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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你们好，我叫“理思”。

我是一个有理想、乐思考的小

女孩，很高兴能跟你们交朋友！

我的军师：

智多星

我的好爸爸 我的好伙伴：

阿笨猫

“理思”与她的朋友们



数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记得20世纪80年代曾经流行过一句非常响

亮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学，显然是数理化的“领头

羊”。这句话也从某个侧面告诉我们，数学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在科技飞速发

展的21世纪，数学的重要性更是毋庸置疑的。

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思维的锻炼，要从小开始抓起。通过科学、严

格、系统的训练，为今后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套奥数教程有三大特点：

第一，遵循孩子学习的特点设置栏目。笔者长期从事数学竞赛的培训工

作，深知孩子的特点是喜欢听故事，因此本书每讲的切入点是“故事堡”，用

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把孩子们吸引到数学学习中来，孩子们不知不觉地就会喜

欢上数学。

第二，把发展孩子对数学的兴趣放在首位，不搞难题、偏题、怪题，不搞题海战术。

过难过偏过怪的题目，只会挫伤孩子们对数学的兴趣；题海战术只会加重孩子

课外学习的负担，让孩子们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枯燥无味的重复之

中。这套教程让孩子的奥数学习之路从零起步，循序渐进，一步步迈向神秘的

数学殿堂。

第三，本套教程从每个细节之处都强调方法比知识更重要。不仅仅“授之

以鱼”，更“授之以渔”，教会他们解题的方法。思维的训练，关键在于方

法，方法掌握了，事半功倍，本套教程中所设置的“知识点”让每一讲的重

点难点一目了然，而“分析与解答”“思维导图”等栏目让数学思维方法更醒

目、更直观。本书的每道例题、练习题都有详细的解答过程和步骤，既可作为

学校第二课堂的兴趣教材，也适合孩子们在家自学。

小学阶段是每个孩子人生之中求学的起步阶段，我们希望这些理念能够得

到家长和老师们的认同。编一套奥数书并不难，难就难在要编出一套能让孩子

们真正喜欢的奥数辅导书，如果本套书能够在孩子们的成长道路上给予他们哪

怕一丁点的帮助，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前　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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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堡

今天，理思特别高兴，数学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她。她不仅正确计算出答

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声音也格外洪亮。回到家，她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妈

妈。“理思，妈妈出道题试试你的能力，怎么样，有信心做出来吗？”“小菜一碟，

放马过来吧！”理思爽快地回答。只见妈妈在理思的数学本上写出下面一个算式：

9.6+99.6+999.6+9999.6+99999.6=　　　　　　。

理思一看就傻眼了，她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理思，妈妈给你提醒一下，这道题要

用简便运算才简单，小数的简便运算有几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凑整、拆数、变式、改

变运算顺序，每一种方法又都可以灵活运用。仔细想想，你一定会做出来的。” 
理思听完妈妈的话，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些小数的特点，她终于做出了正确答案。

同学们，你们知道理思运用的是什么方法吗？

其实很简单，可以用凑整的方法：

  9.6+99.6+999.6+9999.6+99999.6
=10+100+1000+10000+100000-0.4-0.4-0.4-0.4-0.4
=111110-0.4×5
=111108

初步理解整数乘法的运算定律对

小数乘法同样适用。在运用乘法运算

定律进行小数简便运算的过程中，仔

细观察算式的特点，观察算式中的数

与数之间的关系，确定正确的简便运

算方法，简捷、巧妙地计算式的得数。

知识点

第一讲　速算与巧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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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屋

难度等级　☆

任务单1  加减法的巧算

巧算下面各题。

（1）2.37+1.71+3.63-1.52-2.48　　　（2）999+99.9+9.99+0.999

分析与解答

（1）由于 2.37 和 3.63 相加能凑成整数，故可运用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将这

两个数先相加；而 1.52 和 2.48 相加也可凑成整数，故可运用减法的性质，凑在一

起相加。（2）这个算式中的加数有两个特点：① 都是由 999 乘以一个数得到，如

999=999×1， 99.9=999×0.1，……② 都非常接近整数，可以按凑整的思路，看作

一个整数减去某些数，使计算简便。根据这两个特点，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巧算方法。

