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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１个鸡蛋重多少克？ ��（4）称出 １千克鸡蛋。

1.�说出下面的水果有多重。
练一练练一练

先掂一掂，
感觉一下。

先估计一下，大
约有多少个。

2.�称出 1千克水果糖。
先估计一下有多少块，
再数一数。

3.�在（ ）里填上合适的质量单位。

750( ) 35( ) 2( ) 150( )

五五 ����四边形的认识

�拿出一张长方形纸，数一数长方形有几条边、几个角。

2 条长边和 2 条短
边分别叫做对边。

仔细观察，大胆猜测一下：长方形的边和角有什么特点？

我觉得长方形的 ４ 个
角都像直角。

我看着长方形的
对边可能相等。

长方形有 ２ 条长
边，２条短边。

把长方形
对折……

我这样
折……

用直尺测量长
方形的边。

两条长边都
是……

小组同学合作，验证一下：长方形的对边相等吗？

长方形有 4 条
边，4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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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形长边的长叫做长，短
边的长叫做宽。

长

宽

长方形的对边相等，４个角都是直角。

再剪下这个
角……

先用三角尺比
一个角……

用三角尺上的直
角比一比……

怎样验证长方形的 4个角是不是直角呢？

1.�判断下面的图形哪些是长方形，哪些不是长方形。
练一练练一练

2.�指出数学课本封面的长和宽，分别测量并记录下来。

课本封面的长： 课本封面的宽：

正方形 ４条边都相等……

�拿出一张正方形的纸，观察一下：正方形有什么特点？

正方形 ４条边都相等，４个角都是直角。

�长方形和正方形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边长

正方形每条边的长
叫做边长。

议一议议一议

�用自己的方法验证一下正方形 4条边都相等。

我用直尺分别测
量每一条边…… 我把正方形对折

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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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形长边的长叫做长，短
边的长叫做宽。

长

宽

长方形的对边相等，４个角都是直角。

再剪下这个
角……

先用三角尺比
一个角……

用三角尺上的直
角比一比……

怎样验证长方形的 4个角是不是直角呢？

1.�判断下面的图形哪些是长方形，哪些不是长方形。
练一练练一练

2.�指出数学课本封面的长和宽，分别测量并记录下来。

课本封面的长： 课本封面的宽：

正方形 ４条边都相等……

�拿出一张正方形的纸，观察一下：正方形有什么特点？

正方形 ４条边都相等，４个角都是直角。

�长方形和正方形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边长

正方形每条边的长
叫做边长。

议一议议一议

�用自己的方法验证一下正方形 4条边都相等。

我用直尺分别测
量每一条边…… 我把正方形对折

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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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方格纸上画一个长方形和一个正方形。

2.�拿一张长是 １５厘米、宽是 ９厘米的长方形纸，剪下一个
最大的正方形。

剩下的还是一
个长方形。

��（1）想一想，剪下的正方形的边长是（ ）厘米。

��（2）算一算，剩下的长方形的长是（ ）厘米，宽是（ ）
厘米。

１５厘米

９
厘
米

练一练练一练

3.�数一数。
��（1）有（ ）个长方形。
��（2）有（ ）个正方形。

② ③

⑦ ⑧

没有直角都有直角

① ④

⑤
⑥

�观察下面的图形。

按特征把它们分成两类。我是这样分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按特征把它们分成两类。

我是这样分的：

⑤ ⑦

三角形

①

②

③④

⑥ ⑧

这些图形都叫做四边形。

我知道了，四边
形都有 ４条边。

长方形和正方
形都是四边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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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方格纸上画一个长方形和一个正方形。

2.�拿一张长是 １５厘米、宽是 ９厘米的长方形纸，剪下一个
最大的正方形。

剩下的还是一
个长方形。

��（1）想一想，剪下的正方形的边长是（ ）厘米。

��（2）算一算，剩下的长方形的长是（ ）厘米，宽是（ ）
厘米。

１５厘米

９
厘
米

练一练练一练

3.�数一数。
��（1）有（ ）个长方形。
��（2）有（ ）个正方形。

② ③

⑦ ⑧

没有直角都有直角

① ④

⑤
⑥

�观察下面的图形。

按特征把它们分成两类。我是这样分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按特征把它们分成两类。

我是这样分的：

⑤ ⑦

三角形

①

②

③④

⑥ ⑧

这些图形都叫做四边形。

我知道了，四边
形都有 ４条边。

长方形和正方
形都是四边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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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⑧

像下面这样的四边形，叫做平行四边形。

说一说说一说 �你还在哪里见过平行四边形？

� �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见到平行四边形。

篱笆电动伸缩门

�（1）用硬纸条和图钉做一个长方形。

（2）照下面的样子做一做。

形状改变了，边
的长短没变。 长方形的对边相等，

平行四边形的对边
也相等。

1.�下面哪个图形是平行四边形？把它涂上色。
练一练练一练

2.�在方格纸上画一个同样的平行四边形。

3.�在方格纸上画一个大一点的平行四边形。

你是怎样做的？

4.�把一张长方形的纸剪开，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你发现了什么，
想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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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⑧

像下面这样的四边形，叫做平行四边形。

说一说说一说 �你还在哪里见过平行四边形？

� �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见到平行四边形。

篱笆电动伸缩门

�（1）用硬纸条和图钉做一个长方形。

（2）照下面的样子做一做。

形状改变了，边
的长短没变。 长方形的对边相等，

平行四边形的对边
也相等。

1.�下面哪个图形是平行四边形？把它涂上色。
练一练练一练

2.�在方格纸上画一个同样的平行四边形。

3.�在方格纸上画一个大一点的平行四边形。

你是怎样做的？

4.�把一张长方形的纸剪开，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你发现了什么，
想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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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七巧板。

