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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于学生参与数学奥林匹克学习和竞赛有着种种误

读与误解。其实，奥数本身具有趣味、开放、探索、实践的特性。它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有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教师、学

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如何正确地、有利有节地去认识，去参与奥数的学习或竞

赛活动，有合理的把握度，这才是人们应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一味地、不加分

析地赞同或反对。多年来，我国学生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国际多项竞

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非一朝一夕的努力而得到的。一些学有余力的学生在

多个领域里如鱼得水，学得生龙活虎，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本书就数学解题

中的解题技巧以及思维方法作一些初步探索，其中涉及小学中、高年级奥数竞

赛题以及重点初中入学考题的命题得失或对于解题技巧的评估研讨。本书以

中、高年级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以期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帮助学生掌握解

题技巧，从而拓展学生思维、提高解题能力。限于作者水平，书中存在的疏漏，

谨请读者及行家指正。本书在编写中曾得到谭露华、龚颖、李琪慧、韩雄诸位

老师提供相关资料，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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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计算技巧探索（一）

本章讨论的计算问题，是指整数、小数和分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以及乘方计算。探
索计算过程中的简算及巧算，也涉及类似数字求和，方阵、数列等典型问题的计算技巧。

例１　（１）４７８×９９９ （２）４７８×９９　９９９
（３）４７８×９９…
︸
９

１００个９

（４）４７８×９９…
︸
９

２　０１３个９

的积的数字之和 ＝

点评　数的计算，也应该拓宽思维，培养综合分析能力。上列一组计算题，都与“９”有关。
乘数都是由９组成的数。一般的思路用乘法分配律简算这样的题：４７８× （１　０００－１）＝
４７８　０００－４７８＝４７７　５２２。其实，乘数是“９”的多位数乘法计算，当被乘数位数与乘数的位数一
样多，或少于乘数的位数时，用简单的“读９”法就能口算写出结果。以４７８乘以９９９为例：先
将被乘数减去１，写成４７７，然后后三位数用“读９”法写出５２２即可以。（４＋５＝９，７＋２＝９，７＋
２＝９）。如果乘数中９的个数多于被乘数的个数，只须将多余的９安插在中间。如：４７８×
９９　９９９＝４７　７９９　５２２。同样：４７８×９９…

︸
９

１００个９

＝４７７９９…
︸
９

９７个９

５２２。而第４小题求积的数字之和，根本不

用去求积，再考虑积的数字之和。我们可以从前三题，观察得出：乘数里有几个９，积的数字之
和就是９乘以９的个数。如此，最后一题积的数字之和必定是２　０１３×９＝１８　１１７无疑。从以
上点评中，我们发现，平时用乘法分配律简算这类习题时，如果将中间的计算过程删去，直接观
察条件与结果，能够有所发现、有所总结，这才是学习的良好习惯。

例２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２９９８２９９９这列多位数除以９的余数是（　　）。
点评　这题看似一道数的整除中的求余数的问题。其实，它有交叉型的解法存在，所以选

择此题来探索它的计算技巧。能被９整除的数是一个数的各位数字之和能被９整除。有人用
等差数列求和的方法列出：（１＋２　９９９）×２　９９９÷２再看作１　５００×２　９９９，１　５００被９除余数６，

２　９９９被９除余２，６×２的积被９除余数为３。其实９个连续数的和一定是９的倍数。所以用

２　９９９除以９，用弃九法。得出余２。于是只要分析２９　９８２　９９９这个八位数除以９余数是几。
再用弃九法很快得到余数是３。思维不同，解法各异。各有各的意趣，值得玩味。

（图１）

例３　一个正六边形苗圃，用平行于苗圃边缘的直线把它分成
许多相等的正三角形。（图１）

在三角形的顶点上都栽上树苗，已知苗圃最外边一圈栽有９０
棵。那么该苗圃中共栽种树苗多少棵？

点评　这是一个正六边形点阵图中求点数的问题。先作一个
分析。最外圈有９０个点（９０棵树）每两个顶点之间应有１４个点，

１４×６＋６＝９０个点。算这个点阵图中总点数有不同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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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一，每个正三角形点数 （１＋１６）×１６÷２＝１３６点，六个共有１３６×６＝８１６个。而六
条相交的边上各重复计算了一次，中心顶点上多算了五次。８１６－１６×５－５＝７２１点。

