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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近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和课程改革的深入实施，南阳

市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科研工作越来越重视，大家紧密联系教育教

学实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育科研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涌现出

一批优秀的教育科研成果。 目前，这些优秀成果已经通过不同的渠道

推广至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不少学校，为提高教师的科研水平和教

育教学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普遍好评。 为更好地宣传、推广这

些成果，并为广大教师提供科研范例和借鉴，南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决定出版“南阳市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丛书”，陆续推出优秀成果。

收入该丛书的优秀成果，体现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全省、市教育科研部门获准立项的研究课题；

二是源于南阳本土，立足课堂，出自一线教育工作者之手，并在教

育教学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

三是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减轻课业负担，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和教育教学质量；

四是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便于推广应用，促

进教育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定然难免，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南阳市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丛书”编写组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序　言

中小学数学本来不难，人们对数学的“惧怕”是人为造成的．

其实，小学和初中的数学问题并不太多：

１． 部分与整体（一共数）的关系问题；

２． “比……多”、“比……少”的问题；

３． “是……的多少倍 ／ 几分之几 ／ 百分之几”的问题；

４． “甲比乙多（或少）几分之几 ／ 百分之几”的问题；

５． 与“平均数”相关的问题（比如不同类型的应用题）；

６． 数学规律、函数和几何等问题．

至于有理数、方程等问题，只不过是这些问题的延伸罢了． 这点儿

“东西”归根结底不过是加、减、乘、除的运用以及相应规律的运用问

题，而目前的数学体系却把本来一体的思维框架分割得支离破碎———

本来一次可以很容易学会的内容，却分解为多次才能学完整的内容；

本来属于一类的问题偏要分成多种类型、用多种公式来解决的问题．

这不仅浪费了时间，增加了难度，同时也造成了学生对数学的“畏惧”

心理．

卢文艺老师几十年教数学，从来就不拘泥于这样的体系，他的直

观思维通用模型（简称“模型”）使他的数学教学非常高效：一个学期

或一个学年的知识一般在一个月内就可以顺利解决，并且不用加班加

点，不需大量训练，学生一学就会，且不易遗忘． 另外，照此思路学习数

学的学生，观察能力强、自学能力强、思维能力强，学习灵活，兴趣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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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后劲十足！

直观思维通用模型的最大优势是“直观”：数量符号直观，数量关系直观，解题方法直

观． 最大的特点是：一边读题，一边列式，即学即会． 不仅适用于小学数学和初中数学，就连

物理、化学和高中数学的一些内容也同样适用． 有一些问题看似不相关，实质上有着紧密的

联系，比如：圆面积公式的运用，先写出公式，再代入已知和未知符号（量），把公式看作一个

特殊的模型；物理、化学中的各种公式，都可以按此模型解决． 当然这里仅指“模型”之外的

公式，如电流定律公式、球体公式、周长公式、面积公式、自由落体公式、牛顿定律等． “模型”

之内的公式就更好解决了．

本书可以作为中小学生高效学习数学的参考书，中小学教师创造性使用教材的参考

书，教研部门、出版部门、数学教材编审者的参考书． 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直观思维

通用模型的建立和应用，包括在解析小学数学课本中的一般题目、较难题目、资料难题、智

力难题，甚至一些中招难题解题中的应用． 第二部分论述“模型”在解决现行中小学教材中

相关问题的一些思路． 第三部分论述“模型”在解决《九章算术》中各类问题时的运用，实际

上是还原中国古代的数学智慧． 相信本书对于广大中小学生学好数学会有很大帮助，同时

对于广大数学教师灵活处理教材也大有裨益．

本书是应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的要求而编写的，但编写时间仓促，也因水平有限，不

足之处在所难免，真诚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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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部分学习加、减、乘、除法及其规律.与一般数学

教学体系不同的是：加、减法同时学习，乘、除法也一块
儿处理.

学加、减法时，主要讨论“加数”与“和”这两个概念；
学乘、除法时，主要讨论“因数”与“积”这两个概念，并且
乘、除法采用的是中国古代的竖式.

第一部分

加、减、乘、除的规律与
直观思维通用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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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直观思维通用模型的建立

第一节　 加、减法的三量关系与直观思维通用模型之一

加、减法同时学，省时省力，不易出错．

加、减法的核心是“和”包含“加数”，最关键的是“加数 ＋ 加数 ＝ 和”、“和 － 加数 ＝ 加

数” ． 遇到加、减法应用题时，只需考虑谁是“和”、谁是“加数”，便可直接建立起相应的“模

型”，然后根据“模型”转换相应的关系式，即可轻松解决问题．

加、减法同时学，不需记忆“被减数”、“减数”、“差”等名词，更不需要去考虑“用加法，

还是用减法”以及“哪个是被减数、减数、差”等问题．

请看下图：

　 　 　 　 　 　 　 　 　 　 　 　 图 １． １． １ －１
１ 人 ＋ １ 人 ＝ ２ 人，

２ 人 － １ 人 ＝ １ 人．

加数 ＋加数 ＝和，

和 －加数 ＝加数．

“和”的意义的核心是“包含”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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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图 １． １． １ －２

