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版丨一年级数学上册知识点

第一单元 数一数

一、主要内容

1.数出 10以内的数

学会数出个数在 10以内的物体或人；会口头用 1~10各数表示相应物体的

个数。

数数方法：按一定的顺序不重复、不遗漏地数出相关人或物体的数量。

2.根据情境图，说清楚图中有些什么、各有多少

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认真细致的观察、一定的数数经验和方法以及量词的

使用。

例如：图中小飞机有 8架，有 7朵花等等

3.将物体与点之间建立正确的对应关系

根据物体或人的个数画出相应数量的点，根据提供的点的个数找出相应数

量的物体或人，感受一一对应的数学思想。

如：照样子画圈

第二单元 比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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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内容

1.初步认识长短、高矮、轻重的含义

2.体会比较长短、高矮、轻重的一般方法，会比较物体之间的长短、高矮和

轻重

（1）比较物体的长短（高矮）时，要把物体的一端对齐

把两根绳子的一端对齐；使两个人站在同一块地面上。如：

（2）比较物体的轻重时，借助简易天平，重的一方下落，轻的一方上升。

如：

3.多个物体之间比较长短、高矮和轻重 多个物体比较长短、高矮、轻重时，

进行简单推理和灵活的比较策略。

如：（1）比较方格图中线的长短，需要数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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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较水的多少，综合考虑水面的高度和杯子的粗细 水面高度相同，

杯子越粗，水越多

二、基础题

1.哪位同学高，在高的下面画“√”，

哪位同学矮，在矮的下面画“○”。

2. 重的画“√”

三、易错题

1.按从轻到重的顺序排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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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重量相同时，物体的个数越多，单个物体就越轻；物体的个数越少，

单个物体就越重。

2.在每个杯子里放同样多的糖，哪杯水最甜？在 里画“√”

第三单元 分一分

一、主要内容

1.体验分类的含义和好处 分类是一种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也是收集和整

理数据的基本方法。

分类的好处是整洁、有条理。

2.按同一种标准给一些熟悉的物体进行简单分类

分类的基本要求：分类标准要清晰，分类结果要不交叉不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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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按照颜色分类，黄色的有……分成一类，红色的有……分成一类。

3.把一些物体按照不同标准依次分类，分类的标准要前后一贯

让学生体会到，同样的物体可以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由于标准不同，

分类的结果也不同。如：一些物体既可以按照颜色分类，也可以按照形状

分类。

4.习题形式：动手分，说一说，连一连，圈一圈，涂一涂

二、基础题

1.把不同类的圈出来

2.把同一类物体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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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错题

1.分一分，连一连

第四单元 认位置

一、主要内容

1.在具体情境中体会上下、前后、左右的位置关系，培养初步的空间观念，

会用上下、前后、左右等词语描述物体的位置及相互关系，引导形成良好

的语言习惯，例如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苹果的上面是鸡蛋，鸡蛋在苹果

的上面。

2.辨别左右方位

（1）利用学生的已有生活经验明确判断左右的基本方法，例如：发言

举右手，写字、抛物时通常也是用右手。

（2）设计活动：左手握拳头，右手握拳头；左边拍手，右边拍手；左

手摸右耳，右手摸左耳。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逐步掌握知识。

3.当涉及物体位置关系的相对性时，只要求学生把自己作为判断的主体，通

过观察辨认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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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右关系，只要求学生以自己的左右手为标准说明相关情境中的

物体哪个在哪个的左边，哪个在哪个的右边，不要求学生说明相关情境中

人或动物的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

（2）前后关系，只要求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说明自己的前面有什么，后

面有什么，不要求学生说明具体情境中两个物体的前后关系。如桌上放了

一个台灯和一个笔筒，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宜用前后来表达。

二、基础题

1.画一画

2.想一想，连一连

三、易错题

1.家在哪里，连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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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认识 10 以内的数

一、主要内容

1.认识 10以内的数

（1）大部分学生在学前对 10以内的数有零散片面的认识，我们要帮助学

生建立相对完整的 10以内数的认知结构。

（2）本单元要帮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理解 10以内每个数的含义，会数数

量在 10以内物体的个数，会读、写 0~10各数，掌握 10以内数的顺序。

（3）进行规范的写数训练，要求正确、规范、工整。

2.能区分几个和第几个

（1）“几”表示物体有多少，也就是自然数的基数含义，可以指“总共的数量”；

（2）“第几”表示物体排列的次序，也就是自然数的序数含义，可以指“其中

的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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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数的基数意义和序数意义常会相互干扰，可以通过比较，说一说

