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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引导

亲爱的同学们，六年级下学期的数学学习就要开始了。

你将要学习的这本书，是我们根据《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版）》编写的实

验教科书。

统计，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基本计算，它的展现方式是统计表、折线统计图、扇形

统计图等统计图表。获取统计图表中的信息是一种基本数学能力。

圆柱与圆锥，是常见的几何体，认识它们的结构特点，学习它们的表面积、体积的

计算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它们，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比例，是研究四个数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许多生活中的问

题。比如，图形的放大、缩小，图上距离与实际距离的换算等。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许多的现象都与数学相关，学好数学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数学的知识与方

法，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负数的初步认识，我们已经学过整数、小数和分数，它们能表示我们生活中的许多

数量关系。但是，有些数量关系，它们就不能准确地记录和描述了。比如，多与少、左

与右、上与下、盈利与亏损……那么应该怎样表示它们呢？学习了负数，就能准确地表

示它们了。

整理与复习，在近 6 年的小学数学学习中，我们学习了整数、小数和分数的概念，学

习了它们的运算，利用它们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但是，学习的时间太长，整理

与复习是非常必要的。另一个方面，整理与复习是学习的基础环节之一，掌握整理与

复习的方法，是重要的数学能力之一。通过整理与复习的学习，建立良好的数学知识

体系，为后继的数学学习打下基础。

代数式的初步认识，如果说负数的引入，是数学的一大进步，那么用字母表示数就

是数学更大的一次进步。用字母表示数，带来了数学的抽象性和应用的广泛性，是我

们进一步学习数学的重要基础。

初中数学简介，帮助同学们对初中数学内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为初中数学学习

做好准备。

数学伴随我们成长，数学伴随我们进步，数学伴随我们成功。让我们一起随着这

本书，完成小学数学最后阶段的学习，为进入初中数学学习做好准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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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统计

第一章 统计

在生产、生活和科研中，经常要用到统计。我们在前面学过的统计方法有制作统

计表和绘制统计图。还记得折线统计图和扇形统计图的特点吗？

（1）回忆：折线统计图可以清楚地看出……

（2）回忆：扇形统计图可以清楚地看出……

其中还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

在分析统计图时，不要被一些数据不全面的统计图所迷惑，要认真分析，找出

症结。

在制作统计图时，要注意客观准确地反映统计信息，才不至于被误导。

在运用统计图进行比较和判断时，我们要注意统一标准，才不至于发生误判。

下面，我们以果园的水果为例，对统计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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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章引言的问题（1）中已知道折线统计图不但能

表示数量的多少，而且可以表示数量的增加和减少的变化

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个折线统计图的例子。

例 1.图 1-1 和图 1-2 是某果园员工甲和乙分别绘制的同

一果园 2007-2012 年苹果产量情况统计图。初看这两幅统计

图你有什么感觉？

这两幅图看起来苹果产量的

增长幅度不一样。

甲和乙两人绘制的是
同一个果园苹果的产
量统计图，为什么看
起来不一样呢？

苹果/吨

年份

232
230
228
226
224
222
220

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30
228

226
225

223
220

苹果/吨

年份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0
220
225
230
235

220 223
225 226 228

230

图1-1 图1-2

练习

1.防“流感”期间，笑笑每天

都要测量体温，他星期一的体

温情况如图 1-3。
（1）初看这幅统计图，你感

觉 笑 笑 这 一 天 体 温 的 变 化

大吗？

（2）笑笑这一天体温的实

际差距有多大？

2.如果你感觉这幅统计图反映出笑笑的体温变化大，原因是什么？

体温/℃

时间/时

37.6
37.4
37.2
37.0
36.8
36.6
36.4
0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37.6 37.6

37.2
37.0

36.8

36.436.4

36.8

37.0

36.5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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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统计

