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师大版五年级数学上册知识点汇总 

 

第一单元 小数除法 

 

1、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计算法则： 

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按照整数除法的法则去除，商的小数点要和被除数的小数点

对齐;如果除到被除数的末尾仍有余数，就在余数后面添 0再继续除。 

2、除数是小数的小数除法计算法则： 

除数是小数的除法，先移动除数的小数点，使它变成整数;除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几

位，被除数的小数点也向右移动几位(位数不够的，在被除数末尾用 0补足)，然后按

照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进行计算。 

3、 在小数除法中的发现： 

①当除数大于 1时，商小于被除数。 

如：3.5÷5=0.7 

②当除数小于 1时，商大于被除数。 

如：3.5÷0.5=7 

4、小数除法的验算方法： 

①商×除数=被除数(通用) 

②被除数÷商=除数 

5、商的近似数： 

根据要求要保留的小数位数，决定商要除出几位小数，再根据“四舍五入”法保留一

定的小数位数，求出商的近似数。例如：要求保留一位小数的，商除到第二位小数可

停下来;要求保留两位小数的，商除到第三位小数停下来……如此类推。 

6、循环小数问题： 

A、小数部分的位数是有限的小数，叫做有限小数。如，0.37、1.4135 等。 

B、小数部分的位数是无限的小数，叫做无限小数。如 5.3… 7.145145…等。 

C、一个数的小数部分，从某位起，一个数字或者几个数字依次不断重复出现，这样的

小数叫做循环小数。(如 5.3… 3.12323… 5.7171…) 

D、一个循环小数的小数部分，依次不断重复的数字，叫做小数的循环节。(如 5.333… 

的循环节是 3， 4.6767…的循环节是 67， 6.9258258…的循环节是 258) 

7、用简便方法写循环小数的方法： 

只写一个循环节，并在这个循环节的首位和末位上面记一个小圆点。 

只有一个数字循环节的，就在这个数字上面记一个小圆点 

有两位小数循环的，就在这两位数字上面，记上小圆点 

有三位或以上小数循环的，在首位和末位记上小圆点 

8、除法中的变化规律： 

①商不变性质：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 0 除外)，商不变。 

②除数不变，被除数扩大，商随着扩大。 被除数不变，除数缩小，商扩大。 

③被除数不变，除数缩小，商扩大。 

 

第二单元 轴对称和平移 



 

1.轴对称图形：如果一个图形沿着一条直线对折，两侧的图形能够完全重合，这个图

形就是轴对称图形，那条直线就叫做对称轴。两图形重合时互相重合的点叫做对应

点，也叫对称点。 

2.轴对称图形的性质：对应点到对称轴的距离相等，对应点连线垂直于对称轴。 

3.轴对称图形具有对称性。 

4 轴对称图形的法： 

（1）找出所给图形的关键点，如图形的顶点、相交点、端点等； 

（2）数出或量出图形关键点到对称轴的距离； 

（3）在对称轴的另一侧找出关键点的对称点； 

（4）按照所给图形的顺序连接各点，就画出所给图形的轴对称图形。 

5.平移的定义：在平面内，将一个图形沿某个方向移动一定的距离，这样的图形运动

称为平移。 

6.平移的基本性质： 

（1）平移不改变图形的形状和大小，只改变图形的位置。 

（2）经过平移，对应线段，对应角分别相等；对应点所连的线段平行且相等。 

7.平移图形的画法： 

（1）确定平移的方向与距离。 

（2）将关键点按所需方向平移所需距离。 

（3）按原来图形的连接方式依次连接各对应点并标上相应字母。 

8.运用旋转设计图案的方法： 

（1）选好基本图案； 

（2）根据所选的基本图案确定旋转点； 

（3）确定旋转度数； 

（4）依次沿每次旋转后的基本图形的边缘画图。 

9.运用对称设计图案的方法： 

（1）先选好基本图案； 

（2）依据基本图案的特点定好对称轴； 

（3）画出基本图形的对称图形 

 

第三单元 倍数和因数 

 

