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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标准课程（2017年修订版）第一学段调适版第三版  
 

 

导言 

 

 

推出小学标准课程（2017年修订版）调适版第三版是为

了提高课程实施的有效性。此调适版课程涉及更新和重

组现有的小学数学第一学段的学习内容。 

 

此文件是教师在实施小学课程时的另一选项。数学教师

可以选择使用小学标准课程与评估标准 (KSSR)（2017

年修订版）或小学标准课程（2017年修订版）调适版第

三版。此调适版课程可根据学生的能力配合辅助模组

（MOBIM）或各种教学材料并同使用。 

 

 

内容架构 

 

 

 此调适版课程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更新： 

i) 针对部分课题所需学习的技能进行内容实施上的

更改； 

ii) 使用简易的术语和句子编写学习标准； 

iii) 重组数个内容标准和学习标准。 

 

   

 

 

 

 

 

小学标准课程（2017年修订版）调适版第三版的 

第一学段数学内容分为三栏，即：内容标准，学 

习标准和备注。备注栏内容含对课程中特定内容 

的描述和期望，也为教师的发展提供教学建议， 

强调基本概念的掌握及思维能力的发展。备注栏 

还建议专案式学习方法，以帮助学生学习特定的 

课题。 

 

课堂评估 

 

课堂评估是由教师计划、进行、记录和报告学生

学习进展的过程。教师需参考课程与评估标准中

的表现标准以确认学生的掌握水平。



 

 

数学 
1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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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数与运算 

课题 1.0：100以内的整数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1.1 以直观法说出数量  

 

1.1.1 通过比较讲述数量。  

 

• 以成组的物体一对一配对，进行比较并讲述： 

o 多或少 

o 相等或不相等 

o 多于或少于 

 

1.2  数值  

 

1.2.1 说出100以内的数目:  

(i) 数出成组物体的数量；  

 

(ii) 说出成组物体所表示的数量； 

 

(iii) 以文字和数字写出数目。  

 

• 在数物体的数量时，使用实物和图片。 

 
• 依据学生的能力，先说出至10的数目，然后至 

20 、至 50 和至 100 的数目。 

例: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 使用实物和图片进行数数，并以数字和文字写出数

目。 

例: 
10  十 
11  十一 

 
1.2.2 比较两组物体的数量。  

 

• 使用实物和图片比较两组物体的数量。 

例: 
34 多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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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1.3 数位  

 

1.3.1 讲述任何数目的数位和数值。  

 

• 先从至10的数目开始，然后至 20，至 50 和至 100 

的数目。 

• 使用实物和表征展示数位与数值。 

例 1: 
写出 12 的数位与数值。 

 
 
 

 
例 2: 
以数位和数值分析数目 
写出12的数位和数值分析式。 

数位：1个十 + 2 个一  

数值：10 + 2 

• 可用适合学生能力的词汇代替“分析”。 

例： 

分类、分开、分解和归类。 
 

 1 2 

数位 十位 个位 

数值 10 2 

1.4 数列的规律  

 

1.4.1 说出并完成各种有规律的数列。 • 从涉及至 10 的数目的数列开始。待学生掌握后，再延

伸至涉及至 20、至 50 和至 100 的数目的数列。 

例 1： 

说出一个一个、两个两个、五个五个和十个十个地数的

数列。  

  一个一个地数的数列： 14, 15, 16, 17, 18 

  两个两个地数的数列： 32, 34, 36, 38, 40 

  五个五个地数的数列： 25, 30, 35, 40, 45 

  十个十个地数的数列： 10, 20, 30,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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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例 2: 

完成一个一个、两个两个、五个五个和十个十个地数的

数列。  

一个一个地数的数列： 34, 35, 36, ....., ..... 
两个两个地数的数列： 20, 22, ..... , 26, ..... 
五个五个地数的数列： 15, ..... , 25, ..... , 35 
十个十个地数的数列： ..... , 80 , ....., 60, 50 

1.5 数目的组合  

 

1.5.1 讲述组成一位数的组合。 • 数目的组合是加法的基础。 

• 从至 10 的数目组合开始。待学生掌握后，才延伸

至20、至 50 和至 100 的数目组合。 

• 利用日常生活的例子介绍数目的组合。 

例: 
阿米尔有 2 支铅笔。 

小燕有 4 支铅笔。 

他们共有 6 支铅笔。 

2 和 4 是 6。 

• 鼓励学生以心算法说出在基本加法以内两个数目的组
合。  
例: 
0 和 8是 8 

1 和 7是 8 
2 和 6是 8 
3 和 5是 8 
4 和 4是 8 
5 和 3是 8 
6 和 2是 8 
7 和 1是 8 
8 和 0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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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数与运算 

课题 2.0：基本运算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2.1 加和减的概念 2.1.1 介绍加号、减号与等号。 • 使用各种与加法和减法词汇有关的句子。  

• 利用身体信号或物体形成加号、减号和等号。 

例 1: 
介绍与加法有关联的词汇： 
共、总共、总数等等。 
例 2: 
介绍与减法有关联的词汇： 
差、剩下、还有等等。 
例 3: 
介绍与等于有关联的词汇： 
是、变成等等。 
 

 
2.1.2 根据所给予的情境，使用加号、

减号和等号写出算式。 

• 根据所给予的情境，正确地使用符号建构算式。 

• 以实物和图片或口头描述情境。 

例 1： 
阿里有 4 个苹果。 
阿布给阿里 2 个苹果。 
阿里共有几个苹果？ 

  4 + 2 = 6 
例 2： 

阿里有 6 个苹果。 

他吃了 2 个，还剩下几个苹果？ 

6 −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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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2.2 100 以内的加法  
 

2.2.1 进行基本加法。  

 
 
 
 

2.2.2 进行和在100以内两个数目的

加法。  

 

• 使用实物和图片进行基本加法。 
例： 
9 + 9 = 18 

6 + 8 = 14 

 

• 待学生掌握基本加法后，才依据学生的能力进阶完成
50 和 100 以内的加法。 
例： 
25 + 4 = 29 

36 + 14 = 50 

• 利用与日常情境有关的实物和图片并依据学生的经
验，口述句子。 
与日常生活情境有关的例子： 
班上有 15 位男同学和 20 位女同学。 
班上共有 35 位同学。 

 

2.3 100 以内的减法  

 

2.3.1 进行基本减法。  

 

 

2.3.2 进行100以内两个数目的

减法。  

 

