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生活数学手抄报 生活中的数
学(汇总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生活数学手抄报篇一

你一定去买过菜吧，你一定去买个门票吧……往往我们身边
一些不经意的举动，却包含了数学的智慧，有加法、减法、
乘法、除法。我们如果弄错了这些，就会出现经济受损失、
别人耻笑等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好数学。

有一次，我和奶奶一起去文具店买文具，我买了3支水笔，1
支1元；1个修正带，1个4元；1本笔记本6元；一副手套14元。
营业员在算账时，少算了1支水笔的价钱，我看见了，可又不
知道相差多少钱，所以就算了起来，“3×1+4+6+14”。我突
然发现4+6=10，10是个整十数，好加的，3+10+14=27。“阿
姨，您少算了1元！”我说道，“你真是一个诚实的好孩
子！”阿姨开心地说，旁边的人听了也直夸我，奶奶拍拍我
的头说：“你真懂事呀！”

其实，数学就藏在我们的身边，只要你用一双灵巧的手和一
对智慧的眼睛，就能发现它！

生活数学手抄报篇二

数学是一个伴随我们一生的学科，它不仅存在于我们的学校
课堂中，而且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生活中



的数学课题常常让我们发现数学的魅力，也让我们明白数学
的实用性。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数学问题，我逐渐理解
了数学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并从中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生活中的数学课题让我明白了数学的实用性。在日常
生活中，我们经常需要计算和测量，例如去超市购物时计算
总价，做饭时量化材料等。这些看似简单的任务都离不开数
学的运算和测量。例如，在购物时，我们需要计算商品的总
价和找零；在煮饭时，我们需要按照比例进行配料。这些看
似平凡的非常明确的数学需求，帮助我们解决了实际问题，
并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其次，在处理生活中的数学课题时，我意识到了数学的逻辑
思维。在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时，我们需要运用逻辑思维
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例如，在规划旅行过程中，我们需要计
算旅行时间、路程和费用。这涉及到对不同选项进行比较，
最终做出最优决策的能力。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数学让我们
充分运用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做出
理性的决策。

此外，生活中的数学课题还让我领悟到了数学的环境意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遇到各种数学问题，例如分析金融
投资回报率、评估房屋面积、计算能源消耗等。这些问题需
要我们根据实际环境来进行数学建模和分析。通过解决这些
问题，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环境中的数学特性，还可以
实际应用数学知识来改善生活。例如，通过分析能源消耗，
我们可以找到减少能源浪费的方法，提高资源利用率。

最后，生活中的数学课题还让我体会到了数学的美感。数学
包含了一种独特而美妙的逻辑结构和规律。在解决数学问题
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能够发现美丽的模式和关系。例如，在
解决几何问题时，我们可以欣赏到完美的对称和精确的图形。
这些美丽的数学结构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也让
我们感受到数学的优雅和魅力。



总的来说，生活中的数学课题让我深刻理解了数学的实用性、
逻辑思维、环境意识和美感。数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
不在，它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通过在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培养严谨
的思考方式和逻辑推理能力。同时，数学还让我们关注环境，
改善生活，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因此，我认为理解和应用
数学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还
可以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生活质量。

生活数学手抄报篇三

周记:每周一次，并且对自己的生活学习思想认识有一定的升
华。 周记是对个人和某个团体一周的所见、所闻、所思、所
感、所惑、所获的记录。如下是小编整理的生活数学周记。
欢迎大家阅读欣赏。

又是一周过去了，离毕业考试越来越逼近，仔细想一想，短
短一周，我究竟学会了什么，做到了认真仔细了吗？我不禁
反省起来：

（1）课上表现——我生性好动，课上更别提，不是摸这就是
摸那，课上表现很不好，造成我不认真的习惯！以后我会多
加注意。

（2）作业表现——自我感觉良好，虽然上课不认真，但是做
题，只要仔细，一般不会做错，以后我也会更加认真、仔细，
在题海中找到乐趣！

（3）学习内容——通过一周的学习，我学会了不少知识，如：
比例的意义（表示两个比相等的式子叫做比例）比例的基本
性质（在比例里，两个外项积等于两个内项积）解比例（求
比例中的未知项，叫做解比例）比例尺（图上距离和实际距
离的比，叫做这幅图的比例尺）正比例（两种相关连的量，