1.认识自然数和整数，联系乘法认识倍数与因数。 

像 0，1，2，3，4，5，6，…这样的数是自然数。 

像-3，-2，-1，0，1，2，3，…这样的数是整数。 

我们只在自然数（零除外）范围内研究倍数和因数。 

倍数与因数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要说清谁是谁的倍数，谁是谁的因数。 

补充知识点： 

一个数的倍数的个数是无限的。因数个数是有限的。 

一个数最小的因数是 1，最大的因数是它本身； 

一个数最小的倍数是它本身，没有最大的倍数。 

2，5 的倍数的特征 

2 的倍数的特征：个位上是 0，2，4，6，8的数是 2的倍数。 

5 的倍数的特征：个位上是 0或 5的数是 5的倍数。 



偶数和奇数的定义： 

是 2的倍数的数叫偶数，不是 2的倍数的数叫奇数。 

能判断一个数是不是 2或 5的倍数。能判断一个非零自然数是奇数或偶数。 

补充知识点： 

既是 2 的倍数，又是 5的倍数的特征：个位上是 0的数既是 2的倍数，又是 5的倍

数。 

3 的倍数的特征：一个数各个数位上的数字的和是 3的倍数，这个数就是 3的倍数。 

同时是 2和 3的倍数的特征：个位上的数是 0，2，4，6，8，并且各个数位上的数字的

和是 3 的倍数的数，既是 2的倍数，又是 3的倍数。 

同时是 3和 5的倍数的特征：个位上的数是 0或 5，并且各个数位上的数字的和是 3的

倍数的数，既是 3的倍数，又是 5的倍数。 

同时是 2，3和 5的倍数的特征：个位上的数是 0，并且各个数位上的数字的和是 3的

倍数的数，既是 2和 5的倍数，又是 3的倍数。 

6 的倍数的特征：既是 2的倍数又是 3的倍数的数。 

9 的倍数的特征：一个数各个数位上的数字的和是 9的倍数，这个数就是 9的倍数。 

找因数 

在 1～100 的自然数中，找出某个自然数的所有因数。方法：运用乘法算式，思考：哪

两个数相乘等于这个自然数。 

补充知识点： 

一个数的因数的个数是有限的。其中最小的因数是 1，最大的因数是它本身。 

找质数 

理解质数与合数的意义。 

一个数只有 1和它本身两个因数，这个数叫作质数。 

一个数除了 1和它本身以外还有别的因数，这个数叫作合数。 

1 既不是质数也不是合数。 

判断一个数是质数还是合数的方法： 

一般来说，首先可以用“2，5，3的倍数的特征”判断这个数是否有因数 2，5，3；如

果还无法判断，则可以用 7，11 等比较小的质数去试除，看有没有因数 7，11 等。只

要找到一个 1和它本身以外的因数，就能肯定这个数是合数。如果除了 1和它本身找

不到其他因数，这个数就是质数。 

数的奇偶性 

运用“列表”“画示意图”等方法发现规律： 

小船最初在南岸，从南岸驶向北岸，再从北岸驶回南岸，不断往返。通过“列

表”“画示意图”的方法会发现“奇数次在北岸，偶数次在南岸”的规律。 

能够运用上面发现的数的奇偶性解决生活中的一些简单问题。 

通过计算发现奇数、偶数相加奇偶性变化的规律： 

偶数＋偶数=偶数 奇数＋奇数=偶数 

偶数＋奇数=奇数 偶数－偶数=偶数 

奇数－奇数=偶数 偶数－奇数=奇数 

奇数－偶数=奇数 偶数 × 偶数=偶数 

偶数 × 奇数=偶数 奇数 × 奇数=奇数 

 

第四单元 多边形面积 

 



