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小学二年级数学上册知识点归纳

一、100以内的笔算加法和减法

重点难点：

1、不进位加法

（1）在具体情境中，进一步体会加法的意义。

（2）探索并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不进位）的计算方法。

（3）让学生感受加法计算和日常生活的联系，进一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2、进位加法

（1）在具体情境中，进一步体会加法的意义。

（2）探索并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加的计算方法，能正确进行计算。

（3）能用两位数的加法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进一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3、不退位减法

（1）在具体情境中，进一步体会减法的意义。

（2）探索并掌握两位数减两位数（不退位）的计算方法。

（3）进一步培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4、退位减法

（1）在具体情境中，进一步体会减法的意义。

（2）探索并掌握两位数减两位数退位减的计算方法，能正确进行计算。

（3）能用两位数的减法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进一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5、“多几”、“少几”的应用

（1）在具体情境中，理解“比某数多几或少几”的实际问题。

（2）可以利用学具的操作，让学生搞清楚是与哪个数量进行比较，然后发生了什么变

化，最后再用算式记录下来。

（3）能正确列式解决相应的实际问题。

（4）渗透统计的思想和方法。

6、连加、连减

（1）探索并掌握 100以内连加和连减的计算方法，进一步体验算法多样化。

（2）能用 100以内的连加和连减运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体验解决问题策略的

多样性。

7、加减混合

（1）探索并掌握 100以内的加减混合运算的方法，能熟练计算。

（2）提高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实践活动（一）：我长高了

（1）巩固长度单位和加减法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估计、测量、计算）

（2）让学生体会数学的趣味性和价值性，提高估测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3）渗透统计知识，感受成长的快乐。

知识点：

1、用竖式计算两位数加法时：

①相同数位对齐，加号写在高位下行之前。

②从个位加起。

③如果个位满 10，向十位进 1。
用竖式计算两位数减法时：

①相同数位对齐，减号写在高位下行之前。

需要更多电子版可加我微信好友



②从个位减起。

③如果个位不够减，从十位退 1，个位作 10再减，计算时十位要记得减去退掉的 1。
2、求“一个已知数”比“另一个已知数”多多少、少多少？用减法计算，用“比”字两边的

较大数减去较小数。

3、多几、少几已知的问题。比谁少几，就用谁减去几；未知数比谁多几，就用谁加上

几。

例题

1.口算

51-30= 60-35= 59-28= 10+13= 12+10=

42+24= 10+55= 25+66= 89+10= 66+16=

99-85 = 80-40= 65-41= 71+11= 68+26=

61-53= 53-48= 17+35= 83-40= 61-57=

74-52= 35+46= 18+12= 86-51= 22+60=

87-40= 29+43= 87-53=
2、列式计算：

(1)比 29多 17的数是多少？7的 3倍是多少？ 8个 6是多少？

(2)两步竖式计算

45＋5＋40＝ 83－50－4＝ 30－14－8＝
70－33＋7＝ 96－70＋6＝ 94－60＋4＝
7＋23－4＝ 93-49+27=
3、应用

(1)二年级一班参加课外美术小组的有 9人，参加音乐小组的人数是美术小组的 2倍，

参加音乐小组的有多少人？

(2)二年级有 8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有 6人。一共有多少人？

二、米和厘米

角和直角

重点、难点

1、（1）经历用不同工具测量同一物体长度的过程，体会统一长度单位的必要性。

（2）能用给定的“工具”进行估计和测量。

（3）认识厘米，体会厘米的实际意义。

（4）能用厘米估计较小物体的长度，会用刻度尺测量较小物体的长度。

2、（1）认识米，体会米的实际意义，能用米估计较长物体的长度。

（2）掌握米和厘米之间的关系，能恰当选择单位表示物体的长度。

（3）认识米尺，会用米尺测量物体的长度。

（4）初步认识线段，能辨别，能测量线段的长度，能画定长的线段

3、（1）结合生活情境，认识到生活中处处有角，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2）通过“找一找”、“说一说”、“折一折”、“画一画”等活动，初步认识角，并且能够

辨认。

（3）知道一个角各部分的名称，会正确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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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结合具体情境，直观认识直角，会画直角标记。

