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讲  等差数列

知识要点与学法指导：

这一讲我们主要学习简单的数列求和，所用知识是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和等差数列等概

念。

数列：按一定次序排列的数叫数列，数列中的每一个数叫做这个数列的项，各项依次叫

做第 1 项（首项）、第 2 项……第 n 项（末项）。

等差数列：一般地，如果一个数列从第 2 项起，每一项与它的前一项的差等于同一个

常数，那么这个数列叫做等差数列。这个常数叫做等差数列的公差。

数列求和公式：

和＝（首项＋末项）×项数÷2  

用字母表示为：s＝(a1＋an)×n÷2

项数＝（末项－首项）÷公差＋1

用字母表示为：n＝(an－a1)÷d＋1

末项＝首项＋公差×（项数－1） 

用字母表示为：an＝a1＋d×(n－1)

例 1  计算：3＋6＋9＋……＋90
【分析与解】

这是一个公差为 3 的等差数列，求和是多少，这个数列的首末两项和是 3＋90＝93，而

第二项与倒数第二项的和是 6＋87＝93，可以发现，与首末等距离的两项的和都是 93，于是

可以想到，求这个数列的和，只要用首末两项的和乘以项数再除以 2 就可以了。但项数并不

能直接看出来，需要用（末项－首项）÷公差＋1 计算出来。

项数：(90－3)÷3＋1
＝87÷3＋1
＝29＋1
＝30

原式＝（3＋90）×30÷2
＝93×30÷2



＝1395
试一试 1

计算：19＋22＋25＋28＋……＋313

例 2  试求大于 100 而小于 200 的所有 4 的倍数之和。

【分析与解】

每 4 个连续数必有一个数是 4 的倍数，大于 100 又是 4 的倍数的第一项是 104，小于 200
又是 4 的倍数中最大的一个是 200－4＝196 即末项，这个数列的公差是 4，通过首项、末项

和公差可以求出项数。这个数列即：104、108……196
项数：(196－104)÷4＋1

＝92÷4＋1
＝23＋1
＝24

数列和：(104＋196)×24÷2
＝300×24÷2
＝3600

答：大于 100 而小于 200 的所有 4 的倍数和是 3600。

试一试 2
求大于 100 而小于 200 所有 5 的倍数的和。

例 3  下面的一列数是不是等差数列？求出它的第 90 项。

2＋5   4＋8   6＋11   8＋14   10＋17……

【分析与解】

判断上面一列数是不是等差数列，可以分两步观察，做出分析，先分析第一个加数，再

分析第二个加数，如果两个加数分别处在等差数列之中，那么它们的和一定是等差数列。

2＋5
4＋8
6＋11
8＋14
10＋17
……

第一个加数 2、4、6、8、10、……是等差数列；

第二个加数 5、8、11、14、17、……是等差数列；

题中给的一列数是等差数列。

第 90 项的第一个加数是：2＋（90－1）×2＝180
第二个加数是：5＋（90－1）×3＝272
第 90 项是：180＋272
答：第 90 项是 180＋272。

试一试 3
下面的一列数是不是等差数列？求出它的第 90 项。

1＋7   3＋10   5＋13   7＋16   9＋19……



例 4  求所有被 3 除余 1 的两位数的和。

【分析与解】

由题意可知被 3 除余 1 的最小两位数是 10，a1＝10，最大的两位数是 97，an＝97，公

差 d＝3。要求这个数列的和 S，必须先求项数 n。

n ＝(97－10)÷3＋1
＝87÷3＋1
＝29＋1
＝30

s ＝(10＋97)×30÷2
＝107×30÷2
＝3210÷2
＝1605

答：所有被 3 除余 1 的两位数的和是 1605。

试一试 4
求所有被 4 除余 1 的两位数的和。

例 5  小丽家的大时钟几点钟就敲几下，而且每半点也敲一下。这只时钟一昼夜共敲

了多少下？

【分析与解】

我们先不考虑每半点敲的那些，从 1 点到 12 点，时钟分别敲了 1、2、3……11、12 下。

这是一个 a1＝1，an＝12，n＝12，d＝1 的等差数列，求出数列的和 S，再加上每半点敲的 12
下。因为一昼夜是 24 小时，时钟要在钟面上转两圈，所以最后还应乘 2。列式为：       

［(1＋12)×12÷2＋12］×2
＝［78＋12］×2
＝90×2
＝180（下）

答：时钟一昼夜共敲 180 下。

试一试 5
大时钟几点钟就敲几下，而且每半点敲一下。这只时钟两天共敲了多少下？



练习一

1.计算。

（1）34＋38＋42＋46＋50＋54

（2）1＋2＋3＋4＋5＋6＋……＋199＋200

2.一个等差数列的首项是 5，公差是 2，那么它的第 10 项、第 15 项各是多少？

3.有一列数：1、5、9、13、17、21……问第 1000 个数是几？4921 是第几项？

4.①1＋5＋9＋13＋17＋……＋3997

②3＋6＋9＋12＋15＋……＋1995＋1998

5.（2＋4＋6＋8＋……＋198＋200）－（1＋3＋5＋7＋……＋197＋199）

6.小丽读一本小说，她第一天读 30 页，从第二天起她每天读的页数比前一天多 3 页，

最后一天读了 60 页正好读完，这本书共有多少页？

7.有一个数列：6、10、14、18、22……，这个数列前 100 项的和是多少？

8.计算小于 100 的所有奇数的和。

9.被 5 除余 1 的两位数共有多少个？它们的和是多少？

10.已知墙上的挂钟几点钟就打点几下，每半点钟打点一下，问挂钟在一昼夜共打点多

少下？从早上 6 点到晚上 10 点共打点几下？（钟面上只有 1 点—12 点）

11.用 1、2、3、5、7、13、17 和 19 这八个数能组成多少个真分数？

12.一个剧场设置了 20 排座位，第一排有 38 个座位，往后每一排都比前一排多 2 个座

位，这个剧场一共设置了多少座位？

13.一个八角琉璃亭的顶部要铺琉璃瓦，它的八个斜面都是相同的等腰三角形，如果最



上面一层铺 1 块琉璃瓦，往下每一层多铺 2 块，一共铺 20 层，一共需要多少琉璃瓦？

14.1＋2＋3－4＋5＋6＋7－8＋9＋……＋25＋26＋27－28  

第二讲  整数、小数简便运算

知识要点与学法指导：

在进行整数、小数计算时，要根据算式的结构和数的特征，灵活运用运算法则、定律、

性质、公式，把一些较复杂的运算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常用到以下知识：

1.运算定律：

（1）加法交换律：a＋b＝b＋a

（2）加法结合律：(a＋b)＋c＝a＋(b＋c )

（3）乘法交换律：a×b＝b×a

（4）乘法结合律：(a×b) ×c＝a×(b×c )

（5）乘法分配律：a×(b＋c)＝a×b＋a×c 

2.去括号或添括号：

a＋(b＋c)＝a＋b＋c          a×(b×c)＝a×b×c

a＋(b－c)＝a＋b－c          a×(b÷c)＝a×b÷c

a－(b＋c)＝a－b－c          a÷(b×c)＝a÷b÷c

a－(b－c)＝a－b＋c          a÷(b÷c)＝a÷b×c

3.积不变性质：若一个因数扩大若干倍，另一个因数缩小相同的倍数，则积不变。

4.商不变性质：若被除数和除数同时乘以或除以相同的非零数，则商不变。

5.等差数列求和公式：S＝(a1＋an)×n÷2

6.平方差公式：a2－b2＝(a＋b)×(a－b)



例 1  计算：9999×7778＋3333×6666
【分析与解】

在这个算式的两个乘积中，因数之间存在着倍数关系：9999 是 3333 的 3 倍。利用这个

关系，可以把 3333×6666 转化成 9999×2222 这样原式转化为：

9999×7778＋3333×6666
＝9999×7778＋9999×2222
＝9999×（7778＋2222）

＝9999×10000
＝99990000

想一想：如果计算 9999×2222＋3333×3334，你该怎么转化？

试一试 1
0.9999×0.7＋0.1111×2.7



例 2 计算 2003×200420042004－2004×200320032003
【分析与解】

把 200420042004 分解成 2004×100010001
把 200320032003 分解成 2003×100010001
然后再计算就非常简便了，你发现其中的奥妙了吗？

