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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与提高 （一） A卷 答案

2

2.  有22个三角形。1个1个数有14个，4个4个数有6个，9个9个数有2个，一共有22个。
3.  有15个三角形。线段AB把三角形分成左右两部分，左面有6个三角形，右面有6个三角形；左右合并起来有3
个三角形，一共15个三角形。
三、正方形有5个，三角形有16个。三角形1个1个数有8个，2个2个数有4个，4个4个数有4个，一共16个。
四、题1：红色里面有 ( 3 ) 个正方形，黄色里面有 ( 3 ) 个正方形，绿色里面有 ( 3 )个正方形，蓝色里面有 ( 3 )
个正方形，组合在一起有 ( 3 ) 个正方形，一共有15个正方形。算式：3×5=15。
题2：一个的有 ( 13 )个，四个的有 ( 4 ) 个，九个的有 ( 1 ) 个，一共有 ( 18 )个。
题3：一个的有 ( 18 ) 个，四个的有 ( 10 ) 个，九个的有 ( 4 ) 个，一共有 ( 32 )个。

路线位置  自己独立学  答案 

一、

二、

四、

一、 二、先确定起点，按照顺序完成，最后与原图对照
检查。
三、1.  ③； 2.  ①； 3.  ④； 4.  ② 。 图1按照图2的
线段的风格变形。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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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1.  9个长方形 ；16 个三角形。        2.  3个正方形 ；22 个三角形。        3.  20 个三角形。
七、仔细观察，认真寻找适合的路径。

数感天地

图形算式  自己独立学  答案 

数字谜题（一）  自己独立学  答案 

一、题1：※利用被减数=差+减数做，※=28。代入第二个算式，继续利用●是被减数，答案是30。
题2：2个■=48，所以■=24，再代入第二个算式，算出◎=30。
题3：利用转化方法，把第一个算式整个代入第二个算式，通过抵消，算出⊙=18，◆是2个18，是36。
题4：通过上下两个算式相加，抵消⊙，※=14，然后代回第一或第二个算式，都可以算出⊙=6。
二、题1：利用3个●是15，得到●=5，再代入第二个算式，得到■=8。
题2：利用3个●是18，得到●=6，再代入第二个算式，得到■=21。
题3：利用3个▲是21，得到▲=7，再代入第一个算式，得到●=9。
题4：第一个算式整个代入第二个算式，这样就得到3个●9，所以●=3，代入第一个算式，得到▲=13。
题5：利用第二个算式，得到●=4，再代入第一个算式，得到2个▲=12，所以▲=6。
题6：把第一个算式或第二个算式代入第三个算式，就可以求出■或●，●=3，■=7,▲=9。
三、分析图形在整个算式中的关系。
题1：把3×●看成减数。先求3×●=24，再求●=8。
题2：把9×▲看成被减数。先求9×▲=36，再求▲=4。
题3：把3×★看成加数。先求3×★=30，再求★=10。
题4：先求4×6=24，再求◆=11。

18

13

25 30 29 22

24

37

？

四、

16

16 + 11 = 27

11

一、1.  左边53，右边6，合起来是59。                     2.  一共67，拿走33，还剩下34。
3.  从左往右看，是加法；从右往左看，是减法。47+2=49，49－2=47。
二、题1：不退位减法，答案是3。
题2：不进位加法，个位是9，十位是7。
题3：个位上答案唯一，是5，十位上不唯一。9－4=5，8－4=4，7－4=3，6－4=2，5－4=1，共5种不同的答案。
题4：不进位加法，个位上填0，十位是3。
三、这道题目的突破口在十位，根据竖式，西瓜就两种可能性：3或4，只有西瓜是3符合题意。当是4时，苹果
是8，不是退位减法，所以西瓜是3，苹果是6。
四、题1：这是不进位加法，只要●+▼=7就可以了。     
题2：这是不退位减法，只要■－★=4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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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十位7－◎=◆有序思考，◎最大6开始考虑，这样就能写出所有答案了。但◎不能等于4，否则，和其
他图形代表的数字就一样了。

