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汇总15篇)
个人简历应该清晰、简洁，突出自己的特长和优势，以引起
雇主的兴趣。如果你需要一个简洁明了且生动有趣的自我介
绍，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案例可以供你参考。

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篇一

今天我终于把暑假报的数学思维课上完了。

这次我上了十二节课，在这个课上我遇到了同学李鲍翔，真
巧啊。

这种课主要是教我们简便运算、巧算，还有乘法和加法的原
理。老师说：“你们一定要认真学，否则就白来了。”后来
我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一开始我听得糊里糊涂的，后
来我就认真地预习，上课就能听懂了。

在我学习的过程当中，最难忘的就是“一笔画”。

我原先对它的理解是：不管什么物品，只要能一笔画出的就
叫一笔画。可是学过以后，我明白了，一笔画是要求在不重
复任一一条线段的情况下一笔画出某个图形。如果想简便判
断出一个图形能不能一笔画出，要用到“奇点”和“偶点”，
如果全部都是偶点，或者有两个奇点，其它都是偶点，那这
个图形就可以一笔画。

通过这十二次的学习，我的收获很大。虽然我不是我们这次
班上学得的，但是我觉得会对我以后学习数学很有帮助。

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篇二

今天，数学课后，老师布置我们预习除法估算。



预习是什么呢?老师为什么叫我们预习呢?我带着惊奇的心情
回到家。查资料，问爸妈。原来预习就是在学习新课之前，
自己先把书上的内容看一遍，(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做上记号，
等上课时，再认真听。)这样，就能对新知识有了初步认识。

我好奇地预习着除法估算。通过预习，我知道了估算538÷62
时，可以把538看作540，62看作60，那么，538÷62≈9。原
来，预习可以帮助我扫除数学学习的障碍，我对估算有了初
步的理解。听课时，我能很快地接受新知识。即使有疑问的
地方，也能迎刃而解。

所以，课前预习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养成预习的好习惯，因
为成功的预习，可以使听课质量更高，学习的效率也跟着提
高，所以，它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金钥匙。

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篇三

中午爸爸下班回来，哼着小调，兴高采烈地跨进家门我迎上
去问道：“爸爸，今天有什么事这么高兴？”爸爸说：“这
个月我涨工资了。”我问道：“那你现在一个月拿多少工
资？”爸爸想了想，微微一笑说：“我比你妈妈的工资高，
我俩的月工资加起来是2800元，月工资差是100元，你说我一
个月拿多少工资？”

听了爸爸的话，我动手在纸上画出了线段图帮助我理解：

通过观察和思考，我很快算出了答案，并且告诉爸爸。首先
把妈妈的工资看作和爸爸同样多，那么爸爸、妈妈的月工资
一共是元，再把月工资和平均分成2份，求出的1份就是爸爸
的月工资。列式是元。

爸爸听了，满意地直点头。这时，正在做饭的妈妈对我
说：“你还有其它方法吗？”“还有其它方法？”我惊奇地
说。我报着好奇的`心情静下心来再次观察、思考，我发现此



题关键是找出以谁作标准的问题，标准不同，方法也就不同。
于是，我有了第二种方法：就是以妈妈的工资作标准，假设
爸爸和妈妈的工资同样多，那么俩人的月工资和就是元，再
把月工资和平均分成2份，求出的1份就是妈妈的月工资最后
加上爸爸比妈妈多的100元，就是爸爸的月工资。列式为元。

听完了我第二种方法的介绍，爸爸、妈妈笑了……

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篇四

4月8日星期日晴。

今天我闲着没事干，就想去帮阿姨买菜。我就想这样也好我
也能完成数学日记了。

一来到菜市场，热闹非凡。喧闹声，让人感到好烦。我马上
就去买我的最爱的鸡腿吃了，刚到那一股香气让我迫不及待
的过去。我马上问老板几元一只，老板回答说：“4.5元一
只：”我掏出10元钱给了他，他给了我钱我就走了。当时我
没注意就跑了。我准备在去买东西时却发现少了5毛钱准备去
换了，当时我真糊涂马上来到了当时来买鸡的地方去换。我
真的很马虎怎么没注意看呢？那位老板也是个热心的人他没
说什么就给了我钱我羞愧的'低下头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一回家我来到爸爸面前说：“爸爸对不起我算错钱了，”爸
爸笑了笑说：“没关系，在生活上肯定有马虎错误的。”这
次我原谅下次不能犯了。我听见了说什么。所以说一般数学
不能犯马虎错误，一犯马虎就吃亏了。后来我去买菜不会犯
了。懂得上次的教训。

