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年级数学故事演讲稿两人 四年
级数学课前三分钟演讲稿(优秀5篇)

演讲比朗诵更自然，更自由，可以随着讲稿的内容而变化站
位。一般说来，不要在演讲人前边安放讲桌，顶多安一个话
筒，以增加音量和效果。那么我们写演讲稿要注意的内容有
什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演讲稿模板范文，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四年级数学故事演讲稿两人篇一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相信数学是令许多人头疼的一门学科。但是，学习数学并不
是无计可施，只要掌握了对的方法，数学就一定能学好的。
接下来我讲一讲我的心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要想学好数学，上课时要紧跟老师的思路，下课后认真独立
完成作业，勤于思考，对于有些题目由于自己的思路不清，
一时难以解出，应让自己冷静下来认真分析题目，尽量自己
解决。

要想学好数学，多做题目是难免的，熟悉掌握各种题型的解
题思路。对于一些易错题，可备有错题集，写出自己的解题
思路和正确的解题过程两者一起比较找出自己的错误所在，
以便及时更正。

要想学好数学，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使自己在任何时候镇
静，思路有条不紊，克服浮躁的情绪。特别是对自己要有信
心，并且鼓励自己能克服困难。



由此可见，要把数学学好就得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了
解数学学科的特点，使自己进入数学的广阔天地中去！

四年级数学故事演讲稿两人篇二

四年级：司马彦著图书四年级：2009年东北师大出版的图书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数学小故事四年级范文十篇，欢迎
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时间匆匆流逝，转眼间，进入这个温馨、积极向上的“__”
团队已经半年了，半年的工作、学习和实践虽然让人紧张、
繁忙。但是我感觉收获多多，感慨多多。

近期来，我时刻名师工作室成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思
想上要求上进，业务上刻苦钻研，能认真履行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注重自己的师德形象，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教书育
人，循循善诱。

在我们工作室的博客，内容有教学案例、学习体会、读书心
得、论文等等，可谓百花齐放。这些都是我们成员的学习成
果，是我们“学习——实践——反思——再学习”的过程。
名师工作室，为我的专业成长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并为
我搭建了展示自我、体现自身价值的舞台。通过学习我深深
体会到“学然后知不足”，通过反思，我发现想要成为一名
专业化的研究型教师还有很多路要走。

为了提高我们的专业理论水平，从工作室成立的那天起我们
就共同开始阅读同一本书《静悄悄的革命》，我们定期交流
读书心得，反馈收获，为我的课堂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同
时，平时能坚持阅读了《爱的教育》、《给教师的建议》等
教育理论书籍，撰写了读书笔记和读书心得。这学期还有一
篇教学随笔《在探索中成长》发表在cn刊物上。

本学期，工作室开展了丰富的教研活动——听课评课，专题



讲座等。每一次活动，我都积极参加，认真聆听工作室成员
间的相互交流，虚心学习他人的宝贵经验，及时作出总结和
反思，努力提升自身素质。这其中就有我作的一节课《倒数
的认识》和专题讲座《有关数量关系的一点思考》。

一直以来，我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不断总结，找出自己的不
足，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制定了以下努力的目标：

1.在提高课堂实效性上下功夫，使学生在每一堂课中有更大
的收获。

2.及时总结，加强反思的能力，将自己平时积累的经验、有
价值的思考、及时记录下来，以便更快地提升自己的水平。

总之，一学期虽然过去，我也收获了许多，但求索路漫漫，
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的完善自己，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
平，为数学学科教学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使自己的教学有
自己的特色，并带动整个学校的数学教学迈上一个新台阶。

因为喜欢数学，所以乐意学数学，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任何艰
难险阻也愿意去克服；克服困难所得来的成功体验又增强了
学习数学的兴趣和自信，所以更喜欢学数学了！

一个很简单的正循环摆在我们面前，学好数学，提高学生兴
趣和自信是关键。怎样提高呢？我们来看看校信通数学名师
们的经验吧！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们发现很多学生不喜欢学习的理由
都是――不喜欢老师。校信通名师有很多吸引学生的妙招。

1.展示潜力，让学生佩服。有位老师学识十分渊博，他不仅
仅仅研究数学，还喜欢人文历史、新闻时事等，讲课的时候



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学生们个个都很崇拜他。另一位名师
则是计算潜力超级强，再难计算的数据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
碟，学生个性敬佩。校信通教研中心在做优秀大学生数学学
习规律调查中也发现，很多学生喜欢某一个老师，理由很简
单，可能只是因为老师随手就能够画出标准的圆和椭圆。

2.展示人格魅力，让学生敬服。教育者的人格魅力很容易感
染到学生，比如幽默、严谨。有位名师说自己储备了至
少200―300条笑话，以便在课堂上让学生简单快乐学习。也
有很多学生喜欢老师的理由是：“她认真负责到家了，天天
都有新花样，辩论会什么的，干啥啥行！”

3.用心关爱学生。如果想让所有学生都喜欢您，那就平等对
待他们吧！课堂上，如果有成绩不好的学生举手发言，明知
他会回答地一塌糊涂，也要鼓励和支持他。让学生体会到学
习的进步和学习的乐趣很重要。

如果您想改变某个学生的话，那就去“偏爱”他吧！我们以
前向学生了解过喜欢老师的原因，不少学生这样说：“我喜
欢这位老师，是因为她待我像待自己的妹妹一样。”“有一
次我数学考砸了，老师在我的作业本里夹了一张纸条，问我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我感动极了！”

与新潮事物、生活相结合

此刻的学生大都对电脑感兴趣，如果从这一点入手引导学生
学数学，是个很好的办法。举个例子：校信通里的一位名师
喜欢用几何画板，几何画板能够让学生形象直观地体会数学
知识，学生在学几何画板的同时，学数学的用心性也调动起
来了。

很多学生不喜欢数学，因为他们觉得数学没有用处，那么我
们就要时刻向学生传递“数学有用”的信息，让学生感觉数
学就在身边。生活中的数学包括身边的事、新闻时事等，比



如：让学生适度参与很多父母都热衷的股票问题；自己家里
每月消费多少米，多少油，多少盐等，人均消费多少，房屋
面积等等。

让学生体验到思维的魅力

爱因斯坦说过，我们体验到的一种最完美、最深刻的情感，
就是探索奥秘的感觉，谁缺乏这种情感，他就丧失了在心灵
的神圣颤栗中如痴如醉的潜力。让学生生活在思考的世界里，
体验思维的魅力，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手段。校信通
名师们个性善于在课堂上培养学生的思维。

他们的课堂别具一格。有时候一节课只讲一道题，带领学生
一齐思考，一题多解，越思考越深，方法也越来越好，有时
候是这天讲了一道题，明天还会再讲这道题，常讲常新。透
过一道题，学生往往能够学到或自己发现一些方法和规律，
甚至包括人生的哲理。

