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泰山古树——计算器

一、认识计算器
1. 复杂的计算可以借助计算器。
2. 计算器是一种运算快、操作简便的计算工具。
3. 计算器的构造。
(1)计算器由显示屏和功能键两部分组成。
(2)常用键的功能。
ON 开机键:用于计算器的开启。
OFF 关机键:用于计算器的关闭。
AC 消除键:归 0,清除显示的计算。
0123456789 数字键:每按下一个数字键,显示屏的右端就出现这个键上所标出的数字,

同时把前面输入的数字依次向左移动一位。
+-×÷= 运算符号键和等号键:这些键可分别完成加、减、乘、除运算并得出计算结果。
二、用计算器计算
1. 按 ON 键,打开计算器。
2. 输入要计算的算式,再输入=键,显示屏上出现的数就是计算的结果。
3. 再按一下 AC 键,进行另一道题的计算。
用计算器进行加减乘除运算非常简便快捷,进行一步计算时,只要按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

按准相应的键．．．．．．,便会显示出正确的结果。
三、用计算器进行混合运算
1. 使用计算器进行混合运算时,要考虑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2. 使用计算器进行混合运算时,先明确所用的计算器的类型,再进行计算。
四、使用计算器探索规律
1. 理解并掌握规律是用计算器计算的前提条件．．．．．．．．．．．．．．．．．．．。
2. 数的位数是有限的,可以用计算器计算。当数的位数较多时,先找规律再计算．．．．．．．。遇到特

殊的算式,先认真观察、分析,发现规律后再计算会更快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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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找规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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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因数都是由数字 6
组成的,第二个因数比第一个因数 6 的个数少 1 个,并且个位上都是 7,这样第一个因数中含有
几个 6,积就由几个 4 和几个 2 组成。

解．:．66666×66667=4444422222。

计算器体积小,便于携带,计算迅速、准确。
易错题:
判断:关闭计算器时要按 AC 键。 (√)
错因分析:本题错在对 AC 键的功能了解不够准确,AC 键只能清除显示屏上的数,使其变

为 0,不能关闭计算器,关闭计算器要按 OFF 键。
答案:✕

易错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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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计算器计算时,误把 AC 键当作关机键。这是不对的,要熟记 OFF．．．键和．．AC．．键的功能．．．．。．
易错题:
3000-128×6=(17232)
错因分析: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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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应该先算乘法再算减法。
答案:2232

温馨提示:
用计算器进行四则混合运算时,每按一个键,都要认真核对显示屏上显示的结果．．．．．．．．．．．．．是否正确,

避免出现错误。

巧记口诀:
计算器的类型多,
常用的键要掌握;
擦亮眼睛看清楚,
准确输入是基础;
找规律时要仔细,
方便快捷数第一。

二 节能减排——用字母表示数
一、用字母表示数

1. 在数学中,我们经常用字母来表示数。
2. 在含有字母的式子里．．．．．．．．．,．数字和字母中间的乘号可以简写为．．．．．．．．．．．．．．．“．·．”．,．也可以省略不写．．．．．．．。．当省．．

略乘号时．．．．,．一般数字在前．．．．．．,．字母在后。数字．．．．．．．1．与字母相乘时．．．．．．,．1．一般省略不写。．．．．．．．
二、求含有字母的式子的值
1.先写出含有字母的式子。
2.把字母所取的值代入式子中,并还原乘号。
3.按照运算顺序计算。
4.计算结果不写单位名称．．．．．．．．．．,．但在答语中要写单位名称。．．．．．．．．．．．．
三、用字母表示数量关系
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数量关系方便、易记。
1.通常用 s 表示路程,v 表示速度,t表示时间,因此速度．．、．时间和路程三者之间的关系用字．．．．．．．．．．．．．．

母表示为．．．．
s=v．．．×．t． t=s÷v v=s÷t
2.如果用．．．c．表示工作总量．．．．．．,．a．表示工作效率．．．．．．,．t．表示工作时间．．．．．．,．那么工作总量．．．．．．、．工作效率和工．．．．．．

作时间之间的关系用字母表示为．．．．．．．．．．．．．．
c=at．．．． a=c÷t t=c÷a
3.如果用．．．c．表示总价．．．．,．a．表示单价．．．．,．x．表示数量．．．．,．那么总价．．．．、．单价和数量之间的关系用字母表．．．．．．．．．．．．．．

示为．．
c=ax．．．． a=c÷x x=c÷a
四、用字母表示计算公式
1.正方形的周长和面积计算公式。

如果用 C 表示正方形的周长,S表示正方形的面积,a 表示正方形的边长。
正方形的周长=边长×4,用字母表示为．．．．．．C=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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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形的面积=边长×边长,用字母表示为．．．．．．S=a．．．×．a．。．
a×4 和 4×a 通常可以写成 4·a 或 4a;a×a 可以写成 a·a,也可以写成 a2,读作．．“．a．的平方．．．”．,．

表示．．2．个．a．相乘。．．．
所以正方形的周长计算公式为．．．．．．．．．．．．．C=．．4．a．;．
正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为．．．．．．．．．．．S=a．．．

2．。．
2.长方形的周长和面积计算公式。

如果用 a 表示长方形的长,b表示长方形的宽,C表示长方形的周长,S表示长方形的面积。
长方形的周长．．．．．．=．(．长．+．宽．)．×．2．,．用字母表示为．．．．．．C=．．(．a+b．．．)．×．2．=．2．(．a+b．．．);．．
长方形的面积．．．．．．=．长．×．宽．,．用字母表示为．．．．．．S=a．．．×．b=ab．．．．。．

