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升 和 毫 升
一、容量

1.意义。

容器中所能容纳液体的多少,就是容器

的容量。

如右图的锅能装水 2.5 L,我们就说这

个锅的容量是 2.5 L。

2.比较两个容器容量的大小。

方法一:把甲容器装满水,倒入乙容器,可

能出现三种结果:

①没有倒满,甲容器的容量小于乙容器的

容量; 甲 乙

②正好倒满,甲容器的容量等于乙容器的容量;

③倒满后还有剩余,甲容器的容量大于乙容器的容量。

方法二:可以利用量筒或量杯测量。

观察量筒或量杯的刻度时,要将量筒或量杯平放在桌面

上,视线与量筒内液体的凹液面的最低处保持水平,再读出对

应的数。否则,读数会偏高或偏低。

二、升和毫升的认识

1.升和毫升的认识。

①计量液体,如汽油、饮料、药水时,用升或毫升作单位。

②计量较少的液体用毫升作单位,计量较多的液体用升

作单位。

2.用字母表示。

升用字母“L”表示,毫升用字母“mL”表示。

三、升与毫升的关系

1.升与毫升的大小关系。

升是比较大的容量单位,毫升是比较小的容量单位。

2.升与毫升的换算关系。

①升与毫升之间的进率是 1000。

②1升=1000毫升或 1 L=1000 mL

容器的大小决定容纳液体的多少,容
器越大,容纳的液体就越多。

温馨提示:
容器能盛的液体越多,它的容量就越

大;反之,容器能盛的液体越少,它的容量
就越小。

温馨提示:
量筒与量杯的区别:量筒的直径上下

相等,所以刻度均匀;量杯口径上粗下细,
所以刻度上密下疏。

易错点:
对容器容量的大小感知不准确,在选

择容量单位时出现错误。
例如:
判断:家用电热水器的容量是 30毫

升。 ( )
正解:✕
错因:家用电热水器的容量比较大,应

该用升作单位。

易错举例:

例:在 里填上“>” “<”或“=”。

800毫升 8升

错解:800毫升 8升

正解: 800毫升 8升

错因:比较时没有先统一单位,直接比
较两个数值,应该先统一单位,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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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位数除以两位数
一、除以整十数

1.除以整十数的口算。

(1)除以整十数的口算题解题方法。

①列表法:结合数据的特点,从最小数据开始,逐次列表求出正确答

案。

②根据除法的意义,列除法算式计算。

(2)除以整十数的口算方法。

①把被除数几百几十看作几十个十,除数整十数看作几个十,然后

利用口诀计算。

如 360÷40,把被除数 360看作 36个十,除数 40看作 4个十,然后根

据口诀“四九三十六”计算出 36÷4=9 。

②根据乘除法的关系,用乘法计算除法。

如因为 40×9=360,所以 360÷40=9。

2.除以整十数的笔算。

(1)除数是整十数的笔算除法可以分为五步:

①确定商的位置;

例如:

②确定商几;

③把商和除数相乘,再用被除数减乘积;

④比较除数和余数的大小,余数一定要比除数小;

⑤把余数落下来。

(2)验算。

验算时根据“商×除数+余数=被除数”来验算,结果等于被除数,说明

计算正确,否则错误。

二、除以两位数

1.商是一位数。

(1)分类。

①两、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笔算(试商);

②两、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笔算(调商);

③除数接近几十五的笔算除法。

除法的意义:

已知两个因数的积和其中

的一个因数,求另一个因数的

运算。或求一个数里面包含多

少个另一个数,用除法计算。

温馨提示:

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

小窍门:

几百几十除以整十数,可

以把被除数与除数都去掉一个

0,变成两位数除以一位数,直接

根据口诀计算,结果不变。

易错举例:

易错点:写错商的位置。

例如: 640÷90=70……10

正解:

640÷90=7……10

错因:写错了商的位置,导

致商出现错误。

巧记:

一看;二试;三减;四比;五

落。

除法中的数量关系(有余数的

除法):

被除数÷除数=商……余

数

被除数=商×除数+余数

(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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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商、调商方法。

①两、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笔算试商方法:

当除数的个位上是 1、2、3、4时,可以把除数个位上的数舍去,把

它看作整十数来试商;当除数的个位上是 5、6、7、8、9时,可以把除数

个位上的数去掉,同时向前一位进一,把它看作整十数来试商。

②两、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笔算调商方法:

把除数“四舍”来试商,由于除数变小了,试商容易偏大,要调小;

把除数“五入”来试商,由于除数变大了,试商容易偏小,要调大。

③除数接近几十五的笔算试商方法:试商时可以根据四舍五入法看

作整十数来试商,也可以看作几十五来试商。

2.商是两位数。

(1)分类。

①商的末尾不是 0;

②商的末尾是 0;

③商和被除数的末尾都是 0。

(2)算法说明。

①商的末尾不是 0:如果除数比被除数的前两位小,商的位数比被除

数少一位,如果除数比被除数的前两位大,商的位数就比被除数少两位。

②商的末尾是 0:当求出商的最高位以后,无论除到被除数的哪一

位,只要这一位不够商 1,都在这一位上商 0占位。

③商和被除数末尾都是 0:先用被除数的前两位除以除数,如果被除数的

前两位能被除数整除,被除数的个位上的数字是 0,个位上的 0不用落下

来。

3.算法总结。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的计算方法:

(1)从被除数的最高位除起,先用被除数的前两位除以除数,如果它

比除数小,再用被除数的前三位除以除数;

(2)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就把商写在那一位上面;

(3)每次除后余下的数必须比除数小;

(4)最后根据竖式补充完横式,注意要写余数。

三、商的变化规律

温馨提示:

把除数和被除数看作和它

最接近的整十数来试商。

试商歌:

一二丢,八九收;

四六当五来动手;

四舍商大减去一;

五入商小加一好;

同头无除商八九;

除数折半商四五。

易错点:

例如:用竖式计算

347÷38。

错解:347÷38=8……43

正解:347÷38=9……5

错因:试商时,商 8小了,需

要调商。

易错举例:

例如:用竖式计算

720÷36。

错解:720÷36=2

正解:720÷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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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除法算式中,除数不变,被除数乘(或除以)几(0除外),商也要乘

(或除以)几。

2.在除法算式中,被除数不变,除数乘(或除以)几(0除外),商反而要

除以(或乘)几。

3.在除法算式中,被除数和除数同时乘(或除以)相同的数(0除外),

商不变。这叫做商不变规律。

4.运用商不变规律简化竖式。

当被除数和除数末尾都有 0时,可以运用商不变规律简化竖式,在被

除数和除数末尾画掉相同个数的 0,按照画掉 0后的竖式进行计算。

四、笔算除法的验算方法

笔算除法的验算一定要用乘法,不可用除法验算。

用除数与商相乘,再加上余数,看是否等于被除数。

五、连除

1.连除的运算顺序:在没有括号的连除算式中,要按照从左往右的

顺序依次计算。

2.用连除解决实际问题。

①理清题意,弄清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②列分步算式或综合算式求解。

错因:商的个位忘记用 0占

位。

小窍门:

被除数不变时,除数和商

是反向变化的,其余都是同向

变化的。

商不变规律的应用:

验算举例:

967÷24=40……7

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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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 决 问 题
一、简单的乘除混合运算的应用题 (没有括号)

1.乘除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在没有小括号的乘除混合运算中,如果只有乘除法,要按照从

左往右的顺序依次计算。
2.简单的乘除混合运算的(归一问题)解题策略。
解决此类问题是根据已知条件,在解题时要先求出一份是多

少(归一),如单位时间的工作量、单位面积的产量、商品的单价、
单位时间内所行的路程等;再求出所要求的问题。

3.常用的关系式。
①工作效率=工作总量÷工作时间.

