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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XUE

固原历史文化深厚，教育资源丰富，素有尊师重教之风尚。当

传统教育与现代义务教育国策相对接的时候，从知识改变命运，家

有学子，脱贫有望到社会和谐进步，国民素质稳步提高。学校教育

的每次革新都会给师生创新并收获的机会。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出：“为保障和促进课程适应不同

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学

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

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

用适合本校的课程。”固原市实验小学自 2014年起围绕学校的办

学宗旨和特色进行校本教材的系列研究和开发，并精心组建教材

编委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编写了《雁岭书韵》这套校本教材。

本套教材包括了必修课程和活动课程，涉及面广，从教材可以

展示学校教师的整体水平和科研实力，是对学校教师基本素质的

一次检阅和提升，也为以后校本教材的编辑和教学工作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

《雁岭书韵》校本教材包含丰富的学科知识，充满浓郁的地域

写在前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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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芳，我们期待它深深根植实验小学这块沃土，发芽，抽枝，开

花，结出硕果。而享用教材的孩子们，成长的脚步一定是愉快而

坚实的。

这套校本教材的出版使用，无疑是为推动学校发展锦上添花，

进一步彰显学校的办学特色，也是为繁荣固原教育事业作出的又

一显著成绩，可以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编者

2015年 9月

0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SHUXUE

目 录

故事篇

1. 中国画也画得好 / 01
2. 乾隆皇帝千叟宴 / 02
3. 茶壶盖上的字 / 03
4. 去马如飞酒力微 / 05
5. 韩信分油 / 06
6. 畅谈游览印象 / 07
7. 天然居回文对联 / 09
8. 渔夫和草帽 / 11
9. 被墨水盖住的算式 / 12
10. 鲁迅巧对奇联 / 14
11. 充满数学的旅途 / 15
12. 阿凡提巧治坏地主 / 16
13. 箱子装了什么 / 18

知识篇

1. 关于十进制 / 19

2. 奇数和偶数 / 20
3. 生活中的长方体和正方体 / 22
4. 最小公倍数在生活中的应用 / 23
5. 戏说颠倒 / 24
6. 乌鸦喝水的秘密 / 25
7. 数学与音乐 / 26
8. 规矩与方圆 / 27
9. 破碎的数 / 28
10. 十二生肖里有七个出场 / 29
11.千千万、万万千 / 31
12. 均匀塔配 / 31

趣题篇

1.孙悟空喝牛奶 / 33
2. 海上明月 / 34
3.一张大面额人民币 / 35
4. 在会场上见面 / 36

01



SHUXUE

5. 预测成绩 / 37
6. 九片竹篱笆 / 38
7. 乘船到对岸去 / 39
8. 走路摇摇摆摆 / 40
9. 1996 / 41

游戏篇

1.巧玩扑克 / 43
2. 究竟哪些是冒牌的呢 / 44
3. 倒推转化巧拿硬币 / 45
4. 十五的诀窍 / 46
5. 人有我大，天没有我大（打一字）/ 49
6. 上在下，下在上，卡在中间
（打一字）/ 49

7. 天有地没有，工有农没有
（打一字）/ 50

8. 增白皂（打一字）/ 50
9. 保留一半，放弃一半（打一字）/ 51
10. 加一倍不少，加一横不好
（打一字）/ 51

11. 左边加一是一千，右边减一是一千
（打一字）/ 52

12. 看上十一口，看下二十口，猜出这个
字，笑得难合口（打一字）/ 52

13. 十个加十个，还是十个；十个减十个，
还是十个（打一物）/ 53

14. 一口能吞二泉三江四海五湖水，孤胆敢
进十方百姓千家万户门（打一物）/ 53

02



荫
固
原
市
实
验
小
学
校
本
教
材
荫

SHUXUE

★ 五年级数学 ★

故事篇

1.中国画也画得好

宋代的文学家苏轼，不但诗词写得精彩，中国画也画得好。传说有一位广东的

状元，名叫伦文叙，为苏轼画的《百鸟归巢图》题了一首奇怪的诗：画的标题中说是

“百鸟”；题诗中却不见“百”字踪影，似乎只管数鸟儿有多少只：一只，又一只，三、

四、五、六、七、八只，数到八就结束，开始发表感想了。

画中的鸟儿，究竟是100只呢，还是8只？要解开这个谜，可以把诗中关于鸟儿
只数的数字写成一行：

1 1 3 4 5 6 7 8
这些数合在一起，与100有没有关系呢？
通过观察，发现可以用这些数组成一个算式，计算结果恰好等于100：
1+1+3伊4+5伊6+7伊8=100。
原来，诗中的第二句不能读成“三、四、五、六、七、八只”，而应该读成：

三四、五六、七八只。

其中的“三四”“五六”“七八”，都是两数相乘，得数分别是12、30和56。连同上
句的1只、又1只，全部加起来，隐含着总数是“百”。
天生一只又一只，

三四五六七八只。

凤凰何少鸟何多，

啄尽人间千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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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级数学 ★

