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写说明

为了切实提高小学数学的教学质量，及时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和牢固掌握
小学数学知识，提高解题能力，我们编写了本书。这本书是以解题为重点、
突出教材知识体系，方便学生阅读的工具类书。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在题目编排方面，依据小学六年制数学教材，分册按单元的知识体系
编排，方便阅读，学生可以随时根据教学过程配合阅读，及时解除疑难，巩
固所学知识。

2.在题目选取方面，按照每个单元的知识重点和难点，精选一部分与教
材密切相关的题目，根据单元的教学要求，讲清概念，理解解题思路和解题
方法。同时，注意从基本知识的不同角度精选一部分新颖、实用、灵活的题
目（*号题是属于思考性质的题目），有利于学生开拓思路，扩展视野，得到
启发。

3.在题目解答方面，根据教学的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突出重点，深
入浅出地向学生详细讲解各类题目的解题依据、解题思路、解题方法和解题
技巧，以及解题中应注意的其他问题，引导学生把在教材中学到的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应用到解题中来，启发学生学好知识，运用知识，举一反三，解
决问题。

本书也可供教师教学和家长辅导孩子学习时参考。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有关的图书资料，在此向有关作者表示诚挚的

谢意。同时，诚恳希望读者对本书中的不妥之处，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小学数学第五册

一  乘数是一位数的乘法

1.口算乘法

【1】口算：60×7。
想  60 是 6 个十，用 7去乘“6个十”，是 42 个十，即是 420。
解 60×7=420。
【2】口算：500×9。
想  500 是 5 个百，用 9去乘“5个百”，得 45 个百，即是 4500。
解  500×9=4500。
【3】  口算：4000×8。
想  4000 是 4 个千，用 8去乘“4个千”，得 32 个千，即是 32000。
解  4000×8=32000。
【4】口算：14×2。
想  把 14×2 看成 2 个 10 和 2 个 4。先算 10×2=20，再算 4×2=8，最

后用 20+8=28。即

解 14×2=28。
【5】口算：210×3。
想  把210×3看成3个200和3个10。先算200×3=600，再算10×3=30，

最后用 600+30=630。即

解 210×3=630。
【6】判断题。你认为对的在括号里打“√”，错的打“×”。
(1)6 乘以 7和 6乘 7表示的意义相同。 (    )
(2)4 乘 50 表示 4个 50 连加。 (    )
(3)8 乘以 3列成算式是 8×3。 (    )
(4)2 乘 9 的积与 2乘以 9的积不相等。 (    )
想(1)6 乘以 7列成算式是 6×7，表示 7 个 6连加，而 6乘 7 列成算式

是 7×6，表示 6个 7连加，它们所表示的意义显然是不同的；(2)4 乘 50 列
成算式是 50×4，表示 4个 50 连加，这是对的；(3)8 乘 3 列成算式应该是 3
×8，而不是 8×3；(4)2 乘 9 的积是 18(9×2=18)，2 乘以 9的积也是 18(2
×9=18)，这说明2乘 9与 2乘以 9所表示的意义虽然不同，但它们的积是相
等的。

解 (1)×；(2)√；(3)×；(4)×。
【7】写几个整十数乘以一位数，积都是 180 的算式。
想  可以先写出一位数乘以一位数，积都是 18 的算式，从表内乘法中

不难看出，这样的算式有下面 4个：



2×9=18；9×2=18；3×6=18；6×3=18。再在上面各算式中的被乘数和
积的后面各添一个 0，便可得到符合题目要求的算式。

解  20×9=180；90×2=180；
30×6=180；60×3=180。
【8】有 5束花，每束 16 朵。如果从每束里拿出 6朵，剩下的一共有多

少朵花？
想  要求剩下的一共有多少朵花，先要求出每束剩下多少朵，可以由“每

束 16 朵”和“从每束里拿出 6朵”这两个已知条件求出。
解(1)每束剩下多少朵？16-6=10(朵)
(2)剩下的一共有多少朵？ 10×5=50(朵)
答：剩下的一共有 50 朵花。
【9】从小明家到学校有 2条路可走，从学校到青少年宫有 3条路可走。

从小明家经过学校到青少年宫，有几种不同的走法？

想  如图 1—1，根据条件，从小明家到学校有 2条路可走，从学校到青
少年宫有 3条路可走，这样得出的走法有 2个 3种，即 3×2=6(种)。

解 3×2=6(种)
答：有 6种不同的走法。

2.笔算乘法

【1】计算：23×2。
想  先用 2去乘被乘数的个位数 3，得 6，在积的个位上写 6；再用2去

乘被乘数的十位数 2，得 4(4 个十)，在积的十位上写 4。
解 23×2=46

【2】计算：213×3。
想  写好竖式后，先算个位 3×3=9，在个位上写 9；再算十位 1×3=3(3

个十)，在十位上写 3；最后算百位 2×3=6(6 个百)，在百位上写 6。
解 213×3=639

【3】计算：4123×2。
想  先用 2乘个位上的 3 得 6，在个位写 6；再用 2 乘十位上的 2得 4，

在十位上写 4；然后用 2乘百位上的 1得 2，在百位上写 2；最后用2乘千位
上的 4得 8，在千位上写 8。

解 4123×2=8246



【4】下面的计算对吗？把不对的改正过来。

想  检查乘法算得对不对，可以再乘一遍。对照上面三个算式再乘一
遍，不难发现，第(1)小题计算是正确的，第(2)小题和第(3)小题都计算错了。
第(2)小题的错误是，没有把被乘数百位上的 4 和乘数 2 相乘，就直接把 4
移下来了。第(3)小题的错误是，把被乘数千位上的 4与乘数 2相加而不是相
乘。

解  只有第(1)题计算是对的，第(2)、(3)两题的正确算法如下。

*【5】工人叔叔测量公路时，先在起点立一根标杆，以后每隔 50 米立一
根。已经立了 8根，算一算：第一根和第八根相距多少米？

想  要求第一根与第八根相距多少米，就要知道第一根与第八根相距几
个 50 米。可以这样想，立了第一根标杆，隔 50 米立第二根时，第一根与第
二根相距 1 个 50 米；再隔 50 米立第三根时，第一根与第三根相距 2 个 50
米；再隔50 米立第四根时，第一根与第四根相距 3个 50 米；⋯⋯由此可知，
第一根与第八根相距 7个 50 米。

解 50×(8-1)=50×7=350(米)
答：第一根和第八根相距 350 米。
【6】计算 36×2。
想  先用 2乘被乘数个位上的 6得 12，在积的个位上写2，向十位进一；

再用 2乘被乘数十位上的 3，得 6，加上进上来的1得 7，在积的十位上写 7。
解 36×2=72

【7】计算：173×3。
想  个位 3×3=9，在积的个位上写 9，十位 7×3=21，在十位上写 1，

向百位进 2，百位 1×3=3，再加上进位的 2得 5，在百位上写 5，等于 519。
解 173×3=519

【8】计算：1921×4。
想  从个位起，用乘数 4 依次乘被乘数 1921 的每一位数；哪一位上乘

得的积满几十，就向前一位进几。
解  1921×4=7684

【9】计算：382×7。
想  按照乘数是一位数的乘法法则，先用 7 乘被乘数个位上的 2 得 14，



在积的个位写 4，向十位进 1；再用 7乘被乘数十位上的 8得 56，加上进位 1，
在十位上写 7，向百位进 5；然后用 7乘被乘数百位上的 3得 21，加上进位 5，
在百位上写 6，在千位上写 2，等于 2674。

解 382×7=2674

【10】下面各题计算对吗？如有错误请改正。

(1)
想  计算进位的一位数乘法，用乘数乘被乘数的十位数时，要看看个位

上乘得的积有没有进位，如有进位，不要忘记加上进上来的数；同样地，用
乘数乘被乘数的百位数，千位数时，也要注意进位问题。

以上三道题计算都不对，第(1)小题忘记加上进上来的数；第(2)小题只
注意了第一次进位，忘记加上第二次进位的数；第(3)小题直接用进上来的 3
乘被乘数 2得 6。

解  三道小题计算都不对，正确的结果如下。

【11】选择正确答案前的字母填在括号里。
下面这道计算题(    )。

A.计算正确  B.数位没对齐
C.百位上算错  D.千位上算错
想  仔细检查积的各位，可以发现积的百位上算错了，忘记加上进上来

的 2，所以应选 C。
解  括号里填 C。
【12】判断题。你认为对的在括号里打“√”，错的在括号里打“×”。
(1)125 乘以 0等于 0。 (    )
(2)0 乘以 4小于 9乘以 0。 (    )
(3)一个数乘以 1一定比这个数乘以 0大。 (    )
想  因为“0 和任何数相乘都得 0”，所以，第(1)小题的说法是对的；

第(2)小题的说法不正确，0乘以 4应该等于 9乘以 0，它们的积都为 0；第
(3)小题则要考虑这里的“一个数”可以是“0”的特殊情况，当“一个数”
为 0时，0乘以 1等于 0，与 0乘以 0相等。

解(1)√；(2)×；(3)×。
【13】计算：(1)204×3；(2)1004×8。
想(1)个位 4×3=12，在个位上写 2，向十位进 1；十位 0×3=0，加进位

1得 1，在十位写 1；百位 2×3=6，在百位写 6，得 612。
(2)个位 4×8=32，在个位写 2，向十位进 3；十位 0×8=0，加进位 3得



3，在十位写 3；百位 0×8=0，在百位写 0；千位 1×8得 8，在千位写 8，得
数是 8032。

解(1)204×3=612(2)1004×8=8032

【14】小华、小花、小聪、小明四个同学做同一道计算题，其竖式如下。
请你判断一下，谁计算得既正确又简便？

小华： 小花：

小聪： 小明：

想  被乘数末尾有 0 的乘法的简便算法是：先用乘数去乘 0 前面的数，
再看被乘数末尾有几个 0，就在积的末尾添写几个 0。小华计算得虽然正确但
不简便；小花忘记在末尾添写两个 0；小明虽然在积的末尾添了一个 0，但还
少添了一个；只有小聪计算得既正确又简便。

解  小聪计算得既正确又简便。
【15】在下面各题的□里填上合适的数字。

想  先看第(1)小题。第一步可想到，4乘几所得的积，个位是 0？从而
确定被乘数个位是 5，5×4=20，向十位进 2；第二步可想到，4 乘几所得的
积，加上进上的 2，个位是 2？从而确定被乘数的十位还是 5，5×4+2=22，
向百位进 2；最后由 7×4+2=30，可知积的千位上是 3，百位上是 0。

再看第(2)小题。先想 3 乘以几的积，个位是 8？从而确定乘数是 6，3
×6=18，向十位进 1；再想 6乘几的积，加上进上的 1，个位是 1？从而确定
被乘数十位上是 5，5×6+1=31，向百位进 3；然后由 5×6+3=33，可知积的
百位上是 3，并向千位进 3；最后可以确定被乘数的千位数只能是 1，从而积
的千位上是 9。

解(1)

【16】下题中的□和△各代表一个数字，请你算一算各是几？

想  由被乘数的个位上的△乘以 6，积的个位仍是△可知，△可能是 2(2
×6=12)、4(4×6=24)、6(6×6=36)、8(8×6=48)。经试算，△为 2、4、6



都不行，因此△只能是 8。进一步便可推出□代表 1。
解  □代表 1，△代表 8，其算式如下：

*【17】把 0～9这十个数字填入□内，使三个等式都成立(每个数字不得
重复使用)。

□+□=□
□-□=□
□×□=□

想  因为数字 0不可以填在加、减法算式里(为什么？)，它只能做乘法
算式中积的个位数字，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乘法算式为突破口。

满足积的个位数字是 0 的乘法算式有 2×5=10、4×5=20、6×5=30 和 8
×5=40。下面我们逐一进行试验。

如果乘法算式填 2×5=10，那么剩下的 3、4、6、7、8、9这六个数，无
论怎么填，也不能使前面两个等式成立，所以填 2×5=10 不行。同理，乘法
算式填 6×5=30，8×5=40 也不行。

如果乘法算式填 4×5=20，那么剩下的 1、3、6、7、8、9六个数便有 1+7=8
和 9-3=6 或 3+6=9 和 8-7=1，恰好能使前两个等式成立。

解  本题有两种解法。
(1)1+7=8，9-3=6，4×5=20；
(2)3+6=9，8-7=1，4×5=20。



二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

1.口算除法

【1】口算：80÷4。
想  把被除数 80 看成 8个十，8个十平均分成 4份，每份是 2个十，即

是 20。
解 80÷4=20。
【2】口算：96÷3。
想  把被除数 96 看成 9个十和 6个一，先算十位 90 除以 3，得 30，再

算个位 6除以 3，得 2，合起来得商是 32。
解 96÷3=32。
【3】口算：480÷2。
想  把被除数 480 看成 4 个百和 8 个十，先算 400÷2=200，再算 80÷

2=40，合起来得 200+40=240，即商是 240。
解 480÷2=240。
【4】口算：270÷9。
想  2 个百除以 9不够商 1个百，就把 270 看作 27 个十，把 27 个十平

均分成 9份，每份是 3个十，也就是 30。
解 270÷9=30。
【5】判断题。你认为对的在括号里打“√”，错的打“×”。
算式 84÷4 可以读作：
(1)84 除 4。(    )(2)84 除以 4。(    )
(3)4 除以 84。(    )(4)4 除 84。(    )
想  除法跟乘法一样也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先读被除数，后读除数，除

号读作“除以”；另一种是先读除数，后读被除数，除号读作“除”。例如，
100÷5 可以读作“100 除以 5”，也可以读作 5除 100”。由此可知为(2)、
(4)正确，(1)、(3)错误。

解(1)×；(2)√；(3)×；(4)√。
【6】在下面各题的□里填上适当的数。
(1)(75-25)×□=350；(2)□+86÷2=100。
想  第(1)小题可以这样想，按顺序先口算括号里 75 减 25 得 50，再想

几个 50 是 350？因为 7个 50 是 350，所以方框中应填 7。
第(2)小题可以这样想，按顺序先口算 86 除以 2 得 43，再想 43 与几相

加等于 100？因为 57 加 43 是 100，所以方框中应填 57。
解(1)(75-25)× =350；(2) +86÷2=100。

2.笔算除法

【1】计算：84÷4。
想  可以这样思考，先用 4 去除被除数十位上的 8，商 2，是 2 个十，

写在商的十位上；再用 4去除个位上的 4，商 1，是 1个一，写在商的个位上。
得商是 21。

解  84÷4=21



【2】计算：57÷3。
想  可以这样想，用 3去除十位上的 5，在商的十位上商 1还余 2个十；

再把余下的 2个十和 7个一合起来是 27 个一，3除 27 得 9 个一，9写在商的
个位上。

【3】计算：136÷4。
想  先看被除数的前一位，1 个百除以 4，商不够 1 个百。再看被除数

的前两位，13 个十除以 4，在商的十位商 3，还余 1 个十。然后把余下的 1
个十与 6个一合起来是 16 个一，4除 16 商 4，在商的个位上写 4。

解 136÷4=34

【4】计算：365÷7。
想  用 7 去除被除数的前两位，36 个十，在商的十位商 5，还余1个十。

把余下的 1个十与 5个 1合起来是 15 个一，7除 15 商 2，在个位上写 2，还
余 1。

解 365÷7=52⋯⋯1

【5】下面几题的计算对吗？把不对的改正过来。
想  由竖式除法的方法与格式可知，第(1)小题的书写格式不正确。第

(2)、(3)小题都没有计算完。第(2)小题被除数个位上的 3落下来以后，还要
继续除以 3，在商的个位上写 1；第(3)小题则要把被除数个位上的 0先落下
来，再用 10 除以 5得 2，在商的个位上写 2。

解  这三道小题的计算都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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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选择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里。
计算 175÷4，下列竖式正确的是(    )。
( ) ( ) ( )1 2 3

2 46
4

23

6
6

0

3 93
9

31

3
3

0

5 60
5

12

10
10

0
想  由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法则可知，第(1)、(2)、(3)式都不正确。

第(1)式错在 4除 15 只能商 3，而商了 4；第(2)式错在没有注意被除数十位
上有余数，没有把余数写下来与个位上的数合在一起继续除；第(3)式错在最
后除得的余数比除数大。只有第(4)式是正确的。

解  括号里填(4)。
【7】不用计算，你知道下面几题的商各是几位数吗？

( ) ( ) ( )1 3 639 2 4 4568 3 9 7389

想  先看被除数的最高位是否够商 1。第(1)、(2)小题是被除数的最高
位够商 1的，求出的商的最高位应该和被除数的最高位对齐，从而可知第(1)
小题的商是三位数，第(2)小题的商是四位数。而第(3)小题是被除数的最高
位不够商 1的，再看被除数的前两位试商，商的最高位应该和被除数的第二
位对齐，由此可知第(3)小题的商是三位数。

解  第(1)小题的商是三位数；第(2)小题的商是四位数；第(3)小题的
商是三位数。

【8】在每个□里可填上哪些数，能使下面这几道题的商都是三位数？

( ) ( ) ( )1 6 24 2 5 825 3 3182□ □ □

想  一位数除三位数，要使商是三位数，被除数最高位上的数不能小于
除数；一位数除四位数，要使商为三位数，被除数最高位上的数必须小于除
数。

解  第(1)小题的□中可填 6、7、8、9；第(2)小题的□中可填 1、2、3、
4；第(3)小题的□中可填 4、5、6、7、8、9。

【9】在

5 375□

中，当被除数千位上的数字在(    )至(    )之间，商是三位数；在(    )
至(    )之间，商是四位数。

想  当被除数的最高位上的数比除数小时，商的位数就比被除数的位数
少一位；当被除数的最高位上的数比除数大或与除数相等时，商的位数与被
除数的位数同样多。

解  当被除数千位上的数在 1 至 4 之间，商是三位数；在 5 至 9 之间，
商是四位数。



【10】填空。
(1)如果一个有余数的除法的验算式子是 8×9+8=80，那么这个有余数除

法的除数是(    )。
(2)△÷□=26⋯⋯5，□最小可以是(    )，这时△是(    )。
想  在有余数的除法算式里，余数必须比除数小。
第(1)题根据“商×除数+余数=被除数”可知，余数是 8，所以除数应该

是 9。
第(2)小题的余数是 5，除数□最小是 6，这时被除数△是 26×6+5=161。
解(1)9。(2)6；161。
【11】在下面的括号里填上适当的数。
(1)328÷9=(    )⋯⋯(    )
(2)(    )÷9=27⋯⋯8(3)55÷(    )=7⋯⋯6
想  第(1)小题可直接用 328 除以 9求出商和余数各是几；第(2)小题由

“被除数=商×除数+余数”可求出被除数是几；第(3)小题由“(被除数-余数)
÷商=除数”可求出除数是几。

解(1)328÷9=36⋯⋯4
(2)251÷9=27⋯⋯8(3)55÷7=7⋯⋯6
【12】在□里填上适当的数。
( ) ( )1 2

3 8
6

2
1
1 8

0

7

3

3

3

□□
□□□

□
□

□□

□□□
□□

□

□
□□

想  第(1)小题可按除法计算的顺序想，先填上百位上的商是 2，再根据
题中给出的十位上的余数，求出被除数十位上的数是 2，剩下的就可以继续
填完全了。

第(2)小题被除数的前两位上的数字，可由“3×7+3=24”求得；再由商
的个位数与除数 7相乘所得的积是“3□”可知，商的个位上是 5；又由个位
上的余数是 3，可求出被除数个位上的数是 8。

解

【13】爸爸今年 36 岁，爸爸的年龄是小明的 4倍，小明今年多少岁？
想  可根据题意画线段图。先用一条线段表示爸爸的年龄 36 岁，再根



据“爸爸的年龄是小明的 4倍”，把表示爸爸年龄的线段平均分成 4份，再
画一条与这条线段中的一份同样长的线段，表示小明的岁数(如图 1—2)。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要求小明今年多少岁，就要把 36 平均分成 4份，求
出 1份是多少，应该用除法计算。

解 36÷4=9(岁)
答：小明今年 9岁。
【14】一支圆珠笔的价钱是一支铅笔价钱的 5倍，买 30 支铅笔的钱能买

几支圆珠笔？
想  由“一支圆珠笔的价钱是一支铅笔价钱的 5倍”可知，买 5支铅笔

的钱能买一支圆珠笔。因此，要求买 30 支铅笔的钱能买几支圆珠笔，就要看
30 里面有几个 5，应该用除法计算。

解 30÷5=6(支)
答：能买 6支圆珠笔。
【15】(1)食堂买来 8袋面粉，24 袋大米。大米的袋数是面粉的多少倍？
(2)食堂买来 8袋面粉，买大米的袋数是面粉的 3倍，买来大米多少袋？
(3)食堂买来 24 袋大米，是买面粉袋数的 3倍。买来面粉多少袋？
想  第(1)小题要求大米的袋数是面粉的多少倍，必须知道大米和面粉

各有多少袋，这两个条件题目都已直接给出；第(2)小题是求买来大米多少
袋，根据已知条件，就是求 8的 3倍是多少；第(3)小题要求买来面粉多少袋，
由已知条件可知面粉袋数的 8倍是 24 袋，面粉的袋数是“1”倍量，要求它
可用除法。

解(1)24÷8=3
答：大米的袋数是面粉的 3倍。
(2)8×3=24(袋)
答：买来大米 24 袋。
(3)24÷3=8(袋)
答：买来面粉 8袋。
【16】玻璃瓶里装着一些水，把水加到原来的 2倍时，称得重量为 5千

克；把水加到原来的 4倍时，再称得重量为 9千克。原来水的重量为多少千
克？

想“把水加到原来的 4倍”与“把水加到原来的 2倍”相比，增加了原
来的(4-2=)2 倍，水的重量就增加了(9-5=)4 千克，这说明原来水的重量的 2
倍为 4千克，所以，原来水的重量为(4÷2=)2 千克。

解 4-2=2
9-5=4(千克)
4÷2=2(千克)
答：原来水的重量为 2千克。
【17】计算：624÷3。
想  先用 3 去除百位上的 6，商 2；再用商去除十位上的 2，不够商 1，

就在商的十位写 0。再把十位上的 2和个位上的 4，合起来为 24，用 3 去除
24，得 8，在商的个位写 8。



解 624÷3=208

3 624
6

208

24
24

0

【18】下面的计算对吗？把不对的改正过来。
( ) ( )1 2

4 828
8

2 7

28
28

0

9 9027
9

1 03

27
27

0

想  先判断一下以上各题的商是几位数。第(1)小题被除数最高位上的
数是 8，被 4除百位上可商 2，由此可知，商的位数与被除数的位数相同，也
是三位数，而竖式中的商是两位数，显然不对。错误的原因是被除数十位上
的 2被 4除不够商 1.应该商 0，而没有在商的十位上写 0。第(2)小题被除数
最高位上的数是 9，被 9除，千位上可商 1，从而可知，商是四位数，而竖式
中的商是三位数，显然也不对。错在被除数百位上的 0不够 9除，应该商 0，
而没有在商的百位上写 0。

解 两道小题计算都不对，正确结果如下。
( ) ( )1 2

4 828
8

207

28
28

0

9 9027
9

1003

27
27

0

【19】选择正确的答案填在括号里。
(1)3015÷3 的商中间有(    )个 0。

①2     ②1      ③0

(2) ，要使商的中间出现 0，□内应该填(    )。
①7     ②8      ③9

想 先看第(1)小题，千位商 1后没有余数，而被除数的百位与十位上的
数分别是 0和 1，都比3要小，所以，商的百位与十位都只能商 0，即商中间
有 2个 0。

再看第(2)小题，要使商的中间出现 0，商必须是三位数，从而可知除数
不能是 9。除数是 7行不行呢？如果除数是 7，百位上商 1，且余数也是 1，
余下的 1与十位上的 7合起来是 17 个十，够 7除，商的十位上是 2，而不是
0，因此，除数是 7 也不行，那么，除数只能是 8 了。事实上 872÷8=109，
商的中间出现了 0。

解(1)2；(2)8。
【20】 计算：8325÷8。



想 用 8 除被除数的千位数 8，得 1，在商的千位上写 1；用 8 除被除数
的百位数 3，不够商 1，在商的百位上写 0，并将百位上的 3移下来，与十位
上的 2合起来是 32 个十，8除 32 得 4，在商的十位上写 4；用 8除被除数的
个位数 5，不够商 1，要商 0，在商的个位上写 0，并将个位上的 5移下来成
为余数。

解 8325÷8=1040⋯⋯5

8 8325
8

1040

32
32

5

【21】下面的计算对吗？把不对的改正过来。
( ) ( ) ( )1 2 3

4 680
4

17

28
28

0

8 6807
64

85

40
40

7

6 3250
30

540

25
24

1

想 我们从判断商的位数与余数着手进行分析。第(1)小题不用计算就知
道商应该是三位数，而竖式中的商只有两位，错在哪里呢？进一步观察竖式，
发现该题只除到被除数的十位正好除尽，就以为做完了，没有在个位的上面
补 0；第(2)小题不用计算也能看出商是三位数，而竖式中的商也只有两位，
错误的原因是看到被除数的个位上是 7，比 8小，被 8除不够商 1，就以为只
要把 7落下来就行了，忘了在商的个位补 0；第(3)小题虽然商的位数没有错，
但观察其余数发现，误把十位上的余数 1当成了这道题的余数，没有把十位
余下的数和个位上的 0合起来再继续除下去，只在商的个位补了一个 0。

解 这三道题计算都不对，正确的结果如下。
( ) ( ) ( )1 2 3

4 680
4

170

28
28

0

8 6807
64

850

40
40

7

6 3250
30

541

25
24
10

6

4

【22】选择正确答案填在括号里。
(1)6 除 6120，结果是(    )。
① 102   ② 120   ③ 1020   ④1200
(2)3240÷□，商的中间、末尾都有 0.□中应该填(    )。
①2 ②3 ③4 ④5
想 先看第(1)题，首先判断一下 6除 6120 的商是几位数，由于首位是 6，

够商 1，可知商是四位数，因此，答案①和②应排除；然后观察百位上商几，
由于千位上没有余数，而百位上是 1，比 6 小，不够商 1，只能商 0，因此，



答案④也要排除。最后只剩下③为正确答案了。
再看第(2)小题，通过试除可以看出只有答案②是正确的。
解(1)102O；(2)3。
*【23】在下题中的□里填上适当的数。

□ □□
□

□□

8

想 这道题是一个两位数除以一位数，商仍是两位数，余数是 8。由于只
有一个已知数，好像缺少条件；无法解答。但是只要巧妙地运用有余数除法
的知识，就能找出题目中隐蔽的条件，把题目解答出来。

根据余数是 8，而“余数比除数小”，我们可以推断除数大于 8。又因为
除数是一位数，所以除数必定是 9。

再根据除数是 9，余数是8，可知商比 11 小。因为，如果商是11，那么，
商×除数+余数=11×9+8=107，这与被除数为两位数不符。所以，本题的商一
定是最小的两位数 10。则被除数为 10×9+8=98。

解

【24】右式中，E=4，你能知道 A、B、C、D各代表什么数字吗？
想 由“B×E=E”可知 B=1。由于 B=1，E=4，即百位上的数比除数小，

不够商 1，只能在百位上商 0，所以 A=0。再从 BC 组成的两位数恰好能被 4
除尽没有余数，可知 C=2 或 6。当 C=2 时，可推出 D=3；当 C=6 时，可推出
D=4。因此，本题有两解。

E EBCA
E

BADA

BC
BC

A

解(1)A=0，B=1，C=2，D=3；
(2)A=0，B=1，C=6，D=4。
*【25】方方和圆圆用同一个数做除法。方方用 6去除，圆圆用 9去除。

方方除得的商是 123 还余 5，圆圈计算的结果应该是多少？
想 方方和圆圆做除法时所用的同一个数(即被除数)是多少？可由方方

用 6除所得的商是 123 还余 5求得。求出被除数来以后，再用 9去除，即可
得圆圆计算的结果。

解 123×6=738
738+5=743
743÷9=82⋯⋯5
答：圆圆计算的结果是商为 82 还余 5。
*【26】水果店运进一批水果，其中苹果有 1280 千克，比梨子的 3倍多



50 千克，梨子有多少千克？
想 先要弄清谁和谁比。题中是把苹果的重量和梨子的重量比，可以用

线段图表示它们重量之间的关系(如图 1—3)。

假设先取走 50 千克苹果，那么剩下的苹果重量为 1280- 50=1230(千
克)，这正好是梨子重量的 3倍。然后把剩下的 1230 千克平均分成 3份，求
出其中的 1份，就可得梨子的重量。

解 1280-50=1230(千克)  1230÷3=410(千克)
答：梨子有 410 千克。
*【27】小明看一本故事书，打开书后，左右两页页码的和是 169。请你

算一算，小明打开的是哪两页？
想 因为书的左右两页的页码相差 1，所以由 169 减 1 再除以 2，就可以

算出左页的页码；左页页码加 1 就是右页的页码。也可以由 169 加 1 再除以
2，先算出右页的页码；右页页码减 1就是左页页码。

解法一 169-1=168(页)       解法二 169+1=170(页)
        168÷2=84(页)             170÷2=85(页)
        84+1=85(页)                85-1=84(页)
答：小明打开的是 84 页和 85 页。
*【28】一班有 48 个学生，二班有 45 个学生。开学时转来了 11 个新同

学，怎样分才能使这两班的学生人数相等？
想 要使两班分到新同学后人数相等，就要知道两班的平均人数；要求

出平均人数，就要先求出来了新同学后两班的总人数。两班的平均人数求出
后，再看看每个班原有人数与平均数相差多少人，就是应该分进去的人数。

还可以这样想：先求出两个班原来相差的人数，再从新来的 11 人中先分
给几人给人数少的班，使两班人数相等，然后把剩下的人数平均分给两个班，
两个班的人数就一定相等了。

解法一 48+45+11=104(人)
        104÷2=52(人)
        52-48=4(人)
        52-45=7(人)
解法二 48-45=3(人)
        11-3=8(人)
        8÷2=4(人)
        4+3=7(人)

答：一班分 4人，二班分 7人，两班的人数才相等。



三 千米和吨的认识

1.毫米、分米的认识

【1】在(    )里填上适当的长度单位。
(1)学校走廊长 24(    )，(2)爸爸身高 173(    )，
(3)凳子高 40(    )，(4)铅笔尖长 4(    )。
想 我们已经学过的长度单位有米、分米、厘米和毫米。量比较长的物

体的长度，一般用米或分米作单位，量比较短的物体的长度，一般用厘米或
毫米作单位。

解 (1)米；(2)厘米；(3)分米；(4)毫米。
【2】想一想，再填空。
(1)3 分米=(    )厘米；(2)80 毫米=(    )厘米。
想 1 分米是 10 厘米，3分米是 3个 10 厘米，就是 10×3=30(厘米)。
10 毫米是 1厘米，80 毫米里面有 8个 10 毫米，也就是 8厘米。
解(1) 3 分米=(30)厘米；(2) 80 毫米=(8)厘米。
【3】一根电线长 9米 6分米，用去了 8分米。现在这根电线有多长？
想 9 米 6 分米是多少分米？1 米是 10 分米，9米是 9个 10 分米，就是

90 分米，90 分米与 6分米合起来是 96 分米。题目要求现在这根电线有多长，
只要从 96 分米里面去掉 8分米就行了。

解 9 米 6 分米=96 分米
96-8=88(分米)
88 分米=8 米 8 分米
答：现在这根电线长 8米 8分米。
*【4】把 3分米长的三张纸条贴在一起(如图 1—4)，重叠部分的长度有

1厘米，贴接后的纸条长多少厘米？

想 首先要把 3分米变换成 30 厘米，然后从 3张纸条的总长度里减去重
叠的部分长度。即为贴接后纸条的长。

解 3 分米=30 厘米
   30×3=90(厘米)
   90-1-1=88(厘米)
答：贴接后的纸条长 88 厘米。

2.千米的认识

【1】判断题。你认为对的在括号里打“√”，错的打“×”。
(1)教室长 8米。(    )。(2)铅笔长 17 分米。(    )
(3)南京到北京的铁路长 900 米。(    )
(4)火车每小时行 75 千米。(    )
想 这道判断题主要是看长度单位用得是否恰当。第(1)小题教室的长用



米作单位是对的；第(2)小题铅笔的长一般不到 2分米，应该用厘米作单位；
第(3)小题南京到北京的铁路长是比较长的路程，通常用千米作单位；第(4)
小题火车的时速用千米作单位是对的。

解(1)√；(2)×；(3)×；(4)√。
【2】填空。
(1) 8 千米=(    )米；(2) 4000 米=(    )千米。
想(1)1 千米是 1000 米，8千米是 8个 1000 米，就是 8000 米。
(2)1000 米是 1千米，4000 米里面有 4个 1000 米，就是 4千米。
解(1)8 千米=(8000)米；(2)4000 米=(4)千米。
【3】从甲地到乙地，如果步行每小时走 4千米，需 8小时才能到达。如

果骑自行车只需 2小时。骑自行车每小时行多少千米？
想 要求骑自行车每小时行多少千米，必须知道甲地到乙地的路程和骑

自行车所需要的时间。已知“骑自行车只需 2小时”，先要求出从甲地到乙
地的路程是多少千米。根据“步行每小时走 4千米，需 8小时到达。”就可
以求出从甲地到乙地的路程。

解 4×8=32(千米) 32÷2=16(千米)
答：骑自行车每小时行 16 千米。
*【4】园林工人要在一条长 4千米的路旁植树，每 8米植一棵，两端都

植。算一算：一共可以植多少棵树？
想 题目已经告诉我们这条路长 4千米，也就是 4000 米，又知道每两棵

树之间相隔 8米。先想 4000 米里面有多少个 8米？由此可求出这条路一共可
以划分成多少段。再想植树的棵数与段数之间有什么关系？即可求出一共可
以植多少棵树。

解 4 千米=4000 米
4000÷8=500(段)
500+1=501(棵)
答：一共可以植 501 棵树。

3.吨的认识

【1】在括号里填上适当的重量单位。
(1)一头大象的体重是 4(    )；(2)一粒糖重 6(    )；
(3)一筐苹果重 25(    )；(4)一辆大卡车的载重量是 8(    )；
(5)一个面包重 100(    )；(6)一袋大米重 50(    )。
想 我们学过的重量单位有哪些？以前学过“克”和“千克”，现在又

学了“吨”。称比较轻的物体的重量，常用“克”作单位；称一般物品的重
量，常用“千克”作单位；计量较重的或大宗物品的重量，通常用“吨”作
单位。

解(1)吨；(2)克；(3)千克；(4)吨；(5)克；(6)千克。
【2】一堆煤重 6吨，前 3天烧去 1800 千克，剩下的 8天烧完，前 3天

平均每天烧多少千克？后 8天平均每天烧多少千克？
想 要求平均每天烧煤多少千克，必须知道烧煤的天数和烧煤的重量。
解 6 吨=6000 千克
6000-1800=4200(千克)



1800÷3=600(千克)
4200÷8=525(千克)
答：前 3天平均每天烧 600 千克；后 8天平均每天烧 525 千克。
*【3】大、中、小三种瓶子都装满水。每层的瓶子数量大小虽不同，但

盛水的总重量都相等。现在只知道小瓶子里的水是 1千克，请你算一算：每
层的水是多少千克？大瓶、中瓶里各装水多少千克？

想 上、中层小瓶数相等，上层还有 1 中瓶、1 大瓶，中层有■3 中瓶，
从而可推算出 1大瓶=2 中瓶；上、下层大瓶数相等，上层还有 5小瓶，1中
瓶，下层还有 8小瓶，从而可推算出 1中瓶=3 小瓶。

解 中瓶装水的重量是：1×3=3(千克)
大瓶装水的重量是：3×2=6(千克)
每层水的重量是：5+3+6=14(千克)
答：每层的水是 14 千克；大瓶装水 6千克，小瓶装水 3千克。



四 混合运算和两步应用题

1.混合运算

【1】选择正确答案填在括号内。
(1)728×7-475÷5 的最后一步计算是(    )。
①求积②求差③求商
(2)324÷9+27×3 的第一步计算是(    )。
①求商②求积③同时求商与积
想 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有乘、除法和加、减法，运算顺序是怎样的？

第(1)小题按照运算顺序应先算乘、除法，后算减法；第(2)小题由于题目是
求商与积的和，要先算出商与积之后才能求和，所以，后面的乘法可以和前
面的除法同时进行。

解 (1)求差；(2)同时求商与积。
【2】不用计算，你知道下面四个算式中哪两个的结果相等吗？
(1) 80×5+80×4；(2)(80+80)×(5+4)；
(3)80+80×5+4；(4)80×(5+4)
想 从乘法和加法的意义来思考。第(1)式表示 5 个 80 与 4 个 80 相加，

和为 9个 80；第(2)式可以看成是 9个 160；第(3)式是 1个 80 加上 5个 80
再加 4，即为 6个 80 再加 4；第(4)式表示 9个 80。由此可看出第(1)式与第
4式的结果相等。

解 80×5+80×4 与 80×(5+4)的结果相等。
【3】在□里填上适当的数。
(1)4×8-□÷5=20；(2)(□+200)÷4=300。
想 等号左边有哪些运算？如果□中有数，应先算什么？第(1)题实际上

是告诉我们：32(4×8 的积)减去一个数(□÷5的商)等于 20。我们可以把□
÷5看成是一个数，先想32减去多少等于20？求出□÷5=12，再求□是多少？
□=12×5=60。

第(2)题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一个数(□+200 的和)除以 4的商是 300，我们
同样可以把□+200 看成一个数，先想什么数除以 4 的商是 300？求出□
+200=1200 后，再想什么数加上 200 等于 1200？从而可知□=1000。

解(1)□=60；(2)□=1000。
*【4】把下面的 3个算式组成一个混合算式。
(1)150÷5=30 (2)84-30=54 (3)14×6=84
想 找一找这三个算式之间有什么关系。第(2)小题的减数 30 是第(1)小

题的得数；第(2)小题的被减数 84 是第(3)小题的得数。因此，我们可以从第
(2)个算式想起，“84—30”中，84 可以用“14×6”代替，而 30 可以用“150
÷5”代替。这样就可以组成一个得数是 54 的混合算式。

解 14×6-150÷5=54。
*【5】在下面的数字中间加上“+、-、×、÷、(    )”中的符号，使

各个等式成立。
(1)4 4 4 4=0 (2)4 4 4 4=1
想(1)先想可能得 0的情况；两个相同数相减得 0；0乘以(或除以)一个

数得 0；0+0=0。再采用逆推的方法，从最后一步开始逐步向前考虑。



如果在最后一个 4的前面填“+”号，那么前面两个 4应组成 8，可以写
成：

4+4-(4+4)=0
如果在最后一个 4的前面加上“-”号，那么前面 3个 4应组成 4，有以

下几种情况：
4+4-4=4  4-4+4=4
4×4÷4=4  4÷4×4=4
于是答案有：
4+4-4-4=0  4-4+4-4=0
4×4÷4-4=0  4÷4×4-4=0
如果在最后一个 4的前面加上“×”或“÷”号，那么前面 3个 4应组

成 0，有以下几种情况：
(4-4)×4=0  (4-4)÷4=0
此时答案有：
(4-4)×4×4=0  (4-4)×4÷4=0
(4-4)÷4×4=0  (4-4)÷4÷4=0
⋯⋯。
(2)先想可能得 1的情况：两个相同的数相除(0 除外)得 1；1+0=1；1-0=1；

1×1=1。然后用逆推法来思考。
如果在最后一个 4前面加上“+”号。那么前面 2个 4应组成 8，可以写

成：
(4+4)÷(4+4)=1
如果在最后一个 4的前面加上“-”号，那么前面 3个 4应组成 5，可以

写成：
4÷4+4-4=1 或 4+4÷4-4=1
如果在最后一个 4 的前面加上“÷”号，那么前面 3 个 4 应组成 4，有

下面几种情况：
4+4-4=4  4-4+4=4
4×4÷4=4  4÷4×4=4
此时答案有：
(4+4-4)÷4=1 (4-4+4)÷4=1
4×4÷4÷4=1  4÷4×4÷4=1
⋯⋯。
解(略)

2.两步应用题

【1】学校图书室新买进科技书 85 本，文艺书75 本，新买进的故事书比
科技书和文艺书的总数少 30 本。新买进的故事书有多少本？

想 从题目要求的问题入手考虑，要求新买进的故事书有多少本，必须
先算什么？从已知条件“新买进的故事书比科技书和文艺书的总数少 30 本”
可知，要先求出科技书和文艺书的总数。根据题意，科技书有 85 本，文艺书
有 75 本，要求这两种书的总数，应该用加法，再从总数中减去比总数少的
30 本，即是所求新买进的故事书有多少本。