1

2 6
3

7 5

4

1

2

3
4

6
3

4 63
4

� � 七巧板因为由七块图板组
成而得名，它是我国人民创造的
一种智力玩具。 外国人称它为
“唐图”。

七巧板“巧”就巧在用这样
简单的七块图板可以拼成动物、
人物、建筑、车辆等形状各异的
图案，千变万化，非常有趣。

兔博士网站

观察七巧板，你
发现了什么？

七 巧 板

4

6
3

7 5
2

1

4

�用七巧板拼图。

（1）照样子拼一拼。

可爱的小鸭子燃烧的蜡烛 漂亮的小房子

我们是好朋友。

6

3
4

７

12

6

7

5
4

3
1

2

6

3

7

5 4

（2）先说说像什么，再动手拼一拼。

下面的图形可难拼啦！

用七巧板可以拼成
我们学过的图形。

你还会怎样拼？ 做给大家看。

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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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七巧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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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巧板因为由七块图板组
成而得名，它是我国人民创造的
一种智力玩具。 外国人称它为
“唐图”。

七巧板“巧”就巧在用这样
简单的七块图板可以拼成动物、
人物、建筑、车辆等形状各异的
图案，千变万化，非常有趣。

兔博士网站

观察七巧板，你
发现了什么？

七 巧 板

4

6
3

7 5
2

1

4

�用七巧板拼图。

（1）照样子拼一拼。

可爱的小鸭子燃烧的蜡烛 漂亮的小房子

我们是好朋友。

6

3
4

７

12

6

7

5
4

3
1

2

6

3

7

5 4

（2）先说说像什么，再动手拼一拼。

下面的图形可难拼啦！

用七巧板可以拼成
我们学过的图形。

你还会怎样拼？ 做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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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元 36 元 28 元 39 元

六六 ����三位数加减三位数

�服装店购物。

（1）买一件半袖衫和一个书包要花多少元？
54 + 28 =���������（元）

要用口算哟！

先算 54 加 20

先算 50 加 20，
再算 4加 8……

50 + 20 =�70（元）
4 + 8 =�12（元）
70 + 12 =�82（元） 54 + 20 =�74（元）

74 + 8 =�82（元）

把 28 看作 30，先
算 54 加 30……

54 + 30 =�84（元）
84 - 2 =�82（元）

亮亮为什么要减去 2呢？

口算加减法

等于 74，再算
74 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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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试一试

(2)�一件半袖衫比一个书包贵多少元？
54 - 28 =���������（元）

我把 28 看作 30，把
多减去的 2再加上。

我先减去 20，
再减去 8。

54 - 20 =�34（元）
34 - 8 =�26（元）

54 - 30 =�24（元）
24 + 2 =�26（元）

练一练练一练

我提的问题

自主小天地

任意选购两件衣物，提出问题
并口算出结果。

1.�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口算。
25 + 19
38 + 62
43 + 28

68 - 56
82 - 39
100 - 45

2.�李老师计划为学校买一个篮球和一个足球，带 90元够吗？

3.�根据下面两种商品的价格，请你提出三个问题并解答。

35元 48元

26元 58元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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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 + ６０ = ６８０ - ８０ = ７８０ - ７００ =

试一试试一试

200 - 100 =�100（元）

咪咪快餐店。

����价目表
三明治：15 元
面包：6元
火腿：8元
饮料：5元

下表是咪咪快餐店两天的日记账。

收入（元）支出（元）剩余（元）
２００
３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０

第一天
第二天

两天一共收入多少元？第一天剩余多少元？

200 + 360 =�560（元）

说一说你是怎样算的。

1.� ７２０ + ２００ �３００ + ５０ ２４０ + ４００
��８９０ - ９０ ������９７０ - ８００

练一练练一练

2.�车上的西瓜重 120千克，一共有多少千克西瓜？

3.�熊猫家离竹林有 ６５０米。 熊猫从家去竹林，边走边算……

还剩 ５５０ 米。

０ １００米 ２００米 ３００米 ４００米 ５００米 ６００米 ６５０米
（５５０） （ ） （ ） （ ） （ ） （ ）

4.�看图回答问题。

（1）小兔从家到游乐场有（ ）条路可走，走近路有（ ）米，

（2）小猫从家到商场最少要走（ ）米，最多要走（ ）米。
走远路有（ ）米。

1８０ 米
100米

10０米

20０米

200米

（3）自己提出问题，并解答。

80 + 300

500千克

自己提出问题，
并口算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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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 + ６０ = ６８０ - ８０ = ７８０ - ７００ =

试一试试一试

200 - 100 =�100（元）

咪咪快餐店。

����价目表
三明治：15 元
面包：6元
火腿：8元
饮料：5元

下表是咪咪快餐店两天的日记账。

收入（元）支出（元）剩余（元）
２００
３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０

第一天
第二天

两天一共收入多少元？第一天剩余多少元？

200 + 360 =�560（元）

说一说你是怎样算的。

1.� ７２０ + ２００ �３００ + ５０ ２４０ + ４００
��８９０ - ９０ ������９７０ - ８００

练一练练一练

2.�车上的西瓜重 120千克，一共有多少千克西瓜？

3.�熊猫家离竹林有 ６５０米。 熊猫从家去竹林，边走边算……

还剩 ５５０ 米。

０ １００米 ２００米 ３００米 ４００米 ５００米 ６００米 ６５０米
（５５０） （ ） （ ） （ ） （ ） （ ）

4.�看图回答问题。

（1）小兔从家到游乐场有（ ）条路可走，走近路有（ ）米，

（2）小猫从家到商场最少要走（ ）米，最多要走（ ）米。
走远路有（ ）米。

1８０ 米
100米

10０米

20０米

200米

（3）自己提出问题，并解答。

80 + 300

500千克

自己提出问题，
并口算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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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共有多少棵果树？