解法二，正六边形中心一个点算第一层，第二层每边有二个点，第三层每边有三个点，依次
类推，该正六边形共有１６层。每一层不计算重复的点数。其实从第二层开始，每层的点数依
次是６的１倍、２倍、３倍…的数，所以总点数计算方法可以是：６×（１＋２＋３＋…＋１５）＋１＝
７２１点。

例４　９９２－９８２＋９７２－９６２＋９５２－…－４２＋３２－２２＋１２

点评　应用平方差公式计算此题是十分简捷的方法。我们知道ａ２－ｂ２＝（ａ＋ｂ）（ａ－ｂ）。

９９２－９８２可以写成：（９９＋９８）×（９９－９８）。依次类推，原式可以写成：９９＋９８＋９７＋９６＋９５…＋
３＋２＋１而正整数１＋２＋３＋…＋９９＋１００＝５　０５０，所以原式 ＝５　０５０－１００＝４　９５０。

例５　１９　９９１　９９９×１９　９９１　９９８－１９　９９２　０００－１９　９９１　９９７
点评　这是２０００年《吉林省小学数学夏令营计算竞赛》中的一道题。原来的解法是：
原式 ＝１９　９９１　９９８２＋１９　９９１　９９８－（１９　９９１　９９８＋２）（１９　９９１　９９８－１）

＝１９　９９１　９９８２＋１９　９９１　９９８－１９　９９１　９９８２－１９　９９１　９９８＋２
＝２。

这类题型有否更简捷的解法吗？且看以下的分析。

设：Ａ＝
（ａ）　（ｂ）
９６×９４ 　ａ＋ｂ＝ｃ＋ｄ而ａ－ｂ＜ｃ－ｄ

Ｂ＝ ９７×９３
（ｃ）　（ｄ）

当ａ与ｂ的和和ｃ与ｄ的和相等时，差越小，积就越大。所以可以判断Ａ＞Ｂ，Ａ－Ｂ是
正数Ｂ－Ａ是负数。那么ａ与ｂ的差是几？读者可以用上述的方法计算，也可以直接列竖式
计算后比较。一定会发现。Ａ、Ｂ之差只需对角相减可以得到。

即　Ａ＝９６×９４　９６－９３＝３或９７－９４＝３。
→→→→　　　

Ｂ＝９７×９３

再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当ａ比ｃ少２，而ｄ比ｂ少２时，
Ａ＝９６×９４
Ｂ＝９８×９２

　Ａ 与Ｂ 的差为：

（９８－９６）×２或（９４－９２）。当ａ与ｃ，ｄ与ｂ的差互为３时，有（ａ－ｄ）×３　（ｃ－ｂ）×３，依次
类推。计算十分简便。学习中怎样深入浅出，化繁为简是经常得留意的。这样才能学得轻松、
学得愉快。

试一试

１．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９９７，９９８，９９９。这列数的数字之和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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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一个正五边形的点阵，中心一点算第一层，第二层共有五个点，第三层有十个点，第四层有
十五个点，若五边形点层共有５０层，求点阵中的点的总数是多少？

３．９８７　６５４　３２２×１２３　４５６　７８８－９８７　６５４　３２１×１２３　４５６　７８９

４．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９９２－１００２＋１０１２

５．２２＋４２＋６２＋…＋５９２＋６０２

提示：１２＋２２＋３２＋…＋ｎ２ ＝ｎ（ｎ＋１）（２ｎ＋１）÷６

拓展题

１．求下面数字方阵的所有各数之和。

１，２，３，…，１０，１１
２，３，４，…，１１，１２
３，４，５，…，１２，１３
……………………

１１，１２，１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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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春 蕾 杯 小 学 生
国 春 蕾 杯 小 学 生 思
春 蕾 杯 小 学 生 思 维
蕾 杯 小 学 生 思 维 邀

杯 小 学 生 思 维 邀 请
小 学 生 思 维 邀 请 赛
学 生 思 维 邀 请 赛 试
生 思 维 邀 请 赛 试 题

２．右图８行８列数阵中，“全国春蕾杯小学生思维邀请赛试题”是
依次从小到大的１５个连续自然数。分成四个４行４列方阵。
右下角方阵所有数之和是５６０，全部方阵数之和是多少？

３．小林家住的一条街的各家门牌号码是从１开始的连续自然数。所有的号码之和减去小林
家的号码得５６。小林家住在几号？

４．３３…
︸
３

１００个３

×３３…
︸
３

９９个３

４

５．求以下一组数列之和：

２，３，５，８，１３，２１，３４，５５，８９，１４４，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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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计算技巧探索（二）

