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复习

一 圆

一、圆的认识(一)

1. 圆的特征:由一条曲线围成的封闭图形,圆上任意一点到圆心

的距离都相等。

2.圆的画法。

(1)手指画圆法。

以拇指为固定点,食指与拇指间的距离不变,将食指绕拇指旋转

一周,食指的运动轨迹就形成了一个圆。

(2)实物画圆法。

把圆形物体放在纸上固定不动,用笔沿实物的边缘描一周,就画成了

一个圆。

(3)系绳画圆法。

用一个图钉、一根线(没有弹力)和一支笔画圆的方法:用图钉将线的

一端固定在一点上,用笔将线拉直并绕这个固定的点旋转一周,就画

成了一个圆。

(4)圆规画圆法。

根据圆心到圆上任意一点的距离(即半径)都相等,可以用圆规来

画圆。步骤如下:

①把圆规的两脚分开,定好两脚间的距离(即半径);

②把带有针尖的一只脚固定在一点(即圆心)上;

③把带有铅笔的一只脚绕这个固定点旋转一周,就可以画出一

个圆。

3. 圆的各部分名称。

在食指绕拇指旋

转一周的过程中,拇指

所按的点不变,食指与

拇指间的距离不变。

用图钉、线和笔

画圆时,图钉要固定

好,线要拉直。

用圆规画圆,针尖

所在的位置是圆心,两

脚间的距离是半径。

1.同一个圆里有

无数条半径,长度都相

等。

关注微信公众号“捷思课堂”获取更多学习资料！ 第1页



(1)圆心。

画圆时,圆规带有针尖的脚所在的点叫圆心。

圆心一般用字母 O表示。

(2)半径。

用圆规画圆时,圆规两脚之间的距离就是所画圆的半径,即圆心到

圆上任意一点的距离叫半径。

半径一般用字母 r表示。

在同一个圆里,所有半径的长度都相等。

(3)直径。

通过圆心并且两端都在圆上的线段叫作直径。直径一般用字母 d

表示。在同一个圆里,所有直径的长度都相等。

4. 圆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圆有无数条直径,无数条半径;同圆(或等圆)中的直径都相等,半

径都相等;直径的长度是半径的 2倍,可以表示为 d=2r或 r=d2。
5. 圆心和半径的作用:圆心确定圆的位置,半径决定圆的大小。

6. 圆在生活中的应用。

汽车车轮、自行车的车轮、球、齿轮、方向盘、圆规、井盖、

钟表、水杯、环岛……

二、圆的认识(二)

1. 圆的对称性:圆是轴对称图形,直径所在的直线是圆的对称

轴。圆有无数条对称轴。

2 . 常见的轴对称图形的对称轴的数量。

正方形有 4条、长方形有 2条、等边三角形有 3条、等腰三角

形有 1条、等腰梯形有 1条和圆有无数条。

2.直径是圆内最

长的线段。

1.判断直径和半

径时,一定要看其是否

经过圆心。

2.圆的大小与半

径的长短有关,与它所

在的位置无关。

3. 在同圆(或等

圆)中,“d=2r ”才能成

立。

圆的对称轴是直径

所在的直线,而不是直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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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圆的对称性确定圆心的方法。

方法一 把圆形纸片按下面的方法对折,两条折痕的交点就是

圆心。

方法二 把圆形纸片沿不同的方向任意折出两条直径(直径所

在的直线即对称轴),两条直径(折痕)的交点就是圆心。

4.圆与内接或外接正多边形组成的组合图形的对称轴是经过圆

心的正多边形的对称轴。

三、欣赏与设计

综合运用旋转、轴对称和平移的知识设计图案。

四、圆的周长

1.圆的周长的意义。

圆的周长就是圆一周的长度,也可以理解为将圆滚动一圈的长

度。直径的长短决定圆周长的大小。

2.圆周长的测量方法。

方法一 用滚动法测量圆的周长。

在圆形硬纸板的边缘上点一点 A,使点 A对准直尺的 0刻度,然后

使圆形硬纸板在直尺上向右滚动一周,点 A 所指的新刻度就是这个

圆形硬纸板的周长。

方法二 用绕线法测量圆的周长。

在圆形硬纸板的边缘上点一点 A,使点 A对准线的一个点,然后用

线从点 A 开始绕圆形硬纸板一周,做好标记,再拉直并测量绕圆形硬

纸板一周的线的长度,该长度就是圆形硬纸板的周长。

易错点:对称轴是

一条直线,所以直径所

在的直线是圆的对称

轴。

利用圆可以设计

出美丽的图案,并且设

计图案时可以综合运

用平移、旋转和轴对

称的知识。

绕线时,要选择

没有弹性的线,并使线

与圆形硬纸板的边缘

完全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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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圆周率的意义。

圆的周长除以直径的商是一个固定的数,我们把它叫作圆周率,用

字母π表示,计算时通常取 3.14。

4.圆的周长的计算公式。

如果用字母 C表示圆的周长,那么 C=πd或 C=2πr。

5.圆的周长计算公式的应用。

已知圆的半径、直径和周长三种量中的一种量,就可以求出另外

两种量。

(1)已知圆的半径,求圆的周长:C=2πr。

(2)已知圆的直径,求圆的周长:C=πd。

(3)已知圆的周长,求圆的半径:r=C÷π÷2。

(4)已知圆的周长,求圆的直径:d=C÷π。

五、圆的面积

1.圆的面积的含义。

圆形物体所占平面的大小或圆形物体表面的大小就是圆的面

积。

2.圆面积的计算方法:

方法一 用数格子的方法估算出圆的面积。

在圆内画方格数一数,得到圆的面积。

此方法无法得到圆的面积的精确值。

方法二 转化法:将圆转化成平行四边形。

(1)将一个圆形纸片分别分成 8等份、16 等份后剪切、拼接。

所有圆的圆周率

都相等,约等于 3.14。

易错点:圆的周

长的一半与半圆的周

长不同,半圆的周长包

括圆周长的一半和一

条直径的长度。 半圆

的周长用公式表示为

C=πr+d=πr+2r。

错例:π=3.14

分析:在计算时,

圆 周 率 π 通 常 取

3.14,3.14是一个近似

值。π是一个无限不循

环小数,它的近似值是

3.14,但它并不等于

3.14。

正解:π≈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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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圆时,要沿着半径剪开;拼接时,也要使半径重合。

发现:把圆分成 8等份、16等份后,可以拼成近似的平行四边形。

(2)将一个圆形纸片分成 32 等份后剪切、拼接。

发现:把圆平均分成的份数越多,每一份就会越小,拼成的图形就

越接近平行四边形。

3.拼成的平行四边形和圆之间的比较。

观察圆和剪拼后的图形,可以发现:(1)在剪拼的过程中,图形面积

的大小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形状改变了,即圆的面积等于拼成的平行

四边形的面积。(2)拼成的平行四边形的高相当于圆的半径,它的底相

当于圆的周长的一半。

4.公式推导。

圆的面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底×高

=C2×r
=πr×r

把圆平均分成的

份数越多,每一份就会

越小,拼成的图形就越

接近平行四边形。

1.拼接后的图

形总有两条边是曲线,

所以只能叫“近似平行

四边形”。

2.圆的面积公

式的推导过程中运用

了转化的思想。

r²与 2r的区别:

r²表示的是 r×r,读作 r

的平方 ;2r 表示的是

r+r。半径越长,圆的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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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r²

圆的面积计算公式:(1)文字公式为圆的面积=圆周率×半径的平

方;(2)如果用 S 表示圆的面积,r 表示圆的半径,那么圆的面积计算公

式是 S=πr²。

5. 把圆转化成三角形,推导圆的面积计算公式。

(1)把一个由草绳编织成的圆形茶杯垫片沿一条半径剪开,得到许

多长短不同的草绳,然后把草绳按由短到长的顺序排列,拼成一个三

角形。

(2)三角形的面积相当于圆的面积,三角形的底相当于圆的周长,

高相当于圆的半径。三角形的面积=底×高2 ,所以圆的面积公式为

S=2πr×r2 =πr²。

6.圆的面积计算公式。

如果用 S表示圆的面积,r表示圆的半径,那么圆的面积计算公式

是 S=πr²。

7.圆的面积计算公式的应用。

求圆的面积必须知道圆的半径。当已知圆的直径或周长,求面积

时,必须先求出圆的半径。

(1)已知圆的半径,求圆的面积:S=πr²。

(2)已知圆的直径,求圆的面积:r=d2,S=πr²=π d2 2
。

(3)已知圆的周长,求圆的面积:r=C÷π÷2,S=πr²=π(C÷π÷2) ² 。

8. 圆环的面积计算公式。

内圆面积:S内=πr²

错例:一个圆的半

径是 1.5 cm,它的面

积是多少?

错解:

3.14×1.5×2=3.14×3=

9.42(cm²)。

正解:

3.14×1.52=3.14×2.2

5=7.065(cm²)。

先算内圆的面积,

后算外圆的面积,最后

用外圆面积减去内圆

面积。

半圆的面积:

S=πr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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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圆面积:S外=πR²

圆环面积:S环=πR²-πr²=π(R²-r²)

半圆的面积=圆的面积÷2

组合图形的面积:

几种基本图形的面积相加;

几种基本图形的面积相减。

二 分数混合运算
一、分数混合运算(一)

1.分数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与整数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相

同,没有括号的,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计算;有括号的,要先算括号里

面的,再算括号外面的。

2. “连续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 的解题方法:依据分数

乘法的意义,用这个数连续乘几分之几。

3.分数连乘的运算顺序:没有括号的,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计算;

有括号的,要先算括号里面的,再算括号外面的。

4.根据“除以一个数,等于乘这个数的倒数”,可以把分数乘除混

合运算或分数连除直接改写成分数连乘进行计算。

二、分数混合运算(二)

1.整数的运算律在分数运算中同样适用。在分数混合运算中

运用运算律,可以使计算简便。

2.“已知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或少)几分之几,求这个数”的解

题方法:

先找准题中不同的

单位“1”,再根据已知或未

知的量确定计算方法。

在分数混合运算中

运用运算律,可以使计算

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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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根据分数乘法的意义,求出多(或少)的几分之几是多少,

再用加(或减)法求这个数;

(2)先求出另一个数占单位“1”的几分之几,再根据分数乘法的

意义,用乘法计算。

3.“已知总量及一部分量占总量的几分之几,求另一部分量”的

解题方法:

(1)总量-总量×已知部分量占总量的分率=另一部分量;

(2)总量×(1-已知部分量占总量的分率)=另一部分量。

三、分数混合运算(三)

1.“已知比一个数多(或少)几分之几的数是多少,求这个数”的

解题方法:

(1)先求比这个数多(或少)的数占这个数(即单位“1”)的几分之

几,再根据分数乘法的意义列方程解答;

(2)先求出比这个数(即单位“1”)多(或少)的几分之几是多少,

再根据加减关系列方程解答。

2.“已知一部分量占总量的几分之几及另一部分量,求总量”的

解题方法(用方程解):

把总量看作单位“1”,可以根据“总量×(1-已知部分量占总量的

分率)=另一部分量”列方程解答;也可以根据“总量-总量×已知部分

量占总量的分率=另一部分量”列方程解答。

乘加、乘减混合运

算中包含两级运算,计算

时要先进行第二级运算,

再进行第一级运算。

求单位“1”是多少,用

方程法解答比较简便。

画图理解数量关系

时,要先画表示单位“1”的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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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观 察 物 体

一、搭积木比赛

1.辨认并画出从不同方向(上面、正面、左面)观察到的立体图形

(不超过 5个小正方体组合)的形状。

要想正确画出从不同方向(上面、正面、左面)观察到的立体图形

(5 个小正方体组合)的形状,应选好观察的方向,并确定观察到的立体

图形画成平面图形后的正确位置。

2.根据给定的从两个方向观察到的平面图形,确定搭成这个立体

图形所需要的小正方体的数量范围。

(1)根据给定的从两个方向观察到的平面图形,确定搭成这个立

体图形所需要的小正方体的数量范围时,可以采取根据给出的平面

图形还原立体图形的方法,将可能搭成的立体图形的各种情况一一

列举出来,然后数出需要的小正方体的数量。

(2)根据从两个方向看到的形状搭立体图形的方法是不唯一的。

3.根据给定的从一个方向观察到的平面图形和小正方体的数量

还原立体图形。

根据给定的从一个方向观察到的平面图形和小正方体的数量可

以还原成不同的立体图形,要把可能搭成的立体图形的各种情况一

一列举出来。

检验方法:根据平面图形摆立体图形时,摆完后要进行观察,验证

所看到的形状与已知平面图形是否相符。

要综合从不同方

向看到的所有平面图

形,才能确定原来的立

体图形是什么形状。

错例:

选择:观察下面的

立体图形,下面的说法

中正确的是( C )。

A.从正面和右面

观察到的形状相同

B.从上面和左面

观察到的形状相同

C.从左面和右面

观察到的形状相同

分析:左、右的位

置具有相对性,一般情

况下,从左面和右面观

察到的形状有所不

同。题中的立体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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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视图:三视图是观察者从三个不同方向观察同一个立体图形

而画出的平面图形。一个物体有六个视图:从物体的前面向后面看,

所得到的视图称为主视图,也叫正视图,能反映物体前面的形状;从物

体的上面向下面看,所得到的视图称为俯视图,能反映物体上面的形

状;从物体的左面向右面看,所得到的视图称为左视图,也叫侧视图,能

反映物体左面的形状;其他三种视图不常用。三视图就是主视图(从正

面看)、俯视图(从上面看)、左视图(从左面看)的总称,能够基本完整

地表达物体的外部结构。

二、观察的范围

1. 观察点的位置越低,观察到的范围越窄(小);观察点的位置越

高,观察到的范围越广(大)。

2.观察物体的时候,观察点距离被观察物体越近,观察到的物体

越大,观察景物的范围越小;观察点距离被观察物体越远,观察到的物

体越小,观察景物的范围越大。

三、天安门广场

1.判断拍摄地点与照片的对应关系的方法:可以假设自己在拍摄

地点,根据照片中景物的特点,联系生活经验判断;也可以借助实物模

拟,创设模拟情境,亲身观察,得出结论。

2.判断连续拍摄的一组照片的先后顺序的方法:可以假设自己随

着拍摄者的行走路线游览,想象自己会依次看到哪些景物;也可以联

系生活实际,借助实物模拟,创设模拟情境,亲身观察,得出结论。

从不同位置观察到的

形状如下:

因此,从正面和右

面观察到的形状相

同。

正解: A

温馨提示:解答这

类题时,要先画出从不

同位置观察到的形状,

再从中选择相同的。

观察物体时,观察点

的位置距离观察物体

的远近、高低发生变

化时,所观察到的画面

及范围也会发生相应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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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百 分 数
一、百分数的认识

1.百分数的意义: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数叫

作百分数。百分数也叫百分比、百分率。

2.百分数的读写:写数时,去掉分数线和分母,在分子后面写

“%”;读百分数时,先读百分号,再读百分号前面的数。

3. 百分数和分数的区别与联系:

联系:都可以表示两个数量的倍比关系。

区别:①意义不同,百分数只表示两个数量的倍比关系,不可以

表示具体数量,后面不能带单位名称;分数既可以表示具体的数量,

又可以表示两个数量的倍比关系,表示具体数量时可以带单位名

称。

②百分数的分子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小数,而分数的分子不

能是小数,只能是除0以外的自然数;百分数不可以约分,而分数一

般能通过约分化成最简分数。

③任何一个百分数都可以写成分母是 100 的分数,而分母是

100 的分数不一定具有百分数所表示的意义。

④应用范围不同,百分数在生产和生活中,常用于调查、统计、

分析和比较,而分数常常在计算、测量中得不到整数结果时使用。

在计算过程中,要注意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二、合格率

1.合格率:合格的产品数量占产品总数的百分之几。

在写百分号时,两个

圆圈要写的小些,以免和

数字 0混淆。

百分数表示的是两

个数的倍比关系,不表示

一个具体的值。

易错点:

判断:25 m 可以写成

40%m。( √ )

分析:虽然分数可以

化为百分数,但当分数表

示具体数量时,不能化为

百分数,因为百分数不能

表示具体的数量,后面不

能加单位名称。

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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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数化成百分数:可以先把小数化成分母是 100 的分数,再

改写成百分数;也可以先把小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位,再在后面

添上“%”。

3.分数化成百分数:可以先把分数化成小数(除不尽时,通常保

留三位小数),再改写成百分数;也可以先把分数化成分母是100的

分数,再改写成百分数。

4. 一些常见的百分率的意义和计算方法。

发芽率:发芽的种子数量占种子总数的百分之几。

发芽率=发芽种子数

种子总数

出米率:米的质量占稻谷质量的百分之几。

出米率= 米的质量

稻谷的质量

出勤率:出勤人数占应出勤人数的百分之几。

出勤率= 出勤人数

应出勤人数

及格率:及格人数占考试人数的百分之几。

及格率=及格人数

考试人数

5. 百分率的应用。

(1)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应用题的解题方法与

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的应用题的解题方法相同,只是

要将计算结果化成百分数。

(2)求百分率问题的实质就是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

几,结果要化成百分数。

百分率一般指部分

占整体的百分之几,用部

分除以整体,最后的结果

要化成百分数,除不尽的

百分号前面一般保留一

位小数。

出勤率、成活率、合

格率、发芽率、及格率等

最高是 100%;完成率、增

长率、利润率等可以超过

100%。

计算合格率的方法

与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

的几分之几的方法相同,

只是结果用百分数表示。

百分数化成小数,去

掉百分号后,千万不要忘

记把小数点向左移动两

位。

一位小数表示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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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养含量

1.百分数化成小数:把百分号去掉,同时把小数点向左移动两

位(位数不够时,用“0”补足)。

2.百分数化成分数:把百分数改写成分母是 100 的分数,能约

分的要约成最简分数。

3. “求一个数的百分之几是多少”的问题的解题方法:与“求一

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的问题的解题方法相同,都用乘法计算,即

用这个数乘百分之几。

4.在计算时,要根据具体情况,先把百分数转化成分数或小数,

再计算。

四、这月我当家

1.百分数的应用题与分数应用题的解题思路相同,都要找准

单位“1”,单位“1”已知,求部分量,可以直接用乘法计算。

2.“已知一个数的百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的解题方法:可以

根据等量关系式“单位‘1’×百分之几=已知量”列方程解答。

3.“已知一个数的百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也可以用除法计

算。

之几,两位小数表示百分

之几,三位小数表示千分

之几……

当小数点向右移动

两位时,所得的数就扩大

到原来的 100 倍,再添上

百分号,又使它缩小到现

在的 1100,所以数的大小是

不变的。

整数可以看作小数

部分为 0 的小数。如

2=2.0=2.00。

一个数的小数点,向

左移动两位,位数不够时

用“0”补足。

整数也可以看作分

母是“1”的分数。如 5=51。

五 数 据 处 理

一、扇形统计图

1.扇形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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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统计图是以一个圆作为总体,表示各部分量占单位“1”

的量。根据各部分量所占的百分比,用大小不同的扇形在这个圆中

表示部分量,所以称为扇形统计图。扇形所占的百分比越大,扇形

的面积就越大;扇形所占的百分比越小,扇形的面积就越小。

2. 扇形统计图的特点:能清楚地看出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

系,也就是部分占整体的百分比的大小。

3. 从扇形统计图中获取信息的方法:先与整体比较,看各部

分占整体的百分比是多少,再看各部分之间谁占的百分比大,在此

基础上仔细分析,得出结论。

二、统计图的选择

选择统计图的方法:条形统计图便于看出数据的多少;折线统

计图便于看出数据的变化趋势,也能看出数据的多少;扇形统计图

能清楚地看出部分与整体及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扇形统计图不能直接表示数量的多少。

条形统计图的特点与作用:

特点:1. 用一个单位长度表示一定的数量;

2. 用直条的长短表示数据的多少。

作用:能清楚地看出各数据的多少,便于相互比较。

折线统计图的特点与作用:

特点:1. 用一个单位长度表示一定的数量;

2. 用折线的起伏表示数据的增减变化情况。

作用:能清楚地看出数据的增减变化情况和数据的多少。

扇形统计图的特点与作用:

扇形统计图中,各个

扇形占整个圆的百分比

之和应等于 100%,大于

100%或小于 100%都是

错误的。

为了区分扇形统计

图中的各种量,代表不同

量的扇形应涂有不同的

颜色。

在选择统计图时,要

根据题中数据的特点来

选择合适的统计图。

错 例 : 将 小 红

2006~2013 年身高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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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用整个圆的面积表示总体,用圆内的扇形面积表示各部

分量占总体的百分比。

作用:能清楚地看出各部分占总体的百分比及部分与部分之

间的关系。

三、身高的情况

分段整理、分析数据的方法:可以先把数据排列,并根据需要

把数据按一定的标准分段整理,再用统计图描述数据,最后对数据

作出全面的分析,并解决问题。

四、身高的变化

1. 绘制复式折线统计图的方法和步骤:绘制复式折线统计图

的方法和步骤与绘制单式折线统计图的方法相同,只是在同一统

计图中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线表示不同的量,并要标明图例。

2.观察统计图的方法:通过运用横向观察、纵向观察、对比观

察等多种方法,从中获取更多信息,提出并解决问题及作出合理的

预测。

3.比较两组数据的方法:

(1)比较两组数据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2)比较两组数据的平均值;

(3)把两组数据分段比较。

1. 要按一定的标准对数据进行合理分段。整理时注意不要遗

漏数据。

2.要分段整理数据,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分析。观察统计图

时,不仅要看每个数据的大小,还要把数据进行比较。

在依据统计图解决问题时,要能够选择合适的统计量,进行比

较和分析不同数据的区别,并且能够预测它们的变化趋势。

化情况制成统计图,应绘

(A)统计图。

A. 条 形 B. 折 线

C.扇形

分 析 : 将 小 红

2006~2013 年身高的变

化情况制成统计图,除了

想在统计图中看到小红

这几年来每一年的身高,

还想知道这几年来小红

身高的变化情况。既能清

楚地看出数据的多少,又

能看出数据的变化情况

的是折线统计图,而条形

统计图只能清楚地看出

数据的多少。

正解: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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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比 的 认 识

一、生活中的比

1.生活中两个量之间存在倍比关系。

2. 比的意义:两个数相除,又叫作这两个数的比。

3.比的各部分名称:“∶”是比号,读作“比”。比号前面的数是比

的前项,比号后面的数是比的后项。比的前项除以比的后项,所得的

商叫作比值。

4. 求比值的方法:用比的前项除以后项得到一个数,这个数

就是比值。比值可以是分数,也可以是小数或整数。

5. 比与除法、分数的关系:

(1)比的前项相当于被除数、分子,比的后项相当于除数、分

母,比值相当于商、分数值,比号相当于除号、分数线。因为除数和

分母不能为 0,所以比的后项也不能为 0。

(2)用字母表示比与除法、分数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a∶b=a÷b=ab(b≠0)。
6. 连比。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数的关系也可以用比来表示。

例如:一个长方体的长、宽、高的比是 2∶3∶4(读作 2 比 3 比 4),

这样的比称为连比。

7. 比在生活中的应用。

(1)两个同类量进行比较时,它们的比值表示这两个数量之间

的倍比关系。

1.比表示两个数之

间的倍比关系。

2.比与除法、分数

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但

三者的意义不同。

3. 比是有序的 ,如

果颠倒比的顺序 ,就会

得到另一个比 ,表示的

意义也不同。

4. 比与除法、分数

的区别 :比表示一种关

系,除法是一种运算,分

数是一个数。

易混点:教材中所

讲的“比”与体育比赛中

的“比”意义不同。体育

比赛中的“比”是记录比

赛双方得分的一种形

式,它可以记作 2∶0,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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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个相关联的非同类量进行比较时,它们的比值表示一个

新的量,要加单位名称。

二、比的化简

1.最简整数比。

比的前项和比的后项都是整数,并且比的前项和后项的最大

公因数是 1。

2. 把一个比化成最简整数比的过程,叫作化简比。

3. 比的基本性质。

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或除以同一个不为 0的数,比值的大小

不变。

4. 比的前项和后项不能同时乘或除以 0的原因。

(1)因为除数不能为 0,所以比的前项和后项不能同时除以 0。

(2)因为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 0后,比的后项变为 0,而 0不能

作比的后项,所以比的前项和后项也不能同时乘 0。

5.化简比的方法。

(1)整数比的化简方法:

方法一,先把比改写成分数的形式,再把这个分数进行约分,最

后改写成最简整数比;

方法二,把比改写成除法算式,根据商不变的规律,把被除数和

除数同时除以它们的最大公因数,求出商后再化成最简整数比;

方法三,把比的前项、后项同时除以它们的最大公因数,直接化

成最简整数比。

示一个队得2分,另一个

队得 0 分 ,而教材中的

“比”表示倍比关系。

易错点 :因为除数

和分母不能为 0,所以比

的后项也不能为 0。

1.在化简比的过程

中必须保证比值不变 ,

且最后结果仍然是两个

数的比。

2. 比的基本性质

与分数的基本性质、商

不变的规律是一样的。

3. 利用比的基本

性质解答有关比的实际

问题时 ,要注意的是比

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或

除以同一个不为0的数,

而不是同时加上或减去

相同的数。

错例:

关注微信公众号“捷思课堂”获取更多学习资料！ 第17页



(2)分数比的化简方法:

方法一:根据比与除法的关系,将比改写成除法算式,并求出结

果,商用最简分数表示,然后将最简分数转化成最简整数比的形式;

方法二:把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它们分母的最小公倍数,然

后按照整数比的化简方法化成最简整数比。

(3)小数比的化简方法:

方法一:根据比与除法的关系,将比改写成除法算式,根据商不

变的规律,将被除数与除数同时扩大到原来的相同的倍数(0 除外),

从而化成整数比,然后按照整数比的化简方法化成最简整数比;

方法二:根据比的基本性质,先把比的前项和后项的小数点向

右移动相同的位数,将小数比化成整数比,然后按照整数比的化简方

法化成最简整数比。

6.化简比和求比值的区别。

(1)在计算依据上,化简比依据除法中商不变的规律、分数中分

数的基本性质及比的基本性质;求比值依据比值的意义。

(2)在计算方法上,化简比时可以改写成分数约分化简,也可以

改写成除法求商化简,还可以把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或除以同一

个不为 0的数;求比值则是用比的前项除以比的后项。

(3)在结果的表现形式上,化简比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最简整数

比;求比值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数,可以是分数、小数或整数。

三、比的应用

1. 按一定的比进行分配的意义。

选择:把 10 g盐放入

90 g 水中 ,盐和盐水的

质量比是(A)。

A.1∶9 B.9∶10
C.1∶10 D.10∶1

分析:此题错在盐水

的质量应是盐和水的质

量和。答案 A中的 1∶9

是盐和水的质量比 ,答

案 B中的 9∶10是水和

盐水的质量比 ,答案 D

中的 10∶1是盐水和盐

的质量比。盐和盐水的

质 量 比 应 该 是

10∶(10+90)=1∶10。盐

水是由盐与水组成的 ,

判断时要正确理解“盐

水”等溶液的组成成分。

求比时 ,一般都要化成

最简整数比。

正解:C

1. 根据两个数的

比 ,可以求出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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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常常需要把一个数量按照一定的比进

行分配,这种分配方法通常叫作按一定的比进行分配。

2.按一定的比进行分配问题的解法。

(1)按一定的比进行分配的问题,应先求出总量一共被平均分

成了几份,再找出各部分量占总量的份数,采用平均分的方法求出每

份具体的数量,最后用分数乘法求出各部分相应的具体数量;

(2)先求出总量一共被平均分成了几份,再用相应的分数来表

示各部分量,最后用分数乘法来解答;

(3)列方程解答,先设每份的量为 x,再用每份的量乘分成的份

数,表示各部分量,最后根据“部分量+部分量=总量”列方程解答。

3.按一定的比进行分配解决问题方法的应用。

(1)已知总量及两个部分量间的比的关系,求部分量。

(2)已知一个部分量及两个部分量间的比的关系,求总量。

(3)已知一个部分量及两个部分量间的比的关系,求另一个部

分量。

数占这两个数总和的几

分之几。

2. 解决按比分配

的问题时 ,一定要注意

已知量所对应的份数是

多少,已知量÷已知量对

应的份数=一份量。

3. 解决按比分配

的问题时 ,不但要找准

分配的比 ,还要找准被

分配的量。需要注意的

是被分配的量一定是各

部分量的和。

4. 解决按比分配

的问题时 ,一定要找准

单位“1”的份数,以便准

确确定分数的分母。

5. 在实际生活中,

要使分配方法更合理 ,

按比分配 ,这样才能使

结果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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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学 好 玩

一、反弹高度

活动任务

篮球、乒乓球从高处落地后都会反弹。通过实验让两种球从

同一高度自由落下,测试哪种球会反弹高一些以及各自的反弹高

度是多少。

1.实验方案的内容。

(1)设计实验步骤。

(2)明确小组分工。

(3)收集并记录数据。

2.实验步骤。

(1)选一块靠墙的平地,在墙上量出三个高度并做上标记。

(2)选择篮球分别从这三个高度自由落下,在墙上标出球的反

弹高度,记录量得的数据,并求出每次反弹的高度是起始高度的几

分之几。

(3)选择乒乓球分别从这三个高度自由落下,在墙上标出球的

反弹高度,记录量得的数据,并求出每次反弹的高度是起始高度的

几分之几。

3.分工。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在小组内部成员中,有落球人员、测

量人员、观察人员和记录人员,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1.球从指定高度落

下时,要将球的上沿(或下

沿)与高度标记齐平。

2.要细心观察球的

反弹高度,并根据反弹的

最高点(或最低点)及时做

上标记,测量反弹高度时,

可以保留整厘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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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集并记录数据。

用米尺分别测量篮球、乒乓球每次下落前和反弹后的高度,

并列表记录。

5.结论:不同的球从同一高度自由落下,其反弹高度一般不同;

同一种球从不同高度落下,其反弹高度也不相同。

6.在活动中,用到的知识和方法。统计的知识、分数的知识、

测量的方法等。

7.(1)足球落下的高度和反弹高度的关系。 可通过实验获得

数据。

(2)影响反弹高度的因素? 风的阻力、场地的材质、反弹的方

向、起始高度、空气的阻力、施加的力度、测试地点的情况等。

二、 看图找关系

问题 1:汽车行驶速度。

1. 观察上图,横轴表示时间,横轴上的 1,2,3…分别表示 1

分,2 分,3 分……纵轴表示速度,纵轴上的 100,200,300…分别表

示 100 米/分,200 米/分,300 米/分……表示点A的意思时,要根据

点 A的位置联系横轴、纵轴的含义说。点 A表示时间为 0.5 分,

汽车的速度为 200 米/分。汽车从横轴“0”的位置(解放路站)到“4”