②速度=路程÷时间
③单价=总价÷数量

……
二、稍复杂的乘除混合运算的应用题 (含有小括号)

1.连除的运算顺序。
按从左往右的顺序计算。

2. 连除与乘除混合运算。
连除算式可以转化成乘除混合运算——a÷b÷c=a÷(b×c)。
3.含有小括号的乘除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在乘除混合运算中,如果有小括号,要先算小括号里面的。
4.分步算式改写成综合算式。
分步算式改写成综合算式,要分清运算顺序,如果需要改变运

算顺序,可以加上小括号。
三、“移多补少”和“等量代换”问题

1.移多补少。
(1)在甲、乙两者物品不相等的情况下,把物品数量多的拿出一

部分给物品少的,使两者物品数量相等,此类问题就是“移多补少”
问题。

(2)解法。
方法一:先求出两者物品总量的平均数,用数量多的减去平均

数,或者用平均数减去数量少的,就可得到答案。
方法二:先求出两者的物品数量之差,再用这个差除以 2即可。
2.等量代换。
(1)特点:问题中包含两个量,其中一个发生变化(一般是增减),

另一个量保持不变。
(2)解法:根据变化的量的增减情况,先求出这个量的值,再求出

另一个量的值。

易错举例:
例如:计算 600÷25×4。
错解: 600÷25×4

=600÷100
=6

正解: 600÷25×4
=24×4
=96

错因:在计算时看到 25×4能凑
成整百数,然后与 600相除,直接口算
出了结果而忽略运算顺序,导致出现
错误。

巧记:
归一问题的特点是在已知条件

中隐藏着一个固定不变的“单一量”,
常常用“照这样计算”“用同样的”等词
语来表达不变的量。

学一招:
计算乘除混合运算时,如果想要

改变运算顺序,就要加上小括号。
易错举例:
例如:小明有 21块巧克力,弟弟

只有 15块,要使两人的巧克力一样
多,小明要给弟弟多少块巧克力?

错解:21-15=6(块)
答:小明要给弟弟 6块巧克力。
正解: (21-15)÷2

=6÷2
=3(块)

答:小明要给弟弟 3块巧克力。
错因:本题错在把二人巧克力的

数量差当作最终结果,如果按照这个
结果,那么弟弟巧克力的数量就比小
明多了。

方法和策略:
“等量代换”这一数学思想是基本

的数学思想之一,也是重要的数学思
想之一。掌握这一基本数学思想,学
会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从而解决
生活中的简单的实际问题。运用这一
数学思想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住
“变化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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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线 和 角
一、线段、直线、射线

1.线段。

(1)绷紧的弓弦、人行横道线都可以近似地看作线段。

(2)线段是直线的一部分,有两个端点,可以度量长度,不可延

长。

(3)线段的记法:可以用两个端点的大写字母来记,例如:线段

AB。

(4)画给定长度的线段:先点上一个点,把直尺上的 0刻度线

对准这个点,然后在直尺上找出给定数值的刻度,再点上一个点,

把这两点连接起来就得到了要画的线段。

2.直线。

(1)把一条线段向两端无限延伸,就得到一条直线。

(2)直线没有端点,(或者说“有 0个端点”),可以向两端无限延

伸,不可度量,是无限长的。

(3)记法:直线可以用上面的两点来记,例如:直线 AB,也可以

用一个小写字母来记,例如:直线 l。

3.射线。

(1)把线段向一个方向无限延伸就得到一条射线。

(2)射线是直线的一部分,只有一个端点,可以向一端无限延

伸,不可度量。

(3)记法:射线可以用端点和射线上的另一点来表示,例如:射

线 AB。

二、两点间的距离

1.两点之间的所有连线中,线段最短。

2.两点之间的线段的长度,叫做两点间的距离。

三、角

1.从一点引出两条射线所组成的图形叫做角。

2.各部分名称:这一点叫做角的“顶点”,两条射线叫做角的两

条“边”。

线段和射线都是直线的一部分。

直线、射线与线段的区别:

直线和射线都可以无限延伸,线段

不能无限延伸,可以量出长度;线段有

两个端点,直线没有端点,射线只有一

个端点。

易错点:

误认为直线和射线都可以度量。

例如:

判断:画一条长 5厘米的直线。

( )

正解:✕

错因:直线没有端点,能向两端无

限延伸,不可度量。

角的特点:

①有一个共同的顶点;

②有两条射线;

③这两条射线从这一个顶点引出。

角的大小与所画角的两边的长短

没有关系。角的大小要看两条边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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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角的记法:角的符号用“∠”表示。例如:

记作:∠1 记作:∠2

读作:角 1 读作:角 2

4.记角时,不要把角的符号“∠”写成小于号“<”。

四、角的度量

1.角的度量工具是量角器。

2.角的计量单位是“度”,用符号“°”表示。把半圆分成 180

等份,每一份所对的角的大小是 1度,记作 1°。

3.量角的步骤:

(1)量角器的中心点与角的顶点重合。

(2)量角器的其中一条 0°刻度线与角的一条边重合。

(3)角的另一条边所对应的量角器上的刻度就是这个角的

度数。

五、角的分类

1.直角:1直角=90°

2.锐角:小于 90°的角

3.钝角:大于 90°而小于 180°

4.角可以看作是由一条射线绕着它的端点,从一个位置旋

转到另一个位置所成的图形。

5.平角:一条射线绕它的端点旋转半周,形成的图形是平角。

1平角=180°。

6.周角:一条射线绕它的端点旋转一周,形成的图形是周角。

1周角=360°。

7.锐角、直角、钝角、平角和周角之间的关系:

(1)锐角<直角<钝角<平角<周角

(2)1个平角=2个直角;1个周角=2个平角=4个直角。

的大小,叉开得越大,角越大。

易错点:

平角与直线混淆。

例如:

判断:平角就是一条直线。 ( )

正解:✕

错因:平角与直线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不能混淆。

易错点:

把周角与射线混淆。

例如:

判断:周角就是一条射线。 ( )

正解:✕

错因:周角与射线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不能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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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倍数和因数
一、自然数

1.自然数。
(1)自然数的意义:像 0、1、2、3、4、5、6、7、8……这些用来

表示物体个数的数,都是自然数。
(2)自然数可以用直线上的点来表示,如下图:

2.奇数、偶数。
(1)奇数:像 1、3、5、7、9、11、13、15……这些都是单数,单数

又叫做奇数。
(2)偶数:像 2、4、6、8、10、12、14、16……这些都是双数,双

数又叫做偶数。 0也是偶数。
二、倍数

1.倍数。
(1)倍数的意义。
两个自然数能够整除,我们就说被除数是除数的倍数。
例如:36÷9=4 我们就说 36是 4和 9的倍数。
(2)0的特殊性。
在自然数中,0除以任何一个非 0自然数都得 0,所以 0是任何一个

非 0自然数的倍数。
(3)特征。
一个数的倍数的个数是无限的。其中最小的倍数是它本身,没有

最大的倍数。
(4)求一个数的倍数的方法。
可以用这个数分别与 1、2、3、4……相乘,所得的数就是这个数

的倍数。
2. 2、3、5的倍数特征。
(1)2的倍数特征:个位上是 0、2、4、6或 8。 如 36、48,因为 36

的个位是“6”,所以 36是 2的倍数;因为 48的个位是“8”,所以 48是 2的
倍数。

(2)5的倍数特征:个位上是 0或 5的数,都是 5的倍数。
如 135,因为 135的个位是“5”,所以 135是 5的倍数。
(3)3的倍数特征:一个数各数位上的数的和是 3的倍数,这个数

一定是 3的倍数。
如 102,因为 1+0+2=3,3÷3=1,所以 102是 3的倍数。
(4) 既是 2的倍数,又是 5的倍数的特征:个位上是 0的数,既是 2

的倍数,又是 5的倍数。
三、因数

1.因数。

小知识:
最小的自然数是 0,没有最大

的自然数。
小发现:
用直线上的点表示自然数,

右边的总比左边的大。
温馨提示:
最小的奇数是 1,最小的偶数

是 0。
特别提示:
倍数不是单独存在的,不能

单独说某个数是倍数,只能说某
数是某数的倍数。

温馨提示:
在研究因数和倍数时,我们

所说的数,一般是指不包括 0的
自然数,也就是说在非 0自然数
的范围内探索因数和倍数。

易错点:
误认为个位上的数字是 3的

倍数的数是 3的倍数。
例如:
判断:个位上是 3、6、9的数

是 3的倍数。 ( )
正解:✕
错因:误认为个位上的数是 3

的倍数的数是 3的倍数。
小贴士:
一个非 0自然数,既是它本

身的倍数,又是它本身的因数。

易错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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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义。
如 1、2、3、4、6、12这些数都是 12的因数。
(2)特征。
一个数的因数的个数是有限的。其中最小的因数是 1,最大的因数