例１　１爱＝
１
好＋

１
数＋

１
学，（“爱好数学”为四个不同的自然数）

点评　将一个分子是１的真分数，写成几个或者更多个分子为１的真分数，分母为不同自
然数的真分数连加的形式，有多种不同的技巧。以下作一些探索。

１．公式法：１ａ ＝
１
ａ＋１＋

１
ａ（ａ＋１）

例：１
６ ＝

１
６＋１＋

１
６×（６＋１）＝

１
７＋

１
４２
，例１可随意设定１爱 ＝

１
２
，则１
２ ＝

１
３＋

１
６
，再将

１
３
或１
６
中的一个衍生出如：１

３ ＝
１
４＋

１
１２
。于是得到：

１
２ ＝

１
４＋

１
６＋

１
１２

上述的衍生变化技巧不断进行，就可以无限的展开下去。

２．利用分母的平方数分解法：

例：１
６ ＝

１
（　）＋

１
（　）

，把分母自乘的积ｂ２ ＝３６，再分解成两个因数的乘积，如１×３６，

２×１８，３×１２，４×９，６×６…０．１×３６，这样的分解形式可以写出无数组。取任意一组举例：

１
６＝

１
４＋６＋

１
９＋６＝

１
１０＋

１
１５
，再如：１

６＝
１
３＋６＋

１
１２＋６＝

１
９＋

１
１８
…。衍生出无数种写法。

３．埃及分数计算技巧法：
有着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的文明古国埃及，埃及人处理分数运算的技巧也非常独特。他们

一般只用分子为１的分数来表示１３＋
１
７＝

２
２１
，１
５＋

１
７＝

２
３５
，１
４＋

１
７＋

１
２８＝

３
７
这样的一类分数

运算。由此得到启发。下列一组埃及分数：

１
２
，１
３
，１
４
，１
５
，…，１

９９
，１
１００
，我们选择１

２
，写出 １

２ ＝
１
（　）＋

１
（　）＋

１
（　）＋

…＋ １
（　）

。

已经知道，数学中常用“补割法”解决问题：

１
２ ＝

１
２
，１
２ ＝

１
２－

１
３＋

１
３
，１
２ ＝

１
２－

１
３＋

１
３－

１
４＋

１
４
…

照此原则，不是可以写出：

１
２ ＝

１
２－

１
３＋

１
３－

１
４＋

１
４－

１
５＋

１
５＝

１
２－

１（ ）３ ＋ １
３－

１（ ）４ ＋ １
４－

１（ ）５ ＋１５＝
１
６＋

１
１２＋

１
２０＋

１
５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埃及分数的魔力真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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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２ 　 写 出 大 于 １
３
而 小 于 １

２
的 分 数，并 按 如 下 要 求 排 列 １

３ ＜

（　　）＜ （　　）＜ … ＜ （　　烐烏 烑
）

１００个分数

＜ １２

点评　比较分数大小，是分数计算中常见的一类问题，方法也不少。

１．通分母法：

１
３ ＜

（　　）＜ （　　）＜ （　　）＜ １２ ＝
８
２４＜

９
２４＜

１０
２４＜

１１
２４＜

１２
２４＝

１
３ ＜

３
８ ＜

５
１２＜

１１
２４＜

１
２
。

２．通分子法：

２
７ ＜

（　　）＜ （　　）＜（　　）＜ ２５ ＝
６
２１＜

６
２０＜

６
１９＜

６
１８＜

６
１５＝

２
７ ＜

３
１０＜

６
１９＜

１
３＜

２
５
。利用分子相同，分母小的反而大的原理，１

３＜
（　　）＜（　　）＜（　　）＜１２

也可

以先写成：１
３＜

１
２．９＜

１
２．８＜

１
２．７＜

１
２
，再整理成１

３＜
１０
２９＜

１０
２８＜

１０
２７＜

１
２＝

１
３＜

１０
２９＜

５
１４＜

１０
２７＜

１
２
。用对角相乘的积作比较判断：１×２９＜３×１０，得知１３＜

１０
２９
，以下用同样的方法可以

判断正确与否。但是用上述各种方法要写出１００个大于１３
而小于１

２
的分数，还是比较麻烦，因

为其中还有个约简分数的过程。如果应用“加成分数”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则简略多了。设分