解(1)科技书和文艺书一共有多少本？
85+75=160(本)
(2)故事书有多少本？ 160-30=130(本)
答：新买进的故事书有 130 本。
【2】商店有红气球 37 个，花气球比红气球少 28 个，黄气球有 54 个。

黄气球的个数是花气球的几倍？
想 要求黄气球的个数是花气球的几倍，必须知道黄气球的个数和花气

球的个数，看黄气球个数里面包含有几个花气球的个数，就是几倍，用除法
计算。但是题中只知道黄气球有 54 个，花气球的个数题中没有直接告诉我
们，怎么求呢？根据题意，可由“红气球有 37 个”、“花气球比红气球少
28 个”这两个已知条件求得。

解(1)花气球有多少个？ 37-28=9(个)
(2)黄气球的个数是花气球的几倍？ 54÷9=6
答：黄气球的个数是花气球的 6倍。
【3】学校买来彩色粉笔 18 盒，买来的白色粉笔比彩色粉笔多 9盒，一

共买来多少盒粉笔？
想 从条件想，题目中只有两个已知条件，根据这两个已知条件，能直

接求出一共买来粉笔多少盒吗？要先算什么？由“买来彩色粉笔 18 盒”和“买
来的白色粉笔比彩色粉笔多 9盒，”这两个已知条件可以先求出白色粉笔有
多少盒；再由“买来彩色粉笔 18 盒”这个已知条件与求出来的“白色粉笔有
多少盒”便可求出一共买来多少盒粉笔。

解(1)白色粉笔有多少盒？ 18+9=27(盒)
(2)一共买来粉笔多少盒？ 18+27=45(盒)
答：一共买来 45 盒粉笔。
【4】小红今年 8岁，爷爷的年龄是小红的 9倍，爷爷比小红大多少岁？
想 由“小红今年 8 岁”与“爷爷的年龄是小红的 9 倍”这两个已知条

件可以求出爷爷今年多少岁；再由“爷爷今年多少岁”和“小红今年 8岁”
即可求出爷爷比小红大多少岁。

解(1)爷爷今年多少岁？ 8×9=72(岁)
(2)爷爷比小红大多少岁？ 72-8=64(岁)
答：爷爷比小红大 64 岁。
【5】停车场上有小汽车和大卡车共 24 辆，里边有小汽车 16 辆，小汽车

的辆数是大卡车的几倍？
想 要求小汽车的辆数是大卡车的几倍，必须知道小汽车和大卡车各有

多少辆。已知“小汽车 16 辆”，大卡车的辆数题目没有直接给出，可根据“小
汽车和大卡车共 24 辆”与“里边有小汽车 16 辆”这两个已知条件求出，进
一步便可求出小汽车的辆数是大卡车的几倍。

解(1)大卡车有多少辆？ 24-16=8(辆)
(2)小汽车的辆数是大卡车的多少倍？ 16÷8=2
答：小汽车的辆数是大卡车的 2倍。
【6】一个箱子里装着 48 千克苹果，另一个箱子里装着梨，如果从箱子

里取走 20 千克梨，梨就比苹果少 16 千克。原来箱子里有多少千克梨？
想 根据“从箱子里取走 20 千克梨，梨就比苹果少 16 千克”这两个条

件，可以求出梨比苹果多(20-16)千克，知道了梨比苹果多的千克数，就可以



求出原来箱子里有多少千克梨。
也可以根据“一个箱子里装着 48 千克苹果”与“梨就比苹果少 16 千克”

这两个条件，先求出从箱子里取走 20 千克梨后，还剩下多少千克梨，再求原
来箱子里有多少千克梨。

解法一(1)梨比苹果多多少千克？
20-16=4(千克)

(2)原来箱子里有多少千克梨？
48+4=52(千克)

解法二(1)从箱子里取走 20 千克梨后，还剩多少千克梨？
48-16=32(千克)

(2)原来箱子里有多少千克梨？
32+20=52(千克)

答：原来箱子里有 52 千克梨。
【7】小方家离学校 450 米，今晨他从家去上学，走了160 米后发现忘带

了文具盒，连忙回去拿，然后再到学校，这样小方早晨上学一共走了多少米？
想 根据走了 160 米后又返回，可以知道小方比平时多走了 2个 160 米，

求出小方比平时多走的米数后，便可求得他今晨上学一共走了多少米。
解(1)小方今晨比平时多走了多少米？

160+160=320(米)或：160×2=320(米)
(2)小方今晨上学一共走了多少米？

450+320=770(米)
答：小方早晨上学一共走了 770 米。

*【8】甲班和乙班共有 96 人，乙班和丙班共有 88 人，丙班和丁班共有
85 人，甲班和丁班共有多少人？

想 由“甲班和乙班共有 96 人”与“丙班和丁班共有 85 人”这两个条
件，可以求出甲、乙、丙、丁四个班一共有多少人。再用四个班的总人数减
去乙班和丙班共有的人数，便可求得甲班和丁班共有多少人。

解(1)甲、乙、丙、丁四个班一共有多少人？
96+85=181(人)

(2)甲班和丁班共有多少人？ 181-88=93(人)
答：甲班和丁班共有 93 人。

【9】一瓶糖水荔枝连瓶共重 500 克，吃去一半后，连瓶还重 290 克。原
来瓶内糖水荔枝重多少克？空瓶重多少克？

想 根据“连瓶共重 500 克”与“吃去一半后，连瓶还重 290 克”可以
求出原有的一半糖水荔枝重多少克。然后求出全部糖水荔枝的重量和空瓶的
重量。

解(1)吃去一半糖水荔枝重多少克？ 500-290=210(克)
(2)原来瓶内糖水荔枝重多少克？ 210×2=420(克)
(3)空瓶重多少克？ 500-420=80(克)

答：原来瓶内糖水荔枝重 420 克，空瓶重 80 克。
【10】甲、乙两个车间，甲车间有 86 人，乙车间有 100 人，如果要使两

个车间的人数相等，那么要从乙车间调多少人到甲车间去？
想 从乙车间调入到甲车间后，乙车间人数减少了，而甲车间人数反而

增加了，他们之间的相差数是乙车间调到甲车间人数的 2倍。所以要使甲乙



两个车间的人数相等，从乙车间调到甲车间的人数是甲乙两车间原来相差人
数的一半。

解(1)甲、乙两车间相差多少人？ 100-86=14(人)
(2)从乙车间要调出多少人给甲车间？

14÷2=7(人)
答：要从乙车间调 7人到甲车间去。

【11】小明的爸爸今年 28 岁，小明今年 1岁。8年后，爸爸的岁数是小
明的几倍？

想 要求 8 年后爸爸的岁数是小明的几倍，必须知道 8 年后爸爸和小明
各是多少岁。

解(1)8 年后爸爸多少岁？ 28+8=36(岁)
(2)8 年后小明多少岁？ 1+8=9(岁)
(3)8 年后爸爸的岁数是小明的多少倍？ 36÷9=4
答：8年后，爸爸的岁数是小明的 4倍。
【12】文具店里黄铅笔的盒数是红铅笔的 2倍，又是蓝铅笔的 6倍，现

在知道红铅笔有 24 盒，蓝铅笔有多少盒？三种铅笔一共有多少盒？
想 先要弄清谁和谁比，知道黄铅笔的盒数是红铅笔的 2 倍，可以把红

铅笔的盒数看作 1份，黄铅笔的盒数有这样的 2份。(如图 1—6)

图 1—6

又知道黄铅笔是蓝铅笔的 6倍，这是用黄铅笔的盒数与蓝铅笔比，可以
把蓝铅笔的盒数看作是 1份(注意：这个 1份与红铅笔的 1份是不同的)，黄
铅笔有这样的 6份。

根据“黄铅笔的盒数是红铅笔的 2倍”和“红铅笔有 24 盒”这两个条件，
可先算出黄铅笔有多少盒。然后把黄铅笔的盒数平均分成 6份，求出其中的
1份，就可得蓝铅笔的盒数了。

解(1)黄铅笔有多少盒？ 24×2=48(盒)
(2)蓝铅笔有多少盒？ 48÷6=8(盒)
(3)三种铅笔一共有多少盒？ 24+48+8=80(盒)

答：蓝铅笔有 8盒，三种铅笔一共有 80 盒。
【13】体育室有三根绳，第一根比第二根短 7 米，第三根比第二根长 4

米。第三根的长度正好是第一根的 2倍。三根绳子各长多少米？
想 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图 1—7)：



图 1—7

第一根比第二根短 7米，也就是第二根比第一根长 7米，第二根的长度
就是第一根的长度加 7米；第三根比第二根长 4米，第三根的长度就是第二
根的长度加 4米，也就是第一根的长度加 11 米，又知道第三根的长度正好是
第一根的 2倍，所以第一根的长度就是 11 米，由此可求出第二根、第三根各
长几米。

解(1)第一根长多少米？ 7+4=11(米)
(2)第二根长多少米？ 11+7=18(米)
(3)第三根长多少米？ 18+4=22(米)

答：第一根长 11 米，第二根长 18 米，第三根长 22 米。
*【14】水果店里有 5 箱苹果，如果从每只箱子里取出 30 千克，那么 5

只箱子里剩下的苹果重正好等于原来的两箱苹果重。原来每个箱里装多少千
克苹果？

想 由“有 5箱苹果”与“从每只箱子里取出 30 千克”可求出一共取出
了多少千克苹果；再由“5 只箱子里剩下的苹果重正好等于原来的两箱苹果
重”可知取出的苹果重正好等于原来的 3箱苹桌，然后由 3箱苹果的重量就
可以求出原来每箱苹果的重量。

解(1)取出多少千克苹果？30×5=150(千克)
(2)取出的苹果等于原来的几箱苹果？
5-2=3(箱)
(3)原来每个箱子里装多少千克苹果？
150÷3=50(千克)
答：原来每个箱子里装 50 千克苹果。



五 长方形、正方形和平行四边形

【1】判断题。你认为对的在括号里打“√”，错的打“×”。
(1)正方形的四条边都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    )
(2)长方形的对边相等，只有两个角是直角。(    )
(3)平行四边形有 4条边，4个角，对边相等。(    )
想 想长方形、正方形和平行四边形各自的特征，再根据特征来判断。
解 (1)√；(2)×；(3)√。
*【2】数一数，图 1—8中共有____个长方形。

图 1—8

想 只要符合长方形的特征，不管大小都要数，我们可以从小到大，一
类一类地数。(每一类用阴影表示)

图 1—9             图 1—10

这样的长方形有 6个         这样的长方形有 4个

图 1—11                 图 1—12

这样的长方形有 3个        这样的长方形有 2个

图 1—13                 图 1—14

这样的长方形有 2个        这样的长方形有 1个

因此，这个图形共有长方形：
6+4+3+2+2+1=18(个)
解 共有 18 个。
*【3】数一数，图 1—15 中共有____个正方形。



图 1—15

想 数正方形个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定要四边相等，我们还是按从
小到大，分类来数。

因此，这个图形共有正方形：

图 1—16        图 1—17         图 1—18

这样的正方形       这样的正方形      这样的正方形
  有 3×3=9(个)     有 2×2=1(个)      有 1×1=1(个)

1+4+9=14(个)
解 共有 14 个。
【4】数一数，图 1—19 中有多少个平行四边形？

图 1—19

想 由两个小三角形拼成的图形是一个平行四边形，拼法有下面几种：

图 1—20              图 1—21              图 1—22

因此，这个图形共有 3个平行四边形。
解 有 3 个。
【5】一个长方形操场，长 50 米，宽 25 米，沿这个操场走一圈，要走

多少米？
想 要求沿这个操场走一圈，要走多少米，也就是要求这个长方形的周

长是多少米。
解(50＋25)×2=75×2=150(米)
答：沿这个操场走一圈，要走 150 米。
【6】一个长方形的长是 22 厘米，宽是18 厘米，它的周长和一个正方形

的周长相等，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厘米？
想 先求出长方形的周长，由于长方形的周长和正方形的周长相等，也

就知道了正方形的周长，再用正方形的周长除以 4，便得正方形的边长。



也可以先求出长方形的长与宽的和，也就是长方形周长的一半。由于它
和正方形周长的一半相等，也就是与正方形两条边长的和相等，因此，用长
与宽的和再除以 2，便得正方形的边长。

解法一(1)(22+18)×2=40×2=80(厘米)
(2)80÷4=20(厘米)
解法二 (1)22+18=40(厘米)(2)40÷2=20(厘米)
答：正方形的边长是 20 厘米。
【7】用 4 个边长分别是 3 厘米的正方形，分别拼成一个长方形和一个

大正方形(如图 1—23)。哪个图形的周长大？大多少厘米？

图 1—23

想 要求哪个图形的周长大，必须知道这两个图形的周长各是多少。而
要求出长方形的周长，必须知道它的长与宽；要求出正方形的周长，必须知
道它的边长。这都可以根据已知条件求出。

解(1)长方形的长是多少？ 3×4=12(厘米)
(2)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3×2=6(厘米)
(3)长方形的周长是多少？
(12+3)×2=15×2=30(厘米)
(4)正方形的周长是多少？ 6×4=24(厘米)
(5)长方形的周长比正方形大多少？
30-24=6(厘米)
答：长方形的周长大，大 6厘米。
【8】图 1-24 是用 17 根小棒摆成的一个平行四边形，已知每根小棒的长

是 4厘米，求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周长。
想 从图上可以看出这个平行四边形左、右两边的长都是 4 厘米，上、

下两边的长都是 4个 4厘米，把这四条边的长加起来便得它的周长。

图 1—24

解(1)上、下两边的长各是多少厘米？
4×4=16(厘米)
(2)周长是多少厘米？
(16+4)×2=20×2=40(厘米)
答：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周长是 40 厘米。
*【9】有两个相同的长方形，长是 12 厘米，宽是 4厘米，如果把它们按

图 1—25 叠放在一起，这个图形的周长是多少？



图 1—25

想 这两个相同的长方形叠放在一起，组成了两个相同的小长方形和一
个小正方形(左下角作了两条辅助线)。两个小长方形的长为 12-4=8(厘米)，
宽为 4厘米；小正方形应计算的只有两条边，把这两条边分别移到左下角虚
线所在的位置，这个图形的周长就是两个小长方形周长的和(如图 1—26)。

也可以这样想：把两个小长方形的长边分别移到右上角虚线所在的位置
(如图 1—27)，这个图形的周长就是一个边长为

图 1—26              图 1—27

12 厘米的大正方形的周长。
解法一 (1)12-4=8(厘米)
(2)(8+4)×2=12×2=24(厘米)
(3)24×2=48(厘米)
解法二 12×4=48(厘米)
答：这个图形的周长是 48 厘米。
*【10】从小华家到少年宫有两条路可走(如图 1—28)。你能说出哪条路

近，哪条路远吗？

图 1—28

想 在两条路中，第①条是先竖着走再横着走，第②条是横竖交替着走，
但是横竖交替走的路中，所有横走的路的和与竖走的路的和都分别与第①条
路中横走的路与竖走的路相等，所以两条路远近一样。

解(略)
*【11】图 1—29 中每个小正方形的边长都是 1厘米。



图 1—29

(1)图中可以数出几个正方形？
(2)分别求出每个正方形的周长(大小一样的只要求出一个)。
(3)求整个图形的周长。
想 (1)从小到大分类计数。
第一类：单个小正方形有 13 个；
第二类：由四个小正方形拼成的正方形有 4个；
第三类：由九个小正方形拼成的正方形有 1个。所以，图中一共有正方

形：13+4+1=18(个)。
(2)第一类正方形的边长是 1厘米，周长是 1×4=4(厘米)；
第二类正方形的边长是 2厘米，周长是 2×4=8(厘米)；
第三类正方形的边长是 3厘米，周长是 3×4=12(厘米)。
(3)要求整个图形的周长，先要想想一个图形的周长指的是什么，弄清这

个图形的周长是由哪几条线段组成的，哪几条线段不能算进去。
根据“围成一个图形的所有边长的总和叫做这个图形的周长”，这个图

形的周长是由周围的线段组成的，中间的线段不能算进去。数一数，就知道
这个图形的周长由 20 条小正方形的边长组成，所以，整个图形的周长是 1×
20=20(厘米)。

解(略)



六 分数的初步认识
  

1.认识几分之几
  

【1】判断题，你认为对的在括号内打“√”，错的打“×”。

(1) ()把一根绳子剪成两段，每段是它的 。
1

2

(2) ()

(3) ()

把一个圆平均分成四份，就是 。

一张正方形纸均分成八块，每份是它的 。

1

4
1

8
想 把一个整体平均分成几份，这样的一份就是几分之一。第(1)小题没

有讲“平均”剪成两段，因而是错的；第(2)小题没有讲“这样的一份”就是
1

4
，因而也是错的；只有第 小题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3)

解 (1)×；(2)×；(3)√。
【2】看图填空。

图 1—30

(    )＜(    )＜(    )＜(    )＜(    )

想 从图上可以直接看出， 最小。接下来从小到大依次是 、 、 。 最大。 0 1
1

5

1

3

1

2

解 ＜ ＜ ＜ ＜ 。(0) (1)
1

5

1

3

1

2


















【3】选择正确的答案填在括号里。

如果 ＜
□

，那么□中可填的数是 。
1

6

1
(     )

①6                  ②1、2、3、4、5
③7、8、9、10     ④10
想 两个分子都是 1 的分数比较大小，主要看它们的分母。分母越大的

那个分数越大；分母越小的那个分数越小。这是由于分母大，表示平均分的
份数多，所以每一份反而小；分母小，表示平均分的份数少，所以每一份反
而大。所以，方框里可填的数应该比 6小。

解 应选②1、2、3、4、5。

【 】一张正方形纸，怎样折可得到它的 ，请你画出来，看谁的方法多？4
1

4

想 要得到一张正方形的 ，必须把这张正方形纸平均分成 份，可先 4
1

4
对折一次，把它平均分成 2份；再对折一次，便可把它平均分成 4份。



解 有下面 3种折法(如图 1—31，1—32，1—33。)

*【5】用分数表示下面各图的阴影部分。
想 左图中，每个小长方形有这样(阴影部分)的 2份，三个

小长方形就有这样的 份，因此，阴影部分图形是整个图形的 。右图6
1

6
中，每个大三角形有这样(阴影部分小三角形)的 2份，四个大三角形就有这

样的 份，因而阴影部分图形是整个图形的 。8
1

8

解 
1

6
; .
1

8
【6】看图填空。

如图 1—36，阴影部分分别是：

(1)

(2)

(3)

小正方形的 ；

大正方形的 ；

整个图形的 ；

( )

( )
( )

( )
( )

( )

想 从图中可以看出，阴影部分是 1 份，要看阴影部分分别占各个图形
的几分之一，就要知道各个图形分别有这样的几份，数一数，就知道，小正
方形有这样的 4份；大正方形有这样的 9份；整个图形有这样的 12 份。

解 阴影部分是小正方形的 ；  (1)
1

4



(2)

(3)

阴影部分是大正方形的 ；

阴影部分是整个图形的 。

1

9
1

12
【7】判断题。你认为对的在括号里打“√”，错的打“×”。

(1) 1 4 3 ( )把 米平均分成 份，这样的 份用分数来表示是 米。
3

4

(2) 7 8 ( )把 吨煤平均分成 份，每份是总重量的 。
7

8

想 把 米平均分成 份，一份是它的 ，这样的 份是 个 ，就是 1 4 3 3
1

4

1

4

它的 ，即 米。所以第 题的说法是对的。
3

4

3

4
(1)

把 吨煤作为 个整体，平均分成 份，每份应该是它的 ，而不是它7 1 8
1

8

的 。因此，第 小题的说法是错的。
7

8
(2)

解 (1)√；(2)×。
【8】选择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里。

在 ＞
□

，□里可以填的数是 。
5
8 8

( )

①1、2、3、4、5 ②1、2、3、4 ③5、6、7、8 ④6、7
想 分母相同的两个分数比较大小，只要看分子，分子大的那个分数就

大。这是由于分母相同，表示平均分成的份数就相同，每份的大小就一样，
分子越大，表示所取的份数越多，所以分数值越大。

解 应该选②。
【9】妈妈做了两张同样大的饼，小强把一张切成了同样大的 4块，他吃

了 1块。爸爸把另一张切成了同样大的 8块，他吃了 2块。小强和爸爸谁吃
得多？

想 如果小强把切成的 4 块饼，每块再切成同样大的 2 块，那么他也把
一张饼切成了同样大的 8块，吃了 2块，即

吃了一张饼的 ，他爸爸吃了另一张饼的 ，由于这两张饼是同样大的，
2

8

2

8
所以他们吃得同样多。

解 小强和爸爸吃得一样多。
*【10】用分数表示下面各图的阴影部分。

想 图 1—37 左上、左下和右下的阴影部分正好都可以改画到右上角，



合起来阴影部分刚好占整个图形的 。
1

4
图 1—38 中，若作两条辅助线即为图 1—40，于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把

大三角形平均分成了 9份，阴影部分占其中的 2份，所以，阴影部分占大

三角形的 。
2

9

图 1—39 中，如果加 4条虚线(如图 1—41)，不难看出整个图形被平均

分成了 7份，阴影部分占其中的 1份，所以，阴影部分占整个图形的 。
1

7

解 ； ； 。   
1

4

2

9

1

7

2.简单的分数加减法

【 】一根电线，第一次用去 ，第二次用去 ，两次一共用去这根电1
3

7

2

7
线的几分之几？

想 先想怎样列式，题目要求两次一共用去这根电线的几分之几，就是
要把两次用去的合并起来，用加法计算。

再想怎样计算， 是 个 ， 是 个 ， 加 ，就是 个 加 个 ，
3

7

1

7

2

7

1

7

3

7

2

7

1

7

1

7
3 2 3 2

是 个 ，即 。5
1

7

5

7

解 
3

7
+ =

2

7

5

7

答：两次一共用去这根电线的 。
5

7

【 】计算2
4

9

5

9
+

想 是几个 ？ 是几个 ？ 个 加 个 是几个 ？ 个 是几？
4

9

1

9

5

9

1

9

1

9

1

9

1

9

1

9
4 5 9

解 。 
4

9
+ = =

5

9

9

9
1

【 】小明看一本故事书，第一天看了全书的 ，第二天看了全书的 。3
7

10

3

10

这本书看完了没有？
想 要求这本书看完了没有，要先求两天一共看了全书的几分之几，如

果两天看的加起来恰好是 1，即表示已经看完了，如果不是 1，则还没有看完。



解 
3

10
+ = =

7

10

10

10
1

答：这本书看完了。

【 】一根电线长 米，用去 米，还剩多少米？4
9

10

2

10

想 先想怎样列式，题目要求还剩多少米，就是要从 米里面去掉 米， 
9

10

2

10

用减法计算。

再想怎样列式， 减 ，即 个 减去 个 ，还剩 个 ，就是 。
9

10

2

10

1

10

1

10

1

10

7

10
9 2 7

解 米 。   
9

10
-

2

10
=

7

10
( )

答：还剩 米。
7

10

【 】计算： 。5 1
5

6
−

想 可以分成 个 ，就是 。 个 减去 个 ，是 个 ，就是 。 1 6 6 5 1
1

6

6

6

1

6

1

6

1

6

1

6

解 。 1 -
5

6
 = − =

6

6

5

6

1

6

【 】小华家养了一些兔，其中黑兔占 ，白兔占 ，其余的是灰兔，6
2

7

3

7
灰兔占几分之几？

想  要求灰兔占几分之几，必须先求出黑兔和白兔一共占几分之几。

解 黑兔和白兔一共占几分之几？  (1)
2

7

3

7

5

7
+ =

(2)灰兔占几分之几？ 。1
5

7

7

7

5

7

2

7
− = − =

答：灰兔占 。
2

7



小学数学第六册

一 乘数是两位数的乘法

1.口算乘法

【1】口算 27×3。
想 口算一位数乘两位数，先乘被乘数的十位数，再乘个位数。

【2】口算 230×4。
想 思路一：一位数乘整百整十数的口算，先根据简便算法把整百整十

的数看成几十几与一位数相乘，再在得数的末尾添上一个 0。
思路二：把整百整十的数看成多少个十与乘数相乘。
思路三：把整百整十的数拆成几百与几十的和，然后分别与乘数相乘。

【3】口算 8×90。
想 一位数乘以整十数，先用整十数十位上的数与这个数乘，再在所得

积的后面添一个 0。

2.笔算乘法

【1】填空。
(1)“24 的 50 倍是多少？”列式计算是(    )。
想“24 的 50 倍”就是“50 个 24”。求几个几是多少用乘法计算。
解 24×50=1200。
(2)用四舍五入法省略最高位后面的尾数，2498 的近似数是(    )。
想 用四舍五入法求近似数时，如果尾数的最高位不满 5，就直接把尾数

舍去，改写成 0；如果尾数的最高位满 5，把尾数改写成 0后，还要向它的前
一位进 1。

解 2498≈2000。即 2498 的近似数是 2000。
(3)笔算 36×24 要分(    )步进行。
想 笔算两位数乘多位数，先用乘数的个位去乘被乘数，得数的末位和

乘数的个位对齐；再用乘数的十位去乘被乘数，得数的末位与乘数的十位对
齐；然后把两次乘得的积相加。由此可见，笔算 36×24 要分三步进行。

解 笔算 36×24 要分三步进行。
(4)笔算 205×32 第二步的得数是(    )。
想 两位数乘多位数的第二步是用乘数的十位去乘被乘数。由于 205×3

个十=615 个十，因此笔算 205×32 的第二步的得数是 615 个十即 6150。

解 笔算 205×32 的第二步，得数是 6150。
【2】判断：正确的在括号中打√，错误的打×。



(1)80×50 的积的末尾只有 2个 0。(    )
想 被乘数、乘数末尾有 0 的乘法，可以先把 0 前面的数相乘，然后看

被乘数、乘数末尾一共有几个 0，就在乘得的数的末尾添写几个 0，但这并不
是说乘得的数的末尾只有几个 0。事实上 8×5=40，则 80×50=4000，积的末
尾是 3个 0而不是 2个 0。可见括号中应记“×”。(解略)

(2)省略百位后面的尾数，则 258 的近似数是 258=300。
(    )

想 近似数是与准确数比较接近的数，它或者比准确数略小一点，或者
比准确数稍大一点，但不与准确数完全相等。准确数与它的近似数之间只能
用约等号“≈”连接，而不能用等号“=”连接。因此括号中要记“×”。(解
略)

(3)能用简便算法笔算 420×24。 (    )
想 笔算两位数乘多位数时，如果被乘数末尾有 0，则先用乘数去乘 0前

面的数，乘完以后，看被乘数末尾有几个 0，就在乘得的数的末尾添写几个 0，
这样计算比较简便。由此可见，420×24 有简便算法。括号中应记“√”。(解
略)

【3】笔算：48×21；563×45。
想 依据乘法法则，两位数乘多位数的笔算分三步进行：先将乘数的个

位去乘被乘数；再将乘数的十位去乘被乘数；然后把两次乘得的积加起来。
所以，它的解法如下。

解 48×21=1008  563×45=25335

【4】笔算 340×23。
想 被乘数末尾有 0 时，可先将 0 前面的数与乘数相乘，再看被乘数的

末尾有几个 0，就在乘得的数的末尾添写几个 0。
解 340×23=7820

【5】笔算 28×60。
想 乘数末尾有 0 时，先将 0 前面的数去乘被乘数，再在积的末尾添写

一个 0。
解 28×60=1680

【6】笔算 190×50。
想 被乘数、乘数末尾都有 0 的乘法，可先把 0 前面的数相乘，然后看

被乘数、乘数的末尾一共有几个 0，就在乘得的数的末尾添写几个 0。



解 190×50=9500

【7】下面的题目都做错了，请改正。
（1）

34
23

102
68

170

×

想笔算两位数乘多位数时，用乘数十位上的数去乘被乘数，得数的末位
要和乘数的十位对齐。

解应改正为：
34
23

102
68

782

×

(2)
305
34

140
105

1190

×

想乘数是两位数的乘法，要分别用乘数的个位和十位去乘被乘数的每一
位。

解应改正为：
305
34

1220
915

10370

×

(3)
28
73
64

146

1524

×

想两位数乘多位数，哪一位上乘得的积满几十，就要向前一位进几。
解应改正为：

28
73
84

196

2044

×



【8】在一个乘法算式中，被乘数是 150，积是 450。如果乘数不变，被
乘数缩小 10 倍，这时积是多少？

想在乘法中，如果乘数不变，那么，被乘数扩大多少倍，积也扩大多少
倍；被乘数缩小多少倍，积也缩小多少倍。

解被乘数缩小 10 倍，积也缩小 10 倍。因此这时的积是：
450÷10=45
*【9】有一个近似数是 400，那么在整数里对应于这个近似数的准确数

有多少个？
想近似数 400 的准确数可以大于 400，也可以小于 400。在整数范围内

大于 400 的准确数是 401—449 之间的数，有 49 个；小于 400 的准确数是 350
—399 之间的数，有 50 个。因此，整数中对应于近似数 400 的准确数共有
49+50=99(个)。(解略)

*【10】在□中填上适当的数字，使 8□36≈8000。
想 8□36 的近似数是 8000，且 8□36 大于 8000，由此可知近似数 8000

是将 8□36 的尾数直接改写为 0而得到的，因此方框里的数是小于 5的数。

*【11】两位数乘两位数，积可能是几位数？
想最小的两位数的积是：10×10=100。
最大的两位数的积是： 99 ×99= 9801。
因此，两位数乘两位数，积可能是三位数或四位数(乘积的位数等于被乘

数与乘数位数的和，或比这个和少 1)(解略)
*【12】在□中填上合适的数字，使下面的竖式成立。

4
6

8
1 4

1 8

□
× □
□□
□

□□

想  乘数的个位数 6 乘被乘数，积的末位是 8，那么，被乘数的个位数
可能是 3 或 8，因为只有 43 × 6 或 48 × 6 的积的末位才是 8；乘数的十
位数乘被乘数的十位数要向千位进一，那么乘数的十位数只能小于 5，否则
要向千位进二，不合题意。同时又知道，乘数的十位数乘被乘数的个位数的
积的末位是 4，且乘数的十位数是小于 5的数，那么乘数的十位数便是 3，则
被乘数的个位数是 8而不是 3。

解

*【13】在方框内各填上一个数字使竖式成立。



□□□
×
□□□□
□□□

□□□□

89

想  观察这个竖式发现，8 乘被乘数三位数得到的积还是三位数，那么
被乘数应小于或等于 124，因为 125×8= 1000 即它的积是最小的四位数；
又，9乘被乘数三位数得到的积是四位数，那么被乘数应大于或等于 112，因
为 111×9=999，即它的积是最大的三位数。由此可知，被乘数是 112 到 124
这些数中的一个。试一试用这些数去乘以 89 便知，除 112 外的其他数乘以
89，得到的积都是五位数，而竖式中的积是四位数，因此只有 112 乘以 89
符合题目要求，所以被乘数是 112。

解

*【14】在下面的竖式中，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数字，相同的字母代表
相同的数字，那么，A和 B分别代表哪一个数字？

ABB
AB

BBB
ABB

ABBB

×

想在这个两位数乘三位数中，被乘数和乘数的个位数字相同，且与乘得
的积的末位数字也相同，那么，这个数字可能是 0、1、5、6中的一个。把这
些数字一一代入竖式中很容易发现，只有 0符合条件，因此 B=0。由于 B是 0，
且被乘数 ABB 乘以 A的积还是 ABB，故 A=1。把 A=1，B=0 代入竖式中，竖式
成立，因此是正确的。

解 A 代表数字 1，B代表数字 0。

3.乘法应用题和常见的数量关系

【1】填空
(1)要求出总产量应知道的条件是(    )。
想求总产量应用题的数量关系是：
单产量×数量=总产量
解括号中应填“单产量和数量”。
(2)如果知道衣服的价钱和买的件数，可以求出(    )。
想衣服的价钱就是单价；买衣服的件数也就是衣服数量。包含单价和数

量的应用题的数量关系是：
单价×数量=总价



解括号中应填“总价”。
【2】判断：下面的说法如果错了请改正。
(1)知道工效和时间就可以求出路程。
想工效×时间=工作总量 速度×时间=路程
解错了，应改正为：知道工效和时间就可以求出工作总量。或者是知道

速度和时间就可以求出路程。
(2)“学校要购买 3台录音机，每台需要 450 元，一共要用多少钱？”这

道题目是已知单产量和数量，求总价。
想每件商品的价钱叫做单价。单价×数量=总价。
解 错了，应改正为：这道题目是已知单价和数量，求总价。
(3)已知每小时走的路程和走了几小时，可以用乘法求出一共走的路程。
想每小时走的路程表示速度；走了几小时是指时间。速度×时间=路程。

所以用乘法求出一共走的路程是正确的。
解本题的说法正确。
(4)“修一条水渠，每天修 20 米，10 天一共修多少米？”这道应用题的

数量关系是工效×时间=工作总量。
想一天完成产品(任务)的多少叫做工效，因此“每天修 20 米”是工效；

所用的几天叫做时间，所以“10 天”是时间；一共完成的产品(任务)数量叫
做工作总量，故“一共修多少米”是工作总量。可见，应用题的数量关系是
工效×时间=工作总量。

解本题的说法是正确的。
【3】编一道已知单价和数量求总价的应用题。
想单价×数量=总价。单价和数量要作为题目的已知条件，总价作为问

题。
解一月份红星商场售出单车 40 辆，每辆单车的价钱是 350 元。红星商

场这个月的单车销售额是多少元？
【4】用“ 8 小时”编一道求工作总量的应用题。
想工效×时间=工作总量。“8小时”是时间，因此还要确定另一个已知

条件“工效”。
解工人叔叔每小时能做 5 盒粉笔，1天工作 8 小时，工人叔叔一天能做

多少盒粉笔？
【5】编一道求路程的应用题。
想速度×时间=路程。要求路程，需要速度和时间两个条件。
解高速列车每小时能行驶 300 千米，6小时一共能行驶多少千米？
【6】养鸡场每天出产鲜蛋 400 千克，7天一共出产鲜蛋多少千克？
(1)写出这道应用题的数量关系。
想 题目求“一共生产鲜蛋多少千克？”，这是求总产量。
解单产量×数量=总产量。
(2)列式解答这道题目。
想每天出产的鲜蛋数量是单产量，即单产量是 400；产蛋的天数是7天，

即数量是 7。
解 400×7=2800(千克)
答：7天一共产鲜蛋 2800 千克。
【7】某人骑自行车从甲地到乙地共用了 12 分钟，已知他骑自行车每分



钟行 300 米，求甲乙两地间相距多少米？
想求甲乙两地间相距多少米，实际上就是求甲地到乙地的路程。题目已

经告知某人的骑车速度是每分钟 300 米，且所用的时间是12 分钟，于是根据
速度×时间=路程这一数量关系便可列式解题。

解 300×12=3600(米)
答：甲乙两地间相距 3600 米。
【8】先补充条件，再列式解答
王伟每天写 20 个大字，__，一共写了多少个大字？
想题目求的是一共写了多少个大字。如果把写字看作是王伟的工作，那

么，很容易知道题目实际上是求工作总量。其数量关系是工效×时间=工作总
量。由此可知，这道应用题需要工效和时间两个条件，而工效是每天写 20
个大字，因此缺少的条件是时间。可补充为：他写了 15 天。

解补充的条件可以是：他写了 15 天。这时，可解答为：
20×15=300(个)
答：他一共写了 300 个大字。
【9】拖拉机每分钟行 300 米，卡车每分钟比拖拉机多行 300 米，卡车6

分钟行多少米？
想求卡车 6 分钟行多少米，也就是求路程。由速度×时间=路程可知，

解答这道应用题需要两个条件：速度和时间。时间是 6分钟，速度却没有直
接告诉，因此先要求出卡车的速度。

解分步列式：
300+300=600(米)⋯⋯⋯卡车每分钟行的路程
600×6=3600(米)⋯⋯⋯卡车 6 分钟行的路程
综合列式：(300+300)× 6=3600(米)
答：卡车 6分钟行 3600 米。
*【10】同学们做操。小林站在左起第 7 行，右起第 13 行，从前面数起

是第 8个，从后面数起是第 14 个。每行的人数同样多。做操的同学一共是多
少？

想要求做操的同学一共是多少，应知道两个已知条件：同学们站的行数
和每行的人数。这两个条件只能根据小林站的位置推算出来。

先推算行数：小林站在左起第 7行，则他的左边有 6行；同时他站的地
方又是右起第 13 行，则他的右边有 12 行。把他自己所在的一行与左右两边
的行数加起来便得到全体学生站的行数：6+12+1=19(行)。

再推算每行人数：因为从前面数起他是第 8个，则他的前面有 7个小；
同时从后面数起他又是第 14 个，则他的后面有 13 个。把前后人数加起来再
加上小林便得到每行人数：7+13+1=21(人)。由于每行人数同样多，因此可以
算出做操的同学一共是多少。

解(7+13+1)×(6+12+1)=21×19=399(人)
答：做操的同学一共是 399 人。



二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

1.口算除法

【1】口算 45÷3。
想一位数除两位数的口算，如果被除数的个位数和十位数不能分别被除

尽，则可以把被除数拆成几十与几十几的和，再分别除以除数。

【2】口算 720÷4。
想 思路一：一位数除整百整十数，把整百整十数看成多少个十去除。
   思路二：把整百整十数拆成几百与几百几十的和，再分别除以除数。

【3】口算 240÷30。
想 口算用整十数除时，要想几个几十是几十或几个几十是几百几十。
解 240÷30=8(想：8个 30 是 240)
*【4】在方框中填上合适的数字：
□□0÷3＜90

想 如果□□0÷3=90，则方框中应填 27，即 0÷3=90。由于被除数
的末尾是 0，商数小于 90，则商应是末尾是 0、十位数字小于 9 的两位数。
根据商×除数=被除数，可以在方框中填上合适的数字。

*【5】在方框中填上合适的数字：120÷□0＞3。
想 120÷□0的商大于 3，则最小应该是 4。根据几个几十是 120 便可以

填好方框中的数字。

2.笔算除法

【1】填空。
(1)2183÷18 的商是(    )位数。
想 笔算两位数除法，先看被除数的前两位试商，如果两位不够除，即

被除数的前两位比除数小，就要试除前三位。在 2183÷18 中，被除数前两位
“21”比除数“18”大，够商，因此商的最高位在被除数的百位上，商是三
位数。

解 2183÷18 的商是(三)位数。
(2)笔算 480÷63 时，把 63 看作(    )试商。



想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一般按照四舍五入法，把除数看作和它接近
的整十数来试商。

解 笔算 480÷63 时，把 63 看作(60)试商。
(3)2446÷58 的商的最高位是(    )位。
想被除数前两位比除数小，不够除，因此要看被除数的前三位试商。这

时的商数写在被除数的十位上。
解   2446÷58 的商的最高位是(十)位。
(4)除数是 62，商是 6，余数是 54，被除数是(    )。
想在除法中，除数×商+余数=被除数。
解 62×6+54=426。
除数是 62，商是 6，余数是 54，被除数是(426)。

想在除法中，余数要比除数小。除数是 47，则余数应当是小于 47 的数。
这些数中，46 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2】判断：正确的在括号中划√，错误的划×。
(1)如果被除数是四位数，除数是两位数，则商一定是三位数。( )
想两位数除四位数，先看被除数的前两位试商，如果够除，则商的高位

在被除数的百位上，商是三位数；如果不够除，则要看被除数的前三位试商，
这时商的高位在被除数的十位上，商是两位数。因此，两位数除四位数，商
可能是三位数，也可能是两位数。

解括号中划“×”。
(2)被除数的中间有 0，则商的中间也有 0。(    )
想 计算除法时，在求出商的最高位以后，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不够

商 1就对着那一位商 0。因此，商数中的 0与被除数中间是否有 0，没有联系。
解括号中划“×”。
(3)“百位”是 4312÷38 的商的最高位。(    )
想笔算两位数除多位数，先看被除数前两位试商。由于被除数前两位

“43”比除数“38”大，因此商的最高位在被除数的百位上，也就是说商的
最高位是百位。

解括号中划“√”。
(4)省略百位后面的尾数，3490 的近似数是 3490≈3000。(    )。
想省略百位后面的尾数就是要按四舍五入法把个位和十位的数舍去，百

位数要保留。由于尾数的高位是 9，大于5，所以把尾数改成 0后还要向百位
进一，即 3490≈3500。

解括号中划“×”。
【3】选择正确答案的序号填空。
(1)一道除法算式的商是 17，余数是23，则除数最小应是(   )。【①20

②22 ③24】
想 在除法中，余数要比除数小。相反，除数则要比余数大。由于算式

中的余数是 23，因此，除数便是大于 23 的数。在这样的数中，24 是其中最
小的一个。

解选择答案③。
(2)笔算 2186÷68 时，按照(    )法把除数看作和它接近的整十数试



商。【①四舍②五入③四舍五入】
想除数“68”的个位数满了 5，所以要按五入法把除数看作和它接近的

整十数试商。
解选择答案②。
(3)笔算 220÷24 时，把 24 看作(    )试商比较简便。【①20 ②25 ③

30】
想 15、25 与一位数相乘往往容易口算出结果，从而能快速定好商数。

因此，当除数是接近 15、25 的两位数时，把它看作 15、25 试商比较简便。
解 选择答案②。
(4)两个数相除的商是 12，如果除数不变，被除数扩大 3 倍，则商是

(    )。【①12②24③36】
想在除法中，除数不变，若被除数扩大或缩小几倍，商也扩大或缩小相

同的倍数。
解 12×3=36。选择答案③。
*(5)3□□□÷4□的商是(    )位数。【①两②三③四】
想被除数的前两位小于除数，因此要看前三位试商，这时商的最高位在

被除数的十位上。可见，商是两位数。
解选择答案①。
【4】计算下面各题。
662÷23 2576÷38 5779÷54 3749÷31
想笔算两位数除多位数时，先用除数试除被除数的前两位数，如果它比

除数小，再试除前三位数；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就在那一位上面写商，如
果不够商 1就商 0；每次除后余下的数必须比除数小。

解 662÷23=28⋯⋯18 2576÷38=67⋯⋯30

【5】下面的计算都错了，请改正。
(1)



24 9180
72

380

198
192

6

想 被除数末尾有 0时，除到 0的前一位有余数，0要下移继续除。
解 应改正为：

24 9180
72

382

198
192

60
48

12

0 0除到 的前一位有余数 要下移继续除, .