我这样口算：
15 个十加 8个十得
23 个十，是 230。

15０ + 8０ = （棵）

苹果树
梨树

15０棵
80 棵

5０ + 8０ =�130（棵）
13０ + 10０ =�230（棵）

�（2）苹果树比梨树多多少棵？
15０ - 8０ = （棵）

15 个十减 8 个十，等
于 7个十，是 70。

先算 100 减 80，
再算 50 加 20。

100 - 80 =�20（棵）
50 + 20 =�70（棵）

练一练练一练

２５０ + ７０ ３４０ + ９０ �����５４０ + ６０
４３０ - ６０ ８２０ - ５０ �����６５０ - ５０

1.

2.�每张卡片上两个数的和是多少？ 差是多少？（口答）

３２０ ５７０ ６５０ ８００１９０

４００９０ ７０ ３０８０

（1）一头牛和一只羊一共重多少千克？
８０千克

3.�

（2）一头牛比一只羊重多少千克？

4.�李阿姨购进 ３４０箱饮料，卖了一个星期后，还剩 ６０箱。
卖了多少箱？

5.�张叔叔的养鸡场 21天孵出 460只小鸡。 张叔叔的养鸡

6.�摘桃子。

３００＋８０２2０＋６０

４０＋５００

１９０＋6０

２１０＋７００

7０＋１４０

６８０－４０

５００－４００
３７０－２００

６６０－６０

８３０－80 ７２０－5０

场孵小鸡一共用了多少个鸡蛋？
还有 90 个鸡
蛋没孵出来。

15０ + 8０ =�230（棵）

150 - 80 =�70（棵）

330千克 80千克

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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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共有多少棵果树？

我这样口算：
15 个十加 8个十得
23 个十，是 230。

15０ + 8０ = （棵）

苹果树
梨树

15０ 棵
80 棵

5０ + 8０ =�130（棵）
13０ + 10０ =�230（棵）

�（2）苹果树比梨树多多少棵？
15０ - 8０ = （棵）

15 个十减 8 个十，等
于 7个十，是 70。

先算 100 减 80，
再算 50 加 20。

100 - 80 =�20（棵）
50 + 20 =�70（棵）

练一练练一练

２５０ + ７０ ３４０ + ９０ �����５４０ + ６０
４３０ - ６０ ８２０ - ５０ �����６５０ - ５０

1.

2.�每张卡片上两个数的和是多少？ 差是多少？（口答）

３２０ ５７０ ６５０ ８００１９０

４００９０ ７０ ３０８０

（1）一头牛和一只羊一共重多少千克？
８０千克

3.�

（2）一头牛比一只羊重多少千克？

4.�李阿姨购进 ３４０箱饮料，卖了一个星期后，还剩 ６０箱。
卖了多少箱？

5.�张叔叔的养鸡场 21天孵出 460只小鸡。 张叔叔的养鸡

6.�摘桃子。

３００＋８０２2０＋６０

４０＋５００

１９０＋6０

２１０＋７００

7０＋１４０

６８０－４０

５００－４００
３７０－２００

６６０－６０

８３０－80 ７２０－5０

场孵小鸡一共用了多少个鸡蛋？
还有 90 个鸡
蛋没孵出来。

15０ + 8０ =�230（棵）

150 - 80 =�70（棵）

330千克 80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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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强和小花都喜欢收集用过的邮票。

�从上面的对话中，你了解到哪些情况？说一说说一说

112 + 23 = （张）

练一练练一练

1 1 2
+

124 - 112 = （张）

1 2 4
1 1 2-2 3

1.�学校图书馆有英语读物 223本。 数学读物有多少本？

2. 368 + 420
785 - 642

706 + 251
386 - 75

285 - 243
114 + 72

3.�解答下面的问题。

（1）一辆自行车比一辆童车贵多少元？
（2）如果两种车各买一辆，估计一下 500元够不够。
（3）实际计算两种车各买一辆一共需要多少元。

笔算加减法

自己提出问题，并试着计算。

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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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强和小花都喜欢收集用过的邮票。

�从上面的对话中，你了解到哪些情况？说一说说一说

112 + 23 = （张）

练一练练一练

1 1 2
+

124 - 112 = （张）

1 2 4
1 1 2-2 3

1.�学校图书馆有英语读物 223本。 数学读物有多少本？

2. 368 + 420
785 - 642

706 + 251
386 - 75

285 - 243
114 + 72

3.�解答下面的问题。

（1）一辆自行车比一辆童车贵多少元？
（2）如果两种车各买一辆，500元够吗？

笔算加减法

自己提出问题，并试着计算。

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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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小学组织同学们到公园参加“绿色环保”行动。

下面是三个年级师生捡废弃饮料瓶的数量。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114 18969

