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走进军营——方向与位置
一、用数对表示物体的位置
1. 行和列
行和列的意义:确定位置时,竖排叫作列,横排叫作行。确

定第几列一般从左向右数,依次为第 1列、第 2列、第 3
列……依此类推。

确定第几行一般从前往后数,依次为第 1行、第 2行、
第 3行……依此类推。

2.用行、列描述物体的位置
用行、列描述物体的位置时,要先描述列,再描述行。如,

小强站在第 3列第 2行的位置。
3.用数对表示行与列
(1)通常情况下,用两个数组成的数对表示行与列比较简

明准确。数对中前面的数表示第几列,后面的数表示第几行。
(2)数对的写法:先写列数,再写行数,中间用逗号隔开,最

后用小括号将它们括起来。
如小强站在第 3列第 2行的位置,可以用数对(3, 2)表

示。
4.用数对表示物体位置的方法
先找到物体,再数出物体所在的列数与行数,最后用数对

表示。
5.根据数对确定物体的位置
首先看数对的两个数表示哪一列哪一行,然后找到列和

行的交叉点处,就是物体所在的位置。
二、根据方向和距离确定物体的位置,并描述简单的路

线图
1. 根据方向和距离确定物体的位置
(1)方向描述
确定现实空间中物体的方向,或平面图上物体的方向时,

一般以南、北为主方向,用北偏东(西)或南偏东(西)多少度描
述。东北方向就叫作北偏东多少度;西北方向就叫作北偏西
多少度;东南方向就叫作南偏东多少度;西南方向就叫作南偏
西多少度。

(2)比例尺

,图上距离 1厘米表示实际距离的 10 千米。

(3)距离描述

在平面图上确定第几
列一般从左往右数,确定第
几行一般从前往右数。

如果两个数对的第一
个数相同,说明两个物体在
同一列上;如果两个数对的
第二个数相同,说明两个物
体在同一行上。

提醒:
在叙述方向角度时,要

先确定所在的大致方向区
域。叙述时先说角度一边的
正方向,再描述向另一方向
偏离多少度。

在确定图上距离或实
际距离时,一定要用直尺进
行测量,然后依据比例尺进
行换算,不可以不测量就进
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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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平面图上物体的距离时,要用直尺量出两观测点之
间的图上距离,再根据 的比例尺计算出实际距离。

(4)把方向和距离结合起来描述位置时,要注意三个要

素:一是观测点．．．．．,．二是方向．．．．,．三是距离。．．．．．

把方向和距离结合起来确定位置,既可用来确定现实空
间中物体的位置,又可用来确定平面图上物体的位置。

根据方向和距离描述物体位置的方法:
①确定好主方向,用量角器量出被观测点和观测点的连

线与主方向的夹角的度数;
②用直尺量出被观测点到观测点的图上距离,计算出实

际距离;
③根据测量的角度和计算出的距离,准确描述被观测点

的位置。
技巧:确定物体的位置,一要找准方向;二要确定角度;三

要算清实际距离。
2. 描述简单的路线图
描述路线图的方法:
(1)根据方向标示弄清路线图的各个方向;
(2)根据比例尺和测得的图上距离求出相应的实际距离;
(3)以某一地点为起点,描述从哪儿按什么方向走,走多

远到哪儿;
(4)再以下一地点为起点继续描述。
3.在平面图上绘制物体的位置
(1)确定平面图中的东、南、西、北方向;
(2)确定方向并用量角器画出物体的准确方向;
(3)根据比例尺求出图上距离;
(4)以观测点为起点,在方向线上用三角板定出物体与出

发点之间的图上距离,标出物体的位置;
(5)在图上标示出角度和物体的名称。

用方向和距离描述物
体的位置时,一定要先说物
体,再说观测点,然后说方向,
最后说距离。

如红军阵地在指挥部
北偏西 50°方向 10千米处。

描述路线时,要注意观
测点是变化的。

描述路线有三看:一看
起点在哪里;二看方向偏向
哪里;三看路程走了多远。

绘制物体的位置时,一
般先确定角度,再确定图上
的距离。

标注物体的位置和方
向时,要根据观测点按照物
体所在方位和与观测点的
距离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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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注环境——分数加减法(二)
一、通分