速记口诀:
字母表示数,生活常用到;
省略乘号时．．．．．,．关键要牢记．．．．．;．
数要写在前．．．．．,．字母写在后．．．．．;．
字母变成数,结果定出现。
易错题:
a×10=(a10)
错因分析:此题错在省略乘号后,没有把数字写在字母的前面。
答案:10a

温馨提示:
通常情况下,用字母表示速度、时间和路程以及长方形、正方形的周长和面积的时候,哪

个字母代表那个量是固定的。
易错题:
判断:a2=a×2 (√)
错因分析:本题错在对“两个相同字母相乘,用平方表示”理解不够准确。a2 表示 2 个 a

相乘,而 a×2 表示 2 个 a 相加。
答案:✕

温馨提示:
①一个数的平方等于这个数乘它本身。
②利用字母公式进行计算时,先写出公式,然后把字母表示的数值代入公式进行计算。将

数据代入公式求值时,省略的乘号要还原。

速记口诀:
学习数学很重要,
数量关系常用到;
数量关系多又多,
文字叙述太麻烦;
若用字母来代替,
简单明了效果好;
小小字母作用大,
关键是要用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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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快乐农场——运算律
一、加法运算律

1. 加法结合律。

三个数相加,先把前两个数相加,再加第三个数;或者先把后两个数相加,再加第一个数,和

不变。这叫作加法结合律。若用 a,b,c 代表三个加数,则用字母表示加法结合律为．．．．．．

(．a+b．．．)．+c=a+．．．．．(．b+c．．．)．。．

2. 加法交换律。

两个数相加,交换加数的位置,它们的和不变。这叫作加法交换律。如果用 a,b 分别表示

两个加数,那么加法交换律用字母可以表示为．．．．．．．．．．．．．a+b=b+a．．．．．．．。．

3. 加法运算律的应用。
(1)在一个加法算式中,当某些加数能凑成整十、整百、整千……数时,运用加法的交换律

和结合律可以使计算简便。
(2)利用加法交换律可以对加法进行验算。

二、减法的性质

1. 一个数连续减去两个数,等于从这个数里减去这两个数的和。这叫作减法的性质．．．．．。用

字母表示为 a-b-c=a-(b+c)。
2. 加减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1)加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加数．．+．加数．．=．和． 一个加数．．．．=．和．-．另一个加数．．．．．
(2)减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被减数．．．-．减数．．=．差． 被减数．．．=．差．+．减数．． 减数．．=．被减数．．．-．差．
3. 简算:在计算加减法时,可以根据题中数据的特点将数进行拆分或凑整．．．．．,使计算简便。

易错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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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56+72)+28 与 56+(72+28)的计算结果相同,运算顺序也相同。 (√)
错因分析:此题错在忽视了小括号的作用,导致对加法结合律的认识不正确,应该是运算

顺序不同。
答案:✕
易错题:
判断:在 a+b=b+a 中,a,b 只表示非零数。 (√)
错因分析:此题错在对加法交换律理解不正确,没有弄清加法交换律的实质。a,b 可以表

示任意数。
答案:✕
温馨提示:
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的区别是交换律改变的是加数的位置,而结合律改变的是加法的运

算顺序。

易错题:
435-(135+189)

=435-135+189
=300+189
=489
错因分析:本题考查了减法的性质。错在对减法的性质理解不够准确。在加号后面添、

去括号时,括号里面的符号没变;在减号后面添、去括号时,括号里面的符号要改变。
答案: 435-(135+189)

=435-135-189
=300-189
=111

三、乘法结合律
三个数相乘,先把前两个数相乘再乘第三个数,或者先把后两个数相乘再乘第一个数,积

不变。这叫作乘法结合律。用字母表示为(a·b)·c=a·(b·c)。

四、乘法交换律
两个数相乘,交换因数的位置,积不变。这叫作乘法交换律。用字母表示为 a·b=b·a。

总结．．:．在运用乘法运算律时．．．．．．．．．,．要注意计算中的几对特殊数．．．．．．．．．．．．:．2．和．5．,．4．和．25．．,．8．和．125．．．等。如．．．

果它们在乘法算式中出现了．．．．．．．．．．．．,．那么先把它们相乘会使计算简便。．．．．．．．．．．．．．．．

五、除法的性质和乘、除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1. 除法的性质。

一个数连续除以两个数(不为 0),等于这个数除以这两个数的积。用字母表示为

a．÷．b．÷．c=a．．．÷．(．b．×．c．)(．．b．,．c．均不为．．．0．)．。．
2. 乘、除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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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因数．．×．因数．． 一个因数．．．．=．积．÷．另一个因数．．．．．

商．=．被除数．．．÷．除数．． 除数．．=．被除数．．．÷．商． 被除数．．．=．除数．．×．商．

六、乘法分配律
1. 乘法分配律。

两个数的和乘一个数,可以先把它们分别乘这个数,再把所得的积相加。这叫作乘法分配

律。用字母表示为．．．．．．(．a+b．．．)．·．c=a．．．·．c+b．．．·．c．。．
乘法分配律的逆运算:
a·c+b·c=(a+b)·c
2. 乘法分配律拓展。
两个数的差乘一个数,可以先把它们分别乘这个数,再把所得的积相减。用字母表示为

