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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当你走进书店，关于奥数和数学培优的读物可谓铺天盖地、层出不穷，那么

到底什么样的培优辅导书真正适合小学生使用呢？为此，在广泛征求广大教师、

家长和学生的意见后，我们结合教育部颁发的新课标，着眼于儿童心理特点和学

习特点，博览群书，系统梳理了小学阶段的数学知识点和数学思维方法。为使精

心策划与构思得以充分体现，我们邀请各地名师精心编写了这套《从满分到培

优》系列丛书，作为一套完全覆盖小学阶段各种版本的数学培优教材，它适合大

部分小学生阅读。此书不但是课本知识的提高，更是知识的活学活用。

本丛书共有6册，每册由18课组成，每一课为一个专题，可全学年使用。值

得一提的是，我们编写的时候充分整合了各个版本的重要内容，所以在阅读时要

看清目录，可以跳跃式地学习。其中，每一课的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螺旋

上升，共分为以下五大板块。

必备知识点  整理了每一专题的知识要点，帮助学生理清要点，主动建构，

扫清盲区，必要时背一背、记一记，大有裨益。

重点、难点、易错点  帮助学生明白孰轻孰重，哪些知识点容易出错，以便

早做准备，提前思考，重点关注，力争事半功倍。

名校考题重现  站在各地名校考试前沿，领略各地考题的无限风光，使学生

更加自信、从容应对考试。

权威竞赛题重现  展示国内外的经典奥数题，让学生感受到奥数并非遥不可

及，使其开阔视野，拓展思维，信心倍增。

智慧题库  从“满分”和“培优”两个层次设计题目，巩固课本重点知识，

让学生融会贯通，驾轻就熟，从满分生变成数学高手。

当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若书中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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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   长度单位

第1课   长度单位

必备知识点

❶ 基本概念

（1）图钉的长度大约是 1厘米，厘米用符号“cm”表示。

（2）100 厘米的长度就是 1米，1米大约有 5支铅笔长，米用符号“m”表示。

（3）线段必须是“直”的，线段有两个端点。

❷ 单位的使用

（1）测量比较短的物体一般用“厘米”作单位。0 到 1 之间的长度是 1 厘米。尺上相邻两个数字

之间的长度都是 1厘米。

（2）测量比较长的物体用“米”作单位。生活中，比如旗杆的高度、楼房的高度、跑道一圈的长度

等都要用“米”作单位。

（3）在实际运用中，要学会估测物体的长度。要善于运用我们人身上的“尺子”，比如“一步”的长

来进行合理的估测。

❸ 量物体长度的方法

	 一般把尺的“0”刻度和物体的一端对齐，然后看一下物体的另一端指在尺上的刻度是多少，这个

刻度即是物体的长度。（注意：物体和直尺要对齐、放平）

	 我们也可以从尺上的任何一个刻度开始量，这时候物体的长度就等于后面的刻度减去前面的刻

度。

	 当物体较长时，要用米尺量多次。在量的时候，要做到每次量完做好记录，并且做好标记，下一次

从标记处开始量，最后把每次测量的结果加起来。

❹ 单位间的换算

1 米＝ 100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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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易错点

❶ 重点

（1）认识长度米和厘米，知道 1厘米、1米大概有多长。

（2）会使用厘米和米作单位测量线段或物体的长度，能合理估计一些物体或线段的长度。

（3）会画指定长度的线段，会简单的实际测量。

（4）能合理运用长度单位，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❷ 难点

（1）建立 1厘米、1米的长度表象，知道生活中的 1厘米、1米大概是多长。

（2）能够灵活合理运用知识，并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3）学会合理地估测生活中一些物体的长度。

❸ 易错点

（1）在选择单位的时候一定要准确，既要看清数字，同时又要跟身边的事物比较一下，判断合理不

合理。比如：小华的身高是 120（　　　）。先想填“米”对吗？ 1米用手比划一下，那么长，那么 120

米显然不合理，应该填“厘米”。再比如：小华的身高是	1（　　　）20（　　　）。这是一个复名数，

表示两部分合起来。这时，前边的单位填“厘米”就不合适了。所以，应该填小华的身高是	1（米）20（厘

米）。

（2）在实际测量或者画线段中，要学会正确地使用直尺。要看清所量物体是否是从“0”刻度开始

的。如果不是，那么应该用后面的刻度减去前面的刻度，这才是实际测量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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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考题重现
【江苏	·海门市实验小学】将下面的长度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一排。

