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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牛现在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学习奥数近一年了。 一直是牛爸在教,没有去外

面的机构学习。 开始也是四处搜寻教材,可是总觉得没有特别合适的,因此才决定自己

编写奥数教材来教牛牛,没想到效果比起上奥数班的同学来还更好。 目前已编写了《决

战春蕾杯》,《决战中环杯》也即将杀青。

一、牛爸讲奥数和其他奥数教材有什么不同?

  1.竞赛真题分析

  咱家的孩子为什么学奥数? 还不是为了小升初! 谁让咱不是富二代、官二代的爹

娘呢,只能让孩子在奥数之路上拼一拼。 理想的情况就是咱家孩子能在“中环杯”、“小

机灵杯”这样的重量级赛事上拿奖了。 牛爸的思路很简单:咱就是奔着这些竞赛去的,

那么历年的竞赛真题是必经之路,一切为了实战。 所以,书中的例题几乎全部是历年竞

赛真题,并按照题目类型、难易程度等进行了系统归类。

  2.深挖洞、广积粮(提升到竞赛的深度与广度)

  奥数是个系统工程,要想出成绩,就要打好根基且扎根要深! 不要以为会背几个等

差数列公式就真正掌握了等差数列,或是知道了一笔画判断法则就掌握了一笔画!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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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竞赛题目不可能让你舒舒服服地直接套用公式就可以解题,总是会设置各种各样

的障碍、陷阱,这就需要孩子们真正吃透各类题型背后的条件、应用场景。 条件不具备,

要学会改造、创造条件来解题。 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深入探究各个知识点背后的实

质,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 “牛爸讲奥数”系列就是力图深入挖掘竞赛真题涉及知识点

的各个环节,让孩子不仅熟悉竞赛的各种题型(广度),同时还要吃透(深度)。

  3.立足于小朋友的思维,孩子完全可以自学

  现在的家长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看到小朋友的奥数题目,第一反应往往是从大人

的角度来解题,这肯定是不对的。 比如盈亏问题、和差倍问题等,用方程可以轻松地解

出来,可是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方程! 所以要想教自家孩子奥数,就需要从小朋友的

思维角度来考虑。

  奥数教材都会做到这一点,但是牛爸更进一步,针对每道例题,均从孩子的思维出

发,作出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包括孩子的困惑以及常见的理解错误、不良的学习习惯等。

对于例题的解析,牛爸可谓不厌其烦,非普通的资料可以相提并论。 不夸张地说,不仅

家长看了之后可以自己辅导孩子,甚至孩子自己都可以直接拿来自学了。

  在“牛爸讲奥数”系列中,牛爸以互动启发的方式将解题思路娓娓道来,其灵感正来

源于牛牛学习奥数的历程。 牛牛也是一名小学生,很多其他小朋友犯的错误他同样会

犯;其他小朋友觉得难的地方,他也会觉得难。 让您家孩子同牛牛一起在奥数之路上共

同成长吧!

二、适合我家宝贝学吗?

  如果您家宝贝之前没有接触过奥数,那么建议您先从《决战春蕾杯》开始,让您家宝

贝熟悉一下低年级的奥数体系,“春蕾杯”二年级的题目难度适中,非常适合奥数入门。

  全书共二十二讲,以历届春蕾杯思维竞赛为例,对二年级思维竞赛体系进行了系统

的梳理,并从小朋友的思维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各类题型的解题思路,以及易犯的错

误。

  例题的选择范围为从2009~2014年总共6届的春蕾杯(二年级)思维竞赛,包括初

赛和复赛,共计12套试卷(如某种题型缺乏,偶尔会补充一些其他来源的题)。 9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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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试题都被分析到了,剩余未被分析的大多是重复、雷同的试题。

  对于刚刚接触数学思维竞赛的一、二年级学生来说,完全可以作为了解数学思维竞

赛体系的自学手册,也是家长们辅导孩子的有益参考。

孙跃勇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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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讲 巧算与速算

  纵观2009年以来的历届“春蕾杯”二年级思维竞赛考题,巧算与速算总是排在前几

道题的位置,而且基本上都不难,属于送分性质的;只要宝贝们细心,应该可以轻松应

对。

  1.数列求和:配对和凑整

  在讲具体方法之前,先来看看巧算与速算的基本思想:

  (1)“小”比“大”快。

  小的数字比大的数字好计算,比如1+2+3就比123+456+789算起来容易得多。

  (2)“整”比“散”快。

  整数比散数好计算,比如800+900就比851+923容易计算。

  (3)“加”比“减”快。

  对大多数人来说,加法比减法更容易些。

  (4)“乘”比“加”快。

  如果碰到很多相同数字相加,用乘法当然比一个个加过去更便捷。

  无论题目如何变化,只要拿到题目后善于观察,就能找到其巧算规律,以便快速地

计算出结果。 先从最简单的题目开始吧。

  2009年初赛和决赛的第一题都是数列求和的题目。










 



[2009年初赛]6+8+10+12+14+16+18+20+22+24=    
[2009年决赛]3+5+7+9+11+13+15+17+19+21=    

  对于这样的题目,当然可以从左往右逐步相加来计算:6+8=14,14+10=24,24+

12=36,36+14=50……这种挨个相加的方法,虽然也可以得出最后结果,但是麻烦,而

且一步出错,以后步步都错。 宝贝们,开动脑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前面提到了整数比散数要容易计算,再仔细观察一下初赛的题目。 咦,好像发现规

律了:头上的6和尾巴上的24刚好凑成了30、第二个数字8和倒数第二个数字22加在

一起也是30,依次算过来,就能发现完整规律了,咱们画个图表示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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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尾的数字依次两两相加,它们的和都是30,一共有五组这样的数字,那么总和就

是30×5=150,怎么样,宝贝们,这样的凑整速算是不是比前面的从左往右挨个加在一

起要快得多呀?

  决赛的那道题目看起来不能凑成整十了,不过它的规律是一样的,头尾的数字依次

两两相加的和是24,同样是有五组,我们还是可以快速求出它们的总和:24×5=120。

  类似的题目在2012年到2014年又连续出现:














 



[2012年初赛]4+8+12+16+20+24+28+32+36=    
[2012年决赛]4+5+6+7+8+9+10+11+12+13=    
[2013、2014年初赛]1+3+5+7+9+11+13+15+17+19=    

  这就再也难不倒宝贝们了,只要依样画葫芦就能轻松解答啦! 宝贝们一定要学会

配对和凑整的方法,因为这可是巧算与速算的基础哦,碰到有很多数字求和的题目,首

先就要用小脑袋瓜想想看,能不能找出配对和凑整的规律来!

  最后要悄悄地说一句:其实上面的这类问题还有更快速的计算方法,就是“等差数

列求和”,不过不要急,我们在第四讲会讲到的,现在先掌握配对和凑整的方法吧!

  2.找规律和改变运算顺序

  二年级的巧算速算题本身并不涉及乘法和除法,相对来讲简单些,但也一定要仔细

观察题目,从中找到规律简化计算,千万不要硬算,否则一来耽误了时间,二来容易出错

(中间环节有一步出错,就全错了)。 比如:






 



[2011年初赛]8+8+8+8+8+8+8+8+8+8+2+6=    

  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这道题目很有规律:有10个8,再加上1个2和1个6。 如

果对乘法很熟练了,那么很容易想到8×11=88。 即使不知道8×11等于多少,也可以

算8×10+2+6,得出结果为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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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法往往比加法难算一点,尤其是有一串减法要计算的时候。 宝贝们得开动脑筋,

想想有没有办法把减法变成加法,再把加法变成乘法,这样就简单多了。 让我们看看下

面一道题目:






 



[2010年决赛]98-9-9-9-9-9-9-9-9-9-9=    

  哇……这么多减号啊! 一个个减过去头都大了! 别着急,想想我们的简化计算:

  第一步,把减法变成加法。

  98-9-9-9-9-9-9-9-9-9-9

 =98-(9+9+9+9+9+9+9+9+9+9)

  宝贝们,这里就要用到在巧算和速算时常用的方法:改变运算顺序。 尤其要记得小

括号的用法,当小括号前面是减号时,括号里面的加减号要反一反。 原来是加号的,要

反成减号;原来是减号的,要反成加号。

  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一步,把一串减法变成了一串加法,可还是有一串数字要计算。

不过啊,聪明的你肯定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括号里每一个数字都是9,那么我们就可以

数一数有多少个9,一共10个,对不对? 那就可以再简化一下计算了。

  第二步,把加法变成乘法。

 =98-(9×10)