• 使用实物和图片进行基本减法。 
例： 
16 − 8 = 8 
10 − 4 = 6 

 

• 待学生掌握基本减法后，才依据学生的能力进阶完成
50 和 100以内的减法。 
例: 
46 − 25 = 21 

• 利用与日常情境有关的实物和图片并依据学生的经
验，口述句子。 

 例: 
 甲班有 26 位学生。其中 7 位是女同学。 

 那么，男同学有 1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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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2.4 连加法  

 

2.4.1  写出两个两个、五个五个和十

个十个重复地加的算式。  

 

• 重复地加相同的数目是乘法的基本概念。 

• 使用实物和图片介绍连加法。 

• 利用日常情境写出连加法的算式。 

例： 
每个盒子有 4 个甜甜圈。 
5 个 盒子共有多少个甜甜圈？ 
4 + 4 + 4 + 4 + 4 = 20 
总共有 20 个甜甜圈。 
 

2.5 连减法  

 

2.5.1  写出两个两个、五个五个和十

个十个连续地减的算式。 

• 连续地减相同的数目是除法的基本概念。 

• 使用实物和图片介绍连减法。 

• 使用日常情境写出连减法的算式。 

 
例: 
爸爸买了 6 个咖喱角。 
爸爸把咖喱角平分给 3 个孩子。 
每个孩子得到几个咖喱角？ 
 6 − 2 − 2 − 2 = 0 
每个孩子得到2个咖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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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数与运算 

课题 3.0：钱币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3.1 纸币和硬币  

 

3.1.1 确认马来西亚的硬币和纸币。 

3.1.2 表示币值，涉及:  

(i) RM1以内的币值；  

(ii) RM10以内的币值。  

3.1.3 进行钱币的换算，涉及:  
(i) RM1 以内的硬币；  

(ii) RM10以内的纸币。  

• 可使用真实货币介绍马来西亚钱币。 

• 进行涉及至 RM10 的纸币组合和至 RM1 的硬币组合的

动手实作活动。 

例: 

20 仙和 50 仙 是 70 仙。  

RM1 和 RM5 是 RM6。 

• 使用实物和图片进行钱币的换算。 

• 钱币的换算不涉及硬币和纸币的组合。 

3.2 钱币的加法与减法 3.2.1 RM1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 • 根据有关学生经济来源的日常情境或经验，如零

用钱、红包钱、礼物、工资或储蓄，应用加法或

减法进行运算。 

• 进行记录每天储蓄和消费的活动，并强调年少时

开始储蓄的重要性。  

• 使用实物和图片进行加法和减法运算。 

例: 

(i) 20 仙 和  50 仙 是 70 仙。  

20 仙 + 50 仙 = 70 仙 
(ii) RM1 和 RM5 是 RM6。 

RM1 + RM5 = RM6 
(iii) 40 仙 − 10 仙 = 30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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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测量与几何 

课题 4.0：时间与时刻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4.1 天和月份  

 

4.1.1 依序讲述一天内所发生的事件

的时刻。  

 
 
 
 
 
 

4.1.2 说出一星期里各天的名称。  

 
 
 
 
 
 
 
 
 

 

 

 

4.1.3 说出一年里各月份的名称。  

• 依据有关日常情境的图片或口述情景，讲述有关时

刻。 

例: 
上午 7 时上学。 

上午 10 时去食堂。 

中午 1 时回家。 
下午  6 时在操场玩耍。 

 

• 依据日常情境或图片说出一星期里各天的名称。 

例 1: 

周会在星期一。 

健康教育课在星期二。 

数学学会在星期三。 

例 2: 

今天是星期四。 

昨天是星期三。 

明天是星期五。 

后天是星期六。 

 
• 依据有关日常情境的图片或口述情景，说出一

年里各月份的名称。  

• 使用公历说明一年里各月份所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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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4.2 钟面 4.2.1 确认钟面上的时针和分针。 • 使用模拟时钟和图片介绍时针和分针。 

例: 
短针是时针。 

长针是分针。 

钟面刻有1至12的数字。 

 
 4.2.2 使用模拟钟说出及写出“时”、

“半小时”和“一刻”。 

 

• 使用模拟钟说出和写出钟面上的时间。 

例: 
2时 

2时半 

2时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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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测量与几何 

课题 5.0：度量衡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5.1 以相对单位测量长

度、质量和液体的体

积  

5.1.1 使用非标准单位来测量物体的

长度、质量和液体的体积。  

 

 

5.1.2 使用非标准单位来比较两个或

两个以上物体的长度、质量和

液体的体积。 

• 使用非标准单位和非标准物体来测量物体。 
非标准单位例子： 
拃、腕尺（肘）、脚步、寻等。 
使用非标准物体测量长度的例子： 
使用橡皮、铅笔或回形针等测量书的长度。 

 
• 通过口述日常情境或故事，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物体，口述测量结果。 
例: 
长于、短于、少于、多于、多、少、最多、最少、

等于、重、轻、较轻或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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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测量与几何 

课题6.0：空间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6.1 立体图形  

 

6.1.1 说出长方体、正方体、圆锥体、

正方棱锥体、圆柱体和球体的名

称。  

 

6.1.2 说出立体图形的面、边和顶点的

数量。 

 

6.1.3 根据规律排列物体。 

 

6.1.4  综合各种立体制作新模型。  

 
 

• 将立体图形与日常生活中物体的形状联系起来。 

例: 

纸巾盒是长方体。 

 

• 使用立体实物展示展示面、边 和顶点的数量。 

 

• 使用实物和图片根据规律排列立体图形。 
 

• 使用立体实物制作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新模型。 

例: 

机器人、屋子等等。 

6.2 平面图形  

 

6.2.1 说出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和圆

的名称。  

 

 

6.2.2 说出平面图形的直线、边、

角和曲线。  

 

6.2.3 根据规律排列平面图形。  

 

6.2.4 以平面图形创作图案。 

• 将平面图形与日常生活中的形状联系起来。 

例: 

门、课本等等是长方形。 

 

• 使用平面实物展示展示直线、边、角度和曲线的数

量。 

 

• 使用实物和图片根据规律排列平面图形。 

 

• 排列、粘贴和组合多个平面图形创作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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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统计与概率 

课题 7.0：数据处理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7.1 收集、分类和整理数据  

 

7.1.1 根据日常生活的情境收集数据。 • 使用日常情境找出资料。 

例: 
喜欢的颜色、喜欢的食物、宠物等等。 

 

