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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小学阶段的教育,对于一个孩子的整个学习生涯乃至后续的工作、生活状态都至关重要。
素质教育提到今天,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家长能够比较准确地定位孩子在小学阶段的成长目标,
开始日益重视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顺应孩子的天性,关注孩子学习兴趣的持续性,
为孩子减负,让孩子快乐成长。

但毕竟小学生也是学生,实实在在地面对着测验、考试、升学压力。于是各种各样的课外

补习提高、竞赛辅导从未真正离开过小学生的生活,各种鱼龙混杂的教辅图书也始终摆在孩子

的桌上。休息时间,各种补习班之间的奔波,重复、低效的题海训练,在时间、精力甚至经济上

都给了孩子和家长持续的压力。
既要成绩,又想要家长和孩子从题海中解放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学习效率。反映在

做题上,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做足好题,做那些真正有助于打牢基础,又能锻炼能力的经典题、
提高题,同时不让过于简单或者过于偏、怪的题目浪费时间。我们把这些好题叫作“优等生

题”,即通过这些题目的训练,能保证学生达到优等生的水平。
本书即针对四年级阶段要求的“优等生”水平精心选题编写。编写人员全部为小学高级教

师及以上职称,在一线教学岗位有着丰富的经验,能够非常精确地把握题目质量,做到题题都

有针对性,循序渐进,既全面又不重复。
在本书的使用上,有以下几点说明:

1.各版本教材均可使用

本书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数学新课程标准》编写,以重要知识点作为训

练单元,精心挑选了各个教材版本的经典题型,开阔学生的视野和思维,并不受特定版本教材

限制。

2.根据学习内容逐个专项提高

本书供学习巩固、提高之用,为非同步类辅导图书。使用本书时,根据课堂学习进度找到

对应专题,有针对性训练,不必按本书既定顺序学习。

3.使用建议

本书每个专题,共设“点睛导航”“精选过关题”“巧练易错题”“挑战竞赛题”四个栏目。在

平时学习过程中针对性训练时,需要严格按照每个栏目逐一完成。如果在完成一个年级学习

之后的假期使用本书,即对本年级所学内容回顾总结时,可以只训练“巧练易错题”和“挑战竞

赛题”部分。
轻松地成为优等生,是每个孩子的梦想,也是每位老师和家长的期望!
轻松地成为优等生,轻松地保持优等生水平,让本书帮你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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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大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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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大数的认识

���� %*"/�+*/(�%"0�)"/(

1.在现实的情境中认识较大的数,会读、会写较大的数。在读数时,要注意先分级再读数。根

据我国从右边起每四个数位是一级的计数习惯,先用“┊”给较大的数分级,再读出来。反

之,在写完一个较大的数时,也应先分级读一读。

2.认识十万、百万、千万以及亿等计数单位及相应的数位名称。

3.掌握数的改写,会求一个大数的近似数。在进行大数的改写时,如果使用“万”作单位,则只

要将这个数最后的4个0去掉,再添上一个“万”字;如果使用“亿”作单位,则只要将这个数

最后的8个0去掉,再添上一个“亿”字。求近似数,我们通常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

����� +*/(�96"/�(60�(6"/�5*�

1.读出下面各数。

3240581 读作:           8080107030 读作:        

12000800 读作:           1095255000 读作:        

2.写出下面各数。

一千零三万零七百 写作:        三千万三千  写作:        

五千八百零九万  写作:        八百万零三十 写作:        

3.比较下面各数大小。

(1)98965○100000   (2)72605○102800
(3)410200○409300   (4)38456○3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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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省略万位后面的尾数,求出近似数。

(1)34900≈      (2)275043≈

(3)170680≈      (4)69094≈

(5)1864302≈     (6)9956730≈

5.把下列各数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1)405万    4500404    440万    4050100

 

(2)80800    8800    80008    80080

 

6.填空题。

(1)在数位顺序表中,从右起第五位是(   ),这个数的计数单位是(   ),这个数位

上如果是6表示(    );第九位是(   )位,它的计数单位是(   ),这个数

位上如果是5表示(   )。

(2)6个百万,7个十万,3个万,5个千组成的数是(   )。

(3)743054是(   )位数,最高位是(   )位,从高位数起,第一个4表示(   ),

第二个4表示(   )。

(4)读亿以内的数,先读(   )级,再读(   )级。读万级的数要按照读(   )级的

读法来读,再在后面加上一个(   )字。每级(   )的零都不读,每级中间有一个

零或连续几个零都只读(   )个零。

����� 2*"0�-*"/�:*�$60�5*�

1.省略“万”后面的尾数时,要看哪一位数? 把它圈出来,再改写。

(1)93596009   (2)536444998

(3)73508000   (4)9870546

2.填空题。

(1)在数位顺序表中,从右边起每(  )个数位是一级,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都