数ｂ
ａ ＜

ｄ
ｃ
，则ｂ＋ｄ
ａ＋ｃ

是分数ｂ
ａ
、ｄ
ｃ
的加成分数。而加成分数有一个性质：任意一个加成分数值

一定在它的两个母分数之间，即：ｂ
ａ ＜ｂ＋ｄａ＋ｃ＜

ｄ
ｃ
。于是１

３ ＜
１＋１
３＋２＜

１
２
。按照这样的规律

去写：

１
３ ＜

２
５ ＜

３
７ ＜

４
９ ＜

５
１１＜

（　　）＜ … ＜
１０１（ ）２０１ ＜

１
２

很快会发现，这一组分数的分子是从１开始的连续自然数，而分母是从３开始的连续的奇数，（除

了最后一个１
２
）所以第１００个分数应是１０１２０１

。写出这１００个分数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了。

例３　求 １２＋
１
４＋

１
８＋

１
１６＋

…＋ １
１２８＋

１
２５６

的和。

点评　小学阶段，分数四则运算尚未正式学习。学生解这样题型有点困难。用一般通分
母后再求和的方法，既麻烦又不合实情。其实数学解题中经常用“尝试法”或“补割法”解决问
题，这里不妨一试。首先用“缩小与放大”的思维加原式简化成下列各式尝试计算一下：

１
２＋

１
４ ＝

３
４

１
２＋

１
４＋

１
８ ＝

７
８

１
２＋

１
４＋

１
８＋

１
１６＝

１５
１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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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找到规律，发现每一式的结果，可以分别用１－１４
，１－１８

，１－１１６
得到。联想翩翩，

一定会启迪思维，找到解题的捷径。

然后用“补割法”证明一下：

１
２＋

１
４ ＝

１
２＋

１
４＋

１
４－

１
４ ＝

１
２＋

１
４＋

１（ ）４ －１４ ＝１－
１
４ ＝

３
４

１
２＋

１
４＋

１
８ ＝

１
２＋

１
４＋

１
８＋

１
８－

１
８ ＝

１
２＋

１
４＋

１
８＋

１（ ）８ －１８

＝１－１８ ＝
７
８

…由此联想到：加原式先补后割，一定得到： １
２＋

１
４＋

１
８＋

１
１６＋

…＋ １
２５６＋

１（ ）２５６ －

１
２５６＝１－

１
２５６＝

２５５
２５６
。还有一点，括号内的计算，不应该从左往右进行。如果从右往左去思考，

两个 １
２５６
之和是 １

１２８
，两个 １

１２８
之和是１

６４
…两个１

２
之和是１，妙趣横生，很有味道。

例４　将１７
，１
３
，２
３
，７
１１
四个分数化成小数后，分别将它们小数部分截取１００位数字，求

这４００个数字之和是多少？
点评　问题挺夸张，其实有规律可循。用质数３、７、１１作分母写出的分数，化成小数后，

小数部分的循环节有十分奇特的个性。１
３
，２
３
化成小数分别是０．３

·

和０．６
·

的循环。３＋６＝９，

用１
３
和２
３
化成的小数，这２００个数字之和是９×１００＝９００。而分母是７的分数，小数部分循环

节内的数字始终是“１、４、２、８、５、７”六个数字，只是次序变化而已。所以这１００个数字之和
是，（１＋４＋２＋８＋５＋７）×１６＋（１＋４＋２＋８）＝４３２＋１５＝４４７。而分母是１１的分数小

数部分循环节内的数字之和必定是９。１１１
至１０
１１
的循环节依次为“０９

··

、１８
··

、２７
··

…８１
··

、９０
··

”所以这

１００个数字之和为９×５０＝４５０。至此，这４００个数字之和为９００＋４４７＋４５０＝１　７９７。分数改
写成小数，有些特殊的规律，平时能留意。对于解题一定会带来方便。

例５　 １＋１２＋
１
３＋

１（ ）４ × １
２＋

１
３＋

１
４＋

１（ ）５ － １＋１２＋
１
３＋

１
４＋

１（ ）５ （× １
２ ＋

１
３＋

１）４
点评　原式按照运算顺序逐步计算必定十分繁琐。不能很快求出结果。数学解题中可以

用“替代法”化繁为简。这里设Ｂ＝ １２＋
１
３＋

１
４　Ａ＝

１
２＋

１
３＋

１
４＋

１
５

原式 ＝ （１＋Ｂ）Ａ－［（１＋Ａ）×Ｂ］

＝Ａ＋ＡＢ－［Ｂ＋ＡＢ］

＝Ａ＋ＡＢ－Ｂ－ＡＢ
＝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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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数字代入 １
２＋

