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奥数知识⼤纲

⼩学奥数的知识点约 80个,总体上可以分为五⼤类。

数论和⾏程问题是⼩ 学奥数学习中的重点也是难点。

⼀、 计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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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数题之基础知识专题

1. 基本能⼒掌握——加减乘除运⽤法则

2. 应⽤题专题

3. 培养严谨的逻辑思维

4.初⾼中基础知识在奥数中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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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论问题(重点、难点)

1. 数论基本点概论

2. 新知识点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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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图形知识

图形属于⼩学奥数三⼤专题之⼀。

主要考察学⽣们对平⾯图形和⽴体图形的认识、建构、以及对周长、⾯积、表⾯积、

体积的计算等⽅⾯的知识,图形问题的重点在于等积变换的直线型⾯积。

牢记⾯积、体积公式及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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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程问题(重点及难点)

1. 基础⾏程问题

2. ⾏程问题变式

低龄化的奥数知识学习都以趣味知识为主，属于提前接触，⼤多数讲计算和基本数学概念和思维训练，简单的加减法计算技巧，图形转换等，相对

容易些。



⼀⼆年级：

1.巧算与速算：

寻找到⼀定的规律，化繁为简，那么学⽣⼀定能够增强学习数学的信⼼，提⾼学习数学的兴趣。另外，计算与速算是各种后续问题学习的基础。学

好数学，⾸先就要过计算这关。

2.学习简单的枚举法：

⽤数数这种更为直观的⽅式，将复杂抽象的问题形象化，便于孩⼦们理解。将抽象问题形象化，引导孩⼦去主动思考。

三四年级：

这个时期是奥数思维形成的关键时期，是学奥数的黄⾦时段，孩⼦的计算能⼒，认知能⼒，逻辑分析能⼒会有很⼤的提⾼，学习内容的难度和⼴度

有所增加，各种竞赛任务和招⽣考试的成绩重要性⼤⼤增加， 是斩获各种杯赛、竞赛荣誉的关键时期。

1. 运⽤运算定律及性质速算与巧算：

能否⼜快⼜准的算出答案，是历年数学竞赛考察的⼀个基本点，要加强加法与乘法运算定律，其中应⽤乘法分配率是竞赛中考察巧算的⼀⼤重点；

除此之外，竞赛中还时常考察带符号“搬家”与添括号/去括号这两种通过改变运算顺序进⽽简便运算的思路。例如：

17×5+17×7+13×5+13×7这种技巧性试题。

重点题型有多位数的计算，⼩数的基本运算，⼩数的简便运算等。其中，多位数的计算主要以通过缩放讲多位数凑成各位数全是9的多位数，再利

⽤乘法的分配率进⾏计算。重点在于以基础计算为主，掌握各种简便运算技巧，提⾼准确度和速度。

2. 理解假设思想解决鸡兔同笼问题：

鸡兔同笼问题源于我国1500年前左右的伟⼤数学著作《孙⼦算经》，这⼀类问题要求孩⼦要有假设思想，思路要很清晰。

3. 平均数应⽤题：

“平均数”这个数学概念在同学们的⽇常学习和⽣活中经常⽤到。如计算全班同学的数学“平均成绩”，同学与爸爸妈妈三个⼈的“平均年龄”等

等，都是会经常碰到的求平均数的问题。

4. 和差倍应⽤题：

为了弄清题⽬中两种量彼此间的关系，需要孩⼦学习使⽤画线段图的⽅法以线段的相对长度来表⽰两种量间的关系，找到解题的途径。

和倍问题是已知⼤⼩两个数的和与它们的倍数关系，求⼤⼩两个数的应⽤题，⼀般可应⽤公式：数量和÷对应的倍数和=“1”倍量；

差倍问题就是已知⼤⼩两个数的差和它们的倍数关系，求⼤⼩两个数的应⽤题，⼀般可应⽤公式：数量差÷对应的倍数差=“1”倍量；

和差问题是已知⼤⼩两个数的和与两个数的差，求⼤⼩两个数的应⽤题⼀般可应⽤公式：⼤数=（数量和+数量差）÷2，⼩数=（数量和-数量

差）÷2。

5. ⾏程问题：

⾏程问题要掌握以下各类的问题：相遇问题、追及问题、⽕车相遇问题、流⽔⾏船问题、多次相遇问题等。要求孩⼦对基本的相遇问题和追及问题

有⾮常深刻的了解，在学习过程中经常有同学到六年级了对于追及问题中两个⼈所⾛的时间是否相等还经常容易出错。



6. 排列组合：

排列组合是对初期所学的加法原理和乘法原理两讲的⼀个升华。需要孩⼦在排列组合中⾸先要对排列组合的概念、排列数与组合数的计算、排列与

组合的区别等有很好的理解，尤其是排列和组合的区分上，需要对⼀些经典例题的掌握从⽽来理解排列和组合的区别。

7. ⼏何计数与周期性问题：

⼏何计数和周期性问题也是各⼤竞赛和⼊学考试常见题型，尤其是很多综合题同时包含数论和周期性问题的相关知识点，是竞赛和备考的重中之

重。尤其是吧周期性问题常和等差数列、数论结合在⼀起，孩⼦在做题题时经常容易出错，需要在这⽅⾯的加⼤做题量。

五六年级：

五六年级这个阶段的奥数学习应该有更强的针对性，针对孩⼦的实际情况和⽬标选择合适的班型。从最近的⼀些学校的考试可以看出⼀个趋势，就

是题量⼤，时间段，对于单位时间内的做题效率有很⾼的要求，这个效率体现在两个⽅⾯，就是速度和正确率。

1. 递推⽅法：

递推⽅法就是从最简单的情况⼊⼿，通过处理简单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规律或者诀窍，从⽽来解决复杂的问题。⽐如说：平⾯上2008条直

