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数学第二单元知识点总结(汇
总9篇)

军训总结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和观点，但要保持独立思考和
真实性。学期总结是让我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学习的
状态和进步，为下个学期的学习打下基础。

三年级数学第二单元知识点总结篇一

早先，有一个村庄，那里的树林郁郁葱葱，那里的河水清澈
见底，天空湛蓝深远，空气清新甜润。

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不知从啥时候起，家家买了锋利的
斧头，他们都走到山上，把树一棵一棵看下来，山上又多一
些一大块一大块的土地。

一年年，一代代，山上的树木一直降低，大块的土地不断地
增加，大家都用木头造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各式各样的家具。

大家用斧头砍树，日子过得还很好！

不知过了多长期，在一个雨水奇多的八月，大雨没喘气儿，
一连下了五天五夜，第六天早上，小村庄被大洪水不知淹倒
哪儿去了。

大量大事就是这样形成的，譬如：日本海啸，四川大地震，
那些都是由于对环境的破坏。大家要保护环境，不让每一个
地方发生这样的事。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不要乱砍树木，要不然大自然会惩罚你
的。



三年级数学第二单元知识点总结篇二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2030年，长大成人的我又一
次来到了家乡的护城河边。

“啊，好美的景色！”我不禁感叹道。天空湛蓝深远，空气
清新甜润。河水也是那样绿，绿的像是被周围的绿树绿草染
过似的，里面还有许多快活的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这
里不会有人钓鱼，因为人们爱护生灵，想让动物和我们一起
居住在这充满生机的大自然里；也不会有人抽烟，因为人们
渴望健康，想让空气更加清新；更不会有人乱扔垃圾，因为
人们爱护环境，想让大自然更加美丽！护城河边，种着两排
整齐的柳树，它们在微风中梳理着自己美丽而细长的头发，
把清澈见底的河水当做镜子照来照去……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欣赏着迷人的景色，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简直陶醉其中，
流连忘返了。

“铃---铃---”，闹钟响了，原来，这是一场梦。不，这不
是梦，这是我们一起创建的家乡美好的未来！

三年级数学第二单元知识点总结篇三

现在已经是2058年了，随着祖国的繁荣，科技的进步，我的
家乡也越来越繁荣，逐渐变成了一个大都市。今天，我打算
回我的故乡。

回到了家乡，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超市，当回到家时，我看
见原来老旧的平房，竟变成了一个高大的楼房。本是竹林的
地方被修成了一所游乐场，我也想返老还童去玩一下。在大
树下没什么改变，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这一棵大树吧。上街的
路上原没有人居住，现在也成了一条街，小吃店、玩具店、
鞋店……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来到了母校，大吃一惊。里面的教学设备焕然一新，地下花



园种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花，楼梯也改成了电梯……不过，最
让我吃惊的还是母校已经变成了实验小学。“诶，到中午了，
我要去吃饭了。”

在你的眼中，未来是什么样的呢？把你想到的写下来吧。

三年级数学第二单元知识点总结篇四

1、整千、整百、整十数除以一位数的口算方法。

(1)用表内除法计算：先用被除数0前面的数除以一位数，算
出结果后，再看被除数的末尾有几个0，就在算出的结果后添
几个0。

(2)用乘法来算除法：看一位数乘多少等于被除数，乘的数就
是所求的商。

2、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估算方法。

(1)除数不变，把三位数看成几百几十或整百的数，再用口算
除法的基本方法计算。

(2)想口诀估算：想一位数乘几最接近或等于被除数的位或前
两位，那么几百或几十就是所要估算的商。

(二)笔算除法

1、牢固掌握两位数除以一位数、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笔算方
法、步骤与格式，尤其是商中间、末尾有0的笔算算式的写法。

(除数是一位数的计算法则，除数是一位数，从被除数的高位
除起，先除被除数的前一位，如果不够除，再除被除数的前
两位，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商就写到被除数那一位的上面。
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不够商1，用“0”占位。每一次除得的



余数必须比除数小。)

2、会判断商是几位数。

比较除数与被除数位的大小，如果被除数位上的数比除数小，
那么商一定比被除数少一位;如果被除数位上的数比除数大或
相等，那么商和被除数的位数相等。

3、除法的验算方法：

(1)没有余数的除法：商×除数=被除数;

(2)有余数的除法：商×除数+余数=被除数;

4、关于0的一些规定：

(1)0不能作除数。

(2)相同的两个数相除商是1。(既然能相除这个数就不是0)