∴ 　 ２ 个 ＋ １ 个 ＝ ３ 个，　 　 １ 个 ＋ ２ 个 ＝ ３ 个；

　 　 ３ 个 － ２ 个 ＝ １ 个，　 　 ３ 个 － １ 个 ＝ ２ 个．

模型一：加数 ＋ 加数 ＝ 和，和 － 加数 ＝ 加数；

规律：求“和”用加法，有“和”用减法．

　 　 说明：１． 如果有了“加数”，不知道“和”，就用加法；如果有了“和”与其中的部分“加

数”，想找另外的“加数”，就用减法． 不论整数、分数（小数）、有理数和无理数都是这个

规律．

２． 学好这一部分内容的基础是数的认识和数的分解，比如：

５ ０，１，２，３，４，５
５，４，３，２，１，０

９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９，８，７，６，５，４，３，２，１，０

只要能够准确熟练地进行数的分解，则每个数与其分解后的两个数之间的三量关系就

自然建立．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关系式，贯穿了小学数学、初中数学、高中数学、大学数学，

乃至中学物理、化学中的所有加、减法问题．

实验教师的教学反思（摘要）

找和的方法应用非常广泛，早在小学一年级上期就有应用． 如 ９ ＋ （ 　 　 ） ＝ １０，

（　 　 ） － ２ ＝ ７ 等． 不少常教一、二年级数学的老师说：“这是难题！ 学生常出错． ”他们教给

学生的诀窍是：见“ ＋ ”号用减法，见“ － ”用加法． 对大多数题目来讲，确实能用这一规律解

决． 比如：５ ＋ （　 　 ） ＝ ７，见“ ＋ ”号用减法，７ － ５ ＝ ２，括号里填 ２；（ 　 　 ） － ２ ＝ ７，见“ － ”用

加法，７ ＋ ２ ＝ ９，括号里填 ９． 但是，如果遇到 ９ － （　 　 ） ＝ ４ 这类题时就不是这样了：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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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用减法，即 ９ － ４ ＝ ５． 这不就让学生越学越迷糊了吗？

使用“模型一”及其规律就容易多了：第一步，找“和”，在加法算式里，“和”在等号右

面，在减法算式里，“和”在算式最前面；第二步，决定用加法还是用减法，求“和”用加法，有

“和”用减法． 用三量关系来求未知数，学生就明明白白了．

让学生这样学，不仅做题容易，更能“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 这是在为学生的长远发

展考虑． 即使将来到初中、高中、大学，遇到加、减法应用题时，他们仍然会很轻松．

例 1 小明有 ２ 朵花，小兰有 １ 朵花，小明和小兰一共有几朵花？

解：因为“一共有几朵”包含着小明 ２ 朵和小兰 １ 朵，据此我们可以直接应用模型：

小明 ＋小兰 ＝ ？ 朵（求“和”用加法），

代入，得 ２ ＋ １ ＝ ３（朵） ．

答：小明和小兰一共有 ３ 朵花．

（这样的思路，对于整数、小数、分数等同样适用． ）

例 2 小明有 ３ 支铅笔，借给小兰 １ 支，小明还剩几支铅笔？

解：因为“小明的 ３ 支铅笔”包含“借出的”和“剩下的”，

据此我们可以直接应用模型：

小明铅笔数 －借出数 ＝剩下数（有“和”用减法）

　 代入，得 ３ 支 － １ 支 ＝ ？ 支，

３ － １ ＝ ２（支） ．

答：小明还剩 ２ 支铅笔．

１． 中国古人“加减同时学”的理念可以从一个数学故事得到证明：一个牧羊童，为了天

天掌握羊群的数目，他准备了两个盒子和与羊一样多的石子． 早上放羊出圈时，每出来一

个，他就把甲盒里的石子拿出一个放入乙盒，如果正好把石子移完，则说明羊全部出来；如

果剩下一个或几个石子，则说明前一天夜里圈内有相应数量的羊出了问题． 晚上回来，每进

去一只羊，他就把乙盒里的石子拿出一个放入甲盒，如果正好移完，则说明羊全部回来，否

则便有相应数量的羊出了问题．

当然，生产和生活中只进行“加”或“减”的时候也是有的，并且并不少见． 但那是对另

一运算过程的有意忽略，而不是根本不存在，比如装船、卸车、伐树、杀敌等．

２． 古人教孩子学算盘更是“加减同时学”理念的实践：他们利用 ７７１５８９５０６２５ 这一串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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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做“见几加几”的运算游戏，可得到 １２３４５４３２１ 的结果，这串数字在算盘上是“凤凰双展

翅”的图案（如图 １． １． １ － ３） ．

图 １． １． １ －３

他们还用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这一串数字进行 “见几加几” 的运算，八遍之后即可得到

