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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 100分教室 
數學科應試試卷（新課程版） 4下 難點速解 

括號內的算式也必須 
先乘或除，後加或減。 

 

一、四則混合計算 

計算步驟 

 先處理括號內的算式。 
 先乘或除，後加或減。 

 
1. 除加或除減混合計算 
 例 1：108  +  12    3  =  108  +  4  =  112 

 

 

 

 例 2：108    (12  −  3)  =  108    9  =  12 

 

 

 

 

2. 乘除混合計算 
 例 3：108    12    3  =  9    3  =  27 

  無括號，由左至右順序計算。 

 

 例 4：108    (12    3)  =  108    36  =  3 

 
 
 
 
3. 四則混合計算 
 例 5：108    (12  +  3    5)  =  108    (12  +  15)  =  108    27  =  4 

  括號內，也要先乘或除，後加或減。 

 
  

無括號， 
先計算除法 

然後計算加法 

然後計算除法 先計算 
括號內的算式 

然後計算除法 先計算 
括號內的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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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應試試卷（新課程版） 4下 難點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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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分配性質 

例 1：  36 × 27 + 36 × 73 例 2：  (200 – 1) × 42 
 = 36 × (27 + 73) 

= 36 × 100 
= 3600 

 = 200 × 42 – 1 × 42 
= 8400 – 42 
= 8358 

 

歸一法 

 先用除法，找出每件的數值。 
 再用乘法，找出所需的數值。 
 例： 媽媽買 3瓶花生油，要付 102元。姨姨買 5瓶花生油，要付多少元？ 

  要付： 102  ÷  3  ×  5  = 170（元） 

 
 
 

二、周界 

周界的認識 

1. 沒有缺口的圖形稱為閉合圖形。 

 閉合圖形 不是閉合圖形 

例子       

 
2. 閉合圖形周圍的邊界稱為周界。非閉合圖形沒有周界。 
3. 周界的單位：毫米 (mm)，厘米 (cm)，米 (m)，公里 (km) 
留意周界的單位即是長度的單位。 

4. 量度周界的工具：繩子和直尺，軟尺，捲尺，滾輪 
  

先找出 
1瓶的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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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 100分教室 
數學科應試試卷（新課程版） 4下 難點速解 

 

正方形和長方形的周界 

1. 正方形 
 周界 = 邊長 × 4 
 邊長 = 周界 ÷ 4 
 
2. 長方形 
 周界 =（長 + 闊）× 2 
 長 = 周界 ÷ 2 – 闊 
 闊 = 周界 ÷ 2 – 長 

 
例 1： 一個長方形長 18 cm，闊 14 cm， 

周界是多少？ 
例 2： 一個正方形的周界是 36 m， 

它的邊長是多少？ 

 周界是：(18 + 14) × 2 = 64 (cm)  它的邊長是：36 ÷ 4 = 9 (m) 

 

平面圖形的周界 

可以移動圖形的邊，使它變成容易計算周界的圖形。 
 
例 1： 圖形的周界等於一個大正方形的周界。 

 周界是：3 × 4 = 12 (cm) 

 
 
 
例 2： 圖形的周界等於一個大正方形的周界 

加上餘下兩條邊的長度。 
 周界是：3 × 4 + 1 × 2 = 14 (cm) 

 
 
 
  

邊長 

闊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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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積 

面積的認識 

1. 閉合圖形的大小或物件表面的大小，稱為面積。 
2. 面積的單位：平方厘米 (cm2)，平方米 (m2) 

1 m2 = 100 cm × 100 cm = 10 000 cm2 
 

面積的量度 

可以用數方格的方法來量度圖形的面積。以下是其中兩種數方格的方法。 
1. 重新組合 
 把所有可拼成一整格的部分組合起來，然後計算完整的格的數量。 
 例：下圖中，陰影部分的面積是 11 cm2。 

 

     
 
2. 「四捨五入」 
  面積大於或等於半格的：當作一格來計算 
  面積不足半格的：忽略不計 
 例：下圖中，陰影部分的面積約是 14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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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 100分教室 
數學科應試試卷（新課程版） 4下 難點速解 