是它本身。
(3)求一个数的因数的方法。
利用积与因数的关系一对一对地找,从最小的自然数找起,一直找

到它本身。
2.质数和合数。

(1)非 0自然数按因数个数的多少可分为质数和合数。

质数:只有 1和它本身两个因数的数叫做质数。1:1既不是质数,也不是合数。

合数:除了 1和它本身外,还有其他的因数的数叫做合数。

(2)100以内的质数有 25个,它们是 2、3、5、7、11、13、17、19、
23、29、31、37、41、43、47、53、59、61、67、71、73、79、83、
89、97。

(3)质因数、分解质因数。
①质因数:每个合数都可以写成几个质数相乘的形式,其中每个质

数叫做这个合数的质因数。
②分解质因数:把一个数用质数相乘的形式表示出来,叫做分解质

因数。
③分解质因数的方法。
方法一:用塔式图分解质因数。例如:

48=2×3×2×2×2

方法二:通常采用短除法分解质因数。
例如:把 42分解质因数。

42=2×3×7

易错点:把质数与奇数、合
数、偶数混淆。

例如:
判断:质数都是奇数,偶数都

是合数。 ( )
正解:✕
错因:奇数与偶数的区分标

准是看这个数是不是 2的倍数,
而质数与合数的区分标准是看
这个数因数的个数,两者不可混
淆。如 2是质数,但不是奇数,9是
合数,但不是偶数。

特别提示:
最小的质数是 2,最小的合数

是 4,没有最大的质数、合数。
易错举例:
错例:自然数可以分为质数

与合数。 ( )
正解:✕
错因:这种分类方法漏掉了

1,1既不是质数,也不是合数。
温馨提示:
用短除法分解质因数,要保

证每一步的除数必须是质数,最
后得出的商也是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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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认识更大的数
一、计算器

1.认识常用的计算器。

计算器的构造:

一般由两部分构成:显示屏和键盘。

2.常用键功能介绍。

ON/CE——开关、清屏键,按下该键开机,使用过程中按下该键,

清除屏幕显示内容。

CE——清除键,仅消去当前显示的数据。

0 1 2……——数字键。

 ‐ × ÷ ൌ——运算符号与等号键。

3.计算方法。

用计算器计算时,先开机,再按数字键输入第一个数,接着按相

应的运算符号键,接着输入第二个数,最后按等号键,结果就会显示

在屏幕上。

4.用计算器探索规律。

(1)角谷猜想。

角谷猜想又称为 3n+1猜想,是指对于每一个自然数,如果它是

单数,则对它乘 3再加 1;如果它是双数,则对它除以 2,如此循环,最

终都能够得到 1。

(2)有趣的数字陷阱。

任意取三个互不相同的数字,组成一个最大的三位数和一个

最小的三位数;用最大数减去最小数,得到一个新的三位数;用新三

位数中各个数位上的数字,组成一个最大三位数和一个最小三位

数,重复上面的运算,结果总是 495。

(3)探索其他规律。

例如:计算 66666×66667。

思路分析:这道题计算很复杂,我们可以把问题简单化,从简单

类似题型算起,找出规律,再根据规律推出复杂计算的结果。通过计

算发现:6×7=42,66×67=4422,666×667=444222 ……

由此得出结论:全部含 6的因数中有几个 6,积就是由几个 4和

小贴士:

计算器体积小,便于携带,计算

迅速、准确。

易错点:

把关机键与清除键混淆。

例如:

判断:计算器的清除键是 OFF。

( )

正解:✕

错因:本题错在对关机键的功能

了解不够准确,关机键的功能是关闭

计算机。

温馨提示:

借助计算器来探索一些计算规

律,通过计算规律可以不用计算直接

得出结果。

易错举例:

计算:3000-128×6=

错解:3000-128×6=17232

正解:3000-128×6=2232

错因:本题错在用计算器计算

时,是按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输入数

据和运算符号的,弄错了运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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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成的。所以 66666×66667=4444422222。

