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生四年级数学日记(优质10篇)
个人简历可以帮助我们理清自己的成长轨迹，发现自身的优
势和劣势，进而更好地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最后，我们将
给大家展示一些经典的自我介绍范文，希望能对大家的写作
有所启发和指导。

小学生四年级数学日记篇一

前年的春天，我和妈妈乘坐高铁去北京看望在清华大学进修
的爸爸。一路上，我和妈妈有说有笑，看着窗外美丽的'风景，
别提我有多开心啦。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和妈妈在高铁上的情
景。

妈妈：“子轩，你知道从长沙到北京要经过哪些站吗？”

我：“从长沙到北京要经过武汉、郑州、石家庄，一共三个
站点。”

妈妈：“对的，看来中国的地理，你学的不错啊，是爸爸教
你的吧。”

我得意地点了点头。

妈妈：“子轩，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从长沙到北京这段路程，
高铁往返行车，需要印制多少种车票呢？”

我：“这个问题真有趣，我想想。”

于是，我找出笔记本，拿出笔，画出下面这张图：

我不假思索地对妈妈说：“我知道答案了。”

只见妈妈拿出两张纸，递给我一张，对我说：“我们把自己



的答案写到纸上吧。

“ok！”我迅速的在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10”字，交到妈妈的
手上，妈妈也把自己写好的纸片交给我，看到妈妈写的那个
数字，我愣住了。妈妈的答案是“20”。

我眉头紧锁，心想：为什么是20呢？

妈妈提醒道：“我的提问是往返车票。”

妈妈的一句话让我恍然大悟，“从长沙到北京有10种，从北
京到长沙当然也有10种，加起来就是20种。”

妈妈：“以后等你再长大点，你还会学习奥数，我们可以用
公式去解决这个问题：5x（5―1）=20（种）”

我：“嗯，我明白了，没想到用利用数学公式可以这么快解
决问题，如果从深圳到北京要经过8个站点，那需要印制10x
（10―1）=90（种），妈妈对吗？”

妈妈听了，立刻对我伸出大拇指，为我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虽然这件事情过去两年了，我偶尔想起还觉得非常有意思，
从那之后，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做数学题一定要细心，更要
抓住关键字眼。

小学生四年级数学日记篇二

数学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真是无处不在啊。接下来是小编为您
整理的四年级的小学生数学日记，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以前，我一直以为学习“求最小公倍数”这种知识枯燥无味，
整天与”求11和12的最小公倍数”类似这样的问题打交道，



真是烦死人，总觉得学习这些知识在生活中没有什么用处。
然而，有一件事却改变了我的看法。

那是前不久的事了，爷爷和我一起乘坐公共汽车去青少年宫。
我们爷俩坐的是3路车，快要出发的时候，1路车正好也和我
们同时出发。

此时爷爷看着这两路车，突然笑着对我说：”小溦，爷爷出
个问题考考你，好不好？”

我胸有成竹地回答道：”行！”

那你听好了，如果1路车每3分钟发车一次，3路车每5分钟发
车一次。这两路车至少再过多少分钟后又能同时发车呢？”

稍停片刻，我说：”爷爷你出的这道题不能解答。”爷爷疑
惑地看着我：”哦，是吗？”

“这道题还缺一个条件：1路车和3路车的起点站是同一个地
方。”爷爷听了我的话，恍然大悟地拍了一下自个聪明秃顶
的脑袋，笑着说：”我这个'数学博士'也有糊涂的时候，出
的题不够严密，还是小溦想得周全。”我和爷爷开心地哈哈
地大笑起来。

此时爷爷说：”那好，现在假设是同一个起点站，你说说用
什么方法来解答？”我想了想，脱口而出：”再过15分钟。

因为3和5是互质数，求互质数的最小公倍数就等于这两个数
的乘积（3х5=15），所以15就是它们的最小公倍数。也就是两
路车至少再过15分钟能同时发车。”爷爷听了夸我：”答案
正确！100分。”

