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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世界

图形分合  自己独立学  答案 

一笔画完  自己独立学  答案 

找寻规律  自己独立学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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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对称图  自己独立学  答案 

一、根据面积的大小来分割。
二、根据面积的大小来分割。
三、原来图形的大小是5个小正方形，所以拼成的大正方形的边长肯定不会与图形的边平行或重合，所以是斜
着剪开。
四、原来图形的大小是5个小正方形，所以拼成的大正方形的边长肯定不会与图形的边平行或重合，所以是斜
着剪开。
五、根据总面积的大小来剪拼。

一、图1~图3都能一笔画，都打√。图1有2个奇点，可以一笔画。图2和图3，都是偶点，有0个奇点，可以一
笔画。
二、出入口应设在D、J处。点D、J 处是奇点，可以一笔画。公园的出入口应设在这两点的地方，如从D点
入，到J点出。
三、不需要关注桥的长短以及陆地和岛的大小，我们可以把每一块陆地都看成一个点，
每一座桥可以看成连接两个点的线，这样把实际问题就转化成一笔画问题。（如右图）
有 4 个奇点，不能一笔画成。

四、不能一次走完。加一条线后，才能一次走完。图中有
4个奇点，不能一笔画，就不能一次不重复地走完。可以
加上一条线，如右图，使原图变成有2个奇点，就能一次
不重复地走完。

① ②
③

⑤

⑨ ⑩
⑧

⑥ ⑦

④

一、想一想对折次数与整体的变化关系表：

所以：对折6次时每小块占整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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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角表个数

正方形个数

均分次数

正方形边长

二、1.  想均分次数与所得小三角形数量的关系变化表：

所以：1+3×( n ) = 1+3×5 = 16，连续均分5次时一共有 ( 16 ) 个小三角形。
2.  利用第1题得到的公式进行逆推。所以 ( 28－1 )÷3 = 9，想得到28个小三角形要连续均分 ( 9 ）次。
三、1.  想正方形边长和拼得正方形个数的变化关系表：

2.  200个小正方形拼大正方形，大正方形边长最多是（             ）。
所以：n2 < 200，14 × 14 = 196。200个小正方形拼大正方形，大正方形边长最多是 ( 14 )。
四、    像2、4、6、8、10 …… 或6、11、16、21、26 …… 这样的数列我们称为等差数列。像1、2、4、8、16
…… 或2、6、18、54、162 …… 这样的数列我们称为等比数列。等比数列由于是成倍增长，增加速度比等差
数列快得多。生活中说的几何式增长就是这种成倍增加的意思，比喻增长速度非常快。

一、先画出对称轴，再在对称轴的左右或上下找到对应的点，然后把点和点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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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与提高 （一） B卷 答案

数感天地

除法趣题  自己独立学  答案 

算式谜题  自己独立学  答案 

八、

九、100平方厘米。80÷8 = 10厘米，10×10 = 100平方厘米。
十、

一、拼法不唯一。 二、

→ →

三、能做到。转化成一笔画图形，有2个奇点，所以只要从一个奇点出发，到
另一个奇点结束。下图为例。给7条路编号后，如果从A主题园出发，可以这样
走：①→③→④→⑦→⑤→⑥→②，到B主题园结束。答案不唯一。
四、图中有10个奇点，不能一笔画成。
五、分别填入：13，17，4n—3。
六、有一张厚度是0.1毫米的纸，将它对折，厚度为2×0.1毫米。
1.  22×0.1毫米。             2.  220×0.1毫米。             3.  2n×0.1毫米。
七、

（ 7 : 10 ）         （3 : 55）           （3 : 00）
八、略。
九、24个。

十、

12－11 = 1厘米，12÷1 = 12个，12+11 = 23个，23+1 = 24个。

1.除法趣题
一、最小的除数 = 25+1 = 26，先求出最小的被除数，然后列表枚举。
二、找到最小的除数，然后根据数量关系求出最小的被除数；用999去除以41找出最大的除数，从而得到最大
的被除数。
三、把第二个算式进行变形，然后运用代换的思想进行解题。◆ = 484，● = 34。
四、根据题意列出两个等式，然后进行变形，运用代换的思想进行解题。被除数为397，商为26。
五、牙膏是平均分装，也就是说大小盒子所装的牙膏总数相同，根据各自能装的数量，可列出算式：大盒子
数量 = 144 ÷ ( 3+1 ) = 36（个）。小盒子数量 = 144 ÷ ( 3+1 ) × 3 = 108（个）。

