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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牛现在是一名三升四的小学生,学习奥数快两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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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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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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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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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

知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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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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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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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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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中,牛爸以和牛牛父子对话的体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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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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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 本书的例题和练习题的选择范围以四大杯赛为主(中

环杯、小机灵杯、亚太杯、走美杯)。 中环杯试题包括从第十一届到第十五届总共5届三

年级选拔赛、决赛试题,以及从第五届到第十五届(共计11届)四年级的选拔赛、决赛试

题(去除掉了那些难度明显高出三年级一个等级的难题);小机灵杯试题包括从第七届

到第十三届总计7届三年级、四年级的初赛和决赛题目;亚太杯选择了近三届(24,25,

26)上海赛区决赛试题;走美杯的试题选择涵盖了从第二届到第十三届几乎所有三年级

的初赛、决赛试题。

  因此,本书适合那些已经系统学过一段时间奥数、正处在二升三阶段的小朋友。 如

果您希望让孩子冲击年底的三年级思维竞赛,那么这份资料就非常适合,您和您的孩子

会发现这份资料的难度级别和在机构里、书城里买到的资料有明显不同。

  如果您家孩子没有学过奥数,但是已经是三升四,那么本书也是比较适合的入门教

程。 虽然难度稍高,但是因为三升四的宝贝们领悟力也增强了不少,所以同样适用。

  本书对于一升二的宝贝们来说是有难度的,比如巧算速算之强化篇、一些高级的数

列应用、加乘原理、行程问题等等。 一升二或者奥数刚入门的宝宝,建议参考我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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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蕾杯》。

  “牛爸讲奥数”系列完全可以作为了解奥数竞赛体系、拓展数学思维的自学手册,也

是家长们辅导孩子的有益参考。

孙跃勇

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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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春的一个傍晚,正上二年级的牛牛兴冲冲地跑过来说:“爸爸,我给你出道题,看
你会不会做:1+2+3+4+5+…+99+100+99+98+97+96+…+5+4+3+2+1
等于多少?”

  牛爸正在组装他新买的天文望远镜,停下来想了一下说:“10000!”“哇,你太厉害

了,爸爸,你怎么这么快就算出来了?”牛牛惊讶得嘴巴都合不上了。 牛爸摸了摸牛牛的

小脑袋问:“儿子,你怎么想起问这样的题目?”

  “听班里的同学说的,我们班里有十几个同学一起在外面学奥数,第一堂课就学了

这个。 爸爸,你知道这道题的数字排在一起像什么吗?”

  牛爸挠了挠头问:“你说像什么呢?”

  “像一座山,两头的数字小,越往中间数字越大,中间最大的数字就是山顶。 听同学

说这样的数列叫山顶数列,好玩吧?”牛牛还没等爸爸回答,就接着说:“求山顶数列的和

有一个超级简便的计算方法,就是和等于山顶那个最大的数字乘以它自己!”

  牛爸想了一下:“嗯,是这样的。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牛牛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我也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不出来。 问了那些上奥数

的同学,他们也不知道。 对了,爸爸,你怎么那么快就知道和等于10000呀?”

  牛爸笑了:“虽然爸爸不知道这叫山顶数列,但是我看出了它的规律,就快速地算出

结果来了。 它的规律就是等差数列求和,所谓山顶数列也只是等差数列的一个特例而

已,可以用等差数列求和公式推导出来。”

  看到牛牛听得聚精会神的样子,牛爸想借机培养牛牛对数学的兴趣,便问:“你给爸

爸出了一道题,现在爸爸也给你出一道题,怎么样?”