１
３＋

１
４＋

１
５－

１
２＋

１
３＋

１（ ）４ ＝ １５
用字母替代数或式，略施小技，就

使原来的计算大大简化。当然，这题的结构非常有特点。解题前认真审题，才能找到有效的解
题技巧。

试一试

１．７１２＝
１
ａ＋

１
ｂ＋

１
ｃ＋

１
ｄ＋

１
ｅ
。ａ、ｂ、ｃ、ｄ、ｅ为不同的自然数。

２．１＋１２＋
１
４＋

１
８＋

…＋ １
５１２＋

１
１　０２４

３．写出小于１４
而大于１

５
的１０个真分数，并将它们依次排列应是 １４ ＞

（　　）＞ （　　）＞ … ＞

（　　）＞ １５
。

４．１３＋
１
６＋

１
１０＋

１
１５＋

１
２１＋

１
２８＋

１
３６＋

１
４５＋

１
５５＋

１
６６

提示：１
３ ＝

１
１×３＝

１－２３
，１
６ ＝

１
３×２＝

２
３－

１
２
，１
１０＝

１
２×５＝

１
２－

２
５

５．１１０＋
１
１００＋

１
１　０００＋

…＋ １
１　０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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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题

１．从１２
，１
３
，１
４
，１
５
，…１
４８
，１
４９
，… １
１００
。１００个分数当中挑出８个分数，使它们的和等于１。

２．ａ＝０．００…
烐烏 烑
０１２

１００个０

，ｂ＝０．００…
烐烏 烑
０２５

１００个０

求ａｂ＋ａ÷ｂ的和。

３．１４＋
１
１２＋

１
２４＋

１
４０＋

…＋ １
１９　８００

。

４．１－５６＋
７
１２－

９
２０＋

１１
３０－

１３
４２

提示：ａ、ｂ是互质数时：１ａ＋
１
ｂ ＝

ａ＋ｂ
ａｂ

，１
ａ－

１
ｂ ＝

ｂ－ａ
ａｂ

（ａ＜ｂ）

５．１×３×５＋２×６×１０＋３×９×１５＋４×１２×２０＋５×１５×２５１×２×３＋２×４×６＋３×６×９＋４×８×１２＋５×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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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数学解题中的辅助手段（一）

解答数学题中，某些习题的条件复杂，问题较曲折，不能立即找到解题的方法，必须反复审
题，深入理解题意，才能领会条件和问题之间的关系。有时还得依靠某些辅助手段，帮助弄清
数量关系，而图解法就是各种解题辅助手段中的一种。图解法是用一些象征性的图形、符号、
记号或者线段，图表形象又具体地展示条件与条件，条件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到解题的
线索，启示解题思维，得出满意的解题。图解法可以使隐蔽的条件，复杂、抽象的条件具体化、
形象化，明白地得到显示，降低了读题审题的难度，是一种十分理想的辅助手段。

例１　甲、乙两人从Ａ、Ｂ两点同时出发，相对而行。并反复往返。甲每分钟行１４０米，乙
每分钟行１００米，两人第三次与第五次之间相遇的距离为１００米。求Ａ 与Ｂ 之间相距多
少米？

点评　此题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点，以及相应的图解加以辅助分析条件和问题，学生难于
入手。我们知道，两人在Ａ、Ｂ之间首次相遇，共行了一个全程，三次相遇共行了五个全程，五
次相遇共行了九个全程。各自行的路程也分别是首次相遇时行的路程的５倍与９倍。如果从
两人速度比为：１４０∶１００即７∶５这一条件着手，配以相应的线段图先表示出首次相遇的地
点，解题思路随即豁然开朗

于是第三次与第五次相遇点，只需从两人中取其中一人的行进情况加以分析，（例如取乙
行进的路程剖析计算）就可以得到：

５×５÷１２＝２（个）…１（格）

商是偶数，乙返回原出发点，再行一小格即是第三次相遇点。

５×９÷１２＝３（个）…９（格）

商是奇数，从对方出发点，返回９小格即是第五次相遇点。

从图上可以明显分析出，两次相遇点之间相距１００米，全程为１００÷２×１２＝６００米。

例２　桌子上一排放着七只盒子，平均每只放着４２只小球。前四只盒子平均放着５２只，

后四只盒子平均放着３４只，第四只盒子放着几只小球？

点评　此题难度不大，学生首选方法会列出：

５２×４＋３４×４－４２×７或（５２＋３４）×４－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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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第四只盒内装了５０只小球，不再作其他想。
如果配以下面辅助图：