計算前，先考慮使用 
哪種方法較合適。 

 

正方形和長方形的面積 

1. 正方形 
 面積 = 邊長 × 邊長 
 
2. 長方形 
 面積 = 長 × 闊 
 長 = 面積 ÷ 闊 
 闊 = 面積 ÷ 長 
 

例 1： 一個正方形的邊長是 13 cm， 
面積是多少？ 

例 2： 一個長方形的面積是 168 m2， 
長是 14 m，闊是多少？  

 面積是：13 × 13 = 169 (cm2)  闊是：168 ÷ 14 = 12 (m) 

 
 

平面圖形的面積 

分割法： 
 把平面圖形分割成多個正方形或長方形，並逐一計算它們的面積。 
 把這些面積相加，就能找出整個平面圖形的面積。 
 
 例：        分割成兩個長方形。 
         左圖的面積是： 

   12 × 6 + 21  (15 – 6) 
 = 261 (cm2) 
 
 
 

  

不要混淆周界和面積公式！ 

正方形周界 = 邊長 × 4 
長方形周界 = (長 + 闊) × 2 

邊長 

15 cm 

21 cm 

12 cm 

6 cm 

闊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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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補法： 
 把平面圖形填補成大正方形或大長方形，並計算它的面積。 
 減去用來填補的面積，就能找出整個平面圖形的面積。 
 
 例：       左圖灰色部分的面積是： 

         8  6 – 3  3  
        = 39 (cm2) 

 
 
 

四、分數的認識 

分數的種類 

分數可分為真分數、假分數和帶分數。 
1. 真分數的分子小於分母。 

 例：
4
1
，

5
2
，

8
7
，

6
3  

 
2. 假分數的分子大於或等於分母。 

 例：
4
5
，

5
8
，

8
11
，

6
6  

 
3. 帶分數由整數部分和真分數部分組成。 

      
3
24  

 例：
4
11 ，

5
32 ，

8
75 ，

6
53  

 
 留意：帶分數的分數部分不不能能是假分數。 

 例：
4
51 和

8
82 都不是帶分數。 

  

真分數部分 
整數部分 

真分數的數值小於 1。 

當分子等於分母時， 
假分數的數值等於 1。 
當分子大於分母時， 
假分數的數值大於 1。 

6 cm 
3 cm 

8 cm 

3 cm 
填補成一個長方形 

帶分數的數值大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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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 100分教室 
數學科應試試卷（新課程版） 4下 難點速解 

 

擴分和約分 

1. 把分子和分母同時乘以相同的、大於 1的整數，稱為擴分。 
擴分後，分數的數值不變。利用擴分所得的分數都是等值分數。 

 

 例：
24
20

46
45

6
5 =


=  

 

2. 把分子和分母同時除以相同的、大於 1的整數，稱為約分。 
留意：這個數必須是分子和分母的公因數。 
約分後，分數的數值不變。利用約分所得的分數都是等值分數。 

 

 例：
18
5

236
210

36
10

=



=  

 
3. 如果某分數的分子和分母的公因數只有 1，則它是最簡分數。 
可以用以下的方法（稱為約至最簡）把某分數約分至最簡分數。 

  找出分子和分母的、大於 1的公因數，並用這個公因數約分。 
  檢查約分後的分子和分母是否還有大於 1的公因數。 

如果有，重複步驟 ，直至分子和分母的公因數只有 1。 

 例：       
4
3

24
18 =  

 

 

 例：       
6
5

72
60

=  

 
 
 
  

分子和分母同時乘以相同的數 4 

3 

4 

 找出公因數 6， 
然後約分。  分子和分母的公因數只有 1。 

分子和分母同時除以相同的數 2 

30 

36 

5 

6 

 還有公因數 6，繼續約分。 

 找出公因數 2， 
然後約分。 

 分子和分母的公因數只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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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的比較 

1. 把兩個分母不同的分數擴分，變成同分母分數，這個過程稱為通分。 
 
 例： 把 

6
5  和 

8
3  通分至分母是 24。 

  因為 6  4 = 24和 8  3 = 24， 

  所以把 
6
5  的分子和分母都乘以 4，

8
3  的分子和分母都乘以 3。 

  