 =98-90

 =8

  这样就很容易地计算出结果了。

  宝贝们,是不是觉得前面两道题有点简单呀? 宝贝们一个比一个聪明,以至于春蕾

杯的题目也得水涨船高,跟着提高难度才行。 咱们看看2014年的两道试题吧:














 



[2014年初赛]180-9-9-9-9-9-9-7-7-7-7-7-7=    
[2014年决赛]100-9+6-9+6-9+6-9+6-9+6-9+6-9+6-9

+6-9=    

  先看第一题。 哈哈,一个大的被减数,后面可不再是减去一个相同的数字啦,而是

变成了两个不同的数字。 宝贝们,这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咱们的应对之策还是一

样:第一步,变减法为加法;第二步,变加法为乘法,只不过是把9和7分开计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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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9-9-9-9-9-7-7-7-7-7-7

 =180-(9+9+9+9+9+9)-(7+7+7+7+7+7)

 =180-(9×6)-(7×6)

 =180-54-42

 =84

  再看第二题。 这是决赛中的题目,难度又提升了。 先减去9,再加上6;再减去9,

再加上6……妈呀,一连串的减9、加6真让人头晕眼花。 这时候咱们就要学会分分类

了,把一连串的减9串在一起,然后变成乘法来计算;再把一连串的加6串在一起,同样

变成乘法来简化计算。 只是题目中的数字比较多,可不要数错了哈。

  仔细数一数,一共有9个减9、8个加6,那咱们就可以计算啦! 一个9一个6的太

凌乱了,咱们先把相同的数字放到一块儿排排队:

  100-9+6-9+6-9+6-9+6-9+6-9+6-9+6-9+6-9

 =100-(9+9+9+9+9+9+9+9+9)+(6+6+6+6+6+6+6+6)

  然后把加法变成乘法:

 =100-(9×9)+(8×6)

 =100-81+48

 =67

  宝贝们,上面的巧算方法掌握了吗? 这可是2015年“春蕾杯”竞赛的风向标哈,一

定要掌握的。 好啦,再来看一道2012年的试题吧:






 



[2012年决赛]9+99+999+3=    

  聪明的你肯定一下子就想到了,这道题应该用凑整法。 9+99+999+3中的9、99、

999虽然不是整数,但是离10、100、1000这三个整数都只差1。 因此,可以用凑整法来

巧妙计算:

  9+99+999+3

 =10-1+100-1+1000-1+3

  记住我们的原则:先算整数,也就是先算容易算的,再算小数。那就要改变一

下运算顺序了,也就是让这些大小数们“带着符号搬家”。

 =10+100+1000+3-1-1-1

 =111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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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就能看出来了吧,加上一个3,再减去3个1,相当于不加不减,答案就出来了:

1110。

  当然了,这道题目宝贝们也会有另外的速算方法:

  9+99+999+3

 =9+1+99+1+999+1

  把3拆成3个1,然后分别加到9、99、999这三个数字上,凑成10、100、1000,同样

可以快速得出结果为1110。

  3.等量代换:图形符号计算

  有的题目并不把数字都写出来,而是告诉你一些图形符号之间的关系,让宝贝们根

据这些关系算出最后答案。






 



[2012年初赛]已知○=□+□,□=△+△+△+△,○=    个△相加。

  这道题就是送分的,宝贝们都能轻松答出来,这里就不解释了。










 



[2010年初赛]▲+▲+●+●=40,●=▲+▲+▲+▲,▲=    ,

●=    。

  这道题比上一道题稍微增加了点难度,已知一个●等于四个▲,并且两个▲加上两

个●等于40(▲+▲+●+●=40),那么,把算式中的每个●用四个▲替换掉,算式是

不是依然成立呀?

  ▲+▲+(▲+▲+▲+▲)+(▲+▲+▲+▲)=40

  数数看,一共是十个▲,它们的总和是40,那么每个▲自然就是4啦,●是4×4=

16。 答案就出来了,怎么样? 简单吧!