	 40 厘米	 	 1 米	 	 1 厘米	 	 10 厘米

【思路点拨】在这四个数量中，只有一个单位是“米”，我们可以把 1 米转化成 100 厘米，接下去从大

到小排列起来就不成问题了。

1米＞ 40 厘米＞ 10 厘米＞ 1厘米

【特别提示】做这样的题目，首先应看清要求，是从大到小，还是从小到大。另外，在填写答案的时候，

一定要用题目中给我们的原数，比如题目中给我们的是“1 米”，我们就不能把它写成“100 厘米”。填

写后别忘记检查一下。

【天津	·大港区第七小学】1厘米 1厘米地数，数（　　　）次是 1米。

【思路点拨】这题就是考查学生对于厘米和米知识点之间的关系是否灵活掌握了。知道了 1 米等于

100 厘米，还要理解题目的意思，1厘米 1厘米地数，实际上就是数 100 次就是 1米了。

【特别提示】解决这样的问题，要重点读懂题意，联系本单元的知识点，细致思考。

【河北石家庄	·维明路小学】在（　　　）里写出所量线段的长度。

1 2 3 4 5 6 70

【思路点拨】本题中，线段的一个端点不是从“0”刻度开始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用后面的刻度

减去前面的刻度。所以线段的实际长度是 6-1=5 厘米。

【特别提示】一般情况下，我们测量物体或线段的长度都是从“0”刻度开始的，这样另一端对着几，就

是几厘米。本题要看清是从哪一个刻度开始的，到哪一个刻度结束，中间的长度才是实际测量的长度。

解决问题时，可以用后面的刻度减去前面的刻度，得数是几，就是几厘米。

【北京	·黄城根小学】在下图每两点之间画一条线段，你能画出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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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点拨】动手画一画。我们以第（4）问为例，按一定的顺序，从一个点出发，依次连接到其他四个

点。比如：从 A点出发，依次连接 AB、AC、AD、AE，这样就有了 4 条线段。然后再从 B点开始，依次

连接 BC、BD、BE、这样，有序连接，可以形成下图：

B
D

EA

C

根据这样的连接思路，一共有：	4+3+2+1=10（条）线段。

所以，第（1）问共 1条，第（2）问共 3条，第（3）问共 6条，第（4）问共 10 条。

【特别提示】做这样的题，一定要有序思考。画线段的时候，从一点出发，依次连接其他点，再从第 2

个点开始，直至全部连完。小朋友们，这里面还有什么规律呢？你能找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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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巩固
1．算一算

7厘米＋ 8厘米 =（　　　）厘米

90厘米＋ 10 厘米 =（　　　）厘米 =（　　　）米

2．填一填

小明身高 120（　　　）	 	 黑板长 4（　　　）

操场跑道长 400（　　　）		 	 手指宽 1（　　　）

3．画一画：画一条比 8厘米少 5厘米的线段。

4．填一填

5．连一连：每两点之间画一条线段。下面 4个点可以画（　　　）条线段。

	 	 	

6．量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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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竞赛题重现
【例题 1】	数一数，下图中一共有多少条线段？

B DA C

【思路点拨】数线段时，为了做到不重复、不遗漏，我们需要仔细观察，按序数出。从 A点出发的线段

有AB、AC、AD；从B点出发的线段有BC、BD；从C点出发的线段有CD。所以，一共有3+2+1=6	（条）。

掌握规律后，我们可以直接列式计算：	3+2+1=6（条）。

答：图中一共有 6条线段。

【特别提示】在处理数学问题时，这种按序思考的方法经常用到，它能将问题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根

据例题，可以得出规律：线段的总条数等于 1+2+3+4+…+（n-1），其中，n为线段中的总点数。

【例题 2】先画一条长 8 厘米的线段，再把这条线段剪成长度相等的 4 段，每段长多少厘米？至少要剪

几次？如果要剪成 8段，至少要剪几次？

【思路点拨】先画一条长 8厘米的线段，再平均分成 4段，每段是 2厘米，在图上分一分，至少剪 3次。

	

我们发现，剪 8段的话，只要剪 7次就可以了。

答：每段长 2厘米，至少要剪 3次；如果要剪成 8段，至少要剪 7次。

【特别提示】遇上这样的题，我们可以动手试一试。在试一试中，很快就可以发现规律：剪的次数 =

段数－ 1，段数 =剪的次数 +1，段数 -剪的次数 =1，灵活运用这个规律，可以解决很多实际问题。

【例题 3】小猴家离游乐场 300 米，小兔家离游乐场 200 米。小猴家和小兔家最近相距多少米？最远

呢？

【思路点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画图理解。如果小猴与小兔家住在同一个方向，这时相距最近为

300 － 200 ＝ 100（米），如下图所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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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两家住在相反的方向，那么相距最远，为 300 ＋ 200 ＝ 500（米），如下图所示。

	

【特别提示】画图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好的策略。在这道题里，因为有两种可能，画图能清晰地知道

小猴家、小兔家和游乐场的位置。

【例题 4】一把直尺，大部分刻度已经看不清楚了，只有以下 5 个刻度，用这把尺能够直接量出多少种

不同的长度？

	

0 1 5 11 20 cm

【思路点拨】我们可以这样有顺序地去想：0到 1是 1厘米，0到 5是 5厘米，0到 11 是 11 厘米，0到

20 是 20 厘米；然后想：1 到 5 是 4 厘米，1 到 11 是 10 厘米，1 到 20 是 19 厘米；5 到 11 是 6 厘米，5

到 20 是 15 厘米；11 到 20 是 9厘米，所以，一共可以量出 10种不同的长度。

【特别提示】其实这道题和我们前面讲过的数线段的方法是一样的。一共有 5 个点，所以有

1+2+3+4=10（条）线段，我们可以直接量出 10种不同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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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优训练
1．小红把 2张 15 厘米长的彩带纸条连在一起，重叠处的长度是 5厘米，连接好的彩色纸条长多少厘

