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数学总结知识点试卷 一年级数学
知识点总结(通用10篇)

在学习总结中，我们可以回顾自己的学习过程，总结经验，
找到提高自己的方法。欢迎大家共同分享自己的考试总结，
以下是一些经典范文供大家参考。

三年级数学总结知识点试卷篇一

1、正确熟练地数出数量在20以内的物体的个数。

2、会区分几个和第几个，掌握数的顺序和大小。

3、掌握10以内各数的组成，会正确读、写0――20各数。

4、能说出个位、十位数位名称，识别各数位上数字的意义，
初步了解进制。

5、认识符号“=”“”“”的含义，会使用这些符号表示数
的大小。

数的运算

1、初步知道加、减法的含义和加、减法算式中各部分的名称，
初步知道加法和减法的关系。

2、比较熟练地计算(口算)一位数的加法和10以内的减法。

3、比较熟练地计算(口算)20以内的进位加法。

4、初步学会根据加、减法的含义和算法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
问题。



常见的量

1、初步认识钟表，会认识整时和半时。

2、培养学生初步建立时间观念，从小养成珍惜时间和遵守时
间的良好习惯。

三年级数学总结知识点试卷篇二

1、一年有12个月；一年有4个季度(1、2、3月为第1季度；4、
5、6月为第2季度，;7、8、9月为第3季度；10、11、12月为
第4季度)。

2、记大小月的方法：1、3、5、7、8、10、腊，31天永不差；
4、6、9、冬，30整，只有2月28天或29天。7个大月，4个小
月，二月平年28天，闰年29天。

3、平年全年有365天，平年2月是28天，平年的上半年有181
天，下半年有184天。平年全年有52个星期零1天。

4、闰年全年有366天，闰年2月是29天，闰年的上半年有182
天，下半年有184天。闰年全年有52个星期零2天。

5、公历年份是4的倍数的一般都是闰年；但公历年份是整百
数的，必须是400的倍数才是闰年。如：1900、2100等不是闰
年，而1600、2000、2400等是闰年。

6、连续两个月共62天的是：7月和8月，12月和第二年的1月；

一年中连续两个月共62天的是：7月和8月。

7、一个人今年20岁，但只过了5个生日，他是2月29日出生的。



三年级数学总结知识点试卷篇三

动点与函数图象问题常见的四种类型：

1、三角形中的动点问题:动点沿三角形的边运动,根据问题中
的常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判断函数图象.

2、四边形中的动点问题:动点沿四边形的边运动,根据问题中
的常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判断函数图象.

3、圆中的动点问题:动点沿圆周运动,根据问题中的常量与变
量之间的关系,判断函数图象.

4、直线、双曲线、抛物线中的动点问题:动点沿直线、双曲
线、抛物线运动,根据问题中的常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判断
函数图象.

图形运动与函数图象问题常见的三种类型：

1、线段与多边形的运动图形问题:把一条线段沿一定方向运
动经过三角形或四边形,根据问题中的常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
进行分段,判断函数图象.

2、多边形与多边形的运动图形问题:把一个三角形或四边形
沿一定方向运动经过另一个多边形,根据问题中的常量与变量
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段,判断函数图象.

3、多边形与圆的运动图形问题:把一个圆沿一定方向运动经
过一个三角形或四边形,或把一个三角形或四边形沿一定方向
运动经过一个圆,根据问题中的常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
分段,判断函数图象.

动点问题常见的四种类型：



1、三角形中的动点问题:动点沿三角形的边运动,通过全等或
相似,探究构成的新图形与原图形的边或角的关系.

2、四边形中的动点问题:动点沿四边形的边运动,通过探究构
成的新图形与原图形的全等或相似,得出它们的边或角的关系.

3、圆中的动点问题:动点沿圆周运动,探究构成的新图形的边
角等关系.

4、直线、双曲线、抛物线中的动点问题:动点沿直线、双曲
线、抛物线运动,探究是否存在动点构成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
形或与已知图形相似等问题.

总结反思：

本题是二次函数的综合题，考查了待定系数法求二次函数的
解析式，一次函数的解析式，三角形全等的判定和性质，等
腰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平行线的性质等，数形结合思想的应
用是解题的关键.

解答动态性问题通常是对几何图形运动过程有一个完整、清
晰的认识，发掘“动”与“静”的内在联系，寻求变化规律，
从变中求不变，从而达到解题目的.

解答函数的图象问题一般遵循的步骤：

1、根据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对函数进行分段.

2、求出每段的解析式.

3、由每段的解析式确定每段图象的形状.

对于用图象描述分段函数的实际问题,要抓住以下几点：

1、自变量变化而函数值不变化的图象用水平线段表示.