年 级

饮料瓶（个）

（1）四年级和五年级一共捡了多少个饮料瓶？
69 + 114 = （个）

+
1 1 4

6 9

1 8 3
这个“8”是怎样算出来的？

（2）五年级和六年级一共捡了多少个饮料瓶？
114 + 189 = （个）

百位上得几？

+
1 1 4
1 8 9

哪一位上相加满 10，要向前一位进 1。

1

试一试试一试
三个年级一共捡了多少个饮料瓶？

�= （个）

把你的算法和同学交流一下。

练一练练一练

1.�先判断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用 标出来，再计算。

+
1 8 4
7 2 5 +

7 6 4
1 7 6 +

2 3 9
4 6 2

2.�326 + 574 296 + 178 274 + 405
608 + 174 425 + 186 538 + 207

3.�某服装厂 8月份生产服装 638套，9月份比 8月份多生产
192套。 9月份生产服装多少套？

4.�公园里有 378棵黄月季，黄月季比红月季少 56棵。 公园
里有多少棵红月季？

红月季多，
黄月季少。

在 里填上合适的数字。

+
1

1 4
9 4 0

+ 3
2 6

6 3 4

数学冲浪

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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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小学组织同学们到公园参加“绿色环保”行动。

下面是三个年级师生捡废弃饮料瓶的数量。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114 18969

年 级

饮料瓶（个）

（1）四年级和五年级一共捡了多少个饮料瓶？
69 + 114 = （个）

+
1 1 4

6 9

1 8 3
这个“8”是怎样算出来的？

（2）五年级和六年级一共捡了多少个饮料瓶？
114 + 189 = （个）

百位上得几？

+
1 1 4
1 8 9

哪一位上相加满 10，要向前一位进 1。

1

试一试试一试
三个年级一共捡了多少个饮料瓶？

�= （个）

把你的算法和同学交流一下。

练一练练一练

1.�先判断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用 标出来，再计算。

+
1 8 4
7 2 5 +

7 6 4
1 7 6 +

2 3 9
4 6 2

2.�326 + 574 296 + 178 274 + 405
608 + 174 425 + 186 538 + 207

3.�某服装厂 8月份生产服装 638套，9月份比 8月份多生产
192套。 9月份生产服装多少套？

4.�公园里有 378棵黄月季，黄月季比红月季少 56棵。 公园
里有多少棵红月季？

红月季多，
黄月季少。

在 里填上合适的数字。

+
1

1 4
9 4 0

+ 3
2 6

6 3 4

数学冲浪

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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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家 5月 1日那天搬入新房。
下面是记录张丽家 5、6月份用电情况时，电表上分别显
示的数。

读出电表上的数，从这些数中你了解到了什么？

张丽家 5 月 1 日电表
上的用电数是 58。

�6月 1 日记录的用
电数是 183。

到 7月 1 日，张丽家记
录的总用电数是 335。

�怎样计算张丽家 5月份的用电数？说一说说一说

183 - 58 =�125

用 6 月 1 日电表上的
183 减去 58……

-
1 8 3

5 8
1 2 5

个位上 3减 8不够
减，从十位借 1。

3 3 5
1 8 3

6月份的用电数怎样算呢？

用 7 月 1 日电表上的数
减去 6月 1日……

335 - 183 =�152

-
1 5 2

十位上 3减 8不够
减，从百位借 1。

练一练练一练

1.�
5 4 7
3 3 9-

4 5 9
-

3 9 4
1 2 9-

6 8 3
3 0 7-7 5

2.�明明家养了 146只白兔，黑兔比白兔少 28只。 明明家养
黑兔多少只？

3.�824 - 631
495 - 189

470 - 238
214 - 132

665 - 158
951 - 560

4.�在下面四个数中任选两个数组成一道减法算式。

5

6

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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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家 5月 1日那天搬入新房。
下面是记录张丽家 5、6月份用电情况时，电表上分别显
示的数。

读出电表上的数，从这些数中你了解到了什么？

张丽家 5 月 1 日电表
上的用电数是 58。

�6月 1 日记录的用
电数是 183。

到 7月 1 日，张丽家记
录的总用电数是 335。

�怎样计算张丽家 5月份的用电数？说一说说一说

183 - 58 =�125

用 6 月 1 日电表上的
183 减去 58……

-
1 8 3

5 8
1 2 5

个位上 3减 8不够
减，从十位借 1。

3 3 5
1 8 3

6月份的用电数怎样算呢？

用 7 月 1 日电表上的数
减去 6月 1日……

335 - 183 =�152

-
1 5 2

十位上 3减 8不够
减，从百位借 1。

练一练练一练

1.�
5 4 7
3 3 9-

4 5 9
-

3 9 4
1 2 9-

6 8 3
3 0 7-7 5

2.�明明家养了 146只白兔，黑兔比白兔少 28只。 明明家养
黑兔多少只？

3.�824 - 631
495 - 189

470 - 238
214 - 132

665 - 158
951 - 560

4.�在下面四个数中任选两个数组成一道减法算式。

5

6

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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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电表上显示的数，计算张丽家 7、8月份的用电量。