是(  )。读数、写数时要先把这个数分成(  )级、(  )级、(  )级,再读或写。

(2)人的脑细胞约有1410000000个,即约(    )亿个。

(3)86040030是由8个(   )、6个(   )、4个(   )和(   )个十组成的,读

作(        ),把它取至亿位的近似数是(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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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四个百万,六个千,五个十组成的数是(     )。

(5)用四个“7”和四个“0”组成一个八位数(各写一个)

一个零都不读(      )  只读一个零(       )

读出两个零 (      )  读出三个零(       )

3.选择题。

(1)在230□759≈231万的方框里,填上(  )最接近231万。

A.5    B.8    C.9     D.7

(2)2530900000千米省略亿位后面的尾数约是(  )千米。

A.25亿   B.30亿    C.25309亿  D.26亿

(3)一个数的最高位数是百万位,这个数一定(  )。

A.不会小于一百万        B.不会大于一百万

C.不会大于九百万         D.不会大于九十万

(4)一百万一百万地数,数(  )次是一千五百万。

A.150      B.15     C.15000    D.1500

(5)三千零三万零三 写作:(  )。

A.30033003  B.3003003  C.30030003  D.300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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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九位数,个位上的数是6,十位上的数是8,任意相邻三个数字之和都是17,这个九位数

是多少?

2.一个六位数省略万位后面的尾数后得到350000,则这个数最大是(    ),最小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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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三位数乘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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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系乘数末尾有0的笔算乘法的简便算法,掌握几百乘几十、几百乘几十几和几百几十乘几

十的口算方法,并能正确进行口算。

2.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法则:先用两位数个位上的数与三位数的每一位相乘,乘得的积和

个位对齐,再用两位数十位上的数与三位数的每一位相乘,所得的积和十位对齐,最后把两

次乘得的积相加。

3.乘数末尾有0时,积末尾的0的个数不都是由乘数末尾有几个0决定的。乘积末尾0的个

数等于或多于乘数末尾0的个数的总和。

����� +*/(�96"/�(60�(6"/�5*�

1.推算。

(1)4×5=  (2)3×50=  (3)12×3=  (4)14×3=

40×5=   30×50=    12×30=   14×30=

400×5=  300×5=   12×300=  140×30=

2.根据23×32=736直接填空。

23×320=(  )  23×(  )=73600

230×320=(  ) (  )×320=736000

3.列竖式计算下列各题。

254×65=        27×305=       5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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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式计算。

(1)39个304相加的和是多少?

(2)120乘365的积是多少?

(3)18个32的和被8除,商是多少?

����� 2*"0�-*"/�:*�$60�5*�

1.改错。

    

�

�� ��

�� ��

� ��

� �
�
�

h�

�
�

��

���

��

�
�
�

h

2.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数。

(1)
�

� ����h�����

�� ��

� ��

� �

�

�

h

����h���

(2)
�

� ���,�����

���,�����

��

�� ��

�

�

��

� �

�

�

h

3.递等式计算(能巧算的则巧算)。

125×9×8  523-155-223 45×16+16×55 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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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题。

(1)算式“267×59”中的“2”与“5”相乘的积是(  )。

A.10      B.1000     C.10000 D.100000

(2)2个49相乘是多少? 算式是(  )。

A.49+49     B.2×49   C.49×49 D.2+49

(3)三位数乘两位数,积最大是    位数。

A.六      B.五      C.四    D.三

(4)“25×32”的计算结果与   不相等。

A.25×30+25×2      B.25×30×2

C.25×4×8         D.30×32-5×32

5.判断题。

(1)被乘数和乘数的末尾一共有两个0,积的末尾至少有两个0。 (  )

(2)两位数乘两位数,积一定是四位数。      (  )

(3)125×8×40×25,积的末尾有5个0。       (  )

(4)三位数乘两位数,积可能是四位数,也可能是三位数。  (  )



��� 5*"0�;)"/�+*/(�4"*�5*�

1.在□里填上合适的数字。

  
h

�

�

� �

�

�

2.在算式2×□□□=□□□的六个空格中,分别填入2,3,4,5,6,7这六个数字,使算式

成立,并且算式的积能被13整除,那么这个积是多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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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

���� %*"/�+*/(�%"0�)"/(

1.除数是整十数,商是一位数的口算方法:利用表内除法类推或者根据乘除法的互逆关系

计算。

2.除数是整十数,商是一位数的笔算要注意:被除数里面有几个除数,商就是几;余数要比除

数小。

3.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笔算的试商方法是用“四舍五入”法把除数看作与它接近的整十数试

商,试商的过程中会出现过大或者过小的现象,这时就需要调商。

4.当商的末尾出现不够商“1”时,要用“0”来占位,否则商本来是两位数就变成了一位数。

����� +*/(�96"/�(60�(6"/�5*�

1.下面的括号里最大能填几?