跟学生一齐创造成就感

兴趣与成就感往往有很大关系。每个学生都有想成为研究者、
发现者的内在愿望，都有被认同和赏识的需要，都期望取得
成就和进步。校信通里的名师们十分善于发现学生的点滴进
步，上课的时候也会透过轮流提问等方式给每个学生发言的
机会，传递老师的重视。

名师推荐，能够鼓励学生专门准备一个笔记本，写自己的成
功记录。错题本很重要，但只有错题本，学生就只能多关注
自己的失败经验，用成功记录本记录自己做出某一道对自己
来说比较难的题目的过程，记录下这天比较昨日的点滴进步，
能够增强成就感，增加学习兴趣。

帮忙学生迅速找到学习瓶颈



学生学习存在“木桶原理”，很多学生学习成绩不理想，不
是所有知识点都不会，而可能是被一两个知识点卡住了。校
信通名师们个性擅于透过课堂、作业或试卷分析，帮忙学生
发现长期困扰他们的学习症结，从而迅速提高其学习自信和
学习成绩。

期中考试后，学生吕梦把试卷拿给老师看，老师透过试卷分
析和学生沟通，便可迅速帮忙吕梦分析出学习中的薄弱环节，
运算潜力和行程问题比较薄弱，喜欢用阅读的方式，读数学
题目导致吕梦成绩一向上不去。老师推荐吕梦，多找一些运
算题和行程问题做一下，同时养成良好的读题习惯，读题读
三遍，学习成绩便可从70分，提高到90分。透过老师的试卷
分析，吕梦忽然感觉到自己其实也能够学好数学！

三种提问方法，引导孩子爱思考

1.迁移性提问，带给思维活动的导向。

不少数学知识在资料和形式上有类似之处，它们之间有密切
的联系。对于这种状况，校信通名师在提问旧知识的基础上，
有意设置提问，将学生已掌握的知识和思维方法迁移到新知
识中去。

例如：已知一个角为300的直角三角形边长为1，求其他两边
长度，假设这个边长是2呢？由于是新的问题情景，学生没有
很快口算出来。于是老师把问题变成了学生比较熟悉的、比
较好算的角为450的直角三角形，透过计算边长的变化，老师
让学生总结三边变化的规律，验证300角的直角三角形，再扩
展到所有的直角三角形。

2.系统性提问，帮忙学生建立良好的知识结构。

比如复习“平行四边形”时，老师会让学生连带着一齐思考：
当具备什么条件时，平行四边形是菱形、长方形或正方形。



这样能够引导孩子把知识串联起来。

为避免孩子们只是说出他记忆中的答案，老师会再进一步追
问，你能够证明吗？让孩子养成这样的习惯――“我每走一
步都需要严密的思考和充分的证据”，而不是“我记得就应
是这样”。

3.此外，老师还会透过探索性提问，让孩子思考一个问题是
否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小学四年级，正是过渡时期。必须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优
良的学习氛围。但是，要想让学生一堂课全神贯注的听讲确
实不易，就算是好同学也很难做到。老师讲课的时候必须让
他们把焦点放在老师身上。

对于优生有的聪明男生很好动，要想抓住他的思维必须给他
留有悬念，而且是最有吸引力的。我班的贾国荣，他就非常
聪明。我经常出题留给他们做，由于他的不细心，很少全做
对。所以我就用这点来教育他不要总认为自己聪明就可以不
虚心学习，所以对于优生上课也应该多关注些。

对于中等生，他们不扰乱课堂纪律。有时你把他叫起来。他
根本不知道你讲哪提醒他们注意听，多组织课堂教学。

而对于后进生，首先给他们订的目标就不要太高让他们跳一
跳够得着。这样不止他们自己觉得有希望，尝到成功的喜悦。
只要他们取得一点点成绩就要适时的表扬。让他们觉得老师
并没有放弃他们，觉得自己还是很有希望的。用爱心温暖他
们，让他们体验到爱。并且要想他们成功就得在课下时间多
帮助他们。本身他们基础不好很容易坚持不住所以多给他们
讲一些非常简单的知识，让他们一点一点的进步。除了这些
之外，作为教师在上课的时候说话要和声细语。营造一种轻
松和谐的学习氛围，让学生讲课时不管你多生气，多着急，
在给学生讲课时都要忍住，要耐心的讲解。永远记住没有教



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要做一名学生喜欢的老师。
他喜欢你才会愿意学这门学科。

1

泰勒斯是古代一个聪明的数学家，看到人们都在看告示，便
上去看。原来告示上写着法老要找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来测量
金字塔的高度。于是就找法老。

法老问泰勒斯用什么工具来量金字塔。泰勒斯说只用一根木
棍和一把尺子，他把木棍插在金字塔旁边，等木棍的影子和
木棍一样长的时候，他量了金字塔影子的长度和金字塔底面
边长的一半。把这两个长度加起来就是金字塔的高度了。泰
勒斯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不用爬到金字塔的顶上就方
便量出了金字塔的高度。

2

战国时期，齐威王与大将田忌赛马，齐威王和田忌各有三匹
好马：上马，中马与下马。比赛分三次进行，每赛马以千金
作赌。由于两者的马力相差无几，而齐威王的马分别比田忌
的相应等级的马要好，所以一般人都以为田忌必输无疑。

但是田忌采纳了门客孙膑(著名军事家)的意见，用下马对齐
威王的上马，用上马对齐威王的中马，用中马对齐威王的下
马，结果田忌以2比1胜齐威王而得千金。这是我国古代运用
对策论思想解决问题的一个范例。

3

动物学校举办儿歌比赛，大象老师做裁判。

小猴第一个举手，开始朗诵：“进位加法我会算，数位对齐



才能加。个位对齐个位加，满十要向十位进。十位相加再加
一，得数算得快又准。”

小猴刚说完，小狗又开始朗诵：“退位减法并不难，数位对
齐才能减。个位数小不够减，要向十位借个一。十位退一是
一十，退了以后少个一。十位数字怎么减，十位退一再去减。
”

大家都为它们的精彩表演鼓掌。大象老师说：“它们的儿歌
让我们明白了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它们两个都应该得冠军，
好不好?”大家同意并鼓掌祝贺它们。

4

唐僧师徒四人走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上，他们又饿又累，猪八
戒想：如果有一顿美餐该有多好啊!孙悟空可没有八戒那么贪
心，悟空只想喝一杯水就够了。孙悟空想着想着，眼前就出
现了一户人家，门口的桌上正好放了一杯牛奶，孙悟空连忙
上前，准备把这杯牛奶喝了，可主人家却说：“大圣且慢，
如果您想喝这杯奶就必须回答对一道数学题。”

5

我没有被这道题吓倒，难题能激发我的兴趣。我想，苹果树
是梨树的3倍，假如要使两种树同一天施完肥，老王师傅就应
该每天给“20×3”棵苹果树和20棵梨树施肥。

而实际他每天只给50棵苹果树施肥，差了10棵，最后共差
了80棵，从这里可以得知，老王师傅已经施了8天肥。一天20
棵梨树，8天就是160棵梨树，再根据第一个条件，可以知道
苹果树是480棵。这就是用假设的思路来解题，因此我想，假
设法实在是一种很好的解题方法。

6



阿基米德有许多故事，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发现阿基米德定律
的那个洗澡的故事了。

国王做了一顶金王冠，他怀疑工匠用银子偷换了一部分金子，
便要阿基米德鉴定它是不是纯金制的，且不能损坏王冠。阿
基米德捧着这顶王冠整天苦苦思索，有一天，阿基米德去浴
室洗澡，他跨入浴桶，随着身子浸入浴桶，一部分水就从桶
边溢出，阿基米德看到这个现象，头脑中像闪过一道闪
电，“我找到了!”