2003×200420042004－2004×200320032003
＝2003×2004×100010001－2004×2003×100010001
＝0 

试一试 2
52×535353－53×525252

例 3 计算 2004－2001＋1998－1995＋1992－1989＋…＋18－15＋12
【分析与解】

题目中，上千个加数和减数进行加减混合运算，如果照常规按次序演算，那是非常的麻

烦。

观察题目里的运算符号：一加一减，一加一减，按规律排列；再看题目里的数字：或

“加数”或“减数”，正好是两组等差数列。所以，本题的计算可以分组进行。

原式＝(2004＋1998＋1992＋…＋24＋18＋12)
－(2001＋1995＋1989＋…＋27＋21＋15)

＝（2004＋12）×333÷2－（2001＋15）×332÷2
＝1008×（333－332）

＝1008
本题运用分组、等差数列求和公式及提取公因数等技巧和方法，使计算巧妙且容易。

如果本题利用题中“一加一减”的组合规律，自左至右，按两个数为一组，进行巧算，

也是一种化繁为简的好方法。

原式＝（2004－2001）＋（1998－1995）＋（1992－1989）＋…＋（24－21）＋（18－
15）＋12

＝3×332＋12
＝1008



注意：题目是“一加一减”为一组的，所以最后的加数“12”别忘加上。

试一试 3
1994＋1993－1992－1991＋1990＋1989－1988－1987＋……＋6＋5－4－3＋2＋1
  
例 4 计算 7.12－6.72＋6.32－5.92＋5.52－5.12＋…＋3.12－2.72【分析与解】

本题直接计算繁杂，易出错。如若分成两组，又找不到平方和的巧算规律；如若按一组

一组的平方差来推算，试一试，能不能从中找到规律？

因为一个数的平方，相当于以这个数为边长的正方形面积，所以我们结合图形来研究两

个较小数的平方差与这两个数之间有什么关系？

“两个数的平方差，等于这两个数的和乘以这两个数的差”，这是不是规律呢？让我们

验证一下：

7.12－6.72                   7.12－6.72

＝50.41－44.89         ＝（7.1＋6.7）×（7.1－6.7）
＝5.52                 ＝13.8×0.4

＝5.52
因此，这道题可以这样巧算：

原式＝（7.1＋6.7）×（7.1－6.7）＋（6.3＋5.9）×（6.3－5.9）＋（5.5＋5.1）×（5.5
－5.1）＋…＋（3.1＋2.7）×（3.1－2.7）

＝（7.1＋6.7）×0.4＋（6.3＋5.9）×0.4＋（5.5＋5.1）×0.4＋…＋（3.1＋2.7）×

0.4
＝（7.1＋6.7＋6.3＋5.9＋5.5＋5.1＋…＋3.1＋2.7）×0.4
＝（7.1＋2.7）×12÷2×0.4
＝9.8×2.4
＝23.52

解题过程中，发现每一组平方差都是两数和的 0.4 倍，可以用等差数列求和公式，简算

出所有加数的和，使全题进一步得到简化。

试一试 4
20062－20042＋20022－20002＋19982－19962＋……＋62－42＋22  



练习二
1.  3.71－2.74＋4.7＋5.29－0.26＋6.3
2.  125×69＋125×19
3.  4.75－9.63＋（8.25－1.37）
4.  14.15－（7.875－6.85）－2.125
5.  88888×3＋11111×76
6.  0.9999×2222＋0.3333×3334
7.  4.82×0.59－0.323×5.9＋0.41×1.59
8.  11×22＋0.22×3300＋330×4.4
9.  1997×19961996－1996×19971997
10. 1234×9090＋1234×909
11. 2004×20082008－2008×20042004
12. 20－19＋18－17＋……＋4－3＋2－1

13.100＋99－98＋97－96＋……＋3－2＋1

14.（2＋4＋6＋……＋2006）－（1＋3＋5＋……＋2005）

15.（101＋103＋105＋……＋199）－（90＋92＋94＋……＋188）

16.2001＋1999－1997－1995＋1993＋1991－1989－1987＋……＋9＋7－5－3＋1

17.计算：

（1）51×49  （2）28×32  （3）20082－20072

18.  22－1.92＋1.82－1.72＋1.62－1.52＋1.42－1.32＋1.22－1.12

19.  992－972＋952－932＋……＋32－12 

 



第三讲  定义新运算

知识要点与学法指导： 

定义新运算是指运用某种特殊符号来表示特定的意义，从而解答某些特殊算式的一种运

算。解题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1. 解答定义新运算，关键是要正确地理解新定义的算式含义，然后严格按照新定义的

计算顺序，将数值代入，转化为常规的四则运算算式进行计算。

2. 定义新运算是一种人为的、临时性的运算形式，它使用的是一些特殊的运算符号，

如：*、△、⊙、◎等，这是与四则运算中的“＋－×÷”不同的。

3. 新定义的算式中有括号的，要先算括号里面的。但它在没有转化前，是不适合于各

种运算定律的。

例 1  “⊙”表示一种新的运算，它是这样定义的：

a⊙b＝a×b－（a＋b）

求：（1）3⊙5；（2）（3⊙4）⊙5。

【分析与解】

根据规定，这种新运算的意义就是：求两个数的积减去这两个数的和所得的差。对于题

（2），应先算括号里的结果 x，然后再算出 x⊙5 的结果。

解：（1）3⊙5＝3×5－（3＋5）

＝15－8＝7
（2）因为 3⊙4＝3×4－（3＋4）

＝12－7
＝5

所以（3⊙4）⊙5＝5⊙5
＝5×5－（5＋5）＝15

想一想：3⊙5 与 5⊙3 相等吗？

我们知道，括号可以用来改变运算顺序，在有括号的算式中，应先算小括号里的，再算

中括号里面的。人为定义的新运算中也有这条规定。

试一试 1

将新运算 “*”定义为：a*b＝(a＋b)×(a－b)。求 37*13



例 2  将新运算“*”定义为：a*b＝b2＋a。求（4*8）*（3*7）【分析与解】

我们先算括号里面的。

按照定义，很容易求得 4*8＝82＋4＝68，3*7＝72＋3＝52，再运用定义可得：

（4*8）*（3*7）＝68*52＝522＋68＝2772
想一想：4*8 与 8*4 相等吗？

定义新运算都是人为规定的，所以这样的运算可以多种多样。

试一试 2
设 a△b＝a2＋2b，求 10△6 和（1△2）△（2△8）

例 3  设 p、q 是两个数，规定 p⊙q＝4×q－(p＋q)÷2，
求 3⊙(4⊙6)。

【分析与解】

根据定义先算 4⊙6。在这里，“⊙”是新的运算符号。

3⊙（4⊙6）
＝3⊙［4×6－(4＋6)÷2］
＝3⊙19
＝4×19－(3＋19)÷2
＝76－11
＝65

试一试 3
设 p、q 是两个数，规定 p◎q＝p2＋(p－q)×2，求 30◎（5◎3）
例 4  如果 2*3＝2＋3＋4＝9，5*4＝5＋6＋7＋8＝26，那么： （1）求 9*5 的值；

（2）解方程：x*3＝15。

【分析与解】

“*”表示求连续自然数的和，“*”前的数表示第一个数（首项），“*”后的数表示连续

自然数的个数。

按照定义，有

9*5＝9＋10＋11＋12＋13＝55
x*3＝x＋（x＋1）＋（x＋2）＝3x＋3

原方程可改写为：3x＋3＝15
解方程，得         x＝4

试一试 4
如果 3△2＝3＋5＝8

        4△3＝4＋6＋8＝18
   （1）求 6△4     （2）解方程 x△4＝32



例 5  规定“□”的运算法则如下，对于任何整数 a、b：

2×a＋b－1（a＋b≥10）
a□b＝   

        2×a×b   （a＋b＜10）

求：（1□2）＋（2□3）＋（3□4）＋（4□5）＋（5□6）＋（6□7）＋（7□8）＋

（8□9）＋（9□10）。

【分析与解】

这道题中实际上定义了两种运算，必须根据两个数的和的大小，确定对它们施行哪种新

运算。不妨把 a□b＝2×a＋b－1 称为运算①，把 a□b＝2×a×b 称为运算②，对 1□2，2□
3，3□4，4□5，按运算②来算；对 5□6，6□7，7□8，8□9，9□10，按运算①来算。