(3)0除以任何不是0的数都得0;0乘任何数都得0。

5、乘除法的估算：4舍5入法。

如乘法估算：81×68≈5600，就是把81估成80，68估
成70，80乘70得5600。

除法估算：493÷8≈60，就是把493估成480(480是8的倍数，
也最接进492)，然后再口算480÷8得60。

小学三年级数学知识点手抄报

1、的几位数和最小的几位数：

的一位数是9，最小的一位数是0。



的二位数是99，最小的二位数是10

的三位数是999，最小的三位数是100

的四位数是9999，最小的四位数是1000

的五位数是99999，最小的五位数是10000

的三位数比最小的四位数小1。

2、笔算加减法时：相同数位要对齐;从个位算起。哪一位上
的数相加满10，就向前一位进1;哪一位上的数不够减，就从
前一位退1当作10，加本位再减;如果前一位是0，则再从前一
位退1。

3、两个三位数相加的和：可能是三位数，也有可能是四位数。

4、加法公式：

加数+加数=和

和-另一个加数=加数

5、减法公式：

被减数-减数=差

差+减数=被减数或被减数=差+减数

被减数-差=减数

6、口算时：

例：(1)35+48，先算35+40=75，再算75+8=83。



7、问题中出现“大约”、“约”、“估一估”、“估
算”、“估计一下”“应准备”等词语时，都是用估算。

三年级数学第二单元知识点总结篇五

打开这一组教材，你一定会发现它是围绕景物来写的。你看，
那壮丽的《瀑布》让人震撼，那雄伟的《乐山大佛》让人赞
叹，那神奇的《西藏高原》令人向往，那可爱的《家乡的红
橘》令人垂涎……多么迷人的风光啊！学习本组教材，要注
意引导学生认真品读课文，大胆想象美景，感受大自然的神
奇与美丽，感受生活的美好！教师要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
去描绘，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本次“积累与运用”紧扣单
元主题“祖国风光美”，既注意了字词句的复习巩固、积累
运用，又注意了单元知识的扩展。其中，“综合性学
习”、“习作百花园”旨在“由彼及此”地搜集相关资料，
学做家乡小导游，增进对家乡的了解；通过向别人介绍家乡，
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教学中要充分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调动他们已
有的知识经验，引导他们认识生字，正确、美观地书写生字，
能背诵《瀑布》、《家乡的红橘》部分段落，能自觉主动地
积累美词佳句、妙段，将学到的语文知识运用于生活之中、
实践之中，从而丰富语言积累，感受阅读乐趣，提高语文素
养。

三年级数学第二单元知识点总结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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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三年级数学学习方法

一、思考：思考是数学学习方法的核心。在学这门课中，思
考有重大意义。解数学题时，首先要观察、分析、思考。思
考往往能发现题目的特点，找出解题的突破口、简便的解题
方法。在我们周围，凡是真正学得好的同学，都有勤于思考，



经常开动脑筋的习惯，于是脑子就越用越灵，勤于思考变成
了善于思考。我正因为掌握应用了这一方法，所以在全国数
学竞赛中获得了武汉市一等奖。

三、培养创造精神：所谓创造，就是想出新办法，做出新成
绩，建立新理论。创造，就要不局限于老师、课本讲的方法。
平时，有一些难度高的题目，我在听懂了老师讲的方法后，
还要自己去找一找有没有另外的解法，这样能加深对题目的
理解，能比较几种解法的利弊，使解题思维达到一个更高的
境界。

三年级数学第二单元知识点总结篇七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重点语句的含义。

2、了解小萝卜头虽身陷困境，但是对自由生活有着无限的追
求和向往。解析小萝卜头对小虫子“一捉一放”的心理变化。

3、由“骄傲”(例中学)“若有所思”(实践悟)两个词语展开
想象，填补课文空白，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

教学重难点：

由“骄傲”、“若有所思”这个词语展开想象，填补课文空
白。

教学过程：

一、复习回顾，情导入

1、同学们，上节课我们认识了一位吃着霉米饭长大，不知糖
是什么味儿的小朋友，他就是我们的同龄人——小萝卜头。



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关注小萝卜头，感受他那不一般的生活!

2、谁来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设计意图：以情导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回顾课文内容，
帮助学生梳理课文思路。

二、品读文章，例中学

1、找学生读学案第一部分的要求。

2、学生默读，师巡视并提出默读要求。

设计意图;默读是三年级学生的起始阶段，培养学生正确的默
读习惯。

3、汇报展示：

预设：

(1)小虫子外形的描写读中悟，指导朗读。

(2)小萝卜头两手轻轻捧着那只小虫子，唯恐伤害了它。(小
萝卜头动作的描写，体会小心翼翼。)

(3)入春以来，这种虫子很多，常常撞进铁窗，陪伴着常年呼
吸不到自由空气的人们。

(失去了自由的人们看到飞来的小虫很亲切，小虫们似乎也很
懂事，知道来陪伴这些禁锢已久的人们。)

(4)又飞来一只，他们并排在一起，故意在人面前骄傲地爬着。

抓“骄傲”“并排在一起”两个词，体会小虫子可能在想什
么?



