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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1：理论谈话（具体内容详见Bronze31-35前言部分）

导入2：Bronze31动画视频（具体引导方式详见Bronze31-35前言部
分）

讲解过程：

【数】20～30的合成与分解 、加法与减法

20～30的合成与分解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通过多头运算灵活地运用30以内的合成与分解。请在空格中填

写数字，使横向以及纵向的算式同时成立。

Bronze31具体指导建议

图：Bronze31-1 图：Bronze31-2
图：Bronze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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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学生需要在课程前期将教具盒子内的纸板教具进行拆分（3张图形板、2张拼图板、1张

穿绳板），并归纳到教具盒子相应的区域中。由于图形板的数量较多，学生可将所有

的图形板按颜色分为3大类，分别放入到不同的收纳袋中进行使用。（如下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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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指导步骤如下（以Bronze31-1为例，进行题意讲解）：

(1) 指导者请学生观察题目，尝试猜测题意。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你看到了什么？”（请学生大胆说出观察到的信息）

b. “现在请你思考一下，怎样才能得出空格中的数字？”

c. “请你说一说，你有什么办法。”

(3) 指导者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能够做到一题多解。解题后记得进行横、纵向算式验

证，横纵算式成立，解题结束。

(4)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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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与减法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利用积木从视觉上巩固20～30的加减法。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以Bronze31-1为例，进行题意讲解）：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看到了什么？”(请学生大胆说出观察到的信息)

b. “图片的身上有什么图形？”

c. “请从图形板中找出这些图形，拼出示例的图形吧。”

(3) 学生自行摆放图形。完美还原。

(4) 请学生将教具“图形板”放回收纳袋，并进行归位。

画图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是将点描画成立体图形，可以更深度地掌握立体图形的特点，

为今后学习几何奠定良好的图形基础。尽量不要使用尺子，徒手画线可以改善学生画

线不直的问题。请学生将点描绘成图形吧。

（1）

8＋17＝（　）

8＋12＝（　）

8＋16＝（　）

图：Bronze31-1

（1）

4＋20＝（　）

4＋22＝（　）

4＋21＝（　）

图：Bronze31-2

（1）

3＋24＝（　）

3＋21＝（　）

3＋23＝（　）

图：Bronze31-3

图：Bronze31-1

图：Bronze31-1

图：Bronze31-2 图：Bronze31-3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以Bronze31-1为例，进行题意讲解）：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你看到了什么？”（请学生大胆说出观察到的信息）

b. “通过观察积木的个数，来完成加减法。”

c. “如果遇到了困难，就请在原来的积木数量上继续数格子吧。”

(3) 学生自行完成剩余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图形】图形板、画图 、图形的合成 、连点绘图 、长度顺序 、折纸

图形板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图形组合能力、指尖能力等。要求

从许多图形板中，找出与示例中相同的图形进行组合，最终完美还原示例图形。

（示例）

（示例）

（示例）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以Bronze31-1为例，进行题意讲解）：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大胆描述图形的特征。

(2) 请学生用铅笔将点描画成图形。

(3)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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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与减法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利用积木从视觉上巩固20～30的加减法。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以Bronze31-1为例，进行题意讲解）：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看到了什么？”(请学生大胆说出观察到的信息)

b. “图片的身上有什么图形？”

c. “请从图形板中找出这些图形，拼出示例的图形吧。”

(3) 学生自行摆放图形。完美还原。

(4) 请学生将教具“图形板”放回收纳袋，并进行归位。

画图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是将点描画成立体图形，可以更深度地掌握立体图形的特点，

为今后学习几何奠定良好的图形基础。尽量不要使用尺子，徒手画线可以改善学生画

线不直的问题。请学生将点描绘成图形吧。

（1）

8＋17＝（　）

8＋12＝（　）

8＋16＝（　）

图：Bronze31-1

（1）

4＋20＝（　）

4＋22＝（　）

4＋21＝（　）

图：Bronze31-2

（1）

3＋24＝（　）

3＋21＝（　）

3＋23＝（　）

图：Bronze31-3

图：Bronze31-1

图：Bronze31-1

图：Bronze31-2 图：Bronze31-3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以Bronze31-1为例，进行题意讲解）：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你看到了什么？”（请学生大胆说出观察到的信息）

b. “通过观察积木的个数，来完成加减法。”

c. “如果遇到了困难，就请在原来的积木数量上继续数格子吧。”