1□2＋2□3＋3□4＋4□5
＝2×（1×2＋2×3＋3×4＋4×5）

＝2×（2＋6＋12＋20）＝80
5□6＋6□7＋7□8＋8□9＋9□10

＝2×（5＋6＋7＋8＋9）＋6＋7＋8＋9＋10－1×5
＝2×35＋40－5＝105

所求的和为 80＋105＝185
总结与提示：按照新定义的运算求某个算式的结果，关键是要正确理解这种新运算的意

义，并严格按新定义的要求，将数值代入新定义的式子，转化为我们熟知的加、减、乘、除

四则运算。

对新定义的运算式子，如果有括号，应先算括号里面的。但是新定义的运算一般不符合

交换律、结合律和分配律。

新定义的运算里，所引入的符号是随意的，而不是确定的、通用的。它们在具体的题目

中有特定的意义。解完题目后，它将失去这种特定的意义，即不可以把这种意义引入其他情

况下通用。



练习三

1. 设 a*b＝4×a－5×b，试计算：

（1）5*4；                    
（2）（6*4）*2；

（3）求 x*（2*x）＝18 中 x 的值。；

2. 如果 a*b 的含义表示 a×b－a＋b，那么 2*（4*6）*8 的值是多少？

3. 规定 a△b＝ 
a
b
－

b
a
，试求（5△3）＋

8
15
的值。

4. 设 a，b 表示整数（不包括 0），规定运算◎：

a◎b＝a÷b×2＋3×a－b，求 169◎13 的值。

5. 对于整数 a，b，规定运算“*”：

a*b＝a×b－a＋1，又知（2*x）*2＝0，求 x 的值。

6. 对于任意非零自然数 a，b，规定 a*b＝a÷b×2＋3，且 256*a＝19，求 a 的值。

7. 对于任意正整数 a、b，定义运算◎如下：如果 a、b 同为奇数或同为偶数，那么，a◎
b＝（a＋b）÷2；如果 a、b 的奇偶性不同，那么，a◎b＝（a＋b＋1）÷2；
求：①（1993◎1994）◎（1994◎1995）◎……◎（1999◎2000）

②1993◎1995◎1997◎1999◎2001
8. 规定运算如下：a△b＝（a＋b）×a，求（2△3）△5
9. 如果 5*2＝5×6，2*3＝2×3×4，求 3*4。
10. 定义新运算：x○y＝（x×y）＋（x＋y）

（1）求 6○2 （2）若 5○a＝23 求：a
11. 如果 2◎4＝24÷（2＋4），3◎6＝36÷（3＋6）

（1）求 8◎4 （2）解方程 a◎8＝2
12. 定义三种运算“△”、“□”、“○”，对于两数 x、y，有 x△y＝2x＋2，x□y＝x×y＋

1，x○y＝y－1。
求：[1○（4□5）] △1000

                 2x＋y  (x≥y)
13. 规定 x△y＝
                 x＋2y   (x＜y)

       求：1△2△4



第四讲  鸡兔同笼问题

知识要点与学法指导：

鸡兔同笼的基本问题是：已知鸡、兔总头数和总脚数，求鸡、兔各有多少只。

（1）解决鸡兔同笼问题的方法通常是用假设法，解题思路是：先假设笼子里装的全是

鸡，根据鸡兔的总数就可以算出在假设下共有几只脚，把这样得到的脚数与题中给出的脚数

相比较，看看差多少，每差 2 只脚就说明有 1 只兔，将所差的脚数除以 2，就可以算出共有

多少只兔。

（2）将基本问题中同笼的是鸡、兔两种不同东西，还可以引伸到同笼中不同东西是三

种，四种等等。

注意：鸡兔同笼问题的两种变型均可转化成基本问题来解决。

例 1  在同一个笼子中，有若干只鸡和兔，从笼子上看有 40 个头，从笼子下数有 130
只脚，那么这个笼子中装有兔、鸡各多少只？【分析与解】

题目中给出了鸡、兔共有 40 只，如果让兔子把前两只脚抬起来，身子直立，那么兔子

就成了 2 只脚（即把兔子都当成两只脚的鸡），鸡兔总的脚数是 40×2＝80（只），比题中所

说的 130 只要少 130－80＝50（只）。

现在让兔子把抬起的两只前脚放下来，每只兔子会增加 2 只脚，多少只兔子才会增加 50
只脚呢？显然是 50÷2＝25（只）因此，兔子数是 50÷2＝25（只）

解一： 兔：（130－40×2）÷（4－2）

＝（130－80）÷2
＝50÷2
＝25（只）

鸡：40－25＝15（只）

解二：把鸡和兔都想象成一半脚着地，就会有 130÷2＝65（只）脚，鸡是 1 个头对 1
只脚，而兔却 1 个头对两只脚，因此用一半脚数减去总头数，得到的应该是每只兔多出 1 只

脚的总数，多几只脚就有几只兔。兔有 65－40＝25（只）；鸡有 40－25＝15（只）；

列式计算 兔：130÷2－40＝25（只）

鸡：40－25＝15（只）；

答：笼子中有兔子 25 只，有鸡 15 只。

想一想：用方程怎么解答？

试一试 1
有一首民谣：“一队猎手一队狗，二队并着一起走，数头一共三百六，数腿一共八百

九。”问民谣中有多少个猎手和多少条狗？





例 2  停车场共停 24 辆车，其中有 4 个轮子的汽车和 3 个轮子的摩托车。这些车共有 86
个轮子。求汽车和摩托车各有多少辆？

【分析与解】

假设这 24 辆车都是 3 个轮子，那么一共有 3×24＝72 个轮子。比实际轮子数少了 86－
72＝14 个轮子。为什么会少了 14 个轮子呢？因为我们把 4 个轮子的汽车假设成 3 个轮子来

计算了，每辆汽车少算了（4－3）个轮子。14÷1＝14 说明这 24 辆车中有 14 辆是汽车，有

24－14＝10 辆摩托车。

算式为（86－3×24）÷（4－3）＝14（辆）

24－14＝10（辆）

答：汽车有 14 辆，摩托车有 10 辆

你会列方程求解吗？

试一试 2
小明的妈妈买了苹果和梨共 10 千克，一共花了 27 元钱。已知苹果的价钱是每千克 3 元，

梨是每千克 2 元，求这两种水果各买了多少千克？

例 3  数学竞赛抢答题共 10 道题，规定答对一题得 15 分，答错一题倒扣 10 分（不答

按答错计算）。小敏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结果共得 100 分。问答对和答错各几题？

【分析与解】

假设小敏 10 道题都答对了，应该得 15×10＝150（分），比实际得分多算了 150－100＝
50（分）。因为这 10 道题中有答错的题。每答错一题，不仅不能得 15 分，而且还要倒扣 10
分。也就是说，错一题比对一题减少 15＋10＝25（分）。50÷25＝2，所以，小敏答错了 2
道题，答对了 8 道题。

