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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到底

        有什么用

当小朋友听到“数学”这个词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很神秘

呢？其实啊，生活中处处离不开数学，生活中处处都有数学。因

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在不知不觉地运用着数学。只不过有

时候问题比较简单，所以大家往往不会重视。

举一个例子，假如你和妈妈一起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一种饼

干，有大袋和小袋两种包装，一小袋重200克，价格是2元；一大

袋重1000克，价格是9.5元。那么买哪一种更实惠呢？这也是数学

的简单应用，我们可以分别求出每克饼干的价格来进行比较。

小袋中，每克饼干的价格是2÷200=0.01元；大袋中，每克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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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的价格是9.5÷1000=0.0095元。因为0.01＞0.0095，所以大袋装

更实惠。当然，除此之外还可以用其它方法比较，比如：5小袋

的重量等于1大袋的重量，买5小袋需要2×5=10元，而买1大袋

只要9.5元，所以大袋装更实惠。

这些都只是生活中最简单的问题，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很

复杂的问题，都需要通过数学来解决。以后小朋友还会学习更

多、更复杂的数学知识，那时候你们就能解决更多、更复杂

的问题了。而现在，我们抛开课本，到生活里去看看，去

瞧一瞧生活里的数学是不是更有趣。

           生活

                创造了数字！

我们的生活中总是要用到数字，买东西要看看自己买了多

少，做作业要知道自己做了多少道题，上学的路上要知道自己走

了多长时间，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的数字。这些数字可不是从石头

缝里蹦出来的，而是我们的祖先在不断的实验中得来的，这些都

是生活给了我们祖先以灵感。

那时候，人们每天早晨出发放羊，就会在树干上划几道痕

迹，每道痕迹就代表一只羊。晚上，他们牧羊回来，就把每一只

羊和树上的一条痕迹相配。用这样的方法，人们就能知道羊的数

量是多了还是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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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样，人们依旧不知道具体的数目。于是人们就开始堆

聚石子来表示数字，也就是先把石子依照手指的个数分成许多小

堆，每堆有十个石子，这样就可以计算超过十的数了。

这些都是人们在生活中用来帮助自己的方式，聪明的人还

需要更加先进的方式来计数，所以他们就发明了划痕结合数石头

的方式，用划痕来表示石头的数量，一个就划一道，两个就划两

道，这样最初的数字就形成了。如果没有生活中的采集、放牧，

人们可能根本不能意识到数字的重要性。所以说，是生活创造了

数字。

       乘法口诀中

                  的秘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几个人同时去

买东西，有的人能根据商品的数量和每件商品的价格，很快地说

出商品的总价，而有的人却不能。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掌握

了乘法口诀中的秘密。如果你也能掌握乘法口诀中的秘密，那你

在解决类似问题时，也会做到又准又快。好了，就让我们一起来

探求乘法口诀中的秘密吧！

王老师给了小明50元钱，让他

去商店买奖品。小明买了5本同

样的故事书，可是在回学校的

路上，小明不小心把发票弄丢

了，他只记得这些书花了30多

块钱。那小明应该退给王老师多

说到阿拉伯数字，你一定会认为这是阿拉伯人创造的。

其实这是个误会，阿拉伯数字最早是由印度人发明的。8世纪

时，这种数字传到了阿拉伯国家。12世纪初，由于阿拉伯人到

欧洲去做生意，才把这十个数字带到了欧洲，欧洲人就认为这

是阿拉伯人创造的，便称这种数字为阿拉伯数字。后来大家弄

清楚了事实真相，便称它为印度阿拉伯数字。但人们在习惯上

还是称它为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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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钱呢？你知道每本故事书多少钱吗？

这个时候就需要乘法口诀来帮忙了，小明买了5本书，花了30多块

钱，那么根据乘法口诀表“五六三十，五七三十五，五八四十”，

我们很容易得出：每本书7块钱，小明还需要退给老师15块钱。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要分东西，怎样才能够把一堆东西

平均分配呢？用乘法肯定是不行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除法

来帮忙。那么除法该怎么算呢？可能大家会有很多办法，通过比

较我们会发现，用乘法口诀求商的办法比较简便。那我们就在实

际应用中看一看吧。

妈妈买了12个桃子，准备放在盘子里给客人吃。每个盘子里

只能放3个桃子，那么我们一共需要多少个盘子呢？如果我们牢

记乘法口诀的话，就会立刻想到“三四一十二”，所以用除法解

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用到乘法口诀：12÷3=4，答案就是要用4

个盘子。

看到了吧，生活里有很多地方需要乘法和除法，小

朋友一定要牢记乘法口诀表，做个数学小能手哟。

         多才多艺

                的数字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是一首流传已久的民谣。虽然时代

变迁，但海内外华人仍在传颂着它。不久前，在澳大利亚悉尼市

一家华人办的中文报纸上，就刊出了类似的儿歌。它写得浅显、

优美，听起来就像是催眠曲，又像是一首独特的数字歌：摇啊

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夸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二包，