“耶！”听了爷爷的话，我高兴地举起双手。



从这件事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数学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真
是无处不在啊。

题后已经给我们示范了一题60根的题，就是小猴搬30根到15
米只剩下15根，返回，到原点时又剩下15根。15＋15＝30
（根），再将30根一齐搬到家，就不会空空如也，至少还剩
下15根。我看得津津有味，也想一展身手，便试解一道搬120
根的题：

小猴先搬30根到15米，剩下13根；回头至起点再搬30根，
到15米剩下13根，加上前面的15根一共30根。再回头搬30根
至15米，加上以前的，一共45根，以此类推，最后一次也只
剩下15根，合起来共60根。离家15米时再分两次搬，每次剩
下15根，合共30根。这样，还有30根。

从这我明白了，一个人只要肯动脑，什么都可以做成。

小学生四年级数学日记篇三

妈妈说：“傻女儿，怎么会不用钱呢？”

妈妈说：“原来你是这样算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商场的东
西就不用钱了，就会来很多客人，这商场就会亏本很大
了。”

妈妈又说买100送100只是要50元就可以了，你知道吗？

听了妈妈的解析，我还是似懂非懂，到底为什么呢？看来我
还要再去商场认真调查或去请教曾老师了，看看她有什么高
招，因为我知道这里还有很多我还未明白的数学知识。

我带着愉快的心情，来到学校问曾老师数学问题，曾老师说：
“其实有些都是满过100的，比如：满100的



有109、200、189……”

老师又说：“满100元的是送100元的券，顾客还是要先拿出
钱用够100元后，才有得送赠券的，并不是象你说的那样不用
钱。”曾老师对我这种有问题肯问的做法给予表扬，也欢迎
我今后多问问题。

星期六下午，我做完作业闲着没事，妈妈就给我出了一个问
题：“你知道2的倍数有什么特点吗？”我一听，一下子就回
答了出来：他们都是双数。“那它们有什么特点呢？”妈妈
又问。“它们的个位上都是0、2、4、6、8。”妈妈说：“你
真了不起。那你知道4的倍数懂得特点吗？”这下可把我难倒
了。

于是，我就找了一些4的倍数，发现他们的个位上也都是0、2、
4、6、8，于是我就把这个规律告诉了妈妈。可妈妈随口说了
一个数，就*了我的发现。妈妈让我继续观察，可我左看右看
还是找不出来。妈妈就给我一个提醒：你看看这些数的最后
两位。我根据妈妈给我的提示，右这些数观察了一番，顿时
恍然大悟。

原来，4的倍数的特点是：一个数的最后两位是4的倍数，这
个数就是4的倍数。然后，我找了一些数来试了试，例
如：437，37除以4=9……1，照规律来说437就不是4的倍数，
我随后用437除以4=109……1，符合这个特点。我又找了一个
数1024，24除以4=6，找规律1024就是4的倍数我又用除法验
证了一遍：1024除以4=256，所以1024就是4的倍数。我高兴
地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妈妈，妈妈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就是我的发现，同学们不妨也去试一试。

在数学兴趣课上，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道有趣的题目：

在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玩，遇到了一位老寿星。



一打听，这位老寿星已经141岁了，乾隆皇帝便赠了一联给老
人：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

乾隆皇帝要随行的大臣纪晓岚对出下联，这可难不倒他，他
的下联是：古稀双庆，更多一度春秋。

老师说：“这一副对联里，藏有一道数学题，请同学们算一
算老人几岁？”听了老师的话，我想，“花甲”是指60
岁，“重开”是指两个60岁，“三七”是指二十一岁，上联
就是60×2+21=141岁；古稀是指七十岁，“双庆”是指两个
七十，“多一度春秋”也就是多一岁，下联就是70×2+1=141
岁。原来，对联中也藏有数学问题呀！