  “好啊,但是等一下!”说完,牛牛蹬蹬蹬地跑到爷爷房间里,大声喊道:“爷爷,爷爷,

快来和我一起听爸爸出题目吧!”在家里面,牛牛和爷爷最亲了,有什么好东西都优先跟

爷爷分享,连数学题都要一起听。

  等他们都坐好了,牛爸出题了:“灰太狼在羊村碰了一鼻子灰被赶了出来,但是它在

半路上抓了一窝兔子,然后又运气很好,抓住了几只鸡,于是灰太狼把兔子和鸡都关到

了一个笼子里面。 回到家以后,红太狼问它抓了多少只兔子、多少只鸡,灰太狼数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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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却总也数不清楚。 但是它数出来兔子和鸡一共有15只,兔子脚加上鸡的脚一共有

50只。 这时候,小灰灰回家了,它听了灰太狼数数的事情,一下子就知道兔子多少只、

鸡有多少只了。 你知道小灰灰是怎么做到的吗?”

  牛牛看看爸爸,又看看爷爷:“这怎么算呀,只能一个个去试了,先假设有一只兔子,

剩下的全是鸡,看是不是一共50只脚;然后再假设两只兔子,这样一路算下去……”

  “牛牛很棒,能想到这个方法很好;不过这样比较慢,想想看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我想到了!”在一旁的爷爷说话了。 “快说快说……”牛牛摇晃着爷爷的手撒娇地

催促着。 爷爷慢悠悠地说道:“兔子和鸡怕被吃掉,它们得听小灰灰的话。 小灰灰说,大

家都抬起一条腿! 每个兔子和每只鸡就都乖乖地抬起一条腿。 现在剩下50-15=35
条腿了。 小灰灰继续说,再抬起一条腿!”牛牛马上打断了爷爷:“爷爷,那不行啊! 兔子

有四条腿,它们抬起两条还可以站着,可是鸡总共就两条腿,怎么抬啊?”

  爷爷回答说:“牛牛说得对,鸡一想没法再抬了,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样就能抬

起第二条腿了。”哈哈哈哈哈……牛牛笑得前仰后合。

  “这时候,还站在地上的腿就剩下35-15=20条了。 这20条腿都是兔子的,因为

鸡都是屁股着地的;每个兔子只有两条腿着地,20除以2等于10,所以就知道有10只

兔子,那么鸡就是15-10=5只。”

  牛爸高兴地鼓起掌来,赞叹牛爷的解答非常完美! 牛牛都听得入神了,好半天才回

过味来,然后搂着爷爷说道:“爷爷你怎么想到的,我也要学,你教我!”爷爷笑了:“我的

数学课没好好学,还是让爸爸教吧! 他比爷爷厉害多了,将来你也要比爸爸强!”

  “爸爸,我觉得数学很有意思! 班上的同学很多人都去上思维训练班了,我也想

学!”这个想法牛牛都憋了一天了,终于借此机会正式地对爸爸提了出来。

  牛爸收起还没组装好的天文望远镜,对牛牛说:“儿子,不用去外面上训练班,爸爸

教你! 给爸爸一周时间准备,从下周开始,每周一个主题,半年之内咱们把整个奥数体

系梳理一遍。”

  “好!”牛牛响亮地回答。

  牛爸沉思了一下,然后问牛牛:“上海哪个杯赛最厉害,你知道吗?”牛牛仰起头,想

了想说:“听同学们说有四大杯赛———中环杯、小机灵杯、亚太杯和走美杯。”

  “好,那咱们就进军四大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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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讲 巧算与速算

  经过一周的等待,牛牛终于等来了第一次思维训练课。 小家伙早早地准备好纸笔,坐
在自己的小书桌前。 牛爸收拾好家务,慢悠悠地走了过来,直接递给牛牛一张小纸条:“给
你一分钟时间,把结果求出来,现在开始计时!”说完牛爸就开始看时间了,这个开场很出乎

牛牛的意料,他赶紧拿起纸条,原来上面是一道题:

  21+68+36+64+32+79=(  )

  等牛牛看清题目,20秒已经过去了,他赶紧拿起笔来计算,同时希望时间能走得慢一

点。 “Time
 

is
 

up!”牛爸一秒钟都没多给,时间一到就喊停了。 牛牛无奈地放下笔,对爸爸

说:“时间太短了,我只做了前面四个数相加,和是189;后面的来不及做了。”

  牛爸笑了:“没有关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准确计算出前四个数字的和已经不错了。

不过要想学好数学,必须有强大的计算力,这是基本功;同时还要多动脑筋,先观察再动手。

观察什么呢? 就是要观察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比如这道题———”牛爸拿过纸条,在上面画

了几笔,题目变成了这样:

  “牛牛,现在让你再做一遍,你能快速算出结果吗?”牛牛发现爸爸用线连起来的数字之

和刚好等于100,三条线都是这样。 “爸爸,我知道了,结果是300,我发现规律了!”牛牛开

心地大叫起来!