(3) 学生自行完成剩余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图形】图形板、画图 、图形的合成 、连点绘图 、长度顺序 、折纸

图形板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图形组合能力、指尖能力等。要求

从许多图形板中，找出与示例中相同的图形进行组合，最终完美还原示例图形。

（示例）

（示例）

（示例）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以Bronze31-1为例，进行题意讲解）：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大胆描述图形的特征。

(2) 请学生用铅笔将点描画成图形。

(3)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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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的合成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是着重于培养学生识别图形以及空间捕捉能力。想象将两个图形

进行重合，会变成什么样子。以此来获得更高的图形能力。

图：Bronze31-1
图：Bronze31-2

＋ ＋＋ ＋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看到了什么？”

b. “请你想一想，如果将上下两个图形进行重合，会看到什么呢？找出两个图形重

叠后的图形，并进行连线。”

c. “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将上面的图形，添画到下面的图形上。”

(3)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连点绘图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需要在下方的空白点图中，将等距的点连接，绘制出示例图

形。以此培养寻找正确坐标的能力。尽量不使用直尺来画线。

（示例）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你看到了什么？猜一猜我们需要完成什么任务？”

b. “没错，我们需要在下方的空白点图中，画出上方的示例图形，怎样才能画得和示

例图形一样呢？”指导者引导学生阐述自己的方法。

c. “没错，我们可以通过数点子来确定图形的位置。例如左上方的三角形，是从左侧

数第二列，从上数第六行的交汇处开始画，三角形的底边经过了9个点子，这样就可以

画出这个三角形的底边了。现在，你来试一试吧。”指导者对这一过程进行示范。

(3) 请学生进行画图。

(4) 学生在首次进行绘图时，完成的可能会比较慢，请给学生较充裕的时间来完成。

(5)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14 05

图形的合成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是着重于培养学生识别图形以及空间捕捉能力。想象将两个图形

进行重合，会变成什么样子。以此来获得更高的图形能力。

图：Bronze31-1
图：Bronze31-2

＋ ＋＋ ＋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看到了什么？”

b. “请你想一想，如果将上下两个图形进行重合，会看到什么呢？找出两个图形重

叠后的图形，并进行连线。”

c. “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将上面的图形，添画到下面的图形上。”

(3)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连点绘图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需要在下方的空白点图中，将等距的点连接，绘制出示例图

形。以此培养寻找正确坐标的能力。尽量不使用直尺来画线。

（示例）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你看到了什么？猜一猜我们需要完成什么任务？”

b. “没错，我们需要在下方的空白点图中，画出上方的示例图形，怎样才能画得和示

例图形一样呢？”指导者引导学生阐述自己的方法。

c. “没错，我们可以通过数点子来确定图形的位置。例如左上方的三角形，是从左侧

数第二列，从上数第六行的交汇处开始画，三角形的底边经过了9个点子，这样就可以

画出这个三角形的底边了。现在，你来试一试吧。”指导者对这一过程进行示范。

(3) 请学生进行画图。

(4) 学生在首次进行绘图时，完成的可能会比较慢，请给学生较充裕的时间来完成。

(5)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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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顺序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需要进行长度测量，将格子设置为单位1，通过数线段所经过的

格子数量来确定线段的长度，这是将长度“数值化”的过程，为今后学习“比例”打

基础。请学生找出最长的那条线，并将线段的编号写在（   ）里。

（　）

1
2 3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你看到了什么？猜一猜我们需要做什么？”

b. “需要找出最长的那条线，怎样才能找出来呢？”

c. “没错，我们可以来数一数每一条线经过了几个格子，经过格子最多的线，就是最

长的。”

d. “现在就请你认真的数一数每条线所通过的格子数量，找出最长的那一条，将编号

写在（   ）里。”

(3)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你看到了什么？”

b. “猜一猜我们需要完成什么任务。”指导者请学生通过观察来推测题意。

c. “那么，就请你想一想，如果将正方形的折纸进行折叠，剪去蓝色的部分，展开后

会变成以下哪个图形呢？”

(3) 请学生自行完成，如果遇到困难，可以使用折纸和剪刀，实际进行操作。

折纸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通过想象将折纸进行对称折叠，将蓝色部分进行裁剪，推测出

