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一年级数学知识点总结思维导图
(汇总10篇)

通过知识点总结，我们可以发现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
辑关系，提升学习效果。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知识点
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学一年级数学知识点总结思维导图篇一

1、数数：根据物体的个数，可以用11—20各数来表示。

3、比较大小：可以根据数的顺序比较，后面的数总比前面的
数大，或者利用数的组成进行比较。

4、11—20各数的组成：都是由1个十和几个一组成的，20由2
个十组成的。

如：1个十和5个一组成15。

5、数位：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

6、11—20各数的读法：从高位读起，十位上是几就读几十，
个位上是几就读几。20的读法，20读作：二十。

7、写数：写数时，对照数位写，有1个十就在十位上写1，
有2个十就在十位上写2。有几个一，就在个位上写几，个位
上一个单位也没有，就写0占位。

8、十加几、十几加几与相应的减法

(1)、10加几和相应的减法的计算方法：10加几得十几，十几
减几得十，十几减十得几。



(2)十几加几和相应的减法的计算方法：计算十几加几和相应
的减法时，可以利用数的组成来计算，也可以把个位上的数
相加或相减，再加整十数。

(3)加减法的各部分名称：

在加法算式中，加号前面和后面的数叫加数，等号后面的数
叫和。

在减法算式中，减号前面的数叫被减数，减号后面的数叫减
数，等号后面的数叫差。

9、解决问题

求两个数之间有几个数，可以用数数法，也可以用画图法。
还可以用计算法(用大数减小数再减1的方法来计算)。

小学一年级数学《有趣的图形》知识点

认识图形(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圆)

1、对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圆的认识，能分辨出四种基
本的图形。

2、学会观察，能在生活中找出基本的形状，会举例。

3、能区分出面和体的关系，体会“面在体上”。

4、能找出一组图形的规律。

5、能在复杂的图案中找出基本的图形。

动手做(一)

学生能自己动手折一折、剪一剪，剪拼出喜欢的图案。



通过折纸、剪拼等活动进一步认识平面图形。

通过折纸对简单的图形进行分解和拼补。

动手做(二)

了解七巧板的组成。通过用七巧板拼图的活动，进一步熟悉
学过的平面图形。

初步认识平行四边形，只让学生直观认识，知道形状和名称
即可。

动手做(三)

通过欣赏和设计图案的活动，进一步认识正方形、长方形、
三角形和圆。

小学一年级数学《认识元角分》知识点

1元=10角=100分

1角=10分

1元=(2张)5角=(10)张1角=(5张)2角

5元=(5)张1元

10元=(10张)1元=(5张)2元=(2张)5元

20元=(2张)10元=(20)张1元

50元=(5张)10元=(50张)1元=张20元+()张10元

100元=(10张)10元=(100)张1元



付出的钱数-用去的钱数=找回的钱数(剩下的钱数)

用去的钱数+找回的钱数=付出的钱数

付出的钱数-找回的钱数=用去的钱数(商品的价钱)

