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务教育教科书

数 学（六年级上册）

简  介





修订前六年级上册结构 修订后六年级上册结构
一、位置（用数对确定位置） 一、分数乘法

二、分数乘法 二、位置与方向（二）

三、分数除法 三、分数除法

四、圆 四、比

♦  确定起跑线 五、圆

五、百分数 ♦  确定起跑线

六、统计 六、百分数（一）

♦  合理存款 七、扇形统计图

七、数学广角（鸡兔同笼） ♦  节约用水

八、总复习 八、数学广角——数与形

 九、总复习

◇ 从四年级下册移来“位置与方向” 单元，“位置（用数对确定位
置）”移到五年级上册。
◇ “数学广角”新编“数与形”，“鸡兔同笼”移到四年级下册。
◇ “综合与实践”保留“确定起跑线”，新编“节约用水”，“合理

存款”后移至六年级下册。



修订前六年级上册结构 修订后六年级上册结构
一、位置（用数对确定位置） 一、分数乘法
二、分数乘法 二、位置与方向（二）
三、分数除法 三、分数除法
四、圆 四、比
♦  确定起跑线 五、圆
五、百分数 ♦  确定起跑线
六、统计 六、百分数（一）
♦  合理存款 七、扇形统计图
七、数学广角（鸡兔同笼） ♦  节约用水
八、总复习 八、数学广角——数与形
 九、总复习

◇ 原“分数乘法”单元中“倒数”移到“分数除法” 单元。
◇ 原“分数除法”单元的“比”单列一个单元。
◇ 原“百分数”单元分为“百分数（一）”和“百分数
（二）”，其中“百分数（二）”后移至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分数乘法

一、教学内容

•分数乘法的意义。

•分数乘法的计算（法则、混合运算及运算定律）。

•分数解决问题。



二、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分数乘法的意义是整数乘法意义的扩
展；理解和掌握分数乘法的计算方法，会计算分数
乘整数、分数、小数；能运用乘法运算定律进行一
些简便计算。

2.使学生经历分数乘法计算方法的探索过程，经历
应用分数乘法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过程，进一步培
养分析、比较、抽象、概括、归纳、类推的能力，
发展初步的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的能力。

3.使学生感受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提高自主探索
与合作交流学习的能力，建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三、具体编排



• 通过类推列式，
列式依据是
“每桶水的体
积×桶数”。

• 借助直观图及
分数的意义理
解算式的意义
（半桶水就是
一桶水的一半，
即一桶水的二
分之一）。

• 只列式不计算。

把“量”转化为“率”



• 解决两个问题：
“求一个数的几
分之几是多少”
的列式问题，分
数乘分数的计算
问题。

• 借助直观图及分
数的意义理解算
理。

• 可利用动态的方
式帮助学生理解
数与量之间的动
态转换。



• 迁移类推，自主探索
• 总结算法



增加分数和
小数相乘。



• 用长方形周长的两种计算形式自然地引出分数
混合运算。

• 为接下来学习运算定律作准备。





• 连续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的问题。
• 弄清题意，知道问题和已有信息。
• 理清有几个量，这些量之间有什么样的数量关系。



• 利用操作、直
观图等方式表
征信息与问题。

• 不同解题策略。
   480÷2
• 教学时要强调

“分率”与单
位“1”的对应
关系。

• 分步与综合。



• 求比一个数多（或少）几分之几的数是多少的
问题。

• 例题只讲不同量的情况，同一量的情况放在
“做一做”。

• 突破数量关系中的难点：多（或少）几分之几
是多（或少）谁的几分之几。



• 借助画线段图的策略，直观展示两个量之间的
数量关系。

• 解决策略多样化。
• 抓住基本关系：一个数的几分之几。



• 回顾的是整个解题过程及策略的选择。
• 也可以看看135次是75次的几分之几。

• 同一量



第二单元  位置与方向（二）

一、教学内容

用方向和距离确定位置

相关内容

一年级上册：上、下、前、后、左、右。
三年级下册：八个方向的认识。
五年级上册：用数对确定位置。
六年级上册：用方向与距离确定位置（方向的精确
                      化、用两个参数确定平面上点的另一
                      种方法）。



二、与实验教材的主要区别

把实验教材六年级上册的“用数对确定位置”

移到五年级上册，把实验教材四年级下册的

“用方向与距离确定位置”移到本册。



三、教学目标

1．使学生会根据平面上一个点的位置说出它相对
于观测点的方向和距离；会根据一个点相对于观
测点的方向和距离确定这个点的具体位置；会描
述简单的路线图。
2．通过让学生想象出物体的方位和相互之间的位
置关系，培养空间观念。
3. 使学生通过用方向和距离来表示平面上的位置，
初步感受坐标法的思想。
4．使学生通过生活实例学习位置与方向的知识，
感受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学会在生活中应用
数学。