二、亿以内的数

1.数位顺序表。

(1)初步认识数位顺序表。

把数位按从右到左、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起来,就制成了数位

表。如下表:
万级 个级

…

8 0 6 3 5 9 8

(2)在数位表中,从个位起向左数,每四位一级,分别是万级、个

级。

(3)结合数位表认识亿以内的数。

如上表中,万位上的数字是“6”,表示 6万,十位上的数字是“9”,

表示九十。

2.亿以内数的写法。

(1)写数时,从高位起,一级一级地往下写,即先写万级,再写个

级。

(2)哪个数位上一个计数单位也没有,就在那个数位上写 0占

位。

3.亿以内数的读法。

(1)读数时,按照数位顺序表分级,先读万级,再读个级。

(2)读万级上的数时,要按照个级上的数的读法来读,再在后面

加一个“万”字;读个级上的数时,直接读即可。

(3)每级末尾不管有几个 0,都不读,其他数位上有一个 0或者

连续几个 0,都只读一个零。

4.把整万的数改写成以“万”为单位的数。

(1)整万的数的写法:先写出万级上的数,再在后面写上 4个 0。

(2)把整万的数改写成以“万”为单位的数:将万位后面的 4个 0

去掉,添上“万”字即可。

例如:把 4500000改写成以“万”为单位的数。

先分级 450┋0000,再去掉个级的 0,加上“万”字,即 450万。

5.改写成以“万”为单位的近似数。

(1)把一个精确数改写成近似数,一般用四舍五入法。

(2)用四舍五入法把一个数改写成以“万”为单位的近似数,要看

万位后面千位上的数字是大于或等于 5,还是小于 5。

①如果千位上的数字大于 5或等于 5,就把万位后面的数全部

特别提示:

在一个多位数中,相同的数字所

在的数位不同,表示的意义也不相

同。

易错举例:

例如:二万三千六百五十写

作:( )

错解:20000300060050

正解:23650

错因:没有理解亿以内数的写

法,错误的将一个数字割裂开来写。

温馨提示:

读数时一定要写汉字,不能写阿

拉伯数字。如 97000000读作:九千七

百万,而不是 9千 7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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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去,并向前一位进 1,在后面加上一个“万”字。

②如果千位上的数字小于 5,就直接把万位后面的数全部舍

去,在后面加上一个“万”字。

例如:把 12345678改写成以“万”为单位的近似数。

思路分析:12345678千位上的数字是 5,根据四舍五入法,把万

位后面的尾数去掉,并向万位进一,然后再添上“万”字。

解:12345678≈1235万

三、亿以上的数

1.进一步认识数位顺序表。

数级 … 亿级 万级 个级

数位 …

计数

单位
…

千

亿

百

亿

十

亿
亿

千

万

百

万

十

万
万 千 百 十

个

(一)

(1)每四位一级,第九位是亿位。

(2)计数单位和数位。

一(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

百亿……都是计数单位。它们所占的位置叫做数位。

(3)十进制计数法: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间的进率都是 10。这

种计数方法叫做十进制计数法。

2.亿以上数的读法。

(1)读数时,按照数位顺序表分级,先读亿级,再读万级,最后读

个级。

(2)读亿级上的数时,先按照个级上的数的读法来读,再在后面

加一个“亿”字;读万级上的数时,要按照个级上的数的读法来读,再

在后面加一个“万”字;读个级上的数时,直接读即可。

(3)每级末尾不管有几个 0,都不读,其他数位上有一个 0或者

连续几个 0,都只读一个零。

3.亿以上数的写法。

(1)写数时,从高位起,一级一级地往下写,先写亿级,再写万级,

最后写个级。

(2)哪个数位上一个计数单位也没有,就在那个数位上写 0占

位。

4.把以“亿”为单位的数改写成以“万”或“个”为单位的数。

(1)把以“亿”为单位的数改写成以“万”为单位的数,只需在以“亿”

小贴士:

与实际完全符合的数叫精确数;

与实际非常接近的数叫近似数。

易错举例:

判断:37□398≈38万,□里只能

填 5。 ( )