7.2 象形统计图  

 

7.2.1 解读和获取象形统计图中的资料。 

 

• 解读和说出象形统计图中有关日常情境的资料。 

• 提示只涉及一个图代表一个值。 

• 强调通过所提供的提示，读取象形统计图中的资

料。 



 

 

 

数学 
2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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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数与运算 

课题 1.0：1000以内的整数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1.1 数值  1.1.1  说出 1 000 以内的数目 :  

(i) 一百一百地数至 1 000 并

以数字和文字写出数目。 

 

 

 

 
 
 

(ii) 一个一个和十个十个地数至  

1 000 并以数字和文字写出数

目。 

• 使用实物或图片进行数数： 

 
例 1: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 000 
一百、 两百、 三百、四百、五百、 六百、 七百、  
八百、 九百、 一千 
 
例 2: 
10 个百是一千。 
一千的数字写法：1 000 
 

• 使用图片或表征进行数数： 

 
例 1: 
一个一个，五个五个至十个十个地数。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410, 415, 420, 425, 430, 435 
300, 310, 320, 330, 340, 350 
 
例 2: 
使用图卡进行数数。 
100, 200, 300, 400, 410, 420, 430, 431, 432 
 
例 3: 
以数字和文字写出数目。 
数字：430 
文字：四百三十 
 
例 4： 
配对数目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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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1.1.2  比较两个数目的值。 

 
 
 
 
 
 
 
 
 
 
 
 
 
 
 
 
 
 

1.1.3 以顺序和逆序完成数列。 

 

• 使用表征比较两个数目的值。 

 
例 1: 

比较 294 和 315 的百位数。 

300 比 200大。 

315 比 294大。 
 
例 2: 

比较 154 和 187 的十位数。 

150 比 180 小。 

154 比 187 小。 
 
例 3: 

比较 472 和 477的个位数。 

477 比 472 大。 

472 比 477 小。 

 

例 1: 

144, 154, ....., 174, 184, ..... 
例 2: 
412, 512, 612, ....., ......,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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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1.2 数位  1.2.1  说出任何数目的数位和数值。 • 使用实物或表征展示数位与数值。 

例 1: 
写出 136 的数位与数值。 
 1 3 6 

数位 百位 十位 个位 

数值 100 30 6 

 
例 2: 

以数位和数值分析数目。 

数位分析式: 1 个百 + 3 个十 + 6 个一 

数值分析式： 100 + 30 + 6 

• 可用其他适合学生程度的词汇代替“分析”。 

例: 
分类、分开、分解和归类。 

1.3 数列的规律 

 

1.3.1 说出任何一个一个至十个十个

和一百个一百个地数的数列。 

 

1.3.2 完成各种简易有规律的数列。  

 

• 以顺序和逆序说出一个一个、两个两个、五个五个和十

个十个地数的数列。 

 

• 只须完成一个一个、两个两个、五个五个和十个十个地

数的有规律数列，不必说出该数列的规律。 

1.4 估算  

 

1.4.1 合理地估算物体的数量。 

 

• 使用参照物进行估算并用“少于”或“多于”来讲

述数量。 

• 使用实物和图片作为参照物进行估算。 

例: 
 A 容器里的糖果数量是 100。 
估算容器 B 里的糖果数量。 
学生的估算：B 容器里的糖果数量多于1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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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1.5 近似值  

 

1.5.1  找出整数的十位和百位近似

值。  

• 使用数轴或模拟法介绍近似值的概念。 

• 在进行模拟法或使用数轴介绍近似值时，用 

“较近”或“较远”介绍近似值的概念。 

• 模拟法的例子： 

同学们站成一排。 

莉莉最靠近帝安纳。 

小红离沙尼最远。 

沙尼比较靠近大卫。 

• 可以用数轴找出近似值。 

数轴例子： 

找出 23 的十位近似值。 

23 在 20 和 30 之间。 

23 比较靠近 20。 

20 是最接近 23 的十位数。 

23 的十位近似值是 20。  

 

 

 

十 

 
十 

 比较近 比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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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数与运算 

课题 2.0：基本运算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2.1 1 000 以内的加法 

 

2.1.1 进行和在 1 000 以内的三个

数目的连加法。  

 

• 根据学生的能力使用迪尼斯方块进行加法。 

例 1: 

（使用数目的组合介绍加法。） 

120 和 40 是 160。 

120 + 40 = 160 

例 2: 

115 + 4 = 119 
115 + 2 + 1 = 118 
115 + 20 + 30 = 165 
115 + 100 + 500 = 715 
 

• 使用竖式进行加法。 

 

• 利用日常情境解答涉及加法的算式。 

例:  

甲商店卖了 70 双袜子，135 件裤子和 200 件衣服。 

计算卖出的衣物的总数。 

70 + 135 + 200 = 405 
7 0 2 0 5 

+ 1 3 5 +  2 0 0  
 2 0 5              4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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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 使用与学生有关的日常生活情境和经验有关的实物

或图片口述句子。  

有关日常生活情境的例子： 

艾达有 285 个橙。爸爸给她 80 个。 

橙的总数是 36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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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2.2 1 000 以内的减法  

 

2.2.1  进行 1 000 以内三个数目

的连减法。  

 

• 根据学生的能力使用迪尼斯方块进行减法。 
 
例: 
387 − 2 = 385 
387 − 1 − 4 = 382 
387 − 40 = 347 
387 − 20 − 40 = 327 
387 − 200 = 187 
387 − 100 − 100 = 187 
 

• 使用竖式进行减法。 
 

• 利用日常情境解答涉及减法的算式。 

例: 

一所学校有 850 名学生。 

在 2024 年终时，有167名六年级的学生升上中学。 

该校还剩下多少名学生？ 

850 − 167 = 683 
8 5 0 

 − 1 6 7  
 6 8 3  
 

• 使用与学生有关的日常生活情境和经验有关的实物

或图片口述句子。  

例: 

有 480 个榴莲。 

卖了 190 个榴莲。 

未卖出的榴莲有 29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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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2.3  1 000 以内的乘法  
 

2.3.1 进行基本乘法。  

 
 
 
 
 
 
 
 
 
 
 
 
 
 
 
 
 
 
 
 
 
 

2.3.2 进行一位数与 10 的乘

法。  

 

• 使用同数连加法介绍基本乘法。 

例: 

2 + 2 + 2 = 6 
3 × 2 = 6 

• 基本乘法涉及一位数乘以一位数。 

例:  