(a-b)·c=a·c-b·c。

易错题:
125×7×8

=7×125×8
=7×1000
=7000
错因分析:此题错在只交换了 125 和 7 的位置,没有用小括号把 125×8 括起来。要改变

连乘算式的运算顺序,就要把先算的用括号括起来。
答案: 125×7×8

=7×(125×8)
=7×1000
=7000

易错题:
12×105

=12×(100+5)
=12×100+5
=1205
错因分析:此题错在没有正确运用乘法分配律,只用 100 乘 12 了,没有用 5 乘 12。
答案:1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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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0+5)
=12×100+12×5
=1260

速记口诀:
乘加乘减莫着急,
考虑分配更适宜;
乘除之间要简算,
分解凑整最关键。

四 巧手小工匠——认识多边形
一、三角形

1. 三角形的特性: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2. 认识三角形各部分的名称。

由三条线段围成的图形叫作三角形。．．．．．．．．．．．．．．．．

3. 认识三角形的底和高。

从三角形的一个顶点到它的对边作一条垂线．．．．．．．．．．．．．．．．．．．,．顶点和垂足之间的线段叫作三角形的高．．．．．．．．．．．．．．．．．,．这．

条对边叫作三角形的底。．．．．．．．．．．．

4. 三角形高的画法。

过三角形的每个顶点都可以向对边作高,所以任意一个三角形都有 3 条高(如下图)。

5. 三角形的分类。

(1)三角形按角分类。

三个角都是锐角的三角形叫作锐角三角形．．．．．;

有一个角是直角的三角形叫作直角三角形．．．．．;

有一个角是钝角的三角形叫作钝角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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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角形按边分类。

边都不相等的三角形叫作不等边三角形．．．．．．;

两条边相等的三角形叫作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的两条腰相等,两个底角相等。

三条边相等的三角形叫作等边三角形．．．．．,也叫作正三角形。

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它能固定物体,使物体不易变形。
温馨提示:

1. 一个三角形共有．．．．．3．条边．．,．3．个角．．,．3．个顶点．．．,．3．条高。．．．
2. 三角形的底和高是相对的,并且是一组互相垂直的线段。
3. 画三角形的高时,必须由顶点向它的对边画垂线,所画的高要用虚线表示,并且要标上

垂直符号。
易错题:
判断:下图中所画的虚线是该三角形的高。 (√)

错因分析:此题错在没有正确理解三角形的高。三角形的高应是从三角形的一个顶点到
它的对边所画的垂线。

答案:✕
易错题:
判断:等边三角形不是等腰三角形。 (√)
错因分析:此题错在不理解等腰三角形与等边三角形的关系。应该说等边三角形是特殊

的等腰三角形。
答案:✕
速记口诀:

三角形有特性．．．．．．,．三条边较稳定．．．．．．;．三角形三条高．．．．．．,．底高相对应．．．．．;．三角形按角．．．．．、．按边来分类．．．．．;．等腰．．

三角形．．．,．两腰两底角都相等．．．．．．．．;．等边三角形．．．．．,．三边三角都相等。．．．．．．．．

等边三角形的特点:三条边都相等;三个角都相等且每个角都是 60°。

关注微信公众号“捷思课堂”获取更多学习资料！ 第8页



6. 三角形三条边之间的关系:三角形任意两边长度的和大于第三边。．．．．．．．．．．．．．．．．．

7. 三角形的内角和: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
二、平行四边形

1. 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叫作平行四边形。
2. 平行四边形容易变形。
从平行四边形一条边上的一点到它对边的垂直线段叫作平行四边形的高,这条对边是平

行四边形的底。
三、梯形

1. 梯形: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叫作梯形。．．．．．．．．．．．．．．．．．
从梯形一条底边上的一点到它对边的垂直线段叫作梯形的高。
梯形各部分的名称:

2. 等腰梯形:两腰相等的梯形叫作等腰梯形。等腰梯形的两底角相等。．．．．．．．．．．．．．．．．．．．．．．．．．
3. 直角梯形:梯形的一条腰垂直于上下两底,这样的梯形叫作直角梯形。
四边形之间的关系(如下图)。

温馨提示:
平行四边形与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关系(如下图)。

易错题:
判断:下图中所画的高是图中给定底边上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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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因分析:此题错在对平行四边形的高认识不清楚,高和底没有对应。应该是在给定的底
边上画高。

答案:✕
易错题:
判断: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是梯形。 (√)
错因分析:此题错在没有正确掌握梯形的特性。应该是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是梯

形。
答案:✕
速记口诀:
平行四边形．．．．．,．对边平行且相等．．．．．．．;．梯形有个性．．．．．,．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画高并不难．．．．．,．夹在平行线间．．．．．．

的垂直线段。．．．．．．

五 动物世界——小数的意义和性质
一、小数的意义

1. 小数的意义。
(1)像．0．.．1．、．0．.．05．．、．0．.．365．．．……．．这样用来表示十分之几．．．．．．．．．．、．百分之几．．．．、．千分之几．．．．……．．的数．．,．叫作．．

小数。．．．
(2)小数的计数单位。

把单位“1”平均分成 10 份、100 份、1000 份……表示这样的一份的数叫作小数的计

数单位。小数的计数单位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记作 0.1、0.01、0.001……

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是．．．．．．．．．．．．．．．10．．。．
2. 小数的组成。