四、具体编排



• 情境现实，且三个例
题为一个大的情境。

• 方向与距离的含义。
• 给出点，说出它到参

照点的方向与距离。
• 未学比例尺，但学生

能理解图中标识。
• 东偏南30°与南偏东

60°。



• 给出某点到参照点
的方向与距离，在
图上标出该点。

• 先干什么，再干什
么。

• 教材示范B点，学
生自行找到C点。



• 描述简单的
路线图。

• 参照点动态
变动。



• 操作性、实践性的习题



• 渗透方向相对性的习题



第三单元  分数除法

一、教学内容

•倒数的认识。
•分数除法的计算。
•分数解决问题。



二、与实验教材的主要区别

•“倒数的认识”由“分数乘法”单元移至本单元。

•把“比”的内容单设一单元。

•分数除法的意义不设例题，只在练习中出现。

•增加两类新的问题解决：和倍、差倍问题；可用抽象的
“1”解决的问题。



实验教材





三、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倒数的意义，掌握求一个数的倒
数的方法。

2．使学生体会分数除法的意义，理解并掌握分
数除法的计算方法，会进行分数除法计算。

3．使学生会解决一些和分数除法相关的实际问
题。

4．使学生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体会并
掌握模型、方程、数形结合等数学思想。



四、具体编排



• 一个数除以分数。
• 借助线段图帮助理
解算理（分数意义
的应用）。





• 让学生模仿、说算理，尝试归纳一
般化算法。



• 分数四则运算。
• 结合现实情境教学。
• 方法多样化，引导

学生说出背后的思
路。

• 分步解答与综合算
式。



• “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
是多少，求这个数”的问
题。

• 弄清题意，知道问题和已
有信息，会分辨多余信息，
寻找有用信息。

• 借助线段图理解数量关系。
• 设未知数列方程是重点，

解方程的练习在前面有铺
垫。

• 数量关系的模型与分数乘
法问题完全相同，只是未
知量的位置不同（检验的
方法是乘除法间的一种沟
通）。



• “已知比一个数多
（或少）几分之几的
数是多少，求这个数”
的问题。

• 借助线段图直观地表
示数量关系。

• 数量关系的模型与分
数乘法问题完全相同，
只是未知量的位置不
同。

• 与分数乘法中的问题
相对应，出现两种解
法。



• 和倍问题。
• 两个未知量，并且给出

未知量间的两种关系。
• 设其中一个量为未知数，

用其中一种关系表示出
另一个量，用另一种关
系列出方程。

• 设未知数和列方程的方
法多样化，要引导学生
讲清思路。



• 工程问题。
• 似曾相识燕归来！



• 用工程问题引出可用抽象的“1”来解决的问题，但并
非是对工程问题进行系统教学，而是要建立一种数量
关系的模型。

• 假设的方法，把新问题转化为旧的问题。
• 发现假设不同总长，得到相同的结果，探究其中的道

理：虽然总长不同，但存在相同的东西。
• 在假设具体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用“1”表示总长。
• 可用线段图帮助学生理解数量关系。
• 重要的不是记住结论而是经历过程，掌握方法，感悟

思想。
• 不必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工作时间=工作总量÷工作效

率”等数量关系，只要会用具体的语言描述出来就可。
• 并非说明用“1”表示总长的方法是最优的方法，在此

例之后仍然允许学生用假设具体量的方法解决问题。



• 模型思想。
• 可以通过画

示意图帮助
理解。



第四单元  比

一、教学内容

•比的意义、求比值。

2. 比的基本性质、化简比。

3. 比的应用（按比分配）。



二、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比的意义，知道比与分数、除法的
关系。
2．使学生理解并掌握比的基本性质，会求比值、
化简比，能解答按比分配的实际问题。
3．使学生在理解比的意义、探索比与分数和除法
之间的关系以及比的基本性质的过程中，体会类
比法、推理思想，积累数学活动经验，体会数学
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数学知识的本质。
4．使学生经历用比描述生活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过程，感受数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价值。



• 比的应用：按比分配。
• 两种算法：再次沟通

了比和除法、分数的
内在联系。

• 和分数乘除法的实际
问题一样，要弄清量
与量之间的对应关系。

三、具体编排



第五单元  圆

一、教学内容

•圆的认识。
•圆的周长。
•圆的面积。
•扇形的认识。



二、与实验教材的主要区别

•通过用圆规画圆引出圆的各部分名称，继而研究圆
的性质。
•减少圆的对称性的篇幅。
•增加“利用圆设计图案”的内容。
•增加求圆外切正方形、圆内接正方形与圆之间面积
的“问题解决”。
•“扇形”由选学内容变为正式教学内容。