  “牛牛真棒! 这就是今天这堂课的主题:巧算与速算。 咱们开始上课吧,看看还有哪些

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计算能力。”牛爸拿出准备好的讲义,开始了第一堂思维训练课。

  一、加减法篇

(一)凑整

  “牛牛,爸爸问你,如果要把10拆分成两个数字的和,你知道有哪几种组合吗?”牛牛张

口就来:“1+9,2+8,3+7,4+6,5+5。”

  “嗯,回答得一点都不错,这五组数字相加的和都等于10。 ‘整’比‘散’快,巧用这些凑

成整十的数字组合,可以使计算又快又准。”






 



例1★:1+2+3+4+5+6+7+8+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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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题当然可以从左往右挨个相加:1+2=3,3+3=6,6+4=10,10+5=15,15+6=

21,21+7=28,28+8=36,36+9=45,45+10=55。 但是这种方法很麻烦,而且一步错,步

步错。 如果利用凑成整十的方法,就能克服这种缺点。

  学过了凑成整十的方法,我们就可以举一反三,要能想到凑成20,30,40,50,60,70,

80,90,甚至整百、整千等来提高计算速度。










 



例2★:19+28+37+46+55+64+73+82+91+(  )=550。 (2010年走美

杯三年级初赛)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以55为中心、左右两侧对称的数字之和可以凑成110,这样的数字

组合一共有四组。 算式的总和为550,也就是说110×5;已经发现了四组110,那么肯定还

剩下一组110,已知其中一个数字是55,那么括号中的数字就是110-55=55。






 



例3★:999+99+9+3=(  )。 (2012年走美杯三年级A 卷)

  题目上9,99,999三个数字分别和10,100,1000只相差1,很容易就能想到利用凑整

法。 再一看题目中有一个数字3,刚好拆成1+1+1,分别补到9,99,999上,题目就变成:

  999+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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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1)+(99+1)+(9+1)

 =1000+100+10

 =1110






 



例4★:699999+69999+6999+699+69=(  )。 (第四届小机灵杯三年级)

  经过前面几道凑整题目的练习,应该能第一时间想到用凑整法,因为题目上有好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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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讲 巧算与速算


  牛牛举手问道:“可是题目上没有其他数字来补充1了呀!”牛爸笑了:“嗯,我们可以换

一个思路,先凑成整数,然后再扣除多计算的1。 就好比一样东西69元钱,你没有零钱,给

了卖家70元,对方要找你1元钱。”

  699999+69999+6999+699+69

 =(700000-1)+(70000-1)+(7000-1)+(700-1)+(70-1)

  根据速算思想,应该先计算整数。 每个整数都减去了1,一共减去了5个1,总共减了

5。 算式可以再变化一下:

 =700000+70000+7000+700+70-5

 =777770-5

 =777765










 



例5★★:2015-123-125-127-129-131=(  )。 (第十三届小机灵杯三年

级初赛)

  “哇!”牛牛夸张地叫了起来,“这么多减号啊,一个个减过去头都要大了!”