正解:✕

错因:此题错在对四舍五入法理

解错误。37□398≈38万,说明□里

的数字大于或等于 5,□里可以填 5、

6、7、8或 9。

小贴士:

计数单位与数位的区别:计数单

位是指计算物体个数的单位;数位是

指一个数中每个数字所占的位置。

易错举例:

判断: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

都是 10。 ( )

正解:✕

错因:误认为计数单位之间的进

率都是 10,这是不对的,一定要注意

“相邻”二字。

易错举例:

易错点:读数时,读完亿级与万

级的数,忘记加“亿”字或“万”字。

例如:读出下面各数。

478000000 7890000

错解:

478000000读作:四亿七千八百

7890000读作:七百八十九

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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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位的数的后面加上 4个 0,然后把“亿”字改写成“万”字。

(2)把以“亿”为单位的数改写成以“个”为单位的数,只需在以“亿”

为单位的数后面加上 8个 0,然后把“亿”字去掉。

5.改成以“亿”为单位的近似数。

(1)把一个精确数改写成近似数,一般用四舍五入法。

(2)用四舍五入法把一个数改写成以“亿”为单位的近似数,要看

亿位后面千万位上的数字是大于或等于 5,还是小于 5。

①如果千万位上的数字大于或等于 5,就把亿位后面的数全部

舍去,并向前一位进 1,在后面加上一个“亿”字。

②如果千万位上的数字小于 5,就直接把亿位后面的数全部舍

去,在后面加上一个“亿”字。

例如:把 1234567890改写成以“亿”为单位的近似数。

思路分析:1234567890千万位上的数字是 3,先根据四舍五入

法,把亿位后面的尾数直接去掉,再添上“亿”字。

解:1234567890≈12亿

6.感受 1亿有多大。

(1)1亿写作:100000000

(2)如果每秒数一个数,一直不停地数,从 1数到 1亿需要三年

零两个多月。

(3)一万张复印纸摞起来大约有 90厘米高,把 1亿张复印纸摞

起来有 9000米高,比珠穆朗玛峰还高!

7.编学籍号。

(1)给学生编号可以按入学年份、班级、学号、性别的顺序依

次排列。

(2)可以按照编学籍号的方法给其他事物编号。

478000000读作:四亿七千八百

万

7890000读作:七百八十九万

易错点:

只有整亿的数改写成以“亿”为单

位的数时,才可以用“=”连接,而非整亿

的数改写后是一个近似数,要用“≈”

连接。

小窍门:

写亿以上数时,除了亿级外,万

级和个级都要保证有四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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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垂线和平行线
一、垂线

1.垂线。
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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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点到直线的距离。
从直线外一点到这条直线所画垂直线段的长度,叫做这点到直线的距

离。
3.画垂线的方法。
(1)过直线上一点画直线的垂线的方法。
把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与直线重合; 三角板上的直角顶点与直线上

的点重合;从直线上的点起,沿另一条直角边画一条直线。
(2)过直线外一点画直线的垂线的方法。
把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与直线重合;沿直线移动三角板,使三角板另

一条直角边过直线外一点;从直角的顶点起,沿另一条直角边画一条直线。
4.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画法。
例如:怎样画出一条长是 3厘米、宽是 2厘米的长方形?
解析:长方形的对边是互相平行的,两条边是互相垂直的。因此可以用

画垂线的方法画。先画一条 3厘米长的线段;再过线段端点画一条 2厘米
长的垂线;再过另一个点也画一条 2厘米长的垂线;连接两个端点就可以
了。
二、平行线

1.认识平行线。
(1)平行线:在同一个平面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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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线的特征:两条平行线之间,所有垂直线段的长度都相等。
应用:可以用画垂线的方法检验两直线是否平行。

2.平行线的画法。
用直尺和三角板来画平行线,先把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紧靠直线,再

把直尺紧靠三角板的另一条直角边,这时沿直尺平移三角板,再画一条直
线就可以了。

小贴士:
两直线相交所成的四个

角中,只要有一个角是直角,
其余三个角就都是直角。

易错点:
垂直是相互的,不能说

某线是垂线,应该说哪条线
是哪条线的垂线。

判断:两条直线相交成
直角时,这两条直线叫做互
相垂直。 ( )