一种量变化，另一种量也随着变化，如果这两种量中相对应
的两个数的比值（也就是商）一定，这两种量就叫做成正比
例的量，他们的关系叫做正比例关系。）反比例（两种相关
联的量，一种量变化，另一种量也随着变化，如果这两种量
中相对应的两个数的积，一定，这两种量就叫做成反比例，
它们的关系叫做反比例关系）

（4）下周目标——这一周的不足之处，我会在下一周改正，
争取做的更好，在数学中寻找无穷的快乐，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至理名言，会在我心中谨记，成为我
学习的动力，促使我更上一层楼！

6月9日星期一晴转阴

下午放学时，班主任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道家庭作业，要求
大家想办法测算一次性筷子的体积，并用数学日记的形式将
测算过程记录下来。这道家庭作业，表面上是一次数学实践
活动，实际可能寓意更深，因为一次性筷子的使用与环保有
关。

一回到家，我就静静地坐在书桌前思考这个问题。一次性筷
子的形状是一个不规则的立体图形，怎样才能测算出它的体
积呢？我思来想去，一会儿抓耳挠腮，一会儿摇摇头……，
终于，有了一点眉目。我可以将一次性筷子放入装满水的容
器中，这样容器中的水就会溢出来，溢出水的多少不就是筷
子的体积吗？可是筷子比水轻，会浮在水面上，又该怎么办
呢？可不可以用石头或胶布之类的东西将筷子固定住呢？我
想应该是可以的，但这些办法测定起来又都太麻烦了，要是
有更简便的方法该多好啊！经过冥思苦想，我终于自豪的笑
了。

6月10日星期二晴

今天中午，我去餐馆买了一份盒饭，并特意要了几双一次性



筷子准备做实验。

一回到家，想到可以做实验了，心情真有点激动，但又夹杂
着几丝恐慌，我可不想让第一个方案刚一出炉就遭到淘汰。
为了验证实验方案是否正确，我专门测量了筷子的长度(20厘
米)、厚度(0·35厘米)和两端的宽度(分别为1·6厘米、0·8
厘米)。由于一次性筷子近似于梯形体，我便利用梯形体的体
积计算公式来计算筷子的体积，由计算结果可知，一次性筷
子体积大约为8。4立方厘米。如果实验测得的结果和我所计
算的结果近似的话，那么就说明我的实验是成功的，否则，
我就得另想办法。刚准备动手实验，一看实验用具还不够，
所以只好等到明天了。

6月11日星期三晴

盼望的时刻总算到了，一放学，一路小跑地回到家里，放下
书包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拿起爸爸从单位借来的烧杯。接满
水后，小心翼翼地将烧杯放在盆子里，确保烧杯中的水不漏
撒。接着，我用小刀在筷子上刻了一道痕迹，把筷子分成了
两部分，这一道痕迹就是筷子两部分的分界线，我准备分两
次来测量筷子的体积。

实验开始了，我紧张极了，心嘣嘣地跳，我拿筷子的手也不
时发抖了，但我尽量克制住这种激动的情绪。我将筷子缓缓
插入烧杯里，尽量不让筷子晃动，否则溢出来的水就太多了，
测定结果就会不准确。当第一次将筷子的一部分插入烧杯中
后，看到烧杯中的一些水溢到了盆里。烧杯再装满水后，又
将筷子的另一部分插入其中。最后，我将两次溢到盆里的水
倒入另一有刻度的烧杯中，这样就得到了筷子的体积。