2、自变量变化函数值也变化的增减变化情况.

3、函数图象的最低点和最高点.

三年级数学总结知识点试卷篇四

1.让学生体验上下的位置关系；定物体上下的位置和顺序，
并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

2.比较熟练地口算20以内的退位减法；使学生初步学会用加
法和减法解决简单的问题；

3.使学生知道长方形、正方形的形状和边的特点；

6.能够熟练地口算整十数加一位数和相应的减法。

1.能确定物体上下的位置和顺序，并能用自己的语文试表述；

2.让学生体验上下位置的相对性；

3.通过操作让学生明白长方形和正方形各自的特点；

4.理解算理，掌握自己喜欢的计算方法，并能够正确熟练地
进行计算；

5.100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

6.数100以内数，特别是数到几十九、下一个整十数应该数几
十比较困难；

7.了解和掌握个位、十位的数位的概念。理解个位、十位上
的数所表示的意义，能够正确地、熟练地读、写100以内的数。

1.位置：所在或所占的地方，有上下、前后、左右之分。



2.上：位置方位名词，例如：汽车在马路的上面。

3.下：位置方位名词，例如：船在桥的下面。

4.前：位置方位名词。

例如：张三在李四的前排，那么可以说张三在李四的前面。

5.后：位置方位名词。

例如：李四在张三的后排，那么可以说李四在张三的后面。

7.退位减：减法运算中必须向高位借位的减法运算。

8.20以内的退位减法：

20以内的数字之间的退位减法。例如：12-9=3.

9.图形的拼组（作风车）：

10.数一数

11.读数

24读作“二十四”；169读作“一百六十九”。

12.比较数的大小

先比较高数位的数学，再按照数位的高低依次比较。

例如：39和145比较大小，39百位数字为0，145百位数字为1，
0小于1，所以39小于145.



三年级数学总结知识点试卷篇五

1.认识人民币的单位元、角、分和它们的十进关系，认识各
种面值的人民币，能看懂物品的单价，会进行简单的计算。

2.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已经掌握的100以内数的知识，学习、
认识人民币，一方面初步知道人民币的基本知识和懂得如何
使用人民币，提高社会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加深对100以内数
的概念的理解。

3.体会数概念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4.认识各种面值的人民币，并会进行简单的计算。

5.使学生认识人民币的单位元、角、分，知道1元=10角，1
角=10分。

6.通过购物活动，使学生初步体会人民币在社会生活、商品
交换中的功能和作用并知道爱护人民币。

三年级数学总结知识点试卷篇六

1、认钟表，时和分，先看时针几时过，再看分针数小格，几
时几分合一起，快快说出时间来。

2、寻找图形的变化规律，可从形状、颜色、个数的增减等方
面去思考。

3、数列之间有规律，观察相邻数变化，通过计算找规律，后
面数据很明了。

4、统计数据有方法，一个一个来点数，边数边来做记号，数
出数量填图表。



5、两位数加减一位数、整十数，小朋友请注意，数字符号须
看清，相同数位才加、减。

6、大面额的`人民币换成小面额的人民币，用数得组成来思
考，想打面额的人民币里面有几个小面额的人民币的数。

7、最小的两位数是10，地两位数是99。

8、一个两位数，位是十位，一个三位数，位是百位。

9、求一个加数，用和减另一个加数。求被减数，用差加减数。

10、两数比多少，求相差数用减法，求大数用加法，求小数
用减法。

11、三数相加、减，凑十能简便，如果能凑十，先把它来算。
两位数加一位数，先看清个位数，判断进位不进位，再确定
十位数。

12、写数也从高位起，哪位是几就写几。除开位，哪位一个
也没有，就写零来占占位。

13、两数比大小，先看位数来比较，位数多来数就大，位数
相同从高位比。

14、数字宝宝真奇妙，位数不同意不同，几在十位是几十，
几在个位是几个。

15、相近两数比多少，可用大数比小数多一些，小数比大数
少一些来描述。

三年级数学总结知识点试卷篇七

方法一：



“做减想加”或“想加做减”因为8+7=15，所
以15-8=7，15-7=8。

“做减想加”或“想加做减”这个计算方法看似简单，但要
求学生思维力，首先要求学生要熟练掌握20以内的加法才能
快速的应用“做减想加”或“想加做减”。

方法二：

“破十法”12-5=10-5+2=7

“破十法”这个计算方法如果让学生自己思考计算方法，它
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方法。这方法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学生
才能掌握，首先告诉学生3不够5减时先不减，要找十位借1变
成一个10-5得数5再和剩下的2合在一起成了7。