９８７６５４３２１ 的结果，这在算盘上的图案正与原数图案相反（如图 １． １． １ － ４） ．

图 １． １． １ －４

做这两个游戏用到的口诀都是一样的：“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五

去五进一，六上一去五进一……”［说明：“上”就是加，“去”就是减，“进”就是从低位向高

位的升级，如 １ ＋ １ 时，在原有的 １ 上加 １，即得到 ２；２ ＋ ２ 时，在原有的 ２ 上加 ２，即得到 ４；３

＋ ３ 时，先在原有的 ３ 上加 ５，再从这个 ３ 中减去 ２，即得到 ６；５ ＋ ５ 时，将原数（个位上的）５

去掉，并在高一位（十位）上加 １，即得到 １０；６ ＋ ６ 时，在原数（个位）上加 １，并将原数 ５ 去



〉〉〉〉〉〉 第一部分　加、减、乘、除的规律与直观思维通用模型 〉〉〉 ００７　　　　

掉，而在高一位（十位）上加 １，即得到 １２……］

这种加减同时使用的方法寓教于乐，趣味横生，学生即学即会，根本不会有难、烦、累的

感觉．

第二节　 加、减法的拓展与直观思维通用模型之二

“谁比谁多 ／少”这个问题是学生们最常出错的问题之一． 出错的原因无非是不知道什

么时候用加法、什么时候用减法，特别是在出现“比……多”反而用减、“比……少”反而用

加的时候． 实际上很简单，首先构建“模型”：见“比”即“ ＝ ”、见“多”即“ ＋ ”、见“少”即

“ － ”、见未知即“？ （或 ｘ）”，然后，根据其三量关系进行转换，即可轻松解决． 请观察

图 １． １． ２ － １：

图 １． １． ２ －１

左端

左

（和）

比

＝

（比）

右端

右

　

多

＋

（多）

１ 块，

１ 块，

　

　 　 　

右端

右

比

＝

（比）

左端

左

（和）

少

－

（少）

１ 块．

１ 块．

　

２ 块 ＝ １ 块 ＋ １ 块， １ 块 ＝ ２ 块 － １ 块．

（和） 　 　 　 　 （和）

如：２ 块 ＝ 　 　 ＋ １ 块，　 １ 块 ＝ ２ 块 － 　 　 ．

（和） （和）

因为有“和”用减法，

所以 ２ 块 － １ 块 ＝ １ 块 ，

如：１ 块 ＝ 　 　 － １ 块，

（和）

因为求“和”用加法，

所以 １ 块 ＋ １ 块 ＝ ２ 块 ．

例 1 小明有 ５ 支铅笔，小兰有 ２ 支铅笔，小明比小兰多几支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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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因为要问“小明比小兰多几支铅笔”，

　 所以建模：小明 ＝小兰　 ＋ ？，

　 　 代入：　 　 ５ ＝ ２ ＋ ？，

转换，得：　 　 ？ ＝ ５ － ２（有“和”用减法）

＝ ３ 支．

答：小明比小兰多 ３ 支铅笔．

例 2 小明有 ５ 支铅笔，小兰比小明少 ３ 支，小兰有几支铅笔？

解：因为“小兰比小明少 ３ 支”，

所以建模，得：小兰 ＝小明 － ３ 支，

代入，得：　 ？ ＝ ５ 支 － ３ 支（有“和”用减法）

＝ ２ 支（不需转换） ．

答：小兰有 ２ 支铅笔．

点睛：这样解决问题，顺应了人们的思维习惯：首先根据见“比”即“ ＝ ”，见“多”即

“ ＋ ”，见“少”即“ － ”的原则，直观地边读题，边列出三量关系式，然后转换式子并解决问

题． 这样避免了盲目猜“法”的弊端．

　 如：８ 比 ６ 多几？

先建立 ８ ＝ ６ ＋ ？，然后转换为：８ － ６ ＝ ？，？ ＝ ８ － ６ ＝ ２．

模型二：谁比谁多
　 　 　 　 ＝ 　 ＋

　 　 谁比谁少？
　 ＝ 　 －

　 　 注：有时会用“大、长、高……”来代替“多”，用“小、短、矮……”来代替“少” ．

第三节　 乘、除法的三量关系与直观思维通用模型之三

众所周知，乘法是若干个相同加数求和的简便运算，如：

①２ ＋２ ＋ ２ ＝ ６ 　 　 　 　 　 　 　 →２ × ３ ＝ ６；

②８ ＋８ ＋ ８ ＋ ８ ＋ ８ ＝ ４０ →８ ×５ ＝ ４０．

对于这个由加法到乘法的转变过程，如果你做认真的观察和分析，就会发现，它与“九

九乘法口诀”还有着一定的联系：

①中 ２ 为相同加数，３ 为加数的个数，口诀为：二三得六；

②中 ８ 为相同加数，５ 为加数的个数，口诀为：五八四十．

再进一步观察，在 ２ ＋ ２ ＋ ２ ＝ ６ 中，每一加数所在的位置都有一个序数． 比如说：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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