24
20

46
45

6
5

=




= ，

24
9

38
33

8
3

=




=
 

 
 
2. 比較同分母分數的大小： 
  如果有假分數，把假分數化為帶分數。 
  先比較整數部分。 
  再比較分數部分：分母相同時，分子愈大，分數愈大。 
 

例 1： 比較 
 24 
 7  和 4

 2 
 7 ，哪個數較小？ 

 
 24 
 7  = 3 

 3 
 7    

 因為 3 < 4，所以 3
 3 
 7  < 4

 2 
 7 。   

 
 24 
 7  較小。 

例 2： 比較 3
 1 
 8  和 

 31 
 8 ，哪個數較大？ 

 
 31 
 8  = 3

 7 
 8    

 3
 1 
 8  和 3

 7 
 8  的整數部分相同。   

 因為 
 7 
 8  > 

 1 
 8 ，所以 3

 7 
 8  > 3

 1 
 8 。   

 
 31 
 8  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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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 100分教室 
數學科應試試卷（新課程版） 4下 難點速解 

 

五、同分母分數加減 

同分母分數加法 

 整數部分：整數相加 
分數部分：分母不變，分子相加 

 把分數部分約至最簡。 
 答案可以用約至最簡的帶分數或假分數表示。 

 例：  4
 5 
 9  + 5

 7 
 9  

  = 9
 12 
 9   整數相加（4 + 5 = 9）；分母不變，分子相加（5 + 7 = 12） 

  = 9
 4 
 3   分子和分母約至最簡 

  = 10
 1 
 3   答案用帶分數表示（答案也可以用假分數 

 31 
 3  表示） 

 

同分母分數減法 

 如果分數部分不夠減，先從整數部分退 1（或退 2）。 
 整數部分：整數相減 
分數部分：分母不變，分子相減 

 把分數部分約至最簡。 
 答案可以用約至最簡的帶分數或假分數表示。 

 例 1：  7
 11 
 12  – 3

 7 
 12  

  = 4
 4 

 12   

  = 4
 1 
 3    

 例 2：  8
 1 

 10  – 2
 9 

 10  – 4
 7 

 10  

  = 6
 21 
 10  – 2

 9 
 10  – 4

 7 
 10  

  = 
 5 

 10   

  = 
 1 
 2     

 
  

 整數部分退 2： 

8
 1 

 10  = 6
 1 

 10  + 
 20 
 10  

 = 6
 21 
 10  



 
 

11 
 

© 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  

 

六、小數的認識 

小數的認識 

個位 小數點 十分位 百分位 千分位 萬分位 

9 . 8 7 6 5 
 
在 9.8765這個數中： 

8在十分位，表示 
 8 
 10 ，即 0.8； 

7在百分位，表示 
 7 

 100 ，即 0.07； 

6在千分位，表示 
 6 

 1000 ，即 0.006； 

5在萬分位，表示 
 5 

 10 000 ，即 0.0005。 

 
 

把阿拉伯數字寫成中國數字 

 整數部分： 依照整數的規則寫出來 
 小數點 ： 寫出「點」 
 小數部分： 直接把所有阿拉伯數字寫成中國數字； 

 每個「0」都寫出「零」 
 例 1：67.89讀作六十七點八九。 
 6 7 . 8 9 
      
  六 七 點 八 九 
  十  
 

 例 2：302.001讀作三百零二點零零一。 
 3 0 2 . 0 0 1 
        
  三 零 二 點 零 零 一 
  百  
 

 
  

「讀法」即是用中國數字 
寫出來。 
「寫法」即是用阿拉伯數字 
寫出來。 

 
 

  
 

 

9.8是一位小數。 
9.87是兩位小數。 
9.876是三位小數。 
9.8765是四位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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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應試試卷（新課程版） 4下 難點速解 

 

把中國數字寫成阿拉伯數字 

 把各數位的非「零」數字用阿拉伯數字寫出來，「點」寫成小數點「.」。 
 其他沒有數字的數位都寫「0」。 
 例 1：五十六點七八九寫作 56.789。 
 五十 六 點 七 八 九 
       
