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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随着人们对新课程观的理解，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开发和利用是保证新课程实施的

基本条件。新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

作，而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

开发利用一切课程资源，为实施新课程提供环境成为当

务之急。

在执行新课程计划中，应当树立新的课程资源观，教

师应该成为学生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学生应

该成为课程资源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应当学会主动地

有创造性地利用一切可用资源，为自身的学习、实践、探

索性活动服务。

为此，我们开发了《中学理科课程资源》丛书。这套

丛书共３６本，分为数学、物理和化学三个方面。根据新

课标的改革方向，每个方面又分为教学、百科和新方位三

个方向，是针对中小学教师和学生而编写的精品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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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理科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说到底是为了学

生的发展而展开的，让每一位理科教师在进行理科课程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时能更多地关注学生自身存在的一切

资源，激发和唤醒学生的多种潜能，为学生以后能主动学

习、主动探索、主动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理科方

面的专家及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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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数学

长期以来，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一些同学视数学

如畏途，兴趣淡漠，导致数学成绩普遍低于其他学科。

这使一些教师、家长以至专家、学者大伤脑筋！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任何事物，只有有了兴趣，

才能产生学习钻研的动机。兴趣是打开科学大门的

钥匙。

对数学不感兴趣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体会到蕴含于数

学之中的奇趣和美妙。

一个美学家说：“美，只要人感受到它，它就存在，不

被人感受到，它就不存在。”

对数学的认识也是这样。

有人说：“数学真枯燥，十个数字来回转，＋、－、×、

÷反复用，真乏味！”

有人却说：“数学真美好，十个数字颠来倒去，变化无

穷最奇妙！”

认为枯燥，是对数学的误解；感到了兴趣，才能体会

到数学的奥妙。

其实，数学确实是个最富有魅力的学科。它所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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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妙和奇趣，是其他任何学科都不能相比的。尽管语

文的优美词语能令人陶醉，历史的悲壮故事能催人振奋，

然而，数学的逻辑力量却可以使任何金刚大汉为之折服，

数学的浓厚趣味能使任何年龄的人们为之倾倒！使数形

有机结合，才有这奇奇妙秒千姿百态的大千世界。数学

的美，质朴，深沉，令人赏心悦目；数学的妙，鬼斧神工，令

人拍案叫绝！数学的趣，醇浓如酒，令人神魂颠倒。

因为它美，才更有趣，因为它趣，才更显得美。美和

趣的和谐结合，便出现了种种奇妙。

这也许正是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科学家、艺术家成功

的客观标准。同时也是钟情于数学的原因吧！

数学以它美的形象，趣的魅力，吸引着古往今来千千

万万痴迷的追求者。

一、数学的趣味美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思维触角的每一次延伸，都开

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数学的趣味美，体现于它奇妙无穷

的变幻，而这种变幻是其他学科望尘莫及的。

揭开了隐藏于数学迷宫的奇异数、对称数、完全数、

魔术数……的面纱，令人惊诧；观看了数字波涛、数字漩

涡……令人感叹！一个个数字，非但毫不枯燥，而且生机

勃勃，鲜活亮丽！

根据法则、规律，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演化出的各种

神机妙算、数学游戏，是数学趣味性的集中体现，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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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维的出神入化！

各种变化多端的奇妙图形，赏心悦目；各种扑朔迷离

的符形数谜，牵魂系梦；图形式题的巧解妙算，启人心扉，

令人赞叹！

魔幻谜题，运用科学思维，“弹子会告密”、“卡片能说

话”，能知你姓氏，知你出生年月，甚至能窥见你脑中所

想，心中所思……真是奇趣玄妙，鬼斧神工。

面对这样一些饶有兴味的问题，怎能说数学枯燥乏

味呢？

二、数学的形象美

黑格尔说：“美只能在形象中出现。”

谈到形象美，一些人便联想到文学、艺术，如影视、雕

塑、绘画，等等。似乎数学只是抽象的孪生兄弟。其实

不然。

数学是研究数与形的科学，数形的有机结合，组成了

万事万物的绚丽画面，它有多姿多彩的美，例如：

１．数字美

阿拉伯数字本身便有着极美的形象：１字像小棒，２
字像小鸭，３字像耳朵，４字像小旗。瞧，多么生动。

２．符号美
“＝”（等于号）两条同样长短的平行线，表达了运算

结果的唯一性，体现了数学科学的清晰与精确。

“≈”（约等于号）是等于号的变形，表达了两种量间



　　　　　　　　　　 　　　

