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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0.1
0.2

0.5

我正要去分数小学。

  分数与小数3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阅读和理解图意。  
  出示分数卡和小数卡，让学生初步认识这两种数目。 
  引导学生看图进行分类，找出和读出分数和小数。

哪些是分数？哪些是小数？

1



1

8

分子

分母
分数线

认识分数

这是分数。分数由 
分子和分母组成。   

每个人拿去的部分，
各占整个班兰蛋糕的
八分之一。

这样分，每块都是
 

1
4  

吗？
为什么？

每人拿一块
班兰蛋糕。

剩下的留给⋯⋯
1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应用一年级所学过的“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概念，分析
和说明分数来自于平分等份的个体。  

  纠正学生读错分数、弄错分子和分母位置的情况。  
3.1.1

2



1

4

扫描页

彭亨州旗 霹雳州旗

1

5

1

9

每块都占⋯⋯涂色的部分占折纸的
四分之一。

1

1

以文字和数字写出黑色部分
占每面州旗的几分之几。

2

3

4

5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理解分子表示份的数量，分母表示份的总数。
  提供等分的图卡模板 (template) 给学生进行涂色和画阴影活动。  
  确保学生能理解在一个平分等份的个体里，分子是 1 的分数代表其最小

的一份。

3.1.1
3.1.3
3.1.4

3



2

8

5
6

2
4

2
6

给爸爸的两块蛋糕，占  
整个蛋糕的八分之二。

雪兰莪州旗 沙巴州旗

在中方格练习簿里涂颜色，
来表示这两个分数。

以下分数是指哪种颜色的部分？

说一说， 
写一写。   

6

7

8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理解 
2
8  由 2 个 

1
8  组成， 

3
8  由 3 个 

1
8  组成，依此类推。

  引导学生读出分子大于 1 的分数。
  进行“听写”活动，念出分数，指示学生以文字和数字写出来。

3.1.2
3.1.3
3.1.4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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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数

3
10 比 

6
10 ⋯⋯ 。 

1
2  比 

1
3  大。 

2
7  比 

2
8  大。 1

9

1
8

1
7

1
6

1
5

1
3

1
2

1
4

1
10

1

用上图证明 
1
4  比 

5
8  小。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1
9

1
9

1
9

1
9

1
9

1
9

1
9

1
9

1
8

1
8

1
8

1
8

1
8

1
8

1
8

1
7

1
7

1
7

1
7

1
7

1
7

1
6

1
6

1
6

1
6

1
6

1
5

1
5

1
5

1
5

1
4

1
4

1
4

1
3

1
3

1
2

提 示 站

3.1.5

  引导学生在中方格练习簿画出分数图。
  引导学生先比较两个同分母的分数，然后比较两个分子相同的分数。
  以实物、分数板、图表和折纸作工具，比较分数的大小。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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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数部分   小数部分   

0.2   

1
10

0.1

小数点

0 0.1 0.2 0.3 0.4 0.5 1

0 1
1
10

2
10

3
10

4
10

5
10

6
10

7
10

8
10

9
10

认识小数

零点一。   

读出所有小数。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1

2

提 示 站

  让学生理解小数是分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确保学生能进行分母为 10 的分数和小数之间的转换。

3.2.1
3.2.2
3.2.3

6



0.5

5
10

我用折纸。

如何表示 0.5？

我把 0.5 标
在数轴上。

纸卡的一面写小数，另一面写分数，
然后用木夹子挂在绳子上。

0 0.5 1

我用图画  
表示 0.5。

4

3

提 示 站

3.2.4
3.2.5

  指示学生用不同方式表示小数 0.1、0.2、0.3......  
  进行“听写”活动，念出小数，指示学生以文字和数字写出来。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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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小。

       比          小。

       比          大。

0.3 0.4

0 0.6 10.9

比较小数

越右边的数目
越大。

0.4 比 0.3 大。   

思考站思考站

这个呈现方式能够表示 
0.8 比 0.7 大吗？为什么？

1

2

3

提 示 站

  提供折好的纸卡给学生做比较大小的工具。
  引导学生理解：两个图必须一样大小，才能比较它们所代表的小数的大小。 
  增广：引导学生比较三个小数的大小。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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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0.3

比较分数和小数

 
2
10 比 0.3 小，0.3 比 

2
10 大。

把蛋糕平分 10 块，

每块代表 
1
10 ，也

代表 0.1。

7
10 和 0.9，哪个大？

3
4

 和 0.8，哪个大？

1
2  和 0.2，哪个小？

1

2

3

用分数图
比较大小。

提 示 站

  练一练：引导学生用分数图比较分数和小数的大小。3.3.1

练一练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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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萨饼平均分成 8 块，
秀婷吃了 1 块。剩下的
部分占整个的几分之几？     

解决问题

想一想

算一算

查一查

7
8

看图解答。
说一说

⋯⋯

1

剩下的部分数量  

相等部分的总数   

7
8

答：剩下的部分
 

占整个的 
7
8 。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理解和分析问题，提取信息（说一说），然后根据问题要求，
拟定策略（想一想）和解答问题（算一算）。 

  鼓励学生用自己熟悉的方法验算答案（查一查）。 
3.4.1

10



文光把花圃平均分成 10 个部分，
他要按照这些部分种水仙花、菊花
和向日葵。以小数分别写出每种花
占整个花圃的部分。

菊花 向日葵水仙花
0.5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水仙花  菊花 向日葵2

提 示 站

  向学生说明一片花圃是一个整体。
  引导学生假设花圃是长方形，用分数图表示分数，然后再化为小数。

3.4.1

水仙花占0.5，菊花占  ，   

向日葵占 。

答

11



3

提 示 站

志文还要油篱笆的 10 。   

3 − 2 = 1 片   

志文还要再油篱笆
的几分之几，才能
和拉娜油的一样多？ 

拉娜

志文

  引导学生思考不同的解答策略，讨论和发表他们的看法。 
  让学生以自己熟悉的策略解答问题。  

3.4.1

   

   

志文还要油       。

我还要油       。
10

10

整个篱笆都油了漆，而拉娜油
的部分比志文的多 2 片。拉娜
油了篱笆的几分之几？ 

答

12



仁华从一大块巧克力掰下  
 2 小块巧克力。以分数和
小数写出他掰下的部分。   

练一练

正方形的一半已经涂上红色。

4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用折纸证明“每个部分的一半等于它们合成一个个体的一半”。
3.4.1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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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明说的话正确吗？  