1.异分母分数
分母不相同的分数,或者说分数单位不相同的分数,叫作

异分母分数。
2.通分
把异分母分数分别化成与原来分数相等的同分母分数

的过程,叫作通分。通分的依据是分数的基本性质。
3.公分母
通分时,相同的分母叫作这几个分数的公分母。
求两个分数的公分母时,先分别找出这两个分数的分母,

再找出这两个分母的公倍数作为公分母。
4.通分的方法
通分的一般方法是先求出原来几个分母的最小公倍数,

再把各分数分别化成用这个最小公倍数作分母的分数。
(1)几个分数的分母只有公因数 1时,几个分母的乘积就

是这几个分数的公分母。
(2)几个分数的分母成倍数关系时,其中较大的分母就是

这几个分数的公分母。
(3)几个分数的分母没有关系,除了公因数1外,还有其他

公因数的,此时,分母的最小公倍数就是这几个分数的公分
母。

(4)通分时,看原来分数的分母变成公分母要乘几,分子
就乘相同的数。

5.比较异分母分数大小的方法
分子和分母都不同,先通分,再按分母相同的分数比较大

小的方法来比较;也可以求分子的最小公倍数,先使分子相同,
再按分子相同比较大小的方法来比较。

二、异分母分数的加法、减法
1.异分母分数的加法
要让两个分母不同的分数相加,首先要把它们转化为分

母相同的分数,然后让分子相加,而分母不变。
异分母分数加法的计算法则:异分母分数相加,先通分,

化成同分母分数,再按照同分母分数加法的计算方法进行计
算,要把计算结果化成最简分数。

2. 异分母分数的减法
同异分母分数的加法一样,异分母分数的减法,首先要将

分数换算成同分母的分数,即通分使两个分数的分数单位相
同,然后让分子相减,分母不变。

易错点:忘记分子和分
母要同时乘相同的数。通分
时,先以原来分母的最小公
倍数为公分母,再看原来分
数的分母变成公分母要乘
几,分子也要乘相同的数。

记住常见的几种找公
分母的方法,可以快捷的完
成通分。

异分母分数相加减,先
通分的目的是把分数化成
分数单位相同的分数,否则
分数单位不同,不能直接进
行加减。

巧记规律:
分数加减法的计算法

则
分数加减很简单,
统一单位是关键。
同分母分数相加减,
只把分子相加减,
分母大小不改变。
异分母分数相加减,
先通分来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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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分母分数减法的计算法则:异分母分数相减,先通分,
化成同分母分数,再按照同分母分数减法的计算方法进行计
算,计算结果要化成最简分数。

三、异分母分数连加、连减、加减混合运算
1. 异分母分数连加的计算方法
异分母分数连加,可以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依次相加,也

可以将所有的分数一次性通分,再相加。最后要把计算结果
化成最简分数。

2. 异分母分数连减、加减混合运算
(1)异分母分数连减,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依次计算。几

个分数可以一次性通分计算,也可以分步通分、分步计算。
(2)分数加减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与整数加减混合运

算的运算顺序相同,有括号的先算括号里面的,再算括号外面
的。

3.分数加减混合运算的简便计算
整数加法的运算定律在分数加法中同样适用。运用加法

的运算定律能够快速、合理、巧妙地使一些计算简便。
①加法交换律:两个分数相加,交换加数的位置,它们的

和不变。
②加法结合律:三个分数相加,先把前两个分数相加,再

与第三个分数相加,或者先把后两个分数相加,再与第一个分
数相加,它们的和不变。

③减法的性质:一个数连续减去几个数等于这个数减去
这几个数的和。

在进行分数加减法的
简便计算时,通常要先观察
有没有相同分母的分数,如
果有则要运用运算定律把
同分母的分数移到一起先
计算。移动的口诀是“带符号
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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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包装盒——长方体和正方体
一、长方体和正方体

1.长方体的特征
(1)两个面相交的线叫作棱,三条棱相交的点叫作顶点。
(2)长方体有6个面,并且每个面都是长方形(特殊情况下

有两个相对的面是正方形)。
(3)长方体有 12 条棱,相对的 4条棱的长度相等。
(4)长方体有 8个顶点。
(5)从一个方向观察一个长方体,最多能同时看到 3个

面。相交于一个顶点的三条棱的长度,分别叫作长方体的长、
宽、高。

长方体的棱长之和．．．．．．．．=．长．×．4．+．宽．×．4．+．高．×．4．=．(．长．+．宽．+．高．)．×．4．
2.正方体的特征
(1)正方体有 6个面,它们是完全相同的正方形。
(2)正方体有 12 条棱,所有棱的长度都相等。
(3)正方体有 8个顶点。

