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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不少小读者喜欢看卡通书，这是因为图画很形象，有助于小读者正确、迅

速地理解书中的内容。有时，理解一道数学题很费力，但是如果动手画出示意图，

题意就解释清楚明了了。

这套“图解小学数学思维训练题”就是通过图解与文字标注相结合的方式，

将数学思维训练题的解题过程直观、清晰地展现在小读者面前，帮助大家厘清解

题思路，将抽象问题具体化，通过精巧地设计和运用直观性 、形象性手段，分

散难点，放缓坡度，使小读者容易接受、理解。帮助小读者在面对复杂问题时，

学会分析、解决问题，从而有效地提高解题能力和思维能力。

这套“图解小学数学思维训练题”涵盖了小学各年级有代表性的数学思维

训练题，结合各章内容，详细讲解各种数学思维训练题的解题思路，归纳常用的、

重要的公式，帮助小读者准确地把握要点。

这套“图解小学数学思维训练题”针对各章内容精选不同难度的练习题，

分为小试身手、拓展提升两个层次，帮助小读者巩固所学，逐级提升解题能力。

这套“图解小学数学思维训练题”曾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四川等地的学校进行了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希望这次的改版能帮助更多的

学生顺利解决小学数学思维训练题，稳步地、愉快地、更加自信地走进数学世界。

数学之美是人们在数学思维活动中的一种体验和感受，希望使用这套书的

小读者通过“学数学、做数学、用数学”的活动来体验、探索数学之美 !

特别感谢李秀琴、彭光进、黄洋、吴智敏、吴奇琰、张移、张永飞、李丹、李堃、

郭春利、姚一萌、李世魁、谢正国、赵波、杨树青、李曹群、钟春风、冯清志、

张会云、李冉、张春杰、邓林树、彭如武、李茂蓓等老师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提供

的帮助和做出的贡献。

祝青少年朋友健康成长，快乐学习 !

 彭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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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导航

在计算中，除了要正确地算出结果，还要算得巧，算得快。在一年级

的时候，我们已经学习了凑十法。计算两个数相加时，可以先把一个数凑

整，采用多加就减的方法；计算三个数相加时，先把其中的两个数先凑整，

再和另一个数相加。

图解思维训练题

例 1  96+10

图解思路
观察算式，于是，

把96看成 100，
相当于最后的
结果多加了 4

96+10

96 多加了 4，最后
的结果要减去 4

规范解答 
  96+10
=100+10-4
=110-4
=106

例 2  36+42+58

图解思路
观察发现：

后两个数相加得 100，
因此要先算

36+42+58

100

规范解答 
  36+42+58
=36+（42+58）
=36+100
=136

例 3  29+98+297

图解思路
观察三个加数，分别把它们看成

规范解答 
  29+98+297
=30+100+300-1-2-3

第一章  凑整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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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0、300，多加了 1、2、3，所以最
后的结果中要减去多加的这些数。于是，

看成 30，最后
要减去多加的 1

看成 100，最后
要减去多加的 2 看成 300，最后

要减去多加的 3

29 + 98 + 297

=430-6
=424

小试身手

1. （1）34+47+66+53  （2）18+21+79+82

2. （1）97+38  （2）95+47

3. 99+99+99+99

拓展提升

4. 34+65+16+35+66+84

5. 36+97+32+64+68+103

第二章  减法的巧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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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导航

在连减或加、减混合运算中，如果算式中没有括号，那么计算时可以

带着运算符号“搬家”。例如，

a-b-c=a-c-b，a-b+c=a+c-b，其中 a，b，c 各表示一数。

在遇到有括号的情况时，括号前是减号，去括号时要变号。

a-(b+c)=a-b-c
加括号时，括号前是减号，加括号时要变号。

a-b-c=a-(b+c)