数点奥秘  自己独立学  答案 

简单数阵  自己独立学  答案 

一、解题思路：点数每边增加1，再枚举出序号和点数之间的关系。答案如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

3.
2.  找找点数与序号的关系：点数=序号×序号。

①

4

1

16

14 18 10

②

⑧

4

64

③

5

9

25

④

⑦

16

49

⑤

9

25

81

⑥

3

36

9

⑦

⑥

49

36

⑧

64

⑨

81

序号

序号

点数

点数

二、1.  解题思路：找出每个点代表几，并计算出来。画点时先满足数值比较大的点。答案如下:
( 1 )

( 1 ) ( 2 )

( 2 )

2.  解题思路：根据位置与点之间的关系，找出每一个点所表示的数，并求总和。在画点时，要先画出表示数
值大的点。答案如下：

(   5   ) (   8   ) (   22   ) (   13   ) (   22   ) (   28   )

16 + 4 + 2 = 22

一、可以先考虑和相等的三组数：□+□+□ = □+□+□ = □+□+□；再填入公共数。如：公共数如果是0，
1+2+17 = 3+4+13 = 5+6+9，选择的和尽量大一些，这样数字不容易重复。
二、2+3+4+5+6+7 = 27，15+15=30，30－27 = 3，公共数是3，27－3 = 24，5+7 = 2+4+6。
三、因为1+2+3+4+5+6+7+8+9 = 45，而17+17+17 = 51，51－45 = 6，由于6 = 1+2+3，所以公共数为1、2、3。
此题答案不唯一。

1

5 6

9

2 4 8 3

7

1

6 4

8

2 5 7 3

9

四、因为1+2+3+4+5+6+7+8 = 36，而24+24 
= 48，48－36 = 12，由于12 = 5+7 = 4+8，
所以公共数为5和7或者4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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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为2+4+6+8+10 = 30，由于有一条线上只有两个数，可
以从8和10入手，8+10 = 18，18+18+18 = 54，54－30=24，因
此公共数为6、8、10。而从2和10入手，2+10 = 12，12+12+12
= 36，36－30=6，三个公共数的和是6太小，不可能。此题答
案不唯一。

6

10 8

42

2

6 10

48

六、(     )+8+9 = 23，很容易算出第一个数是6，依次类推。 6 8 9 6 8 9 6
七、先不考虑大圆,则公共数可以是5、15、25，尝试后发现25是正确的。

5

25

20

1510

数字谜题（二）  自己独立学  答案 

整理与提高 （二） A卷 答案

一、1.  53+9 = 62。                2.  8+6 = 14，14－6 = 8，14－8 = 6。
3.  从左往右看：74+6 = 80；从右往左看：80－6 = 74。
二、通过观察十位或个位上数字的
变化情况，这些都是进位加法和退
位减法算式。注意进位1和退位点
的小记号要做好哦！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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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算第二个算式中的桃子，利用个位的关系，可以知道桃子是6，苹果是2，再代入第一个算式，可求出
西瓜是4。
四、1.  根据十位上的不同图形，可以确定是进位加法。所以▼最小是5。

2.  根据十位上的不同图形，可以确定这个是退位减法。★比■多1。

五、这个竖式不能确定是进位加法还是不进位加法，所以要从这两方面分别考虑。

不进位加法：

进位加法：

一、1.  当           =16时，16－5 = 11，11－3 = 8；当           = 9时，9+3 = 12，12+5 = 17。
2.  ( 1 )  ( 2 )。
( 2 )  ( 1 )。2个        里有4个        ，所以比3个        多1个。
( 3 )  ( 5 )。                     有5个       。
( 4 )  ( 18 )。              里有3个       ，所以6+6+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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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  ★=8。2×★ = 28－12=16，所以★=8；▲=7，3×▲=16+5=21，所以▲=7。
2.  
由上面一式可以发现，       是12的一半，所以        =6；代入下面一式，得      =8－6=12。

由下面一式可以发现，       是16的一半，所以        =8；代入上面一式，得         =15－8=7。
合并上、下两式，得        +      +       －      = 15+7，      +        = 22，      = 11。 

由上式可以发现：        是       的一半；由下式可以推断：17就是       的一半。

=       ，6

=       ，7

=       ，11

=       ，17

=       。4

=       。34

12

8

3.  ( 1 ) ◎ = 4，※ = 6。3个4相加是12，所以◎=4；通过第二个算式可以推断※是6。
( 2 ) ◆=3，☆=9。3个3相加是9，所以◆=3；通过第一个算式可以推断☆+☆是18，所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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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 

五、1. 2. 