一个小数是由整数部分、小数点和小数部分三部分组成的。．．．．．．．．．．．．．．．．．．．．．．．．．．
3. 数位顺序表。

二、小数的大小比较
比较小数的大小时,先比较它们的整数部分,整数部分大的小数比较大;整数部分相同的

就比较小数部分,先比较十分位上的数,十分位上的数大的那个数就大;如果十分位上的数相
同,就比较百分位上的数……依此类推,直到比出大小为止。

三、小数的性质
小数的末尾添上．．．．．．．“．0．”．或去掉．．．“．0．”．,．小数的大小不变。这叫作小数的性质。．．．．．．．．．．．．．．．．．
1. 依据小数的性质可以进行小数的化简和改写。把整数改写成小数时,在整数的右下角

点上小数点,然后根据题目要求,添上相应个数的“0”。小数的末尾加上“0”,小数的大小不
变,但小数的意义改变了。

2. 化简小数时,依据小数的性质去掉小数末尾的“0”,小数的大小不会发生变化。
3. 改写小数的前提是不改变小数的大小．．．．．．．．．．．．．．．．,．只要在小数的末尾添上．．．．．．．．．．“．0．”．或去掉．．．“．0．”．即可．．。．

四、小数点位置的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
1. 小数点向左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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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小数缩小到它的 110、 1100、 11000……小数点分别向左移

动一位、两位、三位……反过来,把一个小数的小数点

易错题:
判断:一个小数的百分位上的计数单位是 0.001。 (√)
错因分析:受整数部分数位的影响,误认为小数部分的百分位在小数点后面第三位,从而

导致错误。百分位在小数点后面第二位, 故它的计数单位是 0.01。
答案:✕
温馨提示:
整数部分的最低位是个位．．．．．．．．．．．,．没有最高位．．．．．;．小数部分的最高位是十分位．．．．．．．．．．．．,．没有最低位．．．．．。．因此没．．．

有最大的小数．．．．．．,．也没有最小的小数。．．．．．．．．．
易错题:
判断:0.98 里面有 98 个 0.1。(√)
错因分析:本题错在对小数的意义理解不够准确,0.98 表示 98 个 1100,也就是 98 个 0.01,

所以 0.98 里面有 98 个 0.01,而不是 98 个 0.1。
答案:✕
温馨提示:
小数的大小比较的方法与整数的大小比较的方法基本相同,都是从最高位开始比起。不

同之处是当整数位数不同时,整数位数多的那个数就大,而小数的大小与小数的位数的多少无
关。

分别向左移动一位、两位、三位……这个小数就缩小到它的 110、 1100、 11000……

2. 小数点向右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
把一个小数分别扩大到它的 10 倍、100 倍、1000 倍……小数点分别向右移动一位、两

位、三位……反过来,把一个小数的小数点分别向右移动一位、两位、三位……这个小数就扩
大到它的 10 倍、100 倍、1000 倍……

五、名数的改写
1. 单名数的改写方法。
(1)把高级单位改写成低级单位,用高级单位的数乘两个单位之间的进率;把低级单位改．．．．．．

写成高级单位．．．．．．,．用低级单位的数除以两个单位之间的进率。．．．．．．．．．．．．．．．．．．．

低级单位的数 高级单位的数

(2)当进率是 10、100、1000……时,可直接利用小数点的移动来完成。

低级单位的数 高级单位的数

2. 复名数的改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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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含有高级单位的复名数改写成高级单位的单名数,复名数中高级单位的数不变,作
为小数的整数部分;复名数中低级单位的数除以两个单位之间的进率,所得结果作为小数部分。

(2)把高级单位的单名数改写成含有高级单位的复名数,小数的整数部分直接作为高级单
位的数;小数的小数部分乘进率,所得的结果作为低级单位的数。

六、求小数的近似数
1. 用“四舍五入法”求小数的近似数:当保留整数时,应根据十分位上的数的大小来判断

是否进位;当保留一位小数时,应根据百分位上的数的大小来判断是否进位……依此类推。
2. 求一个小数的精确度:当保留整数时,表示精确到个位;保留一位小数时,表示精确到十

分位;保留两位小数时,表示精确到百分位……
3. 把一个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数:在万位或亿位的右下角点上小数点,

去掉小数末尾的“0”,并在数的后面加上“万”或“亿”字即可。

易错题:
化简:6.0400=(6.4)
错因分析:本题错在对小数的化简方法理解不到位,根据小数的性质,去掉小数末尾的“0”,

小数的大小不变,但其他的“0”不能去掉,否则会改变小数的大小。
答案:6.04
易错题:

填空:把 5.82 缩小到它的 1100是(582)。

错因分析:本题错在对小数点位置的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掌握得不够准确。当
把 5.82 缩小到它的 1100时,就是把 5.82 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两位,而不是向右。

答案:0.0582
速记口诀:
低化高来很简单,除以进率很简单;高化低来并不难,乘进率时想周全;单复转化也不难,整

小两部分分开看。

易错题:
2.39 千克=(2)千克(39)克
错因分析:此题错在记错了克与千克之间的进率,由千克转化成克,要乘进率 1000,应该是

0.39×1000=390。
答案:2 390
速记口诀:
四舍五入求近似．．．．．．．,．小数方法同整数．．．．．．．;．小数改写近似数．．．．．．．,．末尾有．．．0．不能丢．．．;．小数改写应注意．．．．．．．,．万．