用 8 月 1 日电表上的数
减去 7月 1日……

514 - 335 =

-
5 1 4
3 3 5 个位、十位都不够

减怎么办？

哪一位不够减，要从前一位借 1。

�

703 - 514 =

-
7 0 3
5 1 4

个位上 3减 4不够减，
从十位借 1，十位上是
0怎么办？

（1）计算张丽家 7月份的用电量。

（2）计算张丽家 8月份的用电量。

1 8 7

练一练练一练

1.�
5 1 7
3 4 8-

3 0 4
-

6 1 0
4 3 6-

8 0 0
2 9 3-

2.�学校有 406名师生参加国庆联欢会。

参加联欢会的老师有多少名？

4.�用 1000元钱买下面两件电器，还剩多少元钱？

723元 248元

在 里填上合适的数字。

-
3

4 2
2 8 8

- 6
1 5

1 4 7

数学冲浪

其中学生有 380名。

3.�604 - 257
706 - 538

685 - 179 573 - 305
590 - 248632 - 448

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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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电表上显示的数，计算张丽家 7、8月份的用电量。

用 8 月 1 日电表上的数
减去 7月 1日……

514 - 335 =

-
5 1 4
3 3 5 个位、十位都不够

减怎么办？

哪一位不够减，要从前一位借 1。

�

703 - 514 =

-
7 0 3
5 1 4

个位上 3减 4不够减，
从十位借 1，十位上是
0怎么办？

（1）计算张丽家 7月份的用电量。

（2）计算张丽家 8月份的用电量。

1 8 7

练一练练一练

1.�
5 1 7
3 4 8-

3 0 4
-

6 1 0
4 3 6-

8 0 0
2 9 3-

2.�学校有 406名师生参加国庆联欢会。

参加联欢会的老师有多少名？

4.�用 1000元钱买下面两件电器，还剩多少元钱？

723元 248元

在 里填上合适的数字。

-
3

4 2
2 8 8

- 6
1 5

1 4 7

数学冲浪

其中学生有 380名。

3.�604 - 257
706 - 538

685 - 179 573 - 305
590 - 248632 - 448

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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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法验算

妈妈买衣服。

用自己的方法验算一下，看谁算得对。

我用竖式计算，
得 285 元。

先把 199 看作 200
计算，也得 285 元。

200 + 86 =�286
286 - 1 =�285

+
1 9 9

2 8 5
���8 6

我交换两个加数的位置算，
红红算得不对！

+
���8 6

2 8 5
1 9 9

丫丫为什么减 1呢？

议一议议一议 �结合上面的问题，说一说验算的意义。

练一练练一练

1.�计算下面各题，并验算。

352 + 524 708 + 235 268 + 197

4.�根据下面的算式，分别写出两道减法算式。
（1） 526 + 77 ＝ 603 （2） 202 + 359 ＝ 561

3.�科技园上午有 654人参观，下午有 296人参观。 这一天
参观科技园的一共有多少人？

售货员：199 + 86 =�285（元）
红红：199 + 86 =�275（元）

， 8 6 8 6

2.�看图回答问题。

（2）看图判断一下：走哪条路比较近？
（1）从丫丫家到红红家有几条路？

实际计算一下。

6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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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法验算

妈妈买衣服。

用自己的方法验算一下，看谁算得对。

我用竖式计算，
得 285 元。

先把 199 看作 200
计算，也得 285 元。

200 + 86 =�286
286 - 1 =�285

+
1 9 9

2 8 5
���8 6

我交换两个加数的位置算，
红红算得不对！

+
���8 6

2 8 5
1 9 9

丫丫为什么减 1呢？

议一议议一议 �结合上面的问题，说一说验算的意义。

练一练练一练

1.�计算下面各题，并验算。

352 + 524 708 + 235 268 + 197

4.�根据下面的算式，分别写出两道减法算式。
（1） 526 + 77 ＝ 603 （2） 202 + 359 ＝ 561

3.�科技园上午有 654人参观，下午有 296人参观。 这一天
参观科技园的一共有多少人？

售货员：199 + 86 =�285（元）
红红：199 + 86 =�275（元）

， 8 6 8 6

2.�看图回答问题。

（2）看图判断一下：走哪条路比较近？
（1）从丫丫家到红红家有几条路？

实际计算一下。

6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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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聪买车。

我这样验算，售
货员算对了。 230+70＝300，不

可能找回 74 元。

用 300 减去 64，等于自行车
的价钱，找回 64 元是对的。

要养成验算的好
习惯哪！

+
���6 4

3 0 0
2 3 6 + ���7 4

3 1 0

2 3 6

- ���6 4
2 3 6

3 0 0

怎样验算减法？议一议议一议

练一练练一练

4.�计算。
458 + 47
736 - 289

519 - 307
408 + 319

663 - 380
247 + 183

2.�

（1）估计一下：带 800元钱买一套桌椅够不够？

（2）买一张写字台比买一把转椅多花多少元钱？

（3）你还可以提出哪些问题？

3.�根据下面的算式，分别写出两个有关的算式。

（1） 341 - 230 ＝ 111 （2） 462 + 267 ＝ 729

1.�计算下面各题并验算。
523 - 311 384 - 235 920 - 768

������下面的减法算式怎样计算简便？
317 - 198 562 - 204

问题讨论

售货员：300 - 236 =�64（元）

6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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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聪买车。

我这样验算，售
货员算对了。 230+70＝300，不

可能找回 74 元。

用 300 减去 64，等于自行车
的价钱，找回 64 元是对的。

要养成验算的好
习惯哪！

+
���6 4

3 0 0
2 3 6 + ���7 4

3 1 0

2 3 6

- ���6 4
2 3 6

3 0 0

怎样验算减法？议一议议一议

练一练练一练

4.�计算。
458 + 47
736 - 289

519 - 307
408 + 319

663 - 380
247 + 183

2.�

（1）估计一下：带 800元钱买一套桌椅够不够？

（2）买一张写字台比买一把转椅多花多少元钱？

（3）你还可以提出哪些问题？

3.�根据下面的算式，分别写出两个有关的算式。

（1） 341 - 230 ＝ 111 （2） 462 + 267 ＝ 729

1.�计算下面各题并验算。
523 - 311 384 - 235 920 - 768

������下面的减法算式怎样计算简便？
317 - 198 562 - 204

问题讨论

售货员：300 - 236 =�64（元）

6766

!!"6,6

¯!�!!"#/
J~KL!5HI"´
µ0(0\Npqyz
V¿8!JKrqs"