聆 听 数 学 趣 闻

４　　　　

　
　
　
　
　
　
　
　
　
　
　

　
中
学
理
科
课
程
资
源

的联系性，体现了数学科学的模糊与朦胧。

“＞”（大于号）、“＜”（小于号），一个一端收紧，一个

一端张开，形象地表明两量之间的大小关系。

｛［（）］｝（大、中、小括号）形象地表明了内外、先后的

区别，体现对称、收放的内涵特征。

３．线条美

看到“⊥”（垂直线条），我们想起屹立街头的十层高

楼，给我们的是挺拔感；看到“—”（水平线条），我们想起

了无风的湖面，给我们的是沉静感；看到“～”（曲线线

条），我们想起了波涛滚滚的河水，给我们的是流动感。

几何形体中那些优美的图案更是令人赏心悦目。

三角形的稳定性，平行四边形的变态性，圆蕴含的广

阔性都给人以无限遐想。

脱式运算的“收网式”变形以及统计图表，则是数与

形的完美结合。

我国古代的太极图，把平面与立体、静止与旋转，数

字与图形，更做了高度的概括！

三、数学的简洁美

数学科学的严谨性，决定它必须精炼、准确，因而简

洁美是数学的又一特色。

数学的简洁美表现在：

１．定义、规律叙述的高度浓缩性，使它的语言精炼到
“一字千金”的程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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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数的定义是“只有１和它本身两个约数的数”，若

丢掉“只”字，便荒谬绝伦；小数性质中“小数末尾的

０……”中的“末尾”若说成“后面”，便“失之千里”。此种

例证不胜枚举。

２．公式、法则的高度概括性

一道公式可以解无数道题目，一条法则囊括了万千

事例。三角形的面积＝底×高÷２。把一切类型的三角

形（直角的、钝角的、锐角的；等边的、等腰的、不等边的）

都概括无遗。

“数位对齐，个位加起，逢十进一”把各种整数相加方

法，全部包括了进去。

３．符号语言的广泛适用性

数字符号是最简洁的文字，表达的内容却极其广泛

而丰富，它是数学科学抽象化程度的高度体现，也正是数

学美的一个方面。

所以，用符号表达的算式，既节省了大量文字，又反

映了普遍规律，简洁，明了，易记，充分体现了数学语言干

练、简洁的特有美感。

四、数学的对称美

对称是美学的基本法则之一，数学中众多的轴对称、

中心对称图形，幻方、数阵以及等量关系都赋予了平衡、

协调的对称美。

数学概念竟然也是一分为二地成对出现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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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奇—偶，和—差，曲—直，方—圆，分解—组合，平行—

交叉，正比例—反比例，显得稳定、和谐、协调、平衡，真是

奇妙动人。

数学中蕴含的美的因素是深广博大的。数学之美还

不仅于此，它贯穿于数学的方方面面。数学的研究对象

是数、形、式，数的美，形的美，式的美，随处可见。它的表

现形式，不仅有对称美，还有比例美、和谐美，甚至数学的

本身也存在着题目美、解法美和结论美。

上述这些只是浮光掠影的介绍，足见数学的迷人风

采了。打开这本书，如同进入一个奇妙世界，呈现眼前的

尽是数、形变幻的奇妙景观，一个个“枯燥”的数字活蹦乱

跳地为你做精彩表演，一个个“抽象”的概念娓娓动听地

向你讲述生动的故事。它揭示了隐藏于深层的数学秘

密，展示了数学迷宫的绚丽多彩。数的变幻，形的奇妙，

有的令你追根究底，有的令你流连忘返，有的令你惊讶感

叹，有的令你拍案叫绝。

走进这个奇妙世界，必将如咀嚼一枚橄榄果，品尝到

数学的浓浓趣味，感受到数学王国神异高妙，从而使我们

眼界大开。你将惊呼：“哇！数学原来是这么有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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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数字

数字花絮

十个阿拉伯数字，像五彩缤纷的花絮。四种运算符

号＋、－、×、÷，如变幻多姿的魔棒。数字与符号的组合

分化，则构建一道道迷人的风景线，它牵动着多少智者的

神经，激荡起几多想像和思考。

一代代人的耕耘培育，使数学园地繁花似锦，光彩夺

目。这里的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朵彩色的花瓣，这里的每

一道问题都诱发出迷人的魅力。一些题隐去了数字，只

呈现一片虚幻的空白。每一块空白又都是一个等待回答

的问号，扑朔迷离，直令人魂牵梦绕。

再没有比“悬念”更能激发思考了！空白虚幻之中却

又隐藏种种技巧。数字趣题虽没有像应用题、故事或游

戏趣题那样的事件、情节，往往只透露一点点信息，却要

求从已知的点滴信息中，推出它的整体面貌。它像一团

雾，像一个谜，虽然一时看不清，抓不住，却又有着实实在

在的答案。这样，就更加激人深思，引人思考。一经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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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必欲弄个水落石出。