（15×10－100）÷（15＋10）＝2（道）

10－2＝8（道）

答：小敏答对 8 道题，答错 2 道题。

试一试 3
李明参加射击比赛，共打 20 发，约定每打中一发记 10 分，脱靶一发扣 6 分，结果得了

168 分。他一共打中了多少发？



例 4  蜘蛛有 8 条腿，蜻蜓有 6 条腿和 2 对翅膀，蝉有 6 条腿和 1 对翅膀，现在这三种

昆虫共 21 只，有 140 条腿和 24 对翅膀，求每种昆虫各几只？

【分析与解】

此题中出现了 3 种昆虫，不仅有腿的比较，而且又出现了翅膀，显然比前几道题复杂了。



解此题的关键就是将 3 种昆虫转化为 2 种昆虫，这样解起来就比较容易了。突破口在于，

蝉和蜻蜓都有 6 条腿。

解：因为蜻蜓和蝉都有 6 条腿，所以从腿的数目考虑，可以把昆虫分成“8 条腿”和

“6 条腿”两种，利用基本关系式算出 8 条腿的蜘蛛数：

（140－6×21）÷（8－6）

＝（140－126）÷2
＝14÷2
＝7（只）

从而，可以推知 6 条腿的昆虫共有：

21－7＝14（只）

也就是蜻蜓和蝉共有 14 只，因为蜻蜓和蝉共有 24 对翅膀，现在再用一次基本关系式，

得蝉数是：

（14×2－24）÷（2－1）

＝（28－24）÷1
＝4（只）

因此，蜻蜓数是 14－4＝10（只）

答：有 7 只蜘蛛，4 只蝉，10 只蜻蜓。

试一试 4
现有蜘蛛、蜻蜓、蝉这三种昆虫共 47 只，共有腿 324 条，翅膀 37 对。其中每只蜘蛛

无翅 8 条腿，每只蜻蜓有 2 对翅膀和 6 条腿，每只蝉有 1 对翅膀和 6 条腿，问每种昆虫各几

只？



练习四

1. 今有鸡兔共 35 个头，脚共有 94 只，求鸡、兔各有多少只？

2. 动物园里有一群鸵鸟和长颈鹿，它们共有 30 只眼晴和 44 只脚，问鸵鸟和长颈鹿各

有多少只？

3．杂技团有独轮车和三轮车共 30 辆，两种车共有 70 个轮子，问这两种车各有多少辆？

4. 有 10 分和 20 分的邮票共 18 张，总面值为 2.8 元。问 10 分和 20 分的邮票各有多少

张？

5. 同学们参加投篮比赛，规定：每投中一球得 5 分，投不中倒扣 3 分，小明投了 20 个

球，得了 68 分。问：他投中了几个球？

6．方方和圆圆两个人进行数学比赛，商定算对一题给 20 分，错一题扣 12 分。方方和

圆圆各算了 10 道题，两人共得 208 分，方方比圆圆多得 64 分，问他俩各算对了多少道题？

7．刘老师带了 41 名同学去北海公园划船共租了 10 条船。每条大船坐 6 人，每条小船

坐 4 人，问大船、小船各租几条？

8．鸡与兔共 100 只，鸡脚比兔脚多 80 只，问鸡兔各有多少只？

9．大油瓶一瓶装 4 千克油，小油瓶 2 瓶装 1 千克油。现有 100 千克油装了 60 个瓶子，

问大小油瓶各用了多少个？

10．停车场上有汽车和自行车共 71 辆，已知汽车的轮子总数比自行车的轮子总数多 116
个，问汽车和自行车各有多少辆？

11．松鼠妈妈采松子，晴天每天采 20 个，雨天每天采 12 个，它一连采了 112 个，平均

每天采了 14 个，问这些天中有几天是雨天？

12．某运输队为超市运送暖瓶 500 箱，每箱装有 6 个暖瓶。已知每 10 个暖瓶的运费为 5
元，损坏一个的话，不但不给运费还要赔偿成本费 10 元；运完后结算时，运输队共得 1350
元运费。问共损坏了多少个暖瓶？

13. 三种昆虫共 18 只，它们共有 20 对翅膀 116 条腿，其中每只蜘蛛无翅 8 条腿；每只

蜻蜓有两对翅膀 6 条腿；每只蝉有 1 对翅膀 6 条腿，问这三种昆虫各有多少只？

14．有一元、五元和十元的人民币共 25 张，总面值 110 元，已知一元和五元的张数相

等，问三种面值的人民币各有几张？



第五讲  盈亏问题

知识要点与学法指导：

盈亏问题又叫盈不足问题，是指把一定数量的物品平均分给固定的对象，如果按某种标

准分，则分配后会有剩余（盈）；按另一种标准分，分配后又会有不足（亏），求物品的数量

和分配对象的数量。

从本质上讲，盈亏问题就是对两个数量进行比较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

一种方式：甲数是乙数的 a 倍多 m。

另一种方式：甲数是乙数的 b 倍少 n。求甲乙两数是多少？

例如：把一袋饼干分给小班的小朋友，每人分 3 块多 12 块；如果每人分 4 块，少 8 块。

小朋友有多少人？饼干有多少块？这种一盈一亏的情况，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标准的盈亏问题。



盈亏问题的基本类型和解法有三种：

1、“一盈一亏”：（盈＋亏）÷两次分得的差＝参与分配对象总数；

2、“两盈”：（大盈－小盈）÷两次分得的差＝参与分配对象总数；

3、“两亏”：（大亏－小亏）÷两次分得的差＝参与分配对象总数；

当然，盈亏问题也可以通过设未知数列方程来解决。

例 1  小明去买练习本，他付给营业员的钱买 4 本多 1 元，买 6 本又差 2 元，小明付

给营业员多少钱？每本练习本多少元？

【分析与解】

首先画线段图看一看。

解法一：第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

由题意可知，小明付的钱数和每本练习本的价钱是不变的。比较两种方案，结果相差 1

＋2＝3（元），即第二种购买方案比第一种要多 3 元。为什么要多用 3 元钱呢？因为第二种

多 1 元

少 2 元



方案比第一种多买 6－4＝2 本，所以用 3÷2＝1.5（元），就是每本练习本的价钱。再用 1.5×

4＋1＝7（元），就是小明付给营业员的钱了。

（1＋2）÷（6－4）＝1.5（元）

1.5×4＋1＝7（元）

解法二：设每本练习本 X 元，小明付给营业员的钱数为（4X＋1）元或（6X－2）元，

二者是相等的关系，因此，列方程得：

4X＋1＝6X－2

6X－4X＝1＋2

2X＝3

X＝1.5                       

4X＋1＝4×1.5＋1＝7

答：小明付给营业员 7 元钱，每本练习本 1.5 元。

试一试 1
幼儿园老师给小朋友分梨子，如果每人分 4 个，则多 9 个；如果每人分 5 个，则少 6 个。

问有多少个小朋友？有多少个梨子？

例 2  小红把自己的一些连环画借给她的几位同学。若每人借 5 本则差 17 本；若每人

借 3 本，则差 3 本。问小红的同学有几人？她一共有多少本连环画？

【分析与解】

这是一道 “两亏”题。从题意可知，同学的人数和连环画的本数是不变的。比较两种

借书方案，可以得出每人借 5 本比 3 本要多需 17－3＝14（本）书，为什么会多需 14 本书

呢？这是因为每人多借 5－3＝2（本）。每人多借 2 本，多少人就多需 14 本呢？用 14÷2＝7
（人），这就是同学的人数。再用 7×5－17＝18（本）就是连环画的本数。

（17－3）÷（5－3）＝7（人）

7×5－17＝18（本）

答：小红的同学有 7 人，她一共有 18 本连环画。

你还有其他解答方法吗？请试一试。

试一试 2
学校将一批铅笔奖给三好学生，每人 9 支缺 15 支；每人 7 支缺 7 支。问三好学生有多

少人？铅笔有多少支？

例 3  全班同学去划船，如果减少一条船，每条船正好坐 9 个同学；如果增加一条船，

每条船正好坐 6 个同学。这个班有多少个同学？

【分析与解】

根据题意可知：每船坐 9 人，就能节省下来一条船，也就是除了现有人数，还能再坐 9
人；每船坐 6 人，就要增加一条船，否则就有 6 人坐不上船。因此，每船坐 9 人比每船坐 6
人可多坐 9＋6＝15（人），15 里面包含 5 个（9－6），说明有 5 条船。知道了有 5 条船，就