一、本题中可以用倒推法，或者把除了1以外的数通过添加运算符号和括号变成0即可。
二、本组题目只能填写加号或者减号，所以可以从大数入手看它与100之间的差是多少来填写。
123－45－67＋89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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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 = 100； 
123＋4－5＋67－89 = 100； 
123－4－5－6－7＋8－9 = 100；
12＋3－4＋5＋67＋8＋9 = 100；
1＋23－4＋56＋7＋8＋9 = 100； 
12＋3＋4＋5－6－7＋89 = 100。 
三、4÷4 ＋ 4÷4 = 2       ( 4＋4＋4 )÷4 = 3        ( 4 － 4 )×4 +4 = 4
(4×4 ＋ 4)÷4 = 5             (4＋4)÷4 ＋ 4 = 6         44÷4 － 4 = 7
4 ＋4 ＋4 － 4 = 8              4 ＋ 4 ＋ 4÷4 = 9        (4 4－ 4)÷4 = 10
四、99 ＋ ( 9－9 ) ＋9÷9 = 100。

页码计算  自己独立学  答案 

页码是奇数页在前，偶数页在后，而小明的计算结果是偶数页在前，奇数页在后，所以这个答案是错的。

一、方法一：分段法。
1～9：1×9=9 ( 个 )；10～99：2×90=180 ( 个 )；100～653：3×554=1662 ( 个 )，9+180+1662=1851 ( 个 )。
方法二：补位法。653×3－2×9-1×90=1851 ( 个 )。
二、根据数码规律可知，本书已出现三位数数码。
方法一：分段法。
① 编三位数页码的数字个数：   
2220－ ( 9＋180 ) 
＝ 2220－189 
＝2031（个）

② 三位数页码的页数：
2031÷3＝677 ( 页 )

③总页数：
99＋677 ＝776  ( 页 )

方法二：补位法。
一位数补0个数：2×9=18（个）。
两位数补0个数：1×90=90（个）。

总页数：
（2220+18+90）÷3
=2328÷3
=776（页）

三、①计算页数。根据所用数码个数，计算页码数。根据规律，“537个”中已出现三位数，可用“补位法”。
( 537+18+90 )÷3
=645÷3
=215（页）
②分段统计。

①求上册、下册的数码个数。   
数码和：687个 。
数码差：3×5＝15（个）。
上册数码个数：（687＋15）÷2＝351（个）。   
下册数码个数：（687－15）÷2＝336（个） 。

②求上册、下册的页数。   
上册页数：
（351＋2×9＋1×90）÷3＝153（页）  。
下册页数：
153-5＝148（页）。

五、①求这本书一共的数码。
( 1+90 ) ×90÷2=4095 ( 个 )。

②求出相差的数码数。
4095－3994=101（个）。

③计算相邻页码数
（101+1 ) ÷2=51
（101－1 ) ÷2=50

四、根据“上、下两册共有687个数字”，可知页码中已出现三位数。

10×3+12=42（次）。

数位
个数
十位
个位
十位

范围

1〜99

100〜215

个数
10次
10次
12次
10次

举例
5，15，25，… 85，95
50，51，52，… 58，59
105，115，125，… 185，195，205，215
150，151，152，… 158，159

定义新运算  自己独立学  答案 
一、根据定义，因为2☆5 = 2×2+5×5 = 29，5☆2 = 2×5+5×2 = 20，所以2☆5 ≠ 5☆2。
二、1．8★4 = ( 8+4 ) ÷4 = 3。
2．先算2※3 = ( 3+2 ) ×3 = 15，再算15※5 = ( 5+15 ) ×5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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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形结合  自己独立学  答案 

整理与提高 （二） A卷 答案

整理与提高 （二） B卷 答案

3．“Δ”前面的数表示所有加数各个数位上的数字，后面的数表示有几个加数，所以：
      6 Δ 5 = 6 + 66 + 666 + 6666 + 66666。
4．第一个乘数先算7○3 = 3，再算3△5 = 5，第二个乘数先算3△7 = 7，再算5○7 = 5，最后5×5 = 25。
三、1．由X⊕1 = 17，4x－3×1 = 17，x = 5。
2．先算5⊕3 = 4×5－3×3 = 11，再由11⊕x = 20，4×11－3x = 20，x = 8。
四、1．正推，得算式16×5÷4－6 = 14。
2．逆推，得算式 ( 90÷5－3 ) ×4+6 = 66。