´,&

#!#!!&.!!'#
¯#�!!"#D

ö÷!��÷�8Ð"
æç!LG³´ '!(
�!0(0\rs�8!
5��KL '#(�!
HI7¿JK¥!�S
'$(�8Y£!!"#
�S��«7¿"

¯$�!"#�ü
¾¿�!¤¥HI"\
KÖ"#$§�¾S
$2¶í8¿�!YR
àá�"

¯&�!"#J~
7¿!5wè"

´,&

'%'!#!#!#-$
&&* *#* &$%
"Z[rs
/01&rs7¿

�h) FL«Ë&$!*
1!.-!/¨!.-?`
#%%7¿!5�¿×ì
8#!Gþ�h*'(#
1#%&!/¨#%&?`
#%%7¿!5ìítì
8&!Gþ�h"

!"%&

*(



%&"'()*+,-./!

!!"°)±G

!"SÉ�Ã÷,
Èv!!"#0(0Ã
�� � © 1 � Ð "
æç"

#"�S��&E
B.(«Ö×tÈO)
��"#N��þÿ8
yz7¿"

$"HI"#m^
87¿yz"´µHI
q�'¿"!"#0(
0q�8'¿cd"\
K"#�©���8¿
z!YRàÈ�!\K
fÖ�©!ij�"#
fgHI"\K"#Ñ
S}uµ�8¿�.-
2 '!(&2#$((!YR
à����ü!«!"
#0(0\rq�8!
/¿pq!5¿pq"

&"¾S´O"ñ
\²éi@¯(¢Y£
¾´O!ijYfg
LM"

".,.
¯!�!�²�¶

P8Ô²>�!�â"
#/îÍDöÐX8;
µ!5Ñ�7¿"

´,&-!.B

197 + 457 + 106
145 + 255 + 382

453 + 72 + 220
614 + 189 + 83

我列出连加算式，从
左往右依次计算。 我先算 164加 236凑成

整百的数，这样算简便。

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算一算。

��动物园一共有多少只鹿？

长颈鹿

驯 鹿
梅花鹿

98只

164只
236只

���98 + 164 + 236
���= 262 + 236
���= 498（只）

���164 + 236 + 98
���= 400 + 98
���= 498（只）

答：动物园一共有 498只鹿。

混合运算

1.�植物园一共有多少棵月季花？
练一练练一练

白月季

红月季
黄月季

227棵

319棵
273棵

2.�买下面的家具一共要花多少元钱？

5.�下面哪两个数相加等于 1000？ 写出算式。

4.�班里的“小图书角”各种书的数量如下表：

语文读物 数学读物 童话故事 其他

318本 206本 72本 94本

����班里的“小图书角”一共有多少本图书？

6.

1

3.�李阿姨买了下面四种电器，一共花了多少元钱？

536元 96元 364元

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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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 457 + 106
145 + 255 + 382

453 + 72 + 220
614 + 189 + 83

我列出连加算式，从
左往右依次计算。 我先算 164加 236凑成

整百的数，这样算简便。

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算一算。

��动物园一共有多少只鹿？

长颈鹿

驯 鹿
梅花鹿

98只

164只
236只

���98 + 164 + 236
���= 262 + 236
���= 498（只）

���164 + 236 + 98
���= 400 + 98
���= 498（只）

答：动物园一共有 498只鹿。

混合运算

1.�植物园一共有多少棵月季花？
练一练练一练

白月季

红月季
黄月季

227棵

319棵
273棵

2.�买下面的家具一共要花多少元钱？

5.�下面哪两个数相加等于 1000？ 写出算式。

4.�班里的“小图书角”各种书的数量如下表：

语文读物 数学读物 童话故事 其他

318本 206本 72本 94本

����班里的“小图书角”一共有多少本图书？

6.

1

3.�李阿姨买了下面四种电器，一共花了多少元钱？

536元 96元 364元

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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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约定，张叔叔要在国庆节前把 800千克蔬菜送到批

���800 - 315 - 285
���= 485 - 285
���= 200（千克）

���800 - （315 + 285）
���= 800 - 600
���= 200（千克）

答：还要送 200千克蔬菜。

发中心。 昨天运走 315千克，今天又运走 285千克。

练一练练一练

1.�饮料店还有多少瓶饮料？

2.�学校图书馆一共有 980本课外读物。 老师和同学们借
走一部分后，还剩多少本？

5.���252 - 116 - 58
���252 -（116 + 58）

���529 + 263 + 137
���852 -（431 + 298）

老师借：140本
学生借：258本

3.�电器商店购进 1000台洗衣机，第一个月卖出 398台。

两个月后，商店还剩多少台洗衣机？

4.�汽车上原来有 560个西瓜，装满 2辆电动三轮车后，汽
车上还剩多少个西瓜？

第二个月卖出 242台。

我先算运走了多少千克，
这样算简便！

一辆电动三轮车装了 150个，
另一辆装了 14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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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约定，张叔叔要在国庆节前把 800千克蔬菜送到批