育明说的话正确。

育明

1
2

1
2

答

13



1  在网络浏览器里搜索白色的“二等分圆”“三等分圆”
  等分数图。

2  准备彩色笔、剪刀、胶水等文具。

3  打印收集到的圆，上色后，进行美化和加工。

轻松乐

提 示 站

  替代：制作和打印各种等分的圆形分数图，以让学生能剪开和进行
 手工。
  其他可以搜索的关键词语：one-half circle、one-third circle等。

活动本

第 93 至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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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币

提 示 站

样本

RM1.00

  引导学生说出自己在生活中用到钱，以及接触到钱的情形。  
  让学生重温钱财管理的知识，说一说自己的管理方式。
  灌输学生以正确的心态看待钱财，重视钱财管理。   

你如何储蓄和消费？

15



扫描页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我如果带 20 张 RM1 去买
图书，钱包会装得鼓鼓的。
要怎样使钱包变轻？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观察纸币，然后叙述各种面额的纸币的特征。  
  引导学生说出每种纸币的币值，以培养数感。  
  启发学生思考发行不同面额的纸币的作用。     

4.1.1 

RM20 RM100RM50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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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钱币

RM100 的背面是我国
神山的图案！神山是
我国第一高峰。    

1

2

思考站思考站

你认为我国需要发行面额 
RM3 的纸币吗？为什么？

20 令吉 50 令吉 100 令吉

16



定位点分开令吉和仙。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看钱币和算盘，读出和写出币值。   
  说出币值，指示学生用代币（或钱币）表示币值。  
  引导学生进行 sen 和 RM 之间的币值互换，如 RM2.80 等于 280 sen。   

4.1.2 

RM75

样本

样本

样本

     确认币值

样本

样本

定位点

RM75.00   

1

2

RM2.80

二令吉八十仙。   

七十五令吉。   

17



提 示 站

  告诉学生生活中“大钞换小钞”和“小钞换大钞”的情况。   
  引导学生进行 sen 和 RM 之间的币值互换。   

4.1.2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或

1 张 RM50 和 1 张 RM10 3 张 RM20

或

说出币值和钱币
组合。

说出 RM5.60 的两个钱币组合。

说出 RM60 的两个钱币组合。3

4

5

18



提 示 站

  示范游戏玩法，讲解步骤和规则。   
  准备各种面额的代币（数量要足够），好让学生能完成各种钱币组合。

  数学棋

1  准备代币、两个棋子和一个色子。
2  两人轮流掷色子，看点数前进。
3  走到哪个格子，就在 1 分钟内用代币准备相应的币值。
4  超过时间或出错，棋子退回原来的格子。
5  最先抵达终点的同学获胜。

RM2.50 RM8.00 RM12.00 RM15.20 RM20.10

RM34.30
RM40.00

RM44.40
RM45.15

RM50.00

RM71.35
RM70.30 RM67.20 RM66.00

RM81.10 RM84.90

RM88.40RM89.00
RM85.65

RM100.00 RM96.50

RM75.00

RM51.05 RM56.80 RM62.30
RM64.70

RM36.05RM39.00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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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4.1.2 

19



135 sen 是 
RM1.35。

提 示 站

RM16 + RM9 =  RM25  

  根据第 1 和第 2 题，引导学生理解两种消费的形式：购买物品和购买服务。  
  引导学生根据生活经验，说出自己进行过的消费活动。   
  引导学生以画图策略检查第 2 题的答案。

50 sen + 85 sen =  135 sen

4.2.1

     两个币值的加法

1

2

50 sen
85 sen

编币值的 
加法故事。

25
16 9

5 0 sen
+ 8 5 sen

1 3 5 sen

RM1 6
+ RM 9

RM2 5

1

成人票 1 张 RM16，
儿童票 1 张 RM9，
共多少钱？

20



3

提 示 站

4.2.1 

  引导学生应用整数的加法守则，以各种策略（计数钱币、竖式、数轴、
分析法等）解答算式。

  增广：引导学生根据第 3 题的算式，发挥想象力，编币值的加法故事。   

RM11.20 + RM5.90 =  RM17.10    

   
我还要存多少钱，才能买到
RM75.70 的布娃娃？   

RM52.60 +  = RM75.70

1  RM24 + RM36     

2  75 sen + 35 sen   

3  RM7.15 + RM26.90

20 sen + 90 sen = 110 sen  
RM11 + RM5 = RM16  

RM1.10 + RM16 = RM17.10

RM52.60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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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M1 1 . 20

+ RM 5 . 90

RM1 7 . 10

4

算一算。

RM75.70
RM52.60 ?

21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以画图策略检查第 2 题的答案。
  第 2 题：引导学生做区分，在生活中哪些是必需品，哪些是非必需品。

灌输学生“需要才购买”和“少买想要的”理财意识。  
4.2.2

7 0 sen
6 0 sen

+ 5 5 sen

1 8 5 sen

RM11 + RM58 + RM7 =  RM76

RM7
RM58

RM11

     三个币值的加法

1

2

70 sen + 60 sen + 55 sen = 185 sen 

试试看，
先换成 RM，
再加一加。

RM1 1
RM5 8

+ RM 7

RM7 6

1

22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应用整数的加法守则，以各种策略（计数钱币、竖式、数轴、
分析法等）解答算式。 

  引导学生取最接近的令吉来估算答案，并说明答案合理的原因。
4.2.2

RM0.95 + RM1.70 + RM2.80 = 

1  40 sen + 25 sen + 80 sen  
2  RM4 + RM7 + RM85 
3  RM15 + 60 sen + RM30
4  70 sen + RM4.20 + RM21.95

练一练

RM 0 . 95
RM 1 . 70

+ RM 2 . 80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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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5 sen RM1.70 RM2.80

估算他们要
付多少钱。

23



凉茶 70 sen，
我付 RM1， 
找回⋯⋯

提 示 站

1 0 0 sen
– 7 0 sen

3 0 sen

0 10

  提倡慈爱精神，鼓励学生在能力范围内捐助有需要的人。
  引导学生以画图策略检查第 2 题的答案。 

4.3.1

RM1 – 70 sen =  30 sen    

找回的零钱可能是
怎样的组合？

RM17 – RM5 =  RM12   

我有 RM17， 
捐出 RM5，  

还剩 RM12。

     两个币值的减法

12 13 14 15 16 17

1

2

RM1 7
– RM 5

RM1 2

24



借 RM1，化为 
100 sen。   

RM100 – RM11.50 = RM88.50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应用整数的减法守则，以各种策略解答问题。
  增广：引导学生根据第 3 题的算式，编币值的减法故事。  
  第 4 题：灌输学生精明消费和“可持续消费”(Penggunaan Lestari) 