一、1.  数一数每一行的点子个数。
2.  数一数每一行每一列的点子个数。
二、根据三角形数和正方形数的特征来进行分类统计。
三、1.  根据图形的排列规律和算式的书写规律，一一对应找到方法。
2.  根据图形的排列规律和算式的书写规律，一一对应找到方法。
四、根据三角形数的排列顺序，找到对应的数。
五、1.  思考图形的排列规律和相邻两个数的差。
2.  思考图形的排列规律和相邻两个数的差。

一、924÷25=36……24
        960÷26=36……24
        996÷27=36……24
二、● = 55－1 = 54，◆ = 54+55 = 109。
三、 除数分别为17，27，37，……，97。被除数 = 除数×9＋2。17×9＋2 = 155，155÷17 = 9 …… 2，27×9
＋2 = 245，245÷27 = 9 …… 2，……，97×9＋2 = 875，875÷97 = 9 …… 2。
四、答案不唯一。
5÷5＋5－5＋5=6                       5＋5÷5×5÷5=6
( 5×5 ) ÷ ( 5×5 ) ＋5 = 6       （ 5＋5 ) ÷( 5＋5 ) ＋5 = 6 
五、2496个数码。编三位数页码需要的数字 ( 868－99 ) ×3 = 2307（个），共需2307+189 = 2496（个）。
六、1011页。四位数的页数：( 2937－2889 ) ÷4 = 12（页），共编999+12 = 1011（页）。
七、1.  先算小括号里的5 * 6 = 3×5 + 5×6 = 45，45 * 7 = 3×45 + 5×7 = 170。
2.  先算小括号里的6 * 7 = 3×6 + 5×7 = 53，5 * 53 = 3×5 + 5×53 = 280。
八、32。由A▽6 = 19得，( A+6 ) ÷2 = 19，所以A = 19×2－6 = 32。
九、

先考虑三角数有1、6、28、36、45，再考虑正方形数有1、25、36、49，所
以既是三角形数又是正方形数的是1和36。

既是三角数又是正方形数

三角数 正方形数

28    45    36    25    49
16

十、找规律，写一写。
1.  ②

4
⑤
35

①
1

④
20

③
10

⑨
165点数

序号 ②
5

⑤
55

①
1

④
30

③
14点数

序号

从四面体数点的变化规律来看，相邻两数依次
增加3、6、10、15……，所以⑨ 1＋3＋6＋10
＋15＋21＋28＋36＋45=165。

2.  