阿基米德拿一块金块和一块重量相等的银块，分别放入一个
盛满水的容器中，发现银块排出的水多得多。于是阿基米德
拿了与王冠重量相等的金块，放入盛满水的容器里，测出排
出的水量;再把王冠放入盛满水的容器里，看看排出的水量是
否一样，问题就解决了。随着进一步研究，沿用至今的流体
力学最重要基石——阿基米德定律诞生了。

7

当高斯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的数学老师因为
想借上课的时间处理一些自己的私事，因此打算出一道难题
给学生练习。他的题目是：

1+2+3+4+5+6+7+8+9+10=?

因为加法刚教不久，所以老师觉得出了这题，学生肯定是要
算蛮久的。自己也就可以藉此机会来处理未完的事情。但是
才一转眼的时间，高斯已停下了笔，闲闲地坐在那里。老师
看了，很生气地训斥高斯。

但是高斯却说他已经将答案算出来了，就是55。老师听了吓
了一跳，就问高斯如何算出来的。高斯答道：“我只是发现1
和10的和是11、2和9的和也是11、3和8的和也是11、4和7的
和也是11、5和6的和还是11，又因为11+11+11+11+11=55，所



以我就是这么算出来了。”老师同学听了以后，都对高斯竖
起了大拇指。后来的高斯长大后，成为了一位很伟大的数学
家。

8

八戒指着上面的3，大方的说，“你们一个人吃3个山桃吧，
瞧，我就吃那剩下的1个吧!”小猴子们很感激八戒，纷纷道
谢，然后每人拿了各自的一份。

悟空回来后，小猴子们对悟空讲今天八戒如何大方，如何自
已只吃一个山桃，悟空看了八戒的列式，大叫，“好个呆子，
多吃了山桃竟然还嘴硬，我去找他!”

哈哈，你知道八戒吃了几个山桃?

9

一家手杖店来了一个顾客，买了30元一根的手杖。他拿出一
张50元的票子，要求找钱。

店里正巧没有零钱，店主到邻居处把50元的票子换成零钱，
给了顾客20元的找头。

顾客刚走，邻居慌慌张张地奔来，说这张50元的票子是假的。
店主不得已向邻居赔偿了50元。随后出门去追那个顾客，并
把他抓住说：“你这个骗子，我赔给邻居50元，又给你找
头20元，你又拿走了一根手杖，你得赔偿我100元的损失。”

这个顾客却说：“一根手杖的费用就是邻居给你换零钱时你
留下的30元，因此我只拿了你70元。”

10



今天，我看一个故事，叫《燕子考青蛙》。故事是这样：一
天，燕子对青蛙说：“咱们比一比谁的数学好。青蛙同意了。
青蛙出题：上个星期一我吃了一只害虫，星期二吃了3只害虫，
以后每天比前一天多吃两只害虫，问一星期共吃多少只害虫?
燕子说：”1+3=44+5=99+7=1616+9=2525+11=3636+13=47，你
一共吃了49只害虫。

青蛙说：“你考我吧。”燕子说：“上星期一我吃了两只害
虫，星期二吃了4只，以后每天比前一天多吃2只害虫，问我
一个星期……”“吃了56只害虫”。燕子没说完，青蛙已经
说了答案。燕子说：“算得这么快!教教我速算的窍门吧”。
青蛙让燕子画7个圈，然后按第一个圈放一只害虫，后面的圈
比前一个圈多两只，它们的顺序是1、3、5、7、9、11、13，
加起来是49，青蛙在每一个圈外各放一只害虫，再用49+7=56。
燕子赞青蛙真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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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思路是这样的：假如砍去每只鸡、每只兔一半的脚，则
每只鸡就变成了“独角鸡”，每只兔就变成了“双脚兔”。
这样，(1)鸡和兔的脚的总数就由94只变成了47只;(2)如果笼
子里有一只兔子，则脚的总数就比头的总数多1。

这一思路新颖而奇特，其“砍足法”也令古今中外数学家赞
叹不已。这种思维方法叫化归法。化归法就是在解决问题时，
先不对问题采取直接的分析，而是将题中的条件或问题进行
变形，使之转化，直到最终把它归成某个已经解决的问题。

12

一只蜗牛不小心掉进了一只枯井里，它趴在井底上哭起来，
一只癞蛤蟆过来，翁声翁气的对蜗牛说：“别哭了，小兄弟，
哭也没用，这井壁又高又滑，掉到这里只能在这里生活了。
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了。”



蜗牛望着又老又丑的癞蛤蟆，心里想：“井外的世界多美呀!
我决不能像它那样生活在又黑又冷的井底里。”蜗牛对癞蛤
蟆说：“癞大叔，我不能生活在这里，我一定要爬出去，请
问这口井有多深?”“哈哈哈……，真是笑话，这井有10米深，
你小小年纪。又背负着这么重的壳，怎么能爬出去呢?”

“我不怕苦不怕累，每天爬一段，总能爬出去!”第二天，蜗
牛吃得饱饱的，开始顺着井壁往上爬了，它不停的爬呀爬，
到了傍晚，终于爬了5米，蜗牛特别高兴，心想：“照这样的
速度，明天傍晚我就可以爬出去了。”

想着想着不知不觉睡着了，早上，蜗牛被一阵呼噜声吵醒了，
一看，原来是癞大叔还在睡觉，他心里一惊：“我怎么离井
底这么近?”

13

最近“数学商店”来了一位新服务员，它就是小“4”。

一天，小“3”到数学商店买了一支铅笔，小“4”说：“你
应付1元5角4分。”

小“3”付了1元5角后问：“还有4分可怎么付呀?”小“4”
忙说：“这4分钱你不用付了。”小“3”疑惑地问道：“那
你不是要吃亏了?”“不，这是本店的一个规定，叫‘四舍五
入’。凡是4分钱或4分钱以下都舍去，如果是5分或5分钱以
上，那就收1角钱。”小“4”和蔼可亲地解释道。小“3”高
兴地说：“谢谢你，你真好!”

