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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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的数

第1课 生活中的数

必备知识点

❶ 数一数的方法

数物体的数量时，要一个一个按顺序数 , 可以选择从左往右或从上到下，也可以选择从右往左或

从下往上的顺序，这样就能避免重复与遗漏。当要数的物体是在一幅情境图中，而图中有多种物体时，

要学会使用不同的标记，边数边做。

❷ 比一比的方法

（1） 在比较多少时，一般把需要比较的物体一一对应，哪种物体有多余，这个物体就比较多。

（2） 在比较轻重时，有时可以直接比较，有时需要借助工具来进行比较，例如天平。在借助天平比

较重量时，哪边低表示哪边重，哪边高表示哪边轻。

（3） 在比较长短时，可以把需要比较的物体一端对齐，弯的拉直，直接比较。有时比较长短也需要

借助工具，例如方格图、尺子。在借助方格图比较长短时，一般以一个方格的长度作为单位，分别数出

每条线段所占的格数，所占的格数越多，这条线段就越长。

（4） 在比较高矮时，把需要比较的物体放在同一水平面，然后直接比较。

（5） 两个以上的物体进行比较时，就会出现最多、最少等结果，要记住，每个物体都要进行比较，而

不是只和一个物体比较，当然有时必须通过简单的推理才能得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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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易错点
❶ 重点

（1） 通过数数活动，初步学会数数的方法。

（2） 经历从主题图中抽象出数的过程，能用 1~10 正确地表述物体的数量。

（3） 通过观察、操作等活动，学会比较事物的多少、大小、轻重、高矮、长短、远近、宽窄、粗细、厚

薄等。

❷ 难点

（1） 初步建立数感及一一对应的思想。

（2） 在比一比的过程中形成初步的观察、分析、比较能力。

❸ 易错点

（1） 初学数数时，很容易重复或遗漏，特别是几种物体一起数时，一定要按照一定的顺序去数。

（2） 在用一一对应的方式来比较多少时，不能只看头与尾对应了就凭直觉得出结论，有时物体因

为自身的大小不一样，造成了头尾对应的假象。例如下图中的苹果与香蕉，看上去头尾对应了，可是

如果用笔一一对应连一连就能发现数量是不同的。

（3）在做“将物体与相同数目的黑点连线”类型的题时，一定要掌握正确的数数方法，越是做到后

面越要认真，不要因为是最后一个就不数了而直接连线。因为有时题目中给出的条件是多余的，有些

物体根本就没有相对应的黑点，而有时相对应的黑点可能有两种物体可以与之相连，所以细心才是做

题的关键。

（4）比较两根绳子的长短时，不要只看两端对齐了，就判断两根绳子一样长，有时有一根绳子是弯

曲的，如果把它拉直了，它就会变长。这一点不仅适用在绳子上，对于比较路的远近时，原理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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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 生活中的数

名校考题重现

【江苏海门 ·东洲小学】 数一数，在最多的水果后面打“√”。

（  ）

（  ）

（  ）

【思路点拨】 这幅图上画了许多水果，在数数时，首先要分类，然后再数每种水果有几个。注意只有

同一种水果才能放在一起数。我们先把水果分成西瓜、草莓和桃子三类，然后采用标记法来数，按一

定的顺序，数一种水果做一个标记，数另一种水果就做另一种标记，这样就能正确数出水果的个数了。

最后发现西瓜有 6 个，草莓有 8 个，桃子有 5 个，所以在草莓后面的括号内打“√”。

【特别提示】 做这种把几种物体混放在一起数数的题目时，应先进行分类，只有同类的物体才能放在

一块数，而数的时候也要按照一定的顺序，可以从左往右或从上往下数。当然最好可以数一个用笔做

一个记号，这样数就又对又快了。

【江苏 ·射阳市外国语学校】 比一比，在最重的水果后面画“√”，最轻的画“ ”。

【思路点拨】 从图中可以看出，1 个梨的重量＝ 3 个橘子的重量，可知 1 个梨比 1 个橘子重。而 3 个

橘子的重量＝ 2 个香蕉的重量，可知 1 个香蕉比 1 个橘子重。可见 1 个梨和 1 个香蕉都比 1 个橘子重，

从而推断出橘子是最轻的，那么最重的就是香蕉或梨。观察两幅图我们还可以得出 1 个梨的重量＝ 2

个香蕉的重量。所以梨比香蕉重，那么最重的就是梨。

【特别提示】 两个以上的物体进行比较时，会出现要寻找最重、最轻等比较结果，在做这种类型的题

时，把要比较的物体都比较一下，当然还要加上推理与判断，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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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高邮实验小学】 下图是三只小兔子在比高矮，在最高的小兔子下面画“√”，最矮的下面画

“ ”。

【思路点拨】 “最高”是指其中一只兔子比另外两只兔子都要高，“最矮”是指其中一只兔子比另外两

只兔子都要矮。因为这三只兔子不是站在同一水平高度上，所以不能直接比较。但仔细观察这些兔

子背后的横条，横条间的距离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数横条的方式来比较。第 1 只兔子占了 7 个