由图而产生联想，解题思路更拓宽一步，会列出：

５２×４－（４２×７－３４×４）

前四盒球数之和减去前三盒球数之和得第四盒数；
又：３４×４－（４２×７－５２×４）
后四盒球数之和减去后三盒球数之和得第四盒数。
例３　小林数一叠纸，前三分钟每分钟数７２页，后四分钟每分钟数８４页，最后五分钟每

分钟数９６页，这段时间内他平均每分钟数多少页？
点评　学生一般会列出 （７２×３＋８４×４＋９６×５）÷

（３＋４＋５）＝８６（页）。用的是总页数÷总时间＝平均每分钟
数的页数。我们如果要求用算术方法列出另外的算式，有学
生会觉得为难。

配以线段，再让学生思考，会受到启发而拓展思维。
求平均数可以用移多补少法：从图中看作，将多余的部

分平均分，再加上一个基本数就可求出平均每分钟数的页数
了。于是：

７２＋（１２×４＋２４×５）÷１２＝７２＋１４＝８６（页）

例４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留下了著名的“托尔斯泰问题”：一组割草人要把两块草地
割完。大的一块比小的一块大一倍，上午全部人在大的一块草地上割草。下午一半人仍留在
大草地上，到傍晚时割完，另一半人去割小草地上的草，到傍晚时还剩下一块未割完。这块地
由一个割草人再用一天时间刚好割完，问这组割草人共有多少人？

点评　这题条件和问题都比较抽象，一般学生不易理解，根据
题意得知大草地面积为小草的２倍。上半天全部人在大草地上，下

半天大草地上只留总人数的１
２
，由此推断，下午大草地上割草面积

为上午的１
２
。则下午在小草地上的割草面积也是上午大草地割草

面积的１
２
，用长方形示意图可让学生更清楚地理解题意：

阴影部分面积相当于大草地的１
６
，由一个人一天完成，１

３
的面积需２个一天完成。４个人

半天可以完成。总人数必定是８人。也就是说全组人数的一半用半天割草１３
，一天能割掉２

３

的草，那么全组人数一天可割掉４
３
的草，所以 ４

３÷
１
６ ＝８

（人）我们相信，借助图解让学生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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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理，学习效果会更好些。
例５　有十级台阶，可以一步跨一级，也可以一步跨两级，从第一级走到第十级有几种不

同的走法？如果第六级楼梯坏了，又有几种不同走法？
点评　雾里看花不分明，这十级台阶该怎么走，不妨借助表格作一番分析：

台阶级数 １　 ２　 ３　 ４　 ５ … ８　 ９　 １０ …

走　　法 １　 ２　 ３　 ５　 ８ … ３４　 ５５　 ８９ …

　　学生会说：一级台阶只有一种走法，两级台阶会有两种走法；一级一级跨，两级一跨。说法
正确，稍嫌噜。数学解题，不妨用特定的数学语言，这两种走法可用“１１、２”来表示。那么三
级台阶有：１１１、１２、２１三种走法。学生会说：找到规律了，四级台阶有四种走法。且慢下结
论，用数字语言表示一下：“１１１１、１１２、１２１、２２１、２２”四级台阶有五种走法，重新分析规律，发
现从第三级台阶起、每前两个数之和等于下一个数，再用上述方法推算下去，确认推导正确。
于是很快完成第一个问题所求。

至于第二个问题，先可以这样分析：

台阶级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

走　　法 １　 ２　 ３　 ５ ８

→Ａ →Ｂ →Ｃ Ｄ

　　从第一级到第五级看作Ａ到Ｂ，有８种不同走法。而Ｂ到Ｃ 只有一种走法，此时站在第
七级台阶上，应看作站在平地上，而第八、九、十级台阶仍看作最初的一、二、三级台阶，即从第

一级到第三级有三种走法，于是用乘法原理表示：

８×１×３＝２４（种）

可否用原来的加法进行式求得呢，其实也行。只要将第六级台阶级走法看作０，第七级为

８＋０＝８，然后：０＋８＝８，８＋８＝１６，１６＋８＝２４，十分简捷。
其实，在第一级台阶走法前再加一个１，就成了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

１、１、２、３、５、８、１３、２１、３４…

试一试

１．五年级小朋友在操场上排成七列横队，平均每列３８人，最多一列４７人，其次一列４３人，每
列人数不等。最少的两列最多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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