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角的数学日记(模板8篇)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撰写标语时，要注重选择有冲
击力的词语和句式，用简短的语言表达出主题。请大家留意
以下的标语示例，它们或许能够启发你的创作。

角的数学日记篇一

最近，我喜欢上了数学，没事儿总喜欢找几道题算算。

今天，爸爸带我去买凉鞋。到了商店，我和爸爸去鞋柜那。
我闲着没事，就去另外一个柜台看米奇牌的鞋子了。过了一
会，爸爸来找我了，并带来了两双漂亮的鞋子，而我也看中
了一双鞋子。“你看，爸爸！今天米奇牌鞋子打折，只要110
元一双呢！”我举着手中的鞋子说。“看啊宝贝！今天‘abc’
的鞋子也做活动，207买一送一呢！”爸爸高兴地说。110元
一双，207元买一送一，到底哪个贵哪个便宜呢？我突然想到
了老师教我们的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方法，自信的说：“我
来算一算！”“207÷2=103.5元，比米奇牌鞋子便宜了六元
五角。”我念道。而且，我还能够再买一双春秋鞋呢！“哇！
没想到数学还能用在生活中呢！”

最后，我和爸爸高兴的提着两双“abc”的鞋子回家了，我开心
的笑了！

从此以后，我把数学用在了更多地方。

角的数学日记篇二

学习数学的过程，就像赛车一样。成绩较好的同学是冲在最
前面的跑车;成绩中等忽上忽下的同学，是那种容易被外界因
素干扰的跑车;成绩比较差的同学，当然是状况频发，远远落
后的车辆。



成绩较好的同学，虽然经历了路程的各种坎坷和崎岖，但他
们不急躁，深层剖析路况，制定各种应急措施，坚定信心、
越过障碍、战胜困难，继续在平坦的数学大道上驰骋。

成绩中等忽上忽下的同学，会时不时地冲进绿化带、蹭上树、
掉个头、甩个尾，究其原因还是没有稳住内心，抵制不住外
界的干扰，容易偏离航道。

成绩较差的同学，就像没有设定好航道、没有规划好行程的
跑车，方向不明确，方法不得当，信念不坚定，当然也就收
获不到好成绩。

打了这么多比方，没把大家绕迷糊吧!哈哈，其实我想表达的
意思就是学习数学是个既枯燥又有趣、既漫长又能给我们带
来惊喜刺激的过程。大家都是从一个起跑线出发，平时的准
备积累、战时的沉着冷静就是我们致胜的法宝，树立好目标、
选择好方法、坚定我们的信念，朝着光辉的前程，加油吧!

角的数学日记篇三

有一次我在沙发上看我喜欢的课外书，忽然我的目光落在了
书右下角的一道题，旁边还印着一个图片，上面印着有九个
硬币组成的十字架。我觉得很好玩于是决定要好好研究一下
这道题。

这是一道关于摆图形的题目，我们需要用九枚硬币摆成一个
像十字架一样的图形。再加一枚硬币使得这个图形横竖相等。
当读完题时我就犯难了，这一枚硬币总不可能不翼而飞呀，
这不科学啊。这时我想起我可以试试用硬币摆摆看，于是我
从柜子里拿出一袋硬币一个一个的照样子摆好，又拿出一枚
来做实验。科实验结果不怎么样，我并没有想出解题思路，
于是我放下硬币把它摆在了十字架的最中间去搬救兵了。

做完这道题我知道了，做题思维不能被固定，有时解法很简



单，只是自己把问题想困难了。

角的数学日记篇四

今天下午，李老师布置语文家庭作业的时候，给我们出了一
道应用题。我们非常纳闷，百思不得其解，同学们议论纷纷。

回到家中，我还在想为什么李老师要布置应用题呢？

吃完晚饭，我决定先把题目做出来。我一会列算式，一会画
线段图，怎么也做不出来。我想啊想，可就是榆木脑袋不开
窍。突然，我灵机一动：“我可以一个人演啊！”话音刚落，
便像模像样地演了起来。

演完后，我得到了一个答案----176。写完后，我迫不及待地
让爸爸检查这道题。爸爸经过认真的思考和演算，却得到了
另一个答案----97。带着疑惑和不解，我按照爸爸的思路修
改了这道题。