小虫可能在想：我有()，你没有()。我能()，你不能)。我可以
()，你不可以()。

师小结方法：

设计意图：给学生支架填补课文空白，降低了难度，多样选
择拓展了学生的想象空间。

三、填补空白，实践悟

1、小萝卜头这么喜欢小虫，为什么又把它放了呢?

预设：

他正要关上盒子的时候，突然瞥见那只虫子，在盒子里不安
地爬动。啊，它失去了自由。小萝卜头若有所思地停住了手。

(学生也可用自己的话说)

2、“若有所思”这个词语展开想象，填补课文空白。

3、学生练写

4、展现学生作品

5、师小结

设计意图：体验情感，由动嘴说到动笔写，写作是阅读知识
的巩固和发展，这是一个知识迁移的过程。

四、布置作业，迁移用

“小萝卜头大概刚下课，他把每天读的书放在楼栏杆旁，双
手抓住比他还高半头的楼栏杆，踮起脚，看白公馆墙外的群
山。”



小萝卜头可能看到了什么?可能想到了什么?动笔写一写。

三年级数学第二单元知识点总结篇八

知识与技能目标：

1、认识本课的11个生字，掌握“介、订、纠、迈、寿、攻、
吨、矿、妻、岩、临”等11个生字。

2、阅读课文，知道矿矿是怎样查阅资料完成他关于“蓝鲸”
的研究的，了解矿矿写的论文的大致内容。

3、从阅读“矿矿的研究”中，使自己生发感慨、感悟，甚至
研究与创造的冲动。

过程与方法目标：

1、继续进行自主识字，提高学生随文理解词意的能力，同时
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2、通过各种朗读训练，指导学生边读边想象，增强对文章的
理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从阅读“矿矿的研究”中，使自己生发感慨、感悟，甚至研
究与创造的冲动。

策略与方法：合作交流，读中感悟。

教学准备：教师和学生提前准备黄全愈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1、首先向孩子介绍黄全愈，而后过渡到他在国外上小学的孩
子。

黄全愈，美籍华裔教育的学者。2000年出版《素质教育在美
国》，成为当年国内非文艺类的第一畅销书。2003年，黄全
愈又推出了“新书”《生存教育在美国》和《“高考”在美
国》。其他的请学生介绍。

2、揭示课题。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学生自由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问老师、问同学、
等。

2、用生字卡片出示文中的生词，指明读，开火车读。

3、这些词语在小组内解决，解决不了的全班交流。

比如：“纠缠”;另外“迈阿密大学”可以看图片或由教师介
绍;

(除了要求认的字、词语外，学生还有可能提出“抱怨”等，
教师给予及时解决)

4、检查读文情况：

教师指名学生读课文，听者可以习惯性的进行评价。指名逐
段朗读课文，师生共同纠正读错的地方。只有读正确、读通
顺才能更好的理解课文。

三、师生对话、品悟诗情。

1、教师引导学生再读课文，“通过读课文你知道了什么?”



2、引导学生抓住文章的重点进行交流，即文中语言文字的品
位与理解。(引导学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交流)

3、我明白了矿矿要写蓝鲸的研究论文，得去图书馆查阅资料，
爸爸对儿子的能力表示怀疑。

4、矿矿在妈妈的陪同下借阅了许多关于蓝鲸的书籍，在矿矿
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爸爸也学到许多知识。

5、讲矿矿完成了他的蓝鲸研究报告，这是爸爸看到的最简短
最感兴趣的论文。

以上交流的重点是体会矿矿的认真和执着，并指导学生有感
情的朗读。教师可以补充矿矿在美国学习的一些常识。(见参
考书)

6、讨论：读了课文，你有过矿矿这样类似的研究成果吗?