6月12日星期四晴

自从第一次实验失败后，我就捉摸改进的方法，可是就是想
不到一种简单可行的办法。这天中午，爸爸，妈妈有事没有



做饭，于是我们决定到外面吃饭。

6月13日星期五晴

今天中午，为了能把筷子体积测得更准确，我叫爸爸从化学
室拿了一个细长的量筒，刻度单位更小，每个单位只有1立方
厘米。此时，我似乎感觉到了胜利在向我招手，真可谓万事
具备，只差动手实验了。

首先，我用铅笔在一次性筷子上划了一道分界线，将筷子平
均分成两段，并用水浸泡，以免筷子在测定过程中洗水。随
后，将筷子插入量筒中，并用滴管将水滴入量筒中，让量筒
内的水涨到筷子的分界线上，记下量筒内的水位刻度(38毫
升)后，将筷子从量筒内取出，再记下量筒内的水位刻
度(34·5毫升)，前后两次水位刻度之差就是这一部分筷子的
体积，即3·5立方厘米。用同样的方法，我又测量了筷子另
一部分的体积是5立方厘米，两次测定结果相加得到这双筷子
的体积为8·5立方厘米。当我得到这个结果时，我兴奋地叫
了，此时的我是多么自豪、多么骄傲啊！

在生活中，每一处都离不开数学，所以，我们要学好数学，
掌握好数学和用好数学。同时，也因为数学是离不开生活的，
所以我们也会在生活中常常遇到一些难解的数学题。

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叔叔家里玩。玩着玩着，叔叔拿了10个
硬币走了过来，说：“你们想要这些硬币吗？”“当然想
啦！”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我望着叔叔，真有点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我感觉到叔叔好像在耍什么把戏似
的。“你们想要这些硬币，就要回答我的问题，谁答对，硬
币就全归他了。”说完，叔叔就提出一个问题：“怎样才能
把10个硬币放进3个杯子里，使每个杯子里的硬币数都是奇数，
看谁能找出最多的方法。”

听完叔叔的题目，大家冥思苦想。只见表弟在客厅里走来走



去，表姐坐在椅子上冷静地思考着。不一会，我看见妹妹找
来了材料，试着做。可是，做了很久，妹妹还是没找到具体
解题的方法。我也不甘示弱，开动脑筋想着。哎，要是能把
这硬币拿到手，那该多好啊！

过了十多分钟，大家都没有想到怎么做，叔叔见此情景，对
我们说：“给你们一点提示吧！解这道题要学会多转几个弯，
不要……”“等等！”话没说完，表弟好象想到了什么似的。
只见他拿起10个硬币，先把第1个硬币放到第1个杯子里去，
然后把3个硬币投进第2个杯子里，看到这里，我不禁想道：
这个办法嘛，我早就想过了，根本就不行，剩下的硬币有6个，
6是偶数，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句：“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
当表弟把剩下的6个硬币放到第3个杯子时，我插嘴道：“这
办法根本……”我的话还没说完，表弟就把我的话打断
了，“表姐，你还是看我的表演吧！”表弟神气地说。只见
他拿起第1个杯子，把那个硬币放到第3个杯子里去。“这就
是第一种方法。”表弟得意地扮了个鬼脸。“哎呀！我真笨，
怎么想到第三步就放弃了呢？真不值得！”接着，表弟按照
第一次那样做，先把3个硬币放到第1个杯子里，然后在第二
个杯子里放5个硬币，接着把剩下的硬币放到第三个杯子里，
最后，把第一个杯子里的硬币放到第三个杯里去。这样第二
种方法就完成了。按着这样的方法，表弟连续做了13次。

看到这里，站在一旁的叔叔拍起了手掌，点点头说：“真想
不到，你这小鬼还会有动脑筋的时候，这回你赢了，10个硬
币都归你了。”叔叔一边称赞表弟，一边抚摸着他的小脑袋。
“不过，小欣，你得加把劲了，这回连表弟都赢了你。记住，
凡事多动脑筋，别轻易放弃。”