米？

2．	数一数，下图中一共有几条线段。

	

3．	画一条长 10 厘米的线段，再把它剪成长度相等的 5段，至少剪几次？

4．	猴子发现井里有一个月亮，以为天上的月亮掉了下来，赶紧回家拿了一根绳子来捞月亮。它把绳

子对折再对折，扭成一股粗绳，这股粗绳长 5米，刚好够着水面。你说这根绳子原来长多少米？

5．爸爸身高 1米 80 厘米，妈妈比他矮 20 厘米，妈妈身高多少厘米？姐姐的身高在他俩的中间，是个

整十厘米数，姐姐的身高是多少？	

6．蚂蚁小小要爬 10 厘米高的竹竿。小小白天爬上 2 厘米，夜晚又退回 1 厘米。你知道小小第几天

能爬到竿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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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题库

【提高题】

1．在 里填上“＜”“＞”或“=”。

5米	 6 米	 	 8 米	 8 厘米	 	 1 米	 100 厘米

90 厘米	 1 米	 	 60 厘米	 6 米		 150 厘米	 1 米 50 厘米

2．在（　　　）里填上合适的长度单位“米”或“厘米”。

一支铅笔大约长 20（　　　）	 	 	 一棵大树高约 14（　　　）

教室的长约是 6（　　　）	 	 	 	 一本《新华字典》厚约 5（　　　）

台灯高 40（　　　）		 	 	 	 数学书宽 17（　　　）

一张课桌高 80（　　　）	 	 	 	 小红身高 1（　　　）35（　　　）

3．填一填。

10 3 42 10 3 42

	 	 	 　（　　　）厘米	 	 	 	 （　　　）厘米

4．教室长 8米，用 2米长的卷尺量，需要量几次？

5．一支蜡笔用去 2厘米，还剩下 8厘米，这支蜡笔原来长多少厘米？

6．一捆绳子长 15米，第一次用去 5米，第二次用去 6米，一共用去多少米？还剩下多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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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题】

1．小燕用铁丝围了下面两个图形。

	 	 	 	 	 	 	 （１）　围①号图形需要多少厘米铁丝？

	 	 	 	 	 	 	 （２）　围②号图形需要多少厘米铁丝？

	 	 	 	 	 	 	 （３）　围这两个图形一共用多少厘米铁丝？

2．把两根长都是 30厘米的铁条焊接为一根，焊接头（见下图）是 5厘米，焊接后的铁条长多少厘米？

5

3．如下图每两个点之间画一条线段，四个点之间可以连接（　　　）条线段。最长的一条线段大约长	

（　　　）厘米。

4．一只青蛙从一口深 9 米的井底往上爬。每爬 3 米要用 3 分钟，然后停下来休息 2 分钟，请问青蛙

从井底爬到井沿上共要用多少时间？

① ②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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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   加法和减法

必备知识点

❶ 基本概念

（1）将两部分合起来，我们就用加法来计算。为了保证相同计数单位上的数相加，列竖式时我们

应做到相同数位对齐，并且要从个位加起。

（2）两个数量进行比多、比少，或者从总数里减去一部分，要用减法来计算。要学会 100 以内的

两位数加、减两位数；会计算加减两步式题。

（3）估算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计算技能，要学会结合具体情景进行加、减法估算，并能说明估算的思

路。

（4）能够运用所学的 100 以内的加、减法知识解决生活中的一些简单问题。

❷ 注意点

（1）笔算加法时要注意：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加起，个位满十向十位进 1。

（2）退位减要注意：遇到被减数的个位不够减，要从十位退一，十位上是 0，要从被减数的百位数

退 1当“10”再来减。

（3）正确的估算方法：①去尾法。②进一法。③凑十法。

❸ 简单的关系式

	 卖出的 +剩下的 =原有的

	 原有的 -卖出的 =剩下的

	 原有的 -剩下的 =卖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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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

重点、难点、易错点

❶ 重点

（1）学会并掌握两位数加、减两位数的笔算基本方法。

（2）理解并掌握竖式的计算方法：相同数位对齐。

（3）能够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能正确选择条件计算所求问题。

（4）注意两位数笔算加法的书写格式，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❷ 难点

（1）熟练掌握计算方法，并能准确计算。

（2）理解求一部分数的实际问题用减法解决，能比较熟练地解决实际问题。

❸ 易错点

（1）在比较大小时有一类情况不用计算就可以直接填符号。例如，一个加数不变，另一个加数变

大，算式的答案也就大。被减数不变，其中的减数变大，差反而变小。

（2）在求减数的实际问题中，要先找出其中的数量关系式，先找出总量，再找出总量包含的两个部

分量，最后根据已知量与未知量，确定适当的计算方法，不要忘了写上单位名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