“对呀，我也特别喜欢4。”“25”跑过来说，“因
为25×4=100，算起来比较简便，例
如：25×87×4=25×4×87，这样算起来不是又快又简便
吗?!”



“不错，的确又快又简便，我也喜欢4。”原来
是“29”。“25”忙问道：“咦，你怎么也会喜欢‘4’
了?”“29”不慌不忙地说：“这你们就不知道了，一般年份
里的2月份都是28天，只有公历年份是4的倍数的那一年，二
月份才是29天，我4年才轮到一次，当然喜欢‘4’了。不过
公历年份是整百的，必须是4百的倍数，二月份才有29天，这
样的年份叫闰年。”

“啊，‘4’的用处可真大呀!”“25”赞叹道。

这位“4”服务员真是个既温柔又惹人喜欢的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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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500年前，欧洲的数学家们是不知道用“0”的。他们使
用罗马数字。罗马数字是用几个表示数的符号，按照一定规
则，把它们组合起来表示不同的数目。在这种数字的运用里，
不需要“0”这个数字。

而在当时，罗马帝国有一位学者从印度记数法里发现了“0”
这个符号。他发现，有了“0”，进行数学运算方便极了，他
非常高兴，还把印度人使用“0”的方法向大家做了介绍。过
了一段时间，这件事被当时的罗马教皇知道了。

当时是欧洲的中世纪，教会的势力非常大，罗马教皇的权利
更是远远超过皇帝。教皇非常恼怒，他斥责说，神圣的数是
上帝创造的，在上帝创造的数里没有“0”这个怪物，如今谁
要把它给引进来，谁就是亵渎上帝!

于是，教皇就下令，把这位学者抓了起来，并对他施加了酷
刑，用夹子把他的十个手指头紧紧夹住，使他两手残废，让
他再也不能握笔写字。就这样，“0”被那个愚昧、残忍的罗
马教皇明令禁止了。



但是，虽然“0”被禁止使用，然而罗马的数学家们还是不管
禁令，在数学的研究中仍然秘密地使用“0”，仍然用“0”
做出了很多数学上的贡献。后来“0”终于在欧洲被广泛使用，
而罗马数字却逐渐被淘汰了。

在森林里，住着一只很聪明但是也很狡猾狐狸，森林里的小
动物们总是被这只狐狸欺骗，上它的当，看看今天又发生了
什么呢?下面是为大家收集的数学狐狸的诡计小故事，供大家
参考。

答案解析：

20%就是0.2，狐狸分走0.2千克饼后，剩下0.8千克饼了。我
们就从小猴分得的饼算起。

小猴分得的饼为：

0.8×0.25=0.2(下克)

剩下0.8—0.2=0.6(千克)

小鹿分得的饼为：

0.6×0.30=0l8(千克)

剩下0.6—0.18=0.42(千克)

小熊分得的饼为：

0.42×0.35=0.147(千克)

剩下0.42—0.147=0.273(千克)

狐狸分得的饼为：



0.2+0.273=0.473(千克)

结果狐狸分得的饼最多，差不多有一半了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年轻时与几个学友进京考试.他们到达试院
时为时已晚.考官说:"我出一联,你们若对得上,我就让你们进
考场."考官的上联是:一叶孤舟,坐了二三个学子,启用四桨五
帆,经过六滩七湾,历尽八颠九簸,可叹十分来迟。

苏东坡对出的下联是:十年寒窗,进了九八家书院,抛却七情六
欲,苦读五经四书,考了三番两次,今日一定要中。

考官与苏东坡都将一至十这十个数字嵌入对联中,将读书人的
艰辛与刻苦情况描写得淋漓尽致。

在学习这一章节时，我设计以下的教学大纲。

第一;让学生学会读数，亿有多少位数?亿后面的数怎么读?怎
么写出来?一连串的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然后进行引导，
指名学生回答数的读法。学生说：“老师，这么多数不是知
道怎么读，亿有九位数，于是我就引导学生看小黑板，把一
个数为：1983387700的数用竖线分好四位，四位，这样让学
生看了一目了然，非常的直观，也空间让学生去理解，然后
再叫一个学生来读这个数，学生一看，马上就会读数了，其
它的学生也一样慢慢的理解，然后教学生怎么写好这个数，
有一部分学生也能够写出来，很不错，于是在小黑板出相关
练习让学生进行巩固。提问：三亿怎么写，三千五百亿怎么
么写?让学生在练习本上写出来。

第二;学生会读还不行，还要会写，把大写的写成小写的，把
小写的写成大写的，这样才能让学生掌握好读写，如：五千
零二十六亿八千五百万零九十，写作：()。三千七百五十亿
六千三百万六千零九十。写作：()然后用数位线标出来，有
亿级、万级、个级。这样让学生一看非常清楚，也非常容易



理解。

第三;巩固练习，练习对知识的巩固非常有帮助，所以出一些
相关的练习来让学生独立完成，分组完成，上黑板做，集体
来纠正，这对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激发非常有用。

最后总结，在教学过程中，先必须讲清楚例题，然后针出现
的情况进行说明，通过练习来巩固好基础知识。我在这次教
学中发现有些课本上的知识，必须讲清楚、讲透，这样才能
让学生掌握好课本上的知识，然后联系生活实际进行拓展，
这方面也非常的重要，不要缺少的。这样学生才能学好。

在印度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舍罕王打算奖赏国际象棋的发明
人--宰相西萨?班?达依尔。国王问他想要什么，他对国王说：
"陛下，请您在这张棋盘的第1个小格里，赏给我1粒麦子，在
第2个小格里给2粒，第3小格给4粒，以后每一小格都比前一
小格加一倍。请您把这样摆满棋盘上所有的64格的麦粒，都
赏给您的仆人吧!"国王觉得这要求太容易满足了，就命令给
他这些麦粒。当人们把一袋一袋的麦子搬来开始计数时，国
王才发现：就是把全印度甚至全世界的麦粒全拿来，也满足
不了那位宰相的要求。

那么，宰相要求得到的麦粒到底有多少呢?总数为：

1+2+4+8+………+2的63次方=2的64次方-1

第第第第第

一二三四……64

格格格格格

=18446744073709551615(粒)



人们估计，全世界两千年也难以生产这么多麦子!