方法三：

“平十法”14-5=14-4-1=9

“平十法”也叫“连续减法”它的特点就在于先把减数拆成
补减数的个位和别一个数如：把5拆成4和1，再把14-3=10，
最后把10-1=9，这方法的难点在于把减数拆成另外两个数，
一定要拆对。

方法四：

方法五：

“将被减数个位上补足成够减的数”13-5=15-5-2=8

“将被减数个位上补足成够减的数”这个方法是将被减数的
个位补到能被减数减，再接着减去补上的数。如：13-5化
成15-5-2=8这样学生就更容易掌握了。



一年级数学《认识图形》知识点

一、图形可分为(1)平面图形;(2)立体图形

1、平面图形：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圆、平行四边形

2、立体图形：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

二、图形的拼组

1、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可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两个完全
一样的三角形既可以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也可以拼成一个
长方形，还可以拼成一个大三角形。

2、拼成一个大正方形至少需要4个小正方形，拼成一个大正
方体至少需要8个小正方体。

3、两个长方形能拼成一个大的长方形。(两个特殊的长方形
能拼成一个大正方形)，4个长方体能拼成一个大的长方体。

学习过程

1、教师带领学生回忆立体图形的特征

2、播放微视频，学生观看

(课件出示：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以及三棱柱，播放从
立体图形中“拓”出平面图形的过程)

3、组织学生利用课前准备学具的不同形状在练习本子上描、
画、印、拓出平面图形。画的又好又快的的同学，可以连麦
老师分享他的作品。

4、认识长方形、正方形、圆和三角形



5、认识平行四边形(引导学生观察用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
拼成的平行四边形)

6、归类整理

(1)课件呈现多个图形，让学生分别跟家长说说每个是什么图
形?

(2)说一说：你是怎么记住每种图形的样子的?

数学学习方法技巧

精心规划数学活动

新课标特别偏重：“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践问题笼统成数学
模型并进行阐明与运用的进程”，重视数学常识的构成进程
是当时数学课题改造的一个重要理念。

例如“1～5的知道”，教材先表现从实践国际中笼统出数，
接着让学生经过摆小棒进一步领会数的基数意义;知道物体和
图形，教材先以“把形状相同的放在一起”进步学生对物体
形状的直观知道，接着出现立体图形引出物体形状的称谓。
然后让学生尝试用所学的数学常识描绘地址的日子空间……
在教育中，需求以教材供给的底子资料和学习活动条理，为
学生规划查询、操作、考虑、沟通等数学活动，让学生经历
常识构成的进程。

例如教育“1～5的知道”时，由学生去过公园或动物园的事
例，创设“去野生动物园”的情境，先请学生查询、了解有
哪些心爱的动物，再请学生把查询和数的作用通知组内的小
伙伴，讲给全班同学听，学生经过查询、数一数、说一说的
活动从实践国际中笼统出1～5各数。接着，让学生依据数摆
出小棒，或选择自己喜欢的学具卡片来摆。学生在着手操作
中把笼统的数详细化，加深对1～5各数的基数意义的了解。



学生经过看、数、说、做各项活动知道1～5各数，经历了数
概念的构成进程。学生不只领会数的发作和作用、加深对数
概念的了解，而且尝试用数学眼光看周围事物，并取得成功
的领会，增进学好数学的决计。

三年级数学总结知识点试卷篇八

【知识点】：

1、质量单位克、千克、吨

掌握克、千克、吨质量单位。感受克、千克、吨的实际质量，
能结合具体情景说出常见物体的质量。千克、克、吨的关系
及其简单换算，解决简单实际问题。掌握千克、克、吨之间
关系即：1吨=1000千克，1千克=1000克，并能正确进行单位
间换算。认识质量单位千克、克，了解它们的实际质量，建
立千克、克的概念。

2、掌握千克与克之间的进率，能进行简单的换算。

3、通过称一称、掂一掂等活动使学生初步感知轻重，建立质
量单位千克、克的概念，体验它们分别有多重。

4、联系实际，使学生初步体验到，克和千克在生活中的应用，
能为物体选择合适的重量单位。

5、活动中培养学生培养学生的估重能力。包括两方面的能力，
一是选择正确的重量单位，二是对重量的估计的准确性。

6、理解1千克=1000克，学会简单的换算

千克可记作“kg”,克可以记作“g”。公式可以记作1kg=1000g。

7、同一的物体，可以用不同的重量单位表示，如：一个西瓜



重2(kg)，也可以说这个西瓜重2000(g)。

8、通过实际的称量，使学生认识几种常见的称量工具：天平、
台秤、电子称。学会使用称量工具给物体称重。

第二节1吨有多重(认识吨)

【知识点】:1、感知并认识质量单位吨,了解1吨的实际质量.