位亿位应找对．．．．．．;．数点点在它们右．．．．．．．,．万字亿字不能丢。．．．．．．．．

六 趣味拼搭——观察物体

一、辨认从不同方向观察拼摆的一组立体图形得到的平面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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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立体图形 。

从前面、后面看到的都是 。

从侧面看到的是 。

从上面看到的是 。

从不同的方向观察用小正方体拼摆的一组立体图形,所看到的形状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

是不同的。所看到的小正方形的数量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同的。．．．．．．．．

站在任意位置．．．．．．,．观察同一物体．．．．．．,．最多能看到这个物体的．．．．．．．．．．3．个面．．。．所看到的图形都是平面图．．．．．．．．．．．

形。．．

二、辨认同一方向看到的几组拼摆的立体图形的形状

观察下面的立体图形:

从前面看到的是 、 和 ,从侧面看到的都是 ,从上面看到的

都是 。

从同一方向观察拼搭的几组不同的立体图形时．．．．．．．．．．．．．．．．．．．．,．看到的平面图形的形状有可能相同．．．．．．．．．．．．．．．,．也有．．

可能不同。．．．．．

根据确定方向看到的形状确定立体图形的摆放方式时,首先要根据平面图形分析立体图

形的构成,根据想象,确定立体图形的摆放方式。

三、根据确定方位看到的形状想象物体的摆放方式

无论从哪个方向观察立体图形时,视线要与被观察立体图形的表面垂直。

易错题:

从前面看到的是什么图形?在正确图形的下面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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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错因分析:本题错在对观察方向把握得不够准确,在观察这个立体图形时,观察的方向错

了,导致结果出错。

答案: (√)

温馨提示:

在不同的位置观察立体图形,判断看到的立体图形的形状时,在哪一位置观察立体图形,

就从那一面说出正方体的数量及摆的形状。

速记口诀:

观察物体时,

视线要垂直;

分清左右图,

明确上下形;

方向不相同,

形状可差异。

1. 有 4 个小正方体,而且从前面看到的是 ,有下面几种摆法(答案不唯一)。

2. 根据从某个确定的方向看到的形状来想象物体摆放方式的步骤:

(1)研究看到的图形的形状。

(2)摆出物体。

四、计算立体图形中小正方体的个数

数一数下面的立体图形中小正方体的个数。

按照一定的顺序数,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地数:第一层有 1 个,第二层有 3 个,第三层有 6 个,
一共有 1+3+6=10(个)。

在观察物体时,可以借助实物和正方体模型从不同的方向观察,这样做可以真实地体会到
从不同的方向观察实物看到的图形是不同的。在观察的基础上,再发挥想象力,这样可以有效
地培养空间想象能力。
五、拓展:由平面图形判断立体图形的形状

一个由小正方体搭成的立体图形,从侧面看到的形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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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看到的形状是 ,这个立体图形最少由几个小正方体搭成?

思考:由从侧面看到的形状是 ,可以知道这个立体图形前后有两排,上下有两层,如

图 ;由从上面看到的形状是 可知,第一行有 3 个小正方体,第二行有一个小正方

体且在最左边的位置,如图 ;结合两个条件考虑,两部分合在一起最少由 6 个小正方

体搭成。

易错题:

下面的立体图形是由(4)个小正方体组成的。

错因分析:本题错在没有准确地把握物体的摆放方式。在最下层还有一个被上面的一个

小正方体压住了,看不见,没有数上。

答案:5

温馨提示:
辨认从前面、上面、侧面观察到的一组立体图形的位置和关系。能够根据从确定方向看

到的物体的形状想象出立体图形。

七 奇异的克隆牛——小数加减法
一、小数加法

1. 小数加法的意义。
小数加法的意义和整数加法的意义相同,都是把两个数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
2. 小数加法的计算方法。
(1)小数点对齐,也就是相同数位对齐。
(2)从末位加起,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要向前一位进一。
(3)在得数里对齐横线上的小数点,点上小数点。
(．4．)．得数中小数末尾有．．．．．．．．“．0．”．的．,．一般要把．．．．“．0．”．去掉。．．．
3. 计算小数加法时,可用加法交换律来进行验算。
二、小数减法
1. 小数减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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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减法的意义与整数减法的意义相同,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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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数减法的计算方法。
位数相同的小数减法:相同数位对齐,(即小数点对齐),从末位减起,在得数里对齐横线上

的小数点,点上小数点。
3. 验算时可以运用减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验算。
被减数-差=减数 减数+差=被减数
4. 知识拓展:计算位数相同的小数减法时,要注意把小数点对齐,如果得数里小数末尾出

现“0”,一般把“0”去掉。
5. 位数不同的小数减法:计算小数减法时,小数点要对齐,从末位减起,当被减数的小数位

数比减数的小数位数少时,被减数的小数部分的末尾可以用“0”补足,然后再减,哪一位上的
数不够减时,要从前一位上退一,在本位加 10 再减。对齐横线上的小数点,在得数上点上小数
点,得数里小数的末尾有“0”时,一般要去掉“0”。

解决“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几,已知另一个数,求这个数”的题目,用加法计算。解决“求
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少几”的题目,用减法计算。

三、小数加减混合运算和简便算法
1. 小数加减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1)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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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括号的

算式里,如果只有加减法,那么就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进行计算;如果算式里有括号,要先
算括号里面的,再算括号外面的。