3 × 2 = 6 

• 展示乘法交换律：a × b = b × a 

例: 

3 × 2 = 6 
2 × 3 = 6 

所以，3 × 2 = 2 × 3 

• 提供日常的情境，情境图或模拟情境以解答乘法算

式。 

例： 

一辆汽车可以载 5 人。 

3 辆汽车可以载多少人？ 

5 × 3 = 15 
 

例:  

3 × 10 = 30 
8 × 10 = ….. 
….. × 10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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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2.4  1 000 以内的除法  
 

2.4.1 进行基本除法。  

 
 
 
 
 
 
 
 
 
 
 
 
 
 
 
 
 
 

2.4.2 进行任何二位数与 10 的除法。  

 

• 除法是平均分配法，等量分组法，同数连减法和乘法

的逆运算。 

• 基本除法涉及没有余数和有余数。 

例 1: 

12 个气球平分给3人。 

12 ÷ 3 = 4 

例 2: 

17 ÷ 5 = 3 余 2 

（用竖式进行运算，建议直接展示竖式） 

• 提供日常的情境，情境图或模拟情境以解答除法算

式。 

例： 

24支铅笔平均放入 2 个不同的盒子。  

一个盒子里有多少支铅笔 ? 

24 ÷ 2 = 12 

 

例 1: 

30 ÷ 10 = 3 

60 ÷ ….. = 6 
….. ÷ 10 = 9 

例 2: 

50 本书平分给 10 人。 

每人可得多少本书？ 

50 ÷ 1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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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数与运算 

课题 3.0：分数与小数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3.1 二等份和四等份的真

分数概念 

 

3.1.1 确认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四

分之二和四分之三的真分数概

念。  

 

• 强调以整体和部分的概念来介绍分数的概念。 

• 鼓励以折纸和涂色活动，介绍二分之一、四分之

一、四分之二和四分之三。 

• 介绍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二和四分之三为
1

2
、

1

4
、

2

4
 和 

3

4
。 

3.2 真分数  

 

3.2.1 确认、写出和说出分子是 1 至 

9 和分母是 1 至 10 的真分数。  

 

3.2.2  比较两个真分数的值。  

 

• 使用实物、图片和折纸活动说明真分数的概念。 

• 使用图表表示所提供的分数。 

 

• 使用折纸、分数图和图片比较两个分数的值。 

3.3 小数  

 

3.3.1 将分母是 10 的真分数化为小

数。  

 

3.3.2 以图表表示所提供的小数。 

 

 

3.3.3 比较两个小数的值。  

 

• 使用图表和数轴讲解小数的概念。 

 

 

• 根据图表上涂黑的部分和数轴，说出和写出零

点零一至零点零九的小数。 

 

• 使用折纸、数轴和图表比较两个小数的值。 

• 使用图表和数轴比较分数和小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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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数与运算 

课题 4.0：钱币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4.1 纸币和硬币  

 

4.1.1 确认 RM100 以内的马币。  

 

4.1.2 确定 RM100 以内的币值。  

 

• 使用实物和图片介绍纸币RM1，RM5，RM10，RM20, 

RM50 和 RM100，再介绍硬币 10 仙，20 仙和 50仙。 

• 使用实物和图片确定币值。 

例:  
RM20 等值于 2 张 RM10或 4 张RM5 或 20 张RM1。 

4.2 钱币的加法  

 

4.2.1 进行和在 RM100 以内涉及三个

币值的连加法。  

 

• 先进行涉及两个币值的加法，再进行涉及三个币值的
连加法。 

• 通过口述日常情境和应用题，介绍钱币的加法。 

例 1: 
在一月份，阿美存了 RM29。 
在二月份，她存了 RM13。 
阿美共储蓄了多少钱？ 
RM29 + RM13 = RM42 

例 2: 
妈妈买了一个价格 RM22 的书橱，RM32 的椅子和
RM24 的桌子。 
妈妈需付多少钱？ 

RM22 + RM32 + RM24 = 

RM22 RM54 
+ RM32 + RM24 

 RM54   RM78  

RM22 + RM32 + RM24 = RM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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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4.3 钱币的减法  

 

  4.3.1 进行 RM100 以内涉及三个币
值的连减法。 
 

• 先进行涉及两个币值的减法，再进行涉及三个币值的
连减法。 

• 利用日常情境介绍钱币的减法。 

例 1: 
大卫有 RM54。 
他买了 RM23 的书。 
大卫还剩下多少钱？ 
RM54 − RM23 = RM31 

例 2: 

莎拉有 RM85。 

她买了 RM15 的衣服和 RM27 的裤子。 

莎拉还剩下多少钱？ 

RM85 − RM15 − RM27 = 

RM85 RM70 
− RM15 − RM27 

 RM70   RM43  
 

RM85 – RM15 – RM27 = RM43 

 

4.4 钱币的乘法  

 

4.4.1 进行积在 RM100 以内的乘

法。  

 

• 使用算式进行钱币的乘法。 

• 利用日常情境介绍钱币的乘法。 

例 1: 
拉朱每天收到 RM5 的零用钱。 
他在 5 天里共收到多少钱？ 
RM5 × 5 = R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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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4.5 钱币的除法  

 

4.5.1 进行 RM100 以内的除法。  

 

• 在解答钱币除法的算式时，可以使用模拟钱币。 

• 利用日常情境写出算式。 

例 1: 

小李在 10 个星期里共储蓄了 RM80。 

小李平均一个星期储蓄多少钱？ 

RM80 ÷ 10 = RM8 
例 2: 

6 公斤榴莲的售价是 RM48。 

1 公斤榴莲的价格是多少？ 

RM48 ÷ 6 = RM8 



小学标准课程（2017年修订版）第一学段调适版第三版 （2年级） 
 

 
 

32 
 

 

 
 

学习领域： 测量与几何 

课题 5.0：时间与时刻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5.1 时刻  

 

5.1.1 以时和分读出和写出时刻。 

 
 
 
 
 
 
 
 

 

5.1.2 以时和分记录时刻。  

 

• 使用时钟和图片来读取钟面上的分钟刻度。 

• 使用时钟上的分针和时针介绍一刻、半小时和    

1 小时。 

• 利用日常情境图来读出和写出以小时和分钟为单

位的时刻。 
例： 

七时十分 

7:10 

• 以时和分为单位记录学生的日常活动。 

例: 
上午7时去学校。 

休息节是在上午 10时30 分。 

中午 1 时放学。 

下午 6 时是游戏时间。 

晚上 10 时睡觉。 
 

5.2  时间单位之间的关系  

 