  呵呵,别急,牛牛,加比减快! 咱们先试试看能不能把减法变成加法:

  2015-123-125-127-129-131

 =2015-(123+125+127+129+131)

  这里要用到在巧算和速算时常用的方法———改变运算顺序;更要记得添小括号或是去

小括号的用法:当小括号前面是减号时,括号里面的数字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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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牛

牛你肯定老早就看出来了,括号里完全可以运用凑整法。 比如129+131,123+127都可以

凑整,只有一个孤零零的125没有配对。 不要紧,先算完另外两组数,最后再把它捎上就

行。

 =2015-(123+127+129+131+125)

 =2015-(250+260+125)

 =2015-635

 =1380

(二)分组计算

  在只有加减运算的算式中,有时改变运算顺序,按照一定的规律把数字先分组再计算,

可使计算十分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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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100-99+98-97+96-95+94-93+93-92+91=(  )。 (2009
年春蕾杯三年级决赛)

  这道算式较长,如果按顺序进行加减运算,又繁又慢,很容易出错。 如果改变一下运算

顺序,让题目中的数字两两配对做好朋友,就会显得非常“漂亮”,咱们来看看吧:

  100-99+98-97+96-95+94-93+93-92+91

 =(100-99)+(98-97)+(96-95)+(94-93)+(93-92)+91

 =1+1+1+1+1+91

 =96










 



例7★★:100+99-98+97-96+95-94+…-6+5-4+3-2=(  )。

(第三届小机灵杯三年级)

  讲完一道改变运算顺序的简单例题后,牛爸想考验牛牛能否举一反三:“牛牛,这道题

比上一道复杂一些,你来挑战一下吧!”

  “爸爸,这肯定还是要用到改变运算顺序和配对的方法。 除了开头的100以外,每两个

用小括号括起来就行。”牛牛摇晃着手中的铅笔,苦思冥想起来。 “我知道了,爸爸。”牛牛叫

了起来,“因为要两两配对,所以只要知道从2到99一共多少个数,然后除以2就可以了!

从1到99一共99个数,从2到99就是98个数。 98再除以2等于49。”牛牛拿起笔写道:

  100+99-98+97-96+95-94+…-6+5-4+3-2

 =100+(99-98)+(97-96)+(95-94)+…+(7-6)+(5-4)+(3-2)

 =100+1+1+1+…+1  
      共49个1

 =100+49

 =149

  做出这道题后,牛牛得意地摇头晃脑。 牛爸看在眼里没有说什么,又出了下面一道题。










 



例8★★:2010+209-208+207-206+205-204+…+7-6+5-4+3-2+

1=(  )。 (第九届小机灵杯三年级)

  牛牛一看,和上一题差不多,心想,这简直小菜一碟呀! 于是刷刷刷写下了计算过程:

  2010+209-208+207-206+205-204+…+7-6+5-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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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讲 巧算与速算


 =2010+(209-208)+(207-206)+(205-204)+…+(7-6)+(5-4)+(3-2)+1

 =2010+1+1+1+…+1      
//2到209一共208个数,因此一共104对

      共104个1

 =2010+104

 =2114

  牛牛蹦蹦跳跳地把计算过程给爸爸看。 牛爸拿起铅笔轻轻地敲了一下牛牛的小鼻子:

“做错了,小马虎! 得意的时候,最容易粗心大意。 再仔细看看,哪里做错了?”

  “啊哦,漏掉了一个小尾巴!”牛牛吐了吐舌头,迅速地重新写了计算过程:

 =2010+1+1+1+…+1   +1

      共104个1

 =2010+104+1

 =2115










 



例9★★★:计算100-96+92-88+…+12-8+4=(  )。 (第十二届中环

杯三年级选拔赛)

  这道题目难度提升了,数字不连续,要开动脑筋才能算出总共有多少对好朋友。

  100-96+92-88+…+12-8+4

 =(100-96)+(92-88)+…+(12-8)+4

  每一个括号中都是大数比小数大4,那么有多少对这样的数字组合呢? 一时想不清楚

也不要紧,可以根据数字的规律,把所有的括号中的被减数都列出来。 规律是什么? 就是

每一个括号中的被减数比前一个括号中的被减数小8,对不对?

100 92 84 76 68 60 52 44 36 28 20 12

  我们清楚地看到一共有12个被减数,那么算式可以写成:

  100-96+92-88+…+12-8+4

 =(100-96)+(92-88)+…+(12-8)+4

 =4+4+…+4   +4

   12个4

 =13×4

 =52

  除了列表格把所有被减数都列出来,还有更简便的方法,比如100比12大88,每8个

50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