(2)整数加减混合运算的顺序对小数同样适用。．．．．．．．．．．．．．．．．．．．
减法的运算性质同样适用于小数减法。．．．．．．．．．．．．．．．．．
2. 运用整数运算律进行小数的简便计算。
整数的运算律同样适用于小数。在小数的四则混合运算中,恰当地运用整数的运算律会

使计算更加简便。
3. 运用整数的运算律解决实际问题。
在解决有关小数连加的实际问题时,可根据题中数据的特点,运用加法交换律和加法结合

律进行简算。

温馨提示:
用竖式计算小数加法时,一定要把相同数位对齐,从末位加起。
易错题:

判断: (√)

错因分析:此题错在十分位上的数相加时,忘记加上从百分位进上来的“1”,结果应该等
于 0.8。

答案:✕

温馨提示:
位数不同的小数相减时,根据小数的性质,可以添“0”再减,计算时也可以不写出“0”,

把一个计数单位也没有的那一位竖式计算,看作“0”来减。
巧记口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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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加减法,计算并不难,数位对齐是关键,小数点儿不要漏;
被减数位不够时,末尾添 0 来帮忙;小数末尾若有 0,去掉 0 后更方便。

巧记口诀:
小数加减混合算,
运算顺序是关键;
从左到右依次算,
计算结果要准确;
遇到括号要先算,
运算规律要改变;
一些数据要牢记,
技能技巧掌握好。

八 今天我当家——小数乘法
一、小数乘整数

1.小数乘整数的意义。
小数乘整数的意义与整数乘法的意义相同,都是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的简便运算。如

2.5×6,表示 6 个 2.5 的和是多少。
2.小数乘整数的计算方法。
(1)按照小数乘整数的意义计算: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是多少。如 3.1×3,就是把 3 个 3.1

相加,即 3.1+3.1+3.1=9.3。
(2)把小数乘法转化成整数乘法计算。
如 3.1×3 中的 3.1 可以看成是 3.1 元,即 31 角,然后按照整数的乘法用竖式计算。

因为是在单位换算情况下完成的计算,所以要把积“93 角”换成以“元”为单位的数,
是 9.3 元,即 9.3 为最终结果。

(3)利用积的变化规律直接用竖式计算。
将小数转化为整数,按整数乘法算出积,根据因数扩大到原来的倍数,将算得的积缩小到

相应的原来的几分之一,点上小数点。

如

即小数乘整数先按整数乘法计算,再看小数中有几位小数,就从积的右边起数出几位,点
上小数点。如计算 1.25×4,先算 125×4=500,由于因数 1.25 中有两位小数,就从积的右边起
数出两位,点上小数点,即 1.25×4=5.0 0 =5。

若积的小数位数不够时,要在积的前面用 0 补足。如计算 0.0125×4,先算 125×4=500,
由于因数 0.0125 中有四位小数,此时积的小数位数不足四位,要用 0 补足,即 0.0125×4=0.05。

3.整数乘小数的意义与计算方法。
(1)第二个因数是小数的乘法意义与整数乘法的意义不同。当第二个因数是纯小数时,可

以理解为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如 6×0.9,0.9 表示 9 个十分之一,即 910,故可理解为求
6 的 910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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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整数乘小数时,先按照整数乘法的计算法则算出积,再看因数中共有几位小数,积

就有几位小数。如 4×0.25=1.0 0 =1。

二、小数乘小数
1.小数乘小数的计算,同小数乘整数、整数乘小数一样,先按整数乘法计算出结果,再看这

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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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
小数乘整数可以按照小数乘整数的意义转化成加法来计算。此方法不适用于相对复杂的

计算,如 43.8×11。

易错警示:
积的末尾有“0”时,要先点小数点,再根据小数的性质去掉小数末尾的．．．．．“．0．”．。整数末尾

的“0”不能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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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的小数位数与因数的小数位数的关系:两个因数中一共有几位小数,积就有几位小数。

3.当积的小数位数不够时,要在积的前面用“0”补足,再点小数点。

4.比较小数乘积的大小。
a×b=c(a≠0),当 b<1 时,c<a;当 b>1 时,c>a;当 b=1 时,c=a。即当一个非 0 自然数乘比

1 小的数,积比这个数小;当一个非 0 自然数乘比 1 大的数,积比这个数大。
三、积的近似值
1.用“四舍五入法”求积的近似值。
(1)保留整数,即精确到个位,就要看十分位。若十分位满 5,就要向个位进 1,否则舍去。如

1.7×0.9=1.53≈2(保留整数)。
(2)保留一位小数,即精确到十分位,就要看百分位。若百分位满 5,就要向十分位进 1,否则

舍去。如 5.02×1.7=8.534≈8.5(保留一位小数)。
(3)保留两位小数,即精确到百分位,就要看千分位。若千分位满 5,就要向百分位进 1,否则

舍去。如 0.11×0.53=0.0583≈0.06(保留两位小数)。
2.小数乘法取近似值的方法。
(1)先按照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再根据需要,对乘积用“四舍五入法”保留一定

的位数。
(2)有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保留近似值,如人民币最小的单位是“分”,在计算需要多

少元钱的问题时,通常只算到“分”,即得数保留两位小数即可。
四、小数四则混合运算
1.小数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与整数相同。
在只有同级的运算中,要从左往右依次计算;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有第一级运算和第二