   5 6 . 7 8 9 

 例 2：四十點零三寫作 40.03。 
 四十  點 零 三 
      
   4  .  3 
   4 0 . 0 3 

比較大小 

 依照整數的規則，先比較整數部分的大小 
 如果整數部分相同，再由左至右逐個小數數位比較： 
十分位 → 百分位 → 千分位 → 萬分位。 
即先比較十分位，如果十分位相同，再比較百分位，以此類推。 

 例 1：比較 35.21和 34.86，哪個數較小？ 
  整數  十分  百分 
  35 . 2   1 
  34 . 8   6 
   
  因為整數部分 34 < 35， 

  所以 34.86較小。 

 例 2：比較 7.682和 7.659，哪個數較大？ 
  整數  十分 百分 千分 
  7 . 6 8  2 
  7 . 6 5  9 
     
  整數部分相同，十分位數字也相同， 
  比較百分位數字。 
  因為百分位數字 8 > 5， 
  所以 7.682較大。 

排數卡 

1. 最大的一位/兩位/三位/四位小數 
 把數字由大至小排列。 
 根據題目要求，在適當的位置加入小數點。 
 如果最右面是「0」，則把「0」與右面第一個非零數字對調。 

 例 1：用 0、0、3、8和「.」組成最大的兩位小數： 8 3 0 0   

  8 3.0 0   

  8 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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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齊小數點 

 加上小數點 5 + 3 + 1 = 9 

 7 + 8 = 15 

 7不夠減 
 由個位退 1 到十分位 

 再相減：17 – 8 = 9 

 對齊小數點 
個位退 1： 

5 = 4 + 1 

4 – 3 = 1  加上小數點 

 
2. 最小的一位/兩位/三位/四位小數 

 把數字由小至大排列。 
 根據題目要求，在適當的位置加入小數點。 
 如果最左面是「0」，而且整數部分有兩個位或以上， 
則把「0」與左面第一個非零數字對調。 

 如果最左面是「0」，而且整數部分只有一個位，則不用對調。 
 例 2：用 6、4、2、0和「.」組成最小的一位小數： 0 2 4 6   

  0 2 4.6   

  2 0 4.6   

 例 3：用 6、4、2、0和「.」組成最小的三位小數： 0 2 4 6   

  0.2 4 6   

七、小數加減 

計算步驟 

 寫直式時，必須對齊小數點。在空白的小數數位補「0」。 
 由右至左逐個數位計算，注意進位和退位。 
 在結果的適當位置加上小數點。 
例 1：15.7 + 3.8 

 

     1  51 . 7  

  +     31 . 8 

     1  91 . 5 

 

例 2：18.05 + 23.7 

 

     1  8 . 0  5 

  +  21  3 . 7  0 

     4  1 . 7  5 

 

 

例 3：15.7 − 3.8 

 

 

             1  5 . 7 

          −     3 . 8 

             1  1 . 9 

 例 4：23.7 − 18.05 

 

      2  3 . 7  0 

   −  1  8 . 0  5 

         5 . 6  5 

  

 對齊小數點，補「0」 

 加上小數點 

 

 對齊小數點，補「0」 

 加上小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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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 100分教室 
數學科應試試卷（新課程版） 4下 難點速解 

 