是呀，叔叔说得对，凡事多动脑筋，别轻易放弃。如果我刚
才想到第三步没放弃的话，再动动脑筋，那道题就被我解开
了。以后，真的要加把劲，努力学好数学，掌握好数学，用
好数学。



今天中午，我正在做数学周末作业。写着写着，不幸遇到了
一道很难的题，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这道题是这
样的：

我见了，心想：这道题还真是难啊！最高分和最低分怎么求
呢？

正当我急得抓耳挠腮之际，我爸爸打电话来了，我对他说了
这到题，他说：“先求出去掉最高分总分是多少，减去最高
分和最低分的总分。算式：9·46x4-9·58x3＝9·1（分）。再求出
去掉最低分的总分，减去最高分和最低分的总分。算
式：9·66x4-9·58x3＝9·9（分）最后用9·9-9·1＝0·8
（分）”听了爸爸的解法后，我还真觉得这道题变简单了，
做出来后，我想：做题要讲技巧，不能死记硬背，要不然做
任何题都会觉得难！正如斯蒂恩说的：“在数学定理的评价
中，审美标准既重于逻辑的标准，也重于实用的标准：在对
数学思想的评价时，美与优雅比是否严密、正确，比是否有
用都重要得多。”

后来，我又用我5年级下册学过的知识——分解质因数验算了
这道题，结果一模一样。

解出这道题后，我心里比谁都高兴。我还明白了一个道理：
数学充满了奥秘，等待着我们去探求。

正文：今天下午，我和妈妈坐在床上玩。妈妈提问我：“你
们教室的书桌有几个角？”我说：“四个角。”妈妈接着问：
“我们家的书桌有几个角？”“还是四个角。”妈妈
说：“对，增加难度，你的直尺有几个角？红领巾有几个
角？”我立刻说：“不难，直尺四个角，都是直角，红领巾
有三个角都是锐角。”妈妈很高兴，瞅了瞅我的脸，
说：“眼睛有几个角？”“零个角。”妈妈说：“那三角眼
呢。”我说：“那是妖怪。”妈妈说：“对，还有平常我们
说眼角有眼屎，只是指眼睛的一个角落，并不是规范的角。



包括嘴角也是这个道理。”

这时妈妈的嘴张着，我看见妈妈的大门牙，我说：“大门牙
有四个角。”妈妈笑得合不拢嘴，我和妈妈都笑得前仰后合。
好有趣！

我抬头看见我们家的卧室的顶灯，那是有一个月亮灯和三个
彩色五角星星灯组成的。我说：“五角星有几个角？”妈妈
回答：“五个角。”我说：“错！十个角，五个锐角五个钝
角。”妈妈夸我很棒！

今天我和妈妈既玩了又复习数学了，既开心又学了一点知识，
生活中充满了智慧！

今天，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很复杂的算式，后来，经过与同
学们一番激烈的唇枪舌战，终于把这道算式给“正法”了。

题目“123456789×（xx）+（xx）=98765432”，老师一写在黑板
上，我就开始琢磨起来。天哪，这道题也太复杂了吧，光这
么长的数字就看得人头晕，要是一个个去试，该算到什么时
候呀？我没看错吧！是坐以待毙，还是迎难而上？我环视了
一下四周，见大家都在忙活着，我总不能闲着吧？我的脑筋
开始高速运转起来。

经过再次几乎是吵架般的激烈的争论，我们终于明白了，其
实本来那么简单的题目被我们自己弄得复杂了。就是
用987654321除以123456789等于8余9。这不是二年级就学过
的有余数的除法吗？不过被简单地调了个个。现在大家都明
白了，谜底是：123456789×8+9=987654321。我的心里就像
拨开云雾见到了春天。放学以后，老师给我们讲了一遍，与
我的思考纹丝合缝，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呀！