第二天，李老师给了我们一个正确答案----97。我兴奋极了，
为爸爸感到自豪！这时，李老师说：“我让你们解答这道应
用题是为了让你们提高阅读能力，让你们知道做这类题要反
复阅读，才能做。语文和数学其实是互有影响的。”我们大
家才恍然大悟，所有的疑惑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角的数学日记篇五

今天，我们学习了用《字母表示数》，这一次是学校里的李
晓芳老师来把我们上课。

一上课，老师在电脑上教我们数青蛙，我很好奇，我心想李
老师干什么呀，到现在还教我们数这个，这也太小儿科了吧，
我们开始数了：“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
这时李老师说：“这样一直数的完吗？”我们回答数不完。



老师说：“累不累，”我们一口同声的说：“不累”。老师
说：“好，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吧，你们来猜一猜我现在已经
多少岁了？”我们回答有很多，有三十岁的，三十一岁的，
三十四岁，三十五岁的和三十七岁的等等很多很多答案，而
我想说是三十六岁，因为我很胆小所以没有回答，可真是太
可惜了。这时老师给我们了一个题目，老师比十一岁的同学
大二十五岁，这时差不多全班同学都举手了，我们还看了一
个故事，这个故事对我的启发是可以将乘法换成小数点或不
写。

啊！这节数学课真是太有趣了。

角的数学日记篇六

人们常说“数学是个宝，错过就得惨”，其实，我也不例外。

我最喜欢数学了，它使我们知道了有些题不能很死板的去计
算，懂得了方法做起来可就易如反掌了。就说“积的变化规
律”吧!记得老师教过我们：

一、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乘或除于a，积也乘或除于a。
如：“8×4=328×12=?”这道题把4扩大了3倍，那么积也要
扩大3倍，就是32×3=96，积等于96。

二、一个因数乘b，另一个因数除b，积不变。
如：“8×4=32(8×2)×(4/2)=?”这道题把8乘了2，把4除
了2，积就是16×2=32不变。

三、一个因数乘于c，另一个因数乘于d，那么积就乘于(c×d)。
如：“8×4=32(8×3)×(4×2)=?”这道题把8乘了3，把4乘
了2，那么积就是32×(3×2)=192，积是192。

学习了以上的`这些内容，使我对数学更加地了解了，也使我
更加地喜欢数学了。因为数学是那么的有趣，一点都不干燥。



它能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更加灵活。掌握了解题的方法，
能帮助我们快速解决问题!

有趣的数学日记

角的数学日记篇七

妈妈和我去超市买了一盒16颗装的鸡蛋和一袋猕猴桃。

过了几天，我们一共吃掉了6个鸡蛋和3个猕猴桃。妈妈数了
数，发现冰箱里剩下的鸡蛋和猕猴桃的数量完全一样。妈妈
笑着问我：“你能告诉我当时我们究竟买了几个猕猴桃
吗？”

我一下子蒙住了，这可怎么算呀？妈妈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
鼓励我说：“认真思考，先想想冰箱里还剩几个猕猴桃，你
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果。”

我静下心开始整理思路，剩余的鸡蛋和猕猴桃的数量相等，
知道了冰箱里剩余鸡蛋的数量不就同时知道了剩下多少猕猴
桃吗？16-6=10，冰箱里还剩10个鸡蛋和10个猕猴桃。我们还
吃掉了3个猕猴桃，那么我们买的猕猴桃数量就是10+3=13个。

当我说出这个结果时，妈妈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笑容。有趣的
数学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还真是无处不在啊！

角的数学日记篇八

写数学日记就像写文章一样,选材很关键,要有新意,视角要独
特，小学频道为大家提供了数学日记有趣的数学课，供大家
参考。

哦!原来王老师要教我们“加法交换律”：a等于一个加数b，b等
于另一个加数，c等于和。例如：a+b=b+a，怪不得她今天这么



古怪，看来“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句话得改成“大千
数学，无奇不有”喽!哈哈!

这就是为大家提供的数学日记有趣的数学课，希望能够对大
家有用，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及时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