四、1.  ( 14 )，( 11 )，( 17）。从图例可以发现：从右边数起第一列每个圆点表示1，第二列每个圆点表示2，第
三列每个圆点表示6。2+6×2=14，6+2×2+1=11，6×2+2×2+1=17。 

2. 从十位可以看出，这
是不进位加法，所以
只要考虑个位上相加
和是5，竖式填写略。

因为“◎”重复出现了两
次，所以先考虑“◎”的
情况。通过举例发现，
当“◎”是1、2、3时，
算式成立。

( 8 ) ( 12 ) ( 20 )

2.
根据上题的发现，8=6+2，12=6×2，20=6×3+2。

 2
 6

 4  8

 3

 7

 1

先考虑公共数，因为
要填入不同的数，公
共数选择较小数1，
剩下的三组数是10的
分成。公共数还可以
是2。

16 16

第1行

第1列 第3列第2列 第4列

第2行

第3行

12 127 714 14

9 1 4 2 2 9

17 11 4 1 1 17

23 4 4 4 11 23

先想第2列，■=4，把第二列代入第3行，得★=11；把■=4、
★=11同时代入第1列，得●=1；把■=4、●=1同时代入第3
列，得▲=2。

整理与提高 （二） B卷 答案

一、1.  从题意发现，相差数是13－9=4，所以移动数       是2；相差数是15－3=12，所以移动数        是6。 

2.  ( 1 ) 通过分割图形发现，              里有6个     。 
( 2 ) 通过分割图形发现，3个        里有9个     ，所以比5个      多4个。
( 3 ) 1个        比1个      多3个，所以3×5=15。  
二、1.  ▲ = ( 11 )，○ = ( 9 )，★ = ( 7 )。把第二式代入第一式，得▲=11；把第三式代入第一式，得★=7；把
★=7代入第二式，得○=9。
2.  ▲ = ( 11 )，○ = ( 5 )。整理算式得：▲－○=8－2=6，▲＋○=6＋10=16，再用和、差问题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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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  8

9

7
从十位可以看出，这是进位加法，且★
比▼小1，所以有5和6、6和7、7和8、8
和9这四种情况。竖式计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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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十位可以看出，这是退位加法，且★比■大1，所以有
上表8种情况，但因为不同的图形表示不同的数，所以最
后一种情况需要排除。

四、1.  ( 6 )、( 9 )、( 22 )。从图例可以发现：从右边数起第一格内的圆点表示1，第二格内的圆点表示2，第三
格内的圆点表示4，第四格内的圆点表示8……。
2.  

 ( 11 )  ( 25 )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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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推理  自己独立学  答案 

火柴游戏  自己独立学  答案 

 2

4
 6  7

 3

 9

 5

 8

五、1.  

2～9的总和是44，两个大圆圈上数
的总和是50，所以公共数的和是6，
即2和4。

2. 