展开后折纸的样子。以此培养更高的图形能力以及推理能力。

图：Bronze31-2

图：Bronze31-3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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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顺序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需要进行长度测量，将格子设置为单位1，通过数线段所经过的

格子数量来确定线段的长度，这是将长度“数值化”的过程，为今后学习“比例”打

基础。请学生找出最长的那条线，并将线段的编号写在（   ）里。

（　）

1
2 3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你看到了什么？猜一猜我们需要做什么？”

b. “需要找出最长的那条线，怎样才能找出来呢？”

c. “没错，我们可以来数一数每一条线经过了几个格子，经过格子最多的线，就是最

长的。”

d. “现在就请你认真的数一数每条线所通过的格子数量，找出最长的那一条，将编号

写在（   ）里。”

(3)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你看到了什么？”

b. “猜一猜我们需要完成什么任务。”指导者请学生通过观察来推测题意。

c. “那么，就请你想一想，如果将正方形的折纸进行折叠，剪去蓝色的部分，展开后

会变成以下哪个图形呢？”

(3) 请学生自行完成，如果遇到困难，可以使用折纸和剪刀，实际进行操作。

折纸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通过想象将折纸进行对称折叠，将蓝色部分进行裁剪，推测出

展开后折纸的样子。以此培养更高的图形能力以及推理能力。

图：Bronze31-2

图：Bronze31-3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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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4 

第五个月 

（B5） 

（B35-1） 

理论谈话 

视频+练习册+教具 

（B35-2） 

理论谈话 

视频+练习册+教具 

（B35-3） 

理论谈话 

视频+练习册+教具 

（B35 等级考试） 

等级考试 

颁发证书 

若时间剩余则进行
B35-4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请仔细观察，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

b. “示例中的图形是什么图形？它有几条边？”

c. “这是六边形，六边形中还有黑色的部分，请你仔细观察，如果按照示例那样，将

六边形进行旋转，黑色的部分的位置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请仔细观察。”

d. “现在请你观察第一小题，如果将左边的六边形进行和示例一样的旋转，会发生什

么变化？请你在右边空白的六边形中，画出黑色部分。”

(3) 如果学生在操作中遇到困难，可以进行实际操作，动手制作出与示例中相同的六边

形，将图形进行旋转。

(4)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请仔细观察，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

b. “电子时钟显示的时间是？”

c. “现在请你想象一下，如果在镜子里看，你会看到什么呢？选出正确答案。”

(3) 如果学生遇到困难，就使用镜子，放在电子时钟图片的右侧，进行实际观察。

(4)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迷宫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需要根据号牌所提供的规则，来完成任务。1～5号牌均对应不

镜子与时钟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是学习对称图形的问题，通过想象电子时钟在镜子当中的样

子，理解镜面对称图形。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提前准备一面镜子，放在电子时钟图

片的右侧，通过实际使用镜子来解决镜面图形问题。

【思考力】旋转 、镜子与时钟 、迷宫 、

骰子的点数 、比较 、找规律 、挑战难题①②

旋转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是通过观察示例图形旋转的方向与角度，完成下方的练习，思

考并画出接下来会出现的图形。如果遇到困难，可以进行实际操作，动手制作出与示

例中相同的六边形，将图形进行旋转。

图：Bronze31-1
图：Bronze31-1

（1）

（3）

（2）

（4）

（示例）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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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4 

第五个月 

（B5） 

（B35-1） 

理论谈话 

视频+练习册+教具 

（B35-2） 

理论谈话 

视频+练习册+教具 

（B35-3） 

理论谈话 

视频+练习册+教具 

（B35 等级考试） 

等级考试 

颁发证书 

若时间剩余则进行
B35-4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请仔细观察，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

b. “示例中的图形是什么图形？它有几条边？”

c. “这是六边形，六边形中还有黑色的部分，请你仔细观察，如果按照示例那样，将

六边形进行旋转，黑色的部分的位置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请仔细观察。”

d. “现在请你观察第一小题，如果将左边的六边形进行和示例一样的旋转，会发生什

么变化？请你在右边空白的六边形中，画出黑色部分。”