除到 0的前一位有余数，0要下移继续除。
(2)

31 7440
62

24

124
124

0

想 被除数末尾有 0 时，除到 0 的前一位没有余数，则 0 不要下移，直
接商 0。

解应改正为：

31 7440
62

240

124
124

0

(3)

45 9315
90

2 7

315
315

0

想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不够商 1就商 0。



解应改正为：

45 9315
90

207

315
315

0

(4)

48 3761
336

78

401
384

17

想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就在那一位的上面写商。
解应改正为：

48 3761
336

78

401
384

17

(5)

38 864
38

19

484
342

142

想每次除后余下的数必须比除数小。
解应改正为：

38 864
76

22

104
76

28

*【6】下面式子的方格中，填哪几个数字商是一位数？填哪几个数字商
是两位数？

45 25□

想要使商是一位数，被除数的前两位应小于除数；要使商是两位数，被
除数的前两位应等于或大于除数。



解商是一位数，方框中应填的数字是：1、2、3、4。
商是两位数，方框中应填的数字是：5、6、7、8、9。
*【7】□中填怎样的数字，

36 3 88□

的商是三位数？
想两位数除四位数，要使商是三位数，商的最高位必须在被除数的百位

上。也就是说，被除数的前两位应该等于或者大于除数。
解□中应填的数字包括：6、7、8、9。
*【8】□中填哪几个数字商是一位数，且无余数：

58 4□□

想因为商是一位数，且无余数，所以原式可以改写为□□4÷58=□。被
除数的末位是 4，根据除数×商=被除数，可以推知商是 3或 8，由此便能找
到方框中要填的数。

解由 58×3=174 和 58×8=464，可知□□中分别填 1、7 或 4、6 时，商
就是一位数且无余数。

*【9】求除数是多少：500÷□=7⋯⋯10。
想因为商×除数+余数=被除数，所以(被除数-余数)÷商=除数。
解由(500-10)÷7=70，可知除数是 70。
*【10】填上合适的除数和商：128÷□□=□。
想在除法中，被除数÷商=除数，因此，原式可以改写为一位数除法：

128÷□=□□。写成竖式是：

□
□□

128

由这个竖式容易发现，式中的除数可以是除 1以外的一位数，但要保证
没有余数，就只有 2、4、8三个数了。由此可以确定原式中的除数和商。

想要使商的中间有 0，被除数十位上的数与前一位除完的余数合起来应

小于除数 14。根据这一条件，方框 A中可填的数是 2或 3。当 中填 2 时，

中可填 1—9中的任意一个；当 中填 3时， 中可填 0、1、2、3中的
任意一个。

2、1；2、2；2、3；
2、4；2、5；2、6；
2、7；2、8；2、9；
3、0；3、1；3、2；
3、3。
*【12】在□中填上合适的数字使竖式成立
(1)



想由①可知商的十位上是 5，因为只有 7×5才能得到个位上是 5 的数。
同样由①得，商十位上的 5与除数十位数的乘积不能大于 14，故除数十位上
的数一定是 2。由③可知商的个位上肯定是 3，因为只有 7×3 才能得到个位
上是  1 的数。而 27 ×3=81，故推得②的两个方框填 81。接着再往上推导
出被除数的十位上和个位上分别是 3和 1。

解

(2)

想 由①可知，商的百位数与 12 相乘得到的积是末位为 6的两位数，那
么商的百位上是 3 或 8，因为 12 ×3 的积的末位是 6；12×8 的积的末位也
是 6。由②可知，被除数的十位和个位数同时下移，说明十位数不够除，因
此商的十位上是 0。由③知，商的个位数与乘数 12 相乘的积的末位是 4，因
此商的个位数是 2或 7。因为12×2 的积的末位是 4，12×7 的积的末位也是
4。根据以上分析，现在可以在方框中填数，并且有多种填法使竖式成立。

解：



3.除法应用题及其数量关系

【1】填空。
(1)如果求工效，要知道的条件是(    )。
想 工作总量÷时间=工效。
解 如果求工效，要知道的条件是(工作总量和时间)。
(2)已知路程和时间，可用(    )法求出速度。
想 路程÷时间=速度。
解 已知路程和时间，可用(除)法求出速度。
(3)果树专业户种了 70 棵栗子树，一共收栗子 4480 千克。平均每棵收栗

子多少千克？这道应用题的数量关系是(    )。
想 一共收栗子 4480 千克是栗子的总产量；70 棵栗子树是指栗子树的数

量；平均每棵树收栗子的重量是单产量。这道题目是已知总产量和数量，求
单产量的应用题。

解 这道应用题的数量关系是(总产量÷数量=单产量)。
【2】判断：正确的在括号中记√，错误的记×。
(1)工人叔叔一星期挖煤 2800 千克，平均每天挖煤多少千克？
这道题目的数量关系是单产量×数量=总产量。(    )
想 一星期是 7天，即挖煤的天数是 7天；挖煤 2800 千克是挖煤的总重

量；平均每天挖煤多少千克是指单产量。这道应用题是已知总产量和数量，
求单产量的应用题，它的数量关系是总产量÷数量=单产量。把它说成是乘法
应用题的数量关系是错误的。

解 括号中记“×”。
(2)张强买 5本故事书花钱 15 元，平均每本故事书要多少元？
这道题目列式解答是 3×5=15(元)。(    )
想 一共花钱 15 元，这是买书的总价；买了 5本故事书，这是买书的数

量；平均每本故事书要多少元是单价。所以这是一道已知总价和数量，求单
价的应用题，数量关系是：总价÷数量=单价。显然这道应用题是除法应用题，
要列除法算式解答；而不是乘法应用题，不能列乘法算式解答。

解 括号中记“×”。
(3)王村的农民伯伯 4天修水渠 280 米，________________？
这道题目要补充求工效的问题。(    )
想 题目告诉的两个条件分别是时间(4 天)，工作总量(280 米)。根据数

量关系工作总量÷时间=工效可知，这道题目缺少的是求工效的问题，因此，
应当补充求工效的问题。



解 括号中记“√”。
【3】选择正确答案的序号填空。
(1)刘叔叔家离县城 36 千米，他骑单车去县城，如果每小时走 12 千米，

几小时可以到达？
这道应用题的数量关系是(    )【①速度×时间=路程②路程÷时间=速

度 ③路程÷速度=时间】
想 题目的已知条件是路程(36 千米)，速度(每小时走 12 千米)。求的是

时间。用除法计算。
解 选择答案③。
(2)在工效、单价、路程、总价、时间、总产量、速度中，能够组成数量

关系的三个是(    )。【①工效、总产量、时间 ②速度、时间、路程 ③单
价、总价、时间】

想 组成四种不同应用题数量关系的三个量分别是：
工效、时间、工作总量；
单价、数量、总价；
速度、时间、路程；
单产量、数量、总产量。

解 选择答案②。
【4】李伯伯要加工 720 个零件，他准备每天加工 30 个。需要多少天完

成任务？
想 题目的已知条件是工作总量(720 个)，工效(每天加工 30 个)。求的

是时间。由工作总量÷工效=时间可知，这道题目用除法计算。
解 720÷30=24(天)
答：需要 24 天完成任务。
【5】一箱桔子的价格是 32 元，一箱水蜜桃的价格是桔子价格的 2倍。

果品店共运来了价值为 1536 元的水蜜桃。这批水蜜桃有多少箱？
想 1536 元是水蜜桃的总价，求水蜜桃有多少箱是求水蜜桃的数量，根

据“总价÷单价=数量”这一关系可知，求数量除了总价这个条件外，还要知
道水蜜桃的单价。到底水蜜桃的单价是多少呢？题目没有直接告诉，但间接
点明了。也就是说水蜜桃的单价可以算出来，并且这是解题的第一步。由此
可见，这是一道两步计算的应用题。

解 分步列式：32×2=64(元)⋯⋯水蜜桃的价钱
1536÷64=24(箱)⋯⋯水蜜桃的箱数
综合列式：1536÷(32×2)=24(箱)
答：这批水蜜桃有 24 箱。
【6】补充条件，使应用题成为完整的应用题。____，有一辆汽车以每小

时 50 千米的速度从甲地开往乙地，需用多少小时？
想 题目求的是时间，已知一个条件是速度即每小时 50 千米。根据数量

关系“路程÷速度=时间”可知，求时间缺少的另一个条件是路程。因此要补
充路程这个条件。

解 空白处应补充的条件可以是“甲乙两地相距 150 千米”。补充条件
后原题便变成了“甲乙两地相距 150 千米，有一辆汽车以每小时 50 千米的速
度从甲地开往乙地，需用多少小时？”

【7】补充不同的条件和问题，使下面的应用题分别构成一道乘法应用题



和一道除法应用题：____，平均每天修路 18 米，________？
想 这道题目仅仅告诉一个条件即工效。根据应用题的数量关系知道，

构成这类应用题的另外两种数量是工作总量和时间，三者的关系是：工效×
时间=工作总量；工作总量÷工效=时间。由此可知，要使这道应用题成为乘
法应用题，就应该把时间作为它的另一个条件，把工作总量作为要求的问题。
相反，要使这道应用题成为除法应用题，就应该把工作总量作为它的另一个
条件，把时间作为要求的问题。

解 补充为乘法应用题是：养路队修路 5天，平均每天修路 18 米，一共
修路多少米？

补充为除法应用题是：一段路 90 米长，平均每天修路 18 米，需要几天
修完？

【8】编一道求单价的应用题。再解答出来。
想 由数量关系“总价÷数量=单价”可知，求单价应具备两个已知条件：

总价和数量。所以编应用题时要编入总价和数量作为条件，把求单价作为问
题。

解 学校实验室花 32 元钱买了 4 瓶酒精做实验，每瓶酒精的价钱是多
少？

32÷4=8(元)
答：每瓶酒精的价钱是 8元。
【9】用“一条路长 450 米”先编一道求工效的应用题，再编一道求速度

的应用题。
想 根据数量关系“工作总量÷时间=工效”可知，求工效应有两个已知

条件：工作总量和工作时间。把“一条路长 450 米”作为工作总量这一条件，
则还要确定另一个条件即工作时间。

由数量关系“路程÷时间=速度”可知，求速度的两个已知条件是路程和
时间，如果把“一条路长 450 米”作为路程，则还要确定的另一个条件也是
时间。

解 求工效的应用题：一条路长 450 米，工程队用了 5 天时间修完。平
均每天修多少米？

求速度的应用题：一条路长 450 米，有一个人步行 6分钟走完。这个人
每分钟步行多少米？

【10】一台织袜机每小时织 32 双儿童袜，如果工作 4小时，一共可以织
多少双袜？把这道题改编成求工效的应用题。

想 这道题目的已知条件是工效(32 双)和时间(4 小时)，求工作总量。
求出工作总量是 32×4=128(双)。如果要把它改编成求工效的应用题，则应
将工作总量(128 双)和时间(4 小时)作为已知条件，求工效作为问题。

解 改编成求工效的应用题是：一台织袜机 4 小时织 128 双儿童袜，平
均每小时织多少双袜？

*【11】根据算式把题目补充完全，再计算。____，客轮每小时行 28 千
米，走完全部路程要用几小时？

140÷28
想 题目的一个已知条件是速度，要求的问题是时间。根据路程÷速度=

时间可知，要补充的条件是路程，且要利用 140 这个数。
解 甲乙两个城市相距 140 千米，客轮每小时行 28 千米，走完全部路程



要用几小时？
140÷28=5(小时)
答：客轮走完全部路程要用 5小时。



三 年、月、日
 

【1】填空。
(1)1997 年的一月、二月和三月一共有(    )天。
想 一月和三月是大月；1997 年是平年，它的二月是 28 天。
解 31+28+31=90(天)。括号中填“90”。
(2)4 年=(    )个月。
想 1 年有 12 个月；4 年则有 4 个 12 个月。求 4个 12 是多少，用乘法

计算。
解 12×4=48。括号中填“48”。
(3)60 个月=(    )年。
想 12 个月是一年。几十中间含有多少个 12，几十个月就是多少年。求

一个数中含有几个几用除法计算。
解 60÷12=5。括号中填“5”。
(4)1992 年是(    )年。
想 公历年份是 4的倍数的一般都是闰年。
解 1992÷4=492。1992 是 4 的 492 倍。括号中填“闰”。
(5)闰年全年有(    )天。
想 闰年的二月比平年的二月多 1天。
解 括号中填“366”。
(6)闰年的二月比三月少(    )天；
平年的二月比三月少(    )天。
想 每年的三月是 31 天；闰年的二月是 29 天；平年的二月是 28 天。
解 31-29=2；31-28=3。两个括号中依次填 2、3。
(7)下午 6时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是(    )时。
想 下午几时是用普通计时法表示的时刻，它实际上是时针走完了第一

圈后，第二圈又走到了这个数字。因此改用24 时计时法表示普通计时法的时
刻要加上 12。

解 6+12=18。括号中填“18”。
(8)火车从北京开往沈阳，开车时刻是 22 点，第二天早上 6点到达。路

上行了(    )小时。
想 火车行车的时间跨越了前后两天。把前一天行走的时间和后一天行

走的时间加起来，便得到全部的行车时间。
解 2+6=8。括号中填“8”。
(9)乒乓球赛从 14∶30 开始比赛，经过1小时 40 分结束。结束是(    )

时(    )分。
想 从 14∶30 开始，经过 1小时是 15∶30；再经过 40 分，是 16∶10。
解 前后括号依次填 16、10。
(10)张华出生于 1978 年，到 1997 年他是(    )岁。
想 用后一个公历年份减去出生前一年的公历年份，即可求出年龄岁

数。
解 1997-1977=20。括号中填“20”。
(11)小强满 12 岁的时候只过了 3个生日。他是(    )月(    )日生的。
想 12 年过 3 个生日，平均每 4年过 1个生日。每 4 年中有一个闰年，



闰年的二月有 29 天，因此每 4年才有一个二月二十九日。可见，小强是二月
二十九日生的。

解 括号中依次填 2、29。
【2】判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在一年中，一月、三月、五月、七月、八月、十月、十二月都是 31

天，其余每月是 30 天。(    )
想 一年 12 个月中除了大月和小月外，二月是特殊的月份，它不是 31

天，也不是 30 天。
解 在括号中打×。
(2)因为 1800 是 4 的倍数，所以 1800 年是闰年。(    )
想 公历年份是整百数的，必须是 400 的倍数才是闰年。
解 1800÷400=4⋯⋯200。在括号中打×。
(3)每年都是 365 天。(    )
想 公历年有平年和闰年的区分。平年和闰年全年的天数不相等。
解 在括号中打×。
(4)李小强生于 1987 年 9 月 31 日。(    )
想 每年 9月只有 30 天，所以没有 9月 31 日。
解 括号中打×。
(5)用普通计时法表示 20 时是下午 8时。(    )
想 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的时刻超过 12 时后，如果改用普通计时法表示

要减去 12，并注明“下午”。
解 20-12=8。括号中打√。
(6)每年上半年的天数少于下半年的天数。(    )
想 上半年有 3个大月、2个小月、一个特殊的二月；下半年有 4个大月、

2 个小月。下半年的大月数多于上半年的大月数，所以它的天数也多于上半
年的天数。

解 括号中打√。
(7)学校每天 8小时开始上课。(    )
想 事件开始是指时刻。表示时刻用“时”，不用“小时”。
解 在括号中打×。
(8)8 月份有 4个星期零 3天。(    )
想 8 月份有 31 天，一个星期是 7天，求出31 中间有几个 7还余几，便

知道 8月份有几个星期零几天。
解 31÷7=4⋯⋯3。括号中打√。
(9)夜里 12 时就是 24 时，也就是 0时。(    )
想 夜里 12 时是用普通计时法表示的时刻，改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时要

加 12，即 12+12=24(时)。可见，夜里12 时就是 24 时。同时这一刻既是前一
天的结束，又是后一天的开始，因此它是后一天的 0时。上面的说法是正确
的。

解 括号中打√。
【3】在括号里填上正确答案的序号。
(1)在下面的年份中，闰年是(    )。【①1800 年 ②1900 年 ③2000 年】
想 公历年份是整百数的，必须是 400 的倍数才是闰年。
解 因为 1800÷400=4⋯⋯200



1900÷400=4⋯⋯300
2000÷400=5
所以正确答案是③。
(2)1980 年的二月有(    )天。【①28 ②29 ③30】
想 平年的二月有 28 天，闰年的二月有 29 天。1980 年是闰年(1980÷

4=495)。
解 正确的答案是②。
(3)一辆汽车走了 5小时后是下午 3时，这辆汽车出发的时刻是(    )。

【①8时 ②9时 ③10 时】
想 下午 3时就是 15 时。用后一个时刻数减去经过的时间得到前一个时

刻数：15-5=10(时)。
解 选择答案③。
(4)一年中加起来天数最多的连续两个月是(    )。【①3月和 4月 ②7

月和 8月 ③11 月和 12 月】
想 一年中只有 7月和 8月是连续的两个大月。所以答案②是正确的。
解 选择答案②。
(5)圆圆在校的时间是：上午 7∶50——11∶20；下午 2∶00——4∶30。

她一天在校的时间是(    )小时。【①6 ②7③8】
想 要分别算出上午的在校时间数和下午的在校时间数。由7∶50到11∶

20 是 3 小时 30 分；由 2∶00 到 4∶30 是 2 小时 30 分。两次时间合起来是一
天的在校时间。

解 答案①是正确的。
(6)有一个城市的小学 7月 12 日放暑假，8月 28 日开学。这里的小学共

放暑假(    )天。【①46 ②47 ③48】
想 放暑假的时间是从 7 月 12 日开始，到 8 月 27 日结束。那么 7 月份

放暑假的天数是：31-11=20(天)；8 月份放暑假的天数是 27 天。一共放暑假
的天数是 20+27=47(天)。答案②是正确的。

解 选择答案②。
【4】一辆客车上午 10∶30 从甲地出发，下午 2∶30 到达乙地，平均每

小时行 45 千米。甲乙两地之间相距多少千米？
想 这是求路程的应用题。由速度×时间=路程可知，解答这道题目用乘

法计算，且要知道两个条件：速度和时间。速度是每小时行 45 千米，时间是
未知的，因此先要算出客车行完全部路程用的时间。

解 由上午 10∶30 到下午 2∶30，经过的时间是 4小时。
45×4=180(千米)
答：甲乙两地之间相距 180 千米。
【5】建设水泥厂 11 月份生产水泥 15000 吨。12 月份平均每天生产水泥

550 吨。12 月份比 11 月份多生产水泥多少吨？
想 已知 11 月份的工作总量是 15000 吨。要求出 12 月份的工作总量比

11 月份的工作总量多多少，先要求出 12 月份的工作总量。
解 12 月份的工效是每天生产水泥 550 吨；时间是 31 天。
550×31=17050(吨)
17050-15000=2050(吨)
答：12 月份比 11 月份多生产水泥 2050 吨。



【6】李家村要挖一条长 588 米的水渠，从 11 月 28 日开始动工，到 12
月 9 日完工，平均每天挖多少米？

想 这道题目已知工作总量，求工效。根据工作总量÷时间=工效这一数
量关系可知，要用除法计算，且先要算出时间。由于 11 月份是小月，即只有
30 天，因此 11 月中工时是 3天；而 12 月的工时是 9天，因此一共用的时间
是 3+9=12(天)。

解 修这条水渠用的时间是 12 天。
588÷12=49(米)
答：平均每天挖 49 米。
【7】一个工厂 7—9月节约用煤 27600 千克，平均每天节约用煤多少千

克？
想 7 月和 8月是大月，每月 31 天；9月是小月，只有 30 天。7—9月一

共有的天数是：31+31+30=92(天)。然后用节约用煤的总数除以天数便得到每
天节约用煤的数量。

解 7—9 月的天数是 31+31+30=92(天)。
27600÷92=300(千克)
答：平均每天节约用煤 300 千克。
*【8】从早上 6时到下午 4时，有几小时？
想 思路一：根据普通计时法推算，从早上 6 时到中午 12 时是 6 小时；

从中午 12时到下午4时是4小时。所以从早上 6时到下午4时有10小时。(解
略)

思路二：将普通计时法改为 24 时计时法推算，早上 6时是 6时；下午4
时是 16 时。从 6时到 16 时是 101 小时。(解略)

*【9】1993 年 6 月 1 日是星期二，1994 年 6 月 1 日是星期几？(教材 86
页 12 题)

想 1993 年和 1994 年都是平年。从 1993 年 6 月 1 日到 1994 年 6 月 1 日
刚好一年即 365 天。因为每星期是 7 天，365÷=52⋯⋯1，就是说，从 1993
年 6 月 1 日到 1994 年 6 月 1 日有 52 个星期多 1天，而 1993 年 6 月 1 日是星
期二，所以 1994 年 6 月 1 日是星期三。(解略)

*【10】二月的一天，有三批同学到王老师家，每批的人数不相等，没有
单独一人去的。三批人数的乘积正好等于这一天的日期。这三批学生各有几
人？(教材 86 页思考题)

想 根据题意，有如下条件需要同时考虑：①每批人数多于 1 人；②三
批人数均不相等；③三批人数的乘积小于或等于 29，因为三批人数的乘积正
好等于这一天的日期，而二月最多只有 29 天。按照这样的条件可以尝试：2
×3×4=24；2×3×5=30。显然，只有 2×3×4=24 同时符合三个条件。因此
三批学生数分别是 2人、3人、4人。

*【11】一场排球赛从19∶30 开始，进行了155 分。什么时候结束比赛？
(教材 90 页 12 题)

想 155 分=2 小时 35 分。
由于从 19∶30 开始经过 2小时，是 21∶30；从 21∶30 经过 30 分是 22∶

00；从 22∶00 经过 5分是 22∶05。所以可知，是 22∶05 结束比赛。(答略)
*【12】一个汽车总站 2小时发出 6辆长途汽车。照这样计算，从上午 6

时到下午 4时要发出多少辆长途汽车？(教材 90 页 12 题)



想 思路一：从上午 6时到下午 4时共 10 小时。因为 2小时发出 6辆长
途汽车，而 10 小时中有 5个 2小时，因此共发出 5个 6辆车即 30 辆车。思
路二：2小时发出 6辆车，则 1小时发出 6÷2=3(辆)车。而从上午 6时到下
午 4时共有 10 小时，因此共发出 10 个 3 辆车即 30 辆车。(解略)

*【13】从 1984 年起到 2000 年止，一共有几个闰年？
想 1984 年是闰年。以后每隔 3年便出现一个闰年。因此接下来 1988 年、

1992 年、1996 年、2000 年都是闰年。这样，从 1984 年起到 2000 年止一共
有 5个闰年。(解略)

*【14】一天中午，天正下着大雨，小芳问小华：“再过 84 小时会不会
出太阳？”小华回答说“不一定”。小芳则肯定地说“一定不会出太阳”。
他们谁说得对？为什么？

想 一天是 24 小时，84÷24=3⋯⋯12，这就是说，84 小时是 3 天零 12
小时，即 3天半。同一个地方的中午经过 3天还是中午，再经过 12 小时则到
了深夜。既然是深夜，就肯定见不到出太阳。因此小芳说的话是对的。(解略)



四 混合运算和应用题

1.混合运算

【1】填空。
(1)计算(600-4×9)÷6 的第一步是算(    )法。
想 含有小括号的算式要先算小括号里面的。小括号里既有加、减法，

又有乘、除法时，要先算乘除法。
解 计算(600-4×9)÷6 的第一步是算(乘)法。
(2)“12 除 46 与 14 的和，商是多少？”
求商的算式是(    )。
想 除数是 12，被除数是两个数的和。计算时要先算出两个数的和，因

此要加上小括号。
解 求商的算式是：(46+14)÷12。
(3)把下面的三个算式写成一个综合算式是(    )。
①720-340=380 ② 380÷76=5 ③5+35=40
想 ①式的结果是②式的被除数，②式的结果是③式的第一个加数。用

算式代替结果便得到综合式：720-340÷76+35=40。由上面的三个算式可知，
在综合式中第一步要算减法，因此 720-340 要加上小括号。

解 把三个算式写成一个综合算式是：
(720-340)÷76+35=40
(4)食品商店上午卖出白糖 5包，每包重 100 千克；下午又卖出同样的 6

包。这天共卖出多少千克白糖？
计算这道应用题的算式是(    )。
想 每包白糖的重量×白糖的包数=一共卖出白糖的重量。已知每包白糖

重 100 千克，但不知道白糖的包数，因此先要求出白糖的包数，用加法计算，
并且要加上小括号才能表示第一步求白糖的包数。

解 计算应用题的算式是：100×(5+6)。
【2】判断：正确的记√，错误的记×。
(1)小括号的作用是改变运算顺序。(    )
想 一个算式中只有加、减法，或只有乘、除法时，按从左到右的顺序

计算；既有加、减法，又有乘、除法时，要先算乘、除法，后算加、减法。
但如果算式中有小括号，则要先算小括号里面的。因此小括号改变了原来算
式的运算顺序。括号中记√。(解略)

(2)小括号里面的运算一律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    )
想 小括号里面如果有加、减、乘、除法，要先算乘、除法，后算加、

减法。括号中记×。(解略)
(3)计算(51-4)×6÷3 的第二步是算乘法。(    )
想 算完第一步(51-4)=47 后，原来的算式变为 47×6÷3，这个式子中

只有乘、除法，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计算，接着便算 47×6。所以第二步算乘
法是正确的。括号中记√。(解略)

(4)计算(256-198)×(216÷12)时第一步算除法；第二步算减法。(    )
想 一个算式中有小括号时要先算括号里面的。如果有几个小括号，则

可以首先同时算小括号里面的。由此可知，计算(256-198)×(216÷12)时第



一步算减法和除法，第二步算乘法。括号中记×。(解略)
【3】选择正确的答案填空。
(1)下面三个算式中小括号没有意义的是(    )。
【①(18+12)×4-8 ②18+(12×4)-8 ③18+(12×4-8)】
想 小括号的作用是改变运算顺序。“小括号没有意义”指的是有小括

号与无小括号运算顺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算式加上小括号但没有改变运算
顺序，因此小括号并无作用。在上面的算式中，如果没有小括号，算式是 18+12
×4-8。这时的运算顺序是第一步算乘法；第二步算加法；第三步算减法。当
加上小括号后，①和③式都改变了运算顺序，②式却与没加括号时的运算顺
序完全一致。因此②式中的小括号没有意义。

解 选择答案②。
(2)要改变 20×12-10÷5 的运算顺序，小括号的添法是(    )。
【①20×(12-10)÷5  ②(20×12)-10÷5 ③20×12-(10÷5)】
想 20×12-10÷5 的运算顺序是第一步算乘法和除法，第二步算减法。

②式和③式虽然添了括号，但运算顺序与原来的相同；只有①式添上括号后
第一步算减法，第二步算乘法，第三步算除法，它改变了原来算式的运算顺
序。因此小括号的添法要选择①式。(解略)

(3)8 除 6 和 4 的积，商是多少？正确列式是(    )。
【①8÷4×6  ②8÷(4×6) ③4×6÷8】
想 题目求的是商，因此先要弄清被除数和除数分别是多少。将题目的

条件换个说法是“6和 4的积除以 8”，这样就清楚地看出，被除数是 6和 4
的积，除数是 8。列式是4×6÷8。计算时要先算 4和 6的积，而题目的运算
顺序也是先算 4和 6的积，因此 4×6不要加小括号。所以选择答案③。(解
略)

【4】根据 39-24÷3 编的文字题是(    )。
【①39 减 24 除以 3是多少？②39 减 24 除以 3的商，差是多少？ ③39

减 24 除以 3，商是多少？】
想 算式 39-24÷3 的最后结果表示两数的差。所以编的文字题应该明确

是求差。选择答案②。(解略)
【5】计算 3800+1680÷6×18。
想 一个算式中既有加、减法，又有乘、除法，要先算乘、除法，后算

加、减法。
解 3800+1680÷6×18
=3800+280×18
=3800+5040
=8840
【6】计算 8280÷(827-34×23)。
想 算式中有括号，先要算括号里面的。括号里面如果有加、减、乘、

除法，要先算乘、除法，后算加、减法。
解 8280÷(827-34×23)
=8280÷(827-782)
=8280÷45
=184
【7】(540-360)÷(18×5)。



想 一个算式中同时有两个括号，可以同时先算两个括号里面的。
解(540-360)÷(18×5)
=180÷90=2
【8】下面的计算是否正确，如果错了请改正。
(1)1800-600÷(20×5)
=1200÷100
=12
想 有括号的算式要先算括号里面的。运算时要按正确的顺序分步进

行。
解 应改正为：1800-600÷(20×5)
=1800-600÷100=1800-6
=1794
(2)200÷25×8+200
=8×8
=64
想 计算多步式题时，每算完一步后，其余没算的部分要照写下来。
解 应改正为：200÷25×8+200
=8×8+200
=64+200
=264
(3)428+(150-100÷2)
=428+(150-50)
=428+100
=528
想 小括号中如果同时有加、减、乘、除法，要先算乘、除法，后算加、

减法。经检验，这道题的计算是正确的。
解 题目的计算正确，不需改正。
(4)125-1344÷42+68
=125-32+68
=125-100
=25
想 混合运算的两种基本运算顺序是：从左到右依次计算；先乘除后加

减。解题时每一步都要分清情况，按正确顺序进行。
解 应改正为：125-1344÷42+68
=125-32+68
=93+68
=161
【9】列综合算式计算。
(1)500 减去 14 与 12 的积，差是多少？
想 因为求的是差，所以要弄清被减数和减数分别是多少。从 500 中减

去 14 与 12 的积，那么 500 是被减数，14 与 12 的积也就是 14×12 是减数。
解 500-14×12
=500-168
=332



(2)32 除 12000 减去 256 的差，商是多少？
想 既然是求商，就要知道被除数和除数各是多少。把题目换一种说法

是：12000 减去 256 的差除以 32，商是多少？这很容易看出，除数是 32，被
除数则是“差”，也就是12000-256。因为要先算 12000-256，所以要用小括
号括起来。

解(12000-256)÷32
=11744÷32
=367
(3)5 除 500 的商，乘以 10 与 12 的和，积是多少？
想 问题是求积，因此先要明确什么是被乘数，什么是乘数。把题目的

条件句缩简是“⋯⋯商乘以⋯⋯和”，因此，商(500÷5)是被乘数，和(10+12)
是乘数。由于计算时先要求出商与和，所以500÷5 与 10+12 要分别加上小括
号。但 500÷5 可省略小括号，因此只要 10+12 加上小括号。

解 500÷5×(10+12)
=100×22
=2200
【10】先分步解答，再列综合算式解答下面的应用题。
(1)某校三年级 4个班参加课外科技活动，每班 50 人，一共制作数学教

具 400 件。平均每人制作多少件？
想 求平均每人制作多少件，要知道的两个条件是：教具总件数和参加

制作的总人数。教具总件数是 400，而参加制作的总人数是未知数，但可以
求出来，因此第一步就是要算出参加制作教具的总人数。所以，分步解答式
是

① 50×4=200(人)
② 400÷200=2(件)
列综合算式解答：因为要用制作教具的总件数除以制作教具的总人数才

得到平均每人制作教具的件数，所以被除数是 400，除数是50×4，且先要算
出总人数，50×4 要加上小括号。故综合算式是：400÷(50×4)(解略)

(2)一个木工组要做 1450 张课桌。已经做了640 张，剩下的要用30 天做
完。平均每天要做多少张？

想 求平均每天要做多少张，一要知道做的时间，二要知道做的张数。
做的时间是 30 天，而做的张数是未知数，但可以求出 99 来。因此第一步便
要算出还要做多少张课桌。然后用要做的课桌数除以天数便得到每天要做的
课桌数。

分步解答：①1450-640=810(张) ②810÷30=27(张)
列综合算式解答：用剩下要做的课桌数(1450-640)做被除数，用天数做

除数。由于要先算出剩下的课桌数，因此 1450-640 要加上小括号。综合式是：
(1450-640)÷30(解略)

*【11】列综合算式解下面的应用题。
(1)在一条长 24 千米的公路旁，一共栽了 4300 棵杨树，3020 棵柳树。

平均每千米栽了多少棵树？
想 要求每千米栽了多少棵树，应该知道一共栽了多少棵树和栽了多少

千米长。然后用栽树的总棵树除以栽树的千米数便得到每千米的栽树棵数。
由题意知，栽树的千米数是 24，所以除数是 24；而栽树的总棵数是未知数，



但可以求出来，即用 4300+3020，因此被除数是4300+3020。由于要先算出栽
树的总棵数，所以 4300+3020 要用小括号括起来。

解(430+3020)÷24
=7320÷24
=305(棵)
答：平均每千米栽 305 棵树。
(2)水果店有 540 千克梨子，卖出了 13 筐，平均每筐25 千克。还剩多少

千克梨子？
想 原有梨子的重-卖出梨子的重量=还剩梨子的重量。原有梨子重量是

540 千克；卖出梨子的重量是 25×13(千克)。于是可以列式解答。
解 540-25×13
=540-325
=215(千克)
答：还剩 215 千克梨子。
*【12】添上括号使算式成立。
(1)5×9+15÷3-2=38 (2)5×9+15÷3-2=60
想(1)式左边的值是 48，比右边的值 38 大 10，因此要设法加上小括号

使左边的值缩小。(2)式左边的值 48 比右边的值 60 小 12，因此要设法加上
小括号使左边的值增大。按照这样的思路再经多次尝试便能找到答案。

解(1) 5×(9+15)÷3-2=38
(2)5×9+15÷(3-2)=60
*【13】添上运算符号和小括号，使下面的等式成立
(1)3 3 3 3=1(2) 3 3 3 3=2
(3)3 3 3 3=3 (4) 3 3 3 3=4
想 解答这样的题目一要善于添加小括号，改变运算顺序；二要注意灵

活运用运算符号和小括号，有时并不要求把所有的运算符号都用上，有时并
不需要加小括号，有时同一种运算符号要在同一个算式中用多次；三要进行
多次试填，多次调整，才有可能填准确。

解(1)3×3÷3÷3=1 (2)(3×3-3)÷3=2
(3)(3-3)×3+3=3 (4)(3×3+3)÷3=4
*【14】按要求改变 60+120÷30×2 的运算顺序，并写出新的算式：①从

左往右依次计算；②先算两头后算中间；③从右往左算；④先除后加再乘。
想 小括号的作用是改变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因此，要改变某个算式

的运算顺序可以采取加小括号的办法。①由于 60+120÷30×2 的运算顺序的
后一部分是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的，因此要使整个算式按从左往右依次计
算只要将加法提前就行了。新的算式是(60+120)÷30×2。②先算两头后算中
间的意思是要先算加法和乘法，后算除法。因此要把加和乘的计算分别括起
来。新的算式是(60+120)÷(30×2)。③从右往左算意思是先算乘法，再算除
法，最后算加法。所以要把乘法括起来。新的算式是 60+120÷(30×2)。④
先除后加再乘的意思说明了运算顺序，算式是(60+120÷30)×2。因此要写出
的四个新算式依次是：

(60+120)÷30×2
(60+120)÷(30×2)
60+120÷(30×2)



(60+120÷30)×2

2.应用题

【1】 填空。
(1)根据“一辆汽车 5小时行驶 300 千米”可以求出(    )。
想 在上面的条件中，“5小时”是汽车行走的时间；“300 千米”是汽

车行驶的路程。也就是说，已知的是时间和路程。由路程÷时间=速度这一数
量关系可知，根据路程和时间可以求出速度。因此，根据“一辆汽车 5小时
行驶 300 千米”可以求出这辆汽车行驶的速度。括号中填“速度”。(解略)

(2)一个修路队整修一条公路，8小时整修了 360 米。照这样计算，要整
修 945 米，需要多少小时？解答这道题目时要先算(    )

想 题目求的是“多少小时”即时间；已知的一个条件是“要整修 945
米”即工作总量。根据工作总量÷工效=时间这一数量关系可知，要求时间还
要知道一个条件，那就是工效。因此，解答这道题目时要先算出工效，也就
是要先算出每小时整修了多少米。括号中填“工效”。(解略)

(3)求“学校一共有多少学生”应知道的条件是男生多少人、女生多少人；
或平均每班有多少人、一共有多少个班级；还可以是(    )

想 求“学校一共有多少学生”常常有下面一些数量关系：男生人数+女
生人数=学校学生人数；每班人数×班级数=学校学生人数；每个年级人数×
年级数=学校学生人数。所以，除了上述条件外，如果具备下面这样的条件，
同样能求出学校一共有多少学生，即平均每个年级的人数和共有多少个年
级。(解略)

(4)建筑工地运来 4车水泥，每袋 50 千克。一共运来水泥多少千克？这
道题目应补充的条件是(    )。

想 要求一共运来多少千克水泥应知道这样的条件：共有多少袋水泥和
每袋水泥多少千克；或者共有多少车水泥和每车水泥多少千克。对于前一组
条件来说，已知每袋水泥是 50 千克，但不知道共有多少袋水泥，只知道是 4
车水泥，因此必须补充每车有多少袋水泥才能算出共有多少袋水泥；对于后
一组条件来说，已知有 4车水泥，但不知道每车水泥有多少千克，只知道每
袋水泥是 50 千克，因此也只有补充每车有多少袋水泥才能算出每车有多少千
克水泥。由此可知，题目应补充的条件是每车水泥的袋数。括号中填“每车
水泥的袋数”。(解略)

(5)一台磨面机 5小时磨小麦 250 千克。照这样计算，磨 1750 千克小麦，
需要几小时？这道题目的数量关系是(    )。

想 题目求的是“需要几小时”，即求时间。已知条件是磨小麦 1750 千
克，这是工作总量。这类题目的数量关系是：工作总量÷工效=时间。尽管题
目中的工效没有直接告诉，初看起来觉得似乎缺少条件，但这并不影响题目
的数量关系，这是解应用题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因此题目的数量关系是：工
作总量÷工效=时间。(解略)

【2】 判断正误：正确的记√错误的记×。
(1)学校给三好学生买奖品，买了 2 盒钢笔，每盒 10 支，一共用去 80

元。每支钢笔多少元？这道应用题是两步计算的应用题。(    )
想 求每支钢笔多少元，这是求单价。一共用去 80 元是总价。由总价÷



数量=单价这一数量关系可知，要求出单价，还要知道“数量”这一条件，但
题目并没有直接告诉这一条件，因此解题的第一步便要求出这一条件，然后
才能求单价。显然解答这道题目是分两步进行的。因此上面的说法是对的。
括号中打√。(解略)

