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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湖北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

数学学科答案及解析

差 0.0009。故正确选项为 D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

1.【答案】D

【格木解析】由题意可知，这个四位小数最大数为 8.8904，最小数为 8.8895，所以相

。

2.【答案】C

【格木解析】50-18=32 元，32÷4=8，所以小刘打车超过 3 公里的部分，是按 8 公里算

的，所以总路程大概在 10—11 公里之间。故答案选择 C。

3.【答案】C

【格木解析】设该商品成本为 100，且数量一共有 100 个，则由题意可知，原售价为 160

元，售出 70%时，即共 70 个商品，此时总收入为 160×70＝11200，剩下 30%打五折出售，

即以 80 元售出 30 个，此时总收入为 80×30＝2400，所以当售出全部商品后，总收入为

11200+2400=13600，又因为该商品总成本为 100×100＝10000，所以利润率为(13600-10000)

÷10000＝36%。故答案选择 C。

4.【答案】D

【格木解析】A 选项，三个内角大小比例为 3:4:5，可知三个内角大小分别为 45 度，60

度和 75 度，是锐角三角形，A选项错误；B 选项，三个外角大小比例为 3:4:5，可知三个外

角大小分别为 90 度，120 度和 150 度，所以三个内角大小分别为 90 度，60 度和 30 度，是

直角三角形，B 选项错误；C 选项，三条边的大小比例为 3:4:5，满足 3
2
+4

2
=5

2
，是直角三角

形，C选项错误。故答案选择 D。

5.【答案】A

【格木解析】90+93+96+99+102=480，700-480=220，220÷2＝110。故答案选择 A。

6.【答案】B

【格木解析】只有一面涂色的小正方体只有长和宽组成的上下两个表面上有 8×3×2＝

48 个。故答案选择 B。

7.【答案】B

【格木解析】A选项浓度为 12÷(12+50)≈19.4%；B 选项浓度为 2÷(2+15)≈11.8%；C

选项浓度为(10× 10%+20× 20%)÷ (10+20)≈ 16.7%； D 选项浓度为(20× 12%+2)÷

(20+2)=20%；。故答案选择 B。

8.【答案】A

【格木解析】由题意得，两只蚂蚁都是每 9 秒钟正好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因为 2025÷9

＝225，所以经过 2025 秒钟后，两只蚂蚁都刚好回到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故答案选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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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4，正

11.【答案】

9.【答案】B

【格木解析】本题考察三视图。答案选 B。

10.【答案】C

【格木解析】A 选项 25 = 5，错误；B 选项�5 × �6 = �11，错误；C 选项8 

确；D选项3�2 × 4�2 = 12�4，错误。故答案选 C 。

D

【格木解析】由题意得，集合 M = [0， + ∞)，N = ( − ∞，3]，所以 M ∩ N = [0，3]。

故答案选 D。

12.【答案】B

【格木解析】由题意得，AB = 5，BC = 1，AC = 4 2，所以 cos∠BAC = AB2+AC2−BC2

2×AB×AC
=

52+(4 2)2−12

2×5×4 2
= 7 2

10
，所以 sin∠BAC = 50

50
，所以 tan∠BAC = sin∠BAC

cos∠BAC
= 50

50
÷ 7 2

10
= 1

7
。故答案

选 B。

13．【答案】B

【格木解析】能够感知各种几何图形及其组成元素，依据图形的特征进行分类，能根据

语言描述画出相应的图形，分析图形的性质，这主要体现的是学生的几何直观。故答案选 B。

14．【答案】D

【格木解析】“依据两类数学对象的相似性，将已知的一类数学对象的性质迁移到另一

类数学对象上去”主要体现的数学思想方法是类比思想。故答案选 D。

15．【答案】B

【格木解析】{�|�2 ≤ 100} ⇔ {�| − 10 ≤ � ≤ 10} ⊆ {�|� ≤ 10}。所以{�|�2 ≤ 100} ⇒

{�|� ≤ 10}，但{�|� ≤ 10} ⇏ {�|�2 ≤ 100}，即{�|�2 ≤ 100}是{�|� ≤ 10}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故答案选 B。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16 分）

16．【答案】发展

【格木解析】古人提出的所谓“温故而知新”，这其实是体现了数学教学基本原则中的

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17．【答案】
1
12

【格木解析】同时抛掷两枚质地均匀的骰子，样本点一共有 6×6＝36 个，其中满足点

数之和刚好是 10 的样本点有（6，4）；（5，5）；（4，6）。所以概率为
3
36

= 1
12

。

18．【答案】24

【格木解析】至少要从小张手中取出 12+9+2+1=24 个水果，才能保证其中一定有三个香

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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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答案】1440

【格木解析】因为圆锥形小铁块底面圆的直径是圆柱形容器底面圆的一半，所以圆锥形

小铁块底面圆面积是圆柱形容器底面圆面积的 1/4，又因为高是圆柱形容器高的 1/4，所以

圆锥形小铁块体积是圆柱形容器体积的
1
3

× 1
4

× 1
4

= 1
48
；当向容器中放入小铁块时溢出了

30mL 的水，即圆锥形小铁块的体积为 30mL，所以圆柱形容器的体积为 30×48＝1440mL。

三、综合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13 分，共 39 分）

20．【答案】8

【格木解析】可设这列车队里一共有 x 辆车，则这列车队总长为 18x + 10(x − 1)，每

的变化。应当注意到的是，虽然各种统计图的功能有所不同，但只有“好坏”之分而无“对

错”之分，也就是说，在实际描述中无论使用哪种统计图都不能说是错，只能说表述得不够

好或还有更好的方法

小时 108 千米，即每秒 30米，由公式得：18x + 10(x − 1) + 386 = 30× 20，解得 x = 8。

21．【格木解析】（1）这三种统计图的共性是都可以直观地表述数据，使得数据的信息

一目了然，但就信息表述的功能而言，这三种统计图还是有所区别的，条形统计图更有利于

表述数量的多少，扇形统计图更有利于表述数量所占的比例，折线统计图更有利于表述数量

。

（2）《2022 年版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提出，在小学阶段，数据意识主要是指