可以求全班人数了，用 9×（5－1）＝36（人）



（9＋6）÷（9－6）＝5（条）

9×（5－1）＝36（人）

答：这个班有 36 人。

用其他方法解答：

试一试 3
五年级同学去划船，如果增加一只船，正好每只船上坐 7 人；如果减少一只船，正好每

只船上坐 8 人。求五年级共有多少同学去划船？

例 4  用绳测井深，把绳三折，井外余 2 米，把绳四折，还差 1 米不到井口，那么井

深多少米？绳长多少米？

【分析与解】

绳三折，井外余 2 米，说明绳子比井深的 3 倍多 3×2＝6（米）；绳四折，还差 1 米不

到井口，说明绳子比井深的 4 倍少 4×1＝4（米）。

所以，三折——余 3×2＝6（米）（盈）

四折——差 4×1＝4（米）（亏）

解：井深   （3×2＋4×1）÷（4－3）
＝（6＋4）÷1
＝10（米）

绳长  (10＋2)×3＝36（米）或(10－1)×4＝36（米）

答：井深 10 米，绳长 36 米。

试一试 4
用绳测一水窑的深度，把绳 2 折，窑口外绳余 3 米；把绳 4 折，则还差 1 米不到窑口。

问水窑深和绳长各多少米？



练习五
1. 老师把一些铅笔奖给三好学生。每人 5 支则多 4 支；每人 7 支则少 4 支。老师有多

少支铅笔？奖给多少个三好学生？

2. 数学兴趣小组同学做一些数学题，如果每人做 7 道，则少 27 道；如果每人做 5 道，

则少 7 道。问有多少学生？几道数学题？

3. 一个旅游团去旅馆住宿，6 人一间，多 2 个房间；若 4 人一间又少 2 个房间。旅游团

共有多少人？

4.六年级同学去划船，如果增加一只船，正好每只船上坐 5 人，如果减少一只船，正好

每只船上坐 7 人。六年级有多少人去划船？

5．老师发练习本给第一组的同学，如果每人发 7 本还多 7 本，如果每人发 9 本，则少 9
本，第一小组有多少个同学？老师带来多少本练习本？

6. 小朋友分糖果，每人分 10 粒，正好分完；若每人分 16 粒，则少 48 粒。问一共有多

少粒糖果？

7. 在桥上测桥高。把绳长对折后垂到水面，还余 4 米；把绳长 3 折后垂到水面，还余 1
米。桥高多少米？绳长多少米？

8. 幼儿园老师将一筐苹果分给小朋友。如果分给大班的学生每人 5 个余 10 个；如果分

给小班的学生每人 8 个缺 2 个。已知大班比小班多 3 个学生，这筐苹果有多少个？

9. 王老师给美术小组分彩色笔，如果每人分 5 枝则多 12 枝；如果每人分 8 枝，则还多

3 枝，请问有多少枝彩色笔？美术小组有多少人？

10. “五一”节某单位租小客车若干辆去旅游，如果每辆车坐 15 人，则空出 2 辆车；

如果每辆车坐 11 人，则空出 2 个座位。求租小客车的辆数和这个单位的人数。

11. 学生分练习本，其中两人每人分 6 本，其余每人分 4 本，则多 4 本；如果一人分 10
本，其余的人分 6 本，则少 18 本。学生有多少人？练习本有多少本？

12. 小明将自己的故事书借给他的几个同学。若每人借 3 本，则差 8 本；若每人借 5 本，

则差 20 本。小明的同学有几个？他一共有多少本故事书？

13. 为了测量一口井的深度，同学们想出用长绳吊重物来测量的方法，将绳子 3 折来量，

井外余 6 米，将绳子 4 折来量，井外余 2 米。你能算出井深和绳长各多少米吗？



第六讲  行程问题（一）

知识要点与学法指导：

行程应用题是专门研究物体运动的速度、时间、路程三者关系的应用题。行程问题的主

要数量关系是：路程＝速度×时间。知道三个量中的两个量，就能求出第三个量。行程问题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相向而行：速度和×相遇时间＝距离

（2）相背而行：相背距离＝速度和×时间

（3）同向而行：速度差×追及时间＝追及距离

遇到行程问题，应养成先在草稿纸上根据题意画线段图的好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数

量关系，确定各人行走时到达的位置，从而突破难点，对于一些较复杂的行程问题，我们也

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熟悉的数量关系，用方程来解。

例 1  甲、乙两辆汽车同时从东、西两地相向开出，甲车每小时行 56 千米，乙车每小

时行 48 千米。两车在距中点 32 千米处相遇。东、西两地相距多少千米？

【分析与解】

两车在距中点 32 千米处相遇，由于甲车的速度大于乙车的速度，所以相遇时，甲车应

行了全程的一半多 32 千米，乙车行了全程的一半少 32 千米。因此，两车相遇时，甲车比乙

车共多行了 32×2＝64（千米）。两车同时出发，又相遇了，两车所行的时间是一样的，为

什么甲车会比乙车多行 64 千米？因为甲车每小时比乙车多行 56－48＝8（千米）。64÷8＝8
所以两车各行了 8 小时，求东、西两地距离只要用（56＋48）×8 即可。

32×2÷（56－48）＝8（小时）

（56＋48）×8＝832（千米）

答：东、西两地相距 832 千米。

试一试 1
小玲每分行 100 米，小平每分行 80 米，两人同时从学校和少年宫相向而行，并在离中

点 120 米处相遇，学校到少年宫有多少米？



例 2  甲、乙二人上午 8 时同时从东村骑车到西村去，甲每小时比乙快 6 千米。中午 12
时甲到西村后立即返回东村，在距西村 15 千米处遇到乙。求东、西两村相距多少千米？

【分析与解】

二人相遇时，甲比乙多行 15×2＝30（千米），说明二人已行 30÷6＝5（小时），上午 8 时

至中午 12 时是 4 小时，所以，甲的速度是 15÷（5－4）＝15（千米）。因此，东、西两村

的距离是 15×（5－1）＝60（千米）。

上午 8 时至中午 12 时是 4 小时。

15×2÷6＝5（小时）

15÷（5－4）＝15（千米）

15×4＝60（千米）

答：东、西村相距 60 千米。

试一试 2
甲、乙二人上午 7 时同时从 A 地去 B 地，甲每小时比乙快 8 千米。上午 11 时甲到达 B

地后立即返回，在距 B 地 24 千米处与乙相遇。求 A、B 两地相距多少千米？

例 3  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平均每小时行 20 千米。到乙地后又以每小时 30 千

米的速度返回甲地，往返一次共用 7.5 小时。求甲、乙两地间的路程。

【分析与解】

如果设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时用了 x 小时，则返回时用了（7.5－x）小时。由于往返的

路程是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等量关系，列出方程式，求出 x 的值，就可以计算出甲、

乙两地间的路程。

解：设去时用 x 小时，则返回时用（7.5－x）小时。

20x＝30×（7.5－x）

20x＝30×7.5－30x
50x＝225

x＝4.5
20×4.5＝90（千米）

答：甲、乙两地间的路程是 90 千米。

试一试 3

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送货，去时每小时行 30 千米，返回时每小时行 40 千米。往返一次

共用 8 小时 45 分，求甲、乙两地间的路程。



例 4  快、慢两车同时从 A 地到 B 地，快车每小时行 54 千米，慢车每小时行 48 千米。

途中快车因故停留 3 小时。结果两车同时到达 B 地。求 A、B 两地间的距离。

【分析与解】

我们可以设快车行驶了 x 小时，那么，慢车就行驶了（x＋3）小时，利用快、慢两车所

行的路程相等这一关系，可以列出方程，通过解方程求出快车所行驶的时间，最后用“速度×

时间＝路程”这一关系求出 A、B 两地间的距离。

解：设快车行驶了 x 小时。

54x＝48×（x＋3）

6x＝144
x＝24

54×24＝1296（千米）

答：A、B 两地相距 1296 千米。

试一试 4
甲、乙二人同时从学校骑车出发去江边，甲每小时行 15 千米，乙每小时行 20 千米。途

中乙因修车停留了 24 分钟，结果二人同时到达江边。从学校到江边要行多少千米？



练习六

1．一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车同时从甲、乙两地相对开出，汽车每小时行 40 千米，摩托车

每小时行 65 千米。两车在距中点 50 千米处相遇，甲、乙两地相距多少千米？

2. 小轿车每小时行 60 千米，比客车每小时多行 5 千米，两车同时从 A、B 两地相向而

行，在距中点 20 千米处相遇，求 A、B 两地的路程。

3．甲、乙二人上午 9 时同时从 A 地骑车去 B 地，甲每小时比乙快 8 千米，中午 12 时，

甲到 B 地后立即返回 A 地，在距 B 地 16 千米处遇到乙。求 A、B 两地相距多少千米？

4. 小平和小红同时从学校出发步行去小平家，小平每分钟比小红多走 20 米。30 分钟后

小平到家，到家后立即原路返回，在离家 350 米处遇到小红。小红每分钟走多少米？  
5. 甲、乙二人同时从 A 地到 B 地，甲每分钟走 250 米，乙每分钟走 90 米。甲到达 B

地后立即返回 A 地，在离 B 地 3.2 千米处与乙相遇。A、B 两地间的距离是多少千米？

6．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去时平均每小时行 30 千米，返回时平均每小时行 40 千