(2)王贵从家走到学校，每分走 100 米，需要走8分。如果每分走80 米，
需要走几分？解答这道题目的第一步列式是：800÷80=10(分)。(    )

想“每分走 80 米”是速度；求“需要走几分”是求时间。因为路程÷
速度=时间，所以要求出时间，必须还要知道路程是多少。可见解题的第一步
是求路程。由于王贵以不同的速度走的是同一段路程，因此要求的路程也就
是 8分钟走完的那段路程。列式是；100×8=800(米)。由此可知，前面的说
法是错误的。在括号中打×。(解略)

(3)李叔叔 5分走 300 米。他家离化肥厂有 720 米，照这样的速度，要走
多少分？列综合算式解这道题目是 720÷300÷5。(    )

想 这道题目已知路程是 720 米，求时间。显然，先要求出李叔叔走路
的速度。求法是 300÷5=60(米)。根据路程÷速度=时间，被除数是 720，而
除数是 300÷5 的商，因此要加上小括号。也就是说综合算式是 720÷(300÷
5)。很明显，前面的解题是错误的。在括号中打×。(解略)

(4)三年级有 2个班，每班有 43 个同学，一共栽树 258 棵，平均每个同
学栽树多少棵？解：258÷(43×2)=3(棵)。这道题的解答是正确的。(    )

想 判断题目解答是否正确，可以将解题的结果放到题目中进行计算。
算出了每人栽树 3棵，那么每班栽树的棵数是 3×43=129(棵)；每班栽树129
棵，那么2班一共栽树的棵数是 129×2=258(棵)。这一结果与题里的已知条
件相同，说明解答是正确的。故上面的说法也是正确的。括号中打√。(解略)

【3】某粮店运回黄豆 7车，每车装 60 袋，每袋50 千克。一共运来黄豆
多少千克？(用两种方法解答)

想 这道题目是求运来黄豆的总数，它有两个数量关系：
(1)每袋黄豆的重量×黄豆的袋数=黄豆的总重量
(2)每车黄豆的重量×黄豆的车数=黄豆的总重量
如果根据数量关系(1)解题，由于每袋黄豆的重量是已知的，而黄豆的袋

数是未知的，因此先要求黄豆的袋数；如果根据数量关系(2)解题，则黄豆的
车数是已知的，而每车黄豆的重量是未知的，所以先要求每车黄豆的重量。

解 方法一：黄豆的共有袋数是：60×7=420(袋)
运来黄豆的重量是：50×420=21000(千克)
列综合算式计算是：50×(60×7)=21000(千克)
方法二：每车黄豆的重量是：50×60=3000(千克)
运来黄豆的重量是：3000×7=21000(千克)
列综合算式计算是：50×60×7=21000(千克)
答：一共运来黄豆 21000 千克。
【4】甲乙两地相距 385 千米。有一辆汽车以 3小时行完 165 千米的速度，

从甲地开往乙地，需用几小时行完全程？(列综合算式解答)
想 这道题目已知路程是 385 千米，求时间。由路程÷速度=时间可知，

要求时间先要求出速度。列式求速度是 165÷3=55(千米)。由于速度是作除
数，因此列综合算式时 165÷3 要加上小括号。

解 385÷(165÷3)



=385÷55
=7(小时)
答：从甲地开往乙地需用 7小时行完全程。
【5】一辆汽车每小时行驶 30 千米，8 小时可以从甲地到乙地。如果每

小时行驶 40 千米，几小时可以从甲地到乙地？
想 汽车两次从甲地到乙地，行车速度变了，但路程不变。据此，便可

以根据第一次行车的速度和时间求出两地之间的路程，然后用路程除以第二
次的行车速度便得到第二次的行车时间。

解 两地之间的路程是：30×8=240(千米)
从甲地到乙地的时间是：240÷40=6(小时)
列综合算式解答是：30×8÷40=6(小时)
答：6小时可以从甲地到乙地。
【6】补充一个问题，使下面的应用题是两步计算的应用题，并解答出来。
修路工人修一条 2000 米长的公路，平均每天修 50 米，已经修了 12 天，

__？
想 根据题意，这道题目可以有如下两种数量关系：
公路总长度-已修的长度=还要修的长度
修路总天数-已修的天数=还要修的天数
因此这道题目有两种补充问题的方法。
解 方法一：补充的问题是“还要修多少米？”
已经修的长度是：50×12=600(米)
还要修的长度是：2000-600=1400(米)
方法二：补充的问题是“还要修多少天？”
按照这一补充的问题，又有两种解题方法：
①先求出修 2000 米长的公路一共要多少天，再求出还要多少天。
一共要的天数：2000÷50=40(天)
还要修的天数：40-12=28(天)
②先求出还剩下多长的路，再求出修剩下的路需要的天数。
已修了的路长是：50×12=600(米)
还剩下的路长是：2000-600=1400(米)
还要修的天数是：14O0÷50=28(天)答：还要修 28 天。
*【7】根据不同的算式补上不同的问题。
徒弟每天加工 35 个零件，师傅每天加工零件的数量是徒弟的 2倍，__？
(1)35+35×2。
想 这个算式中 35 表示徒弟每天加工的零件数；35×2 表示师傅每天加

工的零件数。因此35+35×2 表示师徒合起来一天加工零件的个数。所以要补
充求和的问题：师傅和徒弟每天一共加工零件多少个？(解略)

(2)35×2-35。
想 这是表示师傅比徒弟每天多加工或徒弟比师傅每天少加工多少个零

件，因此要补充求差的问题：师傅比徒弟每天多加工多少个零件？或徒弟比
师傅每天少加工多少个零件？(解略)

(3)35×2×6。
想 35×2 仍然表示师傅每天加工零件的个数，后面接着乘以 6则表示 6

倍。因此要补充有关倍数关系的问题：师傅 6天加工零件多少个？(解略)



(4)35×2。
想 前面三个算式显示该应用题为两步计算的应用题。但这一个算式则

显示该应用题是一步计算的应用题。因此可做两种理解：其一，理解为师傅
每天加工零件的个数；其二，理解为徒弟 2天加工零件的个数。所以有两种
补充问题的方法。①师傅每天加工零件多少个？②徒弟 2 天加工零件多少
个？(解略)

*【8】补充一个条件和问题，再解答出来。
学校买了 4盒乒乓球，每盒 5袋，__？
想 如果只补问题不补条件，那么这是一步应用题。现在既要补问题，

又要补条件，这样得到的应用题应该是两步应用题。可以有多种补法，如①
条件：每袋 6个；问题：一共多少个？②条件：每袋 3元；问题：一共多少
元？

解 补充的条件：每袋 6个。
补充的问题：一共多少个？
列综合算式解答：6×5×4
=30×4
=120(个)
答：一共 120 个。
*【9】一个工程队用大、小两辆卡车运 300 袋水泥。每次大卡车运 40

袋，小卡车运 20 袋。几次可以运完？两辆卡车各运多少袋？(教材 106 页 17
题)

想 每次运送水泥大、小卡车同来同往，由于大卡车能运 40 袋，小卡车
能运 20 袋，所以一次便可运(40+20)袋。于是用总袋数除以每次运的袋数就
可求出运的次数。接着又能分别求出每辆卡车一共运了多少袋。

解 两辆卡车每次一共运的袋数是：40+20=60(袋)
运完 300 袋水泥需要两车的次数是：300÷60=5(次)
大卡车一共运的袋数是：40×5=200(袋)
小卡车一共运的袋数是：20×5=100(袋)
答：5次可以运完。大卡车共运 200 袋；小卡车运 100 袋。
*【10】把 7本相同的书摞起来，高 42 毫米。如果把 28 本这样的书摞起

来，高多少毫米？(教材 111 页 15 题)
想 思路一：7 本书的高度(42)是 7 本书本数的 6 倍，那么，28 本同样

的书的高度也应该是 28 本书本数的 6倍，于是根据倍数关系可解题。
思路二：根据7本书的高度能求出每本书的厚度，进而能求出 28 本书的

高度。
解 方法一：28×6=168(毫米)
方法二：42÷7=6(毫米)  28×6=168(毫米)
答：把 28 本同样的书摞起来高 168 毫米。
*【11】小林家养了一些鸡。黄鸡比黑鸡多 13 只，比白鸡少 18 只。白鸡

的只数是黄鸡的 2倍。白鸡、黄鸡、黑鸡一共有多少只？
想 根据题意，画如下的线段图 2—1：



图 2—1

黄鸡比白鸡少 18 只，就是白鸡比黄鸡多 18 只。又知道白鸡的只数是黄
鸡只数的 2倍，即白鸡比黄鸡多 1倍，那么白鸡的 1情便是 18 只，2倍就是
18×2=36(只)。由此可以推导出黄鸡有 18 只，黑鸡有 5只。

解 三种鸡共有的只数是 36+18+5=59(只)。
*【12】商店运来苹果和梨各 1吨。5筐苹果的重量和 4筐梨的重量相等。

每筐苹果重 20 千克，商店运来苹果和梨各多少筐？每筐梨重多少千克？(教
材 114 页思考题)

想 ①因为苹果的总重量是 1吨，每筐苹果的重量是 20 千克，所以可以
求出有多少筐苹果；②由于 5筐苹果的重量和 4筐梨的重量相等，按照这一
关系可以求出每筐梨的重量；③求得每筐梨的重量后可以求出梨的筐数。

解 1 吨=1000 千克
①运来苹果的筐数是：1000÷20=50(筐)
4 筐梨的重量是：20×5=100(千克)
②每筐梨的重量是：100÷4=25(千克)
③运来梨的筐数是：1000÷25=40(筐)
答：运来苹果 50 筐；运来梨 40 筐；每筐梨重 25 千克。
*【13】用一个杯子向一个空瓶里倒水。如果倒进 3杯水，连瓶共重 440

克。如果倒进 5杯水，连瓶共重 600 克。想一想：一杯水和一个空瓶各重多
少？(教材 117 页思考题)

想 倒进 3杯水后，瓶水共重 440 克；倒进 5杯水后，瓶水共重 600 克。
由此可知 2杯水的重量，进而能求出一杯水的重量。

解 600-440=160(克) 160÷2=80(克)
即每杯水重 80 克。
80×3=240(克) 440-240=200(克)
即瓶子重 200 克。



五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

1.面积和面积单位

【1】填空。
(1)计算火柴盒面的大小用(    )作单位。
想 常用的面积单位有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三个。火柴面的长

和宽小于 1分米，因此计算面积时只能用比平方分米小的面积单位。括号里
应填“平方厘米”。(解略)

(2)有一个长方形中刚好能摆下 5个 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那么这个长
方形的长是(    )。

想 根据题意先画出图 2—2。

图 2—2

看图可知，长方形的长就是五个 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的边长的和，即
5厘米。所以括号里应填“5厘米”。(解略)

(3)用 4 个 1 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拼成一个大正方形，则大正方形的周长
是(    )

想 按题意画出拼成的大正方形示意图如下：
看图便知道，大正方形的边长就是两个小正方形的边长的和，而每个小

正方形的边长是 1厘米，因此大正方形的边长是 2厘米。由此可以求出大正
方形的周长是 2×4=8(厘米)。(解略)

图 2—3

【2】判断正误：对的打√，错的打×。
(1)一块手帕的面积是 4分米。(    )
想 求面积要用面积单位，而“分米”是长度单位，所以是错误的。
解 括号里应记“×”。
(2)面积单位比长度单位大。(    )
想 面积单位和长度单位是不同种类的计量单位。前者用于计算物体的

面积；后者用于计算物体的长度。两者之间不能比较大小。可见这种说法是
错误的。

解 括号里应记“×”。
(3)计算房屋地面的面积要用平方米作单位。(    )
想 常用的面积单位有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三个面积单位的

大小不同，要根据物体面积的大小来选择使用。由于房屋地面的面积一般比
较大，量它的长、宽时常用米作单位，因此计算它的面积时就用平方米作单



位。所以上面的说法是正确的。
解 括号里应记“√”。
【3】将 6个 1平方厘米的正方形摆成长方形，有几种摆法？每种摆法摆

出的长方形的长和宽分别是多少？
想 长方形特征是对边平行且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由此可知，它只

有两种摆法。
解 有两种摆法，如图 2—4和图 2—5。

       图 2—4             图 2—5

在图 2—4中，长方形的长是 6个小正方形边长的和，即 6厘米；宽是 1
个正方形的边长，即 1厘米。在图2—5中，长方形的长是 3个小正方形边长
的和，即 3厘米，宽是 2个小正方形边长的和，即 2厘米。

【4】图2—6中每个方格是1平方厘米。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是多少？(教
材 122 页 8 题)

图 2—6

想 在图中的 8 个方格中，下一排 4 个方格全部是阴影，它的面积是 4
平方厘米；上一排 4个方格，每个方格的一半是阴影，合起来阴影部分的面
积相当于两个方格的面积，即 2 平方厘米。因此，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是
4+2=6(平方厘米)。

(解略)
*【5】图 2—7中每一个方格代表 1平方厘米。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是多

少平方厘米？(教材 122 页 8 题)
想 直接从阴影部分入手求面积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已

图 2—7

知条件。因此要想另外的办法。看图可知，大正方形的每排有 4个方格，
而且有 4排，这样便很容易求得大正方形中方格的个数是 16，也就是说，大
正方形的面积是 16 平方厘米。再观察图会发现，大正方形的阴影部分之外的
面积可以求出，它包括 4个方格和 8个“半个方格”，而 8个“半个方格”
合起来是 4个方格，因此大正方形的阴影部分之外的面积是 8平方厘米。这
样阴影部分的面积是 16-8=8(平方厘米)。(解略)



2.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的计算

【1】判断正误：对的打√，错的打×。
(1)一个长方形的长是 8厘米，宽是 5厘米，求得它的面积是 40 厘米。

(    )
想 表示长方形的长、宽都用长度单位，但表示它的面积则要用面积单

位。由于长、宽都用长度单位“厘米”表示，则面积应该相应地用“平方厘
米”表示。由此可知，求得长方形的面积是 40 平方厘米，而不是 40 厘米。

解 括号中打“×”。
(2)有一个长方形的长是 5米，宽是 7分米，它的面积是 35 平方分米。

(    )
想 求长方形的面积时，表示长方形长、宽的长度单位大小要统一。由

于长是 5米，宽是 7分米，单位不统一，不能直接求面积。应该先把 5米换
算成 50 分米，此时求得的面积是 350 平方分米，而不是 35 平方分米。可见，
上面的解题是错误的。

解 括号中打“×”。
(3)边长是 4分米的正方形，它的面积和周长一样大。(    )
想 边长是 4分米的正方形，它的面积是 4×4=16(平方分米)；它的周长

是 4×4=16(分米)。由于面积和周长有着不同的含义，且面积单位“平方分
米”和长度单位“分米”是两种不同的计量单位，不能比较大小，因此，尽
管面积和周长的得数相同，但不能说它们一样大。所以上面的说法是错误的。

解 括号中打“×”。
(4)用 12 分米长的铁丝围成的正方形要比围成的长方形的面积大。

(    )
想 用 12 分米长的铁丝围成的正方形，它的边长是 3 分米，则面积是 9

平方分米。用 12 分米长的铁丝围成的长方形，它的长、宽及面积有如下几种
情况：长是 5分米，宽是 1分米，面积是 5平方分米；长是 4分米，宽是 2
分米，面积是 8平方分米。可见，无论是围成哪种长方形，它的面积总比围
成的正方形的面积小。因此，上面的说法是正确的。

解 括号中打“√”。
(5)因为图 2—8与图 2—9的长和宽分别不相等，所以它们的面积也一定

不相等。(    )
想 判断两个图形的面积是否相等，不能仅仅根据它们的长和宽是否分

别相等下结论。而应该根据计算的结果下结论。图 2—8 的面积是 15×
12=180(平方厘米)；图 2—9 的面积是 18×10=180(平方厘米)。显然两个图
形的面积是相等的。可见上面的说法是错误的。

解 括号中打“×”。
(6)长方形的周长=长+宽×2。
想 长方形的周长是长与宽的和的 2 倍。因此要先算出长与宽的和，再

乘以 2。可见，把这一求周长的方法写成公式时必须将长+宽用小括号括起
来。否则是错误的。

解 括号中记“×”。



【2】选择正确的答案填空。
(1)一个长方形的长和宽分别扩大 3倍，则面积扩大(    )。【①3倍 ②

6倍 ③9倍】
想 假如长方形的长是 a，宽是 b，则面积是 a×b。如果长、宽分别扩大

3 倍，那么长是 3a，宽是 3b，这时的面积是 3a×3b=9ab。容易看出，这时
的面积由原来的 ab 扩大到了 9ab，扩大了 9倍。

解 应选择答案③。
(2)把 4 个边长是 5厘米的小正方形拼成一个大正方形，这个大正方形的

面积是(    )。
【①100 厘米 ②100 平方厘米 ③40 平方厘米】
想 把 4 个边长是 5 厘米的小正方形拼成一个大正方形，这个正方形的

边长是两个小正方形边长的和，即 10 厘米。由正方形的面积公式可算出大正
方形的面积是 10×10=100(平方厘米)。

解 应选择答案②。
(3)一块正方形地的边长是 200 米，求它的面积是多少，正确的列式是

(    )。【①200×200 ②200×4 ③4×200】
想 正方形的面积=边长×边长。而正方形的边长是 200 米，因此列式应

是 200×200。
解 选择答案①。
(4)长方形的宽是 4厘米，长是宽的 2倍。长方形的面积是(    )。【①

8平方厘米 ②16 平方厘米 ③32 平方厘米】
想 因为长是宽的 2 倍，则长是 4×2=8(厘米)。于是求得面积是 8×

4=32(平方厘米)。
解 要选择答案③。
【3】一个长方形的长是 80 米，它是宽的 4倍，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多

少？
想 要求长方形的面积，必须知道两个条件：长和宽。在这道题目中，

长是 80 米，但宽是未知数，因此，先要求出宽是多少，然后才能求面积。
解 长方形的宽是：80÷4=20(米)
长方形面积是：80×20=1600(平方米)。
答：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 1600 平方米。
【4】一个正方形的周长是 180 厘米，它的面积是多少？
想 要求正方形的面积，必须知道正方形的边长。由于题目只告诉正方

形的周长。因此先要求出边长。
解 正方形的边长是：180÷4=45(厘米)
正方形面积是：45×45=2025(平方厘米)
答：正方形的面积是 2025 平方厘米。
【5】一个长方形的面积是 80 平方米，宽是 2米，长是多
想 根据长和宽能求出面积，同样根据面积和长能求出宽，或者根据面

积和宽能求出长。也就是说，长、宽和面积之间的三个量，只要知道其中两
个，便能求出第三个。

解 因为长×宽=面积，所以面积÷宽=长
80÷2=40(米)
答：长是 40 米。



【6】求图 2—10 中阴影部分的面积。

图 2—10

想 图 2—10 表示长方形中间嵌有一个小正方形。求阴影部分的面积只
要将长方形的面积减去小正方形的面积即可。

解 小正方形的面积是：2×2=4(平方米)
长方形的面积是：6×4=24(平方米)
阴影部分的面积是：24-4=20(平方米)
【7】一块长方形菜地，长 12 米，宽 8米。在这块地里一共收白菜 6720

千克，平均每平方米收白菜多少千克？
想 求平均每平方米收白菜多少千克，先要求出这块地的面积，然后用

总产量除以面积即得到要求的答案。
解 这块长方形菜地的面积是：12×8=96(平方米)
平均每平方米收白菜的重量是：6720÷96=70(千克)
答：平均每平方米收白菜 70 千克。
*【8】一长方形的大厅，长 25 米，宽 24 米，如果用边长是 2分米的方

瓷砖铺地，需要这样的瓷砖多少块？
想 先要求出大厅的面积，再求出每块瓷砖的面积。最后用大厅的面积

除以每块瓷砖的面积，便得到瓷砖的块数。计算时要注意单位一致。
解 大厅的面积是：25×24=600(平方米)一 60000(平方分米)
每块瓷砖面积是：2×2=4(平方分米)
需要瓷砖的块数是：60000÷4=15000(块)
答：需要这样的瓷砖 15000 块。
*【9】育才小学的操场原来长 120 米，宽 40 米。后来长增加 10 米，宽

增加 15 米。现在操场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比原来增加多少平方米？(教材
126 页 13 题)

想 根据求而积的条件，要求现在操场的面积，先要求出现在操场的长
和宽。

解 现在操场的长是：120+10=130(米)
现在操场的宽是：40+15=55(米)
现在操场的面积是：130×55=7150(平方米)
原来操场的面积是：120×40=4800(平方米)
现在操场比原来增加的面积是：7150-4800=2350(平方米)
答：现在操场的面积是 7150 平方米。比原来增加 2350 平方米。

*【10】大瓷砖边长 4分米，小瓷砖边长 3分米。一个房间的地面用大瓷
砖铺，铺 6排每排 24 块正好铺满。若改用小瓷砖铺，要用多少块？

想 小瓷砖的面积能够求出，要求用小瓷砖的块数还必须知道一个条件
就是房间地面的面积。这可以根据用大瓷砖铺的情况求出。



解每块大瓷砖的面积是：4×4=16(平方分米)
共用去大瓷砖的块数是：24×6=144(块)
房间地面的面积是：16×144=2304(平方分米)
每块小瓷砖的面积是：3×3=9(平方分米)
共要用小瓷砖的块数是：2304÷9=256(块)
答：若改用小瓷砖铺，要用 256 块。

3.面积和周长的比较

【1】判断正误：对的记√，错的记×。
(1)长是 4厘米，宽是 3厘米的长方形的周长是 14 厘米。面积是 12 厘米。

(    )
想长度单位和面积单位是两种不同的计量单位。计算周长要用长度单

位，计算面积则要用面积单位。这一题的计算周长是正确的，但计算面积用
错了单位，因而是错误的。

解括号中记“×”。
(2)正方形的边长是 3 分米，则周长是 12 分米，面积是 12 平方分米。

(    )
想正方形的周长=边长×4；正方形的面积=边长×边长。因此周长和面

积的计算方法与公式是不同的。由于它的边长是 3分米，所以运用公式算得
它的面积是 3×3=9(平方分米)，周长是3×4=12 分米。可见原题的解答是错
误的。

解括号中记“×”。
(3)图 2—11 表示长方形被一条曲线分为甲、乙两部分。因为两部分的周

长相等，所以它们的面积也相等。(    )
想看图可知，由于长方形的对边相等，因此甲乙两部分的两条直边的和

相等；同时曲边是它们的公共部分，故甲乙两部分

图 2—11

的周长是相等的。然后周长相等并不能就此说它们的面积也相等。因为
一则甲、乙两部分的面积无法算出，于是也就无法比较；二则题目本身并没
有说一条曲线把长方形分为相等的甲、乙两部分。所以原题的说法是错误的。

解括号中记“×”。
(4)有一个正方形的边长是 2分米。因为算得它的周长是 8分米，面积是

4平方分米，所以周长是面积的 2倍。
想周长和面积具有不同的意义，计算时使用的单位也不同。因此不能将

周长和面积放在一起进行数量上的比较。既然这样，也就不能说周长是面积
的 2倍。

解括号中记“×”。



【2】一个正方形的面积是 121 平方米，周长是多少？
想要求正方形的周长，应知道正方形的边长。由于正方形的面积是已知

的，据此可以求出边长。
解正方形的面积是 121 平方米。因为 11×11=121，所以正方形的边长是

11 米。正方形的周长是：11×4=44(米)
答：正方形的周长是 44 米。
【3】长方形花坛的宽是 6米，长是宽的3倍。花坛的周长和面积各是多

少？
想要求周长和面积，应先求出长方形的长是多少，然后可直接运用公式

解题。由于周长和面积的意义不同，计量单位不同，因此要注意使用单位。
解长方形的长是：6×3=18(米)
长方形的周长是：(18+6)×2=48(米)
长方形的面积是：18×6=108(平方米)
答：花坛的周长是 48 米，面积是 108 平方米。
【4】沿一个正方形花坛四周走 5圈，正好是560 米。这个花坛的面积是

多少？
想沿正方形花坛四周走一圈的长度就是花坛的周长。现在已知5圈是560

米，那么由此可求出正方形花坛的周长和边长，进而能求出面积。
解正方形花坛的周长是：560÷5=112(米)
正方形花坛的边长是：112÷4=28(米)
正方形花坛的面积是：28×28=784(平方米)
答：这个花坛的面积是 784 平方米。
【5】一张方桌面的周长是 16 分米，8张这样的方桌面的面积是多少？
想要求 8张方桌面的面积，先求一张方桌面的面积；要求每张方桌面的

面积，先求方桌面的边长。
解方桌面的边长是：16÷4=4(分米)
一张方桌面的面积是：4×4=16(平方分米)
8 张方桌面的面积是：16×8=128(平方分米)
答：8张这样的方桌面的面积是 128 平方分米。
*【6】求图 2—12 的周长和面积(单位：分米)
想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图形，求面积和周长时应把它转变为学过的长方形

或正方形就容易了。为此，在原图上添一条虚线，得到图 2—13。



观察图 2—13 容易发现，题中要求的面积就是长方形面积减去中间小正
方形面积的部分；要求的周长就是长方形周长与半个小正方形周长的和。

解长方形的面积是：18×16=288(平方分米)
正方形的面积是：8×8=64(平方分米)
题目要求的面积是：288-64=224(平方分米)
长方形的周长是：(18+16)×2=68(分米)
正方形的周长是：8×4=32(分米)
题目要求的周长是：68+32÷2=84(分米)
答：图 2—12 的周长是 84 分米，面积是 224 平方分米。

4.面积单位间的进率

【1】填空。
(1)15 平方米=(    )平方分米
想 1 平方米=100 平方分米；15 平方米就是 15 个 100 平方分米，也就是

1500 平方分米。括号里填“1500”。(解略)
(2)2000 平方厘米=(    )平方分米
想 100 平方厘米=1 平方分米；2000 平方厘米里有 20 个 100 平方厘米，

所以 2000 平方厘米里有 20 个 1 平方分米，也就是2000 平方厘米=20 平方分
米。括号中填“20”。(解略)

【2】判断正误，错了的要改正：
(1)40 平方分米=4 平方米
想相邻两个面积单位之间的进率是 100，而不是 10。
解应改为：400 平方分米=4 平方米；或者 40 平方分米=4000 平方厘米。
(2)小明住的房间是 1200 平方分米，合 12 平方米。
想 100 平方分米=1 平方米；1200 平方分米里有 12 个 100 平方分米，也

就是说有 12 个 1 平方米。



解 1200 平方分米合 12 平方米是正确的。
(3)一只蜗牛三天爬行了 200 分米，合 2米。
想相邻两个长度单位之间的进率是 10，而不是 100。10 分米=1 米，200

分米里有 20 个 10 分米，即有 20 个 1 米，因此 200 分米=20 米。
解应改为：一只蜗牛三天爬行了 200 分米，合 20 米。
【3】有个长方形水泥晒谷场，长是 8米，宽是6米，它的面积是多少平

方米？合多少平方分米？
想已知该晒谷场的长是 8 米，宽是 6 米，则它的面积是 8×6=48(平方

米)。因为 1平方米=100 平方分米，那么 48 平方米就是 48 个 100 平方分米
即 4800 平方分米。

解 8×6=48(平方米) 48 平方米=4800 平方分米
答：晒谷场的面积是 48 平方米，合 4800 平方分米。
【4】有所学校要修一条长 100 米、宽 5米的直跑道，如果每平方米要铺

炉渣 100 千克，一共要准备炉渣多少千克？
想根据题意，可以把直跑道看成一个长方形。先求出跑道的占地面积，

之后便可求出要准备的炉渣数量。
解直跑道的占地面积是：100×5=500(平方米)
一共要准备的炉渣是：100×500=50000(千克)
答：一共要准备炉渣 50000 千克。
*【5】图 2—14 中每个方格的面积是 1平方厘米。那么阴影部分占整个

图形的几分之几？

图 2—14

想因为每个方格的面积是 1 平方厘米，图中有 24 个方格，所以这个图
的总面积是 24 平方厘米。阴影部分由两种图案组成：一种是方格；另一种是
半个方格。方格有 4个，即 4平方厘米，半个方格有 6个，即 3平方厘米。
因此，阴影部分的面积是 7平方厘米。根据分数的意义，将整个图形的面积

数作分母，将阴影部分的面积数作分子，便得到阴影部分占整个图形的 。
7

24
(解略)

*【6】有一块菜地如图 2—15，长 37 米，宽 25 米。菜地中间留有宽 1
米的路，把菜地平均分成四块，每一块的面积是多少？(教材 135 页 17 题)



图 2—15

想菜地的宽是 25 米，除去 1米宽的路，实际种菜地的宽是 24 米。由于
中间的路把菜地平均分成四块，那么每小块菜地的宽便是 24÷2=12(米)。同
理推得每小块菜地的长是 36÷2=18(米)。于是可以求得每小块菜地的面积
是：18×12=216(平方米)。(解略)



小学数学第七册

一亿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

1.亿以内数的读法

【1】判断。对的记“√”，错的记“×”。
(1)“位数”就是“数位”。(    )
(2)100 个一千是十万。(    )
(3)从个位起，第六位是万位。(    )
(4)自然数中最小的一位数是 1。(    )
想(1)题，在一个数中，数字的个数是几(最左端的数字不能是 0)，这个

数就叫做几位数。例如，9是一位数，10 是两位数，3600 是四位数。计数单
位要按照一定顺序排列起来，它们所占的位置叫做数位。“位数”与“数位”
是有区别的。

(2)题，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都是 10。10 个一千是一万，10
个一万是十万，所以 100 个一千就是十万。

(3)题，从个位起，第五位是万位，第六位是十万位。
(4)题，在自然数范围内，1是最小的数，显然它也是最小的一位数。
解(1)×(2)√(3)×(4)√
【2】读下面各数。
(1)2801036 (2)40000800
想这两个数都是含有两级的数。先读万级，再读个级；万级的数，要按

照个级数的读法来读，再在后面加上一个“万”字；每级未尾不管有几个 0，
都不读，其他数位有一个 0或连续几个 0，都只读一个“零”。

万级 个级 万级 个级

280 1036 4000 8007

二百八十万 一千零三十六 四千万 八千零七

解(1)2801036 读作：二百八十万一千零三十六；
(2)40008007 读作：四千万八千零七
【3】4806738 中的“4”在什么位上，“0”在什么位上，各表示什么？
想一个数字写在不同的数位上，它所表示的计数单位就不同。例如，数

字 3，写在万位上，表示 3万，写在百万位上，表示 3百万。4806738 是一个
七位数，最高位是百万位，“4”在百万位上。“0”是第五位数，在万位上。

解 4806738 中的“4”在百万位上，表示 4 个百万(4 百万)；“0”在万
位上，表示万位上一个单位也没有。

*【4】说出下面各数前后相邻的两个数。
18709        10000       20500         32499
想自然数列是按照后面一个自然数比相邻的前面一个自然数多 1的顺序

排列的。因此，18709 前面相邻的数是：18709-1=18708，后面相邻的数是：
18709+1=18710。10000 前面相邻的数是：10000-1=9999，后面相邻的数是：
10000+1=10001，用同样的方法可求出其他各数前后相邻的数。



解 18709 前后相邻的数分别是 18708、18710；
10000 前后相邻的数分别是 9999、10001；
20500 前后相邻的数分别是 20499、20501；
32499 前后相邻的数分别是 32498、32500。

2.亿以内数的写法

【1】写出下面各数。
(1)二万三千零四 (2)六十万八千
(3)七百零六万五千零三 (4)九千四百二十万
想这四个数都是含有两级的数。先写万级，再写个级；哪一位上一个单

位也没有，就在那一位上写 0。

万级 个级 万级 个级

二万 三千零四 六十万 八千

2 3004 60 8000

万级 个级 万级 个级

七百零六万 五千零三 九千四百二十万

706 5003 9420 0000

解(1)二万三千零四写作：23004；
(2)六十万八千写作：608000；
(3)七百零六万五千零三写作：7065003；
(4)九千四百二十万写作：94200000。
*【2】写出由下面各数组成的数。
(1)8 个十万和 4个一千； (2)五千万、六万和三百。
想(1)题的最高位是十万位，这个数有六位数。十万位上写 8，千位上写

4，其余各位上写 0。(2)题的最高位是千万位，这个数有八位数，千万位上
写 5，万位上写 6，百位上写 3，其余各位上写 0。

解(1)写作：804000；(2)写作：50060300。

*【3】在里 填上合适的数。

想这两题数的排列规律是：(1)题后一个数比前一个数多 1000；(2)题后
一个数比前一个数多 100。

解(1)方框中依次填上 28000、30000；
(2)方框中依次填上 14700、15000。
*【4】用三个7和两个 0组成不同的五位数，写出：(1)只读一个零的数；

(2)两个零都读出来的数；(3)一个零也不读出来的数。
想组成的数是一个五位数，最高位是万位，0 不能做首位数字，万位上



只能写 7，0可以写在其他数位上。
解(1)只读一个零的数有 70770、77070、77007、70077；
(2)两个零都读出来的数有 70707；
(3)一个零也不读出来的数有 77700。
*【5】在 7和 28 中间添上几个 0，使这个数读作七千万零二十八，写出

这个数。
想这个数的最高位是千万位，有八位数。在 7和 28 中间要添上五个 0。
解七千万零二十八写作 70000028。

3.比较数的大小，近似数

【1】在○里填上“＞”、“＜”。
(1)100000○99999(2)2036482○2037972
想(1)题 100000 是一个六位数，最高位是十万位；99999 是一个五位数，

最高位是万位。位数多的数就大。
(2)题两个数都是七位数，前三位数相同，2037972 的千位上是 7，2036482

的千位上是 6，所以 2036482 比 2037972 小。
解：(1)100000>99999；(2)2036482<2037972。
【2】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下面各数。
30800 300800 38000 40003
想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各数，可以先找出最大的数排在第一，找出最

小的数排在最后，再比较其余两个数的大小，分别排第二和第三。这四个数
中最大的数是 300800，最小的数是 30800，40003 比 38000 大。

解：300800＞40003＞38000＞30800
【3】一个数，它的百万位和十万位上都是 6，百位上是 5，其他各个数

位上都是 0，这个数写作(    )，读作(    )。
想这个数的最高位是百万位，是一个七位数。对照数位顺序表可写出这

个数。
解这个数写作 6600500，读作六百六十万零五百。
【4】把下面的数改写成用“万”作单位的数。
(1)4350000 (2)65700000
想把整万的数改写成用“万”作单位的数.可先把数分级，然后去掉个

级的 4个 0，再写上一个“万”字。
解(1)4350000=435 万；(2)65700000=6570 万。
【5】把下面各数万后面的尾数省略，求出近似数。
(1)74380 (2)9996805
想用四舍五入法省略万后面的尾数求近似数，如果千位上的数是 4或者

比 4小，则舍去个级的四位数，万位上的数不变；如果千位上的数是 5或者
比 5大，则舍去个级的尾数后，向万位进一。(1)题千位上的数是 4，故应把
万后面的尾数舍去；(2)题千位上的数比 5大，故舍去尾数后，应向万位进一。

解(1)74380≈7 万；(2)9996805≈1000 万。
【6】判断。对的记“√”，错的记“×”。
(1)57850=6 万(    )
(2)430000=43(    )



(3)198030≈20 万(    )
(4)最小的八位数是 11111111(    )
想(1)题 6 万是 57850 的近似数，要用“≈”。(2)题 43 后面要写上一

个“万”字。(3)题被省略的尾数千位上是 8，省略后要向万位进一。(4)题
最小的八位数是 10000000。

解(1)×；(2)×；(3)√；(4)×。

*【7】下面的 里可以填哪些数字？(课本第 13 页第 10 题)
(1)19□785≈20 万 (2)60□907≈60 万
(3)9□8765≈1000000 (4)9□4765≈900000
想上面几题都是省略万后面的尾数求近似数的逆向思考题。
(1)题 19 万多的近似数是 20 万，千位上的数一定是 5或者比 5大，故框

里可以填 5、6、7、8、9。
(2)题 60 多万的近似数是 60 万，千位上的数一定是 4或者比 4小，故框

里可以填 0、1、2、3、4。
(3)题 90 多万的近似数是 100 万，而千位上是 8，则万位上的数一定是 9。
(4)题千位上是 4，则万位上只能是 0。
解(1)19□785≈20 万，□里可以填 5、6、7、8、9；
(2)60□907≈60，□里可以填 0、1、2、3、4；
(3)9□8765≈1000000，□里可以填 9；
(4)9□4765≈900000，□里可以填 0。
*【8】用 五张数字卡片组成最大的五位数和最小的五位数，

摆摆看。(课本第 13 页思考题)
想根据计数单位排列的顺序，把五张数字卡片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就得到了最大的五位数。因为 0不能做首位数字，所以组成的最小的五位数
的首位只能是 1，其他数字卡片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就得到了最小的五
位数。

解由以上五张数字卡片组成的最大的五位数是 87410，组成的最小的五
位数是 10478。



二亿以内的加法和减法

1.口算加、减法

【1】口算：380+270。
想这道题是整百整十数相加，口算时可以根据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

口算。例如：
(1)先把 380 加 200 得 580，再把 580 加 70 得 650。
(2)先把 300 加 200 得 500，然后把 80 加 70 得 150，再把 500 加 150 得

650。
(3)先把 380 加 70 得 450，再把 450 加 200 得 650。
解 380+270=650。
【2】口算：740-360。
想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口算。例如：
(1)先把 740 减去 300 得 440，再把 440 减去 60 得 380。
(2)先把 740 减去 60 得 680，再把 680 减去 300 得 380。
解 740-360=380
【3】(1)48 万+120 万=？(2)420 万-160 万=？
想整万数相加减，口算时先把万前面的数相加、减，再添写一个“万”

字。
解(1)48 万+120 万=168 万
(2)420 万-160 万=260 万
*【4】学校图书室借出 670 本故事书和 560 本科普书，还剩下 950 本故

事书和 480 本科普书。图书室原有故事书和科普书共多少本？
想求两种书共多少本，可先求故事书和科普书各有多少本。也可先分别

求出两种书共借出多少本和共剩下多少本。
解法一(670+950)+(560+480)
=1620+1040=2660(本)
答：图书室原有故事书和科普书共 2660 本。
解法二(670+560)+(950+480)
=1230+1430
=2660(本)
答：(略)
*【5】食堂买来 240 千克面粉，做包子用去 85 千克，做馒头比做包子少

用去 26 千克。还剩多少千克？
想由做包子用去 85 千克，可求出做馒法用去(85-26)千克，再求出剩下

多少千克。
解 240-85-(85-26)=240-85-59=96(千克)
答：还剩 96 千克。
*【6】用 0、1、2、⋯、9这十个数字组成三个数(每个数字只用一次)，

使其中的两个数的和等于第三个数。(课本第 15 页思考题)。
想根据题意可以知道答案有两种情况：
(1)题四位数+两位数=四位数
(2)题三位数+三位数=四位数



此题的答案有许多种，这里只写出几种供参考。
解(1)1958+76=2034；1975+68=2043。
(2)425+673=1098；452+637=1089。

2.珠算加、减法

【1】17689+4375。
想珠算五位数加四位数，计算时从千位加起。
第一步：在盘算上定好个位，拨上第一个加数 17689；
第二步：在千位上拨去 6，向万位进 1；
第三步：在百位上拨上 3；
第四步：在十位上拨去 3，向百位进 1，同时在百位上拨去 9，向千位进

1；
第五步：在个位上拨去 5，向十位进 1。
解 17689+4375=22064
【2】35000-12678。
想珠算五位数减去五位数，计算时从万位减起。
第一步：在算盘上定好个位，拨上被减数 35000；
第二步：在万位上拨去 1；
第三步：在千位上拨上 3，拨去 5；
第四步：百位上的 0减去 6不够减，从千位退 1，在百位加 4；
第五步：从百位退 1，在十位加 3；
第六步：从十位退 1，在个位加 2。
解 35000-12678=22322

3.笔算加、减法

【1】计算。
(1)57683+8945 (2)65000-48239
想亿以内的笔算加、减法的计算方法和万以内的笔算加、减法相同。计

算加法时应注意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要向前一位进 1；计算减法时应注
意哪一位上的数不够减，从前一位退 1，在本位上加 10 再减。