横条，第 2 只兔子占了 6 个横条，第 3 只兔子占了 5 个横条。由此可知第 1 只兔子最高，第 3 只兔子

最矮。

【特别提示】 在做比较题时，有时可以直接比较，当不能直接比较时，要学会借助工具，比如这道题里

的横条。把比高矮转化成了比横条的多少，要知道转化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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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 生活中的数

考点巩固

1. 找朋友，连一连。

2. 按照箭头指示的路径走，哪只兔子先吃到萝卜？在它的后面画“√”。

3. 数一数，在每样物体后面的括号内画“ ”表示数目。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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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轻重：最重的画“√”，最轻的画“ ”。

（1）

（2）

5. 比长短：最长的画“√”，最短的画“ ”。

（1）                   （2）

 

6. 比多少：每个小动物住一间房，房间够吗？

 够 

不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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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 生活中的数

权威竞赛题重现

【例 1】 小动物们排队做操，小猴的前面有小狗、小猫和老虎，小猴的后面有狐狸、小熊和小猪，聪明的

你知道做操队伍中一共有几只小动物吗？

【思路点拨】 这种题可以用画图来解决，不画复杂的动物，而是用记号来表示小动物。根据题意，我

们先画小猴，用  来表示小猴，然后把小猴前面和后面的动物用  表示。于是下面这幅小动物排

队做操的简易图就完成了。要想知道做操队伍中一共有几只小动物，只要数一数就可以了，一共有

7 只。

      

小猴

【特别提示】 在数数时，注意不要遗忘小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 画图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根据题意，

题中怎么说，就怎么画，而且只需画出简易图就可以了。

【例 2】 ①和②是两个盛水相同的杯子，分别放入大小不同的两块

石头后，水面有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你知道大石头在哪个杯中吗？

【思路点拨】 杯子里盛水相同时，放入的石头越大，水面就升得越

高。现在①号杯里的水高，②号杯里的水低，这就说明大石头在①

号杯里，而②号杯里放的是小石头。

【特别提示】 通过这一类题的学习，我们应该知道，在装有同样多水的杯子中，放入的物体越大，水面

上升得越多，同理，放入的物体越小，水面上升得越少。在某一物体中添加另外一些物体，总量会增加，

在某一物体中取走另外一些物体后，总量就会减少。但如果只是改变物体的形状或大小，这个物体

本身不会发生改变。如果是在水中加入同样多的糖，水越多，糖水越淡，而如果水越少，那么糖水就会

越甜。

【例 3】 看图回答：哪只猴子先吃到香蕉？在它的上面画“√”。

【思路点拨】 问哪只猴子先吃到香蕉，其实是在比较哪只猴子走的路短。由于这两条路线都是弯弯曲

曲的，不容易直接看出来，但仔细观察发现猴子走的都是小方格的一条边线，而且每个小方格的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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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所以我们只要数每只小猴走了几条边线就可以判断了。左边的猴子走了 15 条边线，右边的

猴子走了 14 条边线。可见右边的猴子可以先吃到香蕉。

【特别提示】 在借助方格图比较长短时，遇到像这种直接走的是方格的边线，我们直接数格子的边线

就可以比较了，但也会遇到走方格中的斜线段的，我们还是可以用数线的方法，但要知道，一个方格里

的斜线比一个方格的边线要长。所以当两条路线数到的线段一样时，含有斜线段的越多，则那条线段

越长。

【例 4】 看图回答：鸭重还是鸡重？在它后面的方框里画“√”。

          ①             ②

【思路点拨】 观察图①知道 1 只鹅 =2 只鸭，而图②则说明 2 只鹅比 4 只鸡要重。我们要比的是鸭与

鸡的关系，所以要把鸭和鸡放在天平上，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让鹅来“帮忙”。因为 1 只鹅 =2 只鸭，

那 2 只鹅 =4 只鸭，可以推论出 4 只鸭比 4 只鸡重，所以 1 只鸭比 1 只鸡重。

【特别提示】 借助天平来比较重量时，我们要学会看天平，当天平是平衡时，天平一侧物体的个数越多

说明这个物体越轻，相反物体个数越少，说明这个物体越重。当天平不平衡时，低的那头重，高的那头

轻。用天平比较时，有时需要用替换的方法来比较，比如这道题里的鹅就是替换品，成为解决这道题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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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 生活中的数

培优训练

1. 两块一样的方糖，放到下面的两个杯子里，哪杯更甜些？

①      ②

2. 看图回答：哪只猫先吃到鱼？在它下面的  里画“√”。

3. 有 8 个小朋友在排队买电影票，小芳前面有 5 个人，那小芳的后面有几个人呢？

4. 比一比哪只小动物最重，哪只小动物最轻，在最重的后面画“√”，最轻的后面画“ ”。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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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题库

1. 数一数，下图共有（  ）个圆。

2. 找出最长的铅笔，在它后面的  里画“√”。

①

②

③

3.