(3) 如果学生在操作中遇到困难，可以进行实际操作，动手制作出与示例中相同的六边

形，将图形进行旋转。

(4)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请仔细观察，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

b. “电子时钟显示的时间是？”

c. “现在请你想象一下，如果在镜子里看，你会看到什么呢？选出正确答案。”

(3) 如果学生遇到困难，就使用镜子，放在电子时钟图片的右侧，进行实际观察。

(4)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迷宫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需要根据号牌所提供的规则，来完成任务。1～5号牌均对应不

镜子与时钟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是学习对称图形的问题，通过想象电子时钟在镜子当中的样

子，理解镜面对称图形。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提前准备一面镜子，放在电子时钟图

片的右侧，通过实际使用镜子来解决镜面图形问题。

【思考力】旋转 、镜子与时钟 、迷宫 、

骰子的点数 、比较 、找规律 、挑战难题①②

旋转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是通过观察示例图形旋转的方向与角度，完成下方的练习，思

考并画出接下来会出现的图形。如果遇到困难，可以进行实际操作，动手制作出与示

例中相同的六边形，将图形进行旋转。

图：Bronze31-1
图：Bronze31-1

（1）

（3）

（2）

（4）

（示例）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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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请你仔细观察，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

b. “那你可以推测出你要做什么吗？”

c. “没错！需要你按照号牌的规则从这座小房子出发，猜一猜，你最终会到达哪里呢

？”

d. “先来一起了解一下不同号牌所代表的规则，1号牌代表原地不动，你不可以走动

；2号牌代表可以向上走2个方格；3号牌代表向右走3个方格；4号牌代表向下走4个方

格；5号牌代表向左走5个方格。”

e. “先来一起看一看例题，例题是按照2→3→4的号牌来前进的。请试着按照号牌前

进吧。”指导者请学生熟悉一下例题，更进一步了解解题规则。

f. “当你到达最终地点时，记得要在那个方格里画○呦，就像示例中这样。”

g. “现在请你来说一说，本次练习中的移动顺序是什么？”

h. “没错，是按照3→5→1→2→4的移动顺序。”

i. “现在就请你完成本次练习。”

(3)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骰子的点数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依然是培养学生按规则解题的能力。通过观察骰子，发现骰子

点数的奥秘，即骰子相对的两个面的点数和永远是7。通过此规则推算“朋友”所看到

的点数和，即对面的骰子点数，先请学生通过实际操作，观察真正的骰子，发现点数

的分布规律，再来完成练习吧。

同的规则，从家（小房子）出发，按照规则走，最终会到哪里呢？用○来标记终点。

此类练习有助于提升按规则解题以及阅读理解能力。

图：Bronze31-2

图：Bronze31-2

5 13

42

【 】

1

2

3

4

5

2 3 4

号牌　

▲

　不动

号牌

▲

　向上走2格

号牌　

▲

　向右走3格

号牌

▲

　向下走4格

号牌　

▲

　向左走5格

例,按照         号牌的顺序走，用○标

记的地方就是终点。

移动的顺序

（32 ）

朋友

你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请仔细观察，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

b. “那么，你能猜出需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吗？”

c. “那你知道‘朋友’所看到的点数吗？有什么办法吗？”

d. “请仔细观察你手中的骰子，说一说相对两个面的点数分别是多少，有什么规律

吗？”引导学生发现骰子相对两个面的点数和是7。

e. “现在请你依次计算出图中骰子相对面的点数，并进行相加，得出点数和。”

(3)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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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请你仔细观察，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

b. “那你可以推测出你要做什么吗？”

c. “没错！需要你按照号牌的规则从这座小房子出发，猜一猜，你最终会到达哪里呢

？”

d. “先来一起了解一下不同号牌所代表的规则，1号牌代表原地不动，你不可以走动

；2号牌代表可以向上走2个方格；3号牌代表向右走3个方格；4号牌代表向下走4个方

格；5号牌代表向左走5个方格。”

e. “先来一起看一看例题，例题是按照2→3→4的号牌来前进的。请试着按照号牌前

进吧。”指导者请学生熟悉一下例题，更进一步了解解题规则。

f. “当你到达最终地点时，记得要在那个方格里画○呦，就像示例中这样。”

g. “现在请你来说一说，本次练习中的移动顺序是什么？”

h. “没错，是按照3→5→1→2→4的移动顺序。”

i. “现在就请你完成本次练习。”