5.2.1 讲述天与小时和小时与分钟之间的

关系。  

 

• 使用时钟或图片来指出 1 小时等于  60 分钟，1 天等于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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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测量与几何 

课题 6.0：度量衡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6.1 长度  

 

6.1.1 认识长度单位。  

 

• 介绍长度的概念。长度是两点之间的距离。 

• 使用适当的测量工具介绍厘米 (cm) 和米 (m)。 

例: 

尺和量尺 

6.1.2 测量长度。  

 

• 使用实物测量物体的长度并读取其长度。 

例: 
课本、桌子、橡皮、铅笔等等。 
 
 

6.1.3 估算长度。  

 

• 使用实物和图片作为参照物进行估算。 

例: 
书本  A 的长度是 20 cm。 

估算书本 B 的长度。 

学生的估算：少于 20 cm 或多于 20 cm。 

 

6.2 质量  

 

6.2.1 认识质量单位。  

 
 

 

6.2.2 称物体。  

 

• 使用适当的测量工具介绍公斤 (kg) 和克 (g)。 

例:  
称 
 

• 利用实物测量物体并读取物体的质量。 

例: 
课本、书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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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6.2.3 估算质量。  

 

• 使用实物和图片作为参照物进行估算。 

例: 

1 个西瓜的质量是 800 g。 

估算 3 个西瓜的质量。 

学生的估算：多于800 g。 

6.3 液体的体积  

 

6.3.1 认识液体的体积单位。  

 
 
 
 
 

 

6.3.2 测量液体的体积。  

 
 

 

6.3.3 估算液体的体积。  

 

• 使用适当的测量工具介绍升 (𝑙) 和毫升 (𝑚𝑙)。 

例： 

量杯、量筒、水瓶。 

• 用正确的单位写出液体的体积。 

 

 

• 使用实物测量与读取液体的体积。 

• 以 𝑚𝑙 和 𝑙 为单位，测量、标记和记录所指定的液体

体积。 

 

• 使用实物和图片作为参照物进行估算。 

例: 

容器 A 里液体的体积是 3 𝑙。 

估算容器 B 里液体的体积。 

学生的估算： 

少于 3 𝑙。 

多于 3 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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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测量与几何 

课题 7.0：空间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7.1 立体图形  

 

7.1.1 根据所描述的特征，确认立体图

形。  

 

7.1.2 确认立体图形的基本图形。  

 

7.1.3 确认各种立体图形的展开图。  

 

• 立体图形包括立方体、长方体、角锥体、圆柱体和

圆锥体。 

• 说明面、边和顶点的特征。 

• 先使用实物，接着使用图片介绍立体图形的展开图。 

 

• 以动手实作活动展示各种立体图形的展开图。 

• 根据所给予的展开图说出正确的立体图形的名称。 

7.2 平面图形  

 

7.2.1 根据所描述的特征，确认平面图

形。  

 
 
 
 

7.2.2 画出平面图形。  

 

• 平面图形包括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和圆。 

• 从图片中确认平面图形。 

• 说出直边、曲边和顶点的特征。 
 

• 使用立体图形的形状，画出相关的平面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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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统计与概率 

课题 8.0：数据处理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8.1 收集、分类和整理数据  

 

8.1.1  根据日常生活的情境收集数据。  

 

• 使用日常生活的情境收集、分类和整理数据。  

• 例: 

喜欢的颜色、喜欢的食物、宠物等等。 

8.2 条形统计图  

 

8.2.1 解读和获取条形统计图中的

资料。  

 

• 介绍纵轴和横轴。 

• 说明纵轴和横轴所表示的资料。 

• 解答涉及日常生活与条形统计图有关的习题。  
 

 
 



 

 

 
 
 
 
 

 
 

数学
3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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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数与运算 

课题 1.0：10 000以内的整数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1.1 数值  

 

1.1.1 说出 10 000 以内的数目:  

 
 

 

(i) 以千个千个地数至 10 000 并

写出数字和文字。  

 

• 使用实物和图片进行一个一个至十个十个、百个百

个和千个千个地数。 

例：迪尼斯方块等等。 
 

• 千个千个顺序地数至 10 000。 

例 1: 

 
 
 
 
 
 
 
 

 

例 2: 

10 个 1 000 颗的迪尼斯方块是 10 000。 

例 3: 

数数并以数字和文字写出该数目。 

 

 
数字：3 527 
文字：三千五百二十七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一千 二千 三千 四千 五千 

 
6000 7000 8000 9000 10 000 

六千 七千 八千 九千 一万 

 

1000 1000 1000 500 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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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ii) 讲述任何数目的数位和数值。  

 
 
 
 
 
 
 
 
 
 
 
 
 
 
 
 
 

 

 

1.1.2 比较至三个数目的值。  

 

例 1: 

写出3 527中每个数字的数位和数值。 

 
 
 
 
 

例 2: 
以数位和数值分析数目。 
写出 3 527 的数位和数值分析式。 

数位分析式： 

3个千 + 5个百 + 2个十 + 7个一 

数值分析式： 

3000 + 500 + 20 + 7 

 

• 可以用适合学生程度的词汇代替“分析”。 

例: 
分类、分开、分解和归类。 

 

• 使用实物和图片并应用“多于”、“少于”、“最

大”和“最小”进行至三个数目的比较。 

例 1: 

比较 5 300 和 7 500的千位数。 

7 000 多于 5 000。 

5 300 少于 7 500。 
7 500 多于 5 300。 

 3 5 2 7 

数位 千位 百位 十位 个位 

数值 3000 500 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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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例 2: 

依据数位，比较 2 971, 2 716 和  6 771。 

 
 
 
 

 
6 771 多于 2 716 和 2 971。 
6 771 最大。 
2 716 最小。 
2 971 多于 2 716。 

例 3: 

使用数轴比较 1 720,  2 720 和 3 720的值。  

 
 

1 720 2 720 3 720 

1 720 最小。 

3 720 最大。 

• 以顺序和逆序完成任何数列。 

例 1: 

以顺序和逆序排列 2 971, 2 716 和 6 771 。 

顺序排列：2 716, 2 971, 6 771 

逆序排列：6 771, 2 971, 2 716 
例 2: 
完成以下数列。 
4 235, 4 240, ......, ......, 4 255 

千位 百位 十位 个位 
2 9 7 1 

2 7 1 6 

6 7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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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1.2 估算  