图解思维训练题

例 1  237-（37+56）

图解思路
观察题目可以发现被减数 237 和 37

有共同的部分 37，所以可以考虑去括号，
先减去 37，再减去 56。

237-（37+56）

237-37-56

200-56

根据 a-(b+c)=a-b-c

按顺序计算

规范解答 
  237-（37+56）
=237-37-56
=200-56
=144

例 2  130-23-67

图解思路
观察题目可以发现，连减的两个数的

和为 90，所以可以先算两数和。

规范解答 
  130-23-67
=130-（23+67）

第二章  减法的巧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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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3-67

130-（23+67）

130-90

根据 a-b-c=a-(b+c)

先计算括号里面的

=130-90
=40

例 3  200-103

图解思路
观察：200-103，把103拆分成100和3，

如下图所示。

200-（100+3）

200-100-3

100-3

根据 a-(b+c)=a-b-c

按顺序计算

规范解答 
  200-103
=200-（100+3）
=200-100-3
=100-3
=97

小试身手

1. （1）230-47-53  （2）179+63-79

2. （1）78+19-28  （2）43-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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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32-99  （2）300-105

拓展提升

4. 906-199-297-398

5. 468-92-268+392-2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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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导航

德国著名数学家高斯小时候聪明过人，上学时，有一天老师出了一道

题让同学们计算：

1+2+3+…+98+99+100= ？

老师出完题后，全班同学都在埋头计算，小高斯却很快算出答案等于

5050。高斯为什么算得又快又准呢？原来小高斯通过细心观察发现：

1+100=2+99=3+98=…=49+52=50+51。

1~100 正好可以分成这样的 50 对数，每对数的和都相等。于是，小高

斯把这道题巧算为：

（1+100）×100÷2=5050。

小高斯的这种求和的方法，简单快捷，我们在计算类似题型时也可以

采取这种凑对的方法。

图解思维训练题

例 1  1+2+3+4+5+6+7+8+9+10

图解思路
一共有 10 个数在相加，后一个数比

前一个数依次大 1。观察发现：

1+2+3+4+5+6+7+8+9+10

11

每组数的和都是 11，有 5 对，即 5 个
11。

规范解答 
   1+2+3+4+5+6+7+8+  9+10
=（1+10）+（2+9）+（3+8）
　+（4+7）+（5+6）
=11+11+11+11+11+11
=55

第三章  高斯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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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2+4+6+8+10+12+14+16+18

图解思路
一共有 9 个数在相加，后一个数比前

一个数依次大 2。
观察发现：

2+4+6+8+10+12+14+16+18

20

有 4 组数，每组的和都为 20，还有一
个 10 单成一组。

规范解答 
   2+4+6+8+10+12+14+16+18
= （2+18）+（4+16）+（6+14）
  +（8+12）+10
=20+20+20+20+10
=90

例 3  （2+4+…+98+100）-（1+3+…+97+99）

图解思路
2 到 100 的偶数有 50 个，它们的和如

下：
2+4+6+…+50+52+…+96+98+100

25 个 102

1 到 100 的奇数有 50 个，它们的和如
下：

1+3+5+…+49+51+…+95+97+99

25 个 100

现 在 可 以 把（2+4+…+98+100） 
-（1+3+…+97+99）转化为（25 个 102）-

（25 个 100）。因为 1 个 102 比 1 个 100 多
2，那么25个 102就比 25 个 100 多 25 个 2，
是 50。

规范解答 
   （2+4+…+98+100）-
1+3+…+97+99）

=25×102-25×100
=25×（102-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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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填符号小试身手

1. 3+6+9+12+15+18

2. 2+5+8+11+14+17+20+23+26

3. （2+4+6+8+10+12+14）-（1+3+5+7+9+11+13）

拓展提升

4. 1+2+3+…+98+99+100

5. 22-20+18-16+14-12+10-8+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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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填符号