小学一年级数学知识点总结思维导图篇二

数的认识

1、正确熟练地数出数量在20以内的物体的个数。

2、会区分几个和第几个，掌握数的顺序和大小。

3、掌握10以内各数的组成，会正确读、写0——20各数。

4、能说出个位、十位数位名称，识别各数位上数字的意义，
初步了解进制。

5、认识符号“=”“”“”的含义，会使用这些符号表示数
的大小。

数的运算

1、初步知道加、减法的含义和加、减法算式中各部分的名称，
初步知道加法和减法的关系。

2、比较熟练地计算(口算)一位数的加法和10以内的减法。

3、比较熟练地计算(口算)20以内的进位加法。

4、初步学会根据加、减法的含义和算法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
问题。

常见的量



1、初步认识钟表，会认识整时和半时。

2、培养学生初步建立时间观念，从小养成珍惜时间和遵守时
间的良好习惯。

新人教版小学一年级上册数学知识点

第一单元

1、数一数

数数：数数时，按一定的顺序数，从1开始，数到最后一个物
体所对应的那个数，即最后数到几，就是这种物体的总个数。

2、比多少

同样多：当两种物体一一对应后，都没有剩余时，就说这两
种物体的数量同样多。

比多少：当两种物体一一对应后，其中一种物体有剩余，有
剩余的那种物体多，没有剩余的那种物体少。

比较两种物体的多或少时，可以用一一对应的方法。

第二单元

1、认识上、下

体会上、下的含义：从两个物体的位置理解：上是指在高处
的物体，下是指在低处的物体。

2、认识前、后

体会前、后的含义：一般指面对的方向就是前，背对的方向
就是后。



同一物体，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物，前后位置关系也会发生变
化。

从而得出：确定两个以上物体的前后位置关系时，要找准参
照物，选择的参照物不同，相对的前后位置关系也会发生变
化。

3、认识左、右

以自己的左手、右手所在的位置为标准，确定左边和右边。
右手所在的一边为右边，左手所在的一边为左边。

要点提示：在确定左右时，除特殊要求，一般以观察者的左
右为准。

小学一年级数学加减法学习方法

1、首先要看看孩子的数学教科书，从书中可以知道孩子是通
过哪种方式学习的。不要随便按自己的方式去教孩子，如果
孩子理解能力强，他可能接受了，如果差一点，孩子只会更
加混乱。

2、多跟孩子聊聊，要让孩子明白什么是加法什么是减法，加
减可以通过给孩子玩具来教他，给孩子一个玩具就是加，拿
走一个玩具就是减。孩子理解加减的能力可以在平时的生活
中多加渗透。

3、在做题时和孩子沟通，了解他对哪些题不懂，具体到某一
类题，然后多对这一类题进行讲解。在讲题的过程中，要有
耐心，不要因为孩子理解不了就批评孩子，或者骂孩子笨，
这是最不可取的。

4、平时要多对孩子鼓励，锻炼孩子的理解能力，还要提高孩
子的专注力，孩子不一定不会，只是上课不认真听讲，导致



课程跟不上，失掉信心了。

5、先复习十以内的减法然后过渡到十的倍数的整数减法运算。
比如5-2=，8-4=等，孩子会马上说出答案，然后再给
出50-20=，80-40=等算式。如果孩子有犹豫，可以对比着出
题让孩子做，比如先出5-2=，再出50-20=，先出8-4=，再
出80-40=等。

6、学会拆分数字。比如23可以拆成20和3，59可以拆成50和9
等等。如果孩子不明白，可以这样做，先考孩子20+3=，答案
是23，那23可以拆成20和几呢?类似的训练要反复多次。

7、学习100以内大数减小数的算法。一是能从任何位置熟练
正数或倒数100以内的数字，二是理解减法的基本算法，加是
往后数的，减是往前数的。很奇怪，十以内的加减法孩子们
会数手指头，但数字一大，他们往往不知所措了，所以父母
要教给他们。如果孩子认真学，不长时间，不用数手指头也
可以给出答案的。

8、最后直接教给孩子方法。上面的几步熟练掌握后，就可以
直接教给孩子百内的减法算式了。比如70-46=，孩子可能一
下子算不出，那就问孩子，46可以拆分成几和几?(要十的整
数的)，孩子会说40和6，那再问70减40等于几?孩子会说出答
案是30，那30再减6等于几呢?那孩子就觉得简单了。

小学一年级数学知识点总结思维导图篇三

加数+加数=和

如：3+13=16中，3和13是加数，和是16。从一个数里面去掉
一部分求剩下的是多少用减法。

被减数-减数=差



如：19-6=13中，19是被减数，6是减数，差是13。

(一)熟记表内加法和减法的得数

(二)知道以下规律

1、加法

(1)两个数相加，保持得数不变：如果相加的这两个数有一个
增大了，则另一个数就要减小，且一个数增大了多少，另一
个数就要减少多少。

(2)两个数相加，其中的一个数不变，如果另一个数变化则得
数也会发生变化，且加数变化了多少，结果就变化多少。

(3)两个数相加，交换它们的位置，得数不变。

2、减法

(1)一个数减去另一个数，保持减数不变：如果被减数增大，
结果也增大且被减数增大多少，结果就增大多少;被减数减小，
则结果也减小，且被减数减小多少，结果也减小多少。