三只栗，四颗枣，五个手指紧紧抓。又有饼，又有糕，吃了糕饼上

学校，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你看，这首儿歌里大部

分都是数字。而且数字不光会唱歌，它还有很多本事呢。

小朋友大都背过古诗，尤其是数字古诗，内容浅显，意境

深远，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先来看看我们比较熟悉的一首诗：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支花。”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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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穿插应用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10个数字，而且是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一点也不乱，很

好地表现了恬静平和的田园风光，读起来朗朗上口。小朋友记性

好，读过两三遍，就能牢牢记住了。

这样的数字古诗，小朋友可能会背许多，像清代画家、“扬

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所作的《咏雪诗》也极富代表性：“一片

二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芦花总不

见。”

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孔乙己改数字。

过去浙江绍兴有个穷秀才，叫做孔乙己。有一天，他走到

街上，看到点心店门口的招牌上写着“一文钱一个元宵”。孔乙

己摸摸自己的口袋，里面正好只有一文钱，可是这一个元宵怎

么吃得饱呢？于是他拿起毛笔，在“一文钱一个元宵”的第二个

“一”字上添了一笔，变成了“一文钱十个元宵”。之后，孔乙

己拿出口袋里的一文钱，店伙计看看招牌，二话没说，给他盛了

10个元宵。

后来，老板知道了，非常生气，要孔乙己赔钱。孔乙己笑眯

眯地说：“如果我把‘一’字改成‘千’字，你岂不是亏得更大了

吗？”没办法，老板只好自认倒霉，以后写数字也学会用大写了。

可见汉字中的数字“一、二、三……”确实有容易被涂改的缺点，

所以，在经商记账、签合同、开发票时，必须用繁体字“壹、贰、

叁……”来代替。人民币上就印着这种数字，它们是不能简化的。

小朋友，看到了吧，数字在生活中不光

能够计数，它还多才多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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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先加减

                还是先乘除

前面学过了一些数学知识，小朋友应该知道：数学里面的基

本运算就是加减乘除这四种。单独的加法、减法、乘法、除法，

小朋友一定都知道怎么算，要是一个算式里又有加法又有乘法，

我们又该怎么样去处理呢？不要急，我们先来看看生活中的几个

小例子。

1.小明去文具店买了5本练习本，每本练习本5毛钱；他又买

了3支铅笔，每支铅笔2毛钱。小明一共付了多少钱？

2.小王妈妈到菜场买菜，她买了2斤青菜、5斤带鱼，青菜每

斤2元钱，带鱼每斤8元钱。小王妈妈应该付多少钱？

3.小华到食品店买了3块蛋糕，每块蛋糕3元

钱；她又买了3个面包，每个面包2元钱。小华一共

花了多少钱？

这几个问题都是要先算出每样东西的钱，然后再把几样东西的

钱加起来，就是总共要付的钱。我们计算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

1.先求买练习本的钱：5×5=25（角），再求买铅笔的钱：

2×3=6（角），然后求一共付了多少钱：25+6=31（角），也就

是说小明一共要付3元1角钱。

2.先求买青菜的钱：2×2=4（元），再求买带鱼的钱：

8×5=40(元)，然后求一共付了多少钱：4+40=44（元），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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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妈妈应该付44元钱。

3.先求买蛋糕的钱：3×3=9（元），再求买面包的钱：

2×3=6（元），然后再求一共花了多少钱：9+6=15（元），就是

说小华一共花了15元钱。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买不同的东西求总价的问

题，像上面的第三个例子。买相同数量的不同东西，求总价的问

题，则较少遇到。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先算乘法、

除法。这些生活里的小例子给我们学习数学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

路：当我们在同一个算式中遇到乘法和加法的时候，我们要先算

出乘法和除法，再算出加法和减法，即“先乘除，后加减”。小

朋友，你要是再碰到这样的题目，就想一想上文中的小例子吧，

这样你一定会记得更牢固。

“龟兔赛跑”

          中的数学

小朋友都听说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要向乌龟学习，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在听这个故事时，

不知道你想没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兔子没有睡很久，在乌

龟还没到终点的时候，兔子已经醒了。它看到乌龟爬过留下的

痕迹，发现乌龟已经超过它了，所以它就开始加速追赶乌龟。这

时乌龟已经在兔子前面200米了，如果兔子跑的速度是每分钟12

米，而乌龟爬行的速度只有每分钟2米。那么兔子要经过多长时

间才可以追上乌龟呢？想一想，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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