思考

我们在运用统计图进行比较和判断时，一定要注意什么？

我们在本章引言的问题（2）中知道了扇形统计图可以清楚地看出部分量与部分

量、部分量与总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个扇形统计图的例子。

例 2.如图 1-4 是一幅果园各种果树占有率的统计图。有一些人认为果园里苹果

树最多。你同意他们的观点吗？

里面可能有比苹果树更多的

果树。苹果树25%

桃树14%

梨树
11%李

树
10%

其他树40%

图1-4

统 计 图 中 的 “ 其 他
树”包含果园里的一
些什么果树呢？

练习

1.如图 1-5 是六（3）班学生对本班学生家长从事

的职业情况进行了调查，并绘制的扇形统计图。

（1）你能分析出从事哪种职业的人数最多吗？

（2）在制作上你有什么修改建议？

2.如果你无法分析出从事哪种职业的人数最多，原因是什么呢？

其他30%
公务员15%

农民10%

工人25%商人20%

六（3）班学生家长从事的职业情况统计图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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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我们在分析和制作统计图时一定要注意什么？

习题

1.选择正确的序号填入括号。

要清楚地看出某学生小学阶段身高的变化情况，应绘制（ ）；要清楚地看出某

学生一天中各科作业量的多少情况，应绘制（ ）；要清楚地看出某学生一天中各种

活动时间的占有率，应绘制（ ）。

A. 条形统计图 B. 折线统计图 C.扇形统计图

2.如图 1-6 是 A，B 两饮料公司 2012 年销量统计图

（1）初看图 1-6 统计图后，你有什么感觉？

（2）你认为在根据统计图分析和判断时，要注意些

什么？

3.初看图 1-7 某男生身高情况统计图你有什么感

觉？哪一个年龄段增长得最快？

4. 如图 1-8 是六年级某女生一天的作息时间统

计图。

（1）你能判断出该女生做哪件事情用的时间最少

吗？如果不能判断，你有什么修改建议？

（2）国家规定小学生的睡眠时间要不低于 9 时，图

1-8 中这位女生的睡眠时间符合规定吗？她的学习时间

是活动时间的多少倍？

500

0

销量/亿瓶

A B 公司

图1-6

180
170
160
150
140
130
120
110
100
90

身高/cm

年龄/岁12 14 16 18 20
图1-7

学习25%
睡眠35%

用餐10%
其他15%

活动15%

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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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统计

5.如图 1-9 是某学校对学生最喜欢的课程进行抽样调查后制成的统计图。

（1）你能从图中看出学生最喜欢的是什么课程吗？

（2）如果调查中最喜欢书法的人数比美术多 30 人，你能推算

出学校抽取了多少人进行调查吗？

小 结

一、本章知识结构图

统 计

统计表

统计图

进行准

确判断

得出真

实结论

扇形统计图
制 作 、分 析 时

数据要全面

折线统计图

条形统计图
比较、判断时

标准要统一

二、回顾与思考

本章我们在已经了解几种常见统计图表的特点和作用，会从统计图表中提取相关

信息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会根据分析结果做出简单判断或预测的基础上，进一步认

识到：统计图直观、形象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和预测，但如果对

统计图不进行认真分析，可能会得到不准确的信息，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或判断。因

此，我们应对统计数据进行认真、客观、全面的分析，以保证所得结论的真实性和判断

的正确性。比如，扇形统计图，给出的数据应全面清晰，不要被图上的模糊数据误导；

条形统计图和折线统计图给出的标准应统一，不要被图上的外在表象迷惑，否则会作

出误判。

请你带着下面的问题，复习一下全章内容吧。

1.你能各举一个例子说明条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扇形统计图的特点和作用吗？

2.你能说说在制作统计图或利用统计图分析、判断时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事项吗？

3.你能综合运用学过的统计知识，从统计图中准确提取统计信息吗？正确解释统

计结果吗？

4.你能根据统计图提供的信息，作出正确的判断或简单的预测吗？

5.你能通过对统计信息的分析、判断，给我们的生活提出相关的合理化建议吗？

体育30%
美术
10%

书法25%其他35%

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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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题1

