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人教版试卷分析

二年级人教版重点：

一、100 以内的加法和减法

1．两位数加两位数．

（1）不进位加法的计算：把相同数位对齐列竖式，再把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加．

（2）进位加法的计算：相同数位要对齐，从个位加起，个位满十要向十位进 1，十位

上的数相加时，不要遗漏进上来的 1．

（3）和=加数＋加数，一个加数=和－另一个加数．

2．两位数减两位数．

（1）不退位减的计算：相同数位对齐列竖式，再把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减．

（2）退位减的计算：相同数位要对齐，从个位减起，个位不够减，从十位退 1，个位

加 10 再减，十位计算时要先减去退走的 1 再算．

（3）差=被减数－减数 被减数=减数＋差 减数=被减数－差．

3．连加、连减和加减混合．

（1）运算顺序：从左往右依次计算．

（2）计算方法：加减混合运算写竖式时可以分步计算，方法与两个数相加（减）一样，

要把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也可以用简便的写法，列成一个竖式，先完成第一

步计算，再用第一步的结果加（减）第二个数．



二、测量

用尺子测量物体的长度．

将物体的左端对准直尺的刻度 0，看物体的右端对着直尺上的刻度是几，这个物体的

长度就是几厘米；如果物体的一端不是对着尺子的刻度 0，而是对着其他刻度，那么

把物体两端对着的两个刻度相减，得到的差就是物体的长度．

三、线段

1.认识线段．

线段特点：①线段是直的；②线段有两个端点；③线段有长有短，可以量出长度．



2.画线段．

画线段的方法：先用笔对准尺子的刻度 0，在它的上面点一个点，再对准要画到长度

的厘米刻度，在它的上面也点上一个点，然后把这两个点连起来，写出线段长

度．

四、直角、锐角和钝角的初步认识．

（1）直角的判断方法：用三角尺上的直角比一比（顶点对顶点，一边对一边，再看另

一条边是否重合）．

（2）画直角的方法：①先画一个顶点，再从这个点出发画一条直线；②用三角尺上的

直角顶点对齐这个点，一条直角边对齐这条线；③再从这点出发沿着三角尺上的另一

条直角边画一条直线；④标上直角标志．

（3）比直角小的是锐角，比直角大的是钝角：锐角＜直角＜钝角．

（4）所有的直角都一样大．

（5）每个三角尺上都有 1 个直角，两个锐角．



五、时间

1．认识分及分和时的关系．

（1）分针走 1 小格是 1 分，走 1 大格是 5 分，走一圈是 60 分．

（2）时针走 1 大格是 1 时．

（3）1 时=60 分．

2．时间的读写方法．

（1）读几时几分：先看时针的位置确定“时”，再看分针的位置确定“分”，合起来

就是几时几分．

（2）写时间的两种形式：几时几分和电子表的形式．



二年级人教版难点：

一、100 以内的加法和减法

解决问题（应用题）．



（1）步骤：①先读题②列横式，写结果，写单位③作答．

（2）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多少、少多少”用减法计算．

（3）求“比一个数多几、少几的数是多少”的问题．先分析“比”字前面是大数还是

小数，“比”字后面是大数还是小数，问题里面要求大数还是小数，求大数用加法，

求小数用减法．



二、观察物体．

（1）从不同位置观察同一物体，所看到的物体形状一般是不同的．

（2）从不同方向观察同一立体图形，所看到的形状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同的．

（3）观察时，要抓住物体的特征来判断．正方体和球不论从哪个方向观察，看到的形

状都完全一样．



三、时间

时间的应用．

（1）解决选择时间的问题时，可以通过分析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确定某时做什么，也可

以利用排除法，排除不对应的时间，确定所选时间．

（2）解决问题要从多角度展开思考．

四、搭配

1．简单的排列．



（1）用 3 个不同的数组成没有重复数的两位数时，先把每个数（0 除外）分别看作十

位上的数，再把其余的 2 个数分别看作个位上的数，依次与它组合．

（2）排列与顺序有关．

2．简单的组合．

（1）可以借助列表法或连线法来解答组合问题．

（2）组合与顺序无关．

五、最大最小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