行为的重要性，并教导学生在生活中如何实践相关行为。
4.3.1

 – RM15.25 = RM5.40   

买洗发剂的补充包，
比买瓶装的节省 
RM5.40。瓶装洗发剂
的价格是多少？

RM 1 0  0 . 00
– RM 1  1 . 50

RM 8  8 . 50

10 0  9  9

3

4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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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15.25

RM15.25
RM5.40

瓶装洗发剂的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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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币值的减法

如何证明 95 sen 足够购买 40 sen 
的胶水和 25 sen 的橡皮？

提 示 站

  第 1 题：让学生温习一年级的钱财管理知识，理解“储蓄以备不时之需”
和“先储蓄，后消费”的观念。  

  引导学生以画图策略检查第 2 题的答案。
  另一种策略：引导学生先把两个减数加起来，再与被减数相减。

4.3.2

RM37 – RM14 – RM18 =  RM5    

日期 经济来源 储蓄 消费
18/6/2018 零用 RM37 RM14  故事书 RM18

乐捐

95 sen – 40 sen – 25 sen =  30 sen          

5 5 sen
– 2 5 sen

3 0 sen

9 5 sen
– 4 0 sen

5 5 sen

1

2

40 sen 25 sen

RM14 + RM18 = RM32
RM37 – RM32 = RM5

RM37
?RM14 RM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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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增广：引导学生根据第 3 题的算式，编币值的减法故事。  
  第 4 题：让学生理解金钱是有限的，想要的东西是无限的，所以应谨慎

消费。   
4.3.2

1  RM80 – RM20 – RM37   
2  170 sen – 15 sen – 90 sen 
3  RM40 – RM6 – 10 sen    
4  RM44.85 – RM3.20 – RM12.65   

练一练

RM50 – RM3 – RM15   
= RM32

我估算的答案
合理吗？为什么？

RM 5 0  . 0 0

– RM 2  . 8 0

RM 4 7  . 2 0
– RM 1 5  . 1 0

RM 3 2  . 1 0

10  04 9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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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RM50 – 280 sen – RM15.10 =  RM32.10   

RM25.00 RM17.35 RM3.20

我有 RM30。我能够买哪  
两样物品？还剩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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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引导学生应用乘法口诀以及各种策略（计数钱币、数轴、连加、竖式
等），解答币值的乘法算式。  

  确保学生理解 4 个 RM2 写成乘法为“4 × RM2”。  
4.4.1

7 个文具盒共卖多少钱？   

7 张 RM5 等于 RM35！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RM2 RM2 RM2 RM2

RM10 RM10 RM10 RM5

7 × RM5 =  RM35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币值的乘法
1

2

4 × RM2 =    RM8

0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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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第 3 题：让学生知道一些生意往来的基本知识，如收入是卖出所得。 
  第 4 题：引导学生应用乘法交换律，计算 3 × RM10 的答案。

4.4.1

卖出 10 大瓶豆浆，  
可得多少收入？

10 × RM4 =  RM40

或
RM 4

× 1 0

RM4 0

1 0
× RM 4

RM4 0

RM4.00 RM1.80 RM2.50

3

4

三张儿童票共
须付多少钱？

10 × 4 = 40
4 4 4 4 4 4 4 4 4 4

如果买 10 大瓶豆浆只需 RM35，
你会买吗？为什么？

29



RM9 接近 RM10。   
5 × RM10 = RM50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取最接近的令吉来估算答案，并说明答案合理的原因。
  第 5 题：让学生知道一般的钱财分配为储蓄、捐助和消费。
  增广：引导学生发挥创意，看第 6 题的算式编乘法故事。

4.4.1

1  4 × RM6   
3  10 × 5 sen   
5  8 × 10 sen  

练一练

2  3 × RM9    
4  10 × RM6    
6  4 × RM10   

RM455 × RM9 =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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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存 10 sen，9 天
能存到多少钱？

5

6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RM45 是合理
的答案。   

9 × 10 s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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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36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应用乘法口诀以及各种策略（计数钱币、数轴、连减、竖式
等），解答币值的除法算式。

  引导学生以竖式检查第 1 题的答案。

一束百合花要 RM12， 
我们四人平摊，每人
出 RM3。

4.5.1 

币值的除法   

3  ×  4  =  12  

 
12  ÷  4  =  3   

RM36 ÷ 9 =  RM4 要在 9 个星期里
存 RM36，每个
星期须存⋯⋯RM 4

9 RM 3 6
– 3 6

0

RM12 ÷ 4 =  RM3

教师节      
 快乐！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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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20 30 40 50

提 示 站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义卖会

  引导学生以竖式检查第 3 、第 4 和第 5 题的答案。  
4.5.1 

RM20 ÷  4  = RM5

 ÷ 5 = RM6

RM50 ÷ 10 =  RM5

妈妈说，整个巧克力  
蛋糕要卖 RM50。

3

5

4

6 × 5 =     ÷  5 = 6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平分 10 块，每块的 
价格就是 R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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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增广：引导学生发挥创意，看第 6 题的算式，编币值的除法故事。 
  增广：引导学生以钱币（实物）为工具，除尽 RM31，找出答案。
  引导学生取最接近的令吉来估算答案，并说明答案的合理性。

4.5.1 

1  RM45 ÷ 5 
2  RM35 ÷ 7
3  RM90 ÷ 10
4  RM40 ÷ 10   

练一练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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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思考站思考站

有一笔钱，少于 RM20，
可以平分成 2 份，也
可以平分成 3 份。这
笔钱可能是多少？

样本

样本

样本

还可以再除吗？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RM31 ÷ 5 =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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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蚂蚁，不要学蚱蜢。
要有计划地储蓄和消费！   

我要买故事书，所以  
每天都储蓄 50 sen。

我想清楚后才消费， 
不乱花钱。 

有计划地储蓄          有计划地消费   有计划地储蓄          有计划地消费   

1

2

提 示 站

4.6.1 

  启发学生思考因果关系，从故事中找出蚂蚁可以学习的地方，以及要警
诫蚱蜢的地方，让学生从中明白“积谷防饥”的道理。  

  在管理钱财的层面上讨论蚂蚁和蚱蜢的行为，理解计划储蓄和消费的重
要性。     

你们在
做什么？   

冬天快到了，
我们在收藏
食物。   

有效地管理钱财   

这故事如何启发 
你管理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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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蚱蜢⋯⋯