复习巩固

1.判断。

（1）条形统计图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数量增加或减少的变化情况。 （ ）

（2）折线统计图能反映数量的多少，也能反应数量的变化趋势。 （ ）

（3）扇形统计图能反映各部分与总数的百分比关系。 （ ）

2.从学校近 6 年的体检表中提取出自己的视力信息，制作成折线统计图。看一看，

你有什么感觉？

综合应用

3.如图 1-10 是乐乐参加夏令营“野外生存”训练各种消费开支占有率的统计图。

根据统计图，你能判断出哪种项目消费最多，哪种项目消费最少吗？请说明理由。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乺乺乺乺乺乺乺乺
乺乺乺乺乺乺乺乺
乺乺乺乺乺乺乺乺
乺乺乺乺乺乺乺乺
乺乺乺乺乺乺乺乺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8.67%
5.11%

17.56%

22.76%
22.62%

23.28%
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

餐饮费

乺乺乺乺乺乺
乺乺乺乺乺乺
乺乺乺乺乺乺

住宿费

交通费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购物费

娱乐消费

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

其他消费图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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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统计

拓展探索

4.如图 1-11 是地球上各洲人口所占世界总人

口的百分比统计图。

（1）你能看懂这幅统计图的意思吗，它属于哪

种统计图？

（2）哪个洲的人口最多？哪个最少？

阅读与思考

至高无上的数字1

1 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数字。可以说它是万数产生之首，由它而才派生出了整个数

字世界。

当你打开一本按部首排列的大字典时，你会发现它的正文第一行的“一”字。解释

是“数数之始也”，意思就是，1 是数目或计数的开始。娃娃刚学数数的时候，也是从 1
开始的。

古老而庞大的非零自然数家族，是由 1，2，3，4，5，6，7，8，9，10，…，集合在一起组

成的。其中最小的是 1，找不到最大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找。也许你找到

一个你认为的最大的自然数 n，但是，你立刻就会发现另一个自然数 n+1，它大于 n。这

就说明在非零自然数家族中永远找不到最大的自然数。

可别小看了这个最小的 1，它是非零自然数的单位，无论多大的非零自然数，都必

须是由若干个 1 组成；人类最先认识的是 1，有了 1，才能得到 2，3，4，5，6，7，8，9，…，甚

至 0 也是 1-1 得到的。

1 的倒数是 1；1 大于所有真分数；任何非零自然数都可以化成分母为 1 的分数；任

何数乘 1，得它本身；一个非 0 数除以它本身得 1……

1 的平方、立方甚至 n（n 不为 0）次方，值都为 1；上中学后还会学习 a（a 不为 0）的 0
次方的值为 1；0.999…可以认为它就是 1（神奇吧！）。

1 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开始，可以代表一个人，也可以代表一群人；1 可以是一个粒

子，也可以是一个宇宙……

建议大家继续查阅数字 1，看你还有哪些发现？

非洲12.5%

北美洲6.9%
南美洲6.7%南极洲0%欧洲10.4%

大洋洲0.5%

亚洲63%

各大洲人口所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比

图1-11

7



中小学衔接实验教材
数学 SHUXUE

第二章 圆柱与圆锥

看一看我们周围的世界，你会找到很多的几何图形，它们美化了我们的生活，给我

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各种方便。下面的图片是生活中的立体图形，请同学们从自己

生活中找一找你熟悉的几何体。

有哪些熟悉
的几何体呢？

圆柱、圆锥是这些几何体的一部分，你认识圆柱、圆锥吗？你知道它们的表面积和

体积吗？怎么计算呢？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研究圆柱、圆锥的特点，学习圆柱的表面

积和圆柱、圆锥的体积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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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圆柱与圆锥

2.1 圆柱

2.1.1 圆柱的认识

例 1.请同学们观察下面的图片：

上面这些物体的几何特征是：

做一做

像下面这样，把一张长方形的硬纸贴在木棒上，快速转动木棒，会形成什么形

状呢？

AB

C D

AB

C D

以长方形的一边所在直线为旋转轴，其余三边旋转 360°形成的面所围成的几何体

叫做圆柱。

在圆柱的形成过程中，长方形中与旋转轴垂直的两边旋转形成的面，是两个大小

相同的圆面；长方形中与旋转轴平行的一边旋转形成的面，是一个曲面。所以，圆柱是

由两个圆面和一个曲面组成的封闭的几何体。

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