米，往返一次共用 7 小时。甲、乙两地相距多少千米？

7. 一架飞机所带的燃料最多可用 9 小时，飞机去时顺风，每小时可飞 1500 千米，返回

时逆风，每小时可飞 1200 千米。这架飞机最多飞出多少千米就要往回飞？

8．兄弟二人同时从家去学校，哥哥每分钟走 90 米，弟弟每分钟走 70 米，途中哥哥因

买文具停留了 2 分钟，结果与弟弟同时到达学校。他们家离学校有多远？

9．甲每分钟行 120 米，乙每分钟行 80 米，二人同时从 A 店出发去 B 店，当乙到达 B
店时，甲已在 B 店停留了 2 分钟。A 店到 B 店的路程是多少米？

10. 一辆汽车从甲地出发，速度是每小时 50 千米，在汽车开出 1 小时后，一辆摩托车

以每小时 75 千米的速度从同一地点出发沿同一行驶路线去追赶这辆汽车，几小时可以追上？

追上时距出发地有多远？

11.快慢两车从 A 地开往 B 地，快车每小时行 50 千米，慢车每小时行 45 千米。慢车提

前 2 小时出发，结果两车同时到达 B 地。A、B 两地相距多少千米？

12. 一列火车通过一座长 2200 米的大桥用了 60 秒，用同样的速度穿越长 1400 米的隧

道用了 40 秒，问这列火车的速度和车身长各是多少？

13. 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平均每小时 40 千米，到乙地后又以每小时 60 千米的速

度返回甲地。已知去时比返回多用 1 个小时，求甲、乙两地之间的路程。

14. 一辆汽车从甲地到乙地，如果每小时行驶 50 千米，要比规定时间晚到 8 小时；如

果每小时行驶 60 千米，就可比规定时间提前 5 小时到，求甲、乙两地之间的距离。



第七讲  逻辑推理

知识要点与学法指导： 

逻辑推理就是依据逻辑规律，从一定的前提出发，通过一系列的推理来获取某种结论。

解决这类问题常用的方法有：直接法、假设法、排除法、图解法和列表法等。

逻辑推理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深入地理解条件和结论，分析关键所在，找到突破点，

进行合情合理的推理，最后作出正确的判断。

例 1  一个正方体的六个面上分别涂着红、黄、蓝、白、黑、绿六种颜色。根据下图摆

放的三种情况，判断每种颜色的对面分别涂着哪种颜色。

【分析与解】

如果直接思考哪种颜色的对面是什么颜色，有一定的困难。我们可以考虑，这种颜色的

对面不会是什么颜色。

我们发现蓝色出现了两次，就先来考虑蓝色。从第一个图中可以知道，蓝色的对面不会

是黄色和红色，从第二个图中又知道，蓝色的对面不会是黑色和白色，因此蓝色的对面一定

是绿色。

红色也出现了两次，接下来再来考虑红色。从第一个图中知道，红色的对面不会是黄色

和蓝色，从第三个图中又知道，红色的对面不会是绿色和白色，因此红色的对面一定是黑色。

剩下黄色的对面一定是白色。

试一试 1

一个正方体的六个面上分别写着数字 l，2，3，4，5，6。根据下面的三种摆法，判断

每个数字对面上的数字各是几。

 例 2  小明、小华和小刚三位同学中，有一位同学做了件好事。老师向他们三人了解

情况。

小明说：“是小华做的。”

小华说：“不是我做的。”

小刚说：“不是我做的。”



他们三人中只有一人说的是真话。那么到底是谁说的真话，又是谁做的好事呢?

【分析与解】

我们可以先作出一种假设，从这个假设出发，充分利用每一个条件，进行层层推理，从

而得出正确结论。

不妨假设是小明做的好事，那么小明说的是假话，小华说的是真话，而小刚说的也是真

话，这与题目中告诉我们的“只有一人说的是真话”这一条件相矛盾，所以这件好事不是小

明做的。

再假设是小华做的好事，那么可以发现小明说的是真话，小华说的是假话，而小刚说的

也是真话，又矛盾了，所以也不是小华做的。

因此只可能是小刚做的好事，同时可以发现，三人中说真话的是小华。    

其实，分析题目中的三句话我们还可以发现，小明与小华说的两句话是相互矛盾的，因

此他们两个人中肯定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而另外一个人说的是假话。但是题目中又告诉我

们，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因此剩下来的小刚说的肯定是假话，因此这件好事就是小刚做

的，而且可以判断出，说真话的是小华。

试一试 2

有一个珠宝店失窃了，经过几个月的侦察，查明作案的人肯定是 A、B、C、D 中的一个

人。把他们四个人当做重大嫌疑犯进行审讯时，他们是这样招供的：

A：“珠宝店被盗那天，我在别的城市，所以我是不可能作案的。”B：“D是盗窃犯。”

C：“B是盗窃犯，他曾在黑市上卖珠宝。”

D：“B与我有仇，他在陷害我。”

经过进一步调查知道，这四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你知道罪犯是谁吗?是谁说

的真话?

例 3  同住一间寝室的甲、乙、丙、丁四个人分别来自上海、南京、北京和沈阳。已知：

(1)甲不是来自上海，也不是来自北京；

(2)乙的家乡不是南京，也不是上海；

(3)如果甲不是来自南京，那么丙就不是来自上海；

(4)丁的家乡不是北京和上海。

那么他们四个人分别来自哪儿?

【分析与解】

我们可以绘制一张表格(如下图所示)。

在这个表格中进行判断。用“×”表示否定，用“√”表示肯定。而且要注意，在这道

题目中的每行、每列都只能有一个肯定，一旦取定，同行、同列都要否定。

现在已经把题目中的条件填在表格中了，接下来分析表格。

我们发现在上海的这一列里，已经有了三个否定，因此丙肯定是来自上海，在相应的这

一格里打上“√”，同时把丙这一行的其余格子都打上“×”。接下来又可以看出，在北京的

上海 南京 北京 沈阳

甲 × ×

乙 × ×

丙

丁 × ×



这一列里已经有了三个否定，因此乙肯定是来自北京。

根据条件(3)可知，如果甲不是来自南京，那么丙就不是来自上海。而现在知道丙来自

上海，所以甲肯定来自南京。最后剩下来的丁肯定来自沈阳。

因此甲来自南京，乙来自北京，丙来自上海，丁来自沈阳。(最后完成的表格如下图所

示)

试一试 3

张、王、李、赵四位师傅分别是甲、乙、丙、丁四个工厂的。现在已知：

(1)张师傅不是甲厂的；

(2)王师傅不是乙厂和丙厂的；

(3)李师傅既不是乙厂的，也不是丁厂的；

(4)赵师傅经常和乙厂、丙厂的那两位师傅一起喝酒；

(5)甲厂的那位师傅的年龄比赵师傅大。

根据以上条件，你能判断出他们四人各是哪个工厂的吗?

例 4  江波、潘锋、刘荣 3 位老师共同担任六年级（1）班语文、数学、政治、体育、

音乐和美术 6 门课，每人教两门。现在知道： （1）政治老师和数学老师是邻居。

（2）潘锋最年轻。

（3）江波喜欢和体育老师、数学老师交谈。

（4）体育老师比语文老师年龄大。

（5）潘锋、音乐老师、语文老师 3 人经常一起去游泳。

你能说出 3 人分别教哪两门课吗？

【分析与解】

有这么多条件，我们该从何处入手呢？（3）和（5）提供的信息最多，我们可以从这里

入手。为了使分析过程条理清晰，一目了然，我们可利用列表法整理条件，用“√”表示肯

定，用“×”表示否定。

由（3）知江波不是体育老师、数学老师。在（江，数）、（江，体）两格中打“×”。

由（5）知潘锋不是音乐老师、语文老师。在（潘，音）、（潘，语）两格中打“×”。

由（2）、（4）知潘锋不是体育老师，所以刘荣是体育老师，在（刘，体）一格中打

“√”。

由（3）知刘荣不是数学老师，在（刘，数）一格中打“×”，在剩下的（潘，数）一格

中打“√”。

由（1）知潘锋又不是政治老师，在（潘，政）一格中打“×”，在剩下的（潘，美）一

格中打“√”。

由（4）知刘荣不是语文老师，在（刘，语）一格中打“×”，在剩下的（江，语）一格

中打“√”。

由（5）知江波不是音乐老师，在剩下的（刘，音）一格中打“√”。最后得到下表：

上海 南京 北京 沈阳

甲 × √ × ×

乙 × × √ ×

丙 √ × × ×

丁 × × × √



语 数 政 体 音 美

江 √ × √ × × ×

潘 × √ × × × √

刘 × × × √ √ ×

解：江波教语文、政治，潘锋教数学和美术，刘荣教体育、音乐。

试一试 4

 小赵、小钱、小孙和小李四位老师分别教数学、语文、自然和体育中的一门功课。而

且知道，赵老师只能教语文或自然，钱老师只能教数学或体育，孙老师能教数学、语文或自

然，而李老师只能教自然。请问：这四个人各教什么功课?

