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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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加数和的简
便运算。

2. 一个数乘分数的意义:表示这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
少。

例如:6× 512,表示 6的 512的和。

27×78,表示27的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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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6×51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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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8=2×77×8=14
(1)分数化简的方法:分子、分母同时除以它们的最大

公因数。
(2)在乘的过程中约分,是把分子、分母中,两个可以同

时约分的数先画去,再分别在它们的上、下方写出约分后的
数。(约分后分子和分母必须不再含有公因数,这样计算后
的结果才是最简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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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23×3,表示:3个23 相加

的和。

注意:得到的结果要化到最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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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4都叫作最简分数。

0与任何数相乘的积都等于
0。

如果几个不为 0的数与不
同分数相乘的积相等,那么与大
分数相乘的因数反而小,与小分
数相乘的因数反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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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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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决实际中的分数乘法问题
1.分数应用题一般解题步骤。
(1)找出含有分率的关键句。
(2)找出单位“1”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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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应用题有关概念。
(1)乘法应用题的解题思路:已知一个数,求这个数的几

分之几是多少?
(2)找单位“1”的方法:从含有分数的关键句中找,注意

“的”前“比”后的规则。当句子中的单位“1”不明显时,把原来
的量看作单位“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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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量,也就是单位“1”。
画图时,先找出单位“1”,再把单位“1”平均分成分母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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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小牛的头

数相当于母牛的1621,小牛有多少头?

要求小牛的头数,就要知道母牛的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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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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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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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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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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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ሺ不确定ሻ
不可能

一定
ሺ一定ሻ

二、事件发生的机会(或概率)有大小

可能性
大 数量多

小 数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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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种结果,摸到白球的可能性

小。

(2)任意摸出 2个球,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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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球,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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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的知识点

为可能性等于所求情况数与总

情况数之比。

解决生活现象的推理、判断

的过程,先要掌握出现逻辑推理

问题的解决方法,如排除法、假设

法、图解法等,并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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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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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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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运算从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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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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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单位“1”用乘法,未知单位“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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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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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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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分之几=单位“1”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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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平均每小时走 3.6千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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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么小明上山走了

1÷2.4=
512(时),下山走了 1÷3.5=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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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27)=16859 (千米)

答:小明上山、下山的平均速度是16859千米。

例 2 一批货物,第一次运走总数的15,第二次运走总数

的14,还剩下 143吨。这批货物有多少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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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第二次运走的质量 14;两次共运走的质量

15 +
14;还剩下 143吨 1-

15-14。
答案:

143÷(1-15-14)
=143÷

1120
=260(吨)
答:这批货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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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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体的奥秘——比
一、比值的意义

1. 比式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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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题时,可先把两个比排列成下面竖式的形式,再在两

个空位上填入左边或右边相邻的数(为了与比的项相区别,
用括号括起来),最后将每一竖行的两个数相乘,就得出了
甲、乙、丙这三个数的连比。如果这个连比中各项都含有
除 1以外的公因数,就用各项上的数除以公因数,直到它们
的最大公因数是 1为止,从而将这一连比化简。

甲 ∶ 乙 ∶ 丙
5 ∶ 6

8 ∶ 7

(5×8) ∶ 48 ∶ (7×6)
40 ∶ 48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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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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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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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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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比的基本性质可以化
简比。

根据比的前项和后项的特
点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化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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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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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 被除数 除号
(÷)

除数不
能为 0

商不变的性
质

除法是一种
运算

分数 分子 分数线
(——)

分母(不
能为 0)

分数的基本
性质

分数是一个
数

比 前项 比号
(∶)

后项(不
能为 0)

比的基本性
质

比表示两个
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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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率ሺ ሻሺ ሻ 转化比 转化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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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已知数量部分的份数; 求另外部分占已知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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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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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路分析:

此题要分配的总量是 440元,根据甲在全程的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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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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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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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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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求出总数的
几分之几是多少。

按比分配的方法解决实际
问题的一般步骤:

第一种类型的按比分配应
用题的解题步骤可以总结为(1)
求平均分得的总份数; (2)求每
个部分占总数量的几分之几;(3)
用分数乘法求出每部分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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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量之间要对应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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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分摊运费的比:13∶12∶1=2∶3∶6

总份数:2+3+6=11(份)

甲分摊的运费:440× 211=80(元)

乙分摊的运费:440× 311=120(元)