数学的味道真奇妙啊。有苦恼，有失望，有激动，有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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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一本极其丰富多彩的教科书，而数学则是生活中一门
重要的学科。生活数学教材是我们学习数学的基础，通过阅
读教材，我们不仅能够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和技能，还能够
培养我们的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阅读生活数学教
材的过程中，我收获了许多心得体会。

首先，在阅读生活数学教材时，我们应该注重培养自己的逻
辑思维。数学是一门注重逻辑推理的学科，我们在学习的过
程中需要运用科学的逻辑思维方式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生活
数学教材中的题目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思维训练机会，例如
通过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消费问题来培养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小明去超市购买了一包面粉、一
袋饲料和一瓶水，他花费了35元。如果面粉比饲料贵5元，饲
料比水贵10元，那么面粉、饲料和水各自的价格分别是多少？
通过对题目的分析和推理，我最终得出了正确的答案。这样
的思维训练有助于培养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使我们在解决
实际问题时更加从容和准确。

其次，通过阅读生活数学教材，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解决问
题的能力。生活数学教材中的题目多数是实际生活中常见的
问题，例如购物消费、旅行路线规划等等。通过解决这些问
题，我们能够锻炼自己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我们的创新
思维。例如在某一次阅读教材时，我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小明去超市购买了5个苹果和6个橘子，他花费了21元。如果
苹果比橘子贵2元，那么苹果和橘子的价格各自是多少？通过
分析题目，我观察到购买5个苹果和6个橘子，总共花费了21
元，根据这个条件，我可以列出方程表达式，并最终得出正
确答案。这样的解题思路对于培养我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非
常有帮助。

再次，通过阅读生活数学教材，我们能够培养自己的数据分
析能力。生活数学教材中的题目大多涉及到数据的收集和分



析，例如通过统计调查分析出某一地区的人口变化情况。阅
读教材时，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收集和整理数据，并运用适当
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例如：某地区的人口数在近几年有所
下降，问题是如何通过数据分析找出人口下降的原因以及如
何解决这个问题。通过阅读和解答这类问题，我们能够提高
我们的数据分析能力，从而更加准确地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

最后，通过阅读生活数学教材，我们能够增强对数学的兴趣
和热爱。生活数学教材中的题目通常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例如和家人一起制定家庭预算、计算购物总价等等。
通过解决这些与生活相关的问题，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数学
的实际应用，从而增强对数学的兴趣和热爱。数学是一门优
美而又实用的学科，只有真正了解和喜爱它，我们才能在学
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总之，通过阅读生活数学教材，我们可以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数据分析能力，增强对数学的兴
趣和热爱。生活数学教材不仅帮助我们掌握数学知识和技能，
更为我们提供了实践的机会，让我们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不断
成长和进步。相信通过不断地阅读和思考，我们一定能够在
数学的海洋中演绎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生活数学手抄报篇五

第一段：引言和背景介绍（200字）

生活数学作为一门新的教材，旨在帮助学生将抽象的数学理
论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近日，我有幸阅读了一本关于生活数学教材的
解读书籍，并从中受益匪浅。本文将结合自己的体验和感受，
就生活数学教材的解读心得进行探讨。

第二段：对生活数学教材的内容解读（200字）



生活数学教材的特点之一是将数学理论与生活实践联系起来，
使学生能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运用数学知识。例如，在教材
中，通过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如超市购物、旅行路线规划等，
引导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进行分析和计算。这种实际应用的方
式，让学生从数字中获得乐趣，并加深对数学概念的理解。

第三段：生活数学教材的教学方法和策略（200字）

生活数学教材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和策略，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培养他们的数学思维能力。其中，个案研究和小组
合作是两个重要的教学策略。通过个案研究，学生能够将数
学知识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小组
合作，则可以促进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团队合作能力，提高解
决问题的效率和准确性。

第四段：生活数学教材对学生的价值和意义（200字）

生活数学教材对学生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提高数学水平，
还在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随着社会的
发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被认为是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能
力之一。而生活数学教材通过将数学与实际问题相结合，让
学生在学习中体验到解决问题的乐趣，培养他们的解决问题
和创新思维能力。