“几个”和“第几个”之间的区别来突破这一难点。

3.认识 0

（1）在具体情境中理解 0表示一个也没有；

（2）观察直尺，0还可以表示起点，它排在 1的前面；

（2）0和 3、2、1一样，也是一个数，要学会读写。

4.认识关系符号=、< 和 >，会用这些符号或语言表示 10以内两个数的大

小关系

（1）比较两种物体数量的多少，基本方法是一一对应。通过一一对应的排

列让学生建立“同样多”、“多”、“少”的概念。如：

（2）认识=、< 和 >，介绍读法和写法。< 和 >记忆方法：开口朝大数，

尖尖朝小数

比较数大小关系的思考过程：

①根据图意来比较：如 6朵花比 5朵花多，所以 6>5

②想数的排列顺序，如 6在 5的后面，所以 6>5

5.认识 10

（1）10是计数的结果，把 10根小棒捆成一捆，感受 10个一是 1个十，

表明 10又可以作为一个计数单位，是十进制计数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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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确 10以内数的顺序，10排在 9的后面；

（3）10是由 1和 0两个数字组成的，在“日”字格里体会两个数字的位置关

系，使书写规范；

（4）数数策略的多样化：一个一个数，两个两个数，五个五个数。

二、基础题

1.看图写数

2.想一想，□里可以画几个○。

4. 在□里填上合适的数

□>5>□ □<8<□ 9<□

□>3 8>□ □<10 □<1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捷思课堂”获取更多学习资料！ 第10页



一队小朋友去郊游。数一数，戴帽子的有（ ）人，不戴帽子的有（ ）

人。从右边起,小红排在第( )个，从左边起，小红排在第( )个。

三、易错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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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空

比 8小的数有( )。

说明：0也比 8小，不能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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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 认识图形（一）

一、主要内容

1.直观感知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的主要特征，知道这些形体的名称，

能识别和判断。（不描述特征，能连线、分类、识别即可）

2.在认识物体的活动中，体会比较、分类、统计等方法。

二、基础题

1.数一数，填一填

说明：考察对形体的识别，数数的方法，分类和统计的能力。

说明：考察对形体的识别，数数的方法，区分几和第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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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错题

第七单元 分与合

一、主要内容

1.理解并掌握 10以内数的分与合，把一个数分成两个数或者把两个数合成

一个数

（1）2-5的分与合重点是让学生体会“分”与“合”的是有联系的，如：5可以

分成 1和 4,1和 4合成 5；

（2）6、7的分与合侧重引导学生体会有序；（实物图是有序的）

（3）8、9的分与合要求学生用有序的思考方式进行探索（每次移 1个每次

分 1根，暗示有序）

（4）10的分与合鼓励学生独立探索。（明确提出要求：有序的涂一涂，分

一分）

2.有序的表达 把一个数的各种分解情况不仅有序，而且对称的排列，有

助于提高学习效率，减轻记忆负担，培养推理能力。一种分法有两种表达：

“7可以分成 1和 6”,“7可以分成 6和 1”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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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的分与合：为“凑十法”打好基础

二、基础题

第八单元 10 以内的加法和减法

一、主要内容

1、理解加法和减法的含义

（1）加法：把两个数合在一起，求一共是多少用加法算；

（2）减法：从总数里去掉一部分，求剩下多少用减法算；从两个部分种种

去掉其中一部分，求另一部分也用减法算。

2.熟练计算 1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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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一图一式”到“一图两式”到“一图四式”，加深对加减法含义的理解，

体会两道加法算式和两道减法算式之间的联系；

（2）计算方法：在具体场景中数一数；从分与合的角度推算；

（3）有关 0的加减法计算：任何数加（减）0得 0；两个相同的数相减得 0；

（4）正确计算 10以内的连加、连减和加减混合式题；计算方法：从左往

右计算，先记下第一步计算的得数，再计算第二步

（5）求加法算式中的未知加数。

方法： 例：（ ）+2=10，读作：几加 2等于 10

①10可以分成 2和 8

②2和 8合成 10

③用减法：10-2=8

3.解决实际问题： 本单元让学生解决的实际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条件信息都由图来显示，不出问题，但给出带运算符号的算式， 让

学生填一填，算一算 。

如：

关注微信公众号“捷思课堂”获取更多学习资料！ 第16页



（2）条件信息和问题用图并配以括线和“？”来显示，要求学生自己填运算

符号进行计算。这是教材第一次出现相对完整的实际问题，需要学生提取

信息，提出问题和选择合适的方法解决问题。如：

（3）先让学生以填空的形式从场景图中收集信息，再列式计算。如：

二、基础题

关注微信公众号“捷思课堂”获取更多学习资料！ 第17页



1. 5＋2＝ 5－2+1= 8－7－0＝

2. 在（ ）里填合适的数

2＋（ ）＝10 （ ）＋（ ）＝8

3. 在○里填上＞、＜或＝

7○2+4 3+3 ○ 5+1 2+3○9 5-2○0+6

4.