从五面体数点的变化规律来看，相邻两数依次
增加4、9、16、25…… ，所以 ⑤ 1＋4＋9＋16＋
25 = 55。

一、17道。最小550÷19 = 28 …… 18，最大998÷35 = 28 …… 18，共35－19+1 = 17道。
二、669，23。被除数+除数 = 723－29－2 = 692，除数 ( 692－2 ) ÷ ( 29+1 ) = 23，被除数692－23 = 669。
三、答案不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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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11=41，462÷11=42，473÷11=43，484÷11=44，495÷11=45，506÷11=46，517÷11=47，528÷11=48，
539÷11=49；357÷17=21，374÷17=22，391÷17=23，408÷17=24，425÷17=25；854÷14=61， 868÷14=62， 
882÷14=63，896÷14=64，910÷14=65，924÷14=66，938÷14=67 ……
四、答案不唯一。
( 3÷3＋3 ) × ( 3－3 ) = 0         ( 3÷3 ) ＋( 3－3 ) ×3 = 1
( 3＋3＋3－3 ) ÷3 = 2              3× ( 3÷3 ) × ( 3÷3 ) =3      
 3＋33÷33 = 4                          3＋3÷3＋3÷3 = 5
 3× ( 3÷3＋3÷3 ) =6              3×3－ ( 3＋3 ) ÷3 = 7      
( 3＋3＋3 ) －3÷3 = 8              3×3＋( 3－3 ) ÷3 = 9
 3＋3＋3＋3÷3 = 10                 ……
五、最后写到“8”；数字“4”共出现78次。
可以用页码问题的解答方法解答：先求出能编（1026-189）÷3+99=378（页），由于是写到第1026个数字，所
以是“8”；个位上4出现的次数：3×10+8=38（次），十位上出现的次数：4×10=40（次），共出现38+40=78
（次）。
六、上册176页，下册184页。
页码从1～99页共有189个数码，两本书的页码2889＞864＞189×2＋8×3，说明两本书的页数都是三位数。
（864-189×2）÷3=162（页）再利用和差问题的公式解答，上册：99+（162-8）÷2=176（页），下册：99+
（162+8）÷2=184（页）。
七、计算。
1、先算小括号里的1☆2 = 12÷ ( 1+2 ) =4，8☆4=84÷ ( 8+4 ) =7。
2、先算小括号里的1☆2 = 12÷ ( 1+2 ) =4，4☆8=48÷ ( 4+8 ) =4。
八、按规律计算。
1.  7◎3 = 7×2+3 = 17。
2.  先做两个小括号里的，15◎5 = 15×2+5 = 35，5◎15 = 5×2+15 = 25，最后算35◎25 = 35×2+25 = 95。
九、13 = 3＋10  （ × ）           16 = 6＋10  （ √ ）           64 = 30＋34 （ × ）           25 = 10＋15 （ √ ）
“ 13 ” 不是正方形数，所以是错的；“ 30 和 34 ” 都不是三角形数，所以是错的。
十、66 = 1＋5＋9＋13＋17＋21，黑子排6层，所以白子也应该排6层，3＋7＋11＋15＋19＋23 = 78（个）；也
可以这样想，每一层白子比黑子多2个，所以白子就有66＋2×6 = 78（个）；还可以这样想，白子和黑子共有
12×12 = 144（个），所以144－66 = 78（个）。

相遇问题  自己独立学  答案 

追及问题  自己独立学  答案 

生活广场

一、先求出张平和王亮的速度和，再求出王亮的速度是90米/分。( 4600－80×15 ) ÷20－80=90 ( 米/分 )。
二、本题解题方法不唯一。（430+45）÷（45+50）=5（小时）
A车：（5－1）×45=180（千米）         B车：5×50=250（千米）或（430－50）÷（45+50）=4（小时）
A车：4×45=180（千米）                       B车：（4+1）×50=250（千米）
三、要注意距中点6千米相遇，实际两人的路程差是12千米。
6×2÷（48－44）=3（小时）  （48＋44）×3=276（千米）。
四、1400÷（60+80）×600=6000（米）。
五、32千米/时。 （52－40）×6－40=32（千米/时）。

一、大船先行路程就是追及中的路程差。
16×3 = 48（千米）   速度差 48÷12 = 4（千米/时）   小船速度16+4 = 20（千米/时）。
二、先画图。小红共耽误0.5+0.5+1 = 2小时，类似于小刚先行两小时。追及路程20×2 = 40千米，追及时间40
÷ ( 28－20 ) = 5小时。
三、两者路程相同，都是60×2 = 120千米，汽车行120÷40 = 3小时，早出发3－2 = 1小时。还可以先求出路程
差为 ( 60－40 ) ×2 = 40千米，再求出汽车先行时间为40÷40 = 1小时。
四、属于环形追及，追及路程900米，追及时间900÷ ( 150－120 ) =30分钟。
五、同一点同方向运动为追及，求出速度差400÷10 = 40米/分；同一点反向而行为相遇，求出速度和400÷2 = 
200米/分；甲速 ( 200+40 ) ÷2 = 120米/分，乙速120 － 40 = 80米/分。
六、原情况为追及，路程差就是环形跑道长度，( 250－200 ) ×45 = 2250米。新情况为相遇问题，路程和也是
跑道长度，相遇时间2250÷ ( 250 + 200 ) =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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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偶问题  自己独立学  答案 