解(1)57683+8945=66628
                      验算：
57683

8945

66628
                       

8945
57683

66628
(2)65000-48239=16761
                      验算：

65000
48239

16761

−
                     

48239
16761

65000

+

【2】1468+25632+9275。
想计算连加法，把能凑成 10 的两个数先加，再加上其它的数，比较简



便。
解 1468+25632+9275=36375

*【3】饲养场有鹅 1360 只，鸡比鹅多 2400 只，鸭的只数是鹅和鸡只数
的和。鸭比鹅多多少只？

想可以这样想，要求鸭比鹅多多少只，必须求出鸭有多少只，要求出鸭
的只数必须先求出鸡的只数。

还可以这样想，根据题意，
鸭的只数=鸡的只数+鹅的只数
那么，鸭的只数-鹅的只数=鸡的只数
由上式可以知道，鸭比鹅多的只数与鸡的只数相等。
解法一 1360+(1360+2400)-1360=3760(只)
答：鸭比鹅多 3760 只。
解法二 1360+2400=3760(只)
答：(略)
*【4】新光小学去年有学生 758 人，暑假有 94 个学生毕业。今年一年级

有 136 个新生入学。这个小学今年比去年增加了多少个学生？
想这道题是求今年的学生人数与去年学生人数的差，实际上就是求今年

一年级入学人数与毕业生人数的差。
解法一 758-94+136-758=42(人)
答：这个小学今年比去年增加了 42 人。
解法二 136-94=42(人)
答：(略)
*【5】两筐苹果共有 496 个，从每个筐里取出相同的个数后，结果甲筐

里剩下 192 个，乙筐里剩下 168 个。从每个筐里取出多少个苹果？
想从苹果的总个数中减去两个筐里剩下的个数，把得数平均分成两份，

每一份就是从每个筐里取出的苹果个数。
解(496-192-167)÷2=68(个)
答：从每个筐里各取出 68 个苹果。

4.加减法各部分间的关系

【1】求 x+126=372 中的未知数 x。
想未知数 x表示一个加数，根据一个加数=和-另一个加数，可求出 x是

多少。
解 x+126=327

x=327-126
x=201

【2】478 减去一个数得 187，这个数是多少？
想未知数是减数，根据减数=被减数-差，可求出未知数是多少。
解把要求的数用 x表示。



478-x=187
x=478-187
x=291

【3】计算下面各题，并且验算。
(1)26738+5074 (2)47000-36789
想计算可依据计算法则进行，验算则除了以前学过的方法外，还可以应

用加、减法各部分间的关系验算加、减法。
解(1)26738+5074=31812
               验算：

26738
5074

31812

+
                 

31812
26738

5074

31812
5074

26738

− −

(2)47000-36789=10211
               验算：

47000
36789

10211

−
                

47000
10211

36789

36789
10211

47000

− +

【4】商店有一批肥皂，卖出 124 箱，还剩 86 箱。商店原来有肥皂多少
箱？(列出含有未知数 x的等式，再解答。)

想这是一道已知减数和差求被减数的应用题。根据题意列出等量关系
式：

用 x表示原有肥皂的箱数，列出含有未知数 x的等式，应用被减数=减数
+差，就能求出未知数 x。

解设原有肥皂 x箱。
x-124=86

x=124+86
x=210

答：原有肥皂 210 箱。
*【5】有三头猪，一共重 412 千克。一头 120 千克，一头 132 千克，另

外一头重多少千克？(列出含有未知数 x的等式，再解答。)
想这是一道已知和与两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的应用题。可用 x表示另外

一头猪的重量，列出含有未知数 x的等式，再
应用一个加数=和-另一个加数，就能求出未知数 x。
解设另外一头猪重 x千克。

120+132+x=412
252+x=412

x=412-252
x=160

答：另外一头重 160 千克。
*【6】商店运来 6箱毛衣，每箱 25 件，卖出一些以后，还剩 37 件。卖



出多少件？(列出含有未知数 x的等式，再解答)
想 用 x 表示卖出的件数，25×6 表示毛衣的总件数。根据题意，可以列

出两个含有未知数 x的等式。
解法一：设卖出 x件。

25×6-x=37
150-x=37

x=150-37
x=113

答：卖出 113 件。
解法二：设卖出 x件。

x+37=25×6
x+37=150
x=150-37
x=113

答：(略)
*【7】在□里填上合适的数。
6700-(□+384)=5406
想 把括号内的算式看成一个减数。
6700-(□+384)=5406
  ↓    ↓     ↓
被减数 减数    差

根据减数=被减数-差，得
□+384=6700-5406
□+384=1294 1294-384=910
解 6700-5406-384=910，□中填 910。
*【8】张宏和王英各有一些图书，张宏送给王英 6本后，张宏的图书还

比王英多 8本。张宏的图书原来比王英多多少本？
想 假设张宏送给王英 6 本后，两人图书的本数相等，那么张宏原来比

王英多 2个 6本。而张宏剩下的图书还比王英多 8本，说明张宏的图书原来
比王英多 2个 6本加上 8本。

解  6+6+8=20(本)或 6×2+8=20(本)
答：张宏的图书原来比王英多 20 本。
*【9】在框里填上合适的数。

□ □

□□ □
□

6 1 4

7 2

7 4 5 8

−

想 根据已知条件，可选择填被减数的个位为突破口。
解填个位：从十位退 1作 10，10-2=8，框里填 0。
填十位：从百位退 1作 10，加在本位上，13-□=5，框里填 8。
填百位：从千位退 1作 10，加在本位上，10-7=3，框里填 3。
填千位：5-□=4，框里填 1。
填万位：被减数的万位可以填 8或 9，减数的万位可以填 1或 2。
这道竖式有两种填法。



5.加、减法的一些简便算法

【1】(1)274+89(2)1842-798
想(1)题先把 89 看作 90，因为加 89 就多加了 1，所以要再减去 1。
(2)题先把 798 看作 800，因为减 798 就多减了 2，所以要再加上 2。

【2】397+98。
想 两个加数分别接近整十、整百，把它们先看作整十、整百的数，计

算起来比较简便。把 397 先看作 400，多加了3；把 98 先看作 100，多加了2。
所以要在和里面减去 3和 2。

解 397+98=400+100-3-2=495
【3】4768-904。
想 把 904 先看作 900，因为减 904 就少减了 4，所以要再减去 4。
解 4768-904=4768-900-4=3864
*【4】57834-9999-9997-9996。
想 三个减数都接近 10000，可以从被减数中减去 30000，再加上多减了

的数。
解 57834-9999-9997-9996
=57834-30000+1+3+4=27842
【5】学校买了 8台吊扇，每台 128 元。还买了 12 盏日光灯，比买吊扇

用的钱多 32 元。买两种物品一共用了多少元？
想 买 8 台吊扇用(128×8)元，买 12 盏日光灯用的钱就是(128×8+32)

元。买两种物品一共用了多少元，就是求比(28×8)元的 2倍多 32 元是多少
元。“12 盏”是多余条件。

解 128×8×2+32=2048+32=2080(元)
答：买两种物品一共用了 2080 元。
*【6】一个数减去 3465，小明计算时错把被减数百位和十位上的数互换

了，结果得 1999。正确得数是多少？
想 先按错误的差，算出错误的被减数，然后把错误的被减数百位和十

位上的数字互换，得到正确的被减数，就可求出正确的得数。
解 设错误的被减数为 x。

x-3465=1999
x=3465+1999
x=5464

正确的被减数是 5644。
5644-3465=2179
答：正确的得数是 2179。



*【7】粮店运来三车绿豆。第一辆装 2000 千克，第二辆比第一辆少装
250 千克，第三辆装的跟前两辆装的总和一样多。三辆车一共装了绿豆多少
千克？

想 从“第三辆车装的跟前两辆装的总和一样多”，可以知道三辆车一
共装绿豆的千克数，就是第三辆车装的千克数的 2倍。

解(2000+2000-250)×2=3750×2=7500(千克)
答：三辆车一共装绿豆 7500 千克。
*【8】找规律填数。(课本第 45 页思考题)
(1)1 4 9 16 25 36 ___  ___  ___
(2)1 1 2 3 5 8  ___  ___  ___
想(1)题第一个数是 1×1，第二个数是 2×2，第三个数是 3×3⋯⋯，可

知第几个数就填几×几。还可以按相邻两个数的差依次是 3、5、7、9、11⋯⋯
的规律填数。

(2)题从第三个数起，每个数是前面两个数的和。
解(1)后面依次填 49、64、81。
(2)后面依次填 13、21、34。
*【9】一个班有 48 人。班主任在班会上问：“谁做完语文作业？”这时

有 37 人举手。又问：“谁做完数学作业？”这时有 42 人举手。最后问：“谁
语文、数学作业都没有做？”没有人举手。你算算看：这个班语文、数学作
业都做完的有多少人？(课本第 48 页思考题)

想 从全班 48 人中减去没有做完语文作业和数学作业的人数，就得到语
文、数学两科作业都做完了的人数。还可以这样想，把做完语文作业的 37
人与做完数学作业的 42 人相加得 79 人，超过全班人数31 人，超过的人数正
好是统计了两次的人数，也就是语文、数学作业都做完了的人数。此题有多
种解法，仅举两种供参考。

解法一 48-(48-37)-(48-42)=31(人)
答：这个班语文、数学作业都做完的有 31 人。
解法二 37+42-48=31(人)
答：(略)



三 乘数、除数是三位数的乘法和除法

1.乘数是三位数的乘法

【1】口算：8×400。
想 8 和 4 个百相乘，得 32 个百，32 个百就是 3200。
(口算用几乘以几百的方法是：先把整百数看成几个百和被乘数相乘，得

多少个百，再在得数后面添上 2个 0。)
解 8×400=3200
【2】口算：40×700
想 40 和 7 个百相乘，得 280 个百，280 个百就是 28000。
解 40×700=28000
【3】计算：234×795，并用乘法验算。
想 根据乘数是三位数的乘法法则计算。①从低位到高位分别用乘数每

一位上的数去乘被乘数；②用乘数哪一位上的数去乘，乘得的数的末位就要
和那一位对齐；③然后把三次求得的数加起来。在乘法里，被乘数和乘数都
叫做积的因数。可以用交换因数的位置再乘一遍来验算乘法。

解 234×795=186030
                  验算：

243
795

1170
2106

1638

186030

×
                  

795
234

3180
2385

1590

186030

×

*【4】一座宝塔高 72 米，一架飞机飞行的高度是塔高的 135 倍。这架飞
机飞行的高度比这座宝塔高多少米？(用两种方法解答。)

想 先求出飞机飞行的高度，再求出宝塔高多少米。还可以这样想，求
飞机飞行的高度比这座宝塔高多少米，就是求宝塔的(135-1)倍是多少。

解法一 72×135-72=9720-72=9648(米)
答：这架飞机飞行的高度比这座宝塔高 9648 米。
解法二 72×(135-1)=72×134=9648(米)
答：(略)
*【5】根据乘数是三位数的计算法则计算 1325×2467。
想 乘数是四位数的乘法与乘数是两、三位数的乘法法则相同。乘数是

四位数，乘得的积是把四个部分积相加。
解 1325×2467=3268775

1325
2467
9275

7950
5300

2650

3268775

×



*【6】500 多年前，意大利的一本算术书中讲述了一种“格子乘法”，
后来传入中国，在明朝的《算法统宗》中称为“铺地锦”。你能仿照下面的
例子算出“235×347”的积吗？

想 从例题 35×64=2240 可以看出：
(1)分别把两个因数写在大正方形的上面和右侧，然后两两相乘。乘积写

在对应的小正方形里，十位上的数写在上面的三角形里，个位上的数写在下
面的三角形里。

(2)在大正方形中，三条斜线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把每部分内的数相
加，写在大正方形外相应的地方。和满十的向上方或左方进 1。

(3)把大正方形外面的数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排列在一起，就得到 35
×64 的乘积是 2240。

35×64=2240
解 仿照上面的例子算出：

235×347=81545
【7】计算 378×409。
想 乘数中间有 0的乘法，用 0乘这一步可以省略。
解 378×409=154602

乘数百位上的 4和被乘数相乘，得数的末位数 2要和百位对齐。
【8】(1)把 42 扩大 200 倍，得多少？
(2)把 360 缩小 9倍，得多少？
想“扩大几倍”和“缩小几倍”这两个术语，有着特定的含义。把一个

数扩大几倍，就是把这个数乘以几；把一个数缩小几倍，就是把这个数除以
几。由此可找到本题解法如下。

解(1)42×200=8400(2)360÷9=40
*【9】(1)两个因数的积是 420，其中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扩大 4

倍，积发生怎样的变化？
(2)两个因数的积是 19200，如果两个因数都分别缩小 10 倍，积发生怎



样的变化？
(3)两个因数的积是 720，如果其中一个因数扩大 6倍，另一个因数缩小

6倍，积有什么变化没有？
想(1)题根据“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扩大(或缩小)若干倍，积也

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这一规律，可以知道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
数扩大 4倍，积也扩大 4倍。

(2)题如果两个因数都分别缩小 10 倍，积就缩小 100 倍。
(3)题如果其中一个因数扩大 6倍，另一个因数缩小 6倍，积不变。
解(1)420×4=1680，积扩大 4倍，变成 1680。
(2)19200÷10÷10=192，积缩小 100 倍，变成 192。
(3)720×6÷6=720，积不变。
【10】下面各题的竖式怎样写能使计算简便，并算出来。
(1)78×369(2)204×392
(2)500×460(4)350×1600
想(1)题当乘数的位数比被乘数的位数多时，在竖式中交换被乘数和乘

数的位置，能使竖式计算简便。
(2)题被乘数中间有 0，交换被乘数和乘数的位置，能使竖式计算简便。
(3)题先交换被乘数和乘数的位置，再用被乘数和乘数末尾有 0的简便算

法计算。
(4)题用被乘数和乘数末尾有 0的简便算法计算。
解(1)78×369=28782     (2)204×392=79968

369
78

2952
2583

28782

392
204

1568
784

79968

× ×

(3)500×460=230000      (4)350×1700=595000
460

500

230000

×
                     

350
1700

245
35

595000

×

*【11】在□里填上适当的数。(课本第 59 页思考题)
想 4×2= 8
6×4=24
24×8=192

□里的数排列的规律是：下层相邻两数的积就是上一层两数中间方格中
的数。

解 从下往上的□里依次填 12、288 和 55296。
【12】小王骑自行车 6分行了 1500 米。照这样的速度，他 2小时 44 分



可以行多少米？合多少千米？
想 先算出每分行多少米，再算出 2小时44 分行多少米。2小时44分=164

分。
解 1500÷6×164=250×164=41000(米)
41000 米=41 千米
答：他 2小时 44 分可以行 41000 米，合 41 千米。
*【13】四年级进行速算比赛，规定比赛时间为 15 分。王英做了 210 题，

刘林平均每分比王英多做 4题。刘林一共做了多少题？(你能用不同的方法解
答吗？)

想 要求刘林 15 分一共做了多少题，必须求出刘林每分做多少题；要求
刘林每分做多少题，又必须先求出王英每分做多少题。

还可以这样想：刘林平均每分比王英多做 4题，那么15 分就比王英多做
(4×15)题。用王英15 分做的 210 题加上刘林 15 分比王英多做的题数，就是
刘林 15 分共做的题数。

解法一：(210÷15+4)×15
=(14+4)×15=18×15=270(题)
答：刘林一共做了 270 题。
解法二：210+4×15=210+60=270(题)
答：(略)
*【14】从兴华到南江的铁路长 2136 千米，一列火车 5小时行了 280 千

米。用这样的速度，再行 12 小时，能行多少千米？
想 这列火车平均每小时行多少千米？它一共行了多少小时？“再行 12

小时”与“行 12 小时”有什么区别？(“从兴华到南江的铁路长 2136 千米”
是多余条件。)

解 280÷5×(5+12)=56×17=952(千米)
答：能行 952 千米。
*【15】用 3、4、5、6、7、8六个数字组成两个三位数，使这两个数的

乘积最大，应怎样排列？(课本第 62 页思考题)

想 要使乘积最大，排列出的两个三位数应该最大。
解(1)两个数百位上的数分别是 8和 7。
(2)确定十位上的数有两种可能：
①是 860 和 750，860×750=645000
②是 850 和 760，850×760=646000
因为，850×760＞860×750
所以，两个数十位上的数应是这样排列，即 8 5 0 和 7 6 0。
(3)确定个位上的数有两种可能：
①是 853 和 764，853×764=651692
②是 854 和 763，854×763=651602
因为，853×764＞854×763
(所以，由上面 6个数字组成两个三位数，853×764 的积最大。
*【16】一个粮店平均每天大约卖米 670 千克，32 天大约卖米多少千克？



想 这是一道乘法估算应用题。670 千克≈700 千克，32 天≈30 天。
解 670×32≈21000(千克)
答：32 天大约卖米 21000 千克。
*【17】夏令营用 3400 元购买了一批鞋和帽。鞋子每双 28 元，买了 84

双。剩下的钱买了单价是 8元的帽子。一共买了多少顶帽子？
想 从问题出发，思考路线如下：

解(3400-28×84)÷8=(3400-2352)÷8
=1048÷8
=131(顶)
答：一共买了 131 顶帽子。
*【18】一个豆腐坊，用 24 千克黄豆可以做出 96 千克豆腐。现在豆腐坊

有 150 千克黄豆，要做 864 千克豆腐，还差多少千克黄豆？
想 每千克黄豆可以做多少千克豆腐？做 864 千克豆腐需要多少千克黄

豆？用实际需要黄豆的千克数减去现有的 150 千克黄豆，就得到还差多少千
克黄豆。

还可以这样想；由 864÷96=9，可知 864 千克豆腐是 96 千克豆腐的 9倍。
那么做864千克豆腐需要黄豆的千克数也是做96千克豆腐所用黄豆千克数的
9倍，即 24×9=216(千克)。

解法一 864÷(96÷24)-150
=864÷4-150=216-150=66(千克)
答：还差 66 千克黄豆。
解法二 24×(864÷96)-150
=24×9-150=216-150=66(千克)
答：(略)
*【19】1 号、2号、3号、4号运动员取得了运动会 800 米赛跑的前四名。

小记者来采访他们各自的名次。1号说：“3号在我前面冲向终点。”另一个
得第 3 名的运动员说：“1 号不是第 4 名。”小裁判员说：“他们的号码与
他们的名次都不相同。”你知道他们的名次吗？(课本第 66 页思考题)

想 根据“他们的号码与他们的名次都不相同。”说明 1 号运动员不是
第 1 名。又根据 1 号说：“3 号在我前面冲向终点”，再根据另一个得第 3
名的运动员说：“1号不是第 4名”，可以知道 1号运动员得第 2名。

根据 1 号说：“3号在我前面冲向终点”，可以知道 3号得第 1 名。剩
下的 2号和 4号运动员分别得第 4名和第 3名。

解 3 号得第 1名，1号得第 2名，4号得第 3名，2号得第 4名。

2.除数是三位数的除法

【1】口算 4800÷400。



想 4800 里面有 48 个百，48 个百里面有 12 个 4 百。用整百数除的口算，
可以先把被除数和除数分别看成多少个百，再除。

解 4800÷400=12
【2】从 7200 里面减去多少个 800 得 0？
想 因为，7200 是 72 个百，72 个百里面有 9个 8百，所以，7200 减去 9

个 8百得 0。
解 7200÷800=9
【3】计算。
(1)1500÷300(2)5400÷700
想 依据除法法则，被除数的前三位比除数小，要看被除数的第四位，

商写在被除数的个位上。
解(1)1500÷300=5
                    验算：

300 1500
1500

5

0
                   

300
5

1500

×

(2)5400÷700=7⋯⋯500
                    验算：

700 5400
4900

7

500
                   

700
7
4900

500

5400

×

【4】新田村农民 1984 年平均每人收入只有 200 元，去年已达到 1600
元，今年又比去年增加 400 元。去年和今年平均每人的收入分别是 1984 年的
几倍？

想 这题提出的是两个问题，①去年平均每人的收入是 1984 年的几倍。
这是求 1600 元是 200 元的几倍。②今年平均每人的收入是 1984 年的几倍。
根据“今年又比去年增加 400 元”，这是求(1600+400)元是 200 元的几倍。

解 1600÷200=8
(1600+400)÷200=2000÷200=10
答：去年平均每人收入是 1984 年的 8倍，今年平均每人收入是 1984 年

的 10 倍。
【5】计算：
(1)868÷217(2)905÷284
想 除数接近整百数的除法，一般用四舍五入法先把除数看作整百数来

试商，比较简便。
解(1) 868÷217=4

217 868
868

4

0



217 接近 200，把它先看作 200 来试商。
(2)905÷284=3⋯⋯53

284 905
852

3

53

284 接近 300，把它先看作 300 来试商。
【6】计算。
(1)876÷234(2)728÷175
想 用四舍五入法把除数看作整百数来试商，有时需要调商。把除数四

舍为整百数试商，商易偏大，要改小；把除数五入为整百数来试商，商易偏
小，要改大。

解(1)876÷234=3⋯⋯174

234 876
702

3

174

先把 234 看作 200 试商，商 4大了，改商 3。
(2)728÷175=4⋯⋯28

175 728
700

4

28

先把 175 看作 200 试商，商 3小了，改商 4。
*【7】在□里能填几？(课本第 73 页第 11 题)
(1)1648÷□12＜3(2)□109÷953＞7
想(1)题先想 1648÷□12 的商等于 3，除数的首位是 5。再想被除数不

变，商要比 3小，那么除数就要大，因此除数的首位数字应当比 5大。
(2)题先想□109÷953 的商等于 7，被除数的首位是 7。再想除数不变，

初商要比 7大，那么被除数就要大，因此被除数的首位数字应当比 7大。
解(1)1648÷□12＜3，□里能填 6、7、8、9。
(2)□109÷953＞7，□里能填 8、9。
*【8】大兴果园有桔树 2400 棵，比李树的 2倍少 600 棵。有李树多少棵？
想 如图 3—4，把李树的棵树看作 1倍，桔树的棵数加上 600 棵，所得

的(2400+600)棵，正好是李树棵数的 2倍。

图 3—4

解(2400+600)÷2=3000÷2=1500(棵)
答：有李树 1500 棵。
*【9】阳光小学举行国情知识竞赛，一共 20 题。答对一题得 10 分，答



错一题扣 5分，没有回答得 0分。刘玲玲得了 170 分，他答对了几题？李宏
得了 175 分，他答错了几题？

想 假设 20 题全答对，应得 10×20=200(分)。答错一题要少得
10+5=15(分)。刘玲玲得了 170 分，比 200 分少 30 分，可知他答错了 2题，
答对了 18 题。李宏得了 175 分，可知他答错 1题，扣去 15 分，还有 1题没
有回答，扣去 10 分。

解 20-(10×20-170)÷(10+5)
=20-30÷15=20-2=18(题)
李宏比刘玲玲多得 5分，说明他答错 1题。
答：刘玲玲答对了 18 题，李宏答错了 1题。
【10】计算。
(1)1147÷143(2)1865÷262
想 除数 143 和 262 不接近整百数，用四舍五入法把它们分别看作 100

和 300 试商。调商的次数比较多，不简便。需要根据题目的具体情况，灵活
试商。可以把 143 看作 140，把 262 看作 250。利用口算乘数求得合适的商。

解(1)1147÷143=8⋯⋯3

不把 143 四舍为 100，把它看作 140 试商。
(2)1865÷262=7⋯⋯31

不把 262 五入为 200，把它看作 250 试商。
*【11】一道除法算式的商是 9，余数是 136，除数最小是多少，被除数

最小是多少？
想 因为商一定，要使被除数最小，必须使除数最小。而余数要比除数

小，余数是 136，那么除数最小是 137。根据题意可以列出下面的式子：
□÷137=9⋯⋯136
解 137×9+136=1233+136=1369
答：除数最小是 137，被除数最小是 1369。
*【12】下面除法算式，被除数是四位数，商是一位数，算式中没有重复

的数字。被除数和商各是多少？(课本第 77 页第 13 题)
□÷879=□
想 算式中没有重复数字，商又是一位数，商只能是 2、3、4、5、6 中

的一个。用 2、3、4、5、6乘 879，得到的积分别是 1758、2637、3516、4395
和 5274。其中只有用 4乘 879，得 3516，符合题意。

解 被除数是 3516，除数是 4。
*【13】在下面除法算式的□里填上适当的数。
181□÷213=□⋯⋯114
想 根据被除数的前三位数字不够除，应取前 4 位来除。181□÷213，



可初商 9，213×9=1917，商大了，改商 8，213×8=1707。因为余数是 114，
所以被除数是 1707+114=1818，除数是 8。

【14】计算 65942÷674。
想 根据除数是三位数的除法法则进行计算。
①先用除数试除被除数的前三位数，如果它比除数小，再试除前四位数；
②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就在那一位的上面写商；
③每次除后余下的数必须比除数小。
65942÷674，被除数的前三位数比除数小，看被除数的前四位数，商的

最高位应写在被除数的十位上，商有两位数。
解 65942÷674=97⋯⋯564

*【15】计算 697824÷342。
想 被除数是六位数，除数是三位数，被除数的前三位数够除，商的最

高位应写在被除数的千位上，商有四位数。
解 697824÷342=2040⋯⋯144

被除数百位上的 8、个位上的 4落下来以后，百位上、个位上不 够商 1。
因此，要在被除数的百位上、个数上商 0。

【16】一只青蛙 1 年(365 天)可以吃 26280 只害虫，平均每天比一只喜
鹊多吃 26 只。一只喜鹊每天可以吃多少只害虫？

想 一只青蛙平均一天吃害虫多少只？从一只青蛙“每天比一只喜鹊多
吃 26 只”，用一只青蛙每天吃害虫的只数减去 26 只，就得到一只喜鹊每天
吃害虫的只数。

解 26280÷365-26=72-26=46(只)
答：一只喜鹊每天可以吃 46 只害虫。
【17】王村食油厂前年生产保健油 720 吨。使用新设备后，今年比前年

多生产保健油 5040 吨。今年的产量是前年的几倍？
想 求今年的产量是前年的几倍，把前年的产量当作 1 倍。要先求出今

年的产量，再求今年的产量是前年的几倍，
解(720+5040)÷720=5760÷720=8
答：今年的产量是前年的 8倍。
【18】 一个工厂要装配摩托车 45408 台，原计划每天装配 132 台，实际

264 天就完成了计划。实际每天比原计划多装配多少台？提前多少天完成计



划？
想 求每天比原计划多装配多少台，要先求实际每天装配多少台。求提

前多少天完成计划，要先求原计划需要多少天完成。
解 45408÷264-132=172-132=40(台)
45408÷132-264=344-264=80(天)
答：每天比原计划多装配 40 台。提前 80 天完成计划。
【19】 口算。
(1)640÷10  (2)78000÷100
(3)93000÷100  (4)9100÷700
想 商不变的规律是：在除法里，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或缩小)相同

的倍数，商不变。运用商不变规律，同时划去被除数和除数未尾相同个数的
0，就是使被除数和除数同时缩小相同的倍数。这样能使计算简便。

(1)、(2)、(3)题是末尾有 0的数除以 10、100、1000，除数 1后面有几
个 0，就在被除数的末尾划去同样个数的 0，剩下的数字就是商。第(4)题，
先把被除数和除数末尾的两个 0划去，再口算。

解(1)640÷10=64  (2)78000÷100=780
(3)930000÷1000=930

【20】计算 60400÷740。
想 因为除数的末尾只有 1个 0，所以被除数和除数的末尾都只能划去 1

个 0。
解 60400÷740=81⋯⋯460

余数的最高位“4”在原来被除数的百位上，故余数是 460。
*【21】判断。对的记“√”，错的记“×”。
(1)86500÷270=32⋯⋯1(    )
(2)600÷25=(600×4)÷(25×4)=24，这是根据商不变的规律来计算的。

(    )
(3)在除法里，被除数不变，除数缩小 10 倍，商就扩大 10 倍。(    )
(4)两数相乘，如果一个因数扩大 2倍，要使积不变，另一个因数也要扩

大 2倍。(    )
想 (1)题明显有两个错误，①商不是两位数，而是三位数。②余数不是

“1”，而是100。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不该把被除数的两个 0都划去，只能划
去 1个 0。

(2)题中的被除数和除数都同时扩大 4倍，是根据商不变规律来计算的。
(3)在除法里，被除数和除数，同时缩小相同的倍数，商不变。但被除数

不变，除数缩小 10 倍，商就会扩大 10 倍。
(4)根据因数和积的变化规律，两数相乘，如果一个因数扩大 2倍，积就

会扩大 2倍，要使积不变，另一个因数应当缩小 2倍。



解(1)×(2)√(3)√(4)×
*【22】 王兰在计算有余数的除法时，把被除数 137 错写成 173。这样

商比原来多了 3，而余数正好相同。请你算出这道题的除数和余数各是多少。
(课本第 89 页思考题)

想 把被除数 137 错写成 173，173-137=36，被除数就比原来多了 36。
根据错误的商比正确的商多了 3，而且余数相同，可以知道 36 正好是除数的
3倍，36÷3=12，12 就是除数。可以通过验算证明除数是 12，符合题意。

137÷12=11⋯⋯5
173÷12=14⋯⋯5
解 (173-137)÷3=36÷3=12
137÷12=11⋯⋯5
答：除数是 12，余数是 5。
*【23】 估算。
(1)837÷41  (2)2837÷68
想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估算，先分别求出除数和被除数的近似数，再

相除。(1)题中被除数最高位上的 8比除数最高位上的 4大，就省略最高位后
面的尾数，837≈800。(2)题中被除数最高位上的 2比除数十位上的 6小，就
把被除数左起第二位后面的尾数省略，2837≈2800。

解 (1)837÷41≈20
↓    ↓
800÷40

(2)2837÷68≈40
 ↓     ↓
 2800÷70

*【24】人造地球卫星每小时大约行 28440 千米。一架飞机每小时飞行
940 千米。人造地球卫星的速度大约是飞机的多少倍？(课本第94页第15题)

想 先求出两个数的近似数再相除。
解 28440÷940≈30
答：人造地球卫星的速度大约是飞机的 30 倍。
*【25】 丁力问爸爸今年有多大年纪，爸爸说：“36 岁加上 1560 天就

是我的年龄。丁力的爸爸今年是多少岁？(1 年=365 天)
想 因为只需要求整岁数，所以算出 1560 天大约是几年就可以了。
解 1560÷365≈4(年)
36+4=40(岁)
答：丁力的爸爸今年是 40 岁。
*【26】 一艘轮船于 17 日下午 3 时从大连出发，19 日上午 9 时到达上

海。从大连到上海的海上航程是 1050 千米，平均每小时行多少千米？(课本
第 94 页第 17 题)

想 关键是求出一共航行了多少小时。从 17 日下午 3 时到 19 日下午 3
时，时间是两天，就是两个 24 小时，但是 19 日上午 9 时就到了，从上午 9
时到下午 3时是 6小时，可以知道航行的时间是两个 24 小时减去 6小时。

解 24+24-6=42(小时)
1050÷42=25(千米)
答：平均每小时行 25 千米。



*【27】一列火车 4小时行 196 千米。照这样的速度，从 A城到 B城的铁
路长 2178 千米，大约要行多少时间？

想 先求出这列火车每小时的速度，再求从 A 城到 B 城大约要行多少小
时。

解 2178÷(196÷4)
=2178÷49 2178≈2200
≈44(小时) 49≈50
答：大约要行 44 小时。
【28】 判断。对的记“√”，错的记“×”。

(2)两个数相除的商是 87，如果被除数和除数同时除以 3，那么商就变成
29。( )

想 (1)题的余数 3是在被除数的百位上，表示 3个百，余数应当是 300。
(2)题根据商不变规律，被除数和除数同时除以 3，商不变。
解(1)×(2)×*【29】 一个班有 45 人。26 人参加音乐小组，18 人参加

写作小组。10 人两个小组都参加了。有几个人两个小组都没有参加？
想 用图 3—5表示条件和问题，可以看出解题思路。

从全班人数中减去只参加了音乐小组和写作小组的人数，以及参加了两
个小组的人数，就是两个组都没有参加的人数。

解 45-(26-10)-(18-10)-10
=45-16-8-10=11(人)
答：有 11 人两个小组都没有参加。

3.乘、除法各部分间的关系

【1】计算 328×245，并应用乘法各部分间的关系进行验算。
想 要验算乘法的计算是不是正确，可以交换因数的位置再乘一遍。还

可以根据一个因数=积÷另一个因数，用除法进行验算。
解 328×245=80360
                   验算：

328
245

1640
1312
656

80360

×
                   

328 80360
656

245

1476
1312
1640
1640

0

【2】求 x×78=4446 中的未知数 x。
想 题中的 x表示一个因数，根据一个因数=积÷另一个因数，可以求出

x是多少。
解 x×78=4446
x=4446÷78



x=57
【3】 一个数的 48 倍是 11088，求这个数。
想 根据题意，未知数×48=11088，可以知道要求的这个数是一个因数。
解 设要求的数是 x。
x×48=11088
x=11088÷48    x=231
*【3】 29 乘以一个数的积是 26390，这个数是 130 的几倍？
想 要求“这个数是 130 的几倍”，必须先求出这个数是多少，再求出

这个数是 130 的几倍。
解 设这个数是 x。
29×x=26390
x=26390÷29
x=910
910÷130=7
答：这个数是 130 的 7 倍。
【4】 计算：76690÷374，并应用除法各部分间的关系进行验算。
想 验算除法，可以用除数和商相乘，如果得到被除数，或者用被除数

除以商，如果得到除数，就是除法做对了。
解 76690÷374=205⋯⋯20
                     验算

374 76690
748

205

1890
1870

20

                   

205 76690
615

374

1519
1435

840
820

20

【5】求 1224÷x=34 中的未知数 x。
想 题中的未知数 x表示除数，根据除数=被除数÷商，可以求出 x是多

少。
解 1224÷x=34
x=1224÷34
x=36
【6】12880 是哪个数的 230 倍？
想 根据题意，12880÷未知数=230，要求的那个数是除数。
解 设那个数是 x
12880÷x=230
x=12880÷230
x=56
【7】根据 27×18=486，列出两个含有未知数 x的等式。
想 根据一个因数=积÷另一个因数，用 x表示一个因数，可以列出两道

含有未知数 x的等式。
解 (1)486÷x=18  (2)486÷x=27



【8】根据 504÷36=14，列出两个含有未知数 x的等式。
想 根据被除数÷除数=商，除数=被除数÷商，用 x 分别表示被除数和

除数，可以列出两道含有未知数 x的等式。
解 设被除数是 x，列出：x÷36=14
(2)设除数是 x，列出：504÷x=14
*【9】在下面各题的方框里填上适当的数。
(1)3150÷(7×□)=50
(2)240×(36÷□)=1440
想 这两题需要综合应用乘、除法各部分间的关系，分步加以解决。首

先把括号内的算式看成一个未知数，求出这个算式是多少，再把□看成未知
数，求出□是多少。

(1)题把括号内的算式看成除数。
3150÷(7×□)=50
 ↓      ↓    ↓
被除数  除数   商
根据除数=被除数÷商，得
7×□=3150÷50
7×□=63
根据一个因数=积÷另一个因数，得
□=63÷7      □=9
(2)题把括号内的算式看成一个因数。
240×(36÷□)=1440
↓       ↓     ↓
因数    因数    积
根据一个因数=积÷另一个因数，得
36÷=1440÷240
36÷□=6
根据除数=被除数÷商，得
□=36÷6 □=6

【10】一块长方形草坪的面积是 2560 平方米，它的宽是 40 米。草坪的
长是多少米？(用两种方法解答。)

想 可以用已学过的方法解答，还可以根据长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列出
含有未知数 x的等式来解答。

解法一 2560÷40=64(米)
答：草坪的长是 64 米。
解法二 设草坪的长是 x米。
x×40=2560
x=2560÷40
x=64 答：(略)
【11】宏大水泥厂四月份生产的水泥是三月份的 4倍，生产了水泥 6240

吨。三月份生产多少吨？(用两种方法解答。)
想 因为“四月份生产的水泥是三月份的 4 倍”；所以应当把三月份的



产量作 1倍。6240 吨是四月份的产量，这是一道已知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求
这个数的应用题。

解法一 6240÷4=1560(吨)
答：三月份生产 1560 吨。
解法二 设三月份生产 x吨
x×4=6240
x=6240÷4
x=1560  答：(略)
还可以列出 6240÷x=4 的等式来解答。
【12】一艘快艇从上午 9时到下午 6时共航行 828 千米。它的航行速度

是多少？(列出含有未知数 x的等式，再解答)
想 下午 6时是 18 时，18-9=9(小时)，快艇一共航行了 9小时。根据速

度乘以时间等于路程，列出含有未知数 x的等式来解答。
解 设快艇每小时航行的速度是 x千米。
x×9=828
x=828÷9
x=92
答：快艇每小时航行的速度是 92 千米。
这题也可以用 828÷x=9 的等式来解答。
*【13】动物园新展出 106 只动物，一共有三种。其中熊猫 28 只，金丝

猴和狗熊同样多。金丝猴和狗熊各有多少只？
想 因为“金丝猴和狗熊同样多”，所以从三种动物的总数中减去熊猫

的只数，再除以 2，就得到金丝猴和狗熊各有多少只。还可以设金丝猴(或熊
猫)有 x只，用 x×2表示金丝猴和狗熊共多少只，列出含有未知数 x的等式
来解答。

解法一 (106-28)÷2=78÷2=39(只)
答：金丝猴和熊猫各有 39 只。

解法二 设金丝猴有 x只。
x×2=106-28
x×2=78
x=78÷2
x=39 答：(略)

*【14】新光小学举行团体操表演，一共排 30 排，每排 40 人。每 240
人穿同一种颜色的服装，一共要准备多少种不同颜色的服装？

想 由“一共排 30 排，每排 40 人”，可以求出参加团体操表演的总人
数。由“每 240 人穿同一种颜色的服装”，可以知道总人数里面有多少个 240
人，就要准备多少种不同颜色的服装。

解法一 40×30÷240=1200÷240=5(种)
答：一共要准备 5种不同颜色的服装。

解法二 设一共要准备 x种不同颜色的服装。
240×x=30×40
240×x=1200
x=1200÷240
x=5  答：(略)



*【15】宏兴钢厂今年产钢 96 万吨，是去年钢产量的 2份，是前年钢产
量的 6倍。去年和前年各产钢多少吨？

想 已知今年的钢产量是 96 万吨，今年的钢产量是去年的 2 倍，把 96
万吨平均分为 2份，每份的吨数就是去年的钢产量。按同样的道理把 96 万吨
平均分为 6份，每份的吨数就是前年的钢产量。

解法一 96÷2=48(万吨)
96÷6=16(万吨)
答：去年产钢 48 万吨，前年产钢 16 万吨。

解法二 设去年产钢 x万吨。
x×2=96
x=96÷2
x=48

设前年产钢 x万吨。
x×6=96
x=96÷6
x=16 答：(略)

*【16】甲、乙两人共同加工 1548 个零件。甲每天加工 86 个乙每天加工
零件的个数正好是甲的一半。需要多少天完成？

想 乙每天加工零件多少个？甲、乙两人每天一共加工零件多少个？根
据工作总量÷工效=时间，可以求出需要多少天完成。

解法一 1548÷(86+86÷2)=1548÷129=12(天)
答：需要 12 天完成。

解法二 设需要 x天完成
(86+86÷2)×x=1548
129×x=1548
x=1548÷129
x=12  答：(略)

*【17】食油厂有菜油、茶油共 1520 吨，菜油卖出 400 吨后，菜油的吨
数正好是茶油的 3倍。食油厂原有菜汕、茶油各多少吨？

想 菜油卖出 400 吨后，油的总量就剩下：1520-400=1120(吨)，由“菜
油的吨数正好是茶油的 3倍”，可以把茶油的吨数看作 1份，菜油的吨数是
3份，一共是 4 份。用 1120 除以 4 求出 1 份是多少，就是茶油原有多少吨。
用 1520 减去茶油原有的吨数就是菜油原有多少吨。

解 (1520-400)÷(3+1)=1120÷4=280(吨)
1520-280=1240(吨)
答：原有茶油 280 吨，原有菜油 1240 吨。
*【18】课本第 106 页思考题(左面①题)
想 商是两位数，找出商的首位是关键。
解 ①填商的首位：除数的百位上是 7，商的首位写在被除数的百位上，