14 14

第1行

第1列 第3列第2列 第4列

第2行

第3行

17 1715 1512 12

18 3 5 5 5 18

17 4 7 3 3 17

23 7 5 7 4 23

先把第1列代入第2行，得●=3；把●=3代入第1行，得▲=5；把
▲=5代入第2列，得■=7；把●=3、■=7代入第2行，得★=4。

3.  略。

生活广场

一、1.  已知1个★的对应量是4，那么8个★的对应量是“8×4=32”。
2.   ( 1 ) O和△，一次对应的相差量是3，所以4次对应的相差量是“4×3=12”。
( 2 ) △和◇，一次对应的相差量是2，所以4次对应的相差量是“4×2=8”。
( 3 ) ◇和○，一次对应的相差量是1，所以4次对应的相差量是“4×1=4”。
二、1.  要使左右两边的O的个数相等 ( O总数不少于10个，不超过14个 )，有以下几种方法：
( 1 ) 左边增加2个O，使左右两边都是7个○，符合○总数不超过14个的要求;
( 2 ) 右边减少2个O，使左右两边都是5个○，符合○总数不少于10个的要求;
( 3 ) 左右两边的相差数是2，利用差值等分，移动数就是2的一半，是1，从○数较多的右边移动1个○到左边，
就能使左右两边的○的个数相等，且○总数是12，符合题意。
2.  1个★的对应量是6，所以4个★的对应量是“4×6=24”，正好是1个◎的对应量。
3.  首先抵消上下两个式子中的相同部分，得到：△+△ = 24－18，所以△=3。

4.  用“替换”的方法，将原来式子中的“○”替换为“3”，“☆”替换为“△+△”，得到：△+△+△=12，所以△=4。
再根据☆是△的加倍，是8。
三、1.  如下图,1个西瓜的重量 = 3个菠萝的重量，1个菠萝的重量 = 4个苹果的重量。

☆+△+□+□+□ = 18，☆+△+△+△+□+□+□=24，那么△ = ( 3）。

( 1 ) 1个        的对应量是4，3个        的对应量是“3×4=12”，正好是1个           的对应量。
( 2 ) 1个           的对应量是12，24是12的加倍，所以是2个            的对应量。
2.  可以用“逐级推理”的方法，一个         的对应量是5，所以2个        的对应量是“2×5=10”，正好是1个          的
对应量；1个            的对应量是10，所以2个           的对应量是“2×10=20”，正好是1个           的对应量。

二、1.  图中现有5个小正方形，1个大正方形。如要“拿走3根火柴棒，使它变成三个大小相等的正方形”，只能
保留3个小正方形，如图:

一、1.  要使房子朝向左边，只要改变屋顶处三角
形的位置，如图：

2.  要使缺腿的椅子正放过来,只要把靠背移到上
面,如图:

3.  ( 1 ) 图中现有4个小三角形，1
个大三角形。如要 “拿走3根火
柴棒，变成1个三角形”，可以
保留1个大三角形，去掉中间的
三根火柴棒即可。如:

( 2 ) 如要“拿走2根火柴棒，变成
2个三角形”，可以保留大、小
三角形各一个，去掉中间的2根
火柴棒即可。如：

( 3 ) 如要“拿走1根火柴棒，变成
3个三角形”，可以保留1个大三
角形和2个小三角形，去掉中间
的1根火柴棒即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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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数字特点灵活改变，方法不唯一。

3.  将第一式的 “ + ” 变 “ － ” ，将第二式的 “ － ” 变 “ + ”。
4.  通过观摹，第一行、第一列、第三列的和都是10，所以关键要使第二列、第二行、第三行的和也变成10，
这三行数字的改变，最重要的是 “ 8 ” 的变化，经尝试，把 “ 8 ” 改成 “ 0 ”，把 “ 6 ” 改成 “ 8 ” 即可。

箭头排序  自己独立学  答案 

货币购物  自己独立学  答案 

一、1.  用 “ → ” 表示小于，说明箭尾对小的数，箭头对大的数，且箭尾数量越多数就越小。

2.  用 “ → ” 表示大于，说明箭尾对大的数，箭头对小的数，且箭尾数量越多数就越大。步骤:
( 1 ) 比较数的大小；
( 2 ) 利用 “ 箭尾越多数越大 ” 的方法，根据
看箭头或箭尾的数量来决定数的位置。

54 67 48

17 82

40 58

91 29

猪

猫

牛

狗

苹果

小培

梨

小敏

橘子

小志

李子

小天

香蕉

小雨

78 25

3.  29
34 52

87 76

87
76 52

34 29

3.  用 “ → ” 表示 “ 比……分数高 ” ，说明箭尾对着分数高的同学，箭头对着分数低的同学，且箭尾数量越多分
数就越高。步骤:
( 1 ) 根据题意画出箭头图。
( 2 ) 利用 “ 箭尾越多分数越高 ” 的方法，根据看箭头或箭尾的数量来决定学生的位置。