盈亏问题  自己独立学  答案 

信息推理  自己独立学  答案 

一、把其中的奇数加数看成1，7，13，……，331，即公差为6的等差数列。项数为 ( 331－1 ) ÷6+1 = 56，56个
奇数的和为偶数，所以 1 + 4 + 7 + 10 + 13 + …… + 331 + 334 的和是偶数。
二、1 + 2 + 3 + 4 + …… + 99 + 100 的和是偶数，1 + 2 + 2 + 3  + 3 + 3 + …… +10中有 1 + 3 + 5 + 7 + 9 = 25个
奇数，这些奇数和其它偶数相加和也是奇数，但是偶数乘奇数积是偶数。
三、a、b、c是三个连续自然数，其中a是奇数，所以a+1，b+2，c+3都是偶数，3个偶数相乘积是偶数，所以
小明说得对。
四、表中18个数全是奇数，从里面选出的7个奇数相加，和是奇数，而30是一个偶数，所以无法做到。
五、转一次，如果转到奇数，由于要按顺时针再数奇数格，所以得到的结果是偶数，如转到3，再数3格是6；
若果转到偶数，按顺时针再数偶数格，所以得到的结果还是偶数，如转到6，再数6格是4；所以无论转到奇数
还是偶数，结果一定是偶数，只能得到1颗糖，而永远抽不到大奖。
六、杯子要翻过来得翻奇数次，5个杯子都要开口向下，总共需要翻动奇数次杯子，而每次同时翻动4个，那
总次数是偶数次，奇数不可能等于偶数，因此不能把5个杯子的开口全都向下。
七、数列1，1，2，3，5，8，13，21，34，55，……排列规律是奇数，奇数，偶数，奇数，奇数，偶数，……，
每3个数一组中只有一个偶数，那么2015÷3 = 671（组）…… 2（个），所以前2015个数中有671个偶数。

一、班级数：36÷ ( 7－5 ) =18（个）；足球数：18×5 + 36 = 126（个）或 18×7 = 126（个）。
二、箱数：3×10÷ ( 10－8 ) = 15（箱）；芒果重量：15×8 = 120（千克）或 15×10－3×10 = 120（千克）。
三、学生数（21－3）÷（6－4）=9（个）；题目数：9×4－3=33（道）或 9×6－21 = 33（道）。
四、计划工作天数：( 25 + 5 ) ×3 = 90（个），( 90－25 ) ÷5 = 13（天），13+4 = 17（天）。
零件数：25× ( 17－1 ) = 400（个） 或 25×4 + 30× ( 17－3－4 ) = 400（个）。
五、行走时间：55×4 = 220（米），65×2 = 130（米），（220 + 130）÷（65－55）= 35（分）；行走的路
程：55×（35 + 4）= 2145（米）或 65×（35－2）= 2145（米）。
六、汽车数：（15 + 70）÷（70－65）= 17（辆）；人数：65×17+15 = 1120（人）。

一、由已知我们知道第四个证人说了实话，所以第三个证人的话一定是假话。由第三个证人所说 “前面两个证
词中至少有一个是真的” 知：前面两个证词都是假的，所以甲、乙都是盗窃犯。
二、题1：由图形①知，C的对面不是A、E；由图形②知，C的对面不是B、F。因此，C对面的字母是D。
题2：由图形①知，E的对面不是A、C；由图形③知，E的对面不是F；由图形④知，E的对面不是D。因此，E
对面的字母是B。
题3：由上可知，C对面的字母是D，E对面的字母是B，所以A对面的字母是F。

三、利用连线进行推理

四、 五、如果假设观众1的前半句对后半句错，则得到：

得到D赛了3场。

EF

C

A B

D

A出生在南京，喜欢跳高；B出生在上海，
喜欢游泳；C出生在杭州，喜欢跑步。

A 
B
C

杭州  上海  南京  游泳  跑步  跳高
出生地 运动项目

√
√

√
√

√
× × 

× 
× × 

√
√

√

√

√

观众1
观众2
观众3
观众4

1

B

B

2
E

E

3
A
A

C

4

B

5
× 
× 

× 
× 

所以第一名是B。
六、这12个数字，“3”在个位上出现2次，则         代表 “ 3 ”；“ 6 ”、“ 7 ” 都出现两次，以及它们所在数位可推知
       和       分别代表 “ 6 ”、“ 7 ”，由此得到④是467。

整理与提高 （三） A卷 答案
一、1.  不能。
1~9中，奇数有1，3，5，7，9，共5个，这5个奇数做加减结果为奇数，所以，不能在式子中填上“ + ”或“－”，
使得等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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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