（1） 2.37+1.71+3.63-1.52-2.48　   
       =（2.37+3.63）+1.71-（1.52+2.48）   
       = 6+1.71-4                       
       = 7.71-4                    
       = 3.71              

（2）方法 1 ：

          999 +99.9+9.99+0.999
       = 999×1+999×0.1+999×0.01+999×0.001
       = 999×（1+0.1+0.01+0.001）
       = 999×1.111
       = 110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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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2 ：

           999+99.9+9.99+0.999 
       =（1000-1）+（100-0.1）+（10-0.01）+（1-0.001）
       =（1000+100+10+1）-（1+0.1+0.01+0.001）
       = 1111-1.111
       = 1109.889

 
加、减法的运算定律和运算性质，也可以运用

在小数的计算中啊！

思维导图

小数的速算和巧算

（1）在小数的加减法中，只要小数点对齐就能保证

数位对齐。

（2）整数加减法的巧算技巧也能沿用到小数的运算中。

（3）凑整是加减乘除巧算中最主要的思想。

（4）减法中，首先考虑“减相同”，其次是连减变连加。

难度等级　☆

任务单2  等差数列巧算

用简便方法计算：1.02+1.07+1.12+ … +2.3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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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解答

后一个加数比前一个加数大 0.05，这是一个公差为 0.05 的等差数列。先求出

项数是几，再利用等差数列求和公式，求得答案。

项数 =（2.42-1.02）÷0.05+1=1.4÷0.05+1=29
             1.02+1.07+1.12+ … +2.37+2.42
　　=（1.02+2.42）×29÷2
　　= 49.88

思维导图

等差数列

求和 =（首项 + 末项）× 项数 ÷2

项数 =（末项 - 首项）÷ 公差 +1

难度等级　☆☆

任务单3  积不变性质

用简便方法计算：

（1）3.24×0.16+0.0324×84                （2）6.4×13.2÷0.16÷11

分析与解答

第（1）小题两个乘法算式的两个因数中分别有 3.24 和 0.0324，将其中一个

数扩大或缩小，使它和另一个数相同，就能利用乘法分配律使运算变得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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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0.16+0.0324×84                       （2）6.4×13.2÷0.16÷11   
     = 3.24×0.16+3.24×0.01×84                    =（6.4÷0.16）×（13.2÷11）     
     = 3.24×0.16+3.24×0.84                            = 40×1.2         
     = 3.24×（0.16+0.84）                                 = 48                  
     = 3.24×1
     = 3.24

 也可以将 3.24 转化成 0.0324 来算，试试看！

思维导图

积不变性质

在乘法中，其中一个因数扩大一定的倍数，同时另

一个因数缩小相同的倍数，积不变。

在小数乘法中，其中一个因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几位，

另一个因数的小数点向左移动相同的位数，积不变。

难度等级　☆☆

任务单4  消元法

（2.5+3.7+1）×（2.5+3.7+0.6）-（1+2.5+3.7+0.6）×（2.5+3.7）

分析与解答

这个算式是由四个不同的数组成的：2.5，3.7，1 和 0.6，并且前后的乘法算式

中都有重复出现的式子：（2.5+3.7）和（2.5+3.7+0.6）。如果将这两个式子看作一

个整体，用一个字母代替，经过运算后，可能会互相抵消，使计算变得简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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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2.5+3.7=A，2.5+3.7+0.6=B 
  （2.5+3.7+1）×（2.5+3.7+0.6）-（1+2.5+3.7+0.6）×（2.5+3.7）
=（A+1）×B-（1+B）×A
= A×B+B-A-A×B
= B-A
=（2.5+3.7+0.6）-（2.5+3.7）
= 0.6

思维导图

消元法

（1）当算式中出现一个或几个式子时，可把这些

式子分别看作一个整体，用字母来代替。

（2）经过运算后，随着字母的互相抵消，达到巧

算的目的。

难度等级　☆☆☆

任务单5  重复数码

计算：2006×20052006-2005×20062005

分析与解答

观察发现乘号后面的数字与周期性数字都相差 1，因此可以先转化成周期性数字。

原式 = 2006×（20052005+1）-2005×（20062006-1）
         = 2006×（2005×10001+1）-2005×（2006×10001-1）
         = 2006×2005×10001+2006-2005×2006×10001+2005
         = 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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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场