公式: 正方体的棱长之和．．．．．．．．=．棱长．．×．12．．
正方体的棱长．．．．．．=．正方体的棱长之和．．．．．．．．÷．12．．
二、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
1.长方体的表面积
长方体 6个面的总面积,叫作它的表面积。
长方体有 6个面,且相对的两个面完全相同。从一个方

向观察一个长方体,最多能同时看到 3个面,只要计算出这三
个面的面积,就能算出长方体的表面积。

公式:

长方体前、后每个面的面积．．．．．．．．．．．．=．长．×．高．
长方体上、下每个面的面积．．．．．．．．．．．．=．长．×．宽．
长方体左、右每个面的面积．．．．．．．．．．．．=．宽．×．高．
长方体的表面积．．．．．．．=．长．×．宽．×．2．+．宽．×．高．×．2．+．长．×．高．×．2．=．(．长．×．宽．

+．宽．×．高．+．长．×．高．)．×．2．
2.正方体的表面积
(1)正方体 6个面的总面积,叫作它的表面积。
(2)正方体 6个面是完全相同的正方形,只要计算出一个

面的面积,乘 6 就可算出正方体的表面积。
公式:

正方体的表面积．．．．．．．=．棱长．．×．棱长．．×．6．

长方体的 6个面中,相
对的两个面完全相同。

正方体是特殊的长方
体。

计算长方体某个
面的面积时,注意根据相对
的 4条棱的长度相等,把长
方体的长、宽、高对应到要
计算的面上。对于看不到的
面要利用“相对的两个面完
全相同”转化到能看到的面
上。

简记长方体表面积
公式:长、宽、高交叉相乘再
相加,最后加括号乘 2。

无论是计算长方体的
表面积或计算正方体的表
面积,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计算,注意面的个数是几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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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积、容积单位及进率
1.体积、体积单位间的进率
(1)体积的意义: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叫作物体的体积。
(2)体积单位:常用的体积单位有立方厘米、立方分米和

立方米,用字母表示分别为 cm3 , dm3 , m3 。
①棱长为 1厘米的正方体,体积是 1立方厘米。
如,一个手指尖的体积大约是 1立方厘米,1 粒花生米的

体积大约是 1立方厘米。
②棱长为 1分米的正方体,体积是 1立方分米。
如,一个粉笔盒的体积大约是 1立方分米。
③棱长为 1米的正方体,体积是 1立方米。如,装 29 英

寸电视机的纸箱的体积大约是 1立方米。
(3)体积单位之间的进率。
计量一个物体的体积,要看这个物体含有多少个“体积单

位”。

1分米=10 厘米,两个正方体的棱长相等,体积就相等。
棱长是 10 厘米的正方体里有 10×10×10=1000(个)棱

长为 1厘米的正方体,棱长是 10 厘米的正方体,体积是 1000
立方厘米。

1．立方分米．．．．=．1000．．．．立方厘米．．．．

用同样的方法可推出:

1．立方米．．．=．1000．．．．立方分米．．．．

2. 容积及容积单位之间的进率
(1)容积的意义:容器所能容纳物体的体积,叫作它们的

容积。
(2)容积单位有升和毫升,分别用字母 L和 mL 表示。计

量物体的大小一般用体积单位,计量液体的体积常用容积单
位。

(3)1．升．=．1．立方分米．．．． 1．毫升．．=．1．立方厘米．．．． 1．升．=．100．．．0．
毫升。．．．

四、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1.长方体、正方体的体积公式

所有的物体都占有
一定的空间。

立方厘米、立方分
米、立方米,都是计量物体体
积的单位,在计量一个物体
的体积是多少时,就是看被
测量的物体包含多少个什
么样的体积单位,从而知道
物体的体积是多少。

用棱长是1厘米的小正
方体拼图形,用了几个小正
方体,拼成的图形的体积就
是几立方厘米。

大单位化小单位乘进
率;小单位化大单位,除以进
率。

在填合适的单位时,先
看该物体装的是液体还是
固体,液体用容积单位,固体
用体积单位,再看该物体的
大小,大则用升或立方米作
单位,小则用毫升或立方厘
米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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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体的体积．．．．．．=．长．×．宽．×．高．,．用字母表示．．．．．:．V=abh．．．．．。．