到了冬天⋯⋯

有计划地储蓄  

· 先储蓄，后消费  
· 设定理财目标  
· 合理分配储蓄、 
 捐助和消费

有计划地消费

· 想清楚后才消费  
· 优先买必需品  
· 记录经济来源、  
     储蓄和消费   

童话 
故事 这就是我的理财目标。   

3

4

5 6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讨论有计划地储蓄和消费的好处，以及没有计划地储蓄和消费的
坏处。  

  增广：鼓励学生把多得的经济来源，如比赛奖金，分配一部分作教育储蓄。 4.6.1

现在还早，  
食物还很
充足啊！   

35



8 × RM5 = RM40   

我可以用储蓄 
买这双鞋吗？     

你不是要用
这笔钱买
遥控车吗？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设定短期理财目标 (Matlamat Kewangan Jangka Pendek)。  
  引导学生理解储蓄和消费的机会成本 (Kos Melepas) 基本概念：储蓄会

减少现在所得的商品，增加未来得到的商品；而现在消费，可以马上获
得商品，却减少了未来能得到的商品。

  劝告学生善用储蓄，把钱花得更有意义。
4.6.1

RM40

是买鞋子还是买遥控车？选择
一样，就没有钱买另一样。

每个星期存 RM5，8 个星期之后 
就能买到遥控车了！   

5 个星期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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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作表格。

2  每天输入经济来源、储蓄和消费
 各项目。  

日期 经济来源 储蓄 消费

1/4/2018  上月结存 RM120.00

2/4/2018 零用 RM2.00 RM1.00 炒饭 RM1.00

3/4/2018 零用 RM2.00 RM1.20 汤面 RM0.80

4/4/2018 零用 RM2.00 RM1.50 面包 RM0.50

5/4/2018 零用 RM2.00 RM1.00 炒饭 RM1.00

6/4/2018 零用 RM2.00 RM2.00

总计 RM10.00 RM126.70 RM3.30

日期 经济来源 储蓄 消费

提 示 站

  增广：制作 Microsoft Word 表格或 Microsoft Excel 表格，指示学生输
入自己每天的记录，并每周做一次结算 。  

4.6.1

你也可以用电脑软件
制作表格。

37



1  分组讨论和记录省钱的方法。

2  与同学分享所得，说一说哪些是         
 自己做得到的。
3  从今天做起。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从各种管道（如上网、询问家人）获取资料，整理和作记录。
  参考 21 世纪教学活动“成果展示”(Pembentangan Hasil Sendiri)，引

导学生进行讨论。  
  让学生理解“浪费不可取，节省要适度”的道理。   

4.6.1

  动手做

节省用电 节省用水

节省电话费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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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如何节省水、电和电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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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引导学生按“四个步骤”解答问题。  
  引导学生思考和应用各种方法检查答案，以证明答案的合理性。

4.7.1

解决问题 

海文想购买 8 个羽毛球。 
他应该付多少钱？  

 8 × RM7 =  RM56

他应该付 RM56。

丽华要买比较便宜 
的书包。她应该买
哪个书包？她能够
节省多少钱？

买 RM48.90 的书包。她能节省  
RM49.90。   

2

1

RM98.80 – RM48.90   
=  RM49.90

答

答
RM7

RM48.90 RM98.80

      
RM 9 8 . 8 0

– RM 4 8 . 9 0
RM 4 9 . 9 0

18 07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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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杯子

3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样本

闹钟

(a) 美希的储蓄有多少？

美希的储蓄

  第 3 题 a 项：引导学生用加法确认钱币币值。
  第 3 题 b 项：引导学生检查答案，即先找商品总额，再从储蓄中减去。

4.7.1

答：美希还剩 RM84.65。

美希的储蓄有 RM96.15。

  5      5

RM 9 6 . 1 5
– RM 4 . 5 0

RM 9 1 . 6 5

 8  11  

RM 9 1 . 6 5
– RM 7 . 0 0

RM 8 4 . 6 5

11

(b) 美希买了杯子和闹钟，还剩多少钱？

答

答

RM4.50

RM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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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以流程图引导学生按程序一步步进行解答。
  教导学生选购商品的知识：获取足够的信息，比较各品牌，才做出 
    选择。   

4.7.1

光明牌 飞飞牌

RM15 ÷ 3 =   

答：婷婷会买  牌橙汁。   

两个牌子的橙汁的品质和体积都相同。
婷婷要买一盒价格比较低的橙汁。
她会买哪个牌子的橙汁？  

光明牌

飞飞牌 RM12 ÷ 2 =   

除了比较橙汁的品质、体积和 
价格，我们还会考虑什么？

4

答

三盒卖 RM15   两盒卖 RM12

41



提 示 站

RM 1 4 . 8 0
RM 3 9 . 5 5
RM 4 . 9 5

估算
RM 1 5
RM 4 0

+ RM 5
RM 6 0

1

  引导学生代入情境，想象自己是“欣玲”，用合理的策略解答问题。
  引导学生以“估高一些”的方式来估算答案，并说明目的是为了确保估

算答案会比实际答案大一些。 
  引导学生通过计算总价格来检查答案。 

4.7.1

在这里，币值要估高一些。

每双 
RM39.55  

5

每盒 
RM14.80 

彩色铅笔

校鞋

每包 
RM4.95  

铅笔

欣玲有 RM60，她要购买以上商品。

(a) 欣玲如何知道钱是否足够购买
 这些商品？

42



提 示 站

  第 5 题 b 项：引导学生用近似值估算，然后以加法运算购买商品的数额
是多少。 

  第 6 题：让学生用各种方法估算，解决问题。
4.7.1

秀怡要买熊玩偶。她
每个月存RM6.50。
5 个月后，她能买到
熊玩偶吗？ 

 (b) 如果欣玲只买其中两种商品，还  
 剩下大约 RM15 。她买了什么？

哪两种商品的价格大约是 
 ？

用估算来找答案。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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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33

用去的钱大约是          。

欣玲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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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作储蓄表。
2  定下一个星期的       

     理财目标。 

3  把一个星期的储蓄记录在表中。 

你 可 以 尝 试 在
Microsoft Word 中
插入图片，制作
储蓄表。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手画或用文字处理软件制作储蓄表。  
  引导学生设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理财目标。  
  鼓励学生写上激励自己的标语，以培养储蓄习惯。

    

轻松乐

RM10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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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1 分钟能做
些什么？

