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级下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案例 五年级
数学日记(实用10篇)

通过模仿范文范本的写作风格和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培养出
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在写作范文范本时，我们应该注重细
节的把握和描述，以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接下来，我们将
展示一些优秀的范文范本，希望能够激发大家的写作灵感。

五年级下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案例篇一

今天上午，我正在做数学的暑假作业。写着写着，不幸遇到
了一道很难的题，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这道题是这样的：
一个长方形的周长是280厘米，宽是40厘米。以这个长方形的
一条边为底，作一个高为50厘米的三角形，求这个三角形的
面积。

我看了，心想：呀!这道题还是有点难度的呀!可是再难也要
做出来啊!这时，我便像爸爸求救了，爸爸耐心地告诉我怎么
解的方法，爸爸还没讲完我就恍然大悟，原来这题这么简单，
算式是：280÷2=140(厘米)140-40=100(厘米)

100×50÷2=2500(平方厘米)。

看着终于把自己不会的题目一遍又一遍的算对了，心里乐开
了花。其实，任何题目都不怎么难，只是没有动动脑筋而已，
只要动动脑筋，任何题目都是很简单的。

快要开学了，我的作业基本上完成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
的困扰。我的寒假计划完成的很好，让我们新的学期了，展
翅高飞吧!



五年级下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案例篇二

生活中，处处有数学。例如：买菜啦！买文具啦！量布等等，
都需要用到数学。

这个学期，教师教了一个新知识，是小数的乘法和除法。这
个知识，可帮了我大忙啊！

昨天晚上，我母亲一起去买桔子。桔子是1、8元一斤，母亲
买了4·5斤，本应该付钱8·1元。可是营业员粗心大意，不
知道怎么算的，算成了9元钱。还好我利用了这个学期新教的
知识，在脑子里算过一便后，马上纠正了营业员的失误。

不仅营业员阿姨夸我聪明，这么小都会小数乘除法了，而且
在回家的路上，母亲还表扬我，给她省了0·9元，并且学过
的知识能在生活中活用。

是啊！要是没学好这门数学，以后损失的不只是这0、9元，
或许是几百，几千，甚至上亿呀！

五年级下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案例篇三

星期六,妈妈交给小明一个“重任”——去市场买鱼.

市场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小明挤到鱼类区,刚好看见马
大叔在卖鱼,马大叔的鱼都是活鱼,很新鲜,所以被买走了很多,
但还剩一些鲫鱼,鱼虽少,不过条条都活蹦乱跳,想要挣脱盆的
约束.

小明说：“马大叔,我是你这的常客,这些鱼全卖给我,便宜点.
”

马大叔一听,哈哈一笑,说：“小小年纪就会讨价还价了,行,
给你个机会!”只见他拿起称连同筐子称了一下,说：“这筐



鱼原来连筐重28千克,有一家饭店一次买走了一半,然后又来
了一位顾客,买走了剩下的一半,现在连筐重14千克,你能算出
现在还剩多少千克鱼,我就以最低价卖给你!”

小明可是个倔强、不轻易服输的人,他开动脑筋思考了起
来：“38千克和14千克里都包含了鱼筐的重量,用38—14可以
求出卖掉了24千克.然后倒过来想,把现在剩下的鱼看作一份,
那位顾客来之前还有2份,于是就可以知道在顾客来之前还有
两份,那家饭店买走的鱼就是2份,因此筐里的鱼原来就是4份,
一共卖出了三份.”

想到这里,小明高兴的说：“我算出来了,现在筐里还剩24÷3
＝8（千克）,这个鱼筐重2千克!”

马大叔竖起大拇指表扬道：“小明真厉害,好,我兑现刚才的
诺言!”

五年级下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案例篇四

今天，我无聊的看着书。忽然，我眼睛一亮，发现了一个十
分有趣的词语：孪生素数猜想。我十分好奇，也非常纳闷：
什么是孪生素数猜想？于是，带着疑问，我来到了网上。

终于，在网上，我找到了答案。原来，孪生素数猜想是数论
中的著名未解决问题。这个猜想正式由希尔伯特在192019年
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报告上第8个问题中提出，可以被描述
为“存在无穷个孪生素数”。孪生素数即相差2的一对素数。
例如3和5，5和7，11和13，…，10016957和10016959等等都
是孪生素数。素数定理说明了素数在趋于无穷大时变得稀少
的趋势。而孪生素数，与素数一样，也有相同的趋势，并且
这种趋势比素数更为明显。因此，孪生素数猜想是反直觉的。
由于孪生素数猜想的高知名度以及它与哥德巴赫猜想的联系，
因此不断有学术共同体外的数学爱好者试图证明它。有些人



声称已经证明了孪生素数猜想。然而，尚未出现能够通过专
业数学工作者审视的证明。

原来，这就是孪生素数猜想呀！看来今天果然是“不虚此
行”，终于又了解了一个新的知识点。希望我以后还能了解
更多，同时，我也要努力，争取早早证明孪生素数猜想。

五年级下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案例篇五

今天数学我没有错！不过，我还是要写一下数学日记，总结
一下我学比这一单元的知识。

“两个数相除有叫两个数的比。比的基本性质是比的前项和
后项同时乘或除以相同的数（0除外），比值不变。比的前项
相当于除数中的被除数、分数中的分子，比的后项相当于除
数中的除数、分数中的分母，比号相当于除数中的除号、分
数中的'分数线。”我将这一段话背给了妈妈听，并说：“能
约分的要约分！”