正方体的体积．．．．．．=．棱长．．×．棱长．．×．棱长．．,．用字母表．．．．

示．:．V=a．．．·．a．·．a=a．．．
3．。．

(1)也可以把 a·a·a 写作“a3”,读作“a 的立方”,表示 3 个 a
相乘。正方体的体积公式一般写成:V=a3。

(2)长方体和正方体底面的面积叫作它们的底面积。用 S
表示底面积,V 表示体积,h 表示高,则:

长方体．．．(．或正方体．．．．)．的体积．．．=．底面积．．．×．高．,．用字母表．．．．

示．:．V=Sh．．．．。．
2.长方体、正方体体积公式的变形

长方体的高．．．．．=．体积．．÷．(．长．×．宽．),．．即．h=V．．．÷．(．a．×．b．)．。．
长方体的宽．．．．．=．体积．．÷．(．长．×．高．),．．即．b=V．．．÷．(．a．×．h．)．。．
长方体的长．．．．．=．体积．．÷．(．宽．×．高．),．．即．a=V．．．÷．(．b．×．h．)．。．
3.长方体、正方体容器的容积计算
长方体或正方体容器的容积计算方法与体积的计算方

法相同,但要从容器里面量长、宽、高。
4.等体积变化问题
生活中经常遇到一些物体(固体或液体)的形状发生了变

化。但在变化的过程中,体积是没有变化的。
五、测量不规则物体的体积
1.用排水法可以测量不规则物体的体积,放入不规则物

体(被完全淹没)后水面上升,上升的那部分水的体积就是不
规则物体的体积。

2.拿出放入水中的不规则物体(被完全淹没)水面下降,
下降的那部分水的体积就是不规则物体的体积。

已知长方体(正方体)
的长、宽、高(棱长),就可以
直接运用长方体(正方体)的
体积公式进行计算。

在解答形状变化问题
时,要抓住体积不变这个关
键点进行解答。

用排水法测量不规则
物体的体积时,根据水的体
积不变,而物体占用了水的
空间,则排出水的体积就等
于物体占水的空间,即物体
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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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手艺展示——分数乘法
一、分数乘法的意义

1. 分数乘整数的意义:求几个相同加数(分数)和的简便
运算。

2. 一个数乘分数的意义:表示求这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
少。

例如:6××× ,表示求 6的 是多少。

××× ,表示求 的 是多少。

二、分数乘法的计算法则
1.分数乘整数的计算方法:分子与整数相乘,分母不变。

例如: 6××× ==== ===

2.分数乘分数的计算方法:用分子相乘的积作分子,分母
相乘的积作分母。

例如: ××× === ===

三、分数乘法的特点
比较积和因数的大小:
(1)一个数(0 除外)乘比 1大的数,积就大于这个数。
(2)一个数(0 除外)乘比 1小的数,积就小于这个数。
(3)一个数(0 除外)乘 1,积就等于这个数。
四、倒数
1.倒数的意义。
乘积是 1的两个数互为倒数。倒数表示两个数之间的关

系,这两个数是相互依存的,不能单独存在。
2.求一个数倒数的方法。
(1)求一个数的倒数(0 除外),就是把这个数的分子、分母

交换位置。
(2)求小数的倒数的方法:把小数化为分数后再交换分

子、分母的位置。
3.1 的倒数是 1,0 没有倒数。
4.真分数的倒数一定大于 1,假分数的倒数小于或等于 1,

一个非 0自然数的倒数一定小于 1。
五、解决实际中的分数乘法问题
1.分数应用题的一般解题步骤。
(1)找出含有分率的关键句。
(2)找出单位“1”的量。

例如: ×3,表示求 3个

相加的和是多少。

注意:得到的结果要化
成最简分数。

分数乘整数时,可以把
分数看作分母是1的假分数,
进行约分计算。

分子、分母是互质数的

分数叫作最简分数。如 、

都叫作最简分数。

0与任何数相乘的积都
等于 0。

强调:互为倒数,即倒数
是两个数的关系,它们互相
依存,倒数不能单独存在。

找单位“1”的量:在含有
分数(分率)的语句中,感悟
哪个是整体,把谁给平均分
了,分率前面对应的量就是
单位“1”对应的量,找关键词
“占”“是”“比”字后面的量是单
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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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线段图写出等量关系式:单位“1”的量×对应分率=
对应量。

(4)根据已知条件和问题列式解答。
2. 分数的连乘。
解决分数连乘时,先找出具体的数量,一般是单位“1”,再

看比较量与单位“1”的关系,确定另一个单位“1”;最后根据第三
种量与单位“1”的关系计算。

注:可以通过画图的方法找到单位“1”。
画图时,先找出单位“1”,再把单位“1”平均分成和分母相同

的份数,最后把分子的份数表示出来。

如公牛有 30 头,母牛的头数相当于公牛的 ,小牛的头

数相当于母牛的 ,小牛有多少头?