(2)一个数减另一个数，保持被减数不变：如果减数增大，结
果就减小，且减数增大了多少，结果就减小多少;如果减数减
小，则结果增大，且减数减小了多少，结果就增大多少。

(3)一个数减另一个数，保持的数不变：被减数增大多少，减
数就要增大多少;被减数减小多少，减数也要减小多少。

小学一年级上册数学知识点总结

1、人民币的单位有：元、角、分，相邻单位的进率是10，
即1元=10角，1角=10分。



2、人民币按制作材料分为纸币和硬币两种，按单位分为元币、
角币和分币三种。其中元币共有七种，分别是1元、2元、5元、
10元、20元、50元和100元;角币共有三种，分别是1角、2角
和5角;分币也有三种，分别是1分、2分和5分。

3、人民币的换算：

(1)2元8角=(28)角

2元10角=(30)角

(2)2元8角=(2.80)元

2元10角=(3)元

(3)2.15元=(2)元(1)角(5)分

12.00元=(12)元

(4)0.70元=(7)角

0.05元=(5)分

4、换钱

(1)换成一种：1张10元可以换(5)张2元

(2)换两种以上：1张10元可以换(4)张2元和(2)张1元

5、解决问题类型：

毛巾8元5角，香皂4元8角，牙膏5元，牙刷2元6角

(1)牙膏和牙刷一共多少钱?



5元+2元6角=7元6角

答：牙膏和牙刷一共要7元6角。

(2)牙膏比牙刷贵多少钱?

5元-2元6角=2元4角

答：牙膏比牙刷贵2元4角。

(3)香皂比毛巾便宜多少钱?

8元5角-4元8角=3元7角

答：香皂比毛巾便宜3元7角。

(4)用10元钱买毛巾和牙刷，够吗?

8元5角+2元6角=11元1角

10元11元1角

答：不够。

数学学习方法技巧

.复习是一个巩固和改进你所学到的东西的过程

碎片似乎是麻烦，但实际上它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符合人
脑记忆的规则，但可以节省时间

岁面对挫折,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不要专注于痛苦
的经验

学习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脑力劳动如果学习过于紧张，持续



时间过长，就会导致学习疲劳

.一个人不仅要靠与生俱来的东西，还要靠他从学习中学到的
东西来塑造自己

、急功近利容易导致失败，学习应循序渐进

.听课教师应始终遵循思路，善于掌握教师讲解中的关键词，
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

五十通过对上节课解题过程中的分析推理过程进行反思和提
炼，有助于理解新课程的内容

使用图表进行比较和复习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准确地复习
知识

.对于具有明显递进关系的知识，可以绘制知识电路图

.做练习是巩固知识最有效的方法，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

.问题后思维是提高知识水平、深化思维深度、提高思维紧张
度的有效途径

小学一年级数学知识点总结思维导图篇四

1.平面图形：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圆、平行四边形

2.立体图形：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

1.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可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两个完全一
样的三角形既可以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也可以拼成一个长
方形，还可以拼成一个大三角形。



2.拼成一个大正方形至少需要4个小正方形，拼成一个大正方
体至少需要8个小正方体。

3.两个长方形能拼成一个大的长方形。(两个特殊的长方形能
拼成一个大正方形)，4个长方体能拼成一个大的长方体。

1.要提高小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和动力。首先可以从家庭
引导，家长可以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言传身教，让孩子
对数学有一种神秘的好感。老师也可以和学生进行贴心的交
流，打造自己的人格魅力，让学生被自己吸引从而更好的对
数学感兴趣。

2.小学生想要提高数学成绩就一定要重视基础，千里之堤始
于砖泥，不重视基础的下场就是你觉得自己的数学学得很好
成绩会很好，但是在你成绩出来的时候会低于你的预期很多。
很多小学生经常是知道怎么演算就算了，而不去认真的做几
遍，好高骛远，总想去冲击难题，结果连考试中最基础的方
程都会错。

3.要抓好几个提高数学成绩的必要条件。数学运算，数学解题
(保证数量和质量)，准备错题本，准备一本参考书，遇到难
题尽量靠自己去解决而不是直接看答案，再保持勤奋和多动
笔练习。