（2）能利用工具判断一个角是不是直角，会利用工具画直角。

（3）知道：一个角的大小与边的长短无关。

知识点

1、常用的长度单位：米、厘米。

2、测量较短物体通常用厘米作单位，测量较长物体通常用米作单位。

3、测量时：把尺的“0”刻度对准物体的左端，再看纸条的右端对这几，对着几就是几厘

米。

4、1米=100厘米 100厘米=1米。

5、线段的特点：①线段是直的。②线段有两个端点。③线段可以测量出长度。

6、角有一个顶点，两条边。它的两条边是射线不是线段。射线就是只有一个端点，不

能测量出长度。

7、角的画法：从一个点起，用尺子向不同的方向画两条边，就画成一个角。

用三角板可以画出直角（课本 41页图例）。

8、三角板上的 3个角中，有 1个是直角。正方形、长方形都有 4个角，都是直角。

9、要知道一个角是不是直角，可以用三角板上的直角比一比。

10、角的大小与两条边的长短无关，只和两条边张开的宽度有关。

例题

1、1米 21厘米=（ ）厘米 53厘米-18厘米=（ ）厘米

2、一条线段有（ ）个端点，是直的，可以度量。

3、一个角有（ ）个顶点和（ ）条边，边是直的，不可以度量。

4、1米的绳和 100厘米的绳比较，（ ）

①两样长②1米的绳较长③100厘米的绳较长

5、亮亮身高 85厘米，玲玲比亮亮高 10厘米，玲玲身高多少厘米？

6、一根绳子对折两次后，长 3米，这根绳子原来长多少米？

三、表内乘法

重点、难点

1、乘法的初步认识

（1）结合数一数、摆一摆的具体活动，经历相同加数连加算式的抽象过程，感受这种

运算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体会学习乘法的必要性。

（2）结合具体情境，经历把相同加数的连加算式抽象为乘法算式的过程，初步体会乘

法运算的意义，体会乘法和加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3）会把相同加数的连加算式改写为乘法算式，知道写法、读法，并能应用加法计算

简单的乘法算式的结果。

2、乘法的初步认识

（1）能根据加法算式列出乘法算式，知道乘法算式中各部分的名称及含义。

（2）知道用乘法算式表示“相同加数连加算式”比较简便，为进一步学习乘法奠定基础。

（3）能从生活情境中发现并提出可以用乘法解决的问题，初步学会解决简单的乘法问

题。

3、5的乘法口诀

（1）结合具体情境，进一步体会乘法的意义，并经历 5的乘法算式的计算过程和 5的
乘法口诀的编制过程。

（2）能用 5的乘法口诀进行乘法计算，体验运用乘法口诀的优越性。

（3）能用 5的乘法运算解决生活中简单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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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4的乘法口诀

（1）结合具体情境，经历 2、3、4的乘法口诀的编制过程，进一步体会编制乘法口诀

的方法。

（2）能够发现每一组乘法口诀的排列规律，培养有条理的思考问题的习惯，逐步的发

展数感。

（3）掌握 2、3、4的乘法口诀，会用已经学过的口诀进行乘法计算，并能解决简单的

实际问题。

5、（1）结合具体情境，掌握乘加、乘减算式的运算顺序，并能正确计算。

（2）能用含有两级运算的算式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培养应用数学的意识和能力。

（3）培养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习惯，体现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化。

（4）在做一做 2题中，应适当拓展，引导学生发现相邻两句口诀之间的关系，帮助学

生理解和记忆乘法口诀。

6、6的乘法口诀

（1）经历独立探索、编制 6的乘法口诀的过程，体验从已有的知识出发探索新知识的

思想和方法。

（2）掌握 6的乘法口诀，并能用它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7、7的乘法口诀

（1）结合具体情境，探索、编制 7的乘法口诀，学会从已有的知识出发探索新知识的

方法。

（2）掌握 7的乘法口诀，并能用它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感受数学的趣味性和价

值性。

8、“倍”的意义及应用

（1）结合具体情境体会“倍”的意义。

（2）利用操作和图示帮助学生理解两个数量之间的倍数关系，并探索“求一个数的几倍

是多少”的计算方法。

（3）能利用乘法解决“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实际问题。

（4）学会运用数学思维去观察、发现、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发展应用数学的意识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9、8的乘法口诀

（1）结合解决问题的过程，探索、编制并掌握 8的乘法口诀。

（2）会用学过的乘法口诀计算表内乘法，并能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10、9的乘法口诀

（1）结合解决问题的过程，探索、编制并掌握 9的乘法口诀。

（2）会用学过的乘法口诀计算表内乘法，并能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实践活动（二）：看一看、摆一摆