要求小牛的头数,就要知道母牛的数量。母牛的头数又
和公牛的头数有关,先画一条线段,表示公牛的头数;再画一
条线段,表示母牛的头数;根据小牛和母牛的关系,画出表示
小牛的头数。

可得:小牛的头数=公牛头数××× ××× 。

线段图是分析问题的
最佳方法,先确定第一个单
位“1”,根据第一个单位“1”确
定第二个单位“1”,再表示出
未知量。线段图可以直观表
示出数量关系。

关注微信公众号“捷思课堂”获取更多学习资料！ 第9页



五 摸球游戏——可能性
一、有些事情的发生是确定的,有些是不确定的

可能性

二、事件发生的机会(或概率)有大小

可能性

三、客观事件中,“不可能”出现的现象用数据表示为“可

能性是 0”;客观事件中,“一定能”出现的现象用数据表示为“可

能性是 1”;当可能性是相等的时候,用数据表述是“2”

四、典例

思路分析:

(1)任意摸出一个球,有两种结果,摸到白球的可能性小。

(2)任意摸出两个球,有三种结果:2 蓝,2 白,1 蓝 1白。

答案:

(1)有(2)种结果;摸到(白)球的可能性小。

(2)任意摸出两个球,有三种结果。

画图表示如下:

有些事件发生的结果

可以预测,有些不可以预测。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

有大有小的,可能性的大小

与事件的基础条件及发展

过程等许多因素有关。

本题考查的是可能性

大小的判断,解决这类题目

要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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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布艺兴趣小组——分数除法
一、分数除法
1. 分数除法的意义与整数除法的意义相同:已知两个因

数的积与其中一个因数,求另一个因数的运算。
2.一个数除以不为 0的数等于乘这个数的倒数。
3.比较商与被除数的大小。
除数小于 1(0 除外),商大于被除数;
除数等于 1,商等于被除数;
除数大于 1,商小于被除数。
4.分数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1)先算乘除,再算加减,有括号的先算括号里面的,同级

运算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计算;
(2)分数连除运算可转化成连乘运算,能约分的先约分,

再计算;
(3)在进行分数运算时,运用运算律可以使计算简便。
5.运用分数除法解决问题。
知识点一:“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的

问题的解法。
方程解法:找出单位“1”,设未知量为 x;找出题中的数量关

系;列出方程。
算术法:(1)找出单位“1”;
(2)找出已知量和已知量占单位“1”的几分之几;
(3)列除法算式,即已知量÷已知量占单位“1”的几分之几=

单位“1”的量。
知识点二:“已知比一个数多(或少)几分之几的数是多少,

求这个数”的问题。
解题方法:
(1)用方程解:把一个数设为未知量 x,根据题目中的数量

关系列出方程。
(2)算术法解:把一个数看作单位“1”,先计算出已知量占单

位“1”的几分之几, 已知量÷已知量占单位“1”的几分之几=单
位“1”的量 。

知识点一、二总结:
(1)找单位“1”的关键词。
(2)单位“1”已知用乘法,单位“1”未知用除法。
知识点三:“已知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与这两个

数的和,求这两个数”的问题的解法。
解题方法:
(1)用方程解:找到题中数量间的等量关系,设单位“1”的量

为 x,列出方程。
(2)用算术法解:找到题中的单位“1”,计算出两个数的和占

单位“1”的几分之几,两个数的和÷两个数的和占单位“1”的几
分之几=单位“1”的量。

分数除法算式中出现
小数时要先化成分数、假分
数,再计算。

在进行分数运算时,可
运用运算律使计算简便。

解决分数除法问题的
关键是找准单位“1”,求单位
“1”时用具体的数除以它所
占的分率,得出的就是比较
量。

基本的数量关系:
比较量÷标准量=分率。
用方程解决问题时,未

知量用 x代替,参与列式。
基本的数量关系:
分率对应的比较量÷分

率=标准量。

用方程解与用算术法
解题的不同点:用方程解,未
知量参与列式;用算术法解,
未知量不参与列式。

基本的数量关系:
两个数的和÷(1+一个

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
几)=另一个数

关注微信公众号“捷思课堂”获取更多学习资料！ 第11页



知识点四:工程问题。
解决工程合修天数问题的方法:
一设:设这项工程为具体的数量或者单位“1”;
二列:根据“工作总量÷两队工作效率之和=工作时间”列

式;
三算:计算并验算写答。
二、典例讲解
例1 学校组织爬山活动,小明上山平均每小时走2.4千

米。原路返回时,下山平均每小时走 3.5 千米。小明上山、下
山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思路分析:把路程看作单位“1”,那么小明上山用了