数学中的n表示的是集合中的自然数集，这是数学集合中的相
关概念，需要掌握的还有：n+表示的是正整数集，z表示的是
集合中的整数集，q表示的是有理数集，r表示的是实数集。

小学一年级数学知识点总结思维导图篇五

远—近去—来黑—白高—低(矮)大—小

哭—笑早—晚出—入左—右上—下



开—关多—少恨—爱好—坏答—问

有—无对—错热—冷暖—冷弯—直

短—长前—后明—暗男—女升—降

深—浅快—慢回—去反—正外—里

重—轻圆—扁东—西生—死胖—瘦

头—尾宽—窄美—丑进—出臭—香

空—满干—湿今—古闲—忙天—地

真—假朋友—敌人漂亮—丑陋

仔细—马虎举头—低头开心—伤心

美丽的鲜花美丽的春天美丽的孔雀

清清的河水火红的枫叶高大的雪松

青青的豆角青青的草地青青的瓦

暖和的衣裳暖和的被子暖和的天气

雪白的云朵雪白的棉花雪白的墙

雪白的肚皮白白的手帕白白的墙

白白的雪花弯弯的月儿弯弯的小路

高高的山高高的房子高高的.大树

圆圆的足球圆圆的荷叶圆圆的脸蛋



尖尖的铅笔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空

小小的船儿长长的尾巴金色的阳光

大大的西瓜可爱的小熊快乐的生日

金黄的秋天大大的公园绿色的小伞

明亮的灯光红红的太阳漂亮的衣服

鲜艳的花朵甜甜的笑容高高的灯笼

宽宽的门大大的窗红红的苹果

长长的小路长长的小河

弯弯的月亮像小船。蓝蓝的天空像大海。

红红的太阳像火球。闪闪的星星像眼睛。

我家门口有一棵小树。江上有一座小桥。

天上有一架飞机。水里有许多小鱼。

雨越下越大。天越来越黑。

飞机越飞越高。我越长越高。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五星红旗)是我国的(国旗)。

我们(爱)北京。我们(爱)五星红旗。

雨点儿从云彩里飘落下来。小明从屋里跑出来。

小松鼠从树上跳下来。我从学校走出来。



你去北京吗?你是小学生吗?

我的书包呢?你的本子呢?

他是你的朋友吧?天要下雨了吧?

弟弟多可爱呀!大家快来呀!

花儿真香啊!我们学校多美啊!

青蛙在洞里睡着啦!我们8岁啦!

小兔爱吃草，也爱吃萝卜。

我爱爸爸，也爱妈妈。

你是学生，我也是学生。

你有桃子，他也有桃子。

菜园里有白菜，有南瓜，还有茄子。

超市里有饼干，有水果，还有蔬菜。

束一束束一束束美丽的鲜花

棵一棵棵一棵棵高大的松树

个一个个一个个红红的苹果

只一只只一只只可爱的小兔



小学一年级数学知识点总结思维导图篇六

你拍一，我拍一，我们从小爱学习。1+9=10，10可以分成9
和1。

你拍二，我拍二，互助友爱好伙伴。2+8=10，10可以分成8
和2。

你拍三，我拍三，养成卫生好习惯。3+7=10，10可以分成7
和3。

你拍四，我拍四，放学认真做值日。4+6=10，10可以分成6
和4。

你拍五，我拍五，质疑答问要举手。5+5=10，10可以分成5
和5。

你拍六，我拍六，勤奋努力争上游。6+4=10，10可以分成4
和6。

你拍七，我拍七，创建先进班集体。7+3=10，10可以分成3
和7。

你拍八，我拍八，全面发展人人夸。2+8=10，10可以分成2
和8。

你拍九，我拍九，反复验算不马虎。9+1=10，10可以分成9
和1。

你拍十，我拍十，为人做事要诚实。10+0=10，10可以分成0
和10。

小学一年级上册数学知识点总结



1、人民币的单位有：元、角、分，相邻单位的进率是10，
即1元=10角，1角=10分。

2、人民币按制作材料分为纸币和硬币两种，按单位分为元币、
角币和分币三种。其中元币共有七种，分别是1元、2元、5元、
10元、20元、50元和100元;角币共有三种，分别是1角、2角
和5角;分币也有三种，分别是1分、2分和5分。

3、人民币的换算：

(1)2元8角=(28)角

2元10角=(30)角

(2)2元8角=(2.80)元

2元10角=(3)元

(3)2.15元=(2)元(1)角(5)分

12.00元=(12)元

(4)0.70元=(7)角

0.05元=(5)分

4、换钱

(1)换成一种：1张10元可以换(5)张2元

(2)换两种以上：1张10元可以换(4)张2元和(2)张1元

5、解决问题类型：

毛巾8元5角，香皂4元8角，牙膏5元，牙刷2元6角



(1)牙膏和牙刷一共多少钱?