知识导航

填符号的方法有两种：逆推法和凑数法。逆推法是从算式最后一个数

字开始，逐渐向前推想，从而使等式成立。凑数法是根据所给的数，凑出

一个和结果比较接近的数，然后再对算式中的数进行适当的加或减，从而

使等式成立。

图解思维训练题

例 1  请将 1，2，3，4 用“+”“-”“×”“÷”或“（    ）”连接组

成算式，使结果等于 0。

图解思路
从结果倒推，结果要是 0，可能存在

以下两种情况。

两个相同的数相减
得 0

（1+4）-（2+3）=0
（4-3）-（2-1）=0

0 乘或除以一个不
是 0 的数得 0

（1+2-3）×4=0
（1+3-4）×2=0

1  2  3  4=0

规范解答 
（1+4）-（2+3）=0
（4-3）-（2-1）=0
（1+2-3）×4=0
（1+3-4）×2=0

例 2  请在下面的算式等号左边填上“+”或“-”，使等式成立。

9  8  7  6  5  4  3  2  1=35

图解思路
这道题用凑数法。

规范解答 
9+8+7+6-5+4+3+2+1=35
9+8+7+6+5+4-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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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7  6  5  4  3  2  1=35

9+8+7+6+5+4+3+2+1=45

45

40  -  5

如果全部填上加号，发现

结果比 35 多了 10。如何
得到 35 呢？可以如下

所以，只要把和等于 5 的那些数前面
的加号改成减号就可以。

9+8+7+6+5-4+3+2-1=35

例 3  请填入运算符号，使下面的算式成立。

3  3  3  3  3=6

图解思路
此题采用逆推法来解决。

（1）如果最后一个 3 前面填上加号，算式
变为（    ）+3=6，前面 4 个 3 的运算
结果得是 3 ：（3-3）×3+3=3 或（3+3+3）
÷3=3，所以（3-3）×3+3+3=6 或（3+3+3）
÷3+3=6

（2）如果最后一个 3 前面填上减号，
算式变为（    ）-3=6，前面 4 个 3
的运算结果得是 9 ：3×3+3-3=9 或
3×（3×3÷3）=9， 所 以 3×3+3-
3-3=6 或 3×（3×3÷3）-3=6

（3）如果最后一个 3 前面填上乘号或除号，
可采取类似的方法进行分析，如下：

（3÷3+3÷3）×3=6  （3×3-3）÷3×3=6 
（3×3+3×3）÷3=6  （3×3-3）×3÷3=6

3  3  3  3  3=6

规范解答 
（3-3）×3+3+3=6
（3+3+3）÷3+3=6
 3×3+3-3-3=6
 3×（3×3÷3）-3=6
（3÷3+3÷3）×3=6
（3×3-3）÷3×3=6
（3×3+3×3）÷3=6
（3×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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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试身手

1.   请将 1，2，3，4用“+”“-”“×”“÷”或“（    ）”连接组成算式，
使结果等于 4。

2. 请填运算符号使等式成立。
  5  5  5  5  5=5
3. 请填运算符号使等式成立。
  3  3  3  3=0
  3  3  3  3=1
  3  3  3  3=2
  3  3  3  3=3
  3  3  3  3=4

拓展提升

4. 请填运算符号使等式成立。
  10  11  12  13  14  15=25
5.   请将 1，2，3 用“+”“-”“×”“÷”和“（    ）”连接，组成结

果分别是 0，1，2，3，…，8，9 的算式。



12

知识导航

竖式谜，通常是给出一个算术运算的式子，但式子里含着一些汉字、

字母、符号、图形等，用它们来表示特定的数字，同学们需要推算这些未

知的数字。解竖式谜题时，关键是找到突破口。先看个位，再看十位。在

减法中，如果被减数个位不够减时，一定要在十位上标退位点表示借走了

一个十，方便之后计算的进行。记住这个方法是巧填竖式的基本方法。

图解思维训练题

例 1  请在下列竖式中的   中填上合适的数字，使算式成立。

6  4

5

3+

8  2

9

2-

6

46

2-

5

8 3

7+

图解思路
这种题型的思路是先计算个位，再计

算十位。

6  4

5

3+

再看十位，
6+3=9

先看个位，
4 ＋（1）=5

5

8 3

7+

再看十位，5+（3）
=8，因为还要加上
进位 1，所以十位上
应填 2

先看个位，（  ）
+7=3，不可能，
说明有进位，那
么（6）+7=13

规范解答

6  4

59

3 1+

5 6

8 3

72+

第五章  巧填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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