1. 用简便方法计算：

（1）13.4+2.56+31.44-24.75-10.4-2.25    

（2）242.78-35.48-102.78-82.52      

2. 31.2+24.58+16.42+41.4+12.4

3. 0.01+0.02+0.03+ … +0.98+0.99

4. 用简便方法计算： 
 1.1+3.3+5.5+7.7+9.9+11.11+13.13+15.15+17.17+19.19 

5. 用简便方法计算： 
（1）199.9×19.98-199.8×19.97

（2）8.88×0.15+265×0.0888+5.2 ×8.88+0.8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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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5×7.2×9.1）÷（1.5×1.3×2.4）

7. （10.1-1.009-2）×0.49+0.51×（10.1-1.009+1）

8. （3.14+2.8+1）×（3.14+2.8+0.2）-（1+3.14+2.8+0.2）×（3.14+2.8）

9. 计算：333×332332333-332×333333332

10. 计算：2004×20032002-2002×20032004

竞赛直通车

计算：3+33+333+…+33…3
2007 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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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堡

小叮叮和每个男孩一样，很喜欢机器人。每当电视里出现关于机器人的报道，他

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有一天晚上，小叮叮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和一

个机器人做了好朋友，他们两个人在一块学习、一块玩游戏。正好小叮叮所在的年级

进行了数学测验，他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很想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于是，他就托

机器人去帮他查查考了多少名。结果查出来了，可是小叮叮一点儿也不高兴，为什么啊？

原来机器人告诉他考了第 101 名，这么差的成绩小叮叮怎么高兴得起来。

小叮叮很伤心，哭了起来。爸爸听见了，就问小叮叮发生了什么事，小叮叮把所

有的事都告诉了爸爸。谁知道爸爸不仅没有批评他，反而还夸奖了他。爸爸告诉他：“那

只是一场误会，你考得挺好的，是第 5 名啊！”小叮叮觉得很奇怪，不是 101 名吗？

怎么变成了第 5 名了呢？

 同学们，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进位制是一种计数方式，用有限

的数字在不同的位置表示不同的数值。

我们常用的是十进制，在计算过程中

满十就往前进一位。当然在现实生活

中，还有其他计数方法。常见的进位制：

二进制广泛应用于计算机中；三进制

用于军队编制；十二进制用于月份；

六十进制用于时间中的秒、分。本讲

我们研究各进位制与十进制之间的相

互转化、在其他进位制下的基本运算

以及进位制的灵活运用。

知识点

第二讲　进 位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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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屋

难度等级　☆

任务单1  十进制转化成 n进制

（1）将（1234）10 转化成三进制数  
（2）将（11567）10 转化成十六进制数

分析与解答

（1）                                                           

所以（1234）10 =（1200201）3                         
（2） 

               

16 11567

16 722 15(F)
16 45 2
16 2 13(D)

0 2

（11567）10 =（2D2F）16

3 1234

3 411 1
3 137 0
3 45 2
3 15 0
3 5 0
3 1 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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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

（1）十进制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计数方式。由 10 个
数字组成，分别是 0，1，2，3，4，5，6，7，8，9。“满
十进一”：计数时因为是十进制，所以当某一位上满
十的时候都要向前一位进 1。 

（2）二进制由 2 个基数组成，分别是 0，1。“满二
进一”：计数时因为是二进制，所以当某一位上满二
的时候都要向前一位进 1。

（4）十六进制由 16 个基数组成，分别是 0，1，2，3，4，
5，6，7，8，9，A，B，C，D，E，F。其中 A，B，C，
D，E，F 相当于十进制中的 10，11，12，13，14，15。

进位制的认识

进位制

（3）四进制由 4 个基数组成，分别是 0，1，2，3。“满
四进一”：计数时因为是四进制，所以当某一位上满
四的时候都要向前一位进 1。

（1）将十进制数转化成其他进位制的数，可以运用短除法。

（2）要转化成几进制，就以几为基数，用基数连续去
除这个十进制数，直到商为零为止。

（3）按自下而上的顺序依次写出每次除得的余数，就
是与这个十进制数相等的其他进位制的数。

十进制转化成
n 进制

难度等级　☆

任务单2  n进制转化成十进制

（1）（574）8 = （　　）10               （2）（100110）2 =（　　）1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