我的收获：

2.乾隆皇帝千叟宴

两百多年以前，在清代乾隆五十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在乾清宫摆下千叟宴，

3900多位老年人应邀参加宴会。其中有一位客人的年纪特别大。
这位年龄特大的老寿星有多大岁数呢？

乾隆帝说了，不过不是明说，而是出了一道对联的上联：

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

大臣纪昀（“昀”读“y俨n”）在一旁凑热闹，也说一说这位老寿星的岁数，当然也
不是明说，而是对出了下联：

古稀双庆，又多一个春秋。

对联里讲了些什么呢？这位老者的岁数究竟是多少？

先看上联。花甲就是甲子，一个甲子是60年时间。“花甲重开”，是说经过了两
个甲子，就是120年，这还不够，还要“外加三七岁月”，3和7相乘，是21年，所以总数
是60伊2+3伊7=141。
可见乾隆皇帝是说，这位老人家141岁。
再看下联。“古稀”是70岁。唐代诗人杜甫《曲江二首》诗中说，“人生七十古来

稀”。当然，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好了，七十自称小弟弟，活到八十不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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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可是直到半个世纪以前，能活70岁还是值得骄傲和令人羡慕的，往往要好好地
庆贺一番。“古稀双庆”，是说这位老先生居然有两次庆贺古稀，度过了两个70年，
并且不止这些，还“又多一个春秋”，总数是70伊2+1=141。

可见纪昀是在变个花样说，不错，这位老年人是141岁。

我的收获：

3.茶壶盖上的字

如图是茶壶盖上常见的题词。非常简单，只有四

个字围成圈：明、目、清、心。请你读读看，这四个字应

该怎样连起来读？

因为四个字排成圆圈，所以可尝试从其中任何一

个字开始读。沿逆时针方向读下去，得到四种读法：

明目清心

目清心明

清心明目

心明目清

四种读法都很通顺，意思全差不多。

再尝试沿顺时针方向读下去，也得到四种读法：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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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清目

心清目明

清目明心

目明心清

四种读法也都很通顺，意思也都和原来差不多。

茶壶盖上只写了4个字，读出来却有8句不同的话，每句4个字，总共32个字。写
这4个字，就等于写了32个字。
妙得很呀，居然4个字等于32个字了。写下来：
4=32。（？）
麻烦来了，4怎么能等于32呢？
如果数学试卷上有一道计算题，答案应该是4，解答时却写成了32，数学老师

阅卷时肯定打个叉，不给分。

话又说回来，如果把这茶壶盖拿到语文老师那里，对老师说：“老师你看，4个
字等于32个字。”语文老师也许会夸奖一番，表扬你说得好：“4个字等于32个字，多
生动！”

数学老师说“不对”，语文老师说“很好”，学生该怎么办呢？要不要请两位老师

协商一下，达成一致意见？

不必协商了，老师的意见本来就是一致的。

语文老师说，在文学语言里，“等于”可以用于比喻，“4个字等于32个字”运用
了比喻手法，确切意思是说，这4个字起了32个字的作用。
数学老师说，在数学语言里，“等于”是指两个数或两个量严格地相等。4个字

起了32个字的作用，是因为这4个字连起来有8种不同读法，每个字在 8种读法里
各出现一次，所以不能写“4=32”，而应该写4伊8=32。
听数学课、看数学书、做数学题，一定要注意数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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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收获：

4.去马如飞酒力微

如图是宋代诗人秦观写的一首回环诗。全诗共14个
字，写在图中的外层圆圈上。读出来共有4句，每句7个
字，写在图中内层的方块里。

这首回环诗，要把圆圈上的字按顺时针方向连读，

每句由7个相邻的字组成。第一句从圆圈下部偏左的
“赏”字开始读；然后沿着圆圈顺时针方向跳过两个字，

从“去”开始读第二句；再往下跳过三个字，从“酒”开始读第三句；再往下跳过两

个字，从“醒”开始读第四句。四句连读，就是一首好诗：

赏花归去马如飞

去马如飞酒力微。

酒力微醒时已暮，

醒时已暮赏花归。

这四句读下来，头脑里就像放电视一样，闪现出姹紫嫣红的花，的的笃笃的

马，颠颠巍巍的人，暮色苍茫的天。

如果继续顺时针方向往下跳过三个字，就回到“赏”字，又可将诗重新欣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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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了。

生活中的圆圈，在数学上叫做圆周。一个圆周的长度是有限的，但是沿着圆周

却能一圈又一圈地继续走下去，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回环诗把诗句排列在圆周上，前句的后半，兼作后句的前半，用数学的趣味增

强文学的趣味，用数学美衬托文学美。

我的收获：

5.韩信分油

韩信是中国古代一位有名的大元帅，辅助刘邦打败楚霸王项羽，奠定了汉朝

的基业。民间流传着一些以韩信为主角的有关聪明人的故事，下面就是其中的

一个。

据说有一天，韩信骑马走在路上，看见两个人正在路边为分油发愁。这两个人

有一只容量10斤（1斤=500千克）的篓子，里面装满了油；还有一只空的罐和一只空
的葫芦，罐可装7斤油，葫芦可装3斤油。要把这10斤油平分，每人5斤。但是谁也没
有带秤，只能拿手头的三个容器倒来倒去。应该怎样分呢？