 

1.2.1 合理地估算物体的数量。  

 

• 使用参照物进行估算，并用“少于”或“多于”一

词来讲述数量。 

例: 
容器 A 的质量是 2 500 g。 

估算容器 B 和容器 C 的质量。 

学生的估算： 

容器 C 的质量多于 2 500 g。 

容器 B 的质量少于 2 500 g。 

1.3 近似值  

 

1.3.1 找出整数至千位的近似值。  

 

• 可用数轴找出近似值。 

例 1: 

写出 6 400 的千位近似值。 

6 400 在 6 000 与 7 000之间。 

6 400 比较接近 6 000。 

6 400 的千位近似值是 6 000。 

例 2: 

写出 2 637 的千位近似值。 

2 637 在 2 000 和 3 000之间。 

2 637 比较接近3 000。 

2 637 的千位近似值是 3 000。 

1.4 数列的规律  

 

1.4.1 以顺序和逆序说出和写出一个

一个至十个十个、百个百个和

千个千个排列的数列规律。 

 

1.4.2 完成各种简易有规律的数列。 

 

• 数列可以涉及至六个数目。 

例: 
顺序：4 000, 5 000, 6 000, 7 000, 8 000 
逆序：8 700, 8 600, 8 500, 8 400, 8 300 
 

例: 

6 580, ……, 6 560, 6 550, ……, …… 
9 100, 9 200, ……, ……, 9 500, 9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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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数与运算 

课题 2.0：基本运算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2.1 10 000 以内的加法和

减法  

 

2.1.1 解答涉及日常生活和在10 000以

内三个数目的连加法和连减法算

式。  

 

• 利用日常情境，根据学生能力循序渐进地进行

加法和减法。 

例 1: 

商店 A 有 2 347 罐牛奶。 

商店 B 有 653 罐牛奶。 

总共有多少罐牛奶？ 

 

 
+ 

 

例 2: 

琳达有 5 064 个苹果。 
玛丽比琳达多 28 个苹果。 

玛丽有多少个苹果？ 

5 064 + 28 = …… 
5 0 6 4 

 + 2 8 
 5 0 9 2 

例 3: 

商店 A 有 3 426 个面罩。 
其中 392 个面罩已卖掉。 
还剩下多少个面罩？ 

3 426 − 392 = ...... 
 

千 百 十 个 
2 3 

6 
4 
5 

7 
3 

3 0 0 0 

 

3 426   
−   392  
   3 034 



小学标准课程（2017年修订版）第一学段调适版第三版 （3年级） 
 
 

44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2.1.2 解答涉及日常生活在10 000以内 

加减混合运算的算式。  

 

• 利用日常情境解答加减混合运算的算式。  

例 : 
公司 A 准备了 2 060 份礼物。 
由于反应热烈，礼物的数量再增加 580 份。 

1 550 份礼物已经送出给幸运的参观者。 

还未送出的礼物剩下多少份？ 
 

2 060 + 580 − 1 550 =  

2 0 6 0 2 6 4 0 

  + 5 8 0     − 1  5 5 0      

       2 6 4 0        1 0 9 0     

 
2 060 + 580 − 1 550 =        1 090 

2.2 10 000 以内的乘法和

除法  

 

2.2.1  解答涉及日常生活进行四位数与

一位数、10、100、1 000 和       

10 000 的乘法和除法的算式。 

 

• 根据学生的能力，利用情境图和故事循序渐进地

进行乘法和除法的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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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数与运算 

课题 3.0：分数、小数与百分比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3.1 分数  

 

3.1.1 说出分母至10的真分数的等值

分数。  

 

 

• 利用日常情境和图表介绍等值分数。 

例 : 
拉朱有 1 个比萨。 
他把比萨切成 2 个大小相同的部分。 
过后，他再把比萨切成 4 个大小相等的部分。 
 

   1 → 
2

2
 →

4

4
 

1

2
 与两个 

1

4
  相等。 

 
1

2
 =  

2

4
 

同样的比萨再切成八个大小相等的部分。 

 
1

2
 与四个 

1

8
 相等。 

 

1

2
 =  

4

8
 

 

所以，
1

2
 与 

2

4
 和 

4

8
  相等。 

 

• 使用分数版巩固学生对等值分数的概念。 

• 介绍真分数。 

例 : 
1

2
 ，

2

4
 和 

4

8
 是真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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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3.1.2 把分母至 10 的真分数写成最

简分数。  

 

 

 

 

 

 

3.1.3 真分数的加法和减法。 

• 使用等值分数介绍最简分数。 

• 使用分数图表与除法把真分数写成最简分数。  

例 : 
6

10
  的最简分数是 _____。 

6 ÷ 2          3 
=  

10 ÷ 2 5 

 

• 根据学生的能力，使用分数条和数轴循序渐进地

进行两个真分数的加法和减法。 

• 根据学生的能力，循序渐进地先进行同分母的加法和

减法，再进行不同分母的加法和减法。 

• 例 1: 
2

5
 加 

1

5
 

 

2

5
  +  

1

5
  =  

3

5
 

 

例 2: 

计算  
5

6
  和  

1

3
 的差。 

  
5 

− 
1 

= 
5 

− 
1 × 2 

6 3 6 3 × 2 

= 
5 

− 
2 

6 6 

= 
3 ÷3 

= 
1 

6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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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3.1.4 确认涉及分母至10的假分数和带

分数。  

 
 
 
 
 
 
 
 
 
 
 
 
 
 
 

3.1.5 说出百分数和小数之间的关系。 

 

• 使用实物和图片展示日常生活中的假分数与带分数的

关系。 

例: 

有两个比萨。 

一个完整的比萨。 

四分之一的比萨。 

1 是整数。 

     四分之一 = 
1

4
 = 真分数。 

     1
1

4
  = 一又四分之一 = 带分数。 

       
5

4
 = 假分数 

• 利用日常生活情境介绍百分数和小数之间的关

系。 

例 1: 
有 100 名三年级学生。 

其中 16 人戴眼镜。  

100 中的 16 = 16%（百分之十六） 

= 
16

100
 = 0.16 

= 零点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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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3.2 小数  

 

3.2.1 比较两个至二位小数的小数。  

3.2.2 进行两个和在0.99之内至二位小

数的加法和减法。 

 

• 使用图表和数轴展示小数的数值。 
 

• 根据学生的能力，使用图表和数轴循序渐进地进行

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 利用日常情境进行两个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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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3.3 百分比  

