

2、亿以内数的写数方法。

从高位写起，按照数位的顺序写，中间或末尾哪一位上一个
也没有，就在那一位上写0。

3、比较数大小的方法。

多位数比较大小，如果位数不同，那么位数多的这个数就大，
位数少的这个数就小。如果位数相同，从左起第一位开始比
起，哪个数字大，哪个数就大。如果左起第一位上的数相同，
就开始比第二位……直到比出大小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