推出商的首位数字是 1。



7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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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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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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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填写被除数的最高位：由被除数最高位上的数减去商的首位数与除数
的积的第一位 7，差是一位数。推出被除数最高位上的数可能是 8或者是 9，
由商的第二位数与除数个位 6 相乘的积的末位数是 8，推出商的第二位数字
是 3。再从 7□6×3=2□78，推出被除数最高位上的数字是 9。

③填写除数中间的数字：由商的个位 3 与除数相乘的积是 2□78，推出
除数中间的数字是 2，再推出第二次要除的数是 2178。

填出商是 13，除数是 726，其余空格就容易填出来了。

4.乘、除法的一些简便算法

【1】王师傅每小时加工零件 47 个，一天工作 6 小时，5 天一共加工零
件多少个？(用两种方法解答)

想 可以先求 1天加工零件多少个，再求 5天一共加工零件多少个。1天

加工零件？个 5天一共加工零件？个
也可以先求 5天一共工作多少小时，再求 5天一共加工零件多少个。

5天一共工作？小时
5天一共加工零件？个

解法一       解法二
47×6×5    47×(6×5)
=282×5      =47×30
=1410(个)     =1410(个)
答：一共加工零件 1410 个。(答：略)
两种解法的计算结果是一样的，即：
47×6×5=47×(6×5)
从上式可以看出：三个数相乘，可以先把后面两个数相乘，再和第一个



数相乘，结果不变。
第二个算式中两个一位数相乘的积是整十数。利用上面的规律，有时一

个数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改成乘以这两个一位数的积，比较简便。
【2】用简便方法计算下面各题。
(1)247×5×4  (2)48×5×8
想 (1)题和(2)题后两个数的乘积是整十数，可以先把后面两个数相

乘，再和第一个数相乘，比较简便。
解 (1)247×5×4    (2)48×5×8

=247×(5×4)    =48×(5×8)
=247×20        =48×40
=4940            =1920

【3】25×36 怎样计算比较简便？
想 有时一个数乘以两位数，改成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使计算简便。

25×4 的积是 100，把 36 改成 4×9，用 4和 25 先乘，再和 9 相乘，比较简
便。

解 25×36=25×4×9=100×9=900
【4】125×56 怎样计算比较简便？
想 125×8 的积是 1000，把 56 改成 8×7，用 8和 125 相乘，再和 7 相

乘，比较简便。
解 125×56=125×8×7=1000×7=7000
【5】华光小学有 360 人参加学雷锋活动，平均分成 5个队，每队平均分

成 6个组。每个组有多少人？(用两种方法解答。)
想 可以先求出每个队有多少人，再求每个组有多少人。

也可以先求出一共有多少个组，再求每个组有多少人。

解法一          解法二
360÷5÷6   360÷(6×5)
=72÷6       =360÷30
=12(人)       =12(人)

答：每个组 12 人。  (答：略)
用两种解法的计算结果是一样的，就是：
360÷5÷6=360÷(6×5)
从上面可以看出：一个数连续用两个数除，每次都能除尽的时候，可以

先把两个除数相乘，用它们的积去除这个数，结果不变。
第二个算式中两个除数的积是整十数。
利用上面的规律，有时一个数连续除以两个一位数，改成除以这两个一

位数的积，比较简便。
【6】用简便方法计算下面各题。



(1)720÷24÷3  (2)960÷12÷5
想 (1)题、(2)题先把两个除数相乘，用它们的积去除被除数，比较简

便。
解(1)720÷24÷3  (2)960÷12÷5
=720÷(24×3) =960÷(12×5)
=720÷72 =960÷60
=10 =16
【7】630÷42 怎样算比较简便？
想 有时一个数除以两位数，改成连续除以两个一位数，比较简便。42=7

×6，可以将 630÷42 改成 630÷7÷6。
解 630÷42=630÷7÷6=90÷6=15
【8】用简便方法计算下面各题。
(1)850÷45  (2)800÷32
想 (1)题、(2)题改成连续除以两个一位数，比较简便。
解(1)810÷45 (2)800÷32
=810÷9÷5 =800÷8÷4
=90÷5 =100÷4
=18�=25*【9】在□里填上合适的数字。
(1)4□×17=6□□ (2)5□0÷3÷6=30
想 (1)题 4□×17=6□□，左边□填 0，右边□里分别填 8、0；左边□

里填 1，右边□里分别填 9、7。
(2)题 5□0÷3÷6=30，可改成 5□0÷(3×6)=30，则 5□0=18×30，推

出□里填 4。

*【10】被除数可以是哪些数？(课本第 113 页思考题)

32
8

□□□

想 因为 32×8=256，32×9=288，所以被除数可以是 256、257、⋯、287
之间的数。

解 被除数可以是 256、257、258⋯⋯287，共 32 个数。
*【11】□+△=210，□÷15=12，求△=？□=？
想 □÷15=12，则□=15×12=180。由 180+△=210，推出△=210-180=30
解 △=30，□=180。
*【12】粮店有大米 84 袋，每袋 50 千克。卖出一半后，还剩多少千克？

(用两种方法解答)
想 可以先求出 84 袋大米重多少千克，再求出它的一半是多少千克。还

可以先求出大米袋数的一半是多少袋，再求这些袋大米重多少千克。
解法一       解法二
50×84÷2    50×(84÷2)
=4200÷2      =50×42
=2100(千克)    =2100(千克)
答：还剩 2100 千克(答：略)



四、小数的初步认识

1.认识一位、两位小数

【1】下面每位上的数各表示多少？
十 个 小 十 百

数 分 分
位 位 点 位 位
5  5 · 5  5

想 小数点左面第一位是个位，个位上的几表示几个 1；小数点左面第二
位是十位，十位上的几表示几个十。小数点右面第一位是十分位，十分位上
的几表示几个十分之一(0.1)；小数点右面第二位是百分位，百分位上的几表
示几个百分之一(0.01)。

解 十位上的 5表示 5个十，个位上的 5表示 5个 1，十分位上的5表示
5个十分之一，百分位上的 5表示 5个百分之一。

【2】把下面的数改写成小数。
6元 8角 7分=(    )元  8 分=( )元
2 米 5 分米=( )米  7 厘米=( )米
想 几元就在整数部分写几，没有 1元，就在整数部分写 0；几角就在十

分位上写几，没有 1 角，就在十分位上写 0；几分就在百分位上写几。按同
样的方法可以把几米几分米几厘米的数改写成用米作单位的小数。

解 6 元 8 角 7 分=6.87 元  8 分=0.08 元
2 米 5 分米=2.5 米  7 厘米=0.07 米
【3】判断。对的记“√”，错的记“×”。
(1)10 个 0.1 是 10。( )
(2)4 米 8 厘米=4.8。( )
(3)0.24 里面有 24 个 0.01。( )
(4)一个正方形的边长是 5分米，另一个正方形的边长是 0.5 米，这两个

正方形的面积不相等。( )
想(1)题 0.1 与整数 1之间是十进关系，10 个 0.1 是 1，(2)题 4 米 8 厘

米中没有分米，在十分位上应写 0。(3)题 0.1 里面有 10 个 0.01，0.24 里面
有 24 个 0.01。(4)题 5 分米改写成用米作单位的小数是 0.5 米，这两个正方
形的边长相等，面积就相等。

解(1)×(2)×(3)√(4)×
*【4】填空。
(1)由 5 个 0.1 和 8 个 0.01 组成的小数是( )。
(2)由 7 个 1 和 40 个 0.01 组成的小数是( )。
想(1)题 5 个 0.1 是 0.5，在十分位上写 5，8个 0.01 是 0.8，在百分位

上写 8，整数部分写 0。(2)题在个位上写 7，百分位上写 4。
百 十 个 小 十 百
         数 分 分
位 位 位 点 位 位
       0 · 5  8
       7 ·4  0



解(1)由 5 个 0.1 和 8 个 0.01 组成的小数是 0.58。
(2)由 7 个 1 和 40 个 0.01 组成的小数是 7.40(或 7.4)
*【5】用火柴摆成右面的图形(图 3—6)。

(1)在这个图形里你能看到多少个三角形？
(2)拿走两根火柴，使图里减少 2个三角形。(课本第 120 页思考题)
想 可以在这个图形里看到 6 个小三角形和 2 个大三角形，一共有 8 个

三角形。在小三角形里拿走两根火柴就减少一个大三角形和一个小三角形。
解(1)图里有 8个三角形。(2)见图 3—6。
*【6】把下面各小数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1  0.99  0.9 1.09
想 根据数位顺序，这几个小数中 0.9 最小，1.09 最大，1比 0.99 大。
解 0.9＜0.99＜1＜1.09
*【7】你可以写出多少个由 0、1、2三个数字组成的数(包括整数、分数、

小数)？(课本第 126 页思考题)
想 用 0、1、2 三个数字组成整数时，0不能作首位数字。这三个数字组

成小数时，0可写作 0.12、0.21。
解 由 0、1、2 三个数字可以组成 4个整数，分别是120、210、102、201。

可以组成 6个小数，分别是 0.12、0.21、1.02、2.01、1.20、2.10。

按照我们对分数的初步认识，可以组成两个这样的分数，分别是 。
2

10

1

20
,

2.简单的小数加、减法

【1】计算。
(1)比 4.6 多 2.7 的数是多少？
(2)甲数是 8.3，它比乙数多 1.6，乙数是多少？
想 (1)题因为要求的数比 4.6 多 2.7，所以4.6 加 2.7 就得这个数。(2)

题因为甲数比乙数多 1.6，所以甲数减去 1.6 就得乙数。
计算小数加、减法，先把各数的小数点对齐(也就是把相同数位上的数对

齐)，再按照整数加、减法的法则进行计算，最后在得数里对齐横线上的小数
点点上小数点。

解(1)4.6+2.7=7.3
4 7
2 7

7 3

.
.

.

+



十分位满 10 个 0.1 是 1，向个位进 1。
(2)8.32-1.6=6.72

8 32
16

672

.

.

.

+

十分位不够减，从个位退 1作 10，在本位上加 10 再减。
【2】用小数计算。

(1)
3

10

29

100
2

7

10

7

100
+ −( )

想 先把 用小数表示，再加、减。 
1

10

29

100

7

10

7

100
, , ,

解 (1)
3

10
+ = + =

29

100
0 3 0 29 0 59. . .

(2)
7

10
− = − =

7

100
0 7 0 7 0 63. . .

【3】张华带 8元零 5分钱，买一本图书用 3元 6角，买一支圆珠笔用 2
元 7角，一共花了多少钱？还剩多少钱？(改写成用元作单位的小数计算)

想 把 8 元零 5分、3元 6角、2元 7角分别改写为 8.05 元、3.6 元、2.7
元。求一共花了多少钱就是求 3.6 元与 2.7 元的和，求还剩多少钱，就是求
8.05 元与一共花的钱的差。

解 3.6+2.7=6.3(元)
36
2 7

63

.
.

.

+

8.05-6.3=1.75(元)
805
63

175

.
.

.

−

答：一共花了 6.3 元，还剩 1.75 元。
*【4】丁强从家到汽车站要走 1.6 千米，他走了 0.4 千米后又回家取一

件衣。这样，他从家走到车站一共走了多少千米？
想 丁强从家里走了 0.4 千米后又回家取衣，来回就多走了两个 0.4 千

米，把 1.6 千米加上两个 0.4 千米，才是他从家到车站一共行的路程。(图 3
—7)

解 1.6+0.4+0.4=2.4(千米)
答：丁强从家到车站一共走了 2.4 千米。

*【5】很久以前，有 3个人被困在一个孤岛上。为了回到陆地上，他们
用一根木头做了一只木船。这只木船最多能载重 90 千克，而这3个人分别重



60 千克、50 千克和 40 千克。他们怎样使用这只木船才能脱险，全部回到陆
地上？(课本第 129 页思考题)

想 要从使这只船来回都有人驾驶，而每次载重不超过 90 千克这两方面
来思考。

解 第一次让重 50 千克和 40 千克的两人驾船回陆地，任留一人在陆地
上。另一人驾船返回孤岛。

第二次让重 60 千克的人驾船回陆地，留在陆地的重 50 千克(或重 40 千
克)的人驾船返回孤岛。

第三次让重 50 千克和重 40 千克的两个人一起驾船回陆地。
*【6】从下面的人民币里拿出 7.6 元，有几种拿法？(有一张伍元、一张

贰元、二张壹元、二张伍角、三张贰角、一张壹角)(课本第 133 页第 11 题)
想 7 元有两种拿法，即 5元、2元；5元、1元、1元。6角也有两种拿

法，即 5角、1角；2角、2角、2角。把 7元和 6角的拿法作不同的搭配，
7.6 元有四种拿法。

解 第①种：5元、2元、5角、1角；
第②种：5元、2元、2角、2角、2角；
第③种：5元、1元、1元、5角、1角；
第④种：5元、1元、1元、2角、2角、2角。
*【7】你能找出下面每组图形的排列规律吗？根据发现的规律，算出每

组的第二十个图形是什么。(课本第 133 页思考题)
①●▲●▲●▲●▲●▲■⋯⋯
②●▲▲●▲▲●▲▲●■⋯⋯
③●●▲▲●●▲▲●●■⋯⋯
想 三组图形排列的规律是：第①组●▲2个图形为一组重复出现，第②

组●▲▲3 个图形为一组重复出现，第③组●●▲▲4 个图形为一组重复出
现。

解 第①组：20÷2=10，即●▲重复出现 10 次，第二十个图形是▲。
第②组：20÷3=6，即●▲▲重复6次以后又出现两个图形●▲。即第二

十个图形是▲。
第③组：20÷4=5，即●●▲▲四个图形重复出现 5次，第二十个图形是

▲。
*【8】李明买一双袜子用 1.6 元，买一顶遮阳帽比袜子多用 3.7 元，又

买了一个茶杯，三样东西共花 8元。买茶杯用多少钱？
想 8 元是三种东西的总价。一双袜子 1.6 元，一顶遮阳帽是(1.6+3.7)

元，从总价中减去买袜子和遮阳帽的钱，就得到一个茶杯的价钱。还可以根
据题意，用 x表示茶杯的价钱，列出含有未知数 x的等式，再解答。

解法一 8-1.6-(1.6+3.7)
=8-1.6-5.3-6.4-5.3=1.1(元)答：买茶杯用 1.1 元。
解法二设买茶杯用 x元
1.6+1.6+3.7+x=8
6.9+x=8
=8-6.9
x=1.1(答：略)



五、土地面积单位

【1】一个长方形植物园，长 480 米，宽 250 米。这个植物园占地多少公
顷？

想 测量土地时，一般用米作长度单位来测量，算出面积是多少平方米
以后，再换算成公顷。1公顷=10000 平方米。

解 480×250=120000(平方米)
120000 平方米=12 公顷答：这个植物园占地 12 公顷。
【2】一个长方形牧场，长 2500 米，宽 1600 米。这个牧场占地多少公顷？

合多少平方千米？
想 先算出面积是多少平方米，然后换算成公顷，再换算成平方千米。
计算大面积的土地用“平方千米”作单位，1平方千米也叫做“1平方公

里”。
1平方千米=100 公顷=1000000 平方米
解 2500×1600=4000000(平方米)
4000000 平方米=400 公顷
400 公顷=4 平方千米
答：这个牧场占地 400 公顷，合 4平方千米。
【3】一块占地 6公顷的长方形宅基地，长 400 米。这块宅基地的宽是多

少米？
想 长方形的面积=长×宽，那么，长方形的面积除以长就得到宽。要先

把 6公顷换算成多少平方米再计算。
6公顷=60000 平方米
解法一 60000÷400=150(米)
答：这块宅基地的宽是 150 米。
解法二 设这块宅基地的宽是 x米。
400×x=60000
x=60000÷400
x=150(答：略)
【4】一个正方形林场，周长是 2800 米。这个林场有多少公顷？
想 正方形的周长=边长×4，那么，正方形的周长除以 4 就得到边长。

先算出林场面积是多少平方米，再换算成公顷。
解 2800÷4=700(米)
700×700=490000(平方米)
490000 平方米=49 公顷
答：这个林场有 49 公顷。
*【5】一个长方形的面积是 60 平方米。如果它的边长都是整数，它的长

和宽可能是多少米？(课本第 139 页第 14 题)
想 这道题实质上是把 60 分解成(    )×(    )，有多少种分法的问

题。(积的因数要求是整数)。
解 这个长方形的长和宽可能有以下 6种情况：
①长 60 米，宽 1米；②长 30 米，宽 2 米；③长 20 米，宽 3 米；④长

15 米，宽 4米；⑤长 12 米，宽 5米；⑥长 10 米，宽 6米。
*【6】一个占地 1公顷的正方形苗圃，边长各加上 100 米，苗圃的面积



增加多少公顷？(课本第 139 页第 15 题)
想 边长是 100 米的正方形土地，它的面积是 1 公顷。可知原正方形苗

圃的边长是 100 米。边长各增加 100 米后，边长就是 200 米。先算出边长增
加 100 米后的苗圃面积，并换算成公顷，再减去原苗圃的面积，就得到增加
的公顷数(见图 3—8画斜线的部分。)

图 3—8
解(100+100)×(100+100)
=200×200=40000(平方米)
40000 平方米=4 公顷
4-1=3(公顷)
答：苗圃的面积增加了 3公顷。
*【7】扩建一个长方形体育场，如果长增加 100 米，面积就增加 2公顷，

这个体育场的宽是多少米？

图 3—9

想 如图 3—9，体育场的宽没有变，长增加 100 米，面积就增加 2公顷，
用增加的面积除以 100 米，就得到宽是多少米。

解 2 公顷=20000 平方米  20000÷100=200(米)
答：体育场的宽是 200 米。
还可以设宽是 x米，列出 100×x=20000 的等式来解答。
*【8】算出图 3—10 表示的土地面积是多少公顷。

图 3—10

想 把这个图形的面积看成长800米宽500米的大长方形面积减去长400
米宽 300 米的小长方形面积。



解 800×500-400×300=400000-120000=280000(平方米)
280000 平方米=28 公顷
*【9】观察图 3—11：(课本第 139 页思考题)
(1)在粗线围成的正方形中，9个数的和是多少？这九个数的和与这九个

数中的哪个数有特殊关系？
(2)依照上面的方法，找出和是 387 的 9 个数，并且粗线正方形圈起来。

图 3—11

想 从粗线围成的方框中可以看出，每横排中间的数是这排三个数的平
均数，如 5是 4、5、6的平均数；每竖行中间的数也是这行三个数的平均数。
方框中间的 13 是方框里面 9个数的平均数。这 9个数的和是：13×9=117

仿照上面的方法，找出和是 387 的 9 个数，只需将 387÷9，便得到9个
数中间的那个数是 43，再用粗线正方形把 9个数圈起来。

解 如图 3—11 所示，过程略。



小学数学第八册

混合运算和应用题

1.混合运算

【1】计算 96÷8-9+3×4。
想 在没有括号的算式中，既有加、减法，又有乘、除法，要先算乘、

除法，后算加、减法。
解 96÷8-9+3×4=12-9+12=3+12=15.
【2】计算 285-(18+4×15)
想 先算小括号里面的，小括号里面有加法和乘法，要先算乘法。
解 285-(18+4×15)=285-(18+60)=285-78=207.
【3】6 除 48 所得的商与 2的和是多少？
想 由题意知，先应算出 6除 48 所得的商，再算商与 2的和。
解 48÷6+2=8+2=10
【4】48 除以 6与 2的和，商是多少？
想 根据题意，被除数是 48，6 与 2 的和是除数。为了先算出“6+2”，

应加上小括号。
解 48÷(6+2)=48÷8=6
【5】50 与 45 的和除以它们的差，商是多少？
想 根据题意，50 与 45 的和是被除数，50 与 45 的差是除数。为了先算

“50+45”和“50-45”，应分别加上小括号。
解(50+45)÷(50-45)=95÷5=19.
【6】最小的四位数与最大的三位数的和与差相乘的积是多少？
想 最小的四位数是 1000，最大的三位数是 999。根据题意，1000 与 999

的和是被乘数，1000 与 999 的差是乘数。为了先算“1000+999”与“1000-
999”，应分别加上小括号。

解(1000+999)×(1000-999)=1999×1=1999，
*【7】下面一组算式是用图形表示的，请列出综合算式。
(1) △+□=○(2)△-□=○ (3)○÷○=◇
想 不同的图形表示不同的数，相同的图形表示相同的数。由(3)式知，

此题若列成综合算式是△、□表示的数的和除以这两数的差。为了先算出
“和”与“差”，应分别加上小括号。

解(△+□)÷(△-□).
*【8】小明在计算“(100-□)×4+12”时，没有注意题里的括号，先用

□乘以 4，然后按加减运算顺序计算，得 52。这道题应该得多少？
想 要知道这道题应该得多少，先要知道□里的数是多少，而□里的数

应根据结果是 52 的算式去推导，即 100-□×4+12=52。
解 100-□×4+12=52
112-□×4=52
□×4=60
□=15。
(100-15)×4+12=85×4+12=340+12=352.



答：这道题应该得 352。
*【9】根据数字变化填写运算符号。
200○100○50○16○80
=300○800○80=300○10=290.
想 此题的最后结果是 290，290 是 300 与 10 的差，而 300 是 200 与 100

的和，10 是 800 与 80 的商，又 800 是 50 与 16 的积。
解 200+100-50×16÷80
=300-800÷80=300-10=290.
*【10】在下面算式的左面添上合适的运算符号和括号，使计算结果正好

等于等号右面的数。
4○4○4○4○4=0
想 算式的最后结果等于 0，有以下四种情况：(1)0 与 0 的和是 0；(2)

相同二数的差是 0；(3)0 与任何一个数相乘得 0；(4)0 除以任何一个数(0 除
外)得 0。根据这一思路求解，可有许多种不同的解法。

解一(4+4-4-4)×4=0；
解二(4+4-4-4)÷4=0；
解三(4-4+4-4)×4=0；
解四(4-4+4-4)÷4=0；
解五(4-4)×(4+4+4)=0；
解六(4-4)÷(4+4+4)=0；
解七(4-4)×(4×4+4)=0；
解八(4-4)÷(4+4÷4)=0；

2.两、三步计算的应用题

【1】用汽车运煤，每辆汽车每次运 8吨，照这样计算，18 辆汽车 25 次
可以运多少吨？

想 要求 18 辆汽车 25 次运多少吨，先要求出 18 辆 1 次运多少吨或先求
出 1辆 25 次运多少吨。

解一(1)18 辆 1 次运多少吨？8×18=144(吨)
(2)18 辆 25 次运多少吨？144×25=3600(吨)
综合式：8×18×25=3600(吨)
解二(1)1 辆 25 次运多少吨？8×25=200(吨)
(2)18 辆 25 次运多少吨？200×18=3600(吨)
综合式：8×25×18=3600(吨)
答：18 辆汽车 25 次可运 3600 吨。
【2】 3 人 4 小时装订图书 180 本，平均每人每小时装订图书多少本？
想 要求每人每小时装订图书多少本，先要求出每人 4 小时装订图多少

本或先求出 3人每小时装订图书多少本。
解一(1)每人 4小时装订图书多少本？
180÷3=60(本)
(2)每人每小时装订图书多少本？60÷4=15(本)
综合式：180÷3÷4=15(本)
解二(1)3 人每小时装订图书多少本？180÷4=45(本)



(2)每人每小时装订图书多少本？ 45÷3=15(本)
综合式：180÷4÷3=15(本)
答：平均每人每小时装订图书 15 本。
【3】20 头奶牛一个星期产奶 700 千克，平均 1头奶牛 1 天产奶多少千

克？(解答后，再检验。)
想 要求 1 头奶牛 1 天产奶多少千克，先要求 1 头奶牛一个星期产奶多

少千克或先求 20 头奶牛 1天产奶多少千克。
解一(1)1 头奶牛一个星期产奶多少千克？
700÷20=35(千克)
(2)1 头奶牛 1天产奶多少千克？
35÷7=5(千克)
综合式：700÷20÷7=5(千克)
解二(1)20 头奶牛 1天产奶多少千克？
700÷7=100(千克)
(2)1 头奶牛 1天产奶多少千克？
100÷20=5(千克)
综合式：700÷7÷20=5(千克)
答：平均 1头奶牛 1天产奶 5千克。
检验解二：
(1)把平均 1头奶牛 1天产奶 5千克当作已知数。按照题意，求 20 头奶

牛 1天产奶的重量。
5×20=100(千克)
(2)再按照题意求 20 头奶牛一个星期产奶的重量。
100×7=700(千克)
计算的结果与原题的 700 千克相同，说明全部解答过程是正确的。
【4】8辆汽车 5小时运送化肥 320 吨。照这样计算，1辆汽车 8小时运

送化肥多少吨？
想 要求 1辆汽车 8小时运多少吨，先要求出一辆汽车 1小时运多少吨。
解(1)8 辆汽车 1小时运多少吨？ 320÷5=64(吨)
(2)1 辆汽车 1小时运多少吨？64÷8=8(吨)
(3)1 辆汽车 8小时运多少吨？8×8=64(吨)
综合式：320÷5÷8×8=64(吨)
答：1辆汽车 8小时运送化肥 64 吨。
【5】期末考试，小星的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加起来是 195 分；语文成绩

和自然成绩加起来是 191 分；数学成绩和自然成绩加起来是 196 分。小星语
文、数学、自然三科考试的成绩各是多少？

想 根据题意，要求出三科考试成绩各是多少，先要求出三科考试成绩
的总和。已知：

语文成绩+数学成绩=195 分；
语文成绩+自然成绩=191 分；
数学成绩+自然成绩=196 分。
由上述三个关系式得：195、191、196 的和恰是三科成绩总和的 2 倍，

据此可求得三科成绩的总和。
解(195+191+196)÷2=291(分)



291-196=95(分)⋯⋯语文成绩
195-95=100(分)⋯⋯数学成绩
196-100=96(分)⋯⋯自然成绩
答：语文成绩是 95 分；数学成绩是 100 分；自然成绩是 96 分。
【6】解放小学三年级有 2个班，每班 54 人；四年级有 3个班，每班 45

人。四年级比三年级多多少人？
想 要求出四年级比三年级多多少人，先要求出三年级、四年级各有多

少人。
解(1)三年级有多少人？ 54×2=108(人)
(2)四年级有多少人？45×3=135(人)
(3)四年级比三年级多多少人？135-108=27(人)
综合式：45×3-54×2=135-108=27(人)
答：四年级比三年级多 27 人。
【7】四年级同学采集树种子，一班有 44 人，二班有 40 人，平均每人采

集 2千克，一共采集多少千克？(用两种方法解答。)
想 要求一共采集多少千克，先要求出两个班各采集多少千克，再把它

们加起来。还可以这样思考，先求出两个班共有多少人，再根据每人采集 2
千克而求出一共采集多少千克。

解一 2×44=88(千克)，2×40=80(千克)，
88+80=168(千克)
解二 44+40=84(人)，2×84=168(千克)
答：一共采集 168 千克。
【8】一列火车 4小时行 272 千米，一辆汽车6小时行 228 千米。火车每

小时比汽车多行多少千米？
想 要求火车每小时比汽车多行多少千米，先要求出火车、汽车每小时

各行多少千米。
解 272÷4=68(千米)，228÷6=38(千米)，
68-38=30(千米)
答：火车每小时比汽车多行 30 千米。
【9】学校举行“六一”杯数学竞赛，三年级有 28 人参加，四年级参加

的人数是三年级的 2 倍，五年级参加的人数比三、四年级参加的总人数少 9
人。五年级参加竞赛的有多少人？

图 4—1

想 如图 4—1，要求五年级参加竞赛的多少人，必须先算出三、四年级
参加竞赛的总人数；要算出三、四年级参加竞赛的总人数，又要先算出四年
级参加竞赛的人数。

解 28×2=56(人)，28+56=84(人)，84-9=75(人)
答：五年级参加竞赛的有 75 人。
【10】甲、乙两辆汽车同时从同一地点出发，向相同的方向前进。甲车



每小时行 32 千米，乙车每小时行 45 千米。出发 4小时两车相距多少千米？

图 4—2

想 如图 4—2，求出发 4小时两车相距多少米，就是求 4 小时乙车比甲
车多行多少米。

解一 45×4=180(千米)，32×4=128(千米)，
180-128=52(千米)
解二 45-32=13(千米)， 13×4=52(千米)
答：出发 4小时两车相距 52 千米。
*【11】胜利农具厂原计划 5天生产 120 件农具，实际5天多生产 60 件。

这样平均每天比原来多生产多少件？
想 要求平均每天比原来多生产多少件，先要求出原计划每天生产多少

件和实际每天生产多少件。也可以根据“实际 5天多生产 60 件”这一条件直
接求出实际每天比原来多生产多少件，并且这样解要简便些。

解一 120÷5=24(件)
120+60=180(件)
180÷5=36(件)
36-24=12(件)
解二 60÷5=12(件)
答：平均每天比原来多生产 12 件。
*【12】小明和哥哥搬砖，两人一次共搬 14 块。小明搬 5 次，哥哥搬 6

次，正好把 78 块砖搬完。两人每次各搬多少块？
想 根据题意，小明搬 5次，哥哥搬 6次，正好把 78 块砖搬完，如果小

明和哥哥都搬 5次，那么就搬不光78 块砖，则剩下的就是哥哥一次搬砖的块
数。

解 14×5=70(块)，78-70=8(块)，14-8=6(块)
答：小明每次搬 6块，哥哥每次搬 8块。
*【13】把一袋糖分给小朋友，每人分 10 粒，正好分完，如果每人分 16

粒，则有 3个小朋友分不到。这袋糖有多少粒？
想 根据题意，每人分 16 粒，有 3 人分不到，这就是说还少 16×

3=48(粒)，而少的48 粒是因为每人多分 6粒造成的，这样可推算出参加分糖
的小朋友有多少个，进而求得本题的解。

解 16×3=48(粒)
16-10=6(粒)
48÷6=8(人)
10×8=80(粒)
答：这袋糖有 80 粒。
*【14】甲、乙、丙三个同学进行 1分钟投篮比赛。结果甲比乙多投中 3



个，丙投中的个数是甲的 2倍，比乙多投中8个。甲、乙、丙各投中多少个？
想 根据题意，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先求出甲投中多少个。由图 4—3 知，

丙比乙多投中 8 个，而甲比乙多投中 3 个，可知丙比甲多投 8-3=5(个)，又
丙投中的个数是甲的 2倍，则甲投中的个数就是 5个。

图 4—3

解 8-3=5(个)
5×2=10(个)
10-8=2(个)
答：甲投中 5个；乙投中 2个；丙投中 10 个。
*【15】学校操场原来长 60 米，宽 40 米。扩建后长宽各增加 10 米，扩

建后操场的面积比原来增加多少平方米？

图 4—4

想 要求扩建后操场面积比原来增加多少平方米，可先分别求出原操场
的面积和扩建后操场的面积。也可以根据图 4—4直接求出扩建后增加部分的
面积。

解一 60×40=2400(平方米)
(60+10)×(40+10)=3500(平方米)
3500-2400=1100(平方米)
解二 60×10=600(平方米)
(40+10)×10=500(平方米)
600+500=1100(平方米)
答：扩建后操场面积比原来增加 1100 平方米。

3.简单的数据整理和求平均数

【1】前进小学四年级一班 48 人，二班 42 人，三班 45 人。
(1)根据人数制成统计表；(2)根据人数制成条形图。
想 依据数据整理方法、参考书上的表和图，再思考本题的解法。



解 四年级各班人数统计表

班别 一班 二班 三班 合计

人数 48 42 45 135

条形图见图 4—5。
【2】右面的条形图(图 4—6)表示三个人收集邮票的张数。小明给小华、

小红各多少张，三个人的邮票张数同样多？
想 由条形图知，每一格代表 5 张，则小明有 55 张，小华有 30 张，小

红有 35 张，进而可推算出小明给小华、小红各多少张，三人张数同样多。
解 小明给小华 10 张，给小红 5 张，则三人邮票张数同样多，都是 40

张。
【3】四年级甲班第一组有 7个同学，第二组有 8个同学。

图 4—5

图 4—6

下面是两组同学体重统计表(单位：千克)。

学生编号 1 2 3 4 5 6 7 8

第一小组 34 30 32 35 36 40 38

第二小组 40 36 34 34 30 32 31 35



哪一组平均体重重些？重多少？
想  先分别算出两个组的平均体重，再比较相差多少。
解(1)第一组的平均体重是多少？
(34+30+32+35+36+40+38)÷7=245÷7=35(千克)
(2)第二组的平均体重是多少？
(40+36+34+34+30+32+31+35)÷8
=272÷8=34(千克)
(3)第一组同学平均体重比第二组重多少？
35-34=1(千克)
答：第一组的平均体重重些，重 1千克。
【4】王聪家今年头五个月用电度数分别是 35 度、38 度、32 度、33 度、

37 度。(1)头五个月平均每月用电多少度？(2)把数据填在下面统计表里。
解(35+38+32+33+37)÷5=175÷5=35(度)
答：平均每月用电 35 度。
王聪家今年头五个月用电统计表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合计 平均

用电度数 35 38 32 33 37 175 35

*【5】李强不小心弄污了期末考试成绩通知单。算一算，他的数学成绩
是多少分？(图 4—7)

语文 82

数学

自然 89

平均 87

想  根据题意，要求出数学科的成绩，必须先求出三科成绩的总和。
解 87×3=261(分)，261-82-89=90(分)
答：数学科成绩是 90 分。
*【6】期末考试，卫红的语文得了 89 分，数学比语文多得 8分，数学比

自然多得 4分。卫红三科的平均成绩是多少？
想  要求出三科的平均成绩，必须先算出每一科的成绩。
解 89+8=97(分)，97-4=93(分)
(89+97+93)÷3=93(分)
答：卫红三科的平均成绩是 93 分。
*【7】两个图书装订小组各有 15 人，第一组装订《时代》杂志 650 本，

比第二组多装 100 本。平均每人装订《时代》杂志多少本？
想  两个小组各有 15 人，即两个小组共 30 人。要求平均每人装订多少

本，先要算出 30 人共装订多少本；要求出 30 人共装订多少本，又要先算出
第二组装订多少本。

解 650-100=550(本)
650+550=1200(本)
15+15=30(人)



1200÷30=40(本)
答：平均每人装订 40 本。
*【8】一年级采集树种 5千克，二年级采集的树种比一年级多 3千克，

三年级采集的树种是一年级的 2倍，四年级采集的树种比一、二年级采集树
种的和还多 3千克。平均每个年级采集树种多少千克？

图 4—8

想  要求平均每个年级采集树种多少千克，必须算出四个年级采集树种
的总和；要求四个年级采集树种的总和又要算出每个年级采集树种多少千
克。

解 5+3=8(千克)
5×2=10(千克)
(5+8)×2+3=29(千克)
(5+8+10+29)÷4=13(千克)
答：平均每个年级采集 13 千克。



二  整数和整数四则运算

1.十进制计数法

【1】判断正误：数字就是数。(    )
想  由“数”和“数字”的意义可知，“数字”是用来表示一个数的符

号，一般只有 0、1、2、3、4、5、6、7、8、9十个；“数”是表示事物的量
的差异程度的，如“12 千克”中的“12”就表示了重量这种量的程度，数有
无限多个。因此，“数字”和“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然，“数字”和
“数”有时候也是统一的，如“5”既是一个数字，又是一个数，所以，“数
字可称其为数，但数不一定能称其为数字”。

解  此题把“数字”和“数”等同起来，应判为错误。
【2】判断正误：数位就是数的位数。(    )
想“数位”是指一个数的每个数字所占据的位置，如“301”中有三个

数字，它们所占的位置分别是百位、十位和个位，这百位、十位、个位就是
这个数所占的数位。而“位数”是指一个数所占数位的人数，如“301”占据
了百位、十位、个位三个数位，我们就说它是个三位数。

解  “数位”和“位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此题应判为错误。
【3】1亿里有(    )个千万。
想  “亿”与“千万”是相邻的两个计数单位，在十进制计数法中，每

相邻的两个计数单位间的进率都是 10。
解  1 亿里有 10 个千万。
【4】读数：200800400000。
想  读数时从高位起，一级一级地往下读，读亿级或万级的数时，要按

照个级的数的读法来读，再在后面加上“亿”字或“万”字；每级末尾的 0
都不读，其他数位有一个 0或连续有几个 0都只读一个“零”。

解  200800400000  读作二仟零八亿零四十万。
【5】写数：四百零八亿三千五百万零三。
想  写数时从高位起，一级一级地往下写；哪个数位上一个单位也没

有，就在哪个数位上写 0。
解  四百零八亿三千五百万零三写作 40835000003。
【6】把 230500000000 写成用亿作单位的数。
想  用亿作单位就把原数缩小 1 亿倍(去掉亿位后面的 8 个“0”)，再

加写“亿”字。
解  把 230500000000 写成用亿作单位的数是 2305 亿。
【7】一个数的最高位是十亿位，这个数是几位数。
想  这个数的最高位是十亿位，说明这个数占据了十个数位。
解  一个数的最高位是十亿位，它是个十位数。
【8】1954000000 省略亿后面的尾数，它的近似数是多少？
想  亿位后面是千万位，千万位上的数满了 5，把尾数舍去后要在亿位

上加 1。
解  1954000000 省略亿后面的尾数是 20 亿，
即 195400 0000≈20 亿。
【9】一个七位数，它的最高位是什么位？



想  一个七位数，它占据了七个数位。在整数数位顺序表中，从个位起，
第七位是百万位。

解  一个七位数，它的最高位是百万位。
【10】一个数，它的亿位和万位上都是 5，千位上是 6，其他各个数位上

是 0，这个数是多少？
想  最高位是亿位，它是个九位数，把指定的数字排在有关的数位上可

得出这个九位数。
解  这个数是 500056000。
*【11】在“9□2006500”的□内填上一个数字，使这个数省略亿后面尾

数约等于 10 亿。□内可以填什么样的数字？
想  □内的数字在千万位上，省略亿后面尾数要在亿位上加 1，□内的

数必须满 5。
解  □内可以填上 5或 6、7、8、9。
即 952006500≈10 亿；962006500≈10 亿；972006500≈10 亿；982006500

≈10 亿；992006500≈10 亿。
*【12】用 0、0、0、0、4、5、6、7、8、9这十个数字写出一个十位数，

所有的 0都要读出来。
想  十个数字中有四个 0，要求四个 0 都要读出来，0 不能排在每一级

的末尾，只能单个的排在其他数字中间。由于其他数字可以相互调换，所以
本题多解。

解  四个 0都读出来的数有 4506070809，
5407060908，9807060504，⋯⋯
*【13】用 0、0、0、0、0、0、4、5、6这九个数字，按下面条件各写出

三个九位数：(1)所有的 0都不读出来；(2)读出一个“零”来；(3)读出两个
“零”来。

想  (1)所有的 0都不读出来，要把 0全部连续排在“级”的末尾；(2)
读出一个“零”，要把一个 0排在其他数字中间，而其余的 0排在“级”的
末尾或连续排在一起；(3)读出两个“零”，要把两个0分别排在其他数字中
间，而其余的 0排在“级”的末尾或连续排在一起。

解(1)所有的 0都不读出来：456000000，465000000，654000000，⋯⋯
(2)读出一个“零”的：450600000，450060000，400000560，⋯⋯
(3)读出两个“零”的：405060000，400050600，400500006，⋯⋯
*【14】用 0、1、2、3、4、5、6、7、8、9可以组成十位数(每个数字不

重复)。如果亿位和万位上的数字分别是 9和 5，那么这十个数字组成的十位
数最大是多少？最小是多少？

想  亿位和万位上的数字已指定，要排出最大的十位数，其他数字应从
大到小依次排下来(从十亿位排起)；要排出最小的十位数，其他数字应从小
到大依次排下来(从十亿位排起)，但 0和 1这两个数字都要互换位置(如果把
0排在十亿位上，则这个数实际只有九位)。

解  最大的是 8976453210；最小的是 1902354678。
*【15】1987 年我国织布一百六十七亿一千万米，1991 年我国织布一百

七十五亿米。1987 年比 1991 年少织布多少米？
想  先把一百六十七亿一千万米与一百七十五亿米分别写出来，再用减

法计算。



解   一百六十七亿一千万写作 16710000000；一百七十五亿写作
17500000000。

1750000 0000-1671000 0000=79000 0000(米)
答：1987 年比 1991 年少织布 79000 0000 米。

2.加法的意义和运算定律

【1】判断正误：求一共是多少就用加法计算。(    )
想  加法是把两个数(或两个以上的数)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可见用加

法解答的题目，含有“求一共是多少”(即求总数)的意思。但反过来说，求
一共是多少就不一定用加法计算。如：四年级三个班共有 150 人，其中甲班
52 人，乙、丙两班一共有多少人？显然，此题“求乙、丙两班一共有多少人”
不是用加法计算，而是用减法计算。所以，笼统地说“求一共是多少就用加
法计算”是不确切的，应判为错误。(解略)

【2】甲数是 356，比乙数少 28，乙数是多少？
想  甲数比乙数少 28，就是乙数比甲数多 28。求乙数就是求比一个数

多几的数，所以用加法计算。
解  356+28=384。
答：乙数是 384。
【3】比 240 的 3 倍多 280 的数是多少？
想  求比 240 的 3 倍多 280 的数，就是求 240 的 3 倍与 280 的和。
解 240×3+280=720+280=1000.
答：比 240 的 3 倍多 280 的数是 1000。
【4】两个加数的和是 128。如果两个加数都增加 10，它们的和是多少？
想  两个加数都增加 10，和就增加 20。
解 128+(10+10)=148。
答：它们的和是 148。
【5】两个加数的和是 128。如果一个加数增加 20，另一个加数减少 10，

它们的和是多少？
想  一个加数增加 20，和就增加20，另一个加数减少 10，和就减少10，

增加与减少相抵后和还增加 10。
解 128+(20-10)=138。
答：它们的和是 138。
【6】两个加数的和是 128，如果一个加数减少 20，要使和不变，另一个

加数应怎样变化？
想  和的变化规律是：一个加数增加(或减少)一个数，和也跟着增加(或

减少)同一个数。
解  一个加数减少 20，和就减少 20，要使和不变，另一个加数应增加

20。
【7】437+538+63=？
想  运用加交换律，把能凑成整十或整百的两个数先加，可使计算简

便。
解 437+538+63=437+63+538=500+538=1038.
【8】27+(43+30+49)=？



想  27、43、30 三个数的和正好是 100，运用加法的结合律，把 27、43、
30 三个数先加，再同 49 相加，这样计算要简便些。

解  27+(43+30+49)=(27+43+30)+49
=100+49=149.
【9】11+12+13+14+15+16+17=？
想  运用加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把能凑成整十的两个数先加，计算就

简便些。
解一 11+12+13+14+15+16+17
=(13+17)+(14+16)+(11+12+15)
=30+30+38=98.
想  运用加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把和相等的几对数(如 11 与 17 配一

对，12 与 16 配一对，13 与 15 配一对，它们的和都是 18。)分别相加，计算
要简便些。

解二 11+12+13+14+15+16+17
=(11+17)+(12+16)+(13+15)+14
=28+28+28+14=28×3+14=98.
【10】4375+298=？
想  一个数加上接近整十或整百、⋯⋯的数，先加上整十数或整百

数，⋯⋯然后再减去不足的数。这样计算要简便些。
解 4375+298=4375+300-2=4675-2=4673.
*【11】1+2+3+⋯⋯+98+99+100=？
想  1 与 100 的和是 101，2 与 99 的和是 101，3 与 98 的和是 101，⋯⋯，

运用加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把这些和相等的若干对数分别相加，计算就简
便多了。(德国著名数学家高斯八岁时就是用这种方法很快算出“1+2+3+⋯⋯
+98+99+100”的结果的。

解 1+2+3+⋯⋯+98+99+100
=(1+100)+(2+99)+(3+98)+⋯+(49+52)+(50+51)

*【12】1+3+5+⋯⋯+15+17+19=？
想  根据【11】题的解法，运用加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可以快速求出

得数。
解  1+3+5+⋯⋯+15+17+19
=(1+19)+(3+17)+(5+15)+(7+13)+(9+11)

*【13】2+4+6+⋯⋯+16+18+20=？
想  根据【11】题的解法，运用加法的结合律和交换律，可快速求出得

数。
解 2+4+6+⋯⋯+16+18+20
=(2+20)+(4+18)+(6+16)+(8+14)+(10+12)



*【14】83+82+78+79+80+81+78+79+77+84=？
想  此加法算式中各数虽大小不同，但都很接近。如果选定一个数(最

好是整十或整百数)作为计算的基础(称为基准数)，再把大于基准数的加数写
成基准数与某数的和，小于基准数的加数写成基准数与某数的差。这样计算
要简便些。

解  本题的基准数可定为 80。
原式 =(80+3)+(80+2)+(80-2)+(80-1)+80+(80+1)+(80-2)+(80-1)+(80-

3)+(80+4)
=(80+80+80+80+80+80+80+80+80+80)
+(3+2-2-1+1-2-1-3+4)=80×10+1
=800+1=801.
*【15】把 50 分成两个双数的和，有多少种分法？(加数交换位置的看作

同一种分法)
想  50 以内的双数有 2、4、6、8、⋯⋯42、44、46、48，”一共有 24

个，而这 24 个双数可以配成和是 50 的 12 对数，如 2+48=50；4+46=50；
6+44=50；⋯⋯每一对数就是一种分法。

解  有 12 种不同的分法，即 50=2+48，50=4+46，50=6+44，50=8+42，
50=10+40，50=12+38，50=14+36，50=16+34，50=18+32，50=20+30，50=22+28，
50=24+26.