级运算,要先算第二级运算,再算第一级运算;在有括号的算式里,先算括号里面的,再算括号外
面的。

2.整数乘法的运算律对于小数同样适用。
0.25×4.78×4

=0.25×4×4.78→(乘法交换律)
=1×4.78
=4.78

0.65×201
=0.65×(200+1)
=0.65×200+0.65×1→(乘法分配律)
=130+0.65
=130.65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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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乘小数,积的变化规律仍然适用:一个因数扩大到原来的 m(m≠0)倍,另一个因数扩

大到原来的 n(n≠0)倍,则积扩大到原来的 m×n 倍;一个因数缩小到原来的1 (m≠0),另一个因

数缩小到原来的1(n≠0),则积缩小到原来的 1× 。

易错警示:
求积的近似值时常出现以下几种错误:一是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取积的近似值;二是取了近

似值,但还是用的“=”,而不是用“≈”;三是取近似值时,近似值末尾有“0”,此时小数末尾
的“0”不能去掉。

易错警示:
在小数四则混合运算中,暂时没有计算到的部分,必须按原式抄写下来,不可遗漏,也不能

颠倒,否则会造成计算错误。
在小数四则混合运算中,有时可以运用运算律进行简便计算,做题时要根据具体情况,灵

活选择合理的算法。
牢记 25×4=100,125×8=1000,并依据积的变化规律(如 0.25×4=1)做到在简便运算中

熟练应用。

九 我锻炼 我健康——平均数
一、用平均数来比较两组数据的整体水平

1. 平均数的意义。
平均数是统计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里所说的平均数是算术平均数,也就是一组数据的总

和除以这组数据的总份数,所得的商叫作这组数据的平均数。
平均数是一个“虚拟”的数,是借助平均分的意义通过计算得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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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 求平均数的方法。
(1)移多补少法。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几个杯子,里面的水有多有少。要想使杯子里

的水一样多,就得把水多的杯子里的水倒一些到水少的杯子里。反复几次,直到几个杯子里的
水一样多。这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移多补少”——也就是求平均数的问题。

(2)运用公式法求平均数。
既然和不变,最后几个数又要变得相同,很自然地就得出了平均数的求法:平均数=所有数

据总和÷数据总份数。
这个式子深刻说明:首先“和”即总数不变,所以要把每个数相加;最后要取得平均,所以要

除以总的份数让它们变相等。
3. 利用平均数解决实际问题。
总数量÷总份数=平均数 平均数×总份数=总数量
总数量÷平均数=总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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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式分段统计表
数据跨度大时,可以将数据进行分段整理。

1.分段整理数据。
(1)对数据进行合理分段。
(2)整理数据。
2. 制作单式分段统计表。
(1)确定统计表的名称。
(2)确定统计表的行数和列数。
3. 分析统计表。
将数据分段整理后,能更清楚地反映统计的整体情况。

温馨提示:
平均数作为反映一组数据整体水平的统计量,是统计学中运用最普遍的概念。在求平均

数的问题时,一定要找好对应关系。
温馨提示:
用平均数比较两组或几组同类数据的总体情况的方法:先计算出每组数据的平均数;再对

比各组数据的平均数,进行正确地判断。
小贴士:
移多补少法在数据移动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出错,相对来说较为麻烦。对于数据较多,数据

间相差较大的情况不适用。最好是用公式法求平均数。
易错题:
下面是某班甲、乙两组的英语测试成绩,判断一下哪个组的成绩好一些?
甲组

姓名 小磊 小熙 小丽 小华
分数(分) 93 98 85 96

乙组
姓名 小菲 小倩 小梅

分数(分) 97 93 95
甲组:93+98+85+96=372(分);乙组:97+93+95=285(分)

372>285
答:甲组的成绩好一些。

单式分段统计表的作用．．．．．．．．．．:．能更清楚地反映出一组数据的整体情况。
三、复式分段统计表

1. 要想更清楚地看出两组数据的总体情况,可以合并成一个统计表。
2. 制作复式分段统计表。
(1)确定复式分段统计表的名称。
把两个单式分段统计表合并成一个复式分段统计表时,要把两个单式分段统计表的名称

进行合并。可以简单地概括成两组数据整理统计表。
(2)确定统计表的行数和列数。
(3)制作表头。表头的左上角一格用斜线分成三部分,如

123

:1 说明横栏类别,3 说明竖栏类别,2 说明右下方的空格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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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数据。
(4)填写数据,完成统计表。
3. 分析统计表。
4. 最后观察对比,得出结论。

复式分段统计表的作用．．．．．．．．．．:．便于对几组数据进行全面的比较,并由此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
四、运用统计表解决问题

1. 根据统计表中的信息,通过分析统计表中的表头、数据等,从统计表中得到所要解决问
题的答案。

2. 读懂复式分段统计表,要善于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观察、比较,还要注意从统计表中获
取相关的信息,从而预测事物发展的相关趋势。

错因分析:此题错在要想比较两组数据的整体水平,如果两个小组的人数相同,可以用总
数量进行比较。本题中两个组的人数不同,不能用总数量来衡量两个组成绩的好坏。只能用
平均数比较两组数据的总体水平。

答案:
甲组:(93+98+85+96)÷4=

93(分);乙组:(97+93+95)÷3=95(分) 93<95
答:乙组的成绩好一些。

温馨提示:
制作分段统计表时,各数据段间的界限要清晰,才能对数据作出全面正确的分析。

易错题:
下面制成的统计表对吗?