正解:✕
温馨提示:
画垂线一般有两种情

况:一是过直线上的一点画
垂线;二是过直线外一点画
垂线。

画完与已知直线互相垂
直的直线后,不要忘了画上
“┐”,表示垂直。

小贴士: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四个

角都是直角,也就是长方形
和正方形的邻边都是互相垂
直的,所以可以用画垂线的
方法画长方形和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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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平均数和条形统计图
一、平均数

1.平均数的意义。

(1)意义:平均数是统计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就是一组数据的总

和除以这组数据的总份数所得的商叫做这组数据的平均数。

(2)作用:平均数既可以描述一组数据本身的总体情况,又可以作

为不同数据比较的一个标准。

2.求平均数。

运用公式法求平均数。

平均数=所有数据总和÷数据总份数

3.平均数的应用。

根据统计表求出该组数据的平均数,然后依据所得的平均数来

描述数据,做出分析判断。

二、条形统计图

1.条形统计图。

(1)条形统计图的特点:用条形统计图表示数据直观、形象……

(2)条形统计图的优点:形象直观,能看出数据之间的关系。

2.根据统计表绘制条形统计图。

(1)确定横纵轴、刻度以及图的类型(横向或纵向);

(2)画条形,标数据,注意条形的高度要符合刻度,纵向统计图的顺

序是从左往右,横向统计图的顺序是从下往上;

(3)标上标题。

3.读图。

学会从统计图中提取信息,发现问题,进行合理地判断、预测和决

策,并能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

三、读书调查

利用所学的平均数和条形统计图等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调

查时可以先设计一个方案,要注意安全。

易错点:

求平均数时漏掉或多加数

据。

例如:小明这学期的 5次数学

测验中的得分分别是95分、87分、

93分、100分、90分。求小明这

学期的数学平均分是多少。

错

解:(95+87+93+100)÷5=75(分)

答:小明这学期的数学平均分

是 75分。

正

解:(95+87+93+100+90)÷5=93(分)

答:小明这学期的数学平均分

是 93分。

温馨提示:

条形统计图中表示数据时,1

格可以代表多个单位,具体 1格表

示多少,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比

如数据比较大时,可以用 1格代表

多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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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探 索 乐 园
一、植树问题

1.一头种树。

(1)一头种,一头不种。

(封闭线路植树问题)

如右图:

间隔数=棵数

间隔长×间隔=全长

全长÷间隔长=间隔数

全长÷间隔数=间隔长

(2)两头都种。

如右图:

间隔数+1=棵数

间隔长×间隔数=全长

全长÷间隔长=间隔数

全长÷间隔数=间隔长

全长÷间隔长+1=棵数

全长÷(棵树-1)=间隔长

(3)两头都不种。

如右图:

间隔数-1=棵数 间隔长×间隔数=全长

全长÷间隔长=间隔数 全长÷间隔数=间隔长

全长÷间隔长-1=棵数 全长÷(棵数+1)=间隔长

2.两侧种树。

求出一侧种树的棵数,再乘 2就可以了。

二、数图形

1.数线段(简单的图形)。

一条线上有 n个点,这些点连成的线段的条数是

(n-1)+(n-2)+…+3+2+1,或者是 n(n-1)÷2。

2.数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复杂的图形)。

先数基本图形,再数组合图形,找出规律,按规律来数。

3.数图形时可以边数边做标记,减少错误。

方法宝盒:

解决植树问题的关键是要根据生

活实际,确定两端的植树情况,再判断

出间隔数和棵数之间的关系。

易错举例:

公园里有一条 500米长的小路,准

备在小路两旁从头到尾植树,每隔 4米

种一棵,一共需要多少棵树苗?

错解:

500÷4+1=126(棵)

答:一共需要 126棵树苗。

正解:

(500÷4+1)×2=252(棵)

答:一共需要 252棵树苗。

错因:忽略了“小路两旁都植树”这

一条件。

方法宝盒:

数图形时,可以把图形分类计数,

即把图形分成单一的基本图形与稍复

杂的组合图形,这样达到化繁为简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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