与这十分相似的，还有另一个印度的古老传说：在世界中心
贝拿勒斯(在印度北部)的圣庙里，一块黄铜板上插着三根宝
石针。印度教的主神梵天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在其中一根针
上从下到上地穿好了由大到小的64片金片，这就是所谓梵塔。
不论白天黑夜，总有一个僧侣在按照下面的法则移动这些金
片：一次只移动一片，不管在哪根针上，小片必须在大片上
面。当所有的金片都从梵天穿好的那根针上移到另外一根针
上时，世界就将在一声霹雳中消灭，梵塔、庙宇和众生都将
同归于尽。

不管这个传说是否可信，如果考虑一下把64片金片，由一根
针上移到另一根针上，并且始终保持上小下大的顺序，一共
需要移动多少次，那么，不难发现，不管把哪一片移到另一
根针上，移动的次数都要比移动上面一片增加一倍。这样，
移动第1片只需1次，第2片则需2次，第3片需4次，第64片需2
的63次方次。全部次数为：18446744073709551615次这和"麦
粒问题"的计算结果是完全相同的!假如每秒钟移动一次，共
需要多长时间呢?一年大约有31556926秒，计算表明，移完这
些金片需要5800多亿年!

唐僧很快说出他们每人摘桃子的个数.你知道他们

答案是:61个,自己计算吧

在神秘的数学王国里，胖子“0”与瘦子“1”这两个“小有
名气”的数字，常常为了谁重要而争执不休。瞧!今天，这两
个小冤家狭路相逢，彼此之间又展开了一场舌战。

瘦子“1”抢先发言：“哼!胖胖的‘0’，你有什么了不起?
就像100，如果没有我这个瘦子‘1’，你这两个胖‘0’有什
么用?”



胖子“0”不服气了：“你也甭在我面前耍威风，想想看，要
是没有我，你上哪找其它数来组成100呢?”

“哟!”“1”不甘示弱，“你再神气也不过是表示什么也没
有，看!‘1+0’还不等于我本身，你哪点儿派得上用场啦?”

“去!‘1×0’结果也还不是我，你‘1’不也同样没
用!”“0”针锋相对。

“你……”“1”顿了顿，随机应变道，“不管怎么说，
你‘0’就是表示什么也没有!”

“这就是你见识少了。”“0”不慌不忙地说，“你看，日常
生活中，气温0度，难道是没有温度吗?再比如，直尺上没有
我作为起点，哪有你‘1’呢?”

“再怎么比，你也只能做中间数或尾数，如1037、1307，永
远不能领头。”“1”信心十足地说。听了这话，“0”更显
得理直气壮地说：“这可说不定了，如0.1，没有我这
个‘0’来占位，你可怎么办?”

眼看着胖子“0”与瘦子“1”争得脸红耳赤，谁也不让谁，
一旁观战的其他数字们都十分着急。这时，“9”灵机一动，
上前做了个暂停的手势：“你俩都别争了，瞧你
们，‘1’、‘0’有哪个数比我大?”“这……”胖子“0”、
瘦子“1”哑口无言。这时，“9”才心平气和地说：“‘1’、
‘0’，其实，只要你们站在一块，不就比我大了吗?”“1”、
“0”面面相觑，半晌才搔搔头笑了。“这才对嘛!团结的力
量才是最重要的!”“9”语重心长地说。

数学在人的生活中处处可见，息息相关。若能良好的使用数
学，则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快捷。

进入数学的礼堂，让一个一个字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乐趣与



方便。其实计算，就是这么简单。

1、趣味数学小故事——200字

泰勒斯看到人们都在看告示，便上去看。原来告示上写着法
老要找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来测量金字塔的高度。于是就找法
老。

法老问泰勒斯用什么工具来量金字塔。泰勒斯说只用一根木
棍和一把尺子，他把木棍插在金字塔旁边，等木棍的影子和
木棍一样长的时候，他量了金字塔影子的长度和金字塔底面
边长的一半。把这两个长度加起来就是金字塔的高度了。泰
勒斯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不用爬到金字塔的顶上就方
便量出了金字塔的高度。

2、趣味数学小故事——200字

战国时期，齐威王与大将田忌赛马，齐威王和田忌各有三匹
好马：上马，中马与下马。比赛分三次进行，每赛马以千金
作赌。由于两者的马力相差无几，而齐威王的马分别比田忌
的相应等级的马要好，所以一般人都以为田忌必输无疑。

但是田忌采纳了门客孙膑(着名军事家)的意见，用下马对齐
威王的上马，用上马对齐威王的中马，用中马对齐威王的下
马，结果田忌以2比1胜齐威王而得千金。这是我国古代运用
对策论思想解决问题的一个范例。

3、趣味数学小故事——200字

动物学校举办儿歌比赛，大象老师做裁判。

小猴第一个举手，开始朗诵：“进位加法我会算，数位对齐
才能加。个位对齐个位加，满十要向十位进。十位相加再加
一，得数算得快又准。”



小猴刚说完，小狗又开始朗诵：“退位减法并不难，数位对
齐才能减。个位数小不够减，要向十位借个一。十位退一是
一十，退了以后少个一。十位数字怎么减，十位退一再去减。
”

大家都为它们的精彩表演鼓掌。大象老师说：“它们的儿歌
让我们明白了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它们两个都应该得冠军，
好不好?”大家同意并鼓掌祝贺它们。

4、趣味数学小故事——200字

这故事发生在1961年的某个冬天，他如往常一般在办公室操
作气象电脑。平时，他只需要将温度、湿度、压力等气象数
据输入，电脑就会依据三个内建的微分方程式，计算出下一
刻可能的气象数据，因此模拟出气象变化图。

5、趣味数学小故事——200字

唐僧师徒四人走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上，他们又饿又累，猪八
戒想：如果有一顿美餐该有多好啊!孙悟空可没有八戒那么贪
心，悟空只想喝一杯水就够了。孙悟空想着想着，眼前就出
现了一户人家，门口的桌上正好放了一杯牛奶，孙悟空连忙
上前，准备把这杯牛奶喝了，可主人家却说：“大圣且慢，
如果您想喝这杯奶就必须回答对一道数学题。”

6、趣味数学小故事——300字

我没有被这道题吓倒，难题能激发我的兴趣。我想，苹果树
是梨树的3倍，假如要使两种树同一天施完肥，老王师傅就应
该每天给“20×3”棵苹果树和20棵梨树施肥。

而实际他每天只给50棵苹果树施肥，差了10棵，最后共差
了80棵，从这里可以得知，老王师傅已经施了8天肥。一天20
棵梨树，8天就是160棵梨树，再根据第一个条件，可以知道



苹果树是480棵。这就是用假设的思路来解题，因此我想，假
设法实在是一种很好的解题方法。

7、趣味数学小故事——300字

阿基米德有许多故事，其中最着名的要算发现阿基米德定律
的那个洗澡的故事了。

国王做了一顶金王冠，他怀疑工匠用银子偷换了一部分金子，
便要阿基米德鉴定它是不是纯金制的，且不能损坏王冠。阿
基米德捧着这顶王冠整天苦苦思索，有一天，阿基米德去浴
室洗澡，他跨入浴桶，随着身子浸入浴桶，一部分水就从桶
边溢出，阿基米德看到这个现象，头脑中像闪过一道闪
电，“我找到了!”