成绩(厘米)人数队别
合

计

119 及

119

以下

120~

139

140~

159

160 及

160

以上

第一小队 20 1 5 10 4

第二小队 20 2 9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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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因分析:本题错在制成的复式分段统计表不完整,缺少统计表名称。应该先确定统计表
的名称。

答案:✕
温馨提示:
三组及三组以上的统计项目也可以制成复式分段统计表,制作方法和制作两个项目的复

式分段统计表是相同的。

十 游三峡——小数除法
一、小数除以整数

1.小数除法的意义。
小数除法的意义与整数除法的意义相同,都是已知两个

因数的积与其中的一个因数,求另一个因数的运算。
如 9.84÷3 的意义就是表示已知两个因数的积

9.84 与其中的一个因数 3,求另一个因数是多少的运算。

2.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
(1)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按照整数除法的法则计算。
(2)商的小数点要和被除数的小数点对齐。
(3)被除数的整数部分不够商 1 时,要先在商的个位上写

0,点上小数点后再除。
(4)如果除到被除数的末尾仍有余数,就在余数的后面添

“0”继续除。
如 22.4÷4=5.6,1.8÷12=0.15。

3. 整数除法中不能除尽的计算方法。

整数除法中,除到个位不能除尽时,应在商的个位数字后

点上小数点,余数添“0”继续除。如 15÷4=3.75。

4. 商大于 1 还是小于 1 的判断方法。
被除数大于除数,商大于 1;被除数小于除数,商小于 1;被

除数等于除数,商等于 1。
二、除数是小数的除法
1.除数是小数的除法。
利用商不变的性质将除数转化成整数,同时被除数扩大

相同的倍数,然后按照除数是整数的方法去除。如

2.除数是小数的竖式计
算方法。

(1)计算思路:利用商不
变的性质,使除数变成整数。

(2)计算方法:
①移动除数的小数点,

使它变成整数;
②除数的小数点向右

移动几位,被除数的小数点
也向右移动几位(位数不够
的,在被除数的末尾用“0”
补足);

易错点:用竖式计算小
数加减法时,必须对齐小数
点;但是在计算乘法时,要末
尾对齐;计算除法时,商的小
数点要和被除数的小数点
对齐。

巧记小数除法的计算
方法:

小数除法不难算,
数点对齐是关键。
整数部分不够除,
商 0 再点小数点。
末位如果有余数,
添 0 再把商来算。
要想验证商对错,
除数乘商来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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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不变的性质:被除数和除数同时乘或除以相同的数(0
除外),商不变。

③按照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进行计算。

如计算 7.004÷0.68。

除数是两位小数,要扩大到原来的 100
倍,除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位,被除数的小数点也向右移动
两位。

然后按照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进行计算。

3.商与被除数的大小比较。(被除数≠0)
当除数大于 1 时,商小于被除数。当除数小于 1 时,商大

于被除数。当除数等于 1 时,商等于被除数。
三、商的近似值

1.商的近似值。
实际中有时不需要用精确的数描述一个量,如求钱数只

需要计算到“分”或“元”,这时就要根据需要用“四舍五
入法”保留一定的位数,求出商的近似值。

2.求商的近似值的方法。
求商的近似值,一般先除到比需要保留的小数位数多一

位,再按照“四舍五入法”取商的近似值。
例:一个玩具厂试制了 35 架玩具飞机,共花费 1560 元。

平均每架玩具飞机花费多少元?

由题列
式:1560÷35=44.571…
(元)

计算时发现,如果除下
去,永远除不完。而现实生活
中最小的人民币单位是
“分”,因此商保留两位小数
就够了。计算时只需除到商
的小数点后第三位即可。

保留两位小
数:1560÷35≈44.57(元)

保留一位小
数:1560÷35≈44.6(元)

保留整数:1560÷35≈
45(元)

3.求商的近似值与求积
的近似值的相同点与不同
点。

相同点:都要用到“四舍
五入法”,并且都要看保留那
一位的下一位。

不同点:求积的近似值,
要先算出积的精确值,再求
近似值;求商的近似值,不需
求出商的精确值,只要求出
要保留的下一位就可以了。

四、有限小数、无限小
数与循环小数

有限小数:小数部分的
位数是有限的小数,如
2.125。

无限小数:小数部分的
位数是无限的小数,如
3.1818…

循环小数:像
58.3333…,2.86363…,2.17
56756…,小数部分从某一
位起,一个数字或者几个数
字依次不断地重复出现,这
样的小数叫作循环小数。

循环节:一个循环小数
的小数部分,依次不断重复
出现的数字,如 5.6060…的
循环节是“60”,2.466…的
循环节是“6”。

写循环小数时,可以只
写一个循环节。如果循环节
只有一位时,在它的上方点
一个圆点;如果循环节超过
一位时,就在这个循环节的
首位和末位数字上方分别
点一个圆点。

如 2.466…=2.46· ;5.6060…

=5.6· 0· ;2.1756756…

=2.17· 56· 。
关注微信公众号“捷思课堂”获取更多学习资料！ 第24页



求循环小数的近似值的方法:先把循环小数多补充几位,
再运用“四舍五入法”按要求求出近似值。

计算口诀:一看(除数是几位小数),二移(用商不变的性质
移动小数点),三算(按除数是整数的方法计算)。

求商的近似值时,如果小数末尾有“0”,则末尾的“0”
不能去掉。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有时还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进一
法”和“去尾法”求商的近似值。

循环小数:①必须是无限小数;②小数部分必须依次不断
地重复出现一个数字或几个数字。

循环小数一定是无限小数,无限小数不一定是循环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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