二、1.  用 “ → ” 表示 “ 比……轻 ” ，说明箭尾对着轻的物体，箭头对着重的物体，且箭尾数量越多物体就越轻。
步骤:
( 1 ) 根据题意标注箭头。
( 2 ) 利用 “ 箭尾越多物体越轻 ” 的方法,根据看箭头或箭尾的数量来决定动物的位置。

从轻到重的顺序是：猫、狗、猪、牛。

2.  用 “ → ” 表示 “ 比……多 ” ，说明箭尾对着多的物体，箭头对着少的物体，且箭尾数量越多物体就越多。
步骤:
( 1 ) 根据题意标注箭头。
( 2 ) 利用 “ 箭尾越多物体越多 ” 的方法，根据看箭头或箭尾的数量来决定水果的位置。

从多到少的顺序是：苹果、梨、香蕉、橘子、李子。

分数最高的是：小敏，分数最低的是：小志。

一、成人6元，儿童半价就是3元，一共要付9元。这里有1元和5角的纸币，我们可以用 “ 先定1元币、再配5角
币 ” 的方法进行尝试，反之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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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解题  自己独立学  答案 
一、1.  注意各组题的积是相等的。
6 × ( 6 ) = 9 × 4                            ( 8 ) × 3 = 8 × ( 3 )                            ( 8 ) × 2 = 4  × 4 = ( 16 ) × 1
28 = ( 1 ) × ( 28 ) = ( 2 ) × ( 14 ) = ( 4 ) × ( 7 )
2.  ①、③可以用 “ 中间数×个数 ” 的方法计算。
7 + 8 + 9 = ( 8 ) × ( 3 )                  3 + 4 + 5 + 6 + 7 = ( 5 ) × ( 5 )
④可以用 “ 去头法 ” 或 “ 去尾法 ”解题。
10 + 12 + 14 + 16 = ( 14 ) × ( 3 ) + ( 10 ) 或 10 + 12 + 14 + 16 = ( 12 ) × ( 3 ) + ( 16 )
②、⑤、⑥ 可以用 “ 首尾搭配法 ” 解题。
4 + 5 + 6 + 7 = ( 11 ) × ( 2 )          2 + 3 + 4 + 5 + 6 + 7 = ( 9 ) × ( 3 ) = ( 4 ) × ( 5 ) + ( 7 )
22 + 3 + 28 + 47 + 32 + 18 = ( 50 ) × ( 3 )
⑦ 可以用 “ 几个7减去几个7 ” 的方法解题。9 × 7－7－7－7 = ( 6 ) × ( 7 ) = ( 42 )。
二、1.  参加春游的同学包含了男同学和女同学，而 “ 42 + 47 ” 表示的是 “ 男同学 + 女同学 + 男老师 + 女老师”
的总人数，所以从这个总人数里去掉老师的人数 “ 9人 ” 即可。42 + 47－9 = 80 ( 人 )。
2.  “ 同时点燃2支同样的蜡烛，可以燃烧50分钟 ”，说明点燃1支蜡烛可以燃烧50分钟，所以同时点燃同样粗细
的8支蜡烛可以燃烧的时间与1支蜡烛的燃烧时间相等，也是50分钟。
3.  从 “ 乙住在甲的楼上、丙的楼下 ” 可以看出，甲在下，乙在中，丙在上；又从 “ 丁住在丙的楼上 ” 可以看
出，丙在下，丁在上。综合起来可以确定，甲在底楼，乙在二楼，丙在三楼，丁在四楼。
4.  我们先来找规律：按第一次，开；按第二次，关；按第三次，开；按第四次，关；
……由此可见，按第一、三、五等单数的为开，按第二、四、六等双数的为关。所以，连续按5次开关，灯亮
着，连续按6次开关，灯不亮。
5.  从 “ 一楼到两楼 ” 要走一层楼梯，10格；从 “ 一楼到五楼 ” 要走4层楼梯，就是 “ 4 × 10 = 40格 ” 。
6.  可以先算出 “ 1 ~ 11号 ”、“ 35 ~ 46 号 ” 的女生人数，再从总人数里减去。
60－ ( 11－1 + 1 ) － ( 46－35 + 1 ) = 37 ( 人 )。
7.  可以先试着写出已知情况：1块手帕        2块手帕        3块手帕
                                                     2个夹子        3个夹子        4个夹子
发现：夹子个数 = 手帕块数 × 1 + 1 ，所以应该用 15 × 1 + 1  = 16 ( 个 ) 。