1÷2.4=== (时),下山用了 1÷3.5=== (时)。根据平均速度的公

式:(上山路程+下山路程)÷(上山时间+下山时间)=平均速度。

答案:

(1+1)÷( ++++ )=== (千米)

答:小明上山、下山的平均速度是 千米。

例2 一批货物,第一次运走总数的 ,第二次运走总数的

,还剩下 143 吨。这批货物共有多少吨?

思路分析:

量、率的对应关系: 货物的总质量 “1”,第一次运走的

质量 ;第二次运走的质量 ;两次共运走的质量 +

;还剩下 143 吨 1-- -- 。

答案:143÷(1-- -- )

=143÷÷÷÷

=260(吨)
答:这批货物共有 260 吨。

解决工程问题,把工作
总量看作单位“1”,然后按照
份数计算。

把上山和下山的总路
程看作单位“1”,来回的路程
就是 1+1=2,除以时间和就
是平均速度。

量、率对应关系的训练
是解较复杂分数应用题的
重要环节。根据应用题的已
知条件发挥联想,找出各种
量、率间接的对应关系,为正
确解题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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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人体的奥秘——比
一、比值的意义

1. 比中,比号(∶)前面的数叫作前项,比号后面的项叫作
后项,比号相当于除号。

2. 比的前项除以后项的商叫作比值,比值通常用分数、
小数和整数表示。

3. 求几个数的连比的方法。
如已知甲数与乙数的比是 5∶6,乙数与丙数的比是 8∶7,

求甲、乙、丙三个数的连比。

化简:20∶24∶21
4.比表示的是两个数的关系,可以用分数表示,写成分数

的形式,读作几比几。

12∶20 读作:12 比 20
比和比值的区别:比值是一个数,通常用分数表示,也可

以是整数或小数。
5.比的基本性质: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或除以相同的

数(0 除外),比值不变。
6.化简比:化简之后结果还是一个比,不是一个数。
(1)化简整数比:找前项和后项的最大公因数,前项、后项

同时除以最大公因数,化成最简整数比。
(2)化简分数比:找前项和后项分母的最小公倍数,前项、

后项同时乘最小公倍数,再化成最简整数比。
(3)化简小数比:把小数转化成整数,再化简整数比。
(4)整数和整数的比:前、后项除以它们的最大公因数。
(5)整数和分数的比:前、后项乘分母,再化简。
(6)整数和小数的比:先把前、后项化成整数,再化简。
(7)小数和分数的比:把小数化成分数,再按分数与分数

的比化简,或者把分数化成小数,再按小数和小数的比来化
简。

求比值:把比号写成除号再计算,结果是一个数(或分数),
相当于商,不是比。

7.比和除法、分数的区别:

用语言描述:比的前项相当于除法的被除数,相当于分数的分
子;比号相当于除号,相当于分数线;比的后项相当于除法的
除数,相当于分数的分母;比值相当于除法的商,相当于分数

两个数相除又叫作两
个数的比。

比的后项不能为 0。

连比时,先求出表示相
同量的两个数的最小公倍
数,再根据比的基本性质计
算出表示另外两种量的数,
最后把几种量的比化简成
最简整数比。

比是一个式子,表示两
个数的关系,可以写成比,也
可以写成分数的形式。

有些比的单位不同,化
简时先统一单位。如 3
米∶50厘米=300厘米∶50厘
米=6∶1。

商不变性质:被除数和
除数同时乘或除以相同的
数(0 除外),商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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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
二、按比分配

1.意义。
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常常需要把一个数量按照一

定的比来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法通常叫作按比分配。
2.解决按比分配应用题的方法:
(1) 转化法:
一般是把几个数的比转化成几个数分别占总数的几分

之几,再根据分数乘法的意义,求出这几个数。
(2) 把比化为分数,用分数来解答:
找出已知部分的份数; 求另外部分占已知部分的几分

之几;用分数乘法求出另一部分是多少。
(3) 用比的知识来解答:
求出部分之间的份数差; 求出每个部分占份数差的几

分之几;用分数乘法求出每个部分是多少。
3.典例讲解。

(1)甲、乙、丙三人合租一辆车运送同样的货物从 A地

到 B地,甲在全程的 处卸货,乙在行程刚好一半的地方卸货,

只有丙运到终点,共付运费 440元,他们该怎样分摊运费比较

合理?各自分摊的运费是多少元?