比较图形的面积 

借助方格纸，能直接判断图形面积的大小。 

平面图形面积大小的比较有多种方法： 

根据图形面积的大小，可以直接进行比较；可以借助参照物进行比较；可以运用重叠

的方法进行比较；借助方格，利用数方格的的方法进行比较；直接计算面积后再进行

比较等。 

图形面积相同，其形状可以是不同的。 

补充知识点： 

确定一个图形面积的大小，不仅是根据图形的形状，更重要的是根据图形所占格子的

多少来确定。 

地毯上的图形面积 

根据地毯上所给图案探求不规则图案面积的计算方法。 

直接通过数方格的方法，得出答案的面积。 

将图案进行“化整为零”式的计算，即根据图案的特点，将整体的图案分割为若干个

相同面积的小图案，通过求小图案的面积，得出整个图案的面积。 

采用“大面积减小面积”的方法，即通过计算相关图形的面积，得到所求的面积。 

补充知识点： 

在解决问题时，策略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动手做 

认识平行四边形、三角形与梯形的底和高。 

从平行四边形一边的某一点到对边画垂直线段，这条垂直线段就是平行四边形的高，

这条对边是平行四边形的底。 

三角形的一个顶点到对边的垂直线段是三角形的高，这条对边是三角形的底。 

从梯形的两条平行线中的一条上的某一点到对边画垂直线段，这条垂直线段就是梯形

的高，这条对边就是梯形的底。 

高和底的关系是对应的。 

用三角板画出平行四边形的高的方法： 

把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与平行四边形的一条边重合，让三角板的另一条直角边过对边

的某一点。 

从这一点沿着三角板的另一条直角边向它的对边画垂线，这条垂线（从点到垂足）就

是平行四边形一条边上的高。 

注意：从一条边上的任意一点可以向它的对边画高，也可以从另一条边上的任意一点

向它的对边画高。 

用三角板画出三角形的高的方法： 

把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对准三角形的一个顶点，另一条直角边与这个顶点的对边重

合。 

从这个顶点沿着三角板的另一条直角边向它的对边画垂线，这条垂线（从顶点到垂

足）就是三角形形一条边上的高。 

用三角板画梯形的高的方法： 

用同样的方法，画出梯形两条平行线之间的垂直线段，就是梯形的高。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拼成的长方形的面积 

长方形的长就是平行四边形的底；长方形的宽就是平行四边形的高。 

因此：平行四边形面积=底×高 



如果用 S表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用 a和 h分别表示平行四边形的底和高，那么，平

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可以写成： 

S=ah 

运用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计算相关图形的面积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补充知识点： 

当平行四边形的底和高相同时，其面积也是相同的。 

三角形的面积 

三角形面积=两个相同三角形拼成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2 

三角形的底和高，也就是平行四边形的底和高。 

因此： 

三角形面积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2 

=底×高÷2 

如果用 S表示三角形的面积，用 a和 h分别表示三角形的底和高，那么，三角形的面

积公式可以写成： 

S=ah÷2 

运用三角形的面积公式，计算相关图形的面积，解决实际问题。 

补充知识点： 

决定三角形面积的大小的因素不是图形的形状，而是三角形的底与高的长度，只要底

和高相同，不同形状的三角形的面积也是相同的。 

梯形的面积 

梯形面积=两个相同梯形拼成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2 

梯形的上底与下底的和就是平行四边形的底，梯形的高就是平行四边形的高。 

因此： 

梯形面积 

=平行四边形面积÷2 

=底×高÷2 

=（上底+下底）×高÷2 

如果用 S表示梯形的面积，用 a和 b分别表示梯形的上底和下底，用 h表示梯形的

高，那么，梯形的面积公式可以写成： 

S=(a+b)h÷2 

运用梯形面积的计算公式，解决相应的实际问题。 

补充知识点： 

决定梯形面积的大小的因素不是图形的形状，而是梯形的上、下底之和与高的长度，

只要上下底的和与高相同，不同形状的梯形的面积也是相同的。 

 

第五单元 分数的意义 

 