三、易错题

1.在（ ）里填合适的数

3＋6＝2＋（ ）＝5＋（ ）＝（ ）＋（ ）

说明：要让学生理解题目的意思，可以每道算式的得数画横线写下来，帮

助感知。

2.看图写算式：说明：理解虚线是减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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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 2、4、5、7、9中选 3个数字写 4道算式

说明：选定三个数字，圈起来，四道算式只能用选定的这三个数字。

4. △+△=8 □+○=6 △+○=10

△=（ ） □=（ ） ○=（ ）

第九单元 认识 11-20 各数

一、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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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 11-20各数

（1）知道 10个一是 1个十，2个十是 20，认识数位，知道“个位”和“十位”；

（2）通过数数掌握 11-20各数的顺序和读法， 会比较大小；

（3）数数的方法：数一个杠一个，每 10个一圈。

2.理解 11-20各数的组成，学习写数

（1）本单元第一次出现计数单位“一（个）”和“十”，第一次提出“10个一是

1个十”，并初步接触计数器上的个位和十位，这是学生数概念形成过程中

的一次重要突破；

（2）11-20读写方法和正确理解数的含义、顺序和组成相辅相成；

（3）写法上，11-20各数都是由十和几合起来的（其中 20是两个十），要

用两个数字才能表示一个数，而读数中的“十”又只用数字“1”在十位上表示。

如：计数器上十位上的 1 颗珠代表 1 个十，要在十位上写 1，个位上的 1

颗珠代表 1个一，要在个位上写 1,1个十和 1个一合起来是 11。

3.应用 11-20各数的组成，能正确口算 10加几和相应的减法

（1）学生运用数的组成进行加、减法的计算，如 10+3=（ ），想 1个十

加 3个一就是 13；

（2）沟通加、减法的联系，有利于学生感知；

（3）为接下来 20以内的进位加法做准备。

二、基础题

1.看图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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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空

17里面有（ ）个十和（ ）个一；

和 18相邻的数分别是（ ）和（ ）；

一个数个位上是 0，十位是 2，这个数是（ ），它里面有（ ）个十；

1个十是（ ）个一，20里面有（ ）个十

4＋（ ）=14 9＋（ ）=10 10＋（ ）=12

3.不计算，在 里填=、<或>

三、易错题

1.在 7、13、17、20、0、5、11这些数中，最大的数是（ ），最小的数

是（ ），从左数起第 6个数是（ ），从右数起 17排在第（ ）个。

说明：数多，学生容易混乱，又结合了“第几个”的知识，需要仔细的审题。

2.1个十和 2个一合起来是（ ）；6个一和 1个十合起来是（ ）；

说明：容易形成思维定式，6个一和 1个十合起来是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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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单元 20 以内的进位加法

一、主要内容

1.计算 20以内的进位加法

（1）9加几，8、7加几，6、5、4、3、2加几；

（2）计算方法：

①凑十法（拆小数，凑大数；拆大数，凑小数，前者较简单）

②根据已经学会的算式推算出新算式的得数。如：9+7=16推出 7+9=16，

体会到交换两个加数的位置，和不变。

2.用所学的计算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在本单元之前，教材只是要求学生看图填写算式，或根据括线和问号表

示的实际问题列式计算。从本单元开始，教材呈现用文字（包括表格、对

话等）叙述的、结构相对完整的实际问题。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有：正确

理解题意、合理选择或组合相关信息、根据题意确定计算方法。

（1）9加几（第一次用文字呈现所求问题，第一次出现单位名称）

（2）8、7加几（用表格、对话、图文呈现结构完整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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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4、3、2加几（选择合适的条件解决相应问题）

二、基础题

1.计算

3＋9＝ 4＋7＝ 9－2＋5＝ 3＋5＋9＝

2.在○里填“＞”“＜”或“＝”

8－2○6 16○8＋7 9＋5○9＋8 8＋4○4＋8

3.

三、易错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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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9＝4＋（ ）＝6＋（ ）

2.比较大小

☆＋9○6＋☆ ★－7○★－5

说明：感受一个加数相同，另一个加数越大，和就越大；被减数相同，减

数越大，差越小。

说明：体会数量关系，加深对加法、减法含义的理解

原有的-卖出的=还剩的

一年级的个数+二年级的个数=总共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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