  让我们再来看两道2013年的试题吧。










 



[2013年初赛]○+○+○=15,☆+☆+☆=9,△+△+△=21,那么,○+

☆+△=    。

  如果我们能分别算出○、☆、△是几,再把3个数相加是不是就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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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多少啦? 即使我们没有学过除法,乘法口诀总会背的。 3个○是15,3乘以多少是15
呢? 对啦,3×5=15,因此○就是5。 同样,我们可以轻松得出☆是3,△是7。 结果就

出来了:

  ○+☆+△=5+3+7=15










 



[2013年决赛]小强、中强、大强去称体重。 大强和小强一起称是52千克,小强

和中强一起称是51千克,三个人一起称是81千克,小强的体重是多少千克?

  题目给出了三种不同称法:小强和大强一起称,小强和中强一起称,三个人(大、中、

小强)一块儿称。 最后问小强有多重。

  啊呀,这怎么计算呢? 真头疼,直接称小强的体重不就行了,非要弄这么麻烦,气

人! 宝贝们,耐心一点,这道题不难的。 如果给你们派去一个和小强一模一样、连体重

都相同的克隆人,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大强、中强、小强三个人一起在秤上称体重,一看是81千克,可是没等他们下来,和

小强体重一样的克隆人也上去了。 变成了四个人一起称,你猜他们四个人的体重是多

少呀?

  一定是51+52=103(千克),对不对? 因为小强和大强是52千克,小强和中强是

51千克,现在秤上有小强和大强,还有中强和小强的克隆人,总体重肯定是103千克。

  克隆人跳上来,把大强、中强、小强都吓了一跳,他们赶紧跳下秤去了,就留下小强

的克隆人在秤上。 那么,有多少千克跳下秤去了呢? 总共有81千克,因为大强、中强、

小强三个人的体重一共有81千克。

  四个人时总共是103千克,现在跳下去81千克,还有103-81=22(千克)。 因为

秤上剩下和小强体重一样的克隆人,他的体重是22千克,那么就能知道小强的体重也

是22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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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战练兵

  1.240-20-20-20-20-20-20-20-20-20-20=    (2011年“春蕾

杯”二年级决赛)

  2.91-38-37+14=    。 (2014年“春蕾杯”二年级决赛)

  3.如下图所示,两个天平是平衡的。 现在知道每个 的重量是300克,那么一个

的重量是    克。 (2009年“春蕾杯”二年级决赛)

  4.下图是两个平衡的天平,现在知道一个 重20克,那么一个 重    
克。 (2014年“春蕾杯”二年级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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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0-99+98-97+96-95+94-93+93-92+91=    。 (2009年“春蕾

杯”三年级决赛)

  6.2000-180+220-180+220-180+220-180+220-180+220=    。

(2010年“春蕾杯”三年级决赛)

  7.716+387+284+513=    。 (2014年“春蕾杯”三年级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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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讲 乘法、除法:商和余数

  除法对二年级的宝贝来说不是数学思维竞赛的重点,但是每年总有一道题目会考

查宝贝们对除法的掌握。 近六年来几乎是每年必考,虽然难度不大,但是要小心陷阱

哦!

  1.乘除法算式


















 



[2010年初赛]□×4÷6+22=30,□里的数是( )。

[2010年决赛]54-□÷6×3=36,□代表的数是( )。

[2011年初赛]72-□×8=0,□代表的数是( )。

[2011年决赛]92+□÷7=100,□代表的数是( )。

  上面的四道试题都是关于乘除法的,这样的题目当然不能去瞎猜一个数字然后再

通过计算验证算式是不是成立,那样效率就太低了;宝贝们要知道根据已知条件一点一

点缩小范围,直到求出正确的解。

  比如:□×4÷6+22=30。 虽然一下子我们并不知道□里是什么数,但是如果先不

管□是什么,而是简单地把“□×4÷6”看成一个整体(当成一个数),我们就会看出这个

数加上22等于30。 多少加上22是30呀? 这难不倒宝贝们,8+22=30,再简单不过

了,是不是?

  我们知道了□×4÷6=8,可还是不知道□是什么。 不用急,咱们采用类似的思路,

把“□×4”当成一个数,这个数除以6是8,那这个数是多少,是不是已经算出来啦?