分数的再认识 

在具体情境中，进一步认识分数。分数对应的“整体”不同，分数所表示的部分的大

小或具体数量也不一样，也就是分数具有相对性。 

真分数与假分数 

理解真分数、假分数、带分数的意义。 



像 1/2、1/4、2/3、3/4，…这样的分数叫作真分数。特点：分子都比分母小；分数值

小于 1。 

像 3/2、3/3、5/4、9/4，…这样的分数叫作假分数。特点：分子比分母大，或者分子

与分母相等；分数值大于或等于 1。 

像 ，这样的分数叫作带分数。特点：由整数和真分数两部分组成的；分数值大于 1。 

带分数的读法：读作：二又四分之一。 

★补充知识点： 

分子是分母倍数的假分数可以化成整数。 

分子不是分母倍数的假分数可以化成带分数。 

分数与除法 

理解分数与除法的关系：被除数÷除数=（除数不为 0）。 

分数的分母不能是 0。因为在除法中，0不能做除数，因此根据分数与除法的关系，分

数中的分母相当于除法中的除数，所以分母也不能是 0。 

运用分数与除法的关系解决实际问题。用分数来表示两数相除的商。 

根据分数与除法的关系把假分数化成带分数的方法： 

用分子除以分母，把所得的商写在带分数的整数位置上，余数写在分数部分的分子

上，仍用原来的分母作分母。 

把带分数化成假分数的方法： 

将整数与分母相乘的积加上原来的分子作分子，分母不变。 

分数基本性质 

理解分数的基本性质： 

分数的分子和分母都乘或除以相同的数（0除外），分数的大小不变。 

联系分数与除法的关系以及“商不变”的规律，来理解分数的基本性质。 

分子相当于被除数，分母相当于除数，被除数和除数同时乘或除以相同的数（0除

外），商不变。因此分数的分子和分母都乘或除以相同的数（0除外），分数的大小也

是不变的。 

运用分数的基本性质，把一个分数化成指定分母（或分子）而大小不变的分数。 

找最大公因数 

理解公因数和最大公因数的意义。 

几个数公有的因数是这几个数的公因数，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它们的最大公因数。 

找两个数的公因数和最大公因数的方法： 

1、列举法：运用找因数的方法先分别找到两个数各自的因数，再找出两个数的因数中

相同的因数，这些数就是两个数的公因数；再看看公因数中最大的是几，这个数就是

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 

补充知识点： 

其他找最大公因数的方法： 

2、找两个数的公因数和最大公因数，可以先找出两个数中较小的数的因数，再看看这

些因数中有哪些也是较大的数的因数，那么这些数就是这两个数的公因数。其中最大

的就是这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 

例如：找 15 和 50 的公因数和最大公因数： 

可以先找出 15 的因数：1，3，5，15。再判断 4 个数中，哪几个也是 50 的因数，只有

1和 5，1和 5就是 15 和 50 的公因数。5就是它们的最大公因数。 

3、如果两个数是不同的质数，那么这两个数的公因数只有 1。 

4、如果两个数是连续的自然数（0除外），那么这两个数的公因数只有 1。 



5、如果两个数具有倍数关系，那么较小的数就是这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 

6、短除法 

偶数与所有奇数的最大公因数是 1；一个数与它的的倍数的最大公因数是它本身。 

约分 

理解约分的含义： 

把一个分数的分子、分母同时除以公因数，分数的值不变，这个过程叫做约分。 

理解最简分数的含义： 

像 1/3 这样分子、分母公因数只有 1了，不能再约分了，这样的分数是最简分数。 

掌握约分的方法： 

约分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用两个数的公因数一个一个去除，另一种是直接用两

个数的最大公因数去除。 

补充知识点： 

比较分数大小时，分母相同的、分子相同的可以直接比较，有些时候分子分母都不相

同可以采用约分后进行比较的方法。例如：○ 

找最小公倍数 

理解公倍数和最小公倍数的含义。 

两个数公有的倍数叫做这两个数的公倍数，其中最小的一个，叫做最小公倍数。 