7、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8、整体回顾全文。

四、记忆字形，指导书写

1、本课要求认识11个生字，要求掌握“介、订、纠、迈、寿、
攻、吨、矿、妻、岩、临”等11个生字。教学中注意比
较“介——分”是“人”字头，不是“八”字头。

2、用形声字比较字形的方法记忆“订、攻、吨、矿”等生字。

五、拓展延伸，积累实践

把孩子领到图书室，或者把孩子引导到丰富的生活，去问父
母、大人或者街坊邻居，或者某些专业人士，让孩子从中汲
取自己需要的营养，也像矿矿一样完成自己的研究成果。



三年级数学第二单元知识点总结篇九

在前几册教科书里，陆续教学了米、分米、厘米、毫米等长
度单位，以及千克、克等质量单位，本单元教学较大的长度
单位千米和较大的质量单位吨。

千米和吨都是常用的计量单位，在生活、生产中有广泛的应
用。但是，这两个单位与学生的生活有些距离，他们对这些
单位不够熟悉。因此，教学千米和吨，首要任务是体会千米
和吨，感知1千米有多长、1吨有多重，建立1千米、1吨的初
步观念。教学千米与米、吨与千克的进率及简单的换算，也
是让学生联系已经认识的米和千克，体验千米和吨。学生是
否体会了千米和吨，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检验，一是能否
联系实际，举身边的例子说说1千米大约是多长、1吨大约是
多重；二是能否在日常生活和实际问题里正确使用千米和吨。

全单元内容分三部分编排，第44～46页教学千米，第47～49
页教学吨，第50～55页单元练习和实践活动。

1．认识千米、吨的线索和活动。

首先，在现实的情境里引出千米和吨，让学生感受它们都是
较大的计量单位。第44页的四张照片上都有“千米”，配合
这些照片，教材中说：计量路程或测量铁路、公路、河流的
长度，通常用千米作单位。学生从照片和文字说明中，体会
了千米是较大的长度单位。第47页的三张照片中，物体很多、
很重，教材指出：计量比较重或者大宗物品有多重，通常用
吨作单位。在引出吨的同时，让学生体会它是较大的计量物
重的单位。

然后，寻找千米与吨的生长点，让学生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
础上，感知千米和吨。在引出千米和吨以后，需要知道1千米
是多长、1吨有多重。教材选择100米为生长点，既感知千米，
又带出千米与米的进率。看看100米的跑道有多长，想想10



个100米是多长，接受10个100米是1000米，就是1千米，这
样1千米=1000米就很自然地得出了。100米作为千米的生长点，
它是否清晰直接影响对1千米的感受。多数学校都有100米的
跑道，在课前要带领学生在跑道上反复看看、走走，对教学
千米是有好处的。教材选择100千克为吨的生长点，从1袋大
米100千克，推算10袋大米1000千克，体会10袋大米的重，意
义接受1000千克就是1吨，感知了吨，带出了进率1吨=1000千
克。

接着，扩大感知背景，继续体会千米和吨，积累感性材料和
生活经验。学校里的跑道，一般是一圈米、250米或400米，
让学生联系自己学校里跑道一圈的米数，推算几圈是1千米。
一个小学生的体重25千克，推算40个小学生的`体重是多少；
一棵白菜1千克，多少棵这样的白菜重1吨；1桶水重10千克，
多少桶水重1吨；2块砖重5千克，多少块砖重1吨。这么多的
推算，都以学生熟悉的事物为载体，通过40名小学生、1000
棵白菜、100桶水、400块砖都重1吨等事实，帮助学生感知1
千米与1吨。如果学生对其中某种物体感兴趣，记住多少个这
样的物体长1千米或重1吨，他对千米和吨的感受就清晰而深
刻了，而且不会忘记。

2．在应用计量单位时，进一步体验单位。

教材三次安排选择合适的计量单位的练习，第46页第4题是选
择长度单位，第49页第5题是选择质量单位，第50页第1题是
长度单位和质量单位的综合应用。在这些题里不仅使用本单
元教学的千米和吨，还使用以前学过的长度单位和质量单位。
在选择单位时，要加强对单位的体验。对于熟悉的物体，学
生很快能说出应该选择的单位，如小华的身高132(厘米)、一
个苹果重(克)。要让学生体验如果选了其它单位，将会闹出
多大的笑话。如果一个苹果千克，那么这个苹果要许多人抬
着吃；如果小华身高132米，那么他有20层楼那么高。对于不
熟悉的物体，可以用筛选排除的办法，寻找合适的计量单位。
如1筐稻谷45()，如果用克作单位，这筐稻谷只要用手轻轻一



托；如果用吨作单位，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搬不动这筐稻谷，
于是选择千克作单位。

解答实际问题，也有助于体会千米和吨的应用，从而丰富生
活经验。如计量河流、铁路的长度，要用千米作单位；计量
卡车的载重量、鲸鱼等大型动物的体重，要用吨作单位。随
着经验的积累，对计量单位的感受也会深刻。

3．在实践活动中进一步体验千米。

“了解千米”这次实践活动，安排学生“走走看看”。通过
走100米要多少步和多少分钟，推算走1千米的步数和时间，
借助步数与时间体验1千米的长度。还组织在离开1千米的地
方大声说话，试试能听到吗？这些都是学生感兴趣的活动，
有了这些数据和经验，就能在日常生活中估计1千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