（1）利用主题图复习第 3、4、5、6单元的相关知识（观察物体、角的认识、表内乘法）。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让学生体会数学的趣味性和数学的价值性，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知识点

1、几个相同数连加除了用加法表示外，还可以用乘法表示。用乘法表示更加简捷。

2、相同加数相加写成乘法时，用相同加数×相同加数的个数或相同加数的个数×相同加

数。 如：5+5+5+5 表示：5×4或 4×5
3、加法写成乘法时，加法的和与乘法的积相同。

4、乘法算式中，两个因数交换位置，积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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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算式各部分名称及计算公式。

乘法：因数×因数=积
加法：加数+加数=和
减法：被减数—减数=差

和—加数=加数 被减数=差+减数 减数=被减数—差

6、在 9的乘法口诀里，几乘 9或 9乘几，都可看作几十减几，其中“几”是指相同的数。

如：1×9=10—1 9×5=50—5
7、

看图，写乘加、乘减算式时：

乘加：先把相同的部分用乘法表示，再加上不相同的部分。

乘减：先把每一份都算成相同的，写成乘法，然后再把多算进去的减去。

计算时，先算乘，再算加减。

如：

加法：3+3+3+3+2=14
乘加：3×4+2=14
乘减：3×5-1=14

8、“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用乘法计算，用 这个数×倍数或倍数×这个数。

9、有几个相同加数，就是这个相同加数的几倍。如：3个 5
就是 5的 3倍。

例题

1、判断，在（ ）里，对的打“√”，错的打“×”
（1）求“8比 5多多少？和求“比 8多 5的数是多少？”都用加法算（ ）

（2）求“9比 16少多少？”和求“比 16少 9的数是多少？”都用减法算（ ）

（3）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用乘法计算比较简便。（ ）

（4）5×5=25读作：两个因数都是 5，积是 25。（ ）

2、先看图，再填空

★★★

★★★

★★★

★★★

（1）求一共有多少个的加法算式是：_________;
（2）求一共有多少个的乘法算式是：___________;
（3）第一堆有 3 个，总个数是第一盘的（ ）倍，求一共有多少个的算式是：

________________。
(4)画出△来，使△的个数是○的 4倍。

○○○
(5)在 8×6=48中，8和 6都叫做（ ），48叫做（ ）

(6)先把乘法口诀填完整，再写出两个相应的乘法算式。

（1）（ ）八二十四（2）七（ ）六十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口算

7×7= 3×2=5×4= 1×3 = 4×9=2×9=

4×3= 2×3= 9×9= 2×7= 1×9=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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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8×8= 6×5= 5×7= 5×1= 2×2=

5×8 = 2×4= 5×2= 2×5= 6×2= 2×6=

3×5= 3× 1×8= 5×9= 4×7= 1×7=

3×7= 4×2= 4×8= 6×6= 7×9= 3×3=

7×8= 3×1= 1×4= 3×4= 1×5= 1×1=
4、下面不能直接改写成乘法算式的是（ ）

①7+7+7 ②3+3+4+3+3 ③8+8+8+8
四、观察物体

重点、难点

1、建立观察角度

（1）通过观察活动，体验站在不同的位置观察物体，看到的形状可能是不同的。

（2）能辨认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到的简单物体的形状，发展空间观念。

多少票？

六、数学广角

1、简单的排列和组合

（1）培养数学学习的兴趣和利用数学方法解决问题的意识。

（2）让学生经历摆学具、画图示、列图表等过程，逐步抽象

出全面的、有序的排列和组合的方法，使学生的思维逐步由具

体过渡到抽象。

（3）能找出最简单的事物的排列数和组合数，在活动中培养

合作交流的意识和有序思考问题的能力。

2、简单的推理

（1）经历对生活中的某些现象进行判断、推理的过程。

（2）能借助“做标记”、“列图表”等方式整理信息，并能

对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按一定方法进行推理。

（3）能有条理的表达自己思考的过程，与同伴进行合作与交

知识点

1、在排列和组合中，要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才不会选重或选漏。

例题

1、简单的逻辑推理

三个同学的数学成绩是 90分、96分、98分。甲说：“我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乙

说：“我比甲高。”那么，甲是（）分，乙是（）分，丙是

（ ）分。

2、填符号

在○里填上+、-、×、>、<或=
4（ ）6=24 8 （ ） 8=16 70-22（ ）8×6
7×4（ ）23 66（ ）4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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