例 5  有 A、B、C、D、E 五位老朋友见面后，每两人各握手一次。已知 A 与另外四

个人都握了手，B 与三个人握了手，C 与两个人握了手，D 只与一个人握了手。问还有哪些

人之间没有握手？

【分析与解】



五个人每两人间握手一次，总的握手次数应当是 4＋3＋2＋1＝10 次。依题意我们可以

把已握过手的人用下图表示出来。



A 与四个人握过手，由于 D 只与一人握过手，所以 B 只能是与 E、C 握过手。从图中

可以看出，已握过手的总次数是 6，还有四次没有握，当然这四次是在没有连线的两人间进

行，因而得到还没有握过手的是：E 与 D、E 与 C、D 与 C、D 与 B。

试一试 5
A、B、C、D、E 五位同学一起比赛象棋，每两人都要比赛一盘。到现在为止，A 已经

赛了 4 盘，B 赛了 3 盘，C 赛了 2 盘，D 赛了 1 盘，E 赛了几盘？



练习七
1. 下图是由四个完全一样的正方体拼成的长方体，每个正方体的六个面上都按同样的

顺序写有 l，2，3，4，5，6六个数字，请判断出每个数字的对面上的数字各是几。

    

2. 根据一个正方体的三种不同摆法，判断出相对的两个面上的字母各是什么?

3. 红红、明明、亮亮、娟娟经常为学校做好事。星期天，校长发现操场被打扫得干干

净净，找来他们 4 人询问。

红红说：“打扫操场在明明、亮亮、娟娟之中。”

明明说：“我没打扫操场，是亮亮扫的”。

亮亮说：“在红红和明明中间有一人是打扫操场的。”

娟娟说：“明明说的是事实。”

经过调查，证实 4 个人有两人说的是真话，另外两人说的是假话。这 4 人中有一人打扫

操场，你知道是谁打扫的吗？

4. 听到一声响，原来我房内玻璃被打破了，询问了院子里的四个孩子，得到的回答是：

A 说：“是 B 打破的”。

B 说：“是 D 打破的”。

C 说：“不是我打破的。”

D 说：“B 在说谎”。

已知其中只有一个孩子说了真话，且肇事者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人。那人是谁？

5. 张华、李明和王强三个同学在操场踢足球，他们中的一个人不小心把教室的一块玻

璃踢碎了，老师找他们了解情况，他们是这样说的：

张华说：“是王强踢碎的。”

李明说：“不是我踢碎的。”

王强说：“也不是我踢碎的。”

事后查明他们三人中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是谁踢碎的玻璃?谁说了真话?

6. 甲、乙、丙、丁四个人分别在看书、打电脑、踢足球和打排球。已知：

(1)甲不在看书，也不在打排球；

(2)乙不在踢足球，也不在看书；

(3)如果甲不在踢足球，那么丙就不在看书；

(4)丁既不在打排球，也不在看书。

那么他们四个人分别在做什么?

7. 生日那天，小芳收到了一份贵重的生日礼物，而且她知道这肯定是她的三个好朋友

甲、乙、丙中的一个人送的。到底是谁送的呢?甲、乙、丙三个人是这样告诉小芳的：



甲说：“是我送的礼物”。

乙说：“不是我送的。”

    丙说：“这份礼物是乙送的。”

 经过进一步了解，发现他们三个人中有两个人说的是真话。你知道礼物是谁送的吗?

8、五位同学一起打乒乓球，两人之间最多只能打一盘。打完后甲说：“我打了四盘”。

乙说：“我打了一盘。”丙说：“我打了三盘。”丁说：“我打了四盘。”戊说：“我要了三

盘。”你能肯定其中有人说错了吗？为什么？

9、. 学校要在甲、乙、丙、丁四位同学中选两位去参加话剧演出，在征求意见时：甲

说：我服从分配。乙说：如果甲去，那我也去。丙说：如果我不去，那乙也不能去。丁说：

我和丙要不都去，要不都不去。问学校该如何选派？

10. A、B、C 三个人进行跳绳比赛，比赛后，有人问他们比赛的结果。

A 说：“我第一。”

B 说：“我是第二。”

C 说：“我不是第一。”

他们三人中有一人说了假话，问三个人的名次？

11．小赵、小钱和小孙一位是工人，一位是医生，一位是教师。现在只知道：

（1）小孙比教师年龄大。

（2）小赵和医生不同岁。

（3）医生比小钱年龄小。

想一想：谁是工人，谁是医生，谁是教师？

12．在一个年级里，甲、乙、丙三位老师分别讲授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语文和历

史中的两门课。现在知道：

（1）化学老师和数学老师住在一起。

（2）甲老师是三位老师中最年轻的。

（3）数学老师和丙老师都是优秀的国际象棋手。

（4）物理老师比生物老师年长，比乙老师又年轻。

（5）三人中最年长的老师的家比其他两位老师远。

问：甲、乙、丙三位老师分别讲授哪两门课？



第八讲  牛吃草问题

知识要点与学法指导： 

牛吃草问题是英国伟大的数学家牛顿提出来的，因而叫做“牛顿问题”。

“牛顿问题”的难点在于草每天都在生长，草的数量在不断变化。因此，解答这类题的

关键是从变化中找到不变的量，即原有的草量和每天新长出的草量。

解题时通常都是把 1 个个体在 1 个时间单位内完成的工作量假设为 1 份，从而逐步弄

清：

1. 原有的初始工作量是多少。

2. 每个时间单位均匀增加的份额是多少。

3. 把参加完成工作者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解决原始工作量，另一部分解决均匀增长的

工作量。

4. 原始工作量完成之时，均匀增长也同时停止。

为帮助同学们正确解答牛吃草问题，在这里把解法步骤编成口诀，帮助大家熟练掌握解

题技巧。

牛吃草问题冷静想，关键是找不变量。

1 头牛 1 天吃 1 份，头数乘天数是总量。

总量、天数各相差，两差相除求生长。

总量去新长是原有草，牛分两路吃草忙。

新草每天要吃光，牛与长量要相当，

余牛去除原有草，吃草天数显真相。

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在他所著的《普通算术》中有这样一道题：12 头牛 4 周吃草 3
1
3
格



尔，同样的牧草 21 头牛 9 周吃 10 格尔。问 24 格尔牧草多少头牛 18 周吃完？（格尔是牧场

面积单位）

这道题粗看好像与我们平时做的几头牛吃一堆干草的题没什么区别，但再仔细想一想，

你就会发现它们大不一样：几头牛吃一堆干草，干草的总量是不变的。这道题中牛吃的却是

牧场上的青草，它们每天都在不断地生长，也就是青草的总量在不断地变化。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称为“牛顿问题”，也叫“牛吃草问题”。