���800 - 315 - 285
���= 485 - 285
���= 200（千克）

���800 - （315 + 285）
���= 800 - 600
���= 200（千克）

答：还要送 200千克蔬菜。

发中心。 昨天运走 315千克，今天又运走 285千克。

练一练练一练

1.�饮料店还有多少瓶饮料？

2.�学校图书馆一共有 980本课外读物。 老师和同学们借
走一部分后，还剩多少本？

5.���252 - 116 - 58
���252 -（116 + 58）

���529 + 263 + 137
���852 -（431 + 298）

老师借：140本
学生借：258本

3.�电器商店购进 1000台洗衣机，第一个月卖出 398台。

两个月后，商店还剩多少台洗衣机？

4.�汽车上原来有 560个西瓜，装满 2辆电动三轮车后，汽
车上还剩多少个西瓜？

第二个月卖出 242台。

我先算运走了多少千克，
这样算简便！

一辆电动三轮车装了 150个，
另一辆装了 14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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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说一说

试一试试一试

���59 - 12 = 47（台） ���59 - 12 + 59
���= 47 + 59
���= 106（台）

�向阳村原有 59台电视机。

�向阳村现在一共有多少台电视机？

�解答这个问题，要先算什么？

我分步计算…… 我列出一个算式计算……

自己试着算一算。
要先算出今年新买了
多少台电视机。

���47 + 59 = 106（台）

�������某水果店一周卖出香蕉 138千克，卖出的苹果比香蕉
多 29千克。 水果店这一周卖出的香蕉和苹果一共有

解答这个问题，要先算什么？

练一练练一练

1.�某小学二至五年级同学为灾区小朋友捐书。 二年级同学
比三年级同学少捐 18本，五年级同学比四年级同学多捐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230本

250本

（1）二年级同学捐了多少本书？
（2）五年级同学捐了多少本书？

把结果填在表中。

2.�一列从北京开往广州的火

4.�学校组织美术小组的同学去参观“赞美祖国画展”，租了
下面两辆客车。参观画展的一共有多少名学生？

车， 到石家庄站前车上有
乘客 856 位，在石家庄站
上车的乘客有 288位。

（1）火车从石家庄站开出后，车上
的乘客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口答）

（2）火车从石家庄站开出后，车上有多少位乘客？

3.���782 - 569 + 315
���437 + 209 - 483

���327 -（562 - 381)
���289 -（906 - 758）

1号
2号

答：向阳村现在一共有 106台电视机。

多少千克？

23本。

*

每辆车上有 1 名
老师，2号车还有
6个空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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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说一说

试一试试一试

���59 - 12 = 47（台） ���59 - 12 + 59
���= 47 + 59
���= 106（台）

�向阳村原有 59台电视机。

�向阳村现在一共有多少台电视机？

�解答这个问题，要先算什么？

我分步计算…… 我列出一个算式计算……

自己试着算一算。
要先算出今年新买了
多少台电视机。

���47 + 59 = 106（台）

�������某水果店一周卖出香蕉 138千克，卖出的苹果比香蕉
多 29千克。 水果店这一周卖出的香蕉和苹果一共有

解答这个问题，要先算什么？

练一练练一练

1.�某小学二至五年级同学为灾区小朋友捐书。 二年级同学
比三年级同学少捐 18本，五年级同学比四年级同学多捐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230本

250本

（1）二年级同学捐了多少本书？
（2）五年级同学捐了多少本书？

把结果填在表中。

2.�一列从北京开往广州的火

4.�学校组织美术小组的同学去参观“赞美祖国画展”，租了
下面两辆客车。参观画展的一共有多少名学生？

车， 到石家庄站前车上有
乘客 856 位，在石家庄站
上车的乘客有 288位。

（1）火车从石家庄站开出后，车上
的乘客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口答）

（2）火车从石家庄站开出后，车上有多少位乘客？

3.���782 - 569 + 315
���437 + 209 - 483

���327 -（562 - 381)
���289 -（906 - 758）

1号 2号

答：向阳村现在一共有 106台电视机。

多少千克？

23本。

*

每辆车上有 1 名
老师，2号车还有
6个空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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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价促销。

解决问题

（1）自己算一算：每件衣服各降价多少元？

羊毛衫降价 145 元。
560 元的羽绒服降
价 162 元。

（2）如果用面值 100元的钱买每一件衣服，各应付几张，

原价：525元
现价：380元

原价：378 元
现价：198 元

原价：560元
现价：398 元

原价：490元
现价：348 元

原价：290元
现价：150元

（3）买一件羽绒服和一条羽绒裤有下面两种买法，算一

哇！ 无论选哪一件羽绒服，都花同样多的钱。

398 + 150 =�548（元）
548 - 50 =�498（元）

348 + 150 =�498（元）

1.�从上面的衣服中任选两件，算一算实际要花多少元。

398元 348元 150元150元

满 500 元就可以少花 50 元。

练一练练一练

找回多少元？

羊毛衫 羊毛裤

羽绒服 羽绒服 羽绒裤

羽绒服 羽绒裤 羽绒服 羽绒裤

525 - 380 =�145（元） 560 - 398 =�162（元）

其他几件呢？

羊毛裤：378 - 198 = （元）
羽绒服：490 - 348 = （元）

羽绒裤：290 - 150 = （元）

自己算一算吧！

算：各要花多少元？

2.�妈妈带了 1000元钱，可以选购哪几件衣服？
7574

!"#$

!"J_e{�Ã!wx��Ð"æç#pNdÖ¦Ë�(��Ah��8no"