2、掌握1吨=1000千克,并能进行简单的换算.

3、结合具体情境,提高对质量的估计能力.

4、在上节课的基础上,提高对物体质量的估计能力.

5、以大象等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参照物,让学生感受一吨有
多重,从而建立吨的概念.吨用字母表示为“t”.

能分辨出三个重量单位的大小,并能灵活运用它们为物体选择
适当的重量单位.

掌握三个面积单位之间的进率,1吨=1000千克=1000000克.

第三课：搭配中的学问

【知识点】：

1、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使学生初步掌握有序的搭配方法与
策略。

2、培养学生有序思考问题的能力。

3、通过观察、猜测、动手操作、合作交流等情境活动，在具
体的生活情境中，使学生初步掌握有序搭配的方法和策略。



4、学生运用摆学具、画搭配线路图、画表格等多种方式解决
搭配问题。并从中抽象出有序的搭配方法。

5、培养学生有序思考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养成不重复、不遗
漏的全面思考问题的习惯。

6、通过教学培养学生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的意识，激发学
生探究生活中数学的愿望，培养他们学习数学的意识。

三年级数学总结知识点试卷篇九

1.长度单位：长度单位是指丈量空间距离上的基本单元，是
人类为了规范长度而制定的基本单位。

其国际单位是“米”(m)，常用单位有毫米(mm)、厘米(cm)、分
米(dm)、千米(km)等等。长度单位在各个领域都有重要的作用。

米：国际单位制中长度的标准单位是“米”，用符号“m”表
示。

分米：分米(dm)是长度的公制单位之一，1分米相当于1米的
十分之一。

厘米：长度单位，简写符号为：cm。

毫米：英文缩写为mm

(1厘米=10毫米=0.1分米=0.01米=0.00001千米)

2.进位：加法运算中，每一数位上的数等于基数时向前一位
数进一。

以个位向十位进位为例：基数为10(2进制的基数是2，类推)，
个位这个数位上的数量达到了10的情况下，则个位向前一位



进1，成为一个十。

在十进制的算法中，个位满十，在十位中加1;十位满十，在
百位中加一。

1不能够减去2，所以必须向高位的5借位。

5.连加：多个数字连续相加叫做连加。例如：28+24+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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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数学总结知识点试卷篇十

含义：

计量很重的物品或大宗物品的质量，通常用吨做单位，吨用
符号t表示。

举例：1袋大米约重10千克，100袋大米约重1000千克，也就
是1吨。

单位换算：



1吨=1000千克

2吨=千克

方法分析：

1吨=1000千克，2吨是2个1吨，就是2个1000千克，是2000千
克，即2吨=2000千克。

方法归纳：

把较大的质量单位换算成相邻的较小的质量单位时，就是在
所换算数的末尾添上3个0，把较小的质量单位换算成相邻的
较大的质量单位时，就是在所换算数的末尾去掉3个0。

生活中吨的应用：

吨的确是个比千克重的多的单位，那么，在计量较重的或大
宗物品的质量时，通常用吨作单位?例如“一列货车每节车厢
的载重量是50吨，一般一辆货车大约有30—50节车厢，也就
是说可以运送200吨左右的货物。实际上，生活中很多物品的
质量是用吨来作单位的。比如：嫦娥一号起飞重量为2。35
吨;空集装箱本身的重量在2吨—5吨;亚洲象平均重3—4吨，
非洲象平均五到六吨左右等等。

三年级数学学习方法

1、计算是基础，基础要打牢：

三年级数学课本系统的介绍了四则运算及其巧算，关于数的
计算是比较枯燥的内容，但它同时也是学好数学的基础，是
历次竞赛或选拔比赛中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小学数学练
习机里很多计算题，电脑自动批改，家长省心省力。

就资深数学教练陆霞老师的教学经验表明，在二、三年级打



下良好运算基础的同学，一方面使得学生今后的数学学习更
加轻松，另一方面，在高年级竞赛或选拔中往往会有相当大
的优势。

2、应用题，重中之重：

从三年级起，数学课本中介绍了大量的数学专题知识，尤其
是应用题部分，是所有年级所有竞赛考试中必考的重点知识。
学生一定要在各个应用题专题学习的初期打下良好的基础。

现在许多五六年级同学数学水平提高非常困难，就是因为他
们三年级的数学专题知识掌握的不牢靠。

3、学习方法很重要：

同时，三年级是学生培养自己的数学学习方法的时间。在三
年级接触学习大量数学知识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
学习方法对今后的数学学习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