思路分析:

此题要分配的总量是 440 元,根据甲在全程的 处卸货,

乙在行程刚好一半的地方卸货,只有丙运到终点,可得出甲、

乙、丙三人合租这辆车需按照卸货地点的远近分摊运费,运

费的比是 ∶∶ ∶1,即 2∶3∶6,先求出总份数,再分别求出甲、乙、

丙分摊的运费占总运费的几分之几,进而分别求得甲、乙、

丙分摊的运费。

答案:

甲、乙、丙分摊运费的比: ∶∶ ∶1=2∶3∶6

总份数:2+3+6=11(份)

甲分摊的运费:440×××× =80(元)

乙分摊的运费:440××× =120(元)

丙分摊的运费:440××× =240(元)

答:他们应该按照卸货地点的远近分摊运费比较合理,甲

分摊的运费是 80 元,乙分摊的运费是 120 元,丙分摊的运费

是 240 元。

分数的基本性质:分子
和分母同时乘或除以相同
的数(0 除外),分数的大小不
变。

方法:首先求出各部分
占总量的几分之几,然后求
出总量的几分之几是多少。

按比分配应用题:
题型 1:已知各种量,求

比。
题型 2:已知比和其中

一个量,求其他量。
题型 3:已知比和总量,

求每一份的量。这是按比分
配的基本题型,也是小学阶
段能解决的比的基本问题。

看成份数时,要注意份
数与部分量之间要对应准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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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中国的世界遗产——分数四则混合运算
分数四则混合运算

1.运算顺序:
(1) 同级运算,从左到右。
小技巧:可以随便调换位置,但要连同数字前面的运算符

号一起调换。
对于二级运算,遇“÷”先变“ ×”,除数变倒数,“一线到底”约

分到最简分数。所谓“一线到底”,在加减法中,先通分再计算;
在乘除法中,遇“除” 变“乘”,一次性约分,约到不能再约分为止。

(2)异级运算,先乘除,后加减。
(3)有括号,要先算小括号里面的,再算中括号里面的,最

后算中括号外面的。
2.简便运算。
在分数四则混合运算中,可以运用整数运算律,使计算简

便。
加法交换律:a+b=b+a
加法结合律:(a+b)+c=a+(b+c)
乘法交换律:ab=ba
乘法结合律:(ab)c=a(bc)
乘法分配律:a(b+c)=ac+bc
3.审题技巧。

分数乘法的意义在文字题中是个“陷阱”,如比 5 吨多 是

多少吨?

这道题中的“比 5吨多 ”不是“差比”,而是“倍比”,一不小心

就会列成 5++++ ,正确的列式为 5+5×××× 。

4.用方程解文字题是一种顺向思维的列式,在解决问题
过程中可以把未知数用 x代替,找出等量关系,然后把 x作为
已知量参与运算,最终得到等式求出未知量。

典例讲解

修一条路,第一天修了全长的 ,第二天修了全长的 ,第

一天比第二天多修了 300 米,这条路长多少米?

思路分析:
根据“第一天比第二天多修了 300 米”可以列出等量关系

式,即“第一天修的长度-第二天修的长度=300米”,把全长看作
单位“1”,列出方程计算。

答案:
解:设这条路长 x米。

除了学过的运算律,还
可以用下面的方法简算。

减法的性质:
a-b-c=a-(b+c)
或 a-(b+c) =a-b-c
除法的性质:
a÷b÷c=a÷(b×c)或

a÷(b×c)= a÷b÷c

正确区分分数和分率,
才能解答正确。

首先判断单位“1”的量:
知道单位“1”的量(用乘法),
不知道单位“1”的量(用除法),
为确定解题方法奠定基础;
然后会把“比”字句转化成“是”
字句;最后能将省略式的分
率句换说成比较详细的句
子的能力。