丙分摊的运费:440× 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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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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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完美的图形——圆
一、圆的定义
感知圆的特征:以前学过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

梯形、三角形等,都是由线段围成的平面图形,而圆是由曲
线围成的一种平面图形。

二、圆的各部分名称

1.圆心:用圆规画出圆以后,针尖固定的一点就是圆心,
通常用字母 O表示。

2.半径:连接圆心到圆上任意一点的线段叫作半径。一
般用字母 r表示。 把圆规两脚分开,两脚之间的距离就是
圆的半径。

3.直径:通过圆心并且两端都在圆上的线段叫作直径。
一般用字母 d表示。 直径是一个圆内最长的线段。

三、圆的主要特征
1.在同圆或等圆内,有无数条半径,有无数条直径。所

有的半径都相等,所有的直径都相等。

2.在同圆或等圆内,直径的长度是半径的 2倍,半径的

长度是直径的12。用字母表示为 d=2r或 r=2݀。
3.如果一个图形沿着一条直线对折,两侧的图形能够

完全重合,这个图形是轴对称图形。圆是轴对称图形且有无
数条对称轴。

4. 画圆的方法:
(1)用手指画圆。以大拇指为圆心,以食指与大拇指之

间的距离为半径,旋转一周所形成的图形就是圆。
(2)用线绳、图钉和笔画圆。用图钉固定线绳的一端作

圆心,将笔系在线绳的另一端,拉直绳子作半径,旋转线绳一
周所形成的图形就是圆。

(3)用圆规画圆。将圆规的一个针脚固定在本上作圆
心,用圆规两脚间的距离作半径,旋转圆规一周所形成的图
形就是圆。

(4)用物体的圆形面画圆。按住物体的圆形面,用笔在
物体的圆形面的圆周上画一圈,所形成的图形就是一个圆。

四、圆的周长的认识
1.围成圆的曲线的长叫作圆的周长。
2.周长与圆的直径有关,圆的直径越长,圆的周长就越

大。
五、 圆周率的意义及圆的周长公式
1.圆周率实验:在圆形纸片上做个记号,与直尺 0刻度

线对齐,在直尺上滚动一周,求出圆的周长。
2.发现一般规律,就是圆周长与它直径的比值是一个

固定数。
3.圆周率:任意一个圆的周长与它的直径的比值是一

个固定的数,我们把它叫作圆周率。用字母π(pài)表示。
4.一个圆的周长总是它直径的 3倍多一些,这个比值

圆与其他平面图形不同的,
圆是曲线图形,其他图形是线段
图形。

直径和半径的关系只能在
同圆和等圆中。

用字母表示:d=2r

不能说直径是圆的对称轴。
因为对称轴是一条直线。

圆心决定圆的位置,半径决
定圆的大小。

半径越大,画出的圆越大。

我们通常选用圆规画圆,既
便捷又准确。

可以用绳测法或滚动法找
出圆的直径和周长的关系。

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算
出来的人是我国的数学家祖冲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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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固定的数。圆周率π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在计
算时,一般取π ≈ 3.14。

5.圆的周长公式: C= πd → d = C ÷π或 C=2π r →

r = C ÷ 2π。
6.区分周长的一半和半圆的周长:
(1)周长的一半:等于圆的周长÷2。计算方法:2π r ÷

2,即 π r。
(2)半圆的周长:等于圆的周长的一半加直径。 计算

方法:πr+2r,即 5.14 r 。
7.正方形里最大的圆与正方形的关系。
两者联系:正方形的边长=圆的直径,圆的面积=78.5%

正方形的面积。
8.画法:
(1)在正方形里画最大的圆。
①画出正方形的两条对角线;②以对角线的交点为圆

心,以边长为直径画圆。
(2)长方形里最大的圆。
两者联系:宽=直径
画法:
①画出长方形的两条对角线;②以对角线的交点为圆

心,以宽为直径画圆。
五、常用的 3.14的倍数
3.14×2=6.28 3.14×3=9.42

3.14×4=12.56
3.14×5=15.7 3.14×6=18.84
3.14×7=21.98
3.14×8=25.12 3.14×9=28.26
3.14×12=37.68
3.14×14=43.96 3.14×16=50.24
3.14×18=56.52
3.14×24=75.36 3.14×25=78.5
3.14×36=113.04
3.14×49=153.86 3.14×64=200.96
3.14×81=254.34
六、圆的面积公式
把圆拼成近似的长方形,只是形状改变了,图形的大小