5元+2元6角=7元6角

答：牙膏和牙刷一共要7元6角。

(2)牙膏比牙刷贵多少钱?

5元-2元6角=2元4角

答：牙膏比牙刷贵2元4角。

(3)香皂比毛巾便宜多少钱?

8元5角-4元8角=3元7角

答：香皂比毛巾便宜3元7角。

(4)用10元钱买毛巾和牙刷，够吗?

8元5角+2元6角=11元1角

10元11元1角

答：不够。

(5)用10元钱买一块香皂，应找回多少钱?

10元-4元8角=5元2角

答：应找回5元2角。

(6)用10元钱买毛巾和香皂够吗?如果不够，还差多少钱?

8元5角+4元8角=13元3角



13元3角-10元=3元3角

答：不够，还差3元3角。

(7)20元钱能买哪些东西，应找回多少钱?

8元5角+4元8角+5元=18元3角

20元-18元3角=1元2角

答：20元可以买毛巾、香皂和牙膏，应找回1元2角。

小学一年级数学知识点总结思维导图篇七

村居

【清】高鼎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作者：

高鼎，字象一、拙吾，浙江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是清
代后期诗人。

注释：

(1)村居：在乡村里居住时见到的景象。



(2)拂堤杨柳：杨柳枝条很长，垂下来，微微摆动，像是在抚
摸堤岸。

(3)春烟：春天水泽、草木等蒸发出来的雾气。

(4)醉：迷醉，陶醉。

(5)散学：放学。

(6)纸鸢：风筝。

题解：

《村居》的作者是清代诗人高鼎。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居住在
乡村时见到的春天的景象和放学后孩子们放风筝的情景。早
春二月，草长莺飞，杨柳拂堤，儿童们兴致勃勃地放风筝。
有景有人有事，充满了生活情趣，勾画出一幅生机勃勃
的“乐春图”。全诗字里行间透出诗人对春天来临的喜悦和
赞美。

译文：

农历二月，村子前后青草渐渐发芽生长，黄莺飞来飞去。杨
柳披着长长的绿枝条，随风摆动，好像在轻轻地抚摸着堤岸。
在水泽和草木间蒸发的水气，烟雾般地凝聚着。杨柳似乎为
这浓丽的景色所迷醉了。村里的孩子们放学以后，一路上没
什么耽搁，回家挺早，赶忙趁着东风劲吹的时机，把风筝放
上蓝天。

赏析：

《村居》描写出了一幅春天孩子们在村旁的芳草地上放风筝
的图画。是一幅自然景物和活动着的人物融合在一起的、充
满生机、春意盎然的农村生活图画。读了这首诗，我们好像



跟诗人一起饱览了的美丽春景，分享着孩子们放风筝时的欢
乐。

第一句写时间和自然景物。早春二月，小草长出了嫩绿的芽
儿，黄莺在天上飞着，欢快地歌唱。堤旁的杨柳长长的枝条，
轻轻地拂着地面，仿佛在春天的烟雾里醉得直摇晃。

第二句写的是人物活动。孩子们放学回来的早，趁着刮起的
东风，放起了风筝。儿童、东风、纸鸢，诗人选写的人和事
为美好的春光平添了几分生机和希望。

此诗通过细致地观察生活，以清雅自然的语言，勾勒出新颖
的形象，表达了诗人悠闲宁静而又略带清愁的心情，构成了
浑成和谐的意境，给人以优美的艺术享受。

一年级语文知识点梳理

1、并列关系：...一边...一边......一面...一面...不
是...而是...有时...有时...既...又...又...又...那么...
那么...