妈妈语重心长地说：“数学不是语文，数学是要看你的灵活
运用。语文·，才是你真正的需要去背、去记的东西。做数
学题目时，要慢一些，将题目看清楚了再说，不会写的先不
写，等题目全做完了再写。”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正好，家里还有一套“比”的单元测试卷，我将它做完了，
而且是很认真很细心地做了，时间也没有超过40分钟。爸爸
帮我检查了，说：“不错！全对。考试的时候也就像在家里
一样，争取考个满分！”

好啦，闲话不多说了，我得去复习、顺便看看课外书喽！



五年级下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案例篇六

最近，咱们三到六年级的学生参加了数学考试。这次考试，
我才考了92.5分，粗心使我做了许许多多。

您说得没错，不是不会做，太粗心了，经常出现一些大小问
题，没有这些问题，我会更好。有一句话这样说：“第一次
犯错，也许情有可原，但第二次犯错，说明你是个‘笨
蛋’。”也许我就是这个“笨蛋”。

小学五年级数学日记《我的数学成绩》：我的成绩就像一个
橄榄。橄榄在悬崖边晃来晃去，你一不小心，一不留神就
会“碰碰……”掉下去。

成绩并非想高就高，要靠努力，没有行动的理想是空想。就
像尼采说的那样，一件东西的价值有时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收
益，而是取决于人们的付出——取决与你为它付出了多大的
代价。

这句话说得没错。聪明才智不在于知识渊博。咱们不可能什
么都知道。聪明才智不在于知道尽量地多知道，而在于知道
最必要的东西，知道哪些东西不需要知道哪些东西。通过这
次考试不但检测了我近期所学的知识，还让我的许多缺点暴
露出来了，让我在以后的学习中能及时改正。

五年级下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案例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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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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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知识在现实生活中
真是无处不在啊。

五年级下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案例篇八

这天是妈妈的生日。妈妈早上去上班，晚上才能回来。等到
晚上8点多，妈妈回来了。吃蛋糕的时候，妈妈对我说:“妈
妈来考考你，如果答对了就能够吃一块蛋糕，好吗”我说了声
“没问题”就开始答题了。

妈妈出了第一题:妈妈今年36岁，你今年10岁，妈妈比你大几
岁姥姥的岁数是你的6倍，姥姥今年几岁我很快口算出结果，
我说:“妈妈比我大26岁，姥姥今年60岁，太简单了，我的蛋
糕吃定了”。妈妈笑着说:“骄傲了吧”再来一题:小明今年8
岁，他爸爸已经40岁了，问再过几年，爸爸的年龄是小明的2
倍这下我傻了，冥思苦想，看来我的蛋糕吃不成了，妈妈
说:“怎样样，不会了吧”“让我再想想，想不出来我不吃蛋
糕。”

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到一个笨办法，我能够把他们的岁数都找



出来呀，过一年爸爸和小明都大了一岁，最后最后推算出来
过了24年后爸爸的年龄刚好是小明的2倍。我把想法告诉了妈
妈，妈妈说还有更简便的方法的，之后就给我讲起来了，只
要用爸爸的年龄减去小明的年龄就是若干年后小明的年龄了，
也就是32岁，再用32-8=24年就是经过的年份数了。我恍然大
悟，原先能够这么简单呀。

妈妈说:我能自己想办法得出结果还是好样的，作为奖励给我
吃蛋糕了，我心里又喜又难为情，以后我可不能在骄傲了，
小朋友们也不要学我呀。

五年级下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案例篇九

今天，我带了10元钱到好又多超市的3层楼去买书。

我找来找去找到了一本《神话传说》，一看封面就知道里面
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我决定买下它，可一看定价，我又愣住
了，原来这本书是11元。我一边看着这本书，一边摸着口袋
里的钱，可真叫我为难呀！

售货员阿姨看到我为难的样子，亲切地问：“怎么了，小朋
友？”我腼腆地说：“我想买这本书，可是钱不够。”她又
问：“你带了多少钱？”“只有10元。”我说。阿姨笑了笑
说：“小朋友，你看定价牌上还写着‘优惠售书，一律九
折’。”我问：“什么叫‘一律九折’呀？”阿姨说：“就
是按定价的十分之九收款，比如10元的书，只收9元。”

我算了算，这本书只要9元9角。“对呀！”我连声向阿姨道
谢。

今天，我既买到了满意的书，又学了知识，心里真高兴！



五年级下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案例篇十

妈妈给了我一元钱，可是。售货员阿姨说不够，一瓶矿泉水
要4元钱。哇。比我想象中贵了四倍。

我又跑出去向妈妈拿钱，妈妈这次给了我十元钱，我就再给
售货员阿姨。

我自己算了算，10元-4元=6元，售货员员阿姨应该找我6元。
我算得真准，售货员阿姨果然找给了我6元。

我把剩下的钱交给了妈妈，妈妈夸我真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