八、應用題 

注意題目所使用的字眼有不同意思 

種類 1：少及多 

1. 小貞吃了蛋糕
5
3
個，惠清比小貞少吃

5
1
個，惠清吃了蛋糕多少個？（惠清吃了：

5
1

5
3
− （個）） 

2. 小貞吃了蛋糕
5
3
個，惠清比小貞多吃

5
1
個，惠清吃了蛋糕多少個？（惠清吃了：

5
1

5
3
+ （個）） 

3. 小貞吃了蛋糕
5
3
個，比惠清少吃

5
1
個，惠清吃了蛋糕多少個？ （惠清吃了：

5
1

5
3
+ （個）） 

4. 小貞吃了蛋糕
5
3
個，比惠清多吃

5
1
個，惠清吃了蛋糕多少個？ （惠清吃了：

5
1

5
3
− （個）） 

種類 2：分別、各、每人 
1. 哥哥有

2
115 元，買原子筆及橡皮分別用去

2
15 元，餘下多少元？ 

（即原子筆售
2
15 元，橡皮也售

2
15 元，餘下：

2
15

2
15

2
115 −− （元）） 

2. 冰箱內有杧果雪糕
8
3
升、蜜瓜雪糕及巧克力雪糕各有

8
5
升，共有雪糕多少升？  

（即蜜瓜雪糕有
8
5
升，巧克力雪糕也有

8
5
升，共有雪糕：

8
5

8
5

8
3 ++ （升）） 

3. 某酒樓中，一籠燒賣售
5
412 元，偉明和志美每人吃一籠，共須付多少元？ 

（意思與「各」相同，即偉明吃一籠，志美也吃一籠，共須付：
5
412

5
412 + （元）） 

注意隱藏資料 

1. 利用線段圖有助分析題目。 

 例：小貞吃了蛋糕
5
3
個，比惠清少吃

5
1
個，二人共吃了蛋糕多少個？ 

 （題目沒有給惠清吃了蛋糕的份量，需先求這個份量才能求二人吃了蛋糕多少個。） 

 小貞吃了： 

 惠清吃了：  

  

意思

相同 

二人共吃了蛋糕： 

5
1

5
3

5
3 ++ （個） 

意

思

相

同 

5
3
個 

5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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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些題目中的圖或表會有解題所需的資料。 

 例：慧敏比美儀輕
2
13 公斤，美儀又比潔玲輕

2
12 公斤，潔玲重多少公斤？ 

    （由圖可知慧敏的體重是
2
148 公斤，即潔玲重： 

     
2
12

2
13

2
148 ++ （公斤）） 

 

 例：下表所示為爸爸、哥哥和弟弟成功拼砌一幅拼圖所用的時間： 

 爸爸 哥哥 弟弟 

所用時間（小時） 
5
4  

5
11  

5
31  

 爸爸所用的時間比弟弟少幾小時？ 

 （由表可知爸爸用了
5
4
小時，比弟弟少：

5
4

5
31 − （小時）） 

 

注意多餘資料 

有時候，要從題目中選取合適的資料解題。 

 例：一條單車徑全長 10公里。在第一個小時，志信行駛了
6
52 公里，達明則行駛了

6
13 公里，他們

二人行駛的距離相差多少？ 

  （單車徑的長度是不需考慮的資料，他們二人行駛的距離相差：
6
52

6
13 − （公里）） 

 例：一條連衣裙原價
5
2280 元，特價

5
2180 元。以特價買兩條連衣裙，須付多少元？ 

  （以特價購買連衣裙，不需考慮原價；兩即 2，須付：
5
2180

5
2180 + （元）） 

 
  

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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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圖 100分教室 
數學科應試試卷（新課程版） 4下 難點速解 

 

時間長短 

1. 一分鐘有 60秒。 
2. 一小時有 60分鐘。 
3. 一天有 24小時。 
4. 一星期有 7天。 
5. 不同月份的天數： 

月份 2 4，6，9，11（月小） 1，3，5，7，8，10，12（月大） 

天數 
平年 28 
閏年 29 30 31 

 例：偉文在 3月每天都跑步 2小時，他在 3月共跑步幾小時？ 

  （因為 3月有 31天，所以偉文在 3月共跑步：2  31（小時）） 

6. 一季有 3個月。 
7. 一年有 12個月。 
8. 平年有 365天，閏年有 366天。 

量詞 

1. 1打 = 12個（半打 = 6個） 
2. 1對 = 2個 
3. 1雙 = 2個 
 例：爸爸買了筷子 12隻，即共有筷子多少雙？ 

 （1雙筷子有 2隻，即 12隻筷子共有：12  2（雙）） 

其他常見字眼 

1. 全日 
2. 半天 
3. 來回（即兩程） 

 例：淑怡的家和學校之間的距離是
3
13 公里。她每天都步行上學，放學後步行回家，來回的路程共

多少公里？ 

 （因為上學是一程，放學回家是另一程，所以路程共：
3
13

3
13 +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