其实，早在我国古代，文人们就常作对联，以咏物喻事，而
且很善于把一些数字嵌在对联中，使对联除了文学性、趣味
性外，又增加了知识性。

小学生四年级数学日记篇四

快开学了，爸爸妈妈决定带我去新华书店买一些图书，顺便
逛逛商场。今天周六，天气好，我们一家高高兴兴地来到书
店，挑好书，准备去交钱，我突然发现墙上贴着一张醒目的
海报:凡带学生卡购买教辅之类的书，打八折优惠!我正好带
了学生卡，可参加优惠活动。我立刻在心里算了一下:我买的
教辅书的定价分别是14元和22元，一共36元，八折就是定价
的80%，36×80%=36×0.8=28.8元，36-28.8=7.2元。我立刻
告诉爸爸和妈妈，用学生卡可节约7.2元，爸爸和妈妈先是一
愣，听我说完，高兴地夸我善于观察，能用所学知识解决生
活中的问题了。

交完书钱，我们决定逛商场，一到商场口，妈妈首先看到一
张海报:凡在本商场购实物满200元，再送一张100元的消费
卷!她高兴地说:“太划算了!买200元送100元，不就是打五



折!”爸爸笑了笑，问我:“妞妞!妈妈说的对吗?”我忽然想
起老师给我们讲过:买200元送100元，相当于花200元钱买300
元的东西，200÷(100+200)≈0.667=66.7%，相当于六七折，
而不是打五折。我把其中的道理讲给妈妈听，妈妈顿时大
悟:“还是女儿的打折知识学的好!以后要多向咱家宝贝请教，
要不闹笑话了!”

今天的事让我明白:好好学习，生活中才能做个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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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四年级数学日记篇五

数学日记（三）

暑假里，我在公园的乒乓球场认识了一个比我低一年级的小
男孩。没几天的功夫，我俩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一天，
临别时，他问我：“暑假作业上我有一道题不会做，明天我
拿来，你教教我行吗？”我一听，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好朋友拿来了作业。这道题：“小马虎在计算有余
数的除法时,把被除数137看成了173,结果商比正确的结果大



了4,但余数正好相同。问正确的算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认真地想了想后，对他说：“把被除数137看成173是多看
了173-137＝36,所以要把这36加上。36除以4等于9,所以9就
是除数。这样就可得算式：137÷9＝15……2。

=36÷4

=9

所以，所求的除式为：137÷9=15…2

当我给他这样讲完后，他满意地点点了头。还对我说：“我
听懂了，你真聪明，以后向你学习。”

听完这些，我心里也很高兴，不是因为他夸了我，而是因为
我帮助别人，以后我还要帮助更多的人。

小学生四年级数学日记篇六

在数学兴趣课上，庄老师给我们带来一道有趣的题目：

在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玩，遇到一位老寿星。

一打听，这位老寿星已经141岁，乾隆皇帝便赠一联给老人：
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

乾隆皇帝要随行的大臣纪晓岚对出下联，这可难不倒他，他
的下联是：古稀双庆，更多一度春秋。

老师说：“这一副对联里，藏有一道数学题，请同学们算一
算老人几岁？”听老师的话，我想，“花甲”是指60
岁，“重开”是指两个60岁，“三七”是指二十一岁，上联
就是60×2+21=141岁；古稀是指七十岁，“双庆”是指两个



七十，“多一度春秋”也就是多一岁，下联就是70×2+1=141
岁。原来，对联中也藏有数学问题呀！

其实，早在我国古代，文人们就常作对联，以咏物喻事，而
且很善于把一些数字嵌在对联中，使对联除文学性、趣味性
外，又增加知识性。

小学生四年级数学日记篇七

星期六，我跟妈妈到乡下老家。一路上，我看见农民伯伯正
在收地瓜，一个个地瓜就像一个个胖娃娃，对着农民伯伯笑，
妈妈告诉我：“现在是地瓜收获的季节”，然后她又自言自
语地说：“今天地瓜又丰富了”，我说：“收这么多地瓜有
什么用?”，妈妈说：“地瓜作用可大着呢!它可以做成地瓜
皮、地瓜粉、地瓜条……”