#"�#'NÖí�ì7¿8¦Ë�(��Ah��"

$"��Ð"�Ah#�8ÀÁÂo!¥¨�(#������8wV"

&*



A!5B%CD5B%

降价促销。

解决问题

（1）自己算一算：每件衣服各降价多少元？

羊毛衫降价 145 元。
560 元的羽绒服降
价 162 元。

（2）如果用面值 100元的钱买每一件衣服，各应付几张，

原价：525元
现价：380元

原价：378 元
现价：198 元

原价：560元
现价：398 元

原价：490元
现价：348 元

原价：290元
现价：150元

（3）买一件羽绒服和一条羽绒裤有下面两种买法，算一

哇！ 无论选哪一件羽绒服，都花同样多的钱。

398 + 150 =�548（元）
548 - 50 =�498（元）

348 + 150 =�498（元）

1.�从上面的衣服中任选两件，算一算实际要花多少元。

398元 348元 150元150元

满 500 元就可以少花 50 元。

练一练练一练

找回多少元？

羊毛衫 羊毛裤

羽绒服 羽绒服 羽绒裤

羽绒服 羽绒裤 羽绒服 羽绒裤

525 - 380 =�145（元） 560 - 398 =�162（元）

其他几件呢？

羊毛裤：378 - 198 = （元）
羽绒服：490 - 348 = （元）

羽绒裤：290 - 150 = （元）

自己算一算吧！

算：各要花多少元？

2.�妈妈带了 1000元钱，可以选购哪几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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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与复习

1.�用竖式计算并验算。

429 + 283 403 - 149 900 - 627

2.�根据下面每组中的算式写出两个算式。
（1） 74 + 188 ＝ 262 （2） 346 - 129 ＝ 217

3.�
剩多少元钱？

（2）判断下面的话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①用 1000元钱，可以任意购买两件商品。
②用 1000元钱，最多可以购买三件商品。

（1）用 1000元钱，从下面任意选购两件商品，算一算：还

练一练练一练

2.�用竖式计算。
617 - 378 496 + 274 503 - 326

4.�立青家前年收核桃 250 千克，去年收 265 千克，今年收
的比前年和去年的总和还多 45千克。 今年收核桃多少
千克？

在下面的数中，任选两个或三个数组成一道算式，并计算出来。
看谁写出的算式多！

1.�口算。
35 - 27
88 + 58
63 - 45
56 + 38

340 + 80
360 - 80
320 + 300
820 - 300

400 + 500
900 - 600
720 - 420
800 - 350

数学冲浪

4.��公园里有 178只大猴，小猴比
大猴多 56只。 公园里一共有
多少只猴？

3.�我国大约有两栖动物 320种、爬行动物 410种。

（1）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大约一共有多少种？

（2）爬行动物比两栖动物大约多多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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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与复习

1.�用竖式计算并验算。

429 + 283 403 - 149 900 - 627

2.�根据下面每组中的算式写出两个算式。
（1） 74 + 188 ＝ 262 （2） 346 - 129 ＝ 217

3.�
剩多少元钱？

（2）判断下面的话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①用 1000元钱，可以任意购买两件商品。
②用 1000元钱，最多可以购买三件商品。

（1）用 1000元钱，从下面任意选购两件商品，算一算：还

练一练练一练

2.�用竖式计算。
617 - 378 496 + 274 503 - 326

4.�立青家前年收核桃 250 千克，去年收 265 千克，今年收
的比前年和去年的总和还多 45千克。 今年收核桃多少
千克？

在下面的数中，任选两个或三个数组成一道算式，并计算出来。
看谁写出的算式多！

1.�口算。
35 - 27
88 + 58
63 - 45
56 + 38

340 + 80
360 - 80
320 + 300
820 - 300

400 + 500
900 - 600
720 - 420
800 - 350

数学冲浪

4.��公园里有 178只大猴，小猴比
大猴多 56只。 公园里一共有
多少只猴？

3.�我国大约有两栖动物 320种、爬行动物 410种。

（1）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大约一共有多少种？

（2）爬行动物比两栖动物大约多多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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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组织三至六年级的少先队员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组织参观活动要解决哪些问题？

要确定出发时间和地点……

怎样租车和乘车……

要带上笔和本……

三年级
19人 四年级

21人 五年级
26人 六年级

38人

参观爱国教育基地

议一议议一议 �五年级和六年级合乘一辆车行吗？

出发时间：
出发地点：
乘车安排

1号车： 年级和 年级。
2号车： 年级和 年级。

其他事项：

�21+26＝47

�21+38＝59
四年级和六年级可
以乘 2号车……

1号车 2号车

学校租来下面两辆车，小组合作确定乘车方案。

制订参观方案。

四年级和五年级可
以乘 1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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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组织三至六年级的少先队员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组织参观活动要解决哪些问题？

要确定出发时间和地点……

怎样租车和乘车……

要带上笔和本……

三年级
19人 四年级

21人 五年级
26人 六年级

38人

参观爱国教育基地

议一议议一议 �五年级和六年级合乘一辆车行吗？

出发时间：
出发地点：
乘车安排

1号车： 年级和 年级。
2号车： 年级和 年级。

其他事项：

�21+26＝47

�21+38＝59
四年级和六年级可
以乘 2号车……

1号车 2号车

学校租来下面两辆车，小组合作确定乘车方案。

制订参观方案。

四年级和五年级可
以乘 1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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