 

3.3.1 以百格图表示百分比或反之。  

 
 

 

3.3.2 说出和写出 1%（百分之一）至

100%（百分之一百）。  

 

• 根据日常情境介绍百分比与其符号。 

• 使用百格图表示小数或反之。 

 

3.4 分数、小数和百分比

之间的关系  

 

3.4.1 找出分数、小数和百分比之间

的关系。 

• 用小数、百分比表示百分数或反之。 

例 : 

28 
= 0.28 

100 

28 
= 28% 

100 

28 
28% = = 0.2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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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数与运算 

课题 4.0：钱币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4.1 钱币的加法和减法  

 

 

4.1.1  进行和在RM10 000以内至三个

币值的连加法和连减法的算式。  

 

 

4.1.2  解答涉及日常生活有关RM10 000

以内的加减混合运算的算式。  

 

例 1: 

RM215 + RM94 = RM309 

例 2: 

爸爸买了一辆价格 RM560 的脚踏车和一顶价格 RM76

的头盔。爸爸共付了多少钱？ 

 RM560 + RM78 = RM638 

4.2  钱币的乘法和除法 4.2.1 进行积在RM10 000以内涉及币值

与一位数、10、100 和 1 000的

乘法和除法的算式。 

• 依据学生的能力利用日常情境完成钱币乘法和除

法的算式。 

例 1: RM240 × 5 = RM ......  

例 2: RM24.20 × 7= RM ......      

例 3: RM13.70 × 100 = RM ......  

例 4: RM36.80 × 1000 = RM ......  

例 5: RM180 ÷ 6 = RM ...... 

例 6: RM29.40 ÷ 10 = 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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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4.3  认识外币  

 

4.3.1 认识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的

货币。  

 

• 使用真实货币或图片介绍东盟国家的货币（可以进行

制作集锦簿和小项目）。 

• 说出各国的币值是不一样的。 

 

4.4 储蓄和消费  

 

4.4.1 说明需求和要求是储蓄和消费的

基础。  

 

• 利用日常情境介绍需求和要求、储蓄和消费的含

义。 

• 在无须计算的前提下分辨需求和要求，储蓄和消

费。 

需求的例子： 

提供能量的食物、作为居住场所的房子或从一个地方

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交通工具等。 

要求的例子： 

手表、玩具、冰激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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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测量与几何 

课题 5.0：时间与时刻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5.1 时刻上的时、分和秒 

 

5.1.1 读出和记录某个活动的时刻。 

 

 

• 使用课堂时间表或日历读出某个活动的时刻。 

例 1: 
每个星期一的上午 7 时 30 分至 8 时是周会。 

例 2: 
每年的 12 月 25 日是圣诞节。 

例 3: 
2024 年的 2 月有 29 天。 

• 记录日常活动的时刻，并联系星期和天、年和月之间
的联系（小项目，例如写日记）。 
例： 
记录学生在学校假期期间所进行的活动。 

• 学校的年终假期为 5 个星期，即 1 个月 1 个星
期。 

•  1 个星期有 7 天。 
•  1 月、3 月、5 月、7 月、8 月、10 月和 12 月

有 31 天。 
•  1 天有 24 小时。 
•  1 年有 12 个月。 

 
• 使用时钟指出小时和分钟、分钟和秒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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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5.1.2 涉及小时和分钟与分钟和秒的换

算。  

 

• 利用日常情境说明涉及小时和分钟，分钟和秒的换

算或反之。 

• 使用时钟介绍时针、分针和秒针，并指出小时和分

钟、分钟和秒之间的关系。 

例 1: 1 小时 = 60分钟 

例 2: 3 小时 = 3 x 60 分钟 = 180 分钟 

例 3: 1 分钟 = 60 秒 

例 4: 1 小时 20 分钟 = ..........分钟 

5.2 时间的加法和减法 

 

5.2.1 进行涉及小时、分钟和秒至三个

时间单位的加法和减法。 

• 利用日常情境引导学生写出时间的加法和减法算式。 

• 完成时间的加法和减法算式。 

例 1: 

5 小时 + 1 小时 + 2 小时 = ........ 小时 
例 2: 
30 分钟 + 40 分钟 + 5 分钟 =  ...... 分钟 
例 3: 
15 秒 + 23 秒 + 10 秒 = ........ 秒 
例 4: 
9 小时 15分钟 + 3 小时 26 分钟 = ........ 小时 ..... 分钟 
例 5: 
23分钟 14 秒 + 18 分钟 43 秒 = ..... 分钟 ........ 秒 

 

5.2.2 进行涉及小时、分钟和秒至三个

时间单位的加减混合运算。 

• 解决涉及日常生活有关时间的加减混合运算的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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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5.3 时间的乘法和除法 5.3.1   进行涉及小时、分钟和秒时间单

位与一位数的乘法和除法。 

 

• 利用日常情境引导学生写出时间的乘法和除法算

式。 

• 完成时间的乘法和除法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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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测量与几何 

课题 6.0：度量衡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6.1  长度  

 

6.1.1 进行涉及米和厘米的长度单位换

算。  

 

 

• 使用米尺展示 1 米等于 100 厘米的关系。然后，以循序

渐进的方式对米和厘米的单位换算或反之进行口头回

答。 

  例 1: 
2 m = 200 cm 

400 cm = 4 m 
例 2: 

把 cm 换算成 m 与 cm。 

128 cm = 100 cm + 28 cm 
= 1 m + 28 cm 
= 1 m 28 cm 

例 3: 

把 9 m 20 cm 换算成  cm。  

9 m 20 cm = 900 cm + 20 cm 

= 920 cm 
 6.1.2 进行涉及米和厘米至三个长

度单位的加法和减法。  

 

• 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完成有关日常生活至三个长度单

位的加法和减法。 

例 1: 
453 m + 360 m = ...... 