解答这类问题的关键是把一头牛一周吃的青草量看成一份，通过两组条件的比较，求出

每周新长的草量，然后把牧场的草分成原有的草和新长的草两部分，相应地把牛也分成两部

分，让一部分牛去吃新草，一部分牛去吃原有的草，从而使问题得以解决。

例 1  牧场上有一片青草，每天都在匀速生长，这片青草可供 21 头牛吃 8 周，可供 18
头牛吃 12 周，可供 20 头牛吃几周？

【分析与解】

假设一头牛一周吃草量为 1 份，21 头牛 8 周吃草量为 21×8＝168（份），18 头牛 12 周

吃草量为 18×12＝216（份），两组条件进行比较发现：这些牛吃的都是同一个牧场上的青

草，而最终的吃草总量却不一样，原因就在于所用时间不同，导致新长的青草总量不同。由

此可知每周新长的青草总量为：（216－168）÷（12－8）＝12（份），原来牧场上的青草量

为：168－12×8＝72（份）或 216－12×12＝72（份），根据每周新长青草量 12 份，我们可

安排 12 头牛去吃，其余的（20－12）头牛去吃原有的青草。这样，就可求出所用的时间，

具体解答过程如下：

设一头牛一周吃草量为 1 份

（1）每周新长的青草量为：

（18×12－21×8）÷（12－8）＝12（份）

（2）牧场上原有的青草量为：

21×8－12×8＝72（份） 或  18×12－12×12＝72（份）

（3）20 头牛吃的时间：

72÷（20－12）＝9（周）

答：可供 20 头牛吃 9 周。

试一试 1
一片青草地，每天都匀速长出青草，这片青草可供 27 头牛吃 6 周或 23 头牛吃 9 周，那

么这片草地可供 21 头牛吃几周？

例 2  一片牧场，可供 27 头牛吃 6 天，如果放牛 23 头，则可吃 9 天，如果牧场上的草

都在匀速生长，可供多少头牛吃 12 天？

【分析与解】

此题与上一题的区别在于一个求的是时间，一个求的是牛的头

数，解题思路一样。

设一头牛一天吃的青草量为 1 份

（1）每天新长的青草量：

（23×9－27×6）÷（9－6）＝15（份）

（2）原有的青草量：

27×6－15×6＝72（份）  或  23×9－15×9＝72（份）



（3）原有的青草量可供 12 天吃的牛的只数：

72÷12＝6（头）

（4）每天新长的青草量为 15 份，相当于可供 15 头牛吃一天，这块草地可供牛的只数：



15＋6＝21（头）

答：可供 21 头牛吃 12 天。

通过上面的例题我们可知，用数学知识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可以把一种量分成

几部分后分别去研究，然后再综合起来，这样可使问题简单化。

试一试 2
牧场里的草能够供 10 头牛吃 20 天，或者可供 15 头牛吃 10 天，如果牧场上的草每天都

在匀速生长，可供多少头牛吃 5 天？

例 3  由于天气逐渐变冷，牧场上的草每天以均匀的速度减少，如果牧场上的草可供 25
头牛吃 6 天，或可供 20 头牛吃 7 天，可供多少头牛吃 10 天？

【分析与解】

此题与前两题的不同之处在于牧场上的青草在不断地减少，但解题思路相同。

设每头牛每天吃青草量为 1 份

（1）每天减少的青草量：

（25×6－20×7）÷（7－6）＝10（份）

（2）原有的青草量：

25×6＋10×6＝210（份） 或  20×7＋10×7＝210（份）

（3）可供吃 10 天牛的头数：

（210－10×10）÷10＝11（头） 或  210÷10－10＝11（头）

答：可供 11 头牛吃 10 天。

试一试 3
因天气渐冷，牧场上的草以固定的速度在减少。已知牧场上的草可供 33 头牛吃 5 天，

或可供 24 头牛吃 6 天，照此计算，这个牧场可供多少头牛吃 10 天？

例 4  一只船有一个漏洞，水以均匀的速度进入船内，发现漏洞时已经进入了一些

水。如果用 12 人舀水，3 小时舀完。如果只有 5 个人舀水，要 10 小时才能舀完。现在要想

2 小时舀完，需要多少人？

【分析与解】

该题表面上既不涉及牛，也没提到草，似乎与“牛吃草”问题无关，但这里每小时进入

船内的水一样多，所以这里的人舀水可以看成是牛在吃草，即“牛吃草”问题。关键还是要

求出发现漏洞时已经进入的水和每小时进入船内的水量。

假设每人每小时舀的水量为 1 份。

（1）每小时进入船内的水量为：

(5×10－12×3)÷(10－3)＝2（份）

（2）发现漏洞时已进入船内的水量为：

12×3－2×3＝30（份） 或  5×10－2×10＝30（份）

（3）已漏进的水加上 2 小时漏进的水，需几个人 2 小时舀完？

(30＋2×2)÷2＝17（人）

答：需要 17 人。

试一试 4
有一眼泉水，泉底不断涌出泉水，且每小时涌出的泉水一样多。如果用 10 台抽水机 20



小时可以把水抽干，用 15 台同样的抽水机，10 小时可以把水抽干，那么用 30 台这样的抽

水机多少小时可以把水抽干？

练习八
1. 牧场上有一片青草，每天都在匀速生长，这片青草可供 24 头牛吃 6 周，可供 19 头

牛吃 9 周，可供 18 头牛吃几周？

2、牧场上有一片青草，每天都在匀速生长，这片青草可供 24 头牛吃 6 天，可供 20 头

牛吃 10 天，可供 19 头牛吃几天？

3、 一片牧场，青草每天都在匀速生长，这片青草可供 24 头牛吃 12 天，供 20 头牛吃 16
天，可供多少头牛吃 8 天？

4. 由于天气逐渐变冷，牧场上的草每天以均匀的速度减少，知道这片牧场的草可供 20
头牛吃 5 天，或可供 16 头牛吃 6 天，那么可供 11 头牛吃几天？

5. 某车站在检票前若干分钟就开始排队，设每分钟来的旅客人数一样多。从开始检票

到等候的队伍消失，若同时开 4 个检票口需 30 分钟；同时开 5 个检票口需 20 分钟，为使 15
分钟内检票队伍消失，需至少开多少个检票口？

6. 自动扶梯以均匀速度由下向上行驶着，两位性急的孩子要从扶梯上楼。已知男孩每

分钟走 20 级台阶，女孩每分钟走 15 级台阶，结果男孩用 5 分钟到达楼上，女孩用 6 分钟到

达楼上。问该扶梯共有多少级台阶？

7.牧场上有一片青草，每天都在匀速生长，这片青草可供 20 头牛吃 15 天，或者可供 25
头牛吃 10 天。可供多少头牛吃 5 天？

8．一水库存水量一定，河水均匀入库。5 台抽水机连续 20 天可抽干；6 台同样的抽水机

连续 15 天可抽干。若要求 6 天抽干，需要多少台同样的抽水机？

9．两个顽皮的孩子逆着自动扶梯行驶的方向行走，男孩每秒可走 3 级梯级，女孩每秒可

走 2 级梯级，结果从扶梯的一端到达另一端，男孩用了 100 秒，女孩用了 300 秒。问：该扶

梯共有多少梯级？

10．一只船发现漏水时，已经进了一些水，水匀速进入船内。如果 10人舀水，3小时舀

完；如 5人舀水 8小时舀完。如果要求 2小时舀完，要安排多少人舀水？

11.由于天气逐渐变冷，牧场上的草不仅不长，反而以固定的速度在减少。已知草地上的

草可供 20头牛吃 5天，或者可供 15头牛吃 6天。照此计算，可供多少头牛吃 10天？



第九讲  分数计算、速算和巧算

知识要点与学法指导：

分数计算的常用技法有：

1. 公式法：直接运用一些公式来计算，如运用等差数列求和公式等。

2. 图解法：将算式或算式中的某些部分的意思，用图表示出来，从而找出简便的方法。

3. 裂项法：在计算分数加、减法时，先将其中的一些分数作适当的拆分，使得其中一

部分分数可以互相抵消，从而使计算简化。

4. 分组法：运用运算定律，将原式重新分组组合，把能凑整或能约分化简的部分结合

在一起简算。

5. 代数法：将算式中的某些部分用字母代替并化简，然后再计算出结果。

例 1  计算：
1
2
＋

1
4
＋

1
8
＋

1
16
＋

1
32
＋

1
64


【分析与解】

解法一：先画出线段图：

从线段图中可以看出：
1
2
＋

1
4
＋

1
8
＋

1
16
＋

1
32
＋

1
64
＝1－

1
64
＝
63

64

解法二：观察和式
1
2
＋

1
4
＋

1
8
＋

1
16
＋

1
32
＋

1
64
，可以发现后一个加数总是前一个加数的一半。

因而，只要添上一个加数
1
64
，就能凑成

1
32
，以此向前类推，可以迅速求出和。           

 
1
2
＋

1
4
＋

1
8
＋

1
16
＋

1
32
＋

1
64

＝
1
2
＋

1
4
＋

1
8
＋

1
16
＋

1
32
＋（

1
64
＋

1
64
）－

1
64


＝
1
2
＋

1
4
＋

1
8
＋

1
16
＋（

1
32
＋

1
32
）－

1
64


＝
1
2
×2－

1
64
＝
63

64




试一试 1

计算：1＋
1
2
＋

1
4
＋

1
8
＋…＋

1
64
＋

1
128



例 2 