　　这里有（  ）只手，一共有（  ）根手指头。我是（  ）个（  ）个数的。

4. 看图回答：哪只兔子最先吃到胡萝卜？在它的后面画“√”。

5. 看图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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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 认数（一）

第2课 认数（一）

必备知识点
❶ 写数的方法

写数时，要注意执笔方法和写字姿势，做到“眼离书本一尺，胸离桌沿一拳，手指离笔尖一寸。”要

注意笔顺，看清起笔和收笔的位置，书写时一定要把日字格写满。

❷ 认识“=”、“>”、“<”

（1） 比较物体间数量的多少时，最好的方法是一一对应。

（2） 相等的情况下用“=”表示；不相等的情况下用“>”或“<”表示。不管“>”还是“<”，开口总

是对着大的数。

（3） 比较数的大小时，在自然数列中，一般前面的数总比后面的数小。

❸ 认识数字 0

一个物体也没有可以用 0 表示。但 0 还有其他的含义，如直尺上的“0”表示开始，而在号码中，“0”

可用来占位。

重点、难点、易错点
❶ 重点

（1） 对数字 0~10 的含义的理解，初步理解“几”和“第几”的含义。

（2）认识“=”、“>”、“<”这三种数学符号及其含义，同时知道这三种数学符号的读法和作用。

（3） 理解 10 以内数的顺序，会比较 10 以内数的大小。

❷ 难点

（1） 初步建立数感，能区别“几个”和“第几个”。

（2） 会用“=”、“>”、“<”这三种数学符号，建立符号感。

❸ 易错点

（1） “4”的写法。生活中人们习惯把“4”写作 ，但这种写法是错误的，正确的写法是 。

（2） 区别“左”、“右”两个方向。在找第几个是什么物体时，要先确定是从哪边数起，再开始数。

（3） 用“0”表示没有一个物体。当没有物体时，有的小朋友就不写了，要知道一个也没有时就用

“0”表示，“0”也是一个数，一个比 1 小的数。

（4） 理解 10 个 1 就是 1 个 10。10 是个很特殊的数，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十进制计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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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考题重现

【江苏南京 ·下关区第二实验小学】 在下面的直尺图上按顺序填数。

(   ) 1 2 (   ) (   ) 5 (   ) (   ) (   )

【思路点拨】 从图中可知，括号中应填 0、3、4、6、7、8。直尺的上数都是按从小到大排列的，而且 0 排

在第一位，表示从这里开始，然后只要按顺序往下数，填进去就可以了。

【特别提示】 在做“找直尺（或数轴）上没有写出的数”一类的题目时，一定要知道 0 是在最左边，表示

开始的位置。直尺上的数都是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的，只要依次数出就可以了；数轴上的数也是按

从小到大的顺序，但不一定依次出现，可能有一定的规律，找到规律后填出即可。

【江苏 ·海门市实验小学】 看图回答问题。

（1） 上图一共有（  ）种水果。

（2） 从左边数，  在第（  ）个；从右边数，  在第（  ）个。

（3） 的前面有（  ）种水果，后面有（  ）种水果。

【思路点拨】 这道题共有 3 个问题，要按照要求逐个回答。第（1）问其实是用数来表示事物的个数，

注意数数的时候不要重复也不要遗漏，数到几就是几。这里一共有 7 种水果。第（2）问其实是用数

来表示事物的顺序，所以要找准方向再去数。从左边数，香蕉在第 4 个；从右边数，菠萝在第 3 个。第

（3）问求的是草莓前面和后面水果的个数，数后发现前面有 5 个，后面有 1 个。

【特别提示】 这类问题是用数表示事物个数和顺序的习题，为的是让孩子理解“几个”、“第几”的含义。

几个表示总共的数量，而第几个只表示一个，而且这个“第几”和方向有关。

【北京 ·朝阳区白家庄小学】 在下面的  里填上合适的数字。

 9 ＞     4 ＜     8 ＞ >4    <7<

【思路点拨】 这是一道开放题，每个□里可填的数字不止一个，只要符合题意的都可以填。对于

9> ，这里填的数应该比 9 小，那 0 能不能填呢？（8、7、6、5、4、3、2、1、0）；而对于 4< ，这里填

的数应该比 4 大，想想我们认识的哪些数比 4 大呢？（5、6、7、8、9、10……）；而 8> >4 表达的意

思要复杂一些，要一步步来理解，8> □表示要填的数比 8 小，而 >4 表示要填比 4 大的数，把这两

个要求结合起来，就是填比 8 小，比 4 大的数，所以应填 7、6、5。 <7< 也要一步一步来理解，

<7 表示要填比 7 小的数，而 7<  表示要填比 7 大的数。所以左边的  内可填 0、1、2、3、4、5、

6，右边的  内可填 8、9、10……

【特别提示】 这类问题其实是关于数的比较，如果是比较具体的物体，我们可以用一一对应的方式来

比较，而对于只有数出现，没有具体的物体时，就直接比较。在比较时，一定要注意看清符号，明确“>”

和“<”的方向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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