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圆的面积=拼成的近似长方形的面
积。

圆的面积推导:

圆可以切拼成近似的长方形,长方形的面积与圆的面
积相等(即 S 长方形=S 圆);长方形的宽是圆的半径(即 b=r);长

在判断时,圆周长与它直径
的比值是π倍,而不是 3.14倍。

一个图形的周长就是围成
这个图形一周的长,具体情况要
具体分析。

在长方形或正方形内画最
大圆,关键是以对角线的交点为
圆心,以到正方形的边长或长方
形宽的距离为半径。

记忆常用 3.14的倍数,可以
使平时的计算快捷、正确。

圆的面积与以它的半径为
边长的正方形的面积的关系:以
正方形的边长为半径画的圆,正
方形的面积实际就是这个圆半
径的平方,因此得出“圆的面积是
它半径平方的 3倍多一些”圆的
面积大约等于半径×半径×3。

注意:切拼后的长方形的周
长比圆的周长多了两条半径。C

长方形=2πr+2r =C 圆+d。

周长相等的平面图形中,圆
的面积最大;面积相等的平面图
形中,圆的周长最短。

要求圆的面积只要知道圆
的半径或者知道圆的半径的平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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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的长是圆周长的一半(即 a=C÷2=πr)。
S 长方形=a × b

S 圆 =πr×r
=πr2

所以,S 圆 =πr2。
七、圆环的意义及面积的计算
1.圆环的意义:以同一点为圆心,半径不相等的两个圆

组成的图形,两圆之间的部分就是圆环。

2.圆环中半径较大的圆叫作外圆,半径较小的圆叫作
内圆。外圆半径与内圆半径的差叫作环宽,两圆中间的部分
的大小叫作圆环的面积。

3.外圆的半径=内圆半径+1个环宽;外圆的直径=内圆
直径+2个环宽。

4.求圆环的面积一般是用外圆的面积减去内圆的面
积,还可以利用乘法分配律进行简便计算。S 圆环=S 外圆-S 内

圆=πR2-πr2= π(R2-r2)。
5.几个直径和为 n的圆的周长=直径为 n的圆的周长

(如图)。

几个直径和为 n的圆的面积<直径为 n的圆的面积。
八、扇形的认识
1.扇形是由“一条弧”和“经过这条弧两端的两条半径”

所围成的图形。

扇形是所在圆上的一部分,∠AOB是圆心角;扇形是由
两条半径和圆上一段曲线围成的。

2.扇形与三角形的区别。
扇形是由两条半径和一条弧围成的图形;三角形是由

三条线段围成的图形。尽管有的图形的两条边也是圆的半
径,但是第三条边不是弧,而是线段,这样的图形不能称为扇
形,它是三角形。弧是圆的一部分,是曲线,而线段是直线的
一部分。

圆环的意义:
两个同心圆形成一个圆环。
设小圆和大圆(或内圆和外

圆)的半径和直径分别为 r和 R。
(R﹥r)

同样大小的外圆,内圆越小,
圆环的面积越大。

半圆环的面积=它所在的圆
环面积的一半。

单独一个圆,半径(直径)越
大,周长就越大,面积也越大;如
果两个圆的半径相等,那么它们
的周长就相等,面积也相等。

在同一个圆中,扇形的大小
与这个扇形的圆心角的大小有
关,圆心角大的扇形大,圆心角小
的扇形小。

在同圆或等圆中,圆心角越
大,扇形越大;反之,圆心角越小,
扇形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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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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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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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时运用整数运算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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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是多少吨?

这道题中的“比 5吨多45”不是“差比”,而是“倍比”,一不小

心就会列成 5+
45,正确的列式为 5+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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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二天修了全长的14,第
二天比第一天多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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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级运算中,某两分数
直接相加或相减得整数的情况
除外。

除了学过的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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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比如说
两个班共有 50人,设其中一个班
有 x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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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设这条路长 x米。13x-14x=300112x=300
x=300÷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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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看作单位“1”的数,求它的几

分之几是多少,它反映的是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的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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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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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是总数的几分之几,乙是总数的几分之

几,求甲、乙的和或者差。(两种关系式,两种思路)
(3)已知总数,其中甲是总数的几分之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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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吨,叫数量,表示

一个物体的具体的数量。不带单

位的分数,如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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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题中直接或间
接告诉单位“1”的或可直接算出
单位“1”的,用乘法;(2)题中单位“1”
是未知的,用除法。第三步:列式。
第四步: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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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体检中的百分数——百分数(一)
一、百分数的认识