的位置(商场站)之间共行驶了 4分。

3.要及时记录实验

中的数据。

4.为

了保证数据的准确

性,可以多做几次实验。

用语言表述事件发

生的过程时,要特别注意

特殊时段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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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汽车速度的变化。汽车从解放路站到商场站共行驶了 4

分,速度在变化。要根据折线走向的变化情况分段进行描述。在第

1分内,折线呈上升趋势,说明汽车的速度在上升。1分所对应的速

度为400米/分,说明汽车在第1分内的速度从0米/分增加到400

米/分。在 1分到 3分之间是一条水平线段,说明汽车在匀速行驶,

速度保持不变,为 400米/分。在 3分到 4分之间,折线呈下降趋势,

说明汽车的速度在下降。从 3分所对应的 400 米/分下降到 4分

所对应的 0米/分,汽车停止。

3. 汽车从 1分到 3分行驶路程的大致变化情况。在 1分到 3

分之间是一条水平线段,汽车以 400 米/分的速度在匀速行驶,由

“路程=速度×时间”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路程也在逐渐增加。

问题 2:足球场内的声音。

1. 上图是对某足球比赛场内声音起伏情况的描述,横轴表示

时间,纵轴表示音量,随着时间的变化,音量也在变化,音量的变化

与时间存在关联。

2. 从观众开始进场到全部退场,一共经过了 2 时 45 分,即

165 分。

3. 比赛开始前半时,足球场内的音量的变化:比赛开始前半

在数学上,可以用

图形来描述事件或行为。

随着时间的变化,事

件有时也会发生相应的

变化;有时随着周围环境

的变化,某事件也会相应

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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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足球场内的声音逐渐变大,从开始没有声音到逐渐变成声音

大。

4. 上半场足球场内声音变得非常大的时间段,可能发生的事

情:上半场 20分(即 19:50)时,足球场内的声音变得非常大,可能是

主场球队进了球,球迷们在欢呼。

5. 下半场足球场内音量的变化情况以及比赛的情形。如下

半场前半时比较安静直至 21:00,可能由于主场球队又进了球,球

迷们再次欢呼起来,声音再次变得非常大;声音慢慢地变小,直到

比赛结束,足球场内的音量迅速变得非常大,估计是主场球队的球

迷在欢呼。

6.比赛结束到观众全部退场的音量变化。比赛结束时,足球场

内的声音迅速变得非常大,估计是主场球队的球迷在欢呼,到观众

全部退场,声音逐渐减小,直至恢复了无声的状态。

三、比赛场次(乒乓球比赛)

问题 1:一共要比赛多少场?

六(1)班 10 名同学进行乒乓球比赛,每两名同学之间要进行

一场比赛。

1. 方案一:列表格找规律。

(1)列表格找规律,横格和竖格分别表示参赛的同学,横格上的

每名同学和竖格上的每名同学分别进行比赛,用“ ”表示比赛场数,

因为自己不能和自己比赛,也不能重复比赛,所以可以把表格的一

半去掉。

关于联络方式的问

题,可以采用画图的方法

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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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赛场数是从 1开始的几个连续自然数的和,最后一个加

数为人数减 1。

2. 方案二:画图找规律。

(1)把人数看作图形的顶点(端点),任意两点间能画多少条线

就代表有多少场比赛。

(2)画图找规律,用点表示同学,用两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两名

同学之间的比赛,通过数连线条数的方法来寻找比赛场数的规律。

两名同学时,只有 1 条线;3 名同学时,增加了 2 条线,1+2=3(条);4

名同学时,又增加了 3条线,1+2+3=6(条);5 名同学时,再增加 4条

线,1+2+3+4=10(条);从而发现规律,5名同学时,比赛场数为1到4

四个数的和;6 名同学时,比赛场数为 1 到 5 五个数的和,依此类

推,10 名同学时,比赛场数为 1到 9九个数的和,共 45 场比赛。

3. 运用列表法和画图法从简单的情形开始对比赛场数进行

探究时,发现:如果2人参加比赛,只能进行1场比赛;如果3人参加

比赛,比赛场数为 1+2=3(场);如果 4 人参加比赛,比赛场数为

1+2+3=6(场)……如果,n 人参加比赛,比赛场数为 1+2+3+…

+(n-1)=n×(n-1)÷2。

问题 2:联络方式(需要多长时间通知完)。

1. 画图找规律,用点表示联络的人数,通过数点的方法来寻

找联络方式的规律。

(1)规律 1:1分能通知到两名同学;2分能通知到2+4=6(名)同

学 ;3 分 能 通 知 到 2+4+8=14( 名 ) 同 学 ;4 分 能 通 知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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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16=30(名)同学;5 分能通知到 2+4+8+16+32=62 (名)同