线最多有⼏个交点？同学们第⼀眼看到这个问题时，肯定会想画2008条直线相交然后再数交点个数，那该是多⿇烦啊！其实我们可以先来解决简

单点的情况，分别找到1条、2条、3条、……以此类推，这些直线有多少个交点就会出现⼀个规律。

2.⾏程问题：

这个时期的奥数⾏程问题可以细分为：基本⾏程（单个物体）、平均速度、相遇、追及、流⽔⾏船、⽕车过桥、⽕车错车、钟表问题、环形线路上

⾏程等等。只要掌握每个⼩类型中的诀窍，形成⼀种分析思路，复杂的⾏程问题也⽆⾮是这些类型的变形⽽已。

3.数论问题：

数论是五年级的核⼼知识，要解决抽象⽽⼜杂乱的的数论问题，⾸先得掌握数论的基本知识：数的奇偶性、约数（现在叫因数）、倍数、公约数及

最⼤公约数、公倍数及最⼩公倍数、质数、合数、分解质因数、整除、余数及同余等。这些基本知识点⾥会出⼀些数论综合试题。

4.有抽屉原理：

⽣活中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如说：把4个苹果放到3个抽屉⾥，⽆论你怎么放，总有某个抽屉⾥⾄少有2个苹果，这就是抽屉原理。