1.百分数的意义。
(1)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
(2)百分数是指两个数的比,因此也叫百分率或百分

比。
(3)百分数通常不写成分数形式,而采用百分号“%”,百分

数后面不能带单位名称。
2.百分数和分数的主要联系与区别。
(1)联系:都可以表示两个量的倍比关系。
(2)区别。
①意义不同:百分数只表示两个数的倍比关系,不能表

示具体的数量,所以不能带单位;分数既可以表示具体的
数,又可以表示两个数的关系,表示具体数时可以带单位。

②百分数的分子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小数,如 2.5%;
而分数的分子不能是小数,只能是除 0以外的自然数。

③百分数的读法和分数的读法大体相同,也是先读分
母,后读分子,但要注意读百分数的分母时,不能读成一百
分之几,而只能读作“百分之几”。

3.百分数的写法。
通常不写成分数形式,而在原来分子后面加上“%”来表

示。如 5%,20%。
4.百分数、分数、小数的互化。
(1)小数化成百分数:把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位,同时在后

面添上百分号。
如 0.23、5、0.026 三个数字化成百分数是 23%、

500%、2.6%。
(2)百分数化成小数:把小数点向左移动两位,同时去掉

百分号。
如 20%,56%,3.7%三个数字化成小数是 0.2、0.56、

0.037。
(3)百分数化成分数:先把百分数化成分数,再把百分数

改写成分母是 100的分数,能约分要约成最简分数。

如 25%、40%,化成分数是 25%=
25100=14、40%=

40100=25。
(4)分数化成百分数。
① 用分数的基本性质,把分数的分母扩大或缩小成

分母是 100的分数,再写成百分数形式。

如25化成百分数形式:25=2×205×20= 40100=40%。
② 先把分数化成小数(除不尽时,通常保留三位小数),

再把小数化成百分数。

百分数表示两个数的关系,
不表示一个具体的数,所以不能
有单位。

百分号前面的数相当于分
数的分子,百分号后面的数相当
于分数的分母。

百分数的分子部分可以是
小数、整数,可以大于 100,小于
100或等于 100。

在进行分数、小数和百分数
互化的过程中,不能改变原来数
的大小。

比较百分数、分数和小数的
大小时,要先将这些数转化成相
同的数,再进行比较。最后结果要
写成原数进行比较。

当分数的分子除以分母不
能得到有限小数时,化成百分数
就是一个近似数。

如发芽率、出勤率、合格率、
成活率、中奖率、命中率、出生
率、死亡 率、优秀率、及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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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34化成百分数形式:34=3÷4=0.75=75%。

二、常用百分率的计算

合格率=
合格产品数

产品总数
×100%;成活率=

成活的棵数

总棵数
×100%;

烘干率=
烘干后的质量

烘干前的质量
×100%;发芽率=

发芽种子数

种子总数
×100%;

达标率=
达标学生人数

学生总人数
×100%;

含水率=
烘干前的质量‐烘干后的质量

烘干前的质量
×100%。

三、解决百分数问题的方法
1.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
计算方法:把另一个数看作单位“1”,用一个数除以单位

“1”。
即一个数÷另一个数;最后的结果化成百分数。
2.“求数 A比数 B多(或少)百分之几?”的实际问题。
已知条件:数 A、数 B;
求:两数差的百分数;
解题方法:(大数-小数)÷单位“1”。

3.“数 A比数 B多(或少)百分之几,求数 A是多少?”的实
际问题。

已知条件:数 B、 两数和(差)的百分数。
求:数 A(非单位“1”)
解题方法:数 B×(1+百分数)——两数和的方法
数 B×(1-百分数)——两数差的方法
4.“数 A比数 B多(或少)百分之几,求数 B是多少?”的实

际问题。
已知条件:数 A、两数和(差)的百分数
求:数 B(单位“1”)
解题方法:
数 A÷(1+百分数)——两数和的方法
数 A÷(1-百分数)——两数差的方法

出油率、出错率、入学率、含盐
率、含糖率、增长率、近视率、
收视率等最大不会超过 100%。增
长率可以大于 100%。

实际生活中,人们常用增加
了百分之几、减少了百分之几、
节约了百分之几等来表示增加
或减少的幅度。 口诀:“一减一
除”。(两数的差÷单位“1”=百分
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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