学……每增加 1分,增加的人数是前一次通知到的人数的 2倍。

由图可知,5分能通知到2+4+8+16+32=62(名)同学,所以6分能通

知到 2+4+8+16+32+64=126(名)同学,即通知 126 名同学需要 6

分。

(2)规律 2:1 分能通知到 2名同学;

2 分能通知到 6名同学,6=2×2+2;

3 分能通知到 14 名同学,14=6×2+2;

4 分能通知到 30 名同学,30=14×2+2;

5 分能通知到 62 名同学,62=30×2+2。

(3)发现:n 分能通知到的人数比前(n-1)分能通知到的人数的

2倍还多 2 人。5 分能通知到 62 名,62×2+2=126(名),所以 6 分

能通知到 126 名同学。

2. n 分能通知到的人数:前(n-1)分能通知到的人数×2+2。

七 百分数的应用

一、百分数的应用(一)

1.确定单位“1”的方法:与哪个量相比,那个量就是单位“1”。

2.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或少)百分之几的方法:

(1)先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或少)的具体量,再除以单位“1”

的量,即两数差量÷单位“1”的量;

1. 解决百分数问

题时,把单位“1”看作

100%。
2. 求甲比乙增加

百分之几:(甲‐乙)÷乙

求乙比甲减少百分

之几:(甲‐乙)÷甲

3. 线段图是解决

百分数问题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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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另一个数看作单位“1”,即 100%。

二、百分数的应用(二)

1. 求“比一个数增加(减少)百分之几的数是多少”的方法:

方法一:先求出增加(减少)部分的具体数量,然后用单位“1”所

对应的具体数量加上(减去)增加(减少)部分的具体数量。

方法二:先求出增加(减少)后的数量是单位“1”的百分之几,

然后用单位“1”所对应的具体数量乘这个百分数。

2. 成数的意义。

在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成数,成数可以表示各行

各业的发展变化情况。“几成”就是十分之几,也就是百分之几十。

3.解决成数问题的方法。

解决成数的问题,关键是先将成数转化为百分数,然后按照百

分数问题的解法进行解答。

三、百分数的应用(三)

1. 已知两个部分量的差(和)及两个部分量对应的百分数,求总

量,这类问题用方程解有两种方法:

(1)A%x±B%x=两个部分量的差(和);

(2)(A%±B%)x=两个部分量的差(和)。(x 代表总量;A%代表较大

的部分量所占的百分数;B%代表较小的部分量所占的百分数)

2.用方程解“已知比一个数增加百分之几的数是多少,求这个

数”的问题有两种解答方法:

(1)单位“1”的量×(1+比单位“1”多的百分率)=已知量;

(2)单位“1”的量+单位“1”的量×比单位“1”多的百分率=

已知量。

3. 用方程解“已知一个部分量占总量的百分之几及另一个部

甲比乙增加 (或减

少)百分之几,就是甲比

乙多(或少)的部分相当

于乙的百分之几。

成数问题的解题思

路和解题方法与百分数

的问题相同 ,只是要注

意成数与百分数之间的

转化。

1.根据乘除法的互

逆关系 ,可以用算术法

解决求整体的百分数问

题。

2.百分数的应用题

与分数应用题的问题类

型和解题方法完全相

同 ,百分之几与几分之

几的意义相同。

1.存款利率以“年

利率”为主,但存款时间

有按月计算的。

“年利率”对应的

时间单位为“年”。

2.根据乘除法的互

逆关系 ,可以推导出本

金、利率和时间的计算

公式。

计算利息时可以把

利率改写成分母是 100

的分数,再约分计算。

在本金、利率相同

的情况下 ,存款时间越

关注微信公众号“捷思课堂”获取更多学习资料！ 第26页



分量,求总量”的问题有两种解答方法:

(1)总量×(1‐已知部分量占总量的百分率)=另一部分量;

(2)总量‐总量×已知部分量占总量的百分率=另一部分量。

四、百分数的应用(四)

1.本金、利息、利率的含义。

(1)存入银行的钱叫作本金。

(2)取款时银行多支付的钱叫作利息。

(3)利息与本金的比值叫作利率(利率有按年计算的,有按月计

算的。利率按年计算的通常称作年利率,利率按月计算的通常称作

月利率)。

2.利息的计算公式:利息=本金×利率×时间。

3.已知利息、利率、时间,求本金:因为利息=本金×利率×时间,

可以利用乘法各部分间的关系进行推导,得出本金=利息÷利率÷时

间,也可以把本金用 x 表示,以利息的公式为“等量关系”,列方程解

答。

4.已知利息、本金、利率,求时间:因为利息=本金×利率×时间,

可以利用乘法各部分间的关系进行推导,得出时间=利息÷本金÷利

率,也可以把时间用 x 表示,以利息的公式为“等量关系”,列方程解

答。

5.已知利息、本金、时间,求利率:因为利息=本金×利率×时间,

可以利用乘法各部分间的关系进行推导,得出利率=利息÷本金÷时

间,也可以把利率用 x 表示,以利息的公式为“等量关系”,列方程解

答。

长,所获得的利息越多。

到期取回的总钱数

=本金+利息

在计算利息时 ,一

要注意存款的时间 ,二

要注意对应的利率。

知识巧记

银行储蓄好处多,

安全增收援建设。

利息计算莫马虎,

公式牢记在心里。

本金利率和时间,

三量连乘利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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