阿基米德拿一块金块和一块重量相等的银块，分别放入一个
盛满水的容器中，发现银块排出的水多得多。于是阿基米德
拿了与王冠重量相等的金块，放入盛满水的容器里，测出排
出的水量;再把王冠放入盛满水的容器里，看看排出的水量是
否一样，问题就解决了。随着进一步研究，沿用至今的流体
力学最重要基石——阿基米德定律诞生了。

8、趣味数学小故事——300字

当高斯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的数学老师因为
想借上课的时间处理一些自己的私事，因此打算出一道难题
给学生练习。他的题目是：

1+2+3+4+5+6+7+8+9+10=?

因为加法刚教不久，所以老师觉得出了这题，学生肯定是要
算蛮久的。自己也就可以藉此机会来处理未完的事情。但是
才一转眼的时间，高斯已停下了笔，闲闲地坐在那里。老师
看了，很生气地训斥高斯。



但是高斯却说他已经将答案算出来了，就是55。老师听了吓
了一跳，就问高斯如何算出来的。高斯答道：“我只是发现1
和10的和是11、2和9的和也是11、3和8的和也是11、4和7的
和也是11、5和6的和还是11，又因为11+11+11+11+11=55，所
以我就是这么算出来了。”老师同学听了以后，都对高斯竖
起了大拇指。后来的高斯长大后，成为了一位很伟大的数学
家。

9、趣味数学小故事——300字

八戒指着上面的3，大方的说，“你们一个人吃3个山桃吧，
瞧，我就吃那剩下的1个吧!”小猴子们很感激八戒，纷纷道
谢，然后每人拿了各自的一份。

悟空回来后，小猴子们对悟空讲今天八戒如何大方，如何自
已只吃一个山桃，悟空看了八戒的列式，大叫，“好个呆子，
多吃了山桃竟然还嘴硬，我去找他!”

哈哈，你知道八戒吃了几个山桃?

10、趣味数学小故事——300字

一家手杖店来了一个顾客，买了30元一根的手杖。他拿出一
张50元的票子，要求找钱。

店里正巧没有零钱，店主到邻居处把50元的票子换成零钱，
给了顾客20元的找头。

顾客刚走，邻居慌慌张张地奔来，说这张50元的票子是假的。
店主不得已向邻居赔偿了50元。随后出门去追那个顾客，并
把他抓住说：“你这个骗子，我赔给邻居50元，又给你找
头20元，你又拿走了一根手杖，你得赔偿我100元的损失。”

这个顾客却说：“一根手杖的费用就是邻居给你换零钱时你



留下的30元，因此我只拿了你70元。”

11、趣味数学小故事——300字

今天，我看一个故事，叫《燕子考青蛙》。故事是这样：一
天，燕子对青蛙说：“咱们比一比谁的数学好。青蛙同意了。
青蛙出题：上个星期一我吃了一只害虫，星期二吃了3只害虫，
以后每天比前一天多吃两只害虫，问一星期共吃多少只害虫?
燕子说：”1+3=44+5=99+7=1616+9=2525+11=3636+13=47，你
一共吃了49只害虫。

青蛙说：“你考我吧。”燕子说：“上星期一我吃了两只害
虫，星期二吃了4只，以后每天比前一天多吃2只害虫，问我
一个星期……”“吃了56只害虫”。燕子没说完，青蛙已经
说了答案。燕子说：“算得这么快!教教我速算的窍门吧”。
青蛙让燕子画7个圈，然后按第一个圈放一只害虫，后面的圈
比前一个圈多两只，它们的顺序是1、3、5、7、9、11、13，
加起来是49，青蛙在每一个圈外各放一只害虫，再用49+7=56。
燕子赞青蛙真聪明。

12、趣味数学小故事——400字

解答思路是这样的：假如砍去每只鸡、每只兔一半的脚，则
每只鸡就变成了“独角鸡”，每只兔就变成了“双脚兔”。
这样，(1)鸡和兔的脚的总数就由94只变成了47只;(2)如果笼
子里有一只兔子，则脚的总数就比头的总数多1。

这一思路新颖而奇特，其“砍足法”也令古今中外数学家赞
叹不已。这种思维方法叫化归法。化归法就是在解决问题时，
先不对问题采取直接的分析，而是将题中的条件或问题进行
变形，使之转化，直到最终把它归成某个已经解决的问题。

13、趣味数学小故事——500字



一只蜗牛不小心掉进了一只枯井里，它趴在井底上哭起来，
一只癞蛤蟆过来，翁声翁气的对蜗牛说：“别哭了，小兄弟，
哭也没用，这井壁又高又滑，掉到这里只能在这里生活了。
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了。”

蜗牛望着又老又丑的癞蛤蟆，心里想：“井外的世界多美呀!
我决不能像它那样生活在又黑又冷的井底里。”蜗牛对癞蛤
蟆说：“癞大叔，我不能生活在这里，我一定要爬出去，请
问这口井有多深?”“哈哈哈……，真是笑话，这井有10米深，
你小小年纪。又背负着这么重的壳，怎么能爬出去呢?”

“我不怕苦不怕累，每天爬一段，总能爬出去!”第二天，蜗
牛吃得饱饱的，开始顺着井壁往上爬了，它不停的爬呀爬，
到了傍晚，终于爬了5米，蜗牛特别高兴，心想：“照这样的
速度，明天傍晚我就可以爬出去了。”

想着想着不知不觉睡着了，早上，蜗牛被一阵呼噜声吵醒了，
一看，原来是癞大叔还以睡觉，他心里一惊：“我怎么离井
底这么近?”

14、趣味数学小故事——500字

最近“数学商店”来了一位新服务员，它就是小“4”。

一天，小“3”到数学商店买了一支铅笔，小“4”说：“你
应付1元5角4分。”

小“3”付了1元5角后问：“还有4分可怎么付呀?”小“4”
忙说：“这4分钱你不用付了。”小“3”疑惑地问道：“那
你不是要吃亏了?”“不，这是本店的一个规定，叫‘四舍五
入’。凡是4分钱或4分钱以下都舍去，如果是5分或5分钱以
上，那就收1角钱。”小“4”和蔼可亲地解释道。小“3”高
兴地说：“谢谢你，你真好!”



“对呀，我也特别喜欢4。”“25”跑过来说，“因
为25×4=100，算起来比较简便，例
如：25×87×4=25×4×87，这样算起来不是又快又简便
吗?!”