(3)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骰子的点数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依然是培养学生按规则解题的能力。通过观察骰子，发现骰子

点数的奥秘，即骰子相对的两个面的点数和永远是7。通过此规则推算“朋友”所看到

的点数和，即对面的骰子点数，先请学生通过实际操作，观察真正的骰子，发现点数

的分布规律，再来完成练习吧。

同的规则，从家（小房子）出发，按照规则走，最终会到哪里呢？用○来标记终点。

此类练习有助于提升按规则解题以及阅读理解能力。

图：Bronze31-2

图：Bronze31-2

5 13

42

【 】

1

2

3

4

5

2 3 4

号牌　

▲

　不动

号牌

▲

　向上走2格

号牌　

▲

　向右走3格

号牌

▲

　向下走4格

号牌　

▲

　向左走5格

例,按照         号牌的顺序走，用○标

记的地方就是终点。

移动的顺序

（32 ）

朋友

你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请仔细观察，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

b. “那么，你能猜出需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吗？”

c. “那你知道‘朋友’所看到的点数吗？有什么办法吗？”

d. “请仔细观察你手中的骰子，说一说相对两个面的点数分别是多少，有什么规律

吗？”引导学生发现骰子相对两个面的点数和是7。

e. “现在请你依次计算出图中骰子相对面的点数，并进行相加，得出点数和。”

(3)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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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ronze31-3

图：Bronze31-3
图：Bronze31-4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以第一小题为例，进行题意讲解）：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请你仔细观察第一小题，说一说看到了什么？需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

b. “没错，你需要找出数字变化的规律，然后在空格内填写数字。”

c. “先来横向读一读每一个数字，再来纵向读一读每一个数字。”

d. “仔细观察数字的变化。数字是怎样进行增长的，然后写出空缺的数字吧。”

(3) 引导学生发现数字递增的规律，数字之间总是相差2，以2进行递增。

(4)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挑战难题①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是对学生推理能力、观察能力、图形组合能力、指尖能力、创

新能力（一题多解）、专注力的训练。通过使用“拼图板”来拼接出示例图形。请学

生从各个角度去感受拼图板的特点，无论如何翻转（翻过来），都可以。引导学生尽

量不要使用单个拼图板来进行拼接，那样就没有挑战性了。答案不止一个，请发现更

多的拼接方法吧，此部分练习不限定时间，请不断挑战难题吧！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以第一小题为例，进行题意讲解）：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你看到了什么？”

b. “请你仔细观察，找出哪两个图形是相同的？”

c. “如果你找到了，就在（   ）里画○。”（指导者指着图形下方的括号）

(3)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找规律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需要找出数字变化的规律， 在空格内填入相应的数字。学生需

要认真观察九宫格中的数字，发现数字上下左右的变化，以此进行推理。找出变化规

律（等差数列）。

比较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要求从多个图形中，找出两个相同的图形，以此培养学生的观

察能力、专注力以及整体把握能力。

（　）

（1）

（　）（　）（　）

（1）

2 4 6

4

8

8

6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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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ronze31-3

图：Bronze31-3
图：Bronze31-4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以第一小题为例，进行题意讲解）：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请你仔细观察第一小题，说一说看到了什么？需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

b. “没错，你需要找出数字变化的规律，然后在空格内填写数字。”

c. “先来横向读一读每一个数字，再来纵向读一读每一个数字。”

d. “仔细观察数字的变化。数字是怎样进行增长的，然后写出空缺的数字吧。”

(3) 引导学生发现数字递增的规律，数字之间总是相差2，以2进行递增。

(4)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挑战难题①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是对学生推理能力、观察能力、图形组合能力、指尖能力、创

新能力（一题多解）、专注力的训练。通过使用“拼图板”来拼接出示例图形。请学

生从各个角度去感受拼图板的特点，无论如何翻转（翻过来），都可以。引导学生尽

量不要使用单个拼图板来进行拼接，那样就没有挑战性了。答案不止一个，请发现更

多的拼接方法吧，此部分练习不限定时间，请不断挑战难题吧！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以第一小题为例，进行题意讲解）：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你看到了什么？”

b. “请你仔细观察，找出哪两个图形是相同的？”

c. “如果你找到了，就在（   ）里画○。”（指导者指着图形下方的括号）

(3) 完成此部分练习，进入下一部分练习。

找规律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需要找出数字变化的规律， 在空格内填入相应的数字。学生需