妈妈知道我学了百分数，就问我：50千克地瓜能榨出地瓜粉5
千克，这些地瓜的出粉率是多少?如果奶奶今年榨500千克地
瓜，那奶奶能收多少地瓜粉?我算了算：

5/50×100%=0.1×100%=10%

500×10%=50(千克)

我算完了，对妈妈说：“地瓜出粉率是10%，奶奶今年能收50
千克地瓜粉。”我好奇地问妈妈：“这么多地瓜粉，奶奶用
它干什么呢?”奶奶说：“我们平潭的特色小吃——咸米时就
少不了它，我们一家三口人吃一顿咸米就需地瓜粉0.4千克，
那奶奶送我们10斤，可供我们做几次咸米?”我算了算：

10÷0.4=25(次)

我对妈妈说：“能做25次”。妈妈说：“平均每月吃2次咸米，
够吃一年吗?”我说：“还吃不完呢，过年时还可以加餐一次。



”妈妈说：“你还真能算，其实它还可以做成茹粉汤、茹粉
条、茹粉结。”

镜里的时间

上个星期马老师教我们认识了钟表。星期天下午，我自己一
个人在家学着用小闹钟拨时间，竟然发现了一规律。

当我把时间拨到了3时的闹钟放在桌子上时，我一转身意外的
发现闹钟对面的玻璃镜里反射出来的闹钟时间不是3时，我睁
大眼睛看了好大一会儿，才认出那里面的闹钟所指向的时间
是9时的位置，我很好奇，又把时间拨到1时，发现镜子里的
闹钟指向11时，把时间拨到3时30分，镜子里的闹钟指向8
时30分，我又这样反复试验观察了好几次，惊喜的发现了一
个规律，那就是每次实际时间和镜子里的两个时间相加都
是12时。

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试一试。除了12时之外，其余的实
际时间和在镜子中照出来的时间相加的和都是12时，而且利
用这一规律还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准确地认出镜子里的时间，
也可以看着镜子里的时间很快知道实际时间。

难怪妈妈经常对我说“处处留心皆学问”，我总算有点理解
这句话的意思了。

巧数木头

今天早上，我和爸爸到工地去看一位叔叔。叔叔正在操场上
数木头，木头正好堆成一个梯形，看到我们来，叔叔
说：“你们来的正好，快帮我数数木头吧!我都数晕了。”

我仔细看着，发现这木头堆有个规律，下面的一排总比上面
的一排多一根!这一下好办了，把最上面的一排的根数加最下
面的根数，再将所得的得数乘木头的总排数，最后除以2得到



的便是木头的总根数，当我把得数说出来的时叔叔和爸爸都
满意的笑了。

岸上的青蛙

妈妈说要给我出一个脑筋急转弯，我一听便来了兴趣。

我一下想到小时经常会有枪打树上鸟的脑筋急转弯问题，便
不假思索的回答道：“岸上还有一只青蛙。”“一只?”我又
一次肯定的回答。可是妈妈说：“你的答案是错的，岸上还
有5只青蛙。”我非常不理解。

妈妈把问题一字一句又给我说了一遍，并且给我一分钟时间
考虑，然后重新回答。

我认真的想了一会，恍然大悟，原来我自以为聪明，而且急
于求成，忽视了问题中关键的一个词语“准备”，结果可想
而知是错误的。

小学生四年级数学日记篇八

数学是一门有趣的学料，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比如：买菜算
钱、工程队修路、春节买彩灯等等，这些都与数学有关。生
活中处有数学，学数学也是为了解生活中的问题。

我们试卷中的数学问题看似与我们的生活无关，其实啊都是
息息相关的呢！比如上面提到的工程队修路，他们修路的速
度和时间都需要进行精确计算，为什么要计算呢？因为计算
可以起到“预测未来”的作用，这当然比工人师傅凭经验进
行的预测更加准确，计算帮助我们更好的进行施工。