三、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圆，学会用圆规画圆，掌握圆的基本特征。
2．使学生会利用直尺和圆规，在教师指导下设计一些与圆有关
的图案。
3．使学生通过实践操作，理解圆周率的意义，理解和掌握圆的
周长计算公式，并解决一些相应的实际问题。
4．引导学生探索并掌握圆的面积计算公式，并解决一些简单的
实际问题。 
5．使学生认识扇形，掌握扇形的一些基本特征。
6．使学生经历尝试、探究、分析、反思等过程，培养数学活动
经验，在解决一些与圆有关的数学问题的过程中，提高问题解决
的能力。
7．使学生在推导圆的周长与面积的计算公式过程中体会和掌握
转化、极限等数学思想。
8．通过生活实例、数学史料，感受数学之美，了解数学文化，
提高学习兴趣。



四、具体编排





实验教材

研究完了圆的特征以后
再正式教学圆的画法。



新增了圆的位置与大小由什么决定。



欣赏数学美
创造数学美

包含很多数学原理：
• 对称性。
• 半圆。
• 圆的大小、位置。
• 内接正方形。



圆的对称性











• 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方与
圆”，与主题
图中的天坛、
圆丘形成呼应。

• 组合图形的面
积。

• 外切正方形边
长通过观察很
容易得到。



• 内接正方形边
长不能直接通
过观察得到，
给学生造成障
碍。

• “讨论”过程
把结论一般化，
可以看到正方
形面积与圆的
面积的比不变。





•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第六单元  百分数（一）

一、教学内容

• 百分数的意义。

• 百分数与分数、小数的互化。

• 百分数的一般性应用。



二、与实验教材的主要区别

•把“百分数的应用”分成两段，本册只教学百分
数的一般性应用，而特殊应用如利率、折扣、成数，
移至六年级下册。
•把百分数与分数、小数的互化与求百分率、求一
个数的百分之几是多少结合起来，注重在应用过程
中自然地引导学生把百分数和分数、小数进行互化。
•增加用抽象的“1”解决的实际问题。



三、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百分数的意义，会正确地读、写百
分数，会运用百分数表述生活中的一些数学现象。
2．使学生掌握小数、分数和百分数之间互化的方
法。
3．使学生在理解、分析数量关系的基础上，正确
解决有关百分数的实际问题。
4．使学生学会把分数的有关知识和技能迁移到百
分数，体会类比的数学思想。



四、具体编排



实验教材



实验教材



• 分数、小数化百分数。
• 在计算命中率的过程中

自然引出。
• 同样的素材，不同的形

式，减小例题容量。
• 化的方法让学生自主探

索。
• 引出其他百分率的计算。



• 百分数化分数、
小数。

• 在解决“求一个
数的百分之多少”
的实际问题中自
然引出。

• 同样的素材，不
同的形式，减小
例题容量。

• 化的方法让学生
自主探索。



• “求一个数比另一个
数多（或少）百分之
几”的问题。

• “求比一个数多（或
少）百分之几的数是
多少”的问题。

• 引导学生利用分数的
数量关系自行解决。



• 用抽象“1”
解决的问题。

• 实际是连续
“求比一个
数多（或少）
百分之几”
的问题。

• 假设法。



• 要分清谁是
谁的百分之
几，找好对
应关系。

• “回顾与反
思”进行一
般性的讨论。





第七单元  扇形统计图

一、教学内容

扇形统计图

选择合适的统计图



二、与实验教材的主要区别

增加选择合适统计图的内容。



三、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扇形统计图的特点与作用，知道扇
形统计图可以直观地反映部分数量占总数的百分
比。
2．使学生能读懂扇形统计图，从中获取必要的信
息，进一步体会统计在现实生活的作用。
3．使学生知道对于同样的数据可以有多种分析的
方法，能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统计图，直观、有
效地描述数据，进一步发展数据分析观念。



四、具体编排

例1：扇形统计图。
例2：选择合适的统计图。



• 结合百分数的应用。
• 只要求会看，会解

决一些简单的问题，
不要求绘制。



• 唯一性问题。
• 适合性问题。









第八单元  数学广角——数与形

一、教学内容

利用数与形的关系解决问题



二、与实验教材的主要区别

把实验教材六年级上册的“鸡兔同笼”问题移至四年
级下册，新编“数形结合”的内容。



三、教学目标

1．使学生会用数形结合的方法解决一些数学问题。
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发现模式、应
用模式的能力，提高推理能力。
3.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和体会数形结合、极
限等数学思想。



四、具体编排

例1：连续奇数的等差数列之和等于某平方数。
例2：等比数列之和等于1。



• 发现数与形
的变化模式，
并会应用模
式。

• 可从形出发，
想形里隐藏
着什么样的
数的秘密，
也可从数出
发，看看可
用什么样的
形来表示。



• 发现规律。
• 渗透极限思想。
• 利用分数的意义和

直观模型。
• 可以反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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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利用例1的结论

4(2n+1)-4=8n

• n×n正方形：4n-4,2n+2(n-2),4(n-1),4(n-
2)+4





3 6 9 12 3n
1 4 9 16 n23 5 7

3 3 3



• 小狗的速度是小亮的2倍。
• 小狗怎么跑的路线有关系吗？小狗中

途休息没休息有关系吗？



行走路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