要认真观察九宫格中的数字，发现数字上下左右的变化，以此进行推理。找出变化规

律（等差数列）。

比较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要求从多个图形中，找出两个相同的图形，以此培养学生的观

察能力、专注力以及整体把握能力。

（　）

（1）

（　）（　）（　）

（1）

2 4 6

4

8

8

6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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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ronze31-4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你看到了什么？”

b. “请使用‘拼图板’来拼成这个样子吧。”

c. “试一试你能用几块‘拼图板’来完成呢？”

d.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3) 指导者启发学生探索出更多的拼接方法。

(4) 学生完成操作后，指导者可以在练习册的示例旁加盖印章，在练习册上留下操作的

痕迹。

(5) 请学生收纳“拼图板”，并进行归位。

挑战难题②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是通过使用教具“六巧板”来培养学生的假设思考能力、观察

能力、图形能力等能力的训练。“六巧板”是最适合在学习图形基础时使用的教具。

“六巧板”的另一项优势是可以在玩乐的同时解决问题，可以帮助学生“爱上思

考”！如何才能摆出如图所示的图形呢？请学生充分感受六巧板的特点，即使翻转

（翻过来）使用也没有关系。在摆图形时，也会有用不上的零件。答案不止一个，有

很多种方法，使用时，请提醒学生注意安全。此部分练习不限定时间，请不断挑战难

题吧！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请你观察一下，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 

b. “现在，请你从教具盒子中取出六巧板，进行重合摆放，最终拼出这个图形。”

c. “这次的挑战有些困难，不要轻易放弃呦！来试一试吧！”

(3) 请学生将六巧板重合放置在相应图形上。指导者观察学生操作情况，给学生足够的

时间，来探索、思考，并启发学生探索出更多的摆放方法，指导者要多鼓励学生多试

几次，不要轻易放弃。

(4) 学生完成操作后，指导者可以在练习册的示例旁加盖印章，在练习册上留下操作

的痕迹。请学生将教具“六巧板”归位，并整理好自己的教具盒子、练习册与做题工

具，完成本次练习。

结束：指导者表扬学生的努力思考和坚持不懈。肯定学生今天有变

聪明哦！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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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ronze31-4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你看到了什么？”

b. “请使用‘拼图板’来拼成这个样子吧。”

c. “试一试你能用几块‘拼图板’来完成呢？”

d.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3) 指导者启发学生探索出更多的拼接方法。

(4) 学生完成操作后，指导者可以在练习册的示例旁加盖印章，在练习册上留下操作的

痕迹。

(5) 请学生收纳“拼图板”，并进行归位。

挑战难题②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是通过使用教具“六巧板”来培养学生的假设思考能力、观察

能力、图形能力等能力的训练。“六巧板”是最适合在学习图形基础时使用的教具。

“六巧板”的另一项优势是可以在玩乐的同时解决问题，可以帮助学生“爱上思

考”！如何才能摆出如图所示的图形呢？请学生充分感受六巧板的特点，即使翻转

（翻过来）使用也没有关系。在摆图形时，也会有用不上的零件。答案不止一个，有

很多种方法，使用时，请提醒学生注意安全。此部分练习不限定时间，请不断挑战难

题吧！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请你观察一下，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 

b. “现在，请你从教具盒子中取出六巧板，进行重合摆放，最终拼出这个图形。”

c. “这次的挑战有些困难，不要轻易放弃呦！来试一试吧！”