6×8等于48。 因此,□×4就是48。 多少乘以4等于48呢? 聪明的你肯定早就得出

答案了:12×4=48。

  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代表的数是12。

  我们总结一下做这类题目的方法:把未知的数字连同和它一起的乘除算式当

成一个整体,先计算出这个整体是多少,然后再计算未知的数字是多少。

  宝贝们,有时候为了迷惑你们,题目会披上一层外衣,看你能不能识破它背后的真

模样,就像灰太狼披上羊皮冒充喜羊羊一样。 不信咱们就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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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赛]二(1)班有35 名同学参加体育活动。 如果每9 人一组跳绳,则

可以分成( )组,还剩( )人? 剩下的同学每2 人一组打乒乓球,共分成( )

组。

  这是一道应用题,好像很复杂的样子,但是咱们脱掉它的马甲,其实就是这样一道

题目:

  35÷9=□……○    ○÷2=?

  哈哈,这对聪明的宝贝们来说简直是“so
 

easy”! 35个人,9个人一组,那么总共会

有35÷9=3……8,即3组,还余8个人。 剩下的8个人两两一组打乒乓球,共分成8÷

2=4(组)。

  这类乘除法的题目相对简单,只要宝贝们足够细心,都没有问题的。 下面的题目就

有点小陷阱了,宝贝们要注意啦!

  2.除数的应用:被除数、除数、商和余数














 



[2009年初赛]□÷8=7……★,□里最大的数可以填    。

[2009年决赛]□÷☆=7……9,□里最小的数可以填    。

[2013年决赛]□÷8=□……□,当商是一位数时,被除数最大是    。

  上面的几道题目考察的是宝贝们对除法中商和余数的理解,但它们不是简单地问

被除数除以除数,商是多少、余数是多少,而是问你最大或最小的被除数是多少。 有点

绕了,是不是?

  先看第一题:□÷8=7……★,□里最大的数可以填    。

  从题目中可以看出来,一个数除以8,商是7,余数是多少不知道,问这个数最大是

多少。 余数不知道是多少这可怎么算呀? 宝贝们不要被这种题吓倒,其实只要真正掌

握了商和余数的含义,这道题并不难。

  想想看,一个数除以8,那么它的余数的范围会是从几到几? 就是说最小的余数是

多少,最大的余数又是多少呢?

  最小的余数肯定是1,不能再小了;最大的余数是“除数减1”,这里除数是8,那么

最大的余数就是8-1=7了。 宝贝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余数不能再大了,再大就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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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讲 乘法、除法:商和余数


能够被8整除了。

  除数和商都是固定的,是不是余数越大,被除数就越大呀? 既然我们知道了最大的

余数是“除数减1”,那么就可以得到被除数最大是:除数×商+最大的余数,即8×7+
(8-1)=63。

  这道题就做出来了。 怎么样? 宝贝们,不是那么难吧!

  第二题是:□÷☆=7……9,□里最小的数可以填    。

  这次是商和余数是固定的,被除数和除数不知道,问被除数最小是多少。 被除数等

于什么,是不是“被除数=除数×商+余数”呀? 把已知的商和余数填进去,等式就变成

了“□=☆×7+9”。 那是不是除数☆越大,作为被除数的□就越大呀? 同理,如果除数

☆越小,作为被除数的□也就越小。

  好了,宝贝们,现在问题简化成怎样才能找到最小的除数☆。 找到了最小的除数

☆,也就能算出最小的被除数□了。 可是,最小的除数怎么找呢?

  方法就藏在余数9身上。 我们知道,如果除数固定,那么最大的余数是“除数减

1”,写成算式就是:最大余数=除数-1。 那反过来,如果余数确定,最小的除数又该

是什么呢?

  聪明的宝贝们应该已经想到了,最小的除数等于“余数加1”,写成算式就是:最小

除数=余数+1。 因为除数肯定是大于余数的,对不对? 除数可以等于“余数+1”、

“余数+2”、“余数+3”……除数只要比余数大就可以了;那么,在比余数大的一组数中,

当然是只比余数大1的数字最小啦。

  宝贝们,我们已经成功找到了最小的除数,就是余数9加上1,也就是10啦。 那

么,最小的被除数是不是就应该等于最小的除数乘以商,再加上余数呀?

  □=10×7+9=79

  宝贝们,这道题会做了吗?

  再来看第三题:□÷8=□……□,当商是一位数时,被除数最大是    。

  前面两道题都是确定了两个数字,要么是除数和商,要么是商和余数。 这道题只有

除数是已知的,怎么入手呢?

  宝贝们把这道题和下面这道题比较一下,是不是长得很像呀?

  □÷8=7……★,□里最大的数可以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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