“不错，的确又快又简便，我也喜欢4。”原来
是“29”。“25”忙问道：“咦，你怎么也会喜欢‘4’
了?”“29”不慌不忙地说：“这你们就不知道了，一般年份
里的2月份都是28天，只有公历年份是4的倍数的那一年，二
月份才是29天，我4年才轮到一次，当然喜欢‘4’了。不过
公历年份是整百的，必须是4百的倍数，二月份才有29天，这
样的年份叫闰年。”

“啊，‘4’的用处可真大呀!”“25”赞叹道。

这位“4”服务员真是个既温柔又惹人喜欢的服务员。

15、趣味数学小故事——500字

大约1500年前，欧洲的数学家们是不知道用“0”的。他们使
用罗马数字。罗马数字是用几个表示数的符号，按照一定规
则，把它们组合起来表示不同的数目。在这种数字的运用里，
不需要“0”这个数字。

而在当时，罗马帝国有一位学者从印度记数法里发现了“0”
这个符号。他发现，有了“0”，进行数学运算方便极了，他
非常高兴，还把印度人使用“0”的方法向大家做了介绍。过
了一段时间，这件事被当时的罗马教皇知道了。

当时是欧洲的中世纪，教会的势力非常大，罗马教皇的权利
更是远远超过皇帝。教皇非常恼怒，他斥责说，神圣的数是
上帝创造的，在上帝创造的数里没有“0”这个怪物，如今谁
要把它给引进来，谁就是亵渎上帝!



于是，教皇就下令，把这位学者抓了起来，并对他施加了酷
刑，用夹子把他的十个手指头紧紧夹注，使他两手残废，让
他再也不能握笔写字。就这样，“0”被那个愚昧、残忍的罗
马教皇明令禁止了。

但是，虽然“0”被禁止使用，然而罗马的数学家们还是不管
禁令，在数学的研究中仍然秘密地使用“0”，仍然用“0”
做出了很多数学上的贡献。后来“0”终于在欧洲被广泛使用，
而罗马数字却逐渐被淘汰了。

16、趣味数学小故事——800字

门打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刘建明先生请他坐
下，小伙子自我介绍说：“我是内地的导游，叫于江，这次
我带领了个旅游团到香港来旅游，听说您的大酒店环境舒适，
服务周到，我们想住你们酒店。”刘建明先生连忙热情地说：
“欢迎，欢迎，欢迎光临，不知贵团一共有多少人?”

“人嘛，还可以，是个大团。”刘建明先生心里一阵惊喜：
一个大团，又一笔大生意，真是太好了。作为一名导游，于
江看出刘建明先生的心思，他记上心来，慢条斯理的
说：“先生，如果你能算出我们团的人数，我们就住您们大
酒店了。”

“您请说吧。”刘建明先生自信的说。“如果我把我的团平
均分成四组，结果多出一个人，再把每小组平均分成四份，
结果又多出一个人，再把分成的四个小组平均分成四份，结
果又多出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我，请问我们至少有多少
人?”

“一共多少呢?”刘建明先生马上思考起来，他一定要接下这
笔生意，“没有具体的数字，应该如何下手呢?”他不愧是精
明的生意人，很快就知道了答案：“至少八十五人，对不
对?”于江先生高兴地说：“一点都不错，就是八十五个人。



请说说你是怎么算的?”“人数最少的情况下是最后一次四等
分时，每份为一人，由此推理得到：第三次分之前
有1×4+1=5(人)，第二次分之前有5×4+1=21(人)，第一次分
之前有21×4+1=85(人)”“好，我们今天就住这里
了。”“那你们有多少男的和女的?”

“有55个男的，30个女的。”“我们这儿现在只有11人的房
间，7人、5人的房间，你们想怎么住?”“当然是先生您给安
排了，但必须男女分开，也不能有空床位。”又出了个题目，
刘建明还从没碰到过这样的客人，他只好又得花一番心思了。

冥思苦想之后，他终于得出了最佳方案：男的两间11人房间，
四间7人房间，一间5人房间;女的一间11人房间，两间7人房
间，一间5人的，一共11间。于江先生看了他的安排后，非常
满意，马上办理了住宿手续。一桩大生意做成了，虽然复杂
了点，但刘建明先生心里还是十分高兴的。

华罗庚上小学时，一个老师对新上任的老师介绍学校的情况
时，说这个学校的学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多数是笨蛋……
这话深深刺痛了华罗庚的心，他决心要以优异的成绩回敬那
位老师。
一天，数学老师出了一道有趣的难题给大家：今有一物不知
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为
几何?
全班同学面面相觑答不上来，唯有华罗庚站起来说：“老师，
我知道，是‘23’。”全班震惊，老师也点头称赞。从此，
他便爱上了数学课。
华罗庚的故事都值得我们学习。正当他求学时，父亲店铺生
意日见萧条，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了，他只好辍学看柜台。他
利用一本代数、一本几何、一本只剩50页的微积分开始了自
学。白天没有时间，晚上守着小油灯一遍遍地演算。父亲说
他是个“书呆子”，几次逼他把书烧掉，邻居也劝他好好做
买卖，一些上了大学的同学有的对他也有些冷淡。不幸的是，
他又患上了可怕的伤寒，医生摇头叹息地叫家人为他准



备“后事”。他向死神发起挑战，挣扎着下地干活，左腿又
被摔成残废。他还是不气馁，拄着拐杖忍着疼痛进行锻炼。
练得能走了，就到一所中学去干杂务，给老师打水、削铅笔，
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放弃自学。就在中学工作不久，他开始
向报刊投寄数学论文，多次退稿也不灰心。后来他发表了
《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一文，
得到了数学泰斗熊庆来的赏识，很快把他介绍到清华园，安
置在自己身边。
一年半后，华罗庚攻下了清华大学数学专科的全部课程，并
且自修了英语和法语。接着，他的数学论文在国内外刊物上
陆续发表。1934年，在熊庆来的推荐下，任命华罗庚为数学
系助教。不久，校领导又任命他为数学教授。
一个贫困而又残疾的人，终于以惊人的毅力自学成才，并成
为驰名中外的数学家。华罗庚的故事值得我们为之学习。

四年级数学故事演讲稿两人篇三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记得小时候，从幼儿园放学回来，妈妈总是叫我数家里今天
几个人吃饭，多少只手，多少条腿。后来才知道妈妈是在教
我数学。

进了学校以后，我发现数学是一门很有趣的课程，它不用死
记硬背，只要你认真听讲，掌握它的规律，灵活运用和细心
计算，一定能考出好的分数。

记得三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我考了100分，全班第一名，就
很开心，也骄傲起来。到了下学期，我以为自己有好的基础，
学习就不怎么用心，期末考试，只考了八十几分。妈妈知道



了，没有骂我，而是坐下来很耐心地对我说：“你知道数学
为什么没有考好吗？不是你不会，是你轻敌了！数学不是你
想象的那么简单，需要你的灵活，认真的细心。”听了妈妈
的话，我低下了头。