数字趣题中，有的是在一个算式中只保留部分数字，

而将另一些数字隐去，只用“□”、“☆”或其他文字符号来

替代。要求根据已有的数字，运用分析、推理，将被隐去

的数字复原，使算式完整，成立。这种趣题，在我国古代

称为“虫蚀算”，意思是，本来很完整的算式，被书虫啃蚀

了，因而，数字便残缺不全。有的只提供一些数字，要求

添加运算符号或巧妙组合，使它们符合规定的条件。

有的是通过数字的排列组合出现一些奇妙的有规律

的现象。如幻方、数阵，它们纵横或周边，在同一直线上

的各个数字之和，都为同一数值，奇幻迷人。

数字趣题，依其表现形式，常见的有以下数种：

１．竖式谜

２．横式谜

３．填空谜

４．幻方

５．数阵

解数字谜，要根据四则运算的法则、规律，对照已知

条件，理清数与数间的内在联系，先易后难，由此及彼，使

被隐去或要求填写的数字，一个一个地暴露出来。从而

拨开迷雾，显出“庐山真面目”。幻方和数阵的制作，则更

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解数字趣题，如同侦察员破案一样，开始如理乱麻，

渐渐便理清线索，继而顺藤摸瓜，最终便真相大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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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式谜

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中，比较复杂的题目，都要

先列竖式进行演算。

常见的竖式，都是单纯的求和或差，或积或商。竖式

谜，却只提供不完全的条件。有时给出几个或一个数字，

隐去了其他各数；有时一个数字也没有，只用“□”或“★”

等特殊符号，把竖式的框架显示出来。

这种竖式看上去像一团迷雾，扑朔迷离，简直是个没

解开的谜。只有熟练算法、算理，根据已提供的点滴信

息，分析、推理，顺藤摸瓜，才能使一个个隐去的数字重新

出现。

解加、减法的竖式谜，主要根据进位、退位情况，进行

分析、判断。乘、除法，除了考虑进、退位问题，还要根据

乘、除法的法则，认真推敲。一般要先将容易找出的数字

填出来，这样，未知数的范围便越来越小，最终便可找出

全部隐藏的数字。

解数字谜，如同侦察员破案一样，新奇、有趣。

例１解：加数都是两位数，从第一个加数个位是５与

和的个位数是９，可以推断第二个加数的个位数必定是

４。即５＋？＝９。从和的百位数与十位数是１８，可断定，

两个加数的十位数都是９，这样，谜便揭开了。

例２解：三个加数，只知道其中两个加数的个位分别

是７、５，而和的个位却是８，肯定是进位造成的。从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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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可判断另一个加数的个位必为６，十位上５＋

□＋７＝□７，可断定：□加上个位进上来的１是５，去掉

进上来的１应是４。百位上２＋□＝６，可知：□＝４，去掉

进上来的１，□＝３。

例３解：这个减法算式，只告知了减数是１，被减数、

减数都不知道！全式应有八个数字，其中七个都是未知

数，初看是比较难解的。但是认真分析一下减法算式各

部分的数位，便可以找到突破口。被减数有四位，减去１
后，差却成了三位数，只有相减时连续退位，才会如此。

那么，什么数减去１需要向高位借数呢？只有“０”！而最

高位退１后成了０，表明被减数的最高位就是“１”。这

样，就可以断定被减数是１０００。知道了被减数和减数，

差就迎刃而解了。

例４解：个位上，被减数是７，差是６，可知减数是１。

十位上，减数是８，差是９，可知被减数必小于８，借位后

才使差比减数大的。那么，？－８＝９，可知被减数十位上

是７。再看百位，因为被减数是四位数。相减后，成了三

位数，差的百位数又是９，从而断定，被减数的百位上是

０，千位上必定是１了。

例５解：这是个三位数与一位数相乘的算式。被乘

数只知道十位数是２，积只知道个位数是２，乘数是７，其

余都是未知数！但是从个位的一个数与７相乘，积的个

位数是２，可推断被乘数的个位数只能是６。６×７＝４２，

十位上进４。被乘数的十位数是２，２０×７＝１４０，加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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