找两个数的公倍数和最小公倍数的方法： 

1、先找出两个数各自的倍数（限制一定的范围内），再找出公有的倍数，找出两个数

公有的倍数，看看这些公倍数中最小的是几，这个数就是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 

两个数公倍数的个数是无限的，因此只有最小公倍数没有最大的公倍数。 

补充知识点： 

其他找公倍数和最小公倍数的方法： 

2、找两个数的公倍数和最小公倍数，可以先找出两个数中较大的数的倍数（限制一定

的范围内），再看看这些倍数中有哪些也是较小的数的倍数，那么这些数就是这两个

数的公倍数。其中最小的就是这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 

例如：找 6和 9的公倍数和最小公倍数。（50 以内）可以先找出 9 的倍数（50 以内）

有：9，18，27，36，45，再从这些数中找出 6的倍数 18，36，18 和 36 就是 6 和 9的

公倍数，18 是最小公倍数。 

3、如果两个数是不同的质数，那么这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是两个数的乘积。 

4、如果两个数是连续的自然数（0除外），那么这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是两个数的乘

积。 

5、如果两个数具有倍数关系，那么较大的数就是这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 

6、短除法求最小公倍数 

分数的大小 

理解通分的含义： 

把分母不相同的分数化成和原来分数相等、并且分母相同的分数，这个过程叫作通

分。 

★通分的两个要点：和原来分数相等；分母相同。 

■分数大小比较： 

同分母分数相比较，分子越大分数越大。 

同分子分数相比较，分母越小分数越大。 

分子分母都不相同的分数相比较的方法： 



用通分的方法把分母不相同的分数化成和原来分数相等、并且分母相同的分数，再比

较大小。（把两个分数化成分子相同的分数，再比较大小） 

补充知识点： 

通分一般以最小公倍数作分母。 

 

第六单元 组合图形的面积 

 

组合图形面积 

了解组合图形： 

有几个简单的图形拼出来的图形，我们把它们叫做组合图形。 

计算组合图形的面积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运用的方法是“分割法”和“添补

法”。 

分割法，即将这个图形分割成几个基本的图形。分割图形越简洁，其解题的方法也将

越简单，同时又要考虑分割的图形与所给条件的关系。 

添补法，即通过补上一个简单的图形，使整个图形变成一个大的规则图形。 

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组合图形的实际问题。 

能正确估计不规则图形面积的大小。 

能用数格子的方法，计算不规则图形的面积。 

估计、计算不规则图形面积的内容主要是以方格图作为北京进行估计与计算的，所以

借助方格图能帮助建立估计与计算不规则图形面积的方法。 

鸡兔同笼 

知识点：借助“鸡兔同笼”这个载体经历列表、尝试和不断调整的过程，从中体会出

解决问题的一般策略—列表。 

点阵中的规律 

知识点：能在观察活动中，发现点阵中隐含的规律，体会到图形与数的联系。 

在“点阵中的规律”的活动中，通过观察前后图形中点的变化规律，推理出后续图形

中点的数量。 

 

第七单元 可能性 

 

摸球游戏（用分数表示可能性的大小） 

知识点：用分数表示可能性的大小。 

客观事件中，“不可能”出现的现象用数据表示为“可能性是 0”，客观事件中，“一

定能”出现的现象用数据表示为“可能性是 1”，当可能性是相等的时候，用数据表述

是“1/2”。 

逐步体会到数据表示的简洁性与客观性。 

知识点：运用分数表示可能性的大小，能自主地设计一些活动方案。 

对实际生活中的事件与现象，能运用可能性的知识进行合理的解释。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上册知识点汇总 

 

第一单元 圆 

 