转眼，到了四年级，数学越来越难，从简单的一位数加减乘
除，到了三位数除以两位数、混合运算等。我才知道，学什
么都不容易，可我偏偏是一个马虎大王，每天作业总是有那
么一点点计算上的失误，更别说考试了。就拿这次期中考试
说，我完全有能力考满分。因为一道计算出错了，唉！

几天前，开了家长会，妈妈不像上次那么说好话了，回到家
板着脸说：“一个人如果老是犯同样的错误，不是他粗心，
而是没用心。不管数学、语文还是英语，都要用心去学，要
有好的学习态度，方才有好的表现！”我听了，便很惭愧。

我保证：“妈妈你放心吧，从现在起，我一定牢记你得话，
把每门功课都提高，相信我，期末考试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
答复！”

数学，是我热爱的一门功课，它一定要成为我的强项！

四年级数学故事演讲稿两人篇四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趣味数学故事：欧拉和马克都
出生在城市，他俩决定跟随种葡萄的大伯到农家去看看。他
俩走进大伯家的园子，看到大伯的两个儿子正在园里摘黄瓜，
马克看到满满一篮子的黄瓜问道：“你俩摘了多少根黄
瓜？”顽皮的小儿子没有回答却拍手唱起了童谣：“兄弟二
人摘黄瓜，一共摘了七十八，哥哥多摘整八根，二人各摘多
少瓜？”欧拉一听笑道：“哈哈，小朋友考我们呢。”他想
了想说：“弟弟摘了三十五，哥哥摘了四十三。”



欧拉和马克随大伯来到后园，见大妈正在河边唤鸭子归笼，
欧拉热心的问道：“大妈一共有多少只鸭，我们帮你赶
吧。”大妈同样也乐呵呵的唱道：“太阳落山晚霞红，我把
鸭子赶回笼。一半呆在水中叫，一半的一半进笼中。剩下十
五围着我，我的鸭子共多少？”马克怕欧拉抢先了，连忙说：
“我知道，15×2×2=60只。”

晚上，欧拉和马克与大伯一家围坐在葡萄架下，大伯抱来一
个大西瓜，笑呵呵的递给欧拉一把切瓜刀说：“要说稀奇不
稀奇，这儿有个切瓜题，三刀切成七块瓜，吃完剩下八块皮。
”欧拉为难的说：“切成七块不难，可是怎么吃完有八块皮
呢？”马克提示着在台上画了个三角形，欧拉看后一拍脑门
说道：“我知道了！”欧拉切完瓜也不甘示弱，说道：“稀
奇稀奇真稀奇，刀切西瓜有难题，一个西瓜大又圆，四刀切
成九块齐，吃完却剩十块皮！”

欧拉和马克又愉快的度过了一天，躺在床上，他俩由衷的感
叹道：“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四年级数学故事演讲稿两人篇五

第一篇:小学四年级数学小故事

华罗庚上小学时，一个老师对新上任的老师介绍学校的情况
时，说这个学校的学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多数是笨蛋……
这话深深刺痛了华罗庚的心，他决心要以优异的成绩回敬那
位老师。
一天，数学老师出了一道有趣的难题给大家：今有一物不知
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为
几何?
全班同学面面相觑答不上来，唯有华罗庚站起来说：“老师，
我知道，是‘23’。”全班震惊，老师也点头称赞。从此，



他便爱上了数学课。
华罗庚的故事都值得我们学习。正当他求学时，父亲店铺生
意日见萧条，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了，他只好辍学看柜台。他
利用一本代数、一本几何、一本只剩50页的微积分开始了自
学。白天没有时间，晚上守着小油灯一遍遍地演算。父亲说
他是个“书呆子”，几次逼他把书烧掉，邻居也劝他好好做
买卖，一些上了大学的同学有的对他也有些冷淡。不幸的是，
他又患上了可怕的伤寒，医生摇头叹息地叫家人为他准
备“后事”。他向死神发起挑战，挣扎着下地干活，左腿又
被摔成残废。他还是不气馁，拄着拐杖忍着疼痛进行锻炼。
练得能走了，就到一所中学去干杂务，给老师打水、削铅笔，
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放弃自学。就在中学工作不久，他开始
向报刊投寄数学论文，多次退稿也不灰心。后来他发表了
《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一文，
得到了数学泰斗熊庆来的赏识，很快把他介绍到清华园，安
置在自己身边。
一年半后，华罗庚攻下了清华大学数学专科的全部课程，并
且自修了英语和法语。接着，他的数学论文在国内外刊物上
陆续发表。1934年，在熊庆来的推荐下，任命华罗庚为数学
系助教。不久，校领导又任命他为数学教授。
一个贫困而又残疾的人，终于以惊人的毅力自学成才，并成
为驰名中外的数学家。华罗庚的故事值得我们为之学习。

第二篇:小学四年级数学小故事

时间匆匆流逝，转眼间，进入这个温馨、积极向上的“__”
团队已经半年了，半年的工作、学习和实践虽然让人紧张、
繁忙。但是我感觉收获多多，感慨多多。

近期来，我时刻名师工作室成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思
想上要求上进，业务上刻苦钻研，能认真履行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注重自己的师德形象，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教书育
人，循循善诱。



在我们工作室的博客，内容有教学案例、学习体会、读书心
得、论文等等，可谓百花齐放。这些都是我们成员的学习成
果，是我们“学习——实践——反思——再学习”的过程。
名师工作室，为我的专业成长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并为
我搭建了展示自我、体现自身价值的舞台。通过学习我深深
体会到“学然后知不足”，通过反思，我发现想要成为一名
专业化的研究型教师还有很多路要走。

为了提高我们的专业理论水平，从工作室成立的那天起我们
就共同开始阅读同一本书《静悄悄的革命》，我们定期交流
读书心得，反馈收获，为我的课堂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同
时，平时能坚持阅读了《爱的教育》、《给教师的建议》等
教育理论书籍，撰写了读书笔记和读书心得。这学期还有一
篇教学随笔《在探索中成长》发表在cn刊物上。

本学期，工作室开展了丰富的教研活动——听课评课，专题
讲座等。每一次活动，我都积极参加，认真聆听工作室成员
间的相互交流，虚心学习他人的宝贵经验，及时作出总结和
反思，努力提升自身素质。这其中就有我作的一节课《倒数
的认识》和专题讲座《有关数量关系的一点思考》。

一直以来，我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不断总结，找出自己的不
足，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制定了以下努力的目标：

1.在提高课堂实效性上下功夫，使学生在每一堂课中有更大
的收获。

2.及时总结，加强反思的能力，将自己平时积累的经验、有
价值的思考、及时记录下来，以便更快地提升自己的水平。

总之，一学期虽然过去，我也收获了许多，但求索路漫漫，
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的完善自己，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
平，为数学学科教学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使自己的教学有
自己的特色，并带动整个学校的数学教学迈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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