我还发现了一个生活中的趣题：这几天，我在奶奶家，妈妈
在12：00来家吃午饭，为保证妈妈一到家能吃到午饭，奶奶
在11：30了还差一道大菜，可以吃鱼，也可以吃鸡，但鱼还



在塘里没钓，而鸡马上就可以抓。怎么能在12：00做好一道
大菜呢？（注：鱼、鸡制作时间分别是10分钟、20分钟）

这道题看似很困难，不知如何入手。因为做鱼时间短，但不
一定抓得到。鸡马上就有，但制作时间长。遇到这种事
情，“双管齐下”是最好的办法，我们有2个人，可以一起去
抓鱼，但只能抓10分钟，抓到了就做鱼吃，没有抓到就做鸡
吃。因为到12：00只有30分钟了，为保证12：00能吃到
菜，30-20=10（分钟）。我们如果在10分钟抓到鱼了，就做
鱼吃，这样到11：50就可以做好吃饭了，如果在10分钟没有
抓到鱼，我们赶紧做鸡，那样12：00也可以做好吃饭了。就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数学使生活更加轻松！

小学生四年级数学日记篇九

刚上三年级的时候，我觉得数学越来越难，有些害怕考试和
做练习。爸爸妈妈总是鼓励我，说学好数学很有用，也很有
趣，一开始我总是将信将疑。星期六的中午，我突然想吃咖
喱饭，爸爸就带我去乐购买咖喱。到了超市里，爸爸对我说：
“出门之前我抓了一把零钱，其中有2个1角的，等会儿你能
不能好好算一算，买的东西又要少，又要把这2角钱用掉，好
吗?”听爸爸要跟我做数学游戏，我一下子来了兴趣，立刻回
答：“太好了，正好练练我的脑子!”我在超市里东瞧西望，
终于找到了卖咖喱的柜台，仔细观察起来……，柜架上一共
有四种咖喱，分别是蘑菇、牛肉、鸡肉和蘑菇牛肉。因为我
们一家三口都喜欢吃肉，所以蘑菇就首先否决了。再看价格，
牛肉和鸡肉都是5.6元，蘑菇牛肉是5.8元，这可一下难倒了
我。我仔细地算了一算，2包蘑菇牛肉可以有6角零钱，再加
上1包牛肉的有6角零钱，三包的余数正好是2角，我赶紧选
好3包咖喱递到了爸爸手中，爸爸满意地点了点头。在回家的
路上，我对爸爸说：“原来算账就要用到数学的呀，看来数
学在生活中真的很有用!”



小学生四年级数学日记篇十

一些小数可以等于一些真分数或假分数，假分数又可以等于
带分数或整数，也就是小数=假分数=带分数（整数），或小
数=真分数，举些例子来说说：

（1）0.75=75/100=75%=3/4把小数化成分数很容易，只要整
数部分是0，再把小数扩大成整数，扩大多少倍，那倍数就是
分母，小数扩大成的整数就是分子。变成了这么大的分数后，
只要再看看它能不能分子、分母同时除以一个不等于0的数，
数分大小不变，这个小数就变成了分数了。

（2）14/20=14÷20=0.7分数化小数也不难，只要用分数的分
子去除以分母（不管是真分数还是假分数），就可以得到小
数了，得到的小数就是你要化的小数了。这里又有一个新知
识，就是分子相当于被除数，分数线相当于除号，分母相当
于除数。

（3）8.96=8×24/25这个小数跟上面的不同了一点它有整数。
看起来不好化分，其实很好化分。整数不用化分，只用化分
小数，小数化分完后再加上整数，就化分好了，化分出来的`
是一个带分数。

在一个除法算式里，当被除数不能被除数除尽时商就可以用
分数表示，就是分子=被除数，分数线=除号，分母=除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