  
4 5 3 m 

+ 3 6 0 m 
  8 1 3 m 

 
例 2: 

59 m + 78 m + 143 m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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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6.1.3 进行涉及米和厘米长度单位与

一位数的乘法和除法。  

 

5 9 m 1 3 7 m 
                    +     7 8 m           +  1 4 3 m    

       13 7 m                 2 8 0 m  

 
例 3: 
453 m − 360 m = ...... m 

4 5 3 m 
− 3 6 0 m 

                     9 3 m 

例 4: 

643 m − 59 m − 78 m = ....... m 
6 4 3 m 5 8 4 m 

− 5 9 m − 7 8 m 
  5 8 4 m   5 0 6 m 

例 5: 

482 cm −1 m 33 cm − 1 m 40 cm = ...... m ......... cm 

4 m 8 2 cm 
− 1 m 3 3 cm 

3 m 4 9 cm 
− 1 m 4 0 cm 

 2 m 9 cm 

 

• 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完成至三个长度单位的乘法和除

法。 

例 1: 
4 × 95 cm = ....... cm 
例 2: 
8 × 3 m 20 cm = ..... m .......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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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例 3: 
60 m 70 cm = ....... cm 
例 4: 

360 cm ÷ 4 = ....... cm 
例 5: 
2 080 cm 除于 5。 
2 080 cm ÷ 5 = ....... cm 
例 6: 
13 m 50 cm ÷ 3 = ....... cm 

6.2 质量  

 

6.2.1 进行涉及公斤和克的质量单

位换算。  

 

• 使用实物和图片展示 1 公斤等于 1 000克。然后，以循

序渐进的方式对公斤和克的单位换算或反之进行口头回

答。 

 
  例 1: 

3 kg = 3000 g 
5000 g = 5 kg 
 
例 2: 

把 g 换算成 kg 与 g。 

 1347 g = 1000 g + 347 g 
= 1 kg + 347 g 
= 1 kg 347 g 

 
例 3: 

把 3 kg 700 g 换算成 g。  

3 kg 700 g = 3000 g + 700 g 
= 370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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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6.2.2 进行至三个涉及公斤和克的质

量加法和减法。  

 
 

6.2.3 进行涉及公斤和克与一位数

的质量乘法和除法。  

 
 

• 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解答至三个涉及公斤和克的质量

加法和减法。 
• 解答涉及日常生活与质量加法和减法的算式。 

 
 

• 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完成至三个涉及公斤和克质量单

位的乘法和除法。 

• 解答涉及日常生活中有关质量单位乘法和除法的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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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6.3  液体的体积  

 

6.3.1 进行涉及升和毫升的液体

体积单位换算。  

 
 
 
 
 

 

6.3.2 进行涉及升和毫升至三个的液

体体积单位的加法和减法。 

 

 

 

 

6.3.3 进行涉及升和毫升液体体积单

位与一位数的乘法和除法。 

 

 

• 使用实物和图片展示 1 升等于1 000毫升。然后，以循

序渐进的方式对升和毫升的单位换算或反之进行口头

回答。 

• 使用烧杯、量筒、量杯或水瓶来展示正确的液体体积。 

• 使用模拟法或动手实作活动来演示单位换算或基本

运算。 

 
 

• 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解答至三个涉及升和毫升的液体

体积单位的加法和减法。 

• 解答涉及日常生活与液体体积单位的加法和减法有

关的算式。 

 

 

 

• 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解答涉及升和毫升的液体体积单

位的乘法和除法。 

• 解答涉及日常生活与液体体积单位的乘法和除法有

关的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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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测量与几何 

课题 7.0：空间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7.1 棱柱体和非棱柱体  

 

7.1.1 认识正方棱柱体、长方棱柱

体和三角棱柱体。  

 
 
 
 

 

7.1.2 根据棱柱体的表面、底面、顶

点和边，标示和说出正方棱柱

体、长方棱柱体和三角棱柱体

的特征。  

 
 
 

 

 

7.1.3 根据平面、底面、顶点和边比

较棱柱体和非棱柱体。  

 

• 使用实物介绍正方棱柱体、长方棱柱体和三角棱柱体。

然后，指出正方体和长方体与棱柱体的关系。 

   例： 

   正方体就是正方棱柱体。  

  长方体就是长方棱柱体。  

 

• 使用实物和图片，说出或写出表面、顶点和边的数

量。 

例： 

长方棱柱体有 6 个平面、8 个顶点、12 条边和 2 个底

面。 

• 说明棱柱体的特征，即有五个或五个以上的平面，两

个相对相同形状的面称为底，没有曲面。当棱柱体被

切割时，其形状保持不变。 

 

• 使用实物和图片，进行棱柱体和非棱柱体如球体、圆锥

体、角锥体和圆柱体的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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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7.2 正多边形  

 

7.2.1 确认正五边形、正六边形、

正七边形和正八边形。  

 

 

 

7.2.2 以正多边形设计图案。  

 

• 利用实物和图片，根据正多边形的特征来确认正多边

形的形状。 

例： 

正五边形有 5 条直边。 

 

• 以日常情境，通过动手实作活动来探索正多边形可以

构成的图案（可进行制作集锦簿和小项目）。 

例： 

游乐场上的情境，有蝴蝶、树木和太阳。 

 

7.3 对称轴  

 

7.3.1 确认和画出对称轴。  

 

• 通过动手实作活动介绍对称轴。 

• 使用正多边形导入对称轴。 

• 画出并说出对称轴的数量。 

• 把正多边形的对称轴数量和直边数量进行联系。 

例： 

正五边形有 5 个对称轴，因为它有 5 条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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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统计与概率 

课题 8.0：坐标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8.1 第一象限的坐标  

 

8.1.1 根据参考点，以适当的词汇

确认物体的位置。  

 

 

8.1.2 根据横轴和纵轴上的位置，

说出物体的名称。  

 
 
 
 
 
 
 
8.1.3 确定物体在横轴和纵轴上的

位置。  
 

• 使用课堂情境和指南针根据参考点确认物体的位置。 

例： 

向右、向上、向东和向北。 

 

• 先介绍横轴和纵轴，然后模拟日常生活中的情境来确

认物体的位置。 

例： 

向右移 3 步。 

再向北移 5 步。 

最后，说出该物体的位置。 

 

• 使用图片或模拟情境找出物体在横轴和纵轴上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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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统计与概率 

课题 9.0：数据处理 

内容标准 学习标准 备注 

9.1 收集、分类和整理数据  

 

9.1.1 根据日常情境收集、分类和整

理数据。  

 

• 使用日常情境收集、分类和整理数据。  

例： 

喜欢的颜色、喜欢的食物、宠物等等。 

9.2 饼分图  

 

9.2.1 解读和获取饼分图中的资

料。  

 

9.2.2 在象形统计图、条形统计图和

饼分图所表示的资料之间进行

联系。  

 

• 解读与日常情景有关的饼分图，获取相关资料。  

 

 

• 使用相同情境的例子，用象形统计图、条形统计图和

饼分图来表示资料并进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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