 时间与时刻 

我能走  步路。

我们能跳 
58 下。

  用时钟向学生展示秒针走了一圈，就是一分钟，让学生感受一分钟有
 多久。    

我能拍手 
 下。

我能写  个“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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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分针从 12 移动
到 1，走过多少个
小格？表示多少
分钟？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认识钟面上的刻度，并让他们了解钟面上数字 1 至 12 对应的 
5 分钟的倍数，例如：分针指向 6: 6 × 5 = 30，即是 30 分钟。

  以“分针从 12 移动到 3（或是其他数目），表示多少分钟？”来提问
学生。

5.1.1 

钟面

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
分针走了
15 分钟。

分针走了
45 分钟。

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

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

1

2

3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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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说明上图显示的是模拟钟(Analogue Clock)。
  用教学钟让学生读出其他时刻。 
  让学生知道当分针走了一圈，时针才从一个数目走到下一个数目。

认识时刻

5.1.2
5.1.3 

7 时半，时针在 7 和 8 的中间。   

7 时 55 分，时针靠近 8。

12

6

11
10 2

1

9 3
48

7 5

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

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

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

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

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

7 时
7:00

7 时 10 分
7:10

7 时 30 分
7 时半
7:30

7 时 45 分
7 时 3 刻

7:45   

7 时 55 分
7:55

7 时 15 分
7 时 1 刻  

7: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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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说明上图显示的是数字钟(Digital Clock)。   
  协助学生转动时针和分针，让学生能准确地拨出时刻。 

5.1.2
5.1.3 

我说你拨

11 时 25 分  
11:25

9 时 5 分  
9:05

你说我拨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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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读作
十一时二十五分。   

9:05 读作九时五分。 

5 时 20 分。   12 时 1 刻。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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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你在什么 
时刻做功课？ 

时间表-
timetable   

双语词典双语词典

请问你在什么 
时刻起床？ 

星期日的时间表

提 示 站

5.1.4

  提醒学生，制作时间表时须注意时刻的次序。 
  提醒学生发挥创意设计时间表。
  如果学生的活动不健康（例如：玩手机游戏），可以引导他换去健康的

活动（例如：阅读）。

记录时刻

1  两人一组，互相采访一天里的活动， 
 并记录下来。  

2  采访完毕后，为对方制作时间表。     

上午 7 时
30 分。

晚上 8 时。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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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7:30  起床

上午 8:30  吃早餐

上午 10:30  练习游泳

正午 12:00   帮妈妈准备
 午餐

下午 1:00  吃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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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
30 分钟

1 小时和 1 天  

  引导学生了解半小时等同 30 分钟、2 小时等同 120 分钟等简单换算。
5.2.1

10:00   

12:00

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 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 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

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 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 12

6

11
10 2
9 3

48
7 5

1

10:30   再过
30 分钟

11:00   

过了
45 分钟

再过
15 分钟

12:45 1:00

分针走了一圈，
表示过了 60 分钟。

1

2

3 1 小时有 
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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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5.2.1

  引导学生说出一天里上课和睡觉各占多少小时。   
  让学生体验 1 小时有多久，然后说明 1 天有 24 小时、半天有 12 小时

和 2 天有 48 小时等简单换算。
  灌输学生善用时间，并充实自我的观念。

午夜 12:00   

上午 6:00   

正午 12:00   

下午 6:00   

午夜 12:00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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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有 24 小时。

善用你的空闲时间，
例如运动、做家务
或学一门手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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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做

1  以下显示永强和文欣如何分配
星期日的时间。

谁的时间分配比较合理？问题

永强 文欣

2  每个图形有 24 个部分，代表 
1 天里有 24 小时。每个部分
代表 1 小时。

5.2.1
   如有必要，引导学生分析上图，为每个活动找出所用去的时间。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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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组讨论谁的时间分配比较合理，
说出论点以支持你们的答案。

4  整理后，向同学分享讨论结果。

睡觉 - 蓝色

三餐和点心 - 紫色    

运动 - 红色  

温习/做功课 - 橙色  

课外活动 - 粉红色  

做家务 - 黄色  

休闲/游戏 - 绿色  

阅读 - 褐色

  如果学生提出的论点不正确，加以纠正和引导。
5.2.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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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让学生了解，除了可以用教学钟来解决问题，也可以用时间轴来解决
 问题。
  说明“最迟要在 8:15 出发”表示如果在 8:15 后出发，俊民就会迟到了。 

5.3.1

解决问题 

俊民的书法班在上午 9 时开始。
爸爸载送他去到活动中心的路程
是 30 分钟。

(a) 俊民最迟要在什么时刻出发？

俊民最迟要在上午 8:30 出发。

逆时针拨 30 分钟。

(b) 途中，爸爸须用 15 分钟来加油，
 俊民最迟要在什么时刻出发？

从 8:30 再提前 15 分钟：

俊民最迟要在上午 8:15 出发。

8:308:158:00 加油 15 分钟

答

答

1

54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自己推理和判断，找出最适合的选择。   5.3.1

· 7:15 – 播映完毕是 9:15 ； 

· 9:45 – 播映完毕是 11:45，
   不适合儿童；  

·12:00 – 太迟了，不适合儿童。    

他们该选择晚上 7:15 那场电影。  

下午 6 时用过晚餐后，晓虹一家人
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他们该选择
哪一场电影？  

今天上映

上午 11:20 晚上 7:15

下午 1:30 晚上 9:45

下午 4:00 午夜 12:00

片长 2 小时

答

2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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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两人一组，分工合作制作 12 张卡片。   
  协助学生上网搜索钟面的图画，然后打印出来，把图画贴在卡上。   

轻松乐

两人一组，轮流翻开
其中两张卡片。如果
两张卡不相配，就把
卡翻回去。    

如果翻开的两张卡片
相配就得 1 分，不必
把卡翻回去。得最多
分的一方为胜。   

1

57

2

48
39

10
11 12

6

8 : 15

1

57

2

48
39

10
11 12

6

1 : 20

准备 12 张卡片：  
 6 张画有钟面。  
 6 张写上对应的
 时刻。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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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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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量衡

我种的小树已经
长高至 80 厘米。

加入 300 克的面粉
和 200 毫升的水。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看测量结果，确认小树的高度、面粉的质量和水的体积。
  引导学生述说生活中测量物体的长度、质量和液体的体积的情景。  
  引导学生说出生活中常见的测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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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可以用 cm 表示。   