30×(  )<163   20×(  )<84     70×(  )<300

40×(  )<186   60×(  )<378    90×(  )<596

50×(  )<345   40×(  )<250    80×(  )<627

2.按要求填空。

(1)84÷20=□……□      (2)245÷60=□……□
因为□×20<84   因为□×60<245
所以84里有□个20   所以245里有□个60

(3)97÷30=□……□      (4)170÷50=□……□
因为□×30<97   因为□×50<170
所以97里有□个30   所以170里有□个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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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竖式计算(带“*”号的要验算)。

65÷30= *169÷40= 645÷82=  *282÷32=

4.在括号里填上适当的数。

3小时=(  )分钟;   4分钟=(  )秒;     360分钟=(  )小时;

180秒=(  )分钟;   240小时=(  )天;     480分钟=(  )小时。

5.填空题。

(1)93÷31,商的最高位在(  )位,商是(  ),商是(  )位数。

(2)208÷52,商的最高位在(  )位,把52看作(  )试商,商是(  )。

(3)78÷26想78里有(  )个20,(  )×26=(  ),所以商是(  )。

(4)两个数相除,余数是29,除数最小是(  )。

(5)一个数除以28,余数是13,被除数最小减掉(  ),就正好没有余数。

6.列式计算。

(1)576是72的多少倍?    

(2)甲数是176,是乙数的22倍,甲、乙两数的和是多少?

����� 2*"0�-*"/�:*�$60�5*�

1.在□里填怎样的数商不需要改? 填怎样的数,商需要改?

(1)
��

�

�

    (2)
��

�

� �

不改商,□里填(  );  不改商,□里填(  );

商改小,□里填(  )。   商改大,□里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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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空题。

(1)708÷92的商是(  )位数,最高位在(  )位。

(2)□÷51=16……(  ),当余数为34时,被除数是(  ),被除数最大是(  )。

(3)182÷□=10……12,□里应填(  )。

3.改错,把正确的竖式写在下面的方格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李师傅加工700个零件,是徒弟的5倍,徒弟加工的零件比李师傅少多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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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胖在计算除法时,把被除数436写成了346,结果得到商28余10,正确的计算结果应该是

商(  )余(  )。

2.在□里填上合适的数。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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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

角的认识与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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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线段的一端无限延长,就得到一条射线;把线段的两端无限延长,就得到一条直线。线段

有两个端点,能测量长度;射线有一个端点,不能测量长度;直线没有端点,也不能测量

长度。

2.从一点起画两条射线,可以组成一个角,角由一个顶点和两条边组成。

3.度量角的大小可用量角器,常用单位是“度”(°),量角的时候要做到:“中心对顶点,零线对一

边,它边看度数,内外要分辨。”

����� +*/(�96"/�(60�(6"/�5*�

1.填空题。

(1)根据下图填空。

A B C

① 以点B为端点的射线有(  )条,分别用字母表示是(         );

② 图中一共有(  )条线段,分别用字母表示是(           );

③ 图中一共有(  )条直线。

(2) a b c

上面各图形中,(  )是线段,(  )是射线,(  )是直线。

(3)过一个点可以画(  )条直线,从一个点出发可以画(  )条射线;同时过两个点可以

画(  )条直线;同时过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点可以画(  )条直线。



专题四 角的认识与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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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4)如图所示是一个(  ),点(  )是它的顶点,CA 和CB 是它的

(  ),它可以记作(    )。

(5)下图中哪些是角? 在角下面的括号里画“√”。

���� ���� ��������

2.判断题。

(1)射线可以无限延长。 (  )

(2)角的两边越长,角就越大。 (  )

(3)一条直线长4厘米,它的一半是2厘米。 (  )

(4)

G

E

F

这是∠EGF。

 (  )

3.量出下列各个角的度数。

 

1

A

BO

  ∠1=(  )   ∠AOB=(  )

 
AO

C
O B

D

  ∠COA=(  )   ∠BOD=(  )

 
A

BO

1

  ∠AOB=(  )   ∠1=(  )

����� 2*"0�-*"/�:*�$60�5*�

1.选择题。

(1)如图所示,图中一共有(  )个不同的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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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O E

A.10  

B.11  

C.5  

D.无法数

(2)如图所示,(  )与∠1相等。

1
2 3

4
5

A.∠2  

B.∠3   

C.∠4   

D.∠5

2.画一画:过下面任意两点画直线,你能画出几条? 请画出来。

3.如图所示,图中有(  )条射线,组成了(  )个角,分别是多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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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一数,下面图中共有多少条线段?

A B C D

2.数一数,图中有多少个锐角?

A

B

C

D
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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