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篇五

今天是星期六，妈妈带着姥爷和我一起坐车去森林公园玩。
车费：5元钱。



到了森林公园，我和妈妈去买门票，价格如下：大人每人2元，
儿童每人1元。我掐指一算，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儿，共需5
元钱。

我们拿着门票高高兴兴地进入了森林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青青草地上的一群可爱的白鸽子。妈妈用3元钱买了一包鸽
子食，让我和姥爷到鸽子群中喂小鸽子。我们在鸽子群中照
了六张照片，淘气的小鸽子把我的右手给抓了，好像在和我
握手一样。

我们走啊走啊，来到了“水上乐园”。我对“滚筒”特感兴
趣，它“旋转”得真有趣。然后，我们又花了20元钱玩
了“游船”，它是一个“平移”现象。我和姥爷玩累了，饿
了，妈妈就跑到商店买了一些美味佳肴：4根香肠、2个冰淇
淋。妈妈说：“一根香肠2元钱、一个冰淇淋1元钱。妈妈一
共花了多少钱？”我板着指头算出是10元钱。

过了一会儿，爸爸来接我们啦，我们又去游了“动物园”，
看见了猕猴、鹿、蓝孔雀……这些动物真可爱！

回来时，我们坐车、吃饭共花费27元钱。妈妈笑眯眯地
说：“宝宝，算算今天共花了几元钱？”我用加法认真地算
了两遍，说：“一共花了65元钱。”

看，今日一行，离了数学行吗？

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篇六

星期六上午，我和妈妈、姐姐去亮山公园玩，一棵大树映入
我的眼帘。

妈妈问：“欢欢，你能量出这棵树的高度吗?”

我说：“行，用一根跟它一样高的竹竿，再量那根竹竿的.长



度。”

妈妈反驳道：“哪来那么长的竹竿?”

我兴奋地说：“姐姐!借你一用!”

姐姐满脸疑惑：“怎么求?”

“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影子的长度和物体的长度成正比
例。先量出你的身高，再量出你影子的长度，算出你的身高
和你影子的比，再量出这棵大树的影子长度，就能算出这棵
大树的高度了。”我得意地说。

因为我平时喜欢制作小制作，所以身上总是带着一卷皮尺。
我先量出姐姐的身高是1.56米，再量出她影子的长度是0.52
米，他们的比是：1.56：0.52=3：1，量出这棵大树的影子长
度是1.1米，再算出高度：1.1×3=3.3(米)，这便是大树的高
度了。妈妈和姐姐看着我，直竖大拇指。我乐呵呵地想：数
学真有用!

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篇七

在日常生活中，做每件事情都离不开数学，可见数学与我们
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呀。

暑假里我跟爸妈到表姐家玩，路上口渴了，爸爸只好到附近
杂货店买矿泉水喝。杂货店有个规定：买3瓶矿泉水能够换一
瓶矿泉水，一瓶矿泉水卖价1元钱，爸爸见了掏出10元钱给杂
货店老板，说：“老板买10瓶水”，水拿到了，我如饥似渴
的喝了起来，一会儿就喝掉了二瓶。还没等我回过神，已经
有好几个空瓶了。爸爸问我：“灵灵，我们用10元钱能换多
少瓶矿泉水？”我想：10瓶水喝完，拿9个空瓶子换了3瓶矿
泉水，3个空瓶又换了1瓶矿泉水……还剩下两个空瓶子。



我高兴地对爸爸说：“爸爸，我算出来了，是14瓶矿泉水，
还余下2个空瓶子。”爸爸笑了，说：“你再想一想！”我若
有所思：“我们能够再向杂货店老板借一个空瓶子，喝完后
再把空瓶还给老板，噢！我们能够喝15瓶矿泉水。”爸爸点
头称赞。

数学就是要灵活运用，理论联系实际，只有掌握了数学知识，
才能更好的让数学服务于我们。所以我们要学好数学，让数
学成为我们学习生活中的好帮手。

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篇八

零看上去很单调，就是没有，其实它非常地丰富，它隐藏了
许多。在数学中零非常特殊，不管做什么题，你应该考虑零。

在几何中，“0”经常被作为记号。

“0”的特殊源于在一些概念或题里，比如每个有理数都有倒
数，“0”却没有，有理数分为正数、负数。“0”，一个数
就分为一类，这不特殊吗?在除数里，只有零不能作除数。零
作被除数，不管除以什么数(“0”除外)都得零。