(3) 请学生将六巧板重合放置在相应图形上。指导者观察学生操作情况，给学生足够的

时间，来探索、思考，并启发学生探索出更多的摆放方法，指导者要多鼓励学生多试

几次，不要轻易放弃。

(4) 学生完成操作后，指导者可以在练习册的示例旁加盖印章，在练习册上留下操作

的痕迹。请学生将教具“六巧板”归位，并整理好自己的教具盒子、练习册与做题工

具，完成本次练习。

结束：指导者表扬学生的努力思考和坚持不懈。肯定学生今天有变

聪明哦！

（示例）



16 27

31-1 ●

31-1 ●

31-1 ●

31-1 ●

＋

＋

＋ ＋ ＋

＋

＋

＝

＝

810

11

25

15

28

1820

7

710

（1）

（3） （4）

（2）

8＋17 ＝（25）

8＋12 ＝（20）

8＋16 ＝（24）

6＋20 ＝（26）

6＋18 ＝（24）

6＋15 ＝（21）

21－1 ＝（20）

21－6 ＝（15）

21－5 ＝（16）

26－6 ＝（20）

26－5 ＝（21）

26－7 ＝（19）

＋ ＋＋ ＋

（みほん）

（1）

（3）

（2）

（4）

①…P5 ①…P6

①…P1 ①…P2

图形的合成 旋转

20～30的合成与分解 加法与减法

答案

＝＝＝

31-2 ● 31-2 ●

31-2 ●31-1 ●

＋

＋

＋ ＋ ＋

＋

＋

＝

＝

＝＝＝

8

7

8

27

23

28

1319

5 15

12

（1）

（3） （4）

（2）

4＋20 ＝（24）

4＋22 ＝（26）

4＋21 ＝（25）

7＋14 ＝（21）

7＋20 ＝（27）

7＋15 ＝（22）

26－3 ＝（23）

26－4 ＝（22）

26－8 ＝（18）

25－2 ＝（23）

25－5 ＝（20）

25－9 ＝（16）

（　） （　）

（　） （　）

（１）

1
2 3

○

②…P9 ①…P12

②…P8镜子与时钟①…P7

长度顺 

20～30的合成与分解

加法与减法

答案

序



26 17

31-1 ●

31-1 ●

31-1 ●

31-1 ●

＋

＋

＋ ＋ ＋

＋

＋

＝

＝

810

11

25

15

28

1820

7

710

（1）

（3） （4）

（2）

8＋17 ＝（25）

8＋12 ＝（20）

8＋16 ＝（24）

6＋20 ＝（26）

6＋18 ＝（24）

6＋15 ＝（21）

21－1 ＝（20）

21－6 ＝（15）

21－5 ＝（16）

26－6 ＝（20）

26－5 ＝（21）

26－7 ＝（19）

＋ ＋＋ ＋

（みほん）

（1）

（3）

（2）

（4）

①…P5 ①…P6

①…P1 ①…P2

图形的合成 旋转

20～30的合成与分解 加法与减法

答案

＝＝＝

31-2 ● 31-2 ●

31-2 ●31-1 ●

＋

＋

＋ ＋ ＋

＋

＋

＝

＝

＝＝＝

8

7

8

27

23

28

1319

5 15

12

（1）

（3） （4）

（2）

4＋20 ＝（24）

4＋22 ＝（26）

4＋21 ＝（25）

7＋14 ＝（21）

7＋20 ＝（27）

7＋15 ＝（22）

26－3 ＝（23）

26－4 ＝（22）

26－8 ＝（18）

25－2 ＝（23）

25－5 ＝（20）

25－9 ＝（16）

（　） （　）

（　） （　）

（１）

1
2 3

○

②…P9 ①…P12

②…P8镜子与时钟①…P7

长度顺 

20～30的合成与分解

加法与减法

答案

序



18 29

31-3 ● 31-3 ●

31-2 ●31-2 ●

4 1

25

10

＋

＋＋＋

＋＋＋

＋

＋ ＋

＋ ＋

＝

＝

＝

＝＝＝

15

3

10 10 30

20

13

10

3017

（1）

（3） （4）

（2）

3＋24 ＝（27）

3＋21 ＝（24）

3＋23 ＝（26）

5＋20 ＝（25）

5＋17 ＝（22）

5＋21 ＝（26）

27－7 ＝（20）

27－5 ＝（22）

27－2 ＝（25）

26－2 ＝（24）

26－9 ＝（17）

26－1 ＝（25）

5 1
【動かす順番】

3

42

1

2

3

4

5
2 3 4

のカード うごかない

のカード うえに　2ます　すすむ

のカード みぎに　3ます　すすむ

のカード したに　4ます　すすむ

のカード ひだりに　5ます　すすむ

たとえば、　　　　　の　カードの

ルールで　うごくと、　さいごは　○の

ばしょに　なります。

（ 32）

【 】