2、承接关系：一...就首先...然后...又......就......接
着...

3、递进关系：不仅...而且不是...甚至不但...而且不但(不
仅、不只、不光)...还(又、也)

4、因果关系：因为...所以由于...因此...因故...之所
以...是因为既然...就...因此...

5、选择关系：是...还是不是...就是要么...要么与其...不
如宁可...也不宁愿...不愿...

6、转折关系：虽然...但是尽管...还尽管...却但是(可、却、



可是、然而、不过、只是、仅)

7、假设关系：如果(假设、倘若、要是)...就(那么、那就)
即使(就是、就算、纵然)...也(还)

8、条件关系：只要...就只有...才除非...才任凭...也

关联词语的运用，关键在于平时语感的培养，如果一句话当
你添上了关联词语之后意思表达出现的差异，那么肯定是不
对，所以关联词语的运用窍门就在于对句子和意思的准确理
解和把握!

语文学习方法技巧

学写字注意姿势讲求规范

写字是一项重要的语文基本功。虽然目前我们每课只要求会
写3——4个字[每课后面田字格里面的字，语文书后面146页
生字表(二)，共100个字]，但对于初学写汉字的孩子来说仍
然是比较困难的。要把字写好，做到握笔写字姿势正确是前
提。

孩子们入学后我们已经加强了写字姿势的指导，通常采用的
方法是直观演示，写字姿势儿歌强化，逐个纠正规范等。正
确的握笔姿势是拇指食指面对面，三个指头藏后面，笔杆靠
在虎口上。正确的写字姿势是“三个一”——眼离簿本一尺，
胸离桌边一拳，手离笔尖一寸。

写字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注重培
养孩子写字习惯的重点是指导写规范字。一年级学生都要求
在田字格中书写汉字，田字格能够帮助孩子正确把握汉字的
间架结构。

老师在上课时会进行写字指导，要求学生仔细观察字的结构



和笔画，观察每一笔在田字格中的位置，也就是所谓的“一
看二写三对照”。要求学生在田字格中写的字做到四个“一
样”，即大小一样、高低一样、粗细一样、深浅一样。

孩子的字写得漂亮，就会爱上写字，积极性高了，写得多了，
用笔会越来越灵活，就会写得越来越轻松，有利于提高孩子
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积极性。我们曾见过有的孩子口头表达强，
读得非常棒，但由于字写得吃力又不好看，不爱做语文作业，
慢慢地就影响到了孩子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语文成绩。所以
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的写字。

小学一年级数学知识点总结思维导图篇八

所在或所占的地方，有上下、前后、左右之分。

位置方位名词，例：汽车在马路的上面。

位置方位名词，例：船在桥的下面。

位置方位名词，例：张三在李四的前排，那么可以说张三在
李四的前面。

位置方位名词，例：李四在张三的后排，那么可以说李四在
张三的后面。

减法运算中必须向高位借位的减法运算。

20以内的数字之间的退位减法，例：12-9=3.

24读作“二十四”;169读作“一百六十九”。

先比较高数位的数学，再按照数位的高低依次比较。

100读作“一百”，等于10个10相加;99读作“九十九”，等



于100减去1.

小学一年级数学知识点总结思维导图篇九

1、认识人民币的单位元、角、分和它们的十进关系，认识各
种面值的人民币，能看懂物品的单价，会进行简单的计算。

2、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已经掌握的100以内数的知识，学
习、认识人民币，一方面初步知道人民币的基本知识和懂得
如何使用人民币，提高社会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加深对100以
内数的概念的理解。

3、体会数概念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4、认识各种面值的人民币，并会进行简单的计算。

5、使学生认识人民币的单位元、角、分，知道1元=10角，1
角=10分。

6、通过购物活动，使学生初步体会人民币在社会生活、商品
交换中的功能和作用并知道爱护人民币。

小学一年级数学知识点总结思维导图篇十

通过欣赏和设计图案的活动，进一步认识正方形、长方形、
三角形和圆。

小小运动会

1、应用100以内的进位加法与退位减法的计算方法进行正确
的计算。

2、经历与他人交流各自算法的过程，体会算法多样化。



3、体会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圆在生活中的'普遍存在。

4、能利用图形设计美丽的图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