1．圆的定义：平面上的一种曲线图形。 

2．将一张圆形纸片对折两次，折痕相交于圆中心的一点，这一点叫做圆心。圆心一般

用字母 O表示。它到圆上任意一点的距离都相等． 

3．半径：连接圆心到圆上任意一点的线段叫做半径。半径一般用字母 r表示。把圆规

两脚分开，两脚之间的距离就是圆的半径。 

4．圆心确定圆的位置，半径确定圆的大小。 

5．直径：通过圆心并且两端都在圆上的线段叫做直径。直径一般用字母 d表示。 

6．在同一个圆内，所有的半径都相等，所有的直径都相等。 

7．在同一个圆内，有无数条半径，有无数条直径。 

8．在同一个圆内，直径的长度是半径的 2倍，半径的长度是直径的一半。 

用字母表示为： 

d＝２r 

r ＝1/2d 

用文字表示为： 

半径=直径÷2 

直径=半径×2 

9．圆的周长：围成圆的曲线的长度叫做圆的周长。 

10.圆的周长总是直径的 3倍多一些，这个比值是一个固定的数。我们把圆的周长和直

径的比值叫做圆周率，用字母表示。圆周率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在计算时，取

π≈3.14。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算出来的人是我国的数学家祖冲之。 

11．圆的周长公式：C=πd 或 C=2πr 

圆周长=π×直径 

圆周长=π×半径×2 

12、圆的面积：圆所占面积的大小叫圆的面积。 

13．把一个圆割成一个近似的长方形，割拼成的长方形的长相当于圆周长的一半，用

字母（πr）表示，宽相当于圆的半径，用字母（r）表示，因为长方形的面积=长×

宽，所以圆的面积= πr×r。 

圆的面积公式：Ｓ＝πｒ²。 

14．圆的面积公式：Ｓ＝πｒ² 或者 S=π（d/2）² 或者 

15．在一个正方形里画一个最大的圆，圆的直径等于正方形的边长。 

16．在一个长方形里画一个最大的圆，圆的直径等于长方形的宽。 

17．一个环形，外圆的半径是 R，内圆的半径是 r，它的面积是 



S=πR²－πｒ²  

或 S=π（R²－ｒ²）。 

（其中 R＝r＋环的宽度．） 

19．半圆的周长等于圆的周长的一半加直径。半圆的周长与圆周长的一半的区别在

于，半圆有直径，而圆周长的一半没有直径。 

半圆的周长公式： 

Ｃ＝πd/2＋d  

或 Ｃ＝πr＋2r 

圆周长的一半=πr 

20．半圆面积＝圆的面积÷2   

公式为：Ｓ＝πｒ²/2 

21．在同一个圆里，半径扩大或缩小多少倍，直径和周长也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

而面积扩大或缩小以上倍数的平方倍。 

例如：在同一个圆里，半径扩大４倍，那么直径和周长就都扩大４倍，而面积扩大１

６倍。 

22．两个圆的半径比等于直径比等于周长比，而面积比等于以上比的平方。 

例如：两个圆的半径比是２：３，那么这两个圆的直径比和周长比都是２：３，而面

积比是４：９。 

圆周长和直径的比是 π：1，比值是π 

圆周长和半径的比是 2π：1，比值是 2π 

23．当一个圆的半径增加ａ厘米时，它的周长就增加２πａ厘米； 

当一个圆的直径增加ａ厘米时，它的周长就增加πａ厘米。 

24．在同一圆中，圆心角占圆周角的几分之几，它所在扇形面积就占圆面积的几分之

几；所对的弧就占圆周长的几分之几． 

25．当长方形，正方形，圆的周长相等时，圆的面积最大，长方形的面积最小 

26．扇形弧长公式：扇形的面积公式：  

S=nπｒ²/360 

（n 为扇形的圆心角度数，r为扇形所在圆的半径） 

27．轴对称图形：如果一个图形沿着一条直线对折，两侧的图形能够完全重合，这个

图形就是轴对称图形。折痕所在的这条直线叫做对称轴。 

28．有一条对称轴的图形有：角、等腰三角形、等腰梯形、扇形、半圆。 

有 2条对称轴的图形是：长方形 

有 3条对称轴的图形是：等边三角形 

有 4条对称轴的图形是：正方形 

有无数条对称轴的图形是：圆、圆环。 

29．直径所在的直线是圆的对称轴。 

30、永远记住要带单位，周长是（例如：cm），面积是平方（例如：cm2），体积是立

方（例如：cm3）。 

31、圆的周长： 

3.14×1＝3.14 3.14×2＝6.28 

3.14×3＝9.42 3.14×4＝12.56 

3.14×5＝15.7 3.14×6＝18.84 

3.14×7＝21.98 3.14×8＝25.12 

3.14×9＝28.26 3.14×10＝31.4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6706414506

4010002

https://d.book118.com/367064145064010002
https://d.book118.com/36706414506401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