往往我们会忽视零，但它却起着重要的责任。如，问等于几?
有些人就不能联想到“0”。在数数时，有人就会忘掉零。如：
不大于5不小于-5的整数有几个?有人就会定有8个。其实还
有0。如：有哪些数的绝对值不大于本身?那就是正数和零(也
可以称之为非负数)。

零在生活中更量五彩斑斓。在期末后开家长会，老师那里登
记的犯错本给家长看时，我们都希望自己的那一格记着“0”，
这表示我们没有犯过错，家长高兴，我们高兴。但是在卷子
上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个数或接近这个数的整正数，否则回
家的日子就难过了。在比赛中，谁都不希望得到“0”。



零是丰富的。我认为零在题中是陷井，大家以后做题时应考
虑零。零在不同的场合也能使人的情绪改变。它是美妙而又
丰富的。

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篇九

我家有5个暖气。我发现我的屋的暖气一共有5个片，我们大
卧室的暖气共有6片，奶奶的屋的暖气有7片，客厅的'暖气
有15片。我知道我家暖气的片最多的屋是客厅。我还感觉到
片数越多产生的热量也越大，屋子就越暖和。

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篇十

今天，我高兴的在家里看着我的《聪明数学》，我看着看着，
看到一个春联中有关于数学方面的.趣味数学题。里面的内容
是语灵部落的汉末央长老过生，魔数王国的女王带领下他们
的臣子去给长老祝寿。到以后，魔女小星看到长老的白胡子
长长的，就忍不住问：“请问长老有多大年纪。

啃啃兽精灵长比较调皮，他对魔数王国的臣民的数学能力早
有耳闻，他今天决定见识一下。

于是，他出一道题是用对联的形势写的：

上联：花甲重开，又加三七岁月。

下联：古稀双庆，更多一度春秋。

开始我一直不知道从哪入手，因为我不知道花甲和古稀是什
么意思，后来，妈妈说：“花甲是指“60”岁，古稀是
指“70”岁。现在，我终于有头绪，上联“重开”就是，下
联两个60，“三七岁月”是3×7=21岁，上联的年龄
是60×2+3×7=141岁，下联：“双庆”是两个70，“一度春
秋”是1年，下联的年龄是70×2+1=141岁，所以长老年龄



是141+141=282（岁）。

啊！原来数学是那么的有趣。

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篇十一

有一日，我跟妈妈去逛商场。妈妈进了超市买东西，让我站
在付钱的'地方等她。

我没什么事，就看着营业员阿姨收钱。看着看着，我忽然发
现营业员阿姨收的钱都是1元、2元、5元、10元、20元、50元
的，我感到很奇怪：人民币为什么就没有3元、4元、6元、7
元、8元、9元或30元、40元、60元呢？我赶快跑去问妈妈，
妈妈鼓励我说：“好好动脑筋想想算算，妈妈相信你能自我
弄明白为什么的。”我定下心，仔细地想了起来。过了一会
儿，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我明白了，因为只要有1元、2元、
5元就能够随意组成3元、4元、6元、7元、8元、9元，只要
有10元、20元、50元同样能够组成30元、40元、60元……”

妈妈听了直点头，又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如果只是为了能
随意组合的话，那只要1元不就够了吗？干吗还要2元、5元
呢？”我说：“光用1元要组成大一点的数就不方便了呀。”
这下妈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夸奖我会观察，爱动脑筋，我
听了真比吃了我最喜欢吃的冰激凌还要舒服。

在此，我也想告诉其他的小朋友：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有数学
问题，只要你多去留心观察，多动脑思考，你就会有很多意
外的发现，不信你就试一试！

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篇十二

有一日，我跟妈妈去逛商场。妈妈进了超市买东西，让我站
在付钱的地方等她。



我没什么事，就看着营业员阿姨收钱。看着看着，我忽然发
现营业员阿姨收的钱都是1元、2元、5元、10元、20元、50元
的，我感到很奇怪：人民币为什么就没有3元、4元、6元、7
元、8元、9元或30元、40元、60元呢？我赶快跑去问妈妈，
妈妈鼓励我说：“好好动脑筋想想算算，妈妈相信你能自我
弄明白为什么的。”我定下心，仔细地想了起来。过了一会
儿，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我明白了，因为只要有1元、2元、
5元就能够随意组成3元、4元、6元、7元、8元、9元，只要
有10元、20元、50元同样能够组成30元、40元、60元……”