第五段：对生活数学教材的建议和展望（200字）

尽管生活数学教材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解决问题能力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有待改进。首先，教材可以更加
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通过实际参与和实地考察，
让学生亲身感受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其次，教材可以更加
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鼓励他们提出问题、寻找解
决办法，并尝试探索新的领域和方法。

总结：



生活数学教材作为一门新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为学生提供了
一个结合数学理论与实际问题的学习平台。通过解读生活数
学教材，我们能够深入理解教材的内容和教学方法，认识到
生活数学对学生的培养意义和价值。同时，我们也应该对生
活数学教材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促进其更好地发展。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生活数学教材将在教育领域发挥出更加重要
的作用。

生活数学手抄报篇六

今年暑假，我去参加雏鹰假日小队活动，就有了一次这样的
经历：

7月15日早上8：30，我与金皓楠和程子昂一起来到活动地
点——新街口宝庆银楼前广场。我们到时，看到很多小朋友
挂着爱心活动绶带已开始活动了。“我们来晚了？”我有点
急，仔细一看绶带上的字，噢，不是金陵晚报的，我心里有
些安慰，同时心里又想“参加献爱心的活动的人可真多
呀！”我们也是来献爱心的，是参加金陵晚报组织地“买一
份报纸，献一份爱心”的活动。经过一些活动准备，活动开
始了。记者告诉我们：“报纸不得少于1元一份”我们队员分
头出发，都想第一个完成任务。我发挥自己能说会道的优势，
不一会就卖掉了3份报纸。那些好心的叔叔、阿姨听说是献爱
心的，立刻就买了我的报纸。很快我就卖完了10份报纸，第
一个完成了任务。随后，我又帮其他队员卖了5份报
纸。10：30不到，我们小队9名队员90份报纸不但顺利卖出，
而且还超额完成了任务，我们共募得善款93元。

这就是我说的90×1=93的原因，因为南京的叔叔阿姨都有一
颗善良美丽的爱心啊！是他们的善心帮助了贫困的孩子们，
让祖国的'花朵开放的更加鲜艳！



生活数学手抄报篇七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在生活中遇见数学.如窨井盖为何是圆
形?伸缩门为什么是平行四边形等等。今天，我要给大家举一
个图形密铺的例子。

丽丽搬新家了，她见她家的地砖有的是长方形，有的是正方
形，有的是三角形，可是却没有漂亮的三角形，这是为什么
呢?原来是因为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四个角合起来是一个360度
的，可以平铺在一起来，没有漏缝，而圆形它没有角度，所
以不可以密铺.聪明的蜜蜂会做一个美丽的房子-----用六边
形拼的房子，.因为六边形的一个内角是60度，所以1个六边
形便可以密铺.

图形密铺如此奇妙使家变得更美丽.生活中我们还会遇见更多
的生活中的数学，希望大家去观察，去发现，去思考.

生活数学手抄报篇八

今天我们去姑姑家做客，一进家门就看见姑姑在量刚买的新
床，因为她家的房子刚装修完，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可漂
亮了。我跑到姑姑身边说：“姑姑，让我来量吧，这个我们
已经学过了。”姑姑把尺子给了我，但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
好像心里在说你行吗？我让表妹拉着尺子，先量了床是2米，
然后又把其它的家具也量了一下。其中茶几1.3米、沙发2.2
米、床头柜0.5米。这时，姑姑对我说：“叶子，能不能告诉
我，这些家具共有多少米？”这可难不倒我，我心里立刻有
了答案：2+1.3+2.2+0.5＝5.8米。我自信地说：“姑姑，应
该是5.8米，没错吧？”“完全正确，看来你是把课本上的数
学应用到了生活中了。”这时，我却不好意思了，但是心里
挺得意的。我拉着表妹的'手开心地出去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