1 米  
1 m   

我用米尺量一量，1 m 大约
到我的额头。 

认识厘米和米

厘米-centimetre     米-metre
双语词典双语词典

1 米等于100 厘米。

1 厘米

1

2

3

提 示 站

6.1.1

  引导学生说出短尺和米尺刻度的每一大格所代表的长度。  
  让学生知道厘米和米作为国际通用的标准单位的好处。  
  引导学生用器具、手指或四肢等展示 1 厘米和 1 米有多长，以建立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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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厘米  
12 cm   

读一读，以 cm
或 m 写出来。      

以 cm 和 m 写出长度

这张凳子高 30 厘米，
还是 30 米？

2 米

1 米

袖子长15 cm ，如果
改成18 cm 会怎样？      

15 cm

1

2

15 厘米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探索身边应用到长度的情形。  
  让学生重温有关长度和距离的词语：长短、高低、宽窄、厚薄、远近、

深浅。
6.1.1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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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m

cm

停车位的长度
是 6 米。

 测量长度和距离

量你的身高和双手展开的 
长度。两个长度相等吗？ 

1

2

3

提 示 站

  确保学生从刻度 0 开始测量长度，视线与刻度须垂直。
  培养数感：指示学生按短于 1 米和长于 1 米来分类物体。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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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直线长 12 cm。   

画直线

用皮尺和长尺进行测量，
制作“皇冠”。

我用米尺画了一条
长 2 米的直线。

1

2

3

提 示 站

  准备皮尺，让学生准备硬纸卡、剪刀、铅笔、蜡笔和长尺。 
  鼓励学生发挥创意，在硬纸卡上画线、做记号、涂色和剪裁，制作自己
 的“皇冠”。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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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宽约 1 cm   

?

 估算长度

RM10 纸币的估算长度：13 cm  
RM10 纸币的实际长度：14 cm

长约 1 m   

估算长度比实际长度短。
因为我的食指比 1 cm 宽，
所以实际长度大于 13 cm。    

大约长  cm

1

2

3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用各种“身体尺（以身体各部位当尺）”，作出合理的估算。  
  让学生说明估算长度长于或短于实际长度的原因。    
  引导学生估算教室里其他物体的长度，然后与实际长度作比较。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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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可以用 g 表示。   

公斤可以用 kg 表示。

认识克和公斤

100 克  
100 g   

1 公斤  
1 kg   

秤面上的每个刻度表示多少克？ 

1 公斤等于 1 000 克。   

秤   

双语词典双语词典

克-gram      公斤-kilogram

1

2

提 示 站

  介绍弹簧秤、电子秤和体重秤。   
  引导学生说出弹簧秤的秤面上每一大格刻度表示的质量。
  增广：激发学生思考，找出证明 1 公斤与1 000克一样重的方法。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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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克 = 100 g   

 以 g 和 kg 写出质量

知识小宝库

净重是商品除去包装
或容器的质量。   

1 公斤   6 公斤   120 克   80 克   

读一读，以 g 和 kg 
写出质量。

10 克和 10 公斤，
哪个重？   

我的体重是 30 克
还是 30 公斤？ 

1

2

提 示 站

  培养学生对身边常用到的物品质量有合理的了解。  
  消费者意识：引导学生消费时注意商品的基本信息，如价格和净重。
  引导学生区分克和公斤的一般用途：重的物体用公斤为单位，轻的用克

为单位。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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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质量

测量前先掂一掂， 
感受一下有多重。   

测量和记录各种 
水果的质量。   

100 g 2 kg

一枚回形针真的重  
1 g 吗？证明看看。

1

2

提 示 站

  让学生找出重约 1 kg 的物体，感受质量以建立数感。  
  让学生测量一定数量的回形针，以推导出一枚回形针的质量。
  教导学生测量之前先确认指针指着 0 ，读数时视线与刻度须垂直。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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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算质量
三个柚子大约
重 3 公斤。    这个柚子  

重 1 公斤。   

我估算这袋饼干
重 200 g。

她的估算合理吗？为什么？    

实际质量是 150 g，
比你估算的质量轻。   

大约重  kg。 500 g

1

2

3

2 kg

提 示 站

  准备重 100 g 和 1 kg 的物品（如沙袋、橡皮泥）给学生参照，以方便
估算。 

  引导学生通过比较物体大小和计算数量来进行估算。
  引导学生说出常用的物体的合理质量范围，以建立数感。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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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可以用 ml 表示。  
升可以用 l 表示。   

认识毫升和升

毫升-millilitre  
升-litre

双语词典双语词典

1 升等于 1 000 毫升。   

提 示 站

  介绍烧杯、量杯和量筒。  
  引导学生说明 10 毫升和 1 升有多少，以建立数感。
  引导学生说出量器上每一大格的刻度表示的液体体积。

6.3.1

烧杯 量筒 量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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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升

橙汁 矿泉水   牛奶   豆奶

1 l 250 ml

以 m  和  写出液体的体积

找一找家里的液体容器， 
记录容器注明的液体体积。

1 升

2 升
350 毫升

提 示 站

  鼓励学生探索身边应用到液体体积的情形。  
  灌输环保意识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概念。
  引导学生区分毫升和升的一般用途：大的体积的液体用升为单位，小的

体积的用毫升为单位。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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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300

400

500 
m

100

200

300

400

500 
m

100

测量液体的体积

50 ml   

3 l   

量 50 ml 液体，  
用 100 ml 量杯。 
量 3 l 液体，用
⋯⋯  

视线向前，看着弯月面的最低处。  
在正确的刻度上做记号。    

番茄占据的
空间相等于
多少毫升？     

1

2

3

提 示 站

  确保学生以适合的量器进行活动，以获得精准的读数。
  教导学生以正确的姿势和视角读数，然后作记录。 
  灌输学生节省用水的重要性。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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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算液体的体积

1 000 ml

1 000 ml  

1 000 ml  

我估算这瓶水
有 500 ml 。

这瓶水有 450 ml。估算
的体积比实际的体积多。   

用标记 1 000 ml 

和 3 l 的容器盛水，  
进行估算活动。   

1 000 ml   

3 l   

1

2
1 l 的水能
盛满多少
个杯？

500 ml   

提 示 站

  用学校能找到的容器来盛水，然后估算水的体积。    
  预先在容器上做 1 000 ml 和 3 l 的标记，以方便学生参照和进行估算。    

6.3.3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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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问题

故事书宽多少 cm？   

两个杯子一样大小。估算每个杯子
能盛的水的体积。

答：故事书宽 19 cm。  

答：每个杯子大约能盛 150 ml

 的水。   

答

答

1

2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理解和分析资料，然后按“四个步骤”解答。
  引导学生思考和应用各种方法检查答案。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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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 示 站