9

0

币  种 张 数

5

8

7

4
3

12

1

16

8

2
4

10

6

6
2

14

0

18

二、2元2角，就是22角，可以用 “ 先定5角、再配2角 ” 的方法进行尝试，反之也可以。
如：4个5角和1个2角；2个5角和6个2角；0个5角和11个2角。
三、“一个发夹2元钱，两个发夹3元钱” ，后一种买法更便宜。20元钱要买得尽量多，则要多买3元两个的，可
以用 “先定3元、再配2元” 的方法进行尝试。20  =6×3+2，共13个。
四、根据题意，小明和小红都买5只卷笔刀，付的元数越少就越便宜。在推理两人的购买方法时，有 “总价 ”和 
“ 数量 ” 上的限定，可以先凑数量，再看元数。
小明的买法：1次2只9元，1次3只12元；小花的买法：2次2只9元，1次1只5元。小明买的合算。
五、根据题意，只有 “总价” 的限定，所以方法不唯一。

整理与提高 （三） A卷 答案
一、填一填。
1.  (  21 )  3 × 7 = 21（个）。                   2.  ( 6 )   3 × 2 = 6（个）。                   3.  ( 6 )   3 × 2 = 6（只）。

21 33

43 18

4.
箭尾越多数越大，可以依次从箭尾的数量考虑：左上角对应1个箭尾、右上角对应2个箭尾、左下
角对应3个箭尾、右下角对应0个箭尾，所以左下角的数>右上角的数>左上角的数>右下角的数。

二、1.  移动一根火柴棒，将小猪的头尾互换。                  2. 将14和1变成4和7。

将第一个加号变成减
号，第一个1变成7。



               丁丁
刚刚                             兰兰

          明明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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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  8天。从玲玲每天吃2个鸡蛋和母鸡每天下1个鸡蛋可以看出，玲玲每天吃掉家里原有的1个鸡蛋。
2.  3颗棋子。只要在最里层的五角形里放入3颗棋子就符合题意了。
3.  3种方法。                                                                               4.  6人/船

4

2

①

②

③

合计

24人

24人

24人

4人/船

6

3

4

10

2

6

3

8图钉个数

每排张数

整理与提高 （三） B卷 答案

一、1.  ( 8 ) 4 × 2 = 8 ( 个 ) 。2.  ( 6 ) 、 ( 9 )。  通过题目条件可以先得出三种图形之间的比例关系，再填空。
3. 95

65 31

29 14

通过计数箭尾的数量来判断数的大小，对应的箭尾越多，数就越大；对应的箭尾越少，数就
越小。

二、1.                                     2.                                      3.     
去掉一根7上面的一根火柴棒，即可得到7×1=21－14。

三、1.  26本。用 “ 相差数＋1 ” 的方法进行计算，92－67＋1 = 26。
2.                                                                                                  3.  

排一排：从小到大的顺序是： 佳佳 、 
兰兰 、 明明、  刚刚、  丁丁 。

12

/

6

4

/

8

9

2

3

6

优 秀 次 数

合 计 24 朵

项  目

计算 ( 1次2朵 )

图形 ( 1次3朵 )

可从计算成绩优秀次数由多到少的次序进行考虑。

4.  4个盘子里分别放1颗、2颗、4颗和8颗。
1颗，2颗，1＋2=3颗，4颗，1＋4=5颗，2＋4=6颗，1＋2＋4=7颗，8颗，1＋8=9颗，2＋8=10颗，1＋2＋8=11
颗，4＋8=12颗，1＋4＋8=13颗，2＋4＋8=14颗，1＋2＋4＋8=15颗。这是所有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