韩信骑在马上，了解情况以后，说：“葫芦归罐罐归篓，二人分油回家走。”说完

了，打马就走。两个人按照韩信的办法倒来倒去，果然把油平均分成两半，每人5
斤，高高兴兴，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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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怎样倒来倒去的呢？三种容器各自装油斤数的变化过程，可从下面的

表中看出。

篓 10 ７ ７ ４ ４ １ １ ８ ８ ５ ５

罐 ０ ０ ３ ３ ６ ６ ７ ０ ２ ２ ５

葫 芦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２ ２ ０ ３ ０

韩信所说的“葫芦归罐”，是指把葫芦里的油往罐里倒；“罐归篓”是指把罐里

的油往篓里倒。通常分油要把油从大容器往小容器里倒，现在却把小容器里的油

往大容器里“归”。往油葫芦里倒油，只能得到3斤的油量；把葫芦里的油往罐里
“归”，“归”到第三次，葫芦里就出现2斤的油量。再把满满一罐油“归”到篓里，腾
出空来，把葫芦里的2斤油“归”到空罐里；最后再倒一葫芦3斤油，“归”到罐里，就
完成分油任务了。

我的收获：

6.畅谈游览印象

学校在暑假里组织老师们集体游览风景名胜，回来以后，老师们很高兴，畅谈

游览印象。

8 6 4 1 9 7 5 3 2。
“这是什么话！”语文老师和外语老师大为惊讶，异口同声，喊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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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老师笑着说，“不明白我的意思？写下来就知道。”

只见数学老师不慌不忙，在纸上把三句话写出来，再画一道横线，添一个加

号，成为一道加法算式：

青山碧水劲松千峰秀

+8 6 4 1 9 7 5 3 2
秀峰千松劲水碧山青

外语老师往数学老师肩上拍一掌，说：“还是算式谜？”

语文老师抢过笔来，一边研究算式，一边问道：“还是每个汉字表示一个数字，

不同汉字表示不同数字？”

数学老师说：“对，老规矩。不过今天这道式子格外精巧，每一行的九位数里都

是从1到9，一个数字不漏。”
答案很快求了出来，是：

123456789+864197532=987654321。
游览秀丽山川，令人心旷神怡，领略生活的自然美。

好诗、好词、好文章，来自生活，精心提炼加工以后，高于生活，可以从中体会

语言美。

数字、图形和数学题，同样来自生活，通过科学的抽象概括，揭示生活中的内

在规律，蕴涵一种和谐的数学美。

语文老师说，我的印象可以概括成一句话：

青山、碧水，劲松、千峰秀。

外语老师说，受你的启发，我的印象也可以概括成一句话：

秀峰、千松劲，水碧、山青。

外语老师受到的启发真不小，把语文老师那句赞美词整个儿倒过来读，就成

了外语老师的赞美词。当然这也是一种绝妙的创造，因为不是任何一句话都能倒

过来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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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收获：

7.天然居回文对联

北京有一家餐馆，店号“天然居”，里面有一副著名对联。

乾隆皇帝手下有一位大臣，名叫纪昀（“昀”字读“y俨n”），居然把下联对出
来了：

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

可不是吗，人们走过大佛寺，都会议论说，那寺庙里的佛像，大得超过了真的

人呢！

与回文对联有关的数学题，自然也很有趣。下面是用回文对联编成的一道算

式谜：

客上天然居

伊 4
居然天上客

在上面的乘法算式里，每个汉字代表一个数字，不同的汉字代表不同的数字。

把这道算式还原出来，是什么样子呢？

这道题只有唯一的答案：

21978伊4=87912。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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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答案怎么出来的？

猜出来？凑出来？都不是。可能情形太多，猜不出，凑不来。只有靠用数学知

识把它算出来。其实用到的知识不多，计算也很简单。

因为乘数4是偶数，所以乘积的末位数字“客”是偶数。
“客”又是被乘数的首位数字，5位的被乘数乘以4，还得到5位数，可见首位数

字“客”小于3，因而只能是
客=2。
再从个位相乘，得到

居=8。
这样一来，做乘法时，千位没有向万位上进位，所以被乘数的千位数字“上”也

小于3。它又不能和万位一样等于2，只能是0或1。
再考虑十位相乘。积的十位数字“上”等于一个偶数加上从个位进来的3，一定

是奇数，因而得到

上=1。
进而由此顺次推出

然=7，天=9。
这样就把五个数字全都求出来了。

客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客。

顾客进了天然居餐馆，看见这副对联，说自己居然如同天上的客人，虽然还没

有进餐，就已经觉得是一种享受。

这副对联，不但意境好，文字更显得精巧。把上联“客上天然居”倒过来读，刚

好变成下联“居然天上客”。如果把整个一副对联倒过来读，结果还是原联不变。

这种既能正读、又能倒读的文字，叫做回文。用回文写成的对联，叫做回文对

联，又叫“卷帘联”，就像现在人家的百页窗帘一样，既能从上往下顺放，又能从下

往上倒卷。

据说清代的乾隆皇帝把天然居这副回文对联两句并成一句，作为新的上联：

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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