5.图形⾯积计算：

求图形的⾯积⼀直是奥数中的⼀个难点，对于这类题要掌握好各种基本图形的⾯积计算公式，也必须熟记⼀些重要结论：⽐如三⾓形的等积变形、

勾股定理、梯形中蝴蝶翅膀原理、相似三⾓形中边与⾯积的关系。

6.分数百分数问题，⽐和⽐例：

这些重点内容，在历年各个学校测试中所占⽐例⾮常⾼。

7.⾏程问题：

常常作为压轴题出现 ,是应⽤题⾥最重要的内容，综合考察孩⼦对⽐例，⽅程的运⽤以及分析复杂问题的能⼒，所以，重点应该掌握以下内容：

路程速度时间三个量之间的⽐例关系

⽤⽐例的⽅法分析解决⼀般的⾏程问题



重点是学会如何去分析⼀个复杂的题⽬

8.⼏何问题：

⼏何问题是各个学校考察的重点内容，具体的平⾯⼏何如直线形问题和圆与扇形；⽴体⼏何⾥分为表⾯积和体积两⼤部分内容。重点内容包括：等

积变换及⾯积中⽐例的应⽤；与圆和扇形的周长⾯积相关的⼏何问题，处理不规则图形问题的相关⽅法；⽴体图形⾯积：染⾊问题、切⾯问题、投

影法、切挖问题；⽴体图形体积：简单体积求解、体积变换、浸泡问题。

1．和差倍问题

和差问题和倍问题差倍问题

已知条件⼏个数的和与差⼏个数的和与倍数⼏个数的差与倍数

公式适⽤范围已知两个数的和，差，倍数关系

公式①(和－差)÷2=较⼩数

较⼩数＋差=较⼤数⼩学奥数很简单，就这30个知识点

和－较⼩数=较⼤数

②(和＋差)÷2=较⼤数

较⼤数－差=较⼩数

和－较⼤数=较⼩数

和÷(倍数＋1)=⼩数

⼩数×倍数=⼤数

和－⼩数=⼤数

差÷(倍数-1)=⼩数

⼩数×倍数=⼤数

⼩数＋差=⼤数

关键问题求出同⼀条件下的

和与差和与倍数差与倍数

2．年龄问题的三个基本特征：

①两个⼈的年龄差是不变的；

②两个⼈的年龄是同时增加或者同时减少的；

③两个⼈的年龄的倍数是发⽣变化的；



3．归⼀问题的基本特点：问题中有⼀个不变的量，⼀般是那个“单⼀量”，题

⽬⼀般⽤“照这样的速度”……等词语来表⽰。

关键问题：根据题⽬中的条件确定并求出单⼀量；

4．植树问题

基本类型在直线或者不封闭的曲线上植树，两端都植树在直线或者不封闭的曲线上植树，两端都不植树在直线或者不封闭的曲线上植树，只有⼀端

植树封闭曲线上植树

基本公式棵数=段数＋1

棵距×段数=总长棵数=段数－1

棵距×段数=总长棵数=段数

棵距×段数=总长

关键问题确定所属类型，从⽽确定棵数与段数的关系

5．鸡兔同笼问题

基本概念：鸡兔同笼问题⼜称为置换问题、假设问题，就是把假设错的那部分置换出来；

基本思路：

①假设，即假设某种现象存在（甲和⼄⼀样或者⼄和甲⼀样）：

②假设后，发⽣了和题⽬条件不同的差，找出这个差是多少；

③每个事物造成的差是固定的，从⽽找出出现这个差的原因；

④再根据这两个差作适当的调整，消去出现的差。

基本公式：

①把所有鸡假设成兔⼦：鸡数＝（兔脚数×总头数－总脚数）÷（兔脚数－鸡脚数）

②把所有兔⼦假设成鸡：兔数＝（总脚数⼀鸡脚数×总头数）÷（兔脚数⼀鸡脚数）

关键问题：找出总量的差与单位量的差。

6．盈亏问题

基本概念：⼀定量的对象，按照某种标准分组，产⽣⼀种结果：按照另⼀种标准分组，⼜产⽣⼀种结果，由于分组的标准不同，造成结果的差异，

由它们的关系求对象分组的组数或对象的总量．

基本思路：先将两种分配⽅案进⾏⽐较，分析由于标准的差异造成结果的变化，根据这个关系求出参加分配的总份数，然后根据题意求出对象的总

量．



基本题型：

①⼀次有余数，另⼀次不⾜；

基本公式：总份数＝（余数＋不⾜数）÷两次每份数的差

②当两次都有余数；

基本公式：总份数＝（较⼤余数⼀较⼩余数）÷两次每份数的差

③当两次都不⾜；

基本公式：总份数＝（较⼤不⾜数⼀较⼩不⾜数）÷两次每份数的差

基本特点：对象总量和总的组数是不变的。

关键问题：确定对象总量和总的组数。

7．⽜吃草问题

基本思路：假设每头⽜吃草的速度为“1”份，根据两次不同的吃法，求出其中的总草量的差；再找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即可确定草的⽣长速

度和总草量。

基本特点：原草量和新草⽣长速度是不变的；

关键问题：确定两个不变的量。

基本公式：

⽣长量=（较长时间×长时间⽜头数-较短时间×短时间⽜头数）÷（长时间-短时间）；

总草量=较长时间×长时间⽜头数-较长时间×⽣长量；

8．周期循环与数表规律

周期现象：事物在运动变化的过程中，某些特征有规律循环出现。

周期：我们把连续两次出现所经过的时间叫周期。

关键问题：确定循环周期。

闰年：⼀年有366天；

①年份能被4整除；②如果年份能被100整除，则年份必须能被400整除；

平年：⼀年有365天。

①年份不能被4整除；②如果年份能被100整除，但不能被400整除；

9．平均数

基本公式：①平均数=总数量÷总份数



总数量=平均数×总份数

总份数=总数量÷平均数

②平均数=基准数＋每⼀个数与基准数差的和÷总份数

基本算法：

①求出总数量以及总份数，利⽤基本公式①进⾏计算.

②基准数法：根据给出的数之间的关系，确定⼀个基准数；⼀般选与所有数⽐较接近的数或者中间数为基准数；以基准数为标准，求所有给出数与

基准数的差；再求出所有差的和；再求出这些差的平均数；最后求这个差的平均数和基准数的和，就是所求的平均数，具体关系见基本公式②。

10．抽屉原理

抽屉原则⼀：如果把（n+1）个物体放在n个抽屉⾥，那么必有⼀个抽屉中⾄少放有2个物体。

例：把4个物体放在3个抽屉⾥，也就是把4分解成三个整数的和，那么就有以下四种情况：

①4=4+0+0②4=3+1+0③4=2+2+0④4=2+1+1

观察上⾯四种放物体的⽅式，我们会发现⼀个共同特点：总有那么⼀个抽屉⾥有2个或多于2个物体，也就是说必有⼀个抽屉中⾄少放有2个物体。

抽屉原则⼆：如果把n个物体放在m个抽屉⾥，其中n>m，那么必有⼀个抽屉⾄少有：

①k=[n/m]+1个物体：当n不能被m整除时。

②k=n/m个物体：当n能被m整除时。

理解知识点：[X]表⽰不超过X的最⼤整数。

例[4.351]=4；[0.321]=0；[2.9999]=2；

关键问题：构造物体和抽屉。也就是找到代表物体和抽屉的量，⽽后依据抽屉原则进⾏运算。

11．定义新运算

基本概念：定义⼀种新的运算符号，这个新的运算符号包含有多种基本（混合）运算。

基本思路：严格按照新定义的运算规则，把已知的数代⼊，转化为加减乘除的运算，然后按照基本运算过程、规律进⾏运算。

关键问题：正确理解定义的运算符号的意义。

注意事项：①新的运算不⼀定符合运算规律，特别注意运算顺序。

②每个新定义的运算符号只能在本题中使⽤。

12．数列求和

等差数列：在⼀列数中，任意相邻两个数的差是⼀定的，这样的⼀列数，就叫做等差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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