未知数的设法:
在分数应用题中,我们

设单位“1”为 x; 在有比的问
题中,设 1 份数为 x;在有和
的问题中,设其中任意一个
为 x,比如说两个班共有 50
人,设其中一个班有 x人,则
另一个班就有(50-x)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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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300

x=300

x=300÷÷÷

x=3600
答:这条路长 3600 米。
5.分数应用题主要讨论的是以下三者之间的关系:
(1)分率: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这几分之

几通常称为分率。
(2)标准量:解答分数应用题时,通常把题目中作为单位“1”

的那个数,称为标准量。(也叫单位“1”的数量)
(3)比较量:解答分数应用题时,通常把题目中同标准量

比较的那个数,称为比较量。(也叫分率对应的数量)
6.分数应用题的分类。
(1)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解这类应用题用乘法)
这类问题特点是已知单位“1”的数量,求它的几分之几是

多少,它反映的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2)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解这类应

用题用除法)
这类问题特点是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单位

“1”的量。
(3)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解这类应用题用

除法)
这类问题特点是已知两个数量,比较它们之间的倍数关

系。
7.稍复杂的分数问题:
(1)已知甲数,乙数比甲数的几分之几多(或少)多少,求乙

数。
(2)已知总数,甲数是总数的几分之几,乙数是总数的几

分之几,求甲数、乙数的和或者差。(两种关系式,两种思路)
(3)已知总数,其中甲数是总数的几分之几,求剩下的。(两

种关系式,两种思路)
(4)已知甲数和乙数比甲数多(或少)几分之几,求乙数。

(两种关系式,两种思路)
(5)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既可以用

除法计算,也可以列方程解答。

解决分数应用题时:

先要弄清两个概念:带

单位的分数和不带单位的

分数。带单位的分数,如 吨,

叫数量,表示一个物体的具

体的数量。不带单位的分数,

如 ,叫分率,它表示一个数

的几分之几。

应用题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单位“1”。

找单位“1”的方法:找到题中
不带单位的分数的那句话,
“谁”的几分之几,那个“谁”就
是单位“1”。第二步:确定乘
除法 。直接或间接告诉单
位“1”的或可直接算出单位“1”
的,用乘法;单位“1”是未知的,
用除法。第三步:列式。 第
四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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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爱护眼睛——复式统计图

一、复式条形统计图
1. 认识复式条形统计图
(1)用两种以上的直条表示不同数量的条形统计图,叫复

式条形统计图。
(2)复式条形统计图不仅可以直观地看出同一项目数据

的多少,而且便于比较不同项目数据的多少。
2.绘制复式条形统计图
(1)在统计图的正上方写上统计图的标题,标题的右下方

写上制表日期。
(2)确定横轴和纵轴;如横轴表示年龄,纵轴表示人数。
(3)在统计图的右上方用不同的颜色或底纹的直条标明

图例。
(4)在横轴上适当分配条形的位置,注意每个数据段要对

应两个等宽且挨着的条形格,且每两个数据段的间隔要相
等。

(5)在纵轴上确定单位长度。(与单式条形统计图的方法
相同)

(6)根据数据的大小画出长短不同的直条,标上数据,并
且给直条涂上与图例相同的颜色或底纹。

二、复式折线统计图
1. 复式折线统计图
折线统计图分单式折线统计图和复式折线统计图。把两

条相关的折线统计图画在一个图中的统计图是复式折线统
计图。

当统计数量存在两组数据,而又需要在一个统计图中分
析这两组数据间的增减变化时,就要绘制复式折线统计图。

2. 复式折线统计图的优点
复式折线统计图不仅能表示出两组数据数量的多少和

数量增减变化的情况,而且可以比较两组数据的变化趋势。
3. 复式折线统计图的绘制方法
(1)在统计图的正上方写上标题,在标题的右下方写出制

图时间。
(2)根据两组数据的大小画出横轴和纵轴。
(3)在横轴上表示出事物,在纵轴上确定单位长度。
(4)设计图例并将其放在标题的右下角或日期的下面。
(5)根据数据的大小描出各数据的对应点,根据图例连接

各个点。
三、复式折线统计图的分析方法
分析复式折线统计图时,要重点分析两组数据在什么时

间达到最多或最少;两组数据上升趋势和下降趋势的时间段
及变化快慢情况是什么;两组数据相比谁变化得更快些。

如果设计统计图的目
的不仅要求看出数据的多
少,还要求对比不同项目的
数据,则一定要选用复式条
形统计图。

复式折线统计图有利
于对两组相关数据变化的
比较。

绘制复式折线统计图
时,要注意按照顺序逐次连
接,不要遗忘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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