对数据的意义和随机性的感悟，通过对数据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小学生理解生活中的随机现

象，逐步养成用数据说话的习惯，使学生能够：一、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问题应当先做调

查研究，收集数据，感悟数据蕴含的信息；二、知道同样的事情每次收集到的数据可能不同，

而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就可能从中发现规律；三、知道同一组数据可以用不同方式表达，需要

根据问题的背景选择合适的方式。

22．【格木解析】

（1）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借助示意图理解分数乘整数的意义，渗透数形结合思想。

2.借助转化的方法理解分数乘整数的算理，并能正确地进行计算，提高计算能力。

3.体会数学学习的乐趣。

教学重难点：

1.重点：理解分数乘整数的意义，掌握分数乘整数的计算法则。

2.难点：理解分数乘整数的算理。

（2）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复习导入。

1．5 个 12 是多少？

用加法算：12＋12＋12＋12＋12

用乘法算：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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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2×5算式的意义是什么？

2．计算：

问：这两个算式有什么特点？应该怎样计算？

教师总结：整数乘法的意义，就是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的简便运算。同分母分数加法计

算法则是分子相加作分子，分母不变。

通过将算式：
3

10
+
3

10
+
3

10
改写成乘法算式，引出课题。

（二）探索交流，解决问题。

1.分数乘整数的意义。

（1）谈话并提问：今天是小新的 10 岁生日。妈妈买来了一个大蛋糕。小新和爸爸、妈

妈一起分享了生日蛋糕。他们每人吃
2

9
个。你能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吗？（预设：3 个人一共

吃多少个？）

（2）提出要求：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请你在草稿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请你画一画，

算一算，争取让同学们看清你的想法。

引导学生看图，理解“他们每人吃
2

9
个”，就是把整个蛋糕看作单位“1”。把这个圆平

均分成 9 份，其中 2份就表示一个人所吃蛋糕的大小，就是
2

9
个。那么三个人一共吃的就是

求 3 个
2

9
是多少？

追问：你们用画示意图的方法将问题分析得很清楚，那你们是怎样列式的呢？说说你的

想法。

预设：①
2

9
+
2

9
+
2

9
＝
2+2+2

9
＝
6

9
＝
2

3
（个）表示 3 个

2

9
连加的和是多少。

②
2

9
×3＝

2×3
9
＝

6

9
＝

2

3
（个）也表示 3 个

2

9
连加的和是多少。

追问：不同的算式都表示“3个
2

9
连加的和是多少”由此你有什么发现吗？（预设：用

乘法计算更简便一些。）

分数乘法和整数乘法一样，也是求几个相同加数和的简便运算，所不同的是相同加数是

分数。

（3）探究分数乘整数的计算方法。

①引导学生观察算式
2

9
×3＝

2×3
9
＝

6

9
＝

2

3
（个）并提问。请你们看看这个算式，你能理

解它是怎么计算的吗？

②引导学生再次观察算式并提出问题：这个算式是先计算再约分的，你有不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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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预设：

1 1

2

9
×3＝

9
32
＝
2

3
或

2

9
×3＝

2

9
×3＝

2

3

3 3

引导学生对比观察这几个算式并提出问题：通过比较算式你有什么发现？

小结：分数乘整数，用分数的分子和整数相乘的积作分子，分母不变。（分母与整数能

约分的先约分再计算）

（4）小练习。

（1）计算
1

12
×4

（2）教材第 2 页“做一做”第 1 题。

2.借助情境理解整数乘分数的意义。

1桶水有 12L。3 桶共多少 L？
1

2
桶是多少 L？

1

4
桶是多少 L？

（1）理解题意，明确题中的数量关系：单位量×数量＝总量

（2）根据题意列出算式：

3桶水共多少 L？12×3

1

2
桶是多少 L？12×

1

2

1

4
桶是多少 L？12×

1

4

（3）探究每道算式的意义

12×3表示求 3个 12L，也就是求 12L 的 3 倍是多少。

1

2
是一半，12×

1

2
表示 12L 的一半，也就是求 12L 的

1

2
是多少。

12×
1

4
表示求 12L 的

1

4
是多少。

发现：一个数乘分数表示的是求这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

（4）解决问题。

（5）小练习：
2

9
×6= 12×

3

4
=

3

10
×4=

观察巡视学生是否先约分再计算。在约分时，是否有学生将分子与约分，为什么只能将

整数与分数的分母约分。

集体订正时，请学生说说计算与约分方法。教师展示一种学生将分子与整数约分的错误

方法，让学生辨析。

（三）巩固应用，内化提高。

1.课件出示教材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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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第 2 页“做一做”。

（2）教材第 5 页第 3 题

2.课件出示练习题。

（1）计算。

42
42
17


16
1532 79

6
5



（2）列式计算

（1）12 个
8
7
相加的和是多少？

（2）
9
5
kg 的 6 倍是多少 kg?

（3）一块长方形的铁皮，长是 6分米，宽是
12
11

分米，这块铁皮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分米？

（四）回顾整理，反思提升

说说这节课的收获？

（五）布置作业

完成课后习题 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