③…P15 ③…P16

骰子的点数①…P14①…P13迷宫

20～30的合成与分解 加法与减法

移动的顺序

你

朋友

答案

31-3 ●

31-3 ●31-3 ●

（　） （　） （　）

？

○

（　）

（1）

（　）（　）（　）

（　）（　）（　）（　）

（2）

○

○

○

○

（1）

（3）

（2）

（4）

3 9

9

9

6

15

12

2 4 6

4

8

8

6

5 5 10

10

22 20

20

15

15

20 16

18

1416

6

6

12 18

18

10

10

15

①…P20

①…P19①…P18折纸

找规律

比较（颜色、形状等）

答案



28 19

31-3 ● 31-3 ●

31-2 ●31-2 ●

4 1

25

10

＋

＋＋＋

＋＋＋

＋

＋ ＋

＋ ＋

＝

＝

＝

＝＝＝

15

3

10 10 30

20

13

10

3017

（1）

（3） （4）

（2）

3＋24 ＝（27）

3＋21 ＝（24）

3＋23 ＝（26）

5＋20 ＝（25）

5＋17 ＝（22）

5＋21 ＝（26）

27－7 ＝（20）

27－5 ＝（22）

27－2 ＝（25）

26－2 ＝（24）

26－9 ＝（17）

26－1 ＝（25）

5 1
【動かす順番】

3

42

1

2

3

4

5
2 3 4

のカード うごかない

のカード うえに　2ます　すすむ

のカード みぎに　3ます　すすむ

のカード したに　4ます　すすむ

のカード ひだりに　5ます　すすむ

たとえば、　　　　　の　カードの

ルールで　うごくと、　さいごは　○の

ばしょに　なります。

（ 32）

【 】

③…P15 ③…P16

骰子的点数①…P14①…P13迷宫

20～30的合成与分解 加法与减法

移动的顺序

你

朋友

答案

31-3 ●

31-3 ●31-3 ●

（　） （　） （　）

？

○

（　）

（1）

（　）（　）（　）

（　）（　）（　）（　）

（2）

○

○

○

○

（1）

（3）

（2）

（4）

3 9

9

9

6

15

12

2 4 6

4

8

8

6

5 5 10

10

22 20

20

15

15

20 16

18

1416

6

6

12 18

18

10

10

15

①…P20

①…P19①…P18折纸

找规律

比较（颜色、形状等）

答案



20 31

（1）

（3） （4）

（2）

7＋18 ＝（　）

7＋11 ＝（　）

7＋9 ＝（　）

9＋14 ＝（　）

9＋11 ＝（　）

9＋13 ＝（　）

24－7 ＝（　）

24－9 ＝（　）

24－6 ＝（　）

25－9 ＝（　）

25－7 ＝（　）

25－6 ＝（　）

25 23

20

22

18

16

17 16

18

19

15

18

（　） （　） （　）

？

（　）

1
2

3
2

（1）

（3）

（2）

（4）

2 4 3

1 5

【移动的顺序】

等级测试●答案

导入1：理论谈话（具体内容详见Bronze31-35前言部分）

导入2：Bronze32动画视频（具体引导方式详见Bronze31-35前言部
分）

讲解过程：

【数】20～30的合成与分解 、加法与减法

20～30的合成与分解 

学习目标：此项练习，通过观察积木，以10为数群，进一步巩固30以内数的组合。请

依次回答相应问题。

Bronze32具体指导建议

（1）
①数一数，有几个？ （  　）

②再加几个变成25？ （  　）

③再加2个变成几个了呢？ （  　）

④再减4个变成几个了呢？ （  　）

①数一数，有几个？ （  　）

②再加几个变成30？ （  　）

③再加2个变成几个了呢？ （  　）

④再减3个变成几个了呢？ （  　）

（1）

①数一数，有几个？ （  　）

②再加几个变成30？ （  　）

③再加3个变成几个了呢？ （  　）

④再减6个变成几个了呢？ （  　）

（1）

图：Bronze32-1 图：Bronze32-2

图：Bronze32-3

具体指导步骤如下（以Bronze32-1为例，进行题意讲解）：

(1) 指导者出示图片，请学生进行观察。

(2) 指导者使用以下引导语进行引导。

a. “你看到了什么？”（请学生大胆说出观察到的信息）

b. “现在，请和我一起观察第一小题，并回答问题。”

c. “第一个问题，数一数，有几个积木？请将答案写在后面的（   ）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