*【16】选三个一位数，例如1、2、3组成所有可能的三位数(不许重复)。
求出这些三位数的和以后，再除以上面三个一位数的和，商是多少？再选三
个一位数，照上面的方法做，看商有没有变化？为什么？

想  用 1、2、3 组成的不同的三位数共有六个，它们是 123、132、213、
231、312、321。

它们的和是：123+132+213+231+312+321=1332。
用它们的和除以这三个一位数的和得：
1332÷(1+2+3)=1332÷6=222。
另选三个一位数如 1、2、7，用 1、2、7组成的不同三位数有 127、172、

217、271、712、721 六个。
它们的和是：127+172+217+271+712+721=2220。
用它们的和除以这三个一位数的和得：
2220÷(1+2+7)=2220÷10=222.
商为什么没有变化，都是 222 呢？原来由三个选定的一位数(①各不相

同；②不能为 0。)都能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组合成六个三位数，其中每个一
位数分别在这六个三位数的百位、十位和个位上出现了两次。这样，这六个
数个位上六个数字所表示的数的和是三个一位数的和的 2倍，十位上六个数
字所表示的数的和是三个一位数的和的 20 倍，百位上六个数字所表示的数的
和是三个一位数的和的 200 倍。因此，这六个三位数的和是组成这六个数的
三个一位数的和的 222 倍，即六个三位数的和除以组成这六个三位数的三个
一位数的和，商总是 222。(解略)

3.减法的意义

【11】判断正误：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    )



想  在两种运算中，如果一种运算的条件是另一种运算的结果，那么这
一种运算就叫做另一种运算的逆运算。由加、减法的意义可知，减法是加法
的逆运算。

解  本题应判为正确。
【2】“甲班有 185 本连环画，乙班有 130 本连环画。甲班的连环画比乙

班多多少本？”应用减法的意义说明此题为什么用减法计算？
想  根据题意，甲班连环画的本数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甲班与

乙班同样多的本数，第二部分是甲班比乙班多的本数。即甲班的本数=甲班与
乙班同样多的本数+甲班比乙班多的本数。这样，甲班的本数(185 本)是和，
甲班与乙班同样多的本数(130 本)是其中一个加数，甲班比乙班多的本数是
另一个加数。

解  求甲班比乙班多多少本，就是已知两个数的和与其中一个加数而求
另一个加数，所以用减法计算。

【3】2483 减去一个数得 596，减去的这个数是多少？
想  2483 是被减数，596 是差，所求的数是减数。根据“减数=被减数-

差”可求出这个数。
此题也可以设所求的数为 x，用求 x的方法求出这个数。
解一  2483-596=1887。
解二  设所求的数为 x，根据题意得：

2483-x=596
x=2483-596
x=1887。

答：减去的这个数是 1887。
【4】在下表空格里填上合适的数。

四年级学生人数统计表

男 女 合计

一班 27

二班 48

总计 49 100

想  求总计或合计栏中各数时一般是用加法计算的，而空格里的数是其
中一个加数，根据“一个加数=和-另一个加数”可求出各空格里的数。

解二班男生人数：49-27=22(人)
二班女生人数：48-22=26(人)
一班男女生人数和：100-48=52(人)
一班女生人数：52-27=25(人)
一、二班女生人数和：100-49=51(人)

四年级学生人数统计表



男 女 合计

一班 27 25 52

二班 22 26 48

总计 49 51 100

【5】两个数的差是 100。如果被减数增加 10，减数减少 10，它们的差
是多少？

想  被减数增加 10，差就增加 10；减数减少 10，差反而增加 10。二者
合起来，差增加了 20。

解  100+(10+10)=120。
答：它们的差是 120。
【6】两个数的差是 100。如果被减数和减数都增加 10，它们的差是多少？
想  被减数增加 10 时，差就增加 10，而减数增加 10 时，差反而减少 10。

这样，差增加与减少的数恰好相等，即差没有变。
解 100+10-10=100。
答：它们的差是 100。
【7】两个加数的和比一个加数大 25，比另一个加数大 52。这两个加数

的和是多少？
想  根据题意，和-一个加数=25；和-另一个加数=52。又根据“和-一

个加数=另一个加数”可知：其中一个加数是 25，另一个加数是 52。
解 25+52=77。
答：它们的和是 77。
【8】被减数、减数、差三者的和是 454。已知差是 79，被减数与减数各

是多少？
想  由“被减数=减数+差”知，被减数、减数、差三者的和恰是被减数

的 2倍，由此可求出被减数是多少，进而可求得减数是多少。
解  454÷2=227；227-79=148。
答：被减数是 227，减数是 148。
【9】甲数加上 80，乙数减去 40，则甲数比乙数多 150。甲、乙两数原

来相差多少？
想  甲数增加 80，它们的差就增加 80，乙数减少 40，它们的差又增加

40。二者合起来，它们的差增加了 80+40=120。由此可求得原来甲、乙两数
相差多少？

解 150-(80+40)=30。
答：甲、乙两数原来相差 30。
【10】根据 4234-748=3486，填出下面□里的数。
(1)4234-700-48=□。
想  “4234-700-48”就是“4234-748”的变式，两式的结果是相等的。

(2)4234-500-□=3486。
想  由题知，4234-748=3486，而 748=500+248，由此可知□里应填多少。

【11】8495-(495+287)=？



想  一个数减出几个数的和，可以从这个数里依次减去和中的各个加
数。这是减法的一个运算性质，运用这一性质计算本题要简便些。

解 8495-(495+287)=8495-495-287
=8000-287=7713.
【12】4327-794-206=？
想  根据上述减法运算性质进行逆向思考，一个数连续减去几个数，可

以从这个数里减去几个数的和。用此方法计算本题要简便些。
解 4327-794-206=4327-(794+206)
=4327-1000=3327.
【13】567-167-129-71=？
想  根据题目中各数的特征，567 与 167 相减得一个整百数，而 129 与

71 的和也是一个整百数。这样，只算出 567 与 167 的差，再从差里减去 129
与 71 的和，计算起来就很简便。

解 567-167-129-71
=(567-167)-(129+71)=400-200=200.
【14】500-147-189-153=？
想  因为 147 与 153 的和是一个整百数，所以先把 189 与 153 这两个减

数的位置互换一下。再从 500 里减去 147 与 153 的和，最后减去 189。这样
计算要简便些。

解  500-147-189-153=500-147-153-189=500-(147+153)-189=500-300-
189=200-189=11.

【15】1642-396=？
想  一个数减去一个接近整十或整百、⋯⋯的数，先减去整十数或整百

数、⋯⋯，再加上多减去的数。这样计算要简便些。
解 1642-396=1642-400+4=1242+4=1246.
*【16】从 100 里减去 25 后，再加上 22 减去 25，再加上22 减去 25，这

样连续进行。当得数是 0时，减去了多少个 25，加上了多少个 22？
想  从 100 里减去 25 后，还剩下 75。每次加上 22 减去 25，实际每次

减去了 3。由 75÷(25-22)=25 可知，如果从 75 开始，当得数是 0 时，加上
了 25 个 22，减去了 25 个 25。因为开始还减去了一个 25，所以从100 开始，
当得数是 0时，加上了 25 个 22，减去了 26 个 25。(解略)

*【17】两个加数与它们的和连加起来，得数是 240。已知其中一个加数
是 78，另一个加数是多少？

想  因为一个加数+另一个加数=和，所以一个加数+另一个加数+和=和
×2。由题知，和的 2倍是 240，这样就可以求出它们的和，进而可求出另一
个加数。

解 240÷2=120，120-78=42.
答：另一个加数是 42。
*【18】在一个减法算式中，被减数、减数与差相加，得数是 990。已知

减数是差的 2倍，被减数、减数、差各是多少？
想  因为被减数=减数+差，所以被减数+减数+差=被减数×2。根据题

意，被减数的 2倍是 990，由此可求出被减数是多少。又知减数是差的 2倍，
则被减数是差的(2+1)倍，由此可求出差是多少，进而可求得减数是多少。

解 990÷2=495；495÷(2+1)=165；



495-165=330.
AB A
ABC
ACAD

A A

8
8

1 7 0

+

答：被减数是 495；减数是 330；差是 165。
*【19】右边的加法竖式中，每个字母所表示的数各是多少？
想  在竖式的千位上，3个 A相加向万位进 1，可见 A只能是 4或 5或 6。

由于 A+A+A=1A，所以 A是 5。
在竖式的个位上，A+8=5+8=13，由于和的个位是 0，可知D是 7，且个位

向十位进了 2。
在竖式的十位上 8+A+2(进位数)=15，而和的十位是 5，可知 C 是 0，且

十位向百位进了 1。
在竖式的百位上，已知 C是 0，且十位向百位进了 1，而百位又向千位进

1，可知 B+B=7-1=6，则 B是 3。
解  A 表示 5；B表示 3；C表示 0；D表示 7。
*【20】在右边的减法竖式中，A表示的数是多少？

9 7 7 6
− AAA

AAAA

想  由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可把减法竖式改为加法竖式。
AAAA

AAA+
9 7 7 6

在加法竖式的个位上，两个 A所表示的数的和是 6，可知 A只能是 3或 8。
而在竖式的十位和百位上，同样是两个 A 所表示的数的和都是 7，可知个位
向十位进了 1，十位也向百位进了 1，这样可以肯定 A所表示的数只能是 8。

解  A 表示的数是 8。

4.乘法的意义和运算定律

【1】“125+125+125+125”怎样计算比较简便？
想  四个加数相同，都是 125，根据乘法的意义可把加法算式改写为乘

法算式，这样计算比较简便。
解  125+125+125+125=125×4=500.
【2】“四年级甲班有 6个小组，每个小组 8人，一共有多少人？”应用

乘法意义说明此题为什么用乘法计算？
想  全班分成 6个小组，每个小组 8人，求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求 6个 8

的和，所以用乘法计算，即 8×6=48(人)。(解略)
【3】判断正误：两个数的乘积大于这两个数的和。(    )
想  在某种条件下，两个数相乘的积是大于这两个数的和，如 3×4=12，

而 3+4=7，则 12＞7。但这并不具普遍性，有时候两数相乘的积小于这两数的
和，如 2×1=2，而 2+1=3，则 2＜3；有时候两数相乘的积又等于两数的和，



如 2×2=4，而 2+2=4，则 4=4。题目笼统地说，两个数的乘积大于这两个数
的和，显然是不妥当的，所以本题应判为错误。(解略)

【4】两个数相乘的积是 80。如果一个因数扩大 4倍，另一个因数扩大 5
倍，这时它们的积是多少？

想  一个因数扩大 3倍，积就扩大 3倍；另一个因数扩大 5倍，积就扩
大 5倍。这样，积先扩大 3倍，接着又扩大 5倍，一共扩大了 15 倍。

解 80×(3×5)=1200。
答：它们的积是 1200。
【5】两个数相乘的积是 80。如果一个因数扩大 4倍，另一个因数缩小 8

倍，这时它们的积是多少？
想  一个因数扩大 4倍，积就扩大 4倍；另一个因数缩小 8倍，积就缩

小 8倍。这样，积先扩大4倍，接着又缩小8倍，实际积缩小了 8÷4=2(倍)。
解 80÷(8÷4)=40。
答：它们的积是 40。
【6】一个数分别同 8与 5相乘，把两个积加起来，和等于 325，这个数

是多少？
想  由乘法分配律可知，一个数分别同 8与 5相乘，它们的积加起来应

等于这个数与(8+5)的积。由此可求出这个数。
解  325÷(8+5)=25。
答：这个数是 25。
【7】125×17×8=？
想  因为 125 与 8 相乘积是一个整百数，所以运用乘法交换律调换 17

与 8 的位置，可使计算简便。
解 125×17×8=125×8×17=1000×17=17000.
【8】25×125×4×8=？
想  25 与 4 相乘积是 100，125 与 8 相乘积是 1000，运用乘法交换律和

结合律，把它们分别先乘，可使计算简便。
解 25×125×4×8=(25×4)×(125×8)
=100×1000=100000.
【9】125×75×64=？
想 75=25×3，64=8×4×2，用“25×3”与“8×4×2”替代 75 与 64，

再运用乘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可使计算简便。
解 125×75×64=125×(25×3)×(8×4×2)
=(125×8)×(25×4)×(3×2)
=1000×100×6=600000.
【10】(222+37)×3=？
想  根据乘法分配律，先把 222 和 37 分别与 3 相乘，再把两个积加起

来，计算较为简便。
解(222+37)×3=222×3+37×3=666+111=777.
【11】98×26+98×74=？
想  乘法分配律的一般形式是(a+b)×c=a×c+b×c，据此进行逆向思考

可得 a×c+b×c=(a+b)×c。用这种方法计算本题要简便些。
解 98×26+98×74=98×(26+74)=98×100=9800。
【12】 102×45=？



想 102=100+2，用“100+2”替代 102，再根据乘法分配律进行计算要简
便些。

解 102×45=(100+2)×45=100×45+2×45=4500+90=4590
【13】  1001×1001-1001=？
想 此式可看作是 1001 个 1001 减去 1个 1001，得 1000 个 1001。
解  1001×1001-1001=1001×1001-1×1001=1001×(1001-1)=1001×

1000=1001000.
【14】  98766×98768-98765×98769=？
想 乘法中的几个因数很接近，运用乘法分配律将“98766×98768”改

写成(98765+1)×98768，“98765×98769”改写成 98765×(98768+1)，再进
行计算就简便多了。

解  98766 × 98768-98765 × 98769=(98765+1) × 98768-98765 ×
(98768+1)=98765×98768+98768-(98765×98768+98765)=98768-98765=3.

【15】 1991×19901990-1990×19911991=？
想 将“19901990”改写成1990×(10000+1)，“19911991”改写或1991

×(10000+1)，然后再计算要简便些。
解 1991×19901990-1990×19911991=1991×1990×(10000+1)-1990×

1991×(10000+1)=1991×1990×10001-1990×1991×10001=0。
【16】 比较下面两个积的大小。
A=987654321×123456789，B=987654322×123456788
想 根据乘法分配律得：
A=987654321×(123456788+1)=987654321×123456788+987654321
B=(987654321+1)×123456788=987654321×123456788+123456788
在 A、B 两式中，因为 987654321＞123456788，所以 A＞B。(解略)
【17】 育红小学学生做广播操，他们排成 32 行，每行人数同样多。小

华排在第 8行，从前数是第 9人，从后数是第12 人。做广播操的一共有多少
人？

想 要求出做广播操的共多少人，先要知道每行有多少人。由题知，小
华排在第 8行，从前数是第 9人，说明小华前面有 8人；从后数是第 12 人，
说明小华后面有 11 人。那么，这一行就有 8+11+1=20(人)。

解 (9-1)+(12-1)+1=20(人)
20×32=640(人)
答：做广播操的一共有 640 人。
【18】 一个儿童服装店一天卖出同样的童装 50 套。上午卖出28 套，每

套 45 元。照这样计算，上午比下午多卖多少元？(用两种方法解答。)
想 要求上午比下午多卖多少元，可先分别求出上午卖多少元，下午卖

多少元，再把它们相减。也可以这样想：先求出上午比下午多卖多少套，进
而求出上午比下午多卖多少元。

解一  45×28=1260(元)
50-28=22(套)
45×22=990(元)
1260-990=270(元)
解二 50-28=22(套)
28-22=6(套)



45×6=270(元)
答：上午比下午多卖 270 元。
【19】 一个学生做乘法时，把其中一个因数个位上的“4”看作“1”，

积得 525，实际积是 600。这两个因数原来各是多少？
想 学生把其中一个因数个位上的“4”看作“1”时，则这个因数减少

了 3。如果设一个因数为 a，另一个因数为 b，则它们的积是 a×b，根据乘法
的一个运算性质(即乘法分配律的推广)可得：(a-3)×b=a×b-3×b。这就是
说，当一个因数减少 3时，则它们的积就减少另一个因数的 3倍。由题知，
实际积是 600，学生把“4”看作“1”后积是 525，则 600-525=75，这个 75
就是另一个因数的 3倍，由此可求出这个因数。

解 600-525=75，75÷3=25，600÷25=24。
答：原来两个因数分别是 25 和 24。
【20】 △、□、○代表三个数，并且
△=□+□；
□+□=○+○+○+○
△+□+○=350.
求：△=？□=？○=？
想 由□+□=○+○+○+○可知，□=○+○；又△=□+□，则△=○+○+

○+○；根据△+□+○=350 得：○+○+○+○+○+○+○=350，这样可求出○
是多少，进而可求得△、□各是多少。

解 ○=350÷7=50；△=50×4=200；□=50×2=100.

5.除法的意义

【1】 判断正误：91 能被 7整除。(    )
想 91 和 7 是两个整数，且 91÷7 得到商(13)也是整数而又没有余数，

所以 91 能被 7整除。故此题应判为正确。(解略)
【2】 “粮店运来 20 袋面粉，共 500 千克，平均每袋有多少千克？”应

用除法的意义说明此题为什么用除法计算？
想 设平均每袋重 x 千克，根据题意得：x×20=500。在此式中，500 是

积，x与 20 是积的因数，求 x就是已知两个因数的积与其中一个因数而求另
一个因数，所以用除法计算。即 500÷20=25(千克)。(解略)

【3】 从 13690 里连续减去一个数，减去 74 次后结果为 0。这个数是多
少？

想 除法是因数连减运算的发展，如 8-2-2-2-2=0，证明 8 里有 4 个 2，
写成除法算式是 8÷2=4。同样，从 13690 里连续减去一个数，减去 74 次后
得 0，说明13690 里有 74 个这样的数，即 13690÷(    )=74，由此可求出这
个数。

解 13690÷74=185。
答：这个数是 185。
【4】 填出下表中所缺的数。



被除数 除数 商 余数

375 32

20 18 7

384 14 20

想 表中所缺的数都是除法算式中的某一部分，根据除法各部分间的关
系可以求出来。

解 375÷32=11⋯⋯23；
18×20+7=367；
(384-20)÷14=26.
把上述计算的结果填在表中相应的方格内，即为本题的解。
【5】 两个数相除，商 3余 10，被除数、除数、商与余数的和是 103。

被除数和除数各是多少？
想 由题知，从 103 里减去商(3)和余数(10)，所得的数是被除数与除数

的和，即 103-3-10=90。由“商 3余 10”可知被除数是除数的 3倍多 10，那
么从被除数与除数的和里减去 10 所得的数正是除数的 4倍。由此可求出除数
是多少，进而可求出被除数是多少。

解 103-3-10=90，(900-10)÷4=20，3×20+10=70。
答：被除数是 70，除数是 20。
【6】 一个整数被 10 除，余数是 6，这个整数的 4倍被 10 除，余数是

多少？
想 当被除数扩大 4 倍而除数不变时，商与余数将分别跟着扩大相同的

倍数。据此可求出这时的余数。
解 6×4=24， 24÷10=2⋯⋯4。
答：这时的余数是 4。
【7】 一个数分别与相邻的两个双数相乘，所得的两个积相差 100。这

个数是多少？
想 在 2、4、6、8、10、12、⋯⋯这样的一列双数中，每相邻的两个双

数都相差 2，如 4-2=2，6-4=2，8-6=2，⋯⋯。
如果设相邻的两个双数分别为 a 和 b(a 为较大的一个)，所求的数为 n，

根据题意得：a×n-b×n=100。将此式变形为(a-b)×n=100，已知 a-b=2，则
n是多少就可以求出来。

解 100÷2=50。
答：这个数是 50。
【8】 “0”为什么不能作除数？
想 “0”不能作除数可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说明：①如果除数是 0而被除

数不是 0，那就是要求出和 0相乘的积不等于 0的数，但任何数和 0 相乘的
积都是 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得到商。②如果除数是 0且被除数也是 0，
就是要求出和 0 相乘的积是 0 的数，但任何数和 0 相乘的积都是 0，所以在
这种情况下得不到确定的商。总之，用 0作除数是无意义的。(解略)

【9】 两数相除商是 20，如果被除数和除数都扩大 3倍，这时的商是多
少？

想 被除数扩大 3倍，商就扩大 3倍，除数扩大 3倍，商反而缩小 3倍。



这样，商先扩大 3倍后又缩小 3倍，实际商没有变。
解 20×3÷3=20。
答：这时的商是 20。
【10】 两数相除商是 20。如果被除数扩大 3 倍，除数缩小 3 倍，这时

商是多少？
想 被除数扩大 3倍，商就扩大 3倍，除数缩小 3倍，商反而扩大 3倍。

这样，商先扩大 3倍，接着又扩大 3倍，实际扩大了 9倍。
解 20×3×3=180.
答：这时的商是 180。
【11】 4×(6000÷24)=？
想 根据 a×(b÷c)=a×b÷c 进行计算要简便些。
解 原式=4×6000÷24=24000÷24=1000.
【12】 4200÷(7×12)=？
想 根据 a÷(b×c)=a÷b÷c 进行计算要简便些。
解 原式=4200÷7÷12=600÷12=50.
【13】 3200÷(800÷32)=？
想 根据 a÷(b÷c)=a÷b×c 进行计算要简便些。
解 原式=3200÷800×32=4×32=128.
【14】 (72×25×4)÷9=？
想 根据(a×b×c)÷n=(a÷n)×b×c 进行计算要简便些。
解 原式=(72÷9)×(25×4)=8×100=800.
【15】 224÷56=？
想 将 56 改写成 7×8，再根据 a÷(b×c)=a÷b÷c 进行计算要简便些。
解 原式=224÷(7×8)=224÷7÷8=32÷8=4.
【16】 学校操坪上有一堆砖要搬走，如果每个同学搬 10 块，还剩 36

块。这样在搬完之后，有 5个同学每人搬了 10 块，其他同学每人搬了 12 块。
共有多少同学在搬砖？共有多少块砖？

图 4—9

想 根据题意，有 5 人每人搬 10 块还剩 36 块，由此，可求出这堆砖共
有多少块。又知剩下的 36 块每人搬 12 块，由此可求出剩下的砖是几人搬完
的，进而可求出共有多少人在搬砖。(见图 4-9)

解 36÷12=3(人)
5+3=8(人)
10×5=50(块)
50+36=86(块)
答：共有 8人在搬砖；共有 86 块砖。
【17】 △和□分别代表被除数和除数，根据下面两个算式求出△和□各

是多少？



(1)△÷□=12⋯⋯15(2)△+□=353
想 由(1)式得：△=12×□+15。
用“12×□+15”代替(2)式中的△得：
12×□+15+□=353
整理得：13×□=338
□=338÷13
□=26。
△=12×26+15=327。
【18】 右边算式中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数字，相同的字母代表相同的

数字。它们各代表什么数字时，算式才能成立？
ABCD

DCBA

× 9

想 (1)乘数是 9，而乘积与被乘数同是四位数，说明千位上的乘积没有
向万位进位，所以 A代表的数字只能是 1。

(2)个位上 D与 9相乘的积的个位是 1，由乘法口诀知，只有 9×9=81，
所以 D代表的数字是 9。

(3)百位上 B与 9相乘不可能向千位进 1(如果进 1积就是五位数了)，可
知 B只能是 0或 1，而 A代表 1，所以 B只能代表 0。

(4)十位上 C与 9的乘积加上进位的 8，所得结果的个位(即积的十位)是
0，可知 C是代表 8。

解 当 A=1、B=0、C=8、D=9 时算式才能成立。
即

【19】 在右面竖式的□里填上适当的数，使算式成立。

6 7

8

6

0

□ □□□
□

□□□

□□□
□□

想 用除数“ 6□”去除被除数的前两位“7□”，则百位上的商只能是
1。1与除数“6□”相乘的积的个位是 8，说明除数的个位是 8，即除数为68。
由于“7□”减去 68 所得的差是 6，可知被除数的百位数是 4。由竖式可知，
商的十位数是 0，则余数是“6□”，再把被除数个位数移下来，得“6□□”。
“6□□”除以 68 恰好除尽，就是要找到一个一位数与 68 相乘其积是“6□
□”，显然这个一位数是 9，即商的个位是 9，则“6□□”表示的数是 612。
由此可知，被除数的十位数是 1，被除数的个位数是 2，即被除数是 7412。
因此，本题写成横式是 7412÷68=109，依此把有关的数填在竖式中相应的□
里，即为本题的解。

解





三 量的计量

1.常用的计量单位

【1】 常用的长度单位有哪些？它们之间的进率各是多少？
解 常用的长度单位有千米、米、分米、厘米、毫米。
它们之间的进率如下表：

单位名称 千米 米 分米 厘米 毫米

进率 1000 米 10 分米 10 厘米 10 毫米 —

【2】 常用的面积单位有哪些？它们之间的进率各是多少？
解 常用的面积单位有平方千米、公顷、平方米、平方分米、平方厘米。
它们之间的进率如下表：

单位名称 平方千米 公顷 平方米 平方分米 平方厘米

进率 100 公顷 10000 平方米 100 平方分米 100 平方厘米

【3】 常用的重量单位有哪些，它们之间的进率各是多少？
解 常用的重量单位有吨、千克、克。
它们之间的进率如下表。

单位名称 吨 千克 克

进率 1000 千克 1000 克 —

【4】 常用的时间单位有哪些？它们之间的进率各是多少？
解 常用的时间单位有世纪、年、月、日、时、分、秒。它们之间的进

率 如 下 表 ：

单位名称 世纪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进率 100 年 12 月

31 日(大月)

30 日(小月)

28 日(平年二月

29 日(闰年二月

24 时 60 分 60 秒 —

【5】 公元 2000 年在哪个世纪？这一年是不是闰年？
想 100 年是一个世纪，从公元元年到 99 年是一世纪，从公元 100 年到

199 年是二世纪⋯⋯照这样推算，公元 2000 年在二十一世纪。这一年能被 400
整除，所以是闰年。(解略)

【6】 1998 年是不是闰年？这一年有多少天？
想 因为 1998÷4=499⋯⋯2，即 1998 不是 4的倍数(不能被 4整除)，所

以 1998 年不是闰年。这一年共有 365 天。(解略)
【7】 一袋大米重 50 千克，多少袋大米重 1吨？
想 1 吨包含多少个 50 千克。



解 1 吨=1000 千克，1000÷50=20(袋)
答：20 袋重 1吨。
【8】 13 平方米=(    )平方分米。
想 1 平方米=100 平方分米。
解 13 平方米=1300 平方分米。
【9】 一年分四个季度，哪个季度的天数最多？
想 要知道哪个季度的天数最多，先要求出每个季度各有多少天。
解 第一季度天数：31+28+31=90(天)(平年)
31+29+31=91(天)(闰年)
第二季度天数：30+31+30=91(天)
第三季度天数：31+31+30=92(天)
第四季度天数：31+30+31=92(天)
答：第三、四季度的天数最多。
【10】 有两个水桶，小水桶能盛水 4千克，大水桶能盛水 11 千克。不

用秤称，应怎样使用这两个水桶，盛出 5千克水来？
想 利用容器容量之差，采取“倒来倒去”的办法，可使题目得到解答。
解 先盛满两小桶水倒在大桶里，这时大桶里有 8 千克水；再盛满一小

桶水，将大桶盛满后小桶剩下的水正好是 1千克；把大桶的水倒掉，把小桶
的 1千克水倒在大桶里；再盛满一小桶水倒在大桶里，这时大桶盛着的水正
好是 5千克。

2.名数的改写

【1】 3 吨 80 千克=(    )千克。
想 把吨数变换成千克数要乘进率 1000。
解  1000×3+80=3080(千克)，
3吨 80 千克=3080 千克。
【2】 135 厘米=(    )米(    )厘米。
想 1 米=100 厘米，把厘米数变换成米数要除以进率 100，商是米数，余

数是厘米数。
解 135÷100=1(米)⋯⋯35(厘米)。
135 厘米=1 米 35 厘米。
【3】 245 分=(    )小时(    )分。
想 把分数变换成小时数要除以进率 60，商是小时数，余数是分数。
解 245÷60=4(小时)⋯⋯5(分)
245 分=4 小时 5分。
【4】 150000 平方米=(    )公顷。
想 把平方米数变换成公顷数要除以进率 10000。
解 150000÷10000=15(公顷)。
15O000 平方米=15 公顷。
【5】 3 时 18 分=(    )分。
想 把时数变换成分数要乘以进率 60。
解 60×3=180(分)，
180+18=198(分)。



3 时 18 分=198 分。
【6】 2040 毫米=(    )米(    )厘米。
想 1 米=1000 毫米，把毫米数变换成米数要除以进率 1000，商是米数，

余数是毫米数。再把余下的毫米数除以进率 10 得厘米数。
解 2040÷1000=2(米)⋯⋯40(毫米)，
40÷10=4(厘米)。
2040 毫米=2 米 4 厘米。
【7】 8124 秒=(    )时(    )分(    )秒。
想 先把秒数变换成分数要除以进率 60，商是分数，余数是秒数；再把

分数变换成时数又除以进率 60，商是时数，余数是分数。
解 8124÷60=135(分)⋯⋯24(秒)，
135÷60=2(时)⋯⋯15 分。
8124 秒=2 时 15 分 24 秒。
【8】 如果九月一日是星期三，那么九月三十日是星期几？
想 1 个星期是 7天，从九月一日算起到三十日止一共是 29 天，看 29 天

有多少个星期，如果是整星期，那么这一天就是星期三，如果不是整星期，
还有余数，则从星期三起往前推算就可知道是星期几了。

解 30-1=29(天) 29÷7=4(星期)⋯⋯1(天)
答：九月三十日是星期四。
【9】 一种播种机的宽度是 6米，用拖拉机牵引，每小时行 5千米，可

以播种多少公顷土地？
想 要求播种面积是多少公顷，先要求出播种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
解 5 千米=5000 米
5000×6=30000(平方米)
30000 平方米=3(公顷)
答：可以播种 3公顷土地。
【10】 农科站在一块长 25 米、宽 18 米的地里试种良种水稻。结果每平

方米收稻谷 900 克，这块地一共收稻谷多少千克？
想 已知每平方米收稻谷 900 克，要求一共收稻谷多少千克，先要求出

这块地的面积一共是多少平方米？
解 25×18=450(平方米)
900×450=405000(克)
405000 克=405 千克
答：这块地一共收稻谷 405 千克。



四 小数的意义和性质

1.小数的意义和读写法

【1】 判断正误：小数是比 1小的数。(    )
想 小数与 1 的大小关系有以下三种情况：①有的小数比 1 小，如 0.25

＜1；②有的小数比 1大，如 2.45＞1；③也有与 1相等的小数，读了中学后
就知道 0.9999⋯⋯=1。所以，说小数是比 1小的数是不妥当的。

解 应判为错误。
【2】 判断正误：小数是一种特殊分数。(    )
想 由小数的意义知，一位小数表示十分之几，两位小数表示百分之几，

三位小数表示千分之几，⋯⋯这就是说，分母是 10、100、1000⋯⋯的分数
用整数书写形式写出来就是小数。因此，小数是分母为 10、100、1000⋯⋯
的分数的另一种表示形式。

解 题目说小数是一种特殊分数，应判为正确。
【3】 0.3 里面有(    )个百分之一。
想 和整数一样，小数中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都是“十”。

据此可知，1个十分之一等于 10 个百分之一。
解 0.3 里面有 30 个百分之一。
【4】 7 毫米写成用米作单位的小数是(    )。
想 因为 1米=1000 毫米，则 1毫米是 1米的千分之一，所以 7毫米就是

1米的千分之七。
解 7 毫米写成用米作单位的小数是 0.007 米。
【5】 读数：240.703。
想 读小数的时候，整数部分按照整数的读法来读(整数部分是 0的读作

“零”)，小数点读作“点”，小数部分通常顺次读出每个数位上的数字。
解 240.703 读作二百四十点七零三。
【6】 写数：三百点零七五。
想 写小数的时候，整数部分按照整数的写法来写(整数部分是零的写作

“0”)，小数点写在个位的右下角，小数部分顺次写出每个数位上的数字。
解 三百点零七五写作 300.075。
【7】 一个数的百位和百分位上都是 5，其余各个数位上都是 0，把这个

数读出来。
想 要读出这个数，先要知道这个数是多少。由题知，其余各个数位上

是 0，它的百位上是 5，则整数部分是 500；它的百分位上是 5，则它的小数
部分是百分之五。由此可知道这个数是多少。

解 这个数是 500.05，读作五百点零五。
【8】 一个 2和 3个百分之一组成的数是多少？它的计数单位是什么？

它有多少个这样的单位？
想 这个数的整数部分是 2，小数部分是百分之三，所以这个数是 2.03。
这个数的最低位是百分位，所以它的计数单位是百分之一。
2里面有 200 个百分之一，再加上 3个百分之一，一共有 203 个百分之

一。所以这个数里有 203 个这样的单位。(解略)
【9】 在小数 30.03 中，两个“3”所表示的数值各是多少？



想 同一个数字在不同的数位上，所表示的数值是不同的。整数部分的
“3”在十位上，它表示 3个十，即 30；小数部分的“3”在百分位上，它表
示 3个百分之一，即 0.03。(解略)

【10】 个位上的“5”所表示的数值是十分位上的“5”所表示的数值的
多少倍？

想 个位上的“5”是表示 5 个一，十分位上的“5”是表示 5 个十分之
一，而“一”与“十分之一”是相邻的两个计算单位，它们之间的进率是 10。

解 个位上的“ 5”所表示的数值是十分位上的“ 5”所表示的数值的
10 倍。

【 】 把一条线段平均分成 份，每份是这条线段的 ，11  10
1

10

再把这条线段的 又平均分成 份，那么其中 份是这条线段的几分之一？
1

10
10 1

想 一段线段先平均分成 10 份，再又把每一份平均分成 10 份，实际就
把这条线段平均分成 100 份。

解 其中 份是这条线段的 。 1
1

100
【12】 在图 4-10 中的□里填上适当的小数。

想 从 0 起，每 10 个小格的长度表示 0.1，那么每 1 个小格的长度就表
示 0.01。

解：(1)□里应填 0.03；
(2)□里应填 0.15；
(3)□里应填 0.24。
【13】 由 2 个十、3个一、5个百分之一和 8个千分之一组成的数是多

少？并读出这个数。
想 由题知，这个数的十位上是 2，个位上是 3，百分位上是 5，千分位

上是 8。
解 这个数是 23.058。
读作二十三点零五八。
【14】 0.235 是由 2个(    )、3 个(    )和 5 个(    )组成的。
想 “2”在十分位上，表示 2 个十分之一；“3”在百分位上，表示 3

个百分之一；“ 5”在千分位上，表示 5个千分之一。
解 0.235 是由 2个 0.1、3 个 0.01 和 5 个 0.001 组成的。
【15】 小明在读小数时，把小数点丢了，结果读成了二万五千零一。原

来的小数读出了两个零，原来的小数是多少？
想 根据题意，把小数点丢了，则这个数是 25001。由原来的小数要读出

两个 0可知，这个数中的两个 0都在小数部分，那么整数部分就是 25。
解 原来的小数是 25.001。
【16】 用 0、1、2 三个数字和小数点组成的所有小数中，读出一个“零”

的有哪些？不读出“零”的有哪些？
想 读出一个“零”的有两种情况：①整数部分是 0，而小数各位上的数

都不是 0；②整数部分不是 0，而小数有一个数位上的数是 0。



不读出“零”的就必须把零排在整数部分末尾。
解 读出一个“零”的小数有：0.12、0.21、1.02、2.01、1.20、2.10。
不读出“零”的小数有 10.2、20.1。

2.小数的性质和小数大小的比较

【1】 判别正误：在小数点后面添上“0”或去掉“0”，小数的大小不
变。(    )