900 ml      800 ml      

答：他应该选  水壶。   

国光有两个水壶。他想多带些水
上学。他应该选 A 水壶还是 B 水壶？
(a) 他用烧杯测量，再作比较。

(b) 他在没有烧杯和其他容器可用的
情况下作比较。

  引导学生分析信息，作出正确的决定。
  引导学生说明和证明 (b) 项的方法能得到相同答案。    
  鼓励学生说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他方法。

6.4.1

答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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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安民   

两人收集到的旧报纸共能
卖 。

报纸的总质量是  kg  

1 kg 的报纸能卖 30 sen。

 kg 的报纸能卖 。

收集到的旧报纸共能卖多少钱？

旧报纸回收价
每公斤30 sen。

  引导学生理解和分析资料，然后按“四个步骤”解答。
  引导学生思考和应用各种方法检查答案。   

6.4.1

米娜  

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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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玉玲用断了的尺测量丝带。玉玲要
剪下 10 cm 长的丝带来绑礼物。她
的剪刀应该在哪个刻度剪下？

10 cm

右图是玉萍买的两个
番石榴。每个番石榴
大约重多少 g？   

700

600 500
400

300

200800

100100

练一练

答：她的剪刀应该在刻度的 13 cm   
 处剪下。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提 示 站

  练一练：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合理地解答。
  引导学生思考和应用各种方法检查答案。

6.4.1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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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100 ml

  准备西洋跳棋的棋子或其他类型游戏的棋子给学生。
  示范游戏玩法，讲解步骤和规则。

  数学棋

1  一人选黑色棋子，一人选红色棋子，各 10 枚。

2  游戏者 1 选择可以配对的两个图，各放一个棋子
 在格子上。如果配对错误，则须把棋子取回。
3  游戏者 2 重复步骤 2 。
4  两人轮流在格子上放一对对的棋子。

5  谁“占领”的格子最多，谁获胜。

3 cm 100 g

2 cm200 g

1 cm 2 kg

1 kg3 kg

200 ml

6.1.2
6.2.2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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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纸杯、衣架、橡皮泥
和绳子制作天平。用
橡皮泥做秤砣。   

用硬纸卡制作量身高的
壁纸。

 轻松乐

衣架

绳子纸杯

橡皮泥

秤砣

1 000
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ml

用塑料瓶自制量器。

1

2

3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如何收集材料和拟定制作步骤。
  天平的使用方法：一个纸杯装物体，另一个装秤砣。当天平中间的绳子

达到平衡点，表示秤砣的质量与物体质量相等。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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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引导学生复习一年级所学过的有关立体和平面图形的知识。
  引导学生说出图中各种造型的形状像什么立体图形。
  引导学生说出四周围有哪些与图中物体相似的立体和平面图形。

  空间7

说一说，你看到哪些
立体和平面图形。

好厉害！

我可以变成卡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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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引导学生报出各种立体图形的特征，如边、平面、曲面、顶点的数量，
让同学猜立体图形的名称。

  鼓励学生用思路图或表格记录立体图形的特征及其数量。

确认立体图形

为什么不是
圆柱体？

   

会滚动是因为
有曲面⋯⋯

它有 6 个平面、8 个顶点
和 12 条边。

它可能是⋯⋯

7.1.1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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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滚动，有 1 个平面和 
1 个顶点。它是什么？

你会按什么特征把立体图形
分成两大类？

是圆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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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引导学生平视实物（正方体、长方体和正方棱锥体）的各个面，从中
抽象出平面图形。

 引导学生推导出圆柱体的曲面摊开后是怎样的一个平面。让学生知道
四边形可能是正方形或长方形。

立体的基本图形

7.1.2

正方体的基本图形是 6 个正方形。

圆柱体的基本图形是 2 个圆
和 1 个四边形。

从上往下看，
是正方形。

从这一面看，
是正方形。

从这一面看，
是正方形。

1

2

79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通过折纸证明圆锥体的曲面平摊后是扇形。
  解释扇形：像展开的折扇，像一个不完整的圆。
  让学生知道，生活中见到的物体都是立体的，而画在纸上的图形都是平面的。

这些物体的基本图形是什么？

练一练

7.1.2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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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站思考站

一张纸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
要如何证明？

圆锥体的基本图形是 
1 个圆和 1 个扇形。

这些都是扇形。

3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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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展示用展开图制作的长方体，示范其如何形成展开图。
  引导学生推测出长方体展开图的其他展开方式。

立体的展开图
扫描页

7.1.3

这是长方体 
的展开图。

要复制这个纸盒，
我必须知道它的
展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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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正方棱锥体的展开图

  引导学生展开正方体盒子和正方棱锥体盒子，理解这些盒子展开之后所
得的展开图。

  引导学生推测出正方体和正方棱锥体展开图的其他展开方式。

正方体的展开图
扫描页

7.1.3

找出和画出正方体
的其他展开图。

正方体的展开图由 6 个正方形
组成。正方棱锥体呢？

82



提 示 站

  让学生认识接近四分之一个圆的扇形和接近二分之一个圆的扇形。

圆柱体的展开图

圆锥体的展开图

展开图- net
双语词典双语词典

圆柱体的展开图
由 2 个圆和⋯⋯

7.1.3

圆锥体由 1 个
扇形和⋯⋯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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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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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复习一年级所学有关平面图形的特征。
  引导学生根据图中的说明，分析和推断出符合特征的平面图形。
  指示学生说出相关平面图形是机器人的哪个部位。

确认平面图形

快帮我把不见了的
平面图形找回来！

有三个顶点
的是什么
平面图形？

相对的边一样长的
是什么平面图形？

四条边一样长
的是什么平面
图形？

7.2.1

只有一条边
的是什么
平面图形？

活动本

第141页

84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用尺在点图或方格图（如小方格练习簿）里画出各种平面图形。
  引导学生发挥创意，用平面图形创作各种物体的图形。   

画出平面图形

画出你看到的平面图形。

练一练

7.2.2

我用圆柱体画圆。

我画了一只船。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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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站思考站

这里有多少个三角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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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引导学生理解和分析资料，然后按“四个步骤”解答。
  引导学生思考和应用各种方法检查答案。