妈妈听了直点头，又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如果只是为了能
随意组合的`话，那只要1元不就够了吗？干吗还要2元、5元
呢？”我说：“光用1元要组成大一点的数就不方便了呀。”
这下妈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夸奖我会观察，爱动脑筋，我
听了真比吃了我最喜欢吃的冰激凌还要舒服。

在此，我也想告诉其他的小朋友：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有数学
问题，只要你多去留心观察，多动脑思考，你就会有很多意
外的发现，不信你就试一试！

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篇十三

我很快算出了答案，并且告诉爸爸。首先把妈妈的工资看作
和爸爸同样多，那么爸爸、妈妈的月工资一共是元），再把
月工资和平均分成2份，求出的1份就是爸爸的月工资。就是
元）。

爸爸听了，满意地直点头。这时，正在做饭的妈妈对我
说：“你还有其它方法吗？”我静下心来再次观察、思考，
我发现此题关键是找出以谁作标准的问题，标准不同，方法
也就不同。于是，我有了第二种方法：“就是以妈妈的工资
作标准，假设爸爸和妈妈的工资同样多，那么俩人的月工资
和就是元，再把月工资和平均分成2份，求出的1份就是妈妈
的月工资最后加上爸爸比妈妈多的300元，就是爸爸的月工资



啦，也就是元，对不对？”爸爸听了，满意的点点头，“看
来奥数班没白上嘛！哈哈！”爸爸还表扬了我，都是数学帮
了我忙呀！

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篇十四

中午时分，我吃完了午饭，闲着没事做，便拿起了一本名叫
《尖子生题库》的书。翻开负数的这一章，看了一下前面的
讲解，又翻到了习题部分去做习题。我先看了一下习题，内
容虽然多，但很容易，心想：”嗨!这也叫做《尖子生题库》
呀，这么容易，我闭着眼睛也能把它全作对。”

于是，我开始做题了，填空题，判断题，我不一会儿就作了
两页。到应用题了，我以为会难一些便认真地看了题，一点
儿也不难，刷刷，两三下我就写得只剩下一道应用题了。我
潦草地看了一下题，容易容易，不对，不是已经给了速度吗?
那这个“+15”和“—15”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我思来想去，这
简直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啊，我又看了看题，还是不会。这
时，我想到了在一本书中看到的一个公式，好像对于这道题
刚好对上。我便急忙去把我买的所有关于数学的工具书都翻
了出来，找呀找，怎么没有呢?我明明在书上看到这一个公式
的，怎么会找不到。

事实就是事实，我便翻了翻后面的答
案：200÷(35+15)+200÷(35-15)=14小时，为什么用200除
以35呢?这时行程问题中的'，我便拿起《小学毕业总复习》
这本书，翻到有关于行程问题的这一页，里面有一个公式让
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的：它是用路程除以速度等于时间，
这些加十五和减十五是加减法而不是正负号。

数学题真是需要认真的读和仔细的去理解呀!看似简单却蕴含
着复杂，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认真，不能小看它。



六年级小学数学日记篇十五

数学真有趣，遇到难题开动脑筋想一想马上就有好办法。

第二天，老师上课刚好讲了这一题，老师让我们想一想这道
题除了直接计算外，还有没有别的解答方法呢？可是，我怎
么也想不出来。老师说：“大家看这一串数字有什么特点？
能不能以一个数为基准把它们转化成同一个数呢？”在老师
的启发下，我豁然开朗，先从150中拿走20补到110里面去就
得到了两个130，再从140中拿走10补到120里又得到了两
个130，最后用4个130加上本来的一个130共得5个130，5
个130不就是650吗。列式为：

110+120+130+140+150

=130×5

=650

我立刻举手，兴奋地讲了我的解答方法，老师给我了一个赞
许的目光，立即表扬了我，并告诉同学们：这种方法就
叫“移多补少”。

同学们也对我的表现抱以热烈的掌声。

通过这道题的计算，我忽然明白了这到题原来还有别的解答
方法。。还使我更加体会到数学真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