想 小数的性质是讲在小数的末尾添上“0”或去掉“0”，小数的大小
不变，如 0.7=0.700、0.30=0.3、⋯⋯。而在小数点后面添上“0”或去掉“0”，
则这个数的大小就变了.如在 0.3 的小数点后面添一个“0”就成了 0.03，显
然 0.3 与 0.03 是不相等的。所以此题应判为错误。(解略)

【2】 判断正误：0.4 和 0.40 的大小相等，所以这两个小数的小数单位
是相同的。(    )

想 根据小数的性质，0.4 和 0.40 是相等的，但 0.4 的小数单位是十分
之一，而 0.40 的小数单位是百分之一。所以这两个小数的小数单位是不相同
的，故本题应判为错误。(解略)

【3】 选择题：2.0350 可以化简为(    )。
[①2.035；②2.35；③2.0350。]
想 根据小数的性质进行化简，是把小数末尾的“0”去掉，这样才能保

证小数的大小不变。依照此法，“2.0350”这个小数只能去掉“5”后面的“0”，
得 2.035。所以本题应选择①。(解略)

【4】 选择题：与 2.04 相等的数是(    )。
[①20.4；②2.004；③20.04；④2.0400。]
想 根据小数的性质，必须在“2.04”这个小数的末尾添上“0”，它的

大小才不变。依此法检验供选的答案中各数，符合要求的只有 2.0400，所以
本题应选择④。(解略)

【5】 不改变小数的大小，把 4.5 改写成小数部分是三位的小数。改写
后的小数是多少？

想 根据小数的性质在 4.5 末尾添 0，就可得到符合题目要求的小数。
解 这个小数是 4.500。
【6】 在(    )内填上一个适当的数，使
0.12＜(    )＜0.13。
想 0.12 与 0.13 的整数部分和十分位上的数相同，百分位上的数一个是

2，另一个是 3。(    )内的数要求比 0.12 大而比 0.13 小，那么这个数的整
数部分应是 0，十分位上应是 2，而千分位、万分位、⋯⋯上的数可以为任意
的一位数，如 0.121、0.123、0.1205、⋯⋯都合乎题目要求，可见这样的数
有无数个。

解 0.12＜(0.121)＜0.13。
【7】 在(    )内填上一个适当的数，使
0.25＞(    )＞0.24。
想 与上题思考方法一样，(    )内的数整数部分和十分位上的数分别

为 0和 2，百分位上的数是 4，千分位、万分位、⋯⋯上的数可为任意的一位
数，如 0.241、0.2412、0.2405⋯⋯都合乎题目要求，这样的数有无数多。



解 0.25＞(0.241)＞0.24。
【8】 在 6.06、6.606、6.066、6.6 中，最大的一个数是多少？
想 在这四个数中，整数部分都是 6，要看十分位；6.06 和 6.066 两个

数的十分位上都是 0，而 6.606 与 6.6 两个数的十分位上都是 6，可知6.606
和 6.6 大于 6.06 和 6.066；在 6.606 和 6.6 中，它们的整数部分和十分位、
百分位上的数都相同，但 6.606 的千分位上是 6，而 6.6 的千分位上是 0，所
以 6.606 大于 6.6。

解 最大的一个数是 6.606。
【9】 在下面圆圈里填上适当的数。

想 大于 0.05 而小于 0.1 的三位小数有很多个，这些数的整数部分和十
分位上的数是 0，百分位上是 5 或大于 5 的一位数，千分位上可为任意的一
位数，如 0.051，0.052，0.065，0.078，0.084，0.098，⋯⋯，在这些数中
任挑四个填入圆圈内，即为本题的解。(解略)

【10】 在○里填上“＞”、“＜”或“=”。

(1)
3

10
1 (2)

7

100
0.007米○ 米， 米○ 米，

(3)
18

1000
0.108 (4)0.04米○ 米， ○ 米。

40

1000
想上面题目中各数的计量单位相同，分数的分母是 10 或 100、1000，根

据小数的意义可把它们先写成小数，再比较大小。

解 因为 米 米， 米＜ 米，

所以 米＜ 米。

 (1) = 0.3 0.3 1

1

3

10
3

10

(2) = 0.07 0.07 0.007

0.007

因为 米， 米＞ 米，

所以 米＞ 米。

7

100
7

100

(3) = 0.018 0.018 0.108

0.108

因为 米 米， 米＜ 米，

所以 米＜ 米。

18

1000
18

1000

(4) = 0.04 0.04 =
40

1000
因为 米 米，所以 米 米。

40

1000
*【11】用 0、1、3、5四个数字及小数点，写出由大到小所有的不同的

三位小数。
想要求写出的是三位小数，只把其中的任意三个数字排在小数部分就行

了；又要求按由大到小的顺序来写，则必须从整数部分是“5”的开始；还要
求把能组成的所有的三位小数都写出来，就要按照一定的排列顺序来写，不
能遗漏。如整数部分是“5”时，由大到小可写出 5.310、5.301、5.130、5.031、
5.013 六个。当整部分是 3或 1、0时，同样各可以写出由大到小的六个三位



小数，这样共可以写出由大到小的 24 个不同的三位小数。
解用 0、1、3、5四个数字组成的 24 个三位小数，按由大到小的次序排

列是：5.310、5.301、5.130、5.103、5.031、5.013；3.510、3.501、3.150、
3.105、3.051、3.015；1.530、1.503、1.350、1.305、1.053、1.035；0.531、
0.513、0.351、0.315、0.153、0.135。

*【12】在下表中，沿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找出一条从起点到终
点的路线，要求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各个数是从小到大排列的。

0.68(起点) 0.7 0.80 0.56

0. 608 0.078 0.81 0.75

0.068 0.821 0.82 0.07

0.24 0.835 0.4 0.45

0.36 0.850 0.9 1.00(终点)

想这条路线经过的各个数应从小到大排列，那么从 0.68 起，经过的第
一个数只能是水平方向的 0.7(垂直方向的 0.608 比 0.68 少)；经过的第二个
数是水平方向的 0.80(垂直方向的 0.078 比 0.7 少)；经过的第三个数是垂直
方向的 0.81(水平方向的 0.56 比 0.80 少)；⋯⋯依此方法找下去，可得到一
条符合题目要求的路线。

解这条路线如下表所示。

3.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

【1】选择填空：一个数的小数点先向左移动两位，再向右移动三位。这
个数(    )。

[①缩小 10 倍；②扩大 10 倍；③扩大 100 倍；④缩小 100 倍。]
想一个数的小数点先向左移动两位，再向右移动三位，实际上只向右移

动了一位。所以这个数应扩大 10 倍，即选②为本题的答案。(解略)
【2】选择填空：8.4 先缩小 10 倍，再扩大 100 倍是(    )。
[①84；②8.4；③0.84；④840。]
想 8.4 缩小 10 倍就是把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得 0.84；再把0.84 扩大

100 倍就是把上数点向右移动两位，得 84。所以，本题应选①。(解略)
【3】把 2.09 的小数点去掉，它的值扩大多少倍？
想去掉 2.09 的小数点，就是把小数点向右移动了两位。
解这个数扩大 100 倍。
【4】把 102.3 的小数点移到最高位数字的左边，它的值有什么变化？
想 102.3 的最高位是百位，把小数点移到百位的左边，就是小数点向左



移动了三位。
解它的值缩小了 1000 倍。
【5】2.7×1000=？
想“2.7×1000”表示 2.7 的 1000 倍是多少。把 2.7 扩大 1000 倍就是

把 2.7 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三位。
解 2.7×1000=2700。
【6】2.7÷1000=？
想“2.7÷1000”表示把 2.7 缩小 1000 倍是多少，而 2.7 缩小 1000 倍

就是把 2.7 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三位。
解 2.7÷1000=0.0027。
【7】1÷10000×100=？
想“1÷10000×100”表示把 1先缩小 10000 倍，再扩大 100 倍是多少。

而 1先缩小 10000 倍，再扩大 100 倍，实际上就是把 1缩小了 100 倍。
解 1÷10000×100=0.01。
【8】一种铁矿石 100 吨含铁 60.5 吨，平均每吨铁矿石含铁多少吨？
想由题知，100 吨铁矿石含铁 60.5 吨，求平均每吨铁矿石含铁多少吨，

列成算式是 60.5÷100，表示把 60.5 缩小 100 倍，即把 60.5 的小数点向左
移动两位。

解 60.5÷100=0.605(吨)
答：平均每吨铁矿石含铁 0.605 吨。
【9】一种铁矿石 1吨含铁 0.605 吨，1000 吨这样的铁矿石含铁多少吨？
想已知 1 吨铁矿石含铁 0.605 吨，求 1000 吨铁矿石含铁多少吨，列成

算式是 0.605×1000，表示把0.605 扩大 1000 倍，即把0.605 的小数点向右
移动三位。

解 0.605×1000=605(吨)
答：1000 吨这样的铁矿石含铁 605 吨。
*【10】一个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后，所得到的数比原数多 27，原

来这个数是多少？
想一个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这个数就扩大 10 倍。由题知，扩大

10 倍后所得到的数比原数多 27，说明 27 恰是原数的 9倍。
解 27÷(10-1)=3。
答：原来这个数是 3。
*【11】一个数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所得到的数比原数少 45。原来

这个数是多少？
想一个数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它就缩小 10 倍。由题知，缩小 10 倍

后所得的数比原数少 45，则 45 是缩小 10 倍后所得到的数的 9倍，这样可求
得缩小 10 倍后所得到的数是多少？进而可求出原来这个数是多少。

解 45÷(10-1)=5， 5×10=50。
答：原来这个数是 50。
*【12】甲、乙两数的和是 297，当甲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后所得到

的数与乙数相等。甲、乙两数各是多少？
想由题知，甲数扩大 10 倍后与乙数相等，说明乙数是甲数的 10 倍，那

么 297 就是甲数的(10+1)倍。由此可求出甲数是多少，进而可求出乙数是多
少？



解 297÷(10+1)=27， 27×10=270。
答：甲数是 27，乙数是 270。
*【13】甲数比乙数多 135，当甲数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就等于乙数。

甲、乙两数各是多少？
想由题知，甲数缩小10 倍等于乙数，说明甲数是乙数的 10 倍，那么 135

就是乙数的(10-1)倍。由此可求出乙数是多少，进而可求出甲数是多少？
解 135÷(10-1)=15， 15×10=150。
答：甲数是 150，乙数是 15。
*【14】甲、乙两个整数的和是 616，甲数的末位数字是 0，如果把 0去

掉就与乙数相等。这两个数相差多少？
想要求出两个数的差，先要求出这两个数。由题知，两个数都是整数，

且甲数去掉 0 就等于乙数，说明甲数是乙数的 10 倍，那么 616 就是乙数的
(10+1)倍。由此可求出乙数是多少，进而可求出甲数是多少。

解 616÷(10+1)=56， 56×10=560， 560-56=504。
答：这两个数相差 504。

4.小数和复名数

【1】判断正误：3米和 5厘米是复名数。(    )
想复名数是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名称的数，如 2元 4角 5分、2 吨

50 千克、4千米 50 米等，而 3米与 5厘米是两个数量，各只带有一个单位名
称，它们是单名数而不是复名数。所以本题应判为错误。(解略)

【2】1.45 米=(    )厘米。
想把米数改写成厘米数，要乘进率 100，就是把1.45 的小数点向右移动

两位。
解 1.45 米=145 厘米。
【3】5千米 60 米=(    )千米。
想把千米数 5写在整数部分，再把 60 米改写成 0.06 千米，合起来就是

所求的数。
解 5 千米 60 米=5.06 千米。
【4】14 平方米 50 平方分米=(    )平方米。
想把平方米数 14 写在整数部分，把 50 平方分米改写成 0.5 平方米，合

起来就是所求的数。
解 14 平方米 50 平方分米=14.5 平方米。
【5】2.05 吨=(    )吨(    )千克。
想整数部分 2就是 2吨，再把 0.05 吨改写成 50 千克。
解 2.05 吨=2 吨 50 千克。
【6】把 4.5 千米改写成复名数是多少？
想此题要求把 4.5 千米改写成复名数，但复名数的单位名称要由自己确

定。一般来说，复名数的高级单位名称就是题目给定的单位名称，复名数的
低级单位名称就是比题目给定的单位名称低一级的单位名称。因此，把 4.5
千米改写成复名数就是求 4.5 千米=(    )千米(    )米，可按上题的方法求
解。

解 4.5 千米=4 千米 500 米。



【7】2.456 米=(    )米(    )分米(    )厘米(    )毫米。
想整数部分 2就是 2米，小数部分由于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

都是十，而分米、厘米、毫米每相邻两个单位之间的进率也是十，这样十分
位上的 4就是 4分米，百分位上的5就是 5厘米，千分位上的6就是 6毫米。

解 2.456 米=2 米 4 分米 5厘米 6毫米。
【8】在 1100 千克、1.2 吨、20000 克三个数量中，谁最大？谁最小？
想要比较三个数量的大小，先要统一计量单位。如确定此题的三个数量

都以“千克”为计量单位，则需把不是以“千克”为计量单位的数量改写成
以“千克”为计量单位的数量，然后再比较它们的大小。

解因为 1.2 吨=1200 千克，20000 克=20 千克。
所以 1.2 吨＞1100 千克＞20000 克。
答：最大的是 1.2 吨；最小的是 20000 克。
【9】4580000 厘米=(    )千米。
想把厘米数改写成千米数，可先把厘米数改写成米数，再把米数改写成

千米数。也可以这样想：因为 1 千米=1000 米，1 米=100 厘米，所以 1 千米
=100000 厘米。把 4580000 直接除以进率 100000 就得到千米数。

解 4580000 厘米=45.80 千米。
【10】把 4.5 平方米、50000 平方厘米、60 平方分米三个数量按照由大

到小的顺序排列，并用“＞”连起来。
想此题是比较三个数量的大小，先要统一计量单位。如确定三个数量都

以“平方米”为计量单位，则需把不是以“平方米”为计量单位的数量改写
成以“平方米”为计量单位的数量。即 50000 平方厘米=5 平方米，60 平方分
米=0.6 平方米。然后再比较三个数量的大小。

解 50000 平方厘米＞4.5 平方米＞60 平方分米。
【11】1000 克花生可以榨 380 克油，平均 1克花生榨油多少克？
想已知 1000 克花生榨油 380 克，求平均 1 克花生榨油多少克，列成算

式是 380÷1000，即把 380 缩小 1000 倍。
解 380÷1000=0.38(克)
答：平均 1克花生榨 0.38 克油。
【12】我国发射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它的速度约每秒 6300 米。合每分

多少千米？
想 1 分=60 秒，求每分多少米，就是 6300×60，再把所得的数改写成千

米数。
解 6300×60=378000(米)，378000 米=378(千米)
答：合每分 378 千米。

5.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

【1】2.994 保留两位小数约等于多少？
想要保留两位小数，就要省略百分位后面的尾数，千分位上不满 5，直

接舍去。
解 2.994 保留两位小数约等于 2.99。
【2】2.8895 保留三位小数约等于多少？
想要保留三位小数，就要省略千分位后面的尾数，万分位上满了 5，省



略尾数后，向千分位进 1，末尾“0”不能去掉。
解 2.8895 保留三位小数约等于 2.890。
【3】把 295000000 吨写成用“亿吨”作单位的数。再保留一位小数。
想把一个数写成用“亿”作单位的数，要把这个数缩小 1亿倍，即在“亿”

位的右边点上小数点，并在数后面加写“亿”字。
解 295000000 吨=2.95 亿吨≈3.0 亿吨
【4】把 2654600 米，写成用“万米”作单位的数。再精确到个位。
想把一个数写成用“万”作单位的数，要把这个数缩小 1万倍，即在“万”

位右边点上小数点，并在数后面加写“万”字。
解 2654600 米=265.46(万米)≈265 万米。
【5】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把 9.9527、0.9805 和 2.4653 分别保留整数、

一位小数、二位小数、三数小数各是多少？
解

保留整数
保留

一位小数

保留

二位小数

保留

三位小数

9.9527 10 10.0 9.95 9.953

0.9805 1 1.0 0.98 0.981

2.4653 2 2.5 2.47 2.465

【6】下面各小数在哪两个相邻的自然数之间？它们各近似于哪个自然
数？

4.63 15.21 7.299 10.511
想找两两相邻的自然数，就是找刚好小于它和刚好大于它的两个自然

数；求近似的自然数，可依据四舍五入方法去求。
解 4.63 在 4 和 5 之间，近似于 5；
15.21 在 15 和 116 之间，近似于 15；
7.299 在 7 和 8 之间，近似于 7；
10.51 在 10 和 11 之间，近似于 11。
【7】地球和月球的平均距离是 384400 千米，改写成亿米为单位的数是

多少？
想先把千米数改写成米数，再把米数改写成以“亿米”为单位的数。
解 384400 千米=384400000 米，
384400000 米=3.844 亿米。
*【8】一个两位小数四舍五入后约等于 1.3。这样的两位小数有哪些？
想四舍后约等于 1.3 的两位小数，整数部分是 1，十分位上是 3，百分

位上是 4或 3、2、1、0；五入后约等于 1.3 的两位小数，整数部分是 1，十
分位上是 2，百分位上是 5或 6、7、8、9。

解四舍五入后约等于 1.3 的两位小数有：1.30、1.31、1.32、1.33、1.34；
1.25、1.26、1.27、1.28、1.29。

五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1】比 2.08 多 1.47 的数是多少？



想求比一个数多几的数用加法计算。
解 2.08+1.47=3.55。
答：比 2.08 多 1.47 的数是 3.55。
【2】两数的和是 8，其中一个数是 2.36，另一个数是多少？
想根据减法的意义，求另一个数是多少应用减法计算。
解 8-2.36=5.64。
答：另一个数是 5.64。
【3】甲数是 4.8，比乙数少 3.45，乙数是多少？
想甲数比乙数少 3.45，就是乙数比甲数多 3.45，已知甲数求乙数要用

加法计算。
解 4.8+3.45=8.25。
答：乙数是 8.25。
【4】甲数是 2.15，比乙数多 0.86，乙数是多少？
想甲数比乙数多 0.86，就是乙数比甲数少 0.86，已知甲数求乙数要用

减法计算。
解 2.15-0.86=1.29。
答：乙数是 1.29。
【5】两数相差 2.08，其中较小的数是 1.6，较大的数是多少？
想求两数相差多少是用减法计算的，较小的数是减数，较大的数是被减

数。因此，这题实际上是已知减数和差，求被减数。
解 1.6+2.08=3.68。
答：较大的数是 3.68。
【6】已知被减数、减数、差三者的和是 8，差是0.96，被减数和减数各

是多少？
想根据“被减数=减数+差”可知被减数、减数、差三者的和是被减数的

2倍，由此可求出被减数，进而可求出减数。
解 8÷2=4，  4-0.96=3.04。
答：被减数是 4，减数是 3.04。
【7】用小数计算。
3

10

17

100

21

1000
+ + = ?

想先把分母是 10、100、1000 的分数改写成小数，再按小数加法的计算
法则进行计算。

解 。
3

10
+

17

100
+

21

1000
= 0.3 + 0.17 + 0.021 = 0.491

【8】12.64 加上 60 与 42.75 的差，结果是多少？
想根据题意，要先算出 60 与 42.75 的差，必须加上小括号。
解 12.64+(60-42.75)=12.64+17.25=29.89。
答：结果是 29.89。
【9】24.08 减去 8.4 与 9.28 的和，结果是多少？
想根据题意，要先算 8.4 与 9.28 的和，必须加上小括号。
解 24.08-(8.4+9.28)=24.08-17.68=6.4。
答：结果是 6.4。
【10】0.91+8.93+2.09=？



想应用加法的交换律，把和是整数的两个数先加，可使计算简便。
解 0.91+8.93+2.09=0.91+2.09+8.93
=3+8.93=11.93。
【11】0.14+2.37+0.86+7.63=？
想应用加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把和是整数的两个数先加，可使计算简

便。
解 0.14+2.37+0.86+7.63
=(0.14+0.86)+(2.37+7.63)=1+10=11
【12】5.42-(1.42+2.87)=？
想一个数减去几个数的和，可以从这个数里依次减去各个加数。本题用

此法计算要简便些。
解 5.42-(1.42+2.87)=5.42-1.42-2.87
=4-2.87=1.13。
【13】24.19-7.88-2.12=？
想根据上题方法进行逆向思考，一个数连续减去几个数，可以从这个数

里减去几个数的和。用此法计算本题要简便些。
解 24.19-7.88-2.12=24.19-(7.88+2.12)
=24.19-10=14.19。
【14】x+2.36=5，x=？
想 x 表示加数，可根据“一个加数=和-另一个加数”求出 x的值。
解 x+2.36=5
x=5-2.36
x=2.64。
【15】x-28=2.8，x=？
想 x 表示被减数，可以根据“被减数=减数+差”求出 x的值。
解 x-28=2.8
x=28+2.8
x=30.8。
【16】1-x=0.375，x=？
想 x 表示减数，可根据“减数=被减数-差”求出 x的值。
解 1-x=0.375
x=1-0.375
x=0.625。
【17】食堂六月份用煤 5吨 100 千克，比五月份节约 1吨 20 千克，五月

份用煤多少吨？(用小数计算)
想六月份比五月份节约 1吨 20 千克，就是五月份比六月份多用 1吨 20

千克，已知六月份的而求五月份的要用加法计算。题目要求用小数计算，必
须先把题目中的数量改写成以吨为单位的数。

解 5 吨 100 千克=5.1 吨
1 吨 20 千克=1.02 吨
5.1+1.02=6.12(吨)
答：五月份用煤 6.12 吨。
【18】少先队员收蓖麻，第一中队收 25.4 千克，第一中队比第二中队少

收 2.08 千克，两个中队共收多少千克？



想由图 4—12 知，要求两个中队共收多少千克，先要求出第二中队收多
少千克。而第一中队比第二中队少 2.08 千克，就是第二中队比第一中队多
2.08，这样可用加法求出第二中队收多少千克，进而可求出两个中队共收多
少千克。

解 25.4+2.08=27.48(千克)
27.48+25.4=52.88(千克)
答：两个中队共收蓖麻 52.88 千克。
【19】小红身高 1.08 米，比小英高 0.15 米，小明比小英高 0.27 米。小

明身高多少米？
想要求小明的身高，先要求出小英的身高。已知小红身高 1.08 米，他

比小英高 0.15 米，这样可求出小英的身高。
解 1.08-0.15=0.93(米)0.93+0.27=1.2(米)
答：小明身高 1.2 米。
*【20】学校买来一捆长 100 米的电线。第一次用去 12.5 米，第二次用

去 25.6 米，第三次用去 30 米。用了三次后这捆电线比买来时短多少米？
想根据题意，三次用去米数的和就是这捆电线比买来时短的米数，而题

目中的“100 米”是个多余条件。
解 12.5+25.6+30=68.1(米)
答：这捆电线比买来时短 68.1 米。
*【21】小华和小芳两人都想买同一本书。小华的钱缺 0.78 元，小芳的

钱缺 0.64 元，而两人的钱合起来就正好够买这本书。这本书的价钱是多少？
小华和小芳各有多少钱？

想小华的钱缺 0.78 元，但与小芳的钱合起来就正够买这本书，说明小
芳的钱是 0.78 元；小芳的钱缺 0.64 元，但与小华的钱合起来就正够买这本
书，说明小华的钱是 0.64 元。这样可求出这本书的价钱是多少。

解 0.78+0.64=1.42(元)
1.42-0.78=0.64(元)
1.42-0.64=0.78(元)
答：这本书的价钱是 1.42 元。
小华有 0.64 元，小芳有 0.78 元。
*【22】一个物体从高空下落，经过 4秒落地。已知第一秒下落的距离是

4.9 米，以后每一秒下落的距离都比前一秒多 9.8 米。这个物体在下落前距
地面多少米。

想这个物体下落前距地面的米数，就是 4 秒下落的米数的和。由题知，
第一秒下落 4.9 米，以后每一秒都比前一秒多 9.8 米，那么第二秒下落的距
离是(4.9+9.8)米，第三秒下落的距离是(4.9+9.8+9.8)米，第四秒下落的距
离是(4.9+9.8+9.8+9.8)米。

解 4.9+(4.9+9.8)+(4.9+9.8+9.8)+(4.9+9.8+
9.8+9.8)=4.9+14.7+24.5+34.3=78.4(米)。
答：这个物体下落前距地面 78.4 米。



*【23】在右面的算式中，方格里 4个数字的总和是多少？
想由竖式知，小数部分十分位上两个数字的和是 9，不可能向前一位进

1；整数部分个位上两个数字的和是 17。据此可求得方格里 4 个数字的和是
多少？

□ □

□ □

.

.

.

+
1 7 9

解 17+9=26。
答：方格里 4个数字的和是 26。
*【24】在右面算式的方格内填上适当数字，使算式成立。

□□

□
□

.

.

.

4

5 5

53 5

+

想①十分位上其中一个数字是 4，而两个数字的和是 5，不可能向前一
位进 1，可知□内只能填 1。

②个位上已知一个数字是 5，而两个数字的和的个位是 3，说明向前一位
进了 1，由于 13-5=8，所以□内应填 8。

③十位上已知一个数字是 5，而两个数字的和加上进位的 1得 15(竖式已
表明向前一位进 1)，由于 15-5-1=9，所以□内应填 9。

解

*【25】在右面算式中的方格里填上适当的数字，使算式成立。
想①被减数的十分位是 8，差的十分位是 5。即 8-□=5，可知□里应填 3。

5 8

8

8 5

□

□ □

.

.

.

−

②减数和差的个位都是 8，说明个位上两个数字所表示的数值相减时，
向十位退了 1，即 1□-8=8，可知□里应填 6。

③被减数的十位是 5，退去1后还有 4，而差的十位是 0，即 4-□=0，可
知□里应填 4。

解



六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1.角的度量

【1】判断正误：一条直线长 100 米。(    )
想直线是无限长的，它的长度是无法度量的，而能够度量出长度的是直

线上的一段，称为线段。所以，说一条直线长 100 米是不科学的，此题应判
为错误。(解略)

【2】判断正误：角的两边越长，角就越大。(    )
想角的大小决定角的两边叉开的程度，叉开得越大，角越大。角的两边

是两条射线，它们是无限长的，角的大小与所画的边的长短没有关系，此题
应判为错误。(解略)

【3】判断正误：大于 90°的角叫做钝角。(    )
想钝角是大于 90°而小于 180°的角，题目只说大于 90°，而未指出小

于 180°，所以应判为错误。(解略)
【4】指出下面(图 4—13)的角各是哪一种角？

想先想各种角的定义，再解答这道题目。
解①是锐角；②是钝角；③是平角；④是直角；⑤是周角。
【5】图 4—14 中，∠1=60°，∠2=？
想因为∠1+∠2=180°，而∠1=60°，所以∠2=180°-60°=120°。(解

略)

【6】在图 4—15 中，∠1=75°，∠2=？
想因为∠1+∠3=180°，而∠1=75°，所以∠3=180°-75°=105°；
又因为∠3+∠2=180°，而∠3=105°，所以∠2=180°-105°=75°。(解

略)

【7】在图 4—16 中，∠1=38°，∠3=52°，∠2是什么样的角？
想要知道∠2是什么样的角，先要求出∠2的度数。由图知，∠1、∠2、

∠3三个角拼在一起恰是 1 个平角，已知∠1、∠3 的度数，便可求出∠2 的
度数。

解 180°-38°-52°=90°
答：∠2是直角。
*【8】在图 4—17 中，已知∠1+∠2=180°，算一算∠3+∠4=？
想因为∠1+∠3=180°，∠2+∠4=180°，
所以∠1+∠3+∠2+∠4=360°。
又知∠1+∠2=180°，所以∠3+∠4=360°-180°=180°。(解略)

*【9】小明把 10 倍的放大镜放在 15°角的平面图上，从放大镜中看这
个角是多少度？

想角的大小决定于角的两边叉开的大小，而与角的两边长短无关。用 10
倍放大镜去看 15°的角，它的两边叉开的大小没有变，所以这个角仍是 15



°。(解略)
*【10】把一张长方形纸折起来以后如图 4—18 所示。已知∠1=30°，∠

2是多少度？

想当纸折起来以后，∠2 遮住了一个角，这个角的度数与∠2 相等。当
纸放平时，则∠1与∠2以及与∠2遮住的那个角正好拼成一个平角，即三个
角度数的和是 180°，由此可求出∠2的度数。

解 180°-30°=150°，150°÷2=75°
答：∠2是 75°。

2.垂直和平行

【1】判断正误：两条直线相交，它们就互相垂直。(    )
想从两条直线相交所成的四个角来看，有两种情况：①四个角都是直

角；②四个角都不是直角。只有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时，这两条直线才能叫
做互相垂直。题目只说两条直线相交，并未指出成直角，所以它们不一定互
相垂直，本题应判为错误。(解略)

【2】判断正误：在同一个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线叫做平行线。(    )
想如图 4—19 所示，A、B两条线虽在同一个平面内且不相交，但它们不

是平行线。而平行线是在同一个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此题未指出是直
线，所以应判为错误。(解略)。

【3】判断正误：两条平行线一定没有公共点。(    )
想既然是平行线，就不会相交，不相交就没有公共点，所以本题应判为

正确。(解略)
【4】在图 4—20 中，哪两条直线互相垂直？
想互相垂直的两条直线，相交一定成直角。可用量角器测量一下(或用

三角板的直角比一比)，看哪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
解①和④是互相垂直的两条直线。
【5】过直角内一点 A，分别作两条直角边的垂线。用这种方法可以画出

什么图形？

想将三角板上的一条直角边与直角的一条边重合，并使 A点在三角板的
另一条直角边上；从 A 点出发沿三角板的直角边画一条线段(如图 4—21 所
示)，则这条线段是直角其中一条边的垂直线段。再用同样的方法画出直角另
一条边的垂直线段。所以用这种方法可以画出长方形和正方形。(解略)

【6】画一个边长是 2.5 厘米的正方形。

解画的步骤如下：(1)画一条长 2.5 厘米的线段；(图 4—22(1))
(2)过两端点在线段的同侧分别画两条与它垂直的线段，使每条线段长

2.5 厘米；(图 4—22(2))
(3)把这两条线段的端点用线段连接起来，(图 4—22(3))



*【7】已知一条直线 a，作一条与已知直线 a 距离为 3 厘米的平行线。
这样的直线有几条？

解如图 4—23 所示，将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与直线 a重合，沿另一条直
角边画一条 3厘米长的线段。再将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与 3厘米长的线段重
合，沿另一条直角边画一条直线 b，则直线 a、b互相平行。这样的直线有两
条，在直线 a的另一方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作一条。

*【8】在一个长方形中画两条线段，把长方形分成三个相等的小长方形，
应怎样画？有几种画法？

想要把一个长方形分成三个相等的小长方形，则这三个小长方形的长与
宽都要分别相等。因此在画线段之前必须把长边(或宽边)分成相等的三条线
段。

解有两种画法：
(1)把两条长边各分成相等的三段，连接相对的两个端点所成的线段把长

方形分成了三个相等的小长方形。(图 4—24(1))
(2)把两条宽边各分成相等的三段，连接相对的两个端点所成的线段把长

方形分成了三个相等的小长方形。(图 4—24(2))

*【9】在图 4—25 的正方形中，互相垂直的线段有多少对？互相平行的
线段有多少对？



想正方形的四条边可以组成 4 对互相垂直的线段和 2 对互相平行的线
段；正方形内的小四边形，由于四个角都是直角，则四条边可以组成 4对互
相垂直的线段和 2对互相平行的线段。

解互相垂直的线段有 8对；互相平行的线段有 4对。

*【10】过角的顶点分别作角两边的垂线。(1)什么角不需要画？(2)什么
角只需画一条？(3)什么角需要画两条？

想我们学过的有直角、平角、钝角、锐角，先分别画出一个，再尝试画
图即可求解。

解如图 4—26 所示(粗线条是所作的垂线)：
(1)直角不需要画，因它的两边互相垂直；
(2)平角只需画一条，因它的两边在一条直线上；
(3)锐角和钝角需要画两条，因它的两边既不互相垂直，又不在一条直线

上。

3.三角形

【1】判断正误：任意一个三角形，至少有两个内角是锐角。
(    )

想按照三角形中角的不同，可以把三角形分成直角三角形、锐角三角
形、钝角三角形三类。直角三角形和钝角三角形中，都有两个内角是锐角，
锐角三角形中，三个内角都是锐角。由此可见，任意一个三角形，至少有两
个内角是锐角。所以本题应判为正确。(解略)

【2】判断正误：所有的等边三角形都是锐角三角形。
(    )

想等边三角形三个内角相等，每一个内角都是 60°，而 60°的角是锐
角。这就是说，等边三角形的三外内角都是锐角，所以它又叫做锐角三角形。
可见本题应判为正确。(解略)

【3】判断正误：所有的等腰三角形都是锐角三角形。
(    )

想等腰三角形两个底角相等，并且都是锐角，但顶角可以为直角或钝
角、锐角。这就是说，有的等腰三角形可能是直角三角形或钝角三角形。所
以，本题应判为错误。(解略)

【4】判断正误：大三角形的内角和比小三角形的内角和大。(    )
想所有的三角形(不分大小)的内角和都是 180°，因此说“大三角形的

内角和比小三角形的内角和大”是错误的，即本题应判为错误。(解略)
【5】在三角形中，已知∠1=80°，∠2=55°，求∠3的度数。
想从 180°中减去∠1与∠2的度数，就得到∠3的度数。
解∠3=180°-80°-55°=45°，或∠3=180°-(80°+55°)=45°。



【6】在一个直角三角形中，已知一个锐角是 42°，另一个锐角是多少
度？

想直角三角形中有一个直角，它是 90°，从 180°中减去直角与一个锐
角的度数就得到另一个锐角的度数。也可以这样想：直角三角形中两个锐角
度数的和是 90°，从 90°减去一个锐角的度数就得到另一个锐角的度数。

解一 180°-90°-42°=48°；
解二 90°-42°=48°。
答：另一个锐角是 48°。
【7】一个等腰三角形的一个底角是 50°，它的顶角是多少度？
想等腰三角形两个底角相等，从 180°中减去两个底角的度数就得到顶

角的度数。
解 180°-50°-50°=80°，或 180°-(50°+50°)=80°。
答：它的顶角是 80°。
【8】画一个直角三角形，它的两条直角边分别是 3厘米和 4厘米。
解画的步骤如下：(1)画一个直角；
(2)从这个角的顶点起，在一条边上量出 3厘米长的线段，在另一条边上

量出 2厘米长的线段，各点一个点；
(3)用线段把这两个点连接起来。

*【9】三角形剪去一个角后剩下图形的内角和是多少度？
想三角形剪去一个角后(如图 4—28)，剩下的是一个四边形，四边形可

以分成两个三角形，每个三角形的内角和是 180°，由此可求得这个四边形
的内角和。

解 180°+180°=360°

答：剩下图形的内角和是
360°。
*【10】在图 4—29 中，已知∠1=∠2，∠3=∠4，求∠5的度数。
想由图知，△ABC 是一个等腰三角形，已知它的顶角是 80°，可求出两

个底角的度数。又知∠1=∠2，∠3=∠4，由此可求得∠2、∠4 各是多少度，
进而求得∠5是多少度。

解(180°-80°)÷2=50°，
50°÷2=25°，
180°-25°-25=130°。
答：∠5是 130°。



4.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1】判断正误：一个四边形必然是平行四边形、梯形、长方形和正方形
中的一种。(    )

想平行四边形、长方形、梯形和正方形都是四边形，它们是一些特殊的
四边形，除此外还有许多不规则的四边形，它们既不是平行四边形，也不是
梯形、长方形或正方形。所以，“一个四边形必然是平行四边形、梯形、长
方形和正方形的一种”的说法应判为错误。(解略)

【2】判断正误：长方形和正方形是一种特殊的平行四边形。(    )
想长方形和正方形都有两组对边分别平行，所以说它们是特殊的平行四

边形。本题应判为正确。(解略)。
【3】判断正误：有一组对边不平行的四边形是梯形。
(    )
想一个四边形有一组对边不平行，而另一组对边可能平行也可能不平

行，如另一组对边平行则它是梯形，如另一组对边不平行则它就不是梯形。
题目肯定“有一组对边不平行的四边形是梯形”应判为错误。(解略)

*【4】如图 4—30，以 AB 为底，CD 为高，画一个平行四边形。
想先想平行四边形的特征，再解答此题。
解画的步骤如下：

(1)连接 A、C两点；
(2)从 C 点出发作 AB 的平行线，并截取 CE=AB；
(3)连接 E、B两点。
【5】在图 4—32 中的 EF 是等腰梯形的对称轴。把对称轴的右边部分补

画出来。

图 4—31

想由“等腰梯形”和“对称”的定义，可得如下解法。

解画的步骤如下：
(1)延长 BF 至 FC，使 FC=BF；



(2)延长 AE 至 ED，使 ED=AE；
(3)连接 DC。

【6】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内角和各是多少？
想平行四边形和梯形都可以分成两个三角形(如图 4—34 所示)，每个三

角形的内角和是 180°，由此可得知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内角和各是多少
度。

解 180°+180°=360°
答：平行四边形内角和是 360°；梯形内角和是 360°。
*【7】在图 4—35 中，ABCD 是一个等腰梯形，已知 AB=4 厘米，BC=6 厘

米，∠A=60°，BE 与 CD 平行，求 AD 的长。

想要求出 AD 的长，先要分别求出 AE 和 ED 的长。由于∠A=∠D(等腰梯
形两底角相等)，∠D=∠CBE(平行四边形对角相等)，所以∠A=∠D=∠CBE=60
°；由于平行四边形内角和是 360°，所以∠DEB=(360°-60°-60°)÷2=120
°，则∠AEB=180°-120°=60°。由此可知△ABE 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则
AB=AE。在平行四边形 DEBC 中，BC=ED(平行四边形对边相等)。根据 AB=AE
和 BC=ED，可求出 AD 的长。

解 4+6=10(厘米)
答：AD 的长是 10 厘米。
*【8】在图 4—36 中，有多少个平行四边形？有多少个梯形？

想数图形个数时，既要数单个的，又要数合成的，如“ ”中就有 3
个梯形，即上面 1个，下面 1个，上下合成 1个。

解图 4—36 中有 9个平行四边形和 9个梯形。



  


	小学数学解题精典（中年级分册）
	编写说明
	小学数学第五册
	一 乘数是一位数的乘法
	1.口算乘法
	2.笔算乘法

	二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
	1.口算除法
	2.笔算除法

	三 千米和吨的认识
	1.毫米、分米的认识
	2.千米的认识
	3.吨的认识

	四 混合运算和两步应用题
	1.混合运算
	2.两步应用题

	五 长方形、正方形和平行四边形
	六 分数的初步认识
	1.认识几分之几
	2.简单的分数加减法


	小学数学第六册
	一 乘数是两位数的乘法
	1.口算乘法
	2.笔算乘法
	3.乘法应用题和常见的数量关系

	二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
	1.口算除法
	2.笔算除法
	3.除法应用题及其数量关系

	三 年、月、日
	四 混合运算和应用题
	1.混合运算
	2.应用题

	五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
	1.面积和面积单位
	2.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的计算
	3.面积和周长的比较
	4.面积单位间的进率


	小学数学第七册
	一 亿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
	1.亿以内数的读法
	2.亿以内数的写法
	3.比较数的大小，近似数

	二 亿以内的加法和减法
	1.口算加、减法
	2.珠算加、减法
	3.笔算加、减法
	4.加减法各部分间的关系
	5.加、减法的一些简便算法

	三 乘数、除数是三位数的乘法和除法
	1.乘数是三位数的乘法
	2.除数是三位数的除法
	3.乘、除法各部分间的关系
	4.乘、除法的一些简便算法

	四 小数的初步认识
	1.认识一位、两位小数
	2.简单的小数加、减法

	五、土地面积单位

	小学数学第八册
	一 混合运算和应用题
	1.混合运算
	2.两、三步计算的应用题
	3.简单的数据整理和求平均数

	二 整数和整数四则运算
	1.十进制计数法
	2.加法的意义和运算定律
	3.减法的意义
	4.乘法的意义和运算定律
	5.除法的意义

	三 量的计量
	1.常用的计量单位
	2.名数的改写

	四 小数的意义和性质
	1.小数的意义和读写法
	2.小数的性质和小数大小的比较
	3.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
	4.小数和复名数
	5.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

	五 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六 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1.角的度量
	2.垂直和平行
	3.三角形
	4.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