解决问题

墙上的空白处还要
砌上多少个正方形
瓷砖和长方形瓷砖？

以下长方体由两个正方体组成。
长方体的表面有多少个正方形？

相同排列方式

答：要砌上 1 个正方形 
瓷砖和 2 个长方形

 瓷砖。

有 10 个正方形。                     

7.3.1

1

2

答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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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红色正方体可以
放入盒子里。

  引导学生把立体一面一面地与洞孔配对。
  增广：让学生说出可以放入盒子的球体的特征。  

7.3.1

哪些立体可以整个放入盒子里？

6 cm

5 cm

5 cm

5 cm

5 cm

5 cm

5 cm

5 cm

6 cm 4 cm

5 cm

4 cm

6 cm

6 cm

6 cm

盒子

绿色和蓝色
长方体也可以
放入盒子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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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我要画一个圆。我可以⋯⋯

  让学生知道圆的特征：中心和边上各点的距离都相等。
  引导学生想象色子每一面点数的分布，然后用模拟法推演出结果。

7.2.2
7.3.1

3
1

在展开图上写数字 1 至 
6 ，使到色子相对两面
的数字相加得 7 。

试试看，用线
和图钉画圆。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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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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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动手做

  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分类，说出画“？”的白圈里的特征。

7.1.1
7.1.2

如何进行立体图形的比较？

1  按照上图的特征比较立体图形，
 说出其他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2  用其他立体图形进行比较。

立体图形的比较

有 6 个
平面。

???

问题

所有的平面
一样大。

相对的平面
一样大。 没有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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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轻松乐

用  和  画长方体、
正方体和正方棱锥体。

1  启动画图软件 Microsoft Paint。
2  运用工具 (Tools) 和图形 (Shapes) 里  

 的各种功能，画立体图形和展开图。

工具 图形

  指导学生先熟悉工具箱的功能，再画出立体图形。
  指导学生应用复制和粘贴 (copy and paste) 功能复制同样大小的图形。
  指示学生把成果存在电脑里或以电邮形式发给教师作评价。

用  和  画圆柱体
和圆锥体。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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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用  给画好
的图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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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喜欢吃什么水果？   

如何记录和整理数据？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重温一年级所学，说出如何记录和整理数据。 
  引导学生说出还有什么课题可以做调查。 

  数据处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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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词典双语词典

数据-data
方法 1：

我一个一个地点算，
并用记数符号记录。

同学喜欢吃的水果

喜欢吃木瓜的
请举起卡片。

方法 2：

喜欢吃木瓜
的有 2 人。

同学喜欢吃的水果

提 示 站

水果 人数
西瓜 5
香蕉 4
芒果 4
木瓜 2

  引导学生根据个人经验，说出其他记录和整理数据的方法。  

收集、分类和整理数据

西瓜

香蕉

芒果

木瓜

8.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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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协助学生完成收集数据，再做出统计表。
  引导学生说出统计表里的资料。
  引导学生比较和说出各种收集数据的方法的优缺点。

8.1.1

你的同学的生日分别是在哪个月份？   

方法 3：

收集全部卡片，
再点算。   

8 月。 12 月。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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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记录的数据， 
做出统计表。  

2 月。

达明，8 月。
舒文，12 月。

2

生日月份 人数
1 月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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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想要的宠物

7 个同学想要养狗当宠物。  

猫和鱼同样受欢迎。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说出纵轴的每一格表示多少单位的数据。

竖式条形统计图

条形统计图 双语词典双语词典

条形统计图 – 
bar graph

8.2.1

横轴

纵
轴

0
1
2
3
4
5
6
7
8

狗 猫 兔子 鱼 乌龟

人数

宠物

标题

共有多少个同学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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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向学生说明除了竖式条形统计图， 我们也能以横式条形统计图来表示
 数据。
  向学生说明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
  向学生说明里约热内卢 (Rio de Janeiro)简称里约(Rio)，是巴西(Brazil)
 的城市。

东盟各国在里约奥运会
得到的奖牌

横式条形统计图

8.2.1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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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牌
0 1 2 3 4 5 6 7

越南

新加坡

泰国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国家

马来西亚获得 5 枚
奖牌。  

泰国获得最多
枚奖牌。  

东盟共有 10 个成员国。有多少
个成员国没有得到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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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让学生说出他们爱吃的其他年饼。

解决问题

8.3.1

杰雄访问他的朋友最爱吃的年饼。

蜂巢饼 蜂巢饼加必饼

加必饼

加必饼

薯粉饼 薯粉饼

凤梨酥

凤梨酥薯粉饼 薯粉饼

蜂巢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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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吃薯粉饼的
有 4 个人。

爱吃凤梨酥的
有 2 个人。

爱吃蜂巢饼的
有 3 个人。

爱吃加必饼的
也有 3 个人。

提 示 站

   引导学生当回答类似问题时，须简单明确地说出支持答案的证据。8.3.1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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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后，杰雄做了一个统计图。

杰雄做的统计图不对，因为爱吃
薯粉饼的有 4 个人，不是 6 个人。

0
1
2
3
4
5
6

蜂
巢
饼

加
必
饼

薯
粉
饼

凤
梨
酥

年饼

人数
朋友最爱吃的年饼

杰雄做的统计图对吗？说一说。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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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引导学生观察统计图，说出多项可得到的资料。
  引导学生记录资料。 

1  分组个别从象形统计图和条形统计
 图读取资料。

象形统计图和条形统计图有什么
共同点？有什么不同点？

条形统计图 象形统计图 

同学
西华 晶晶 杰文 敏娜

数量

7
6
5
4
3
2
1
0

8

同学读的故事书同学读的故事书

  动手做

 西华 晶晶 杰文 敏娜

代表 1 本

问题

8.2.1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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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引导学生讨论象形统计图和条形统计图的不同点，并记录大家的意见。
  让学生出来发表讨论结果。

对照所得到的资料。

做出结论。

象形统计图和条形
统计图所显示的
数据⋯⋯

从条形统计图中，  
读最多故事书。

从象形统计图中，晶晶
读最多故事书。

2

3

象形统计图
是用  来
代表数据。

条形统计图是用  来
代表数据。

8.2.1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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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站

  这是《一年级华文课本》里的古诗。 让学生一起朗读每一首古诗。
  引导学生分组制作小组的统计表和全班的统计表。

 轻松乐

综合每一组的统计表，做成
全班的统计表，就能找出最
受欢迎的古诗了。

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春晓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悯农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活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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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组最多人
喜爱《静夜思》，所以
我们预测《静夜思》
最受欢迎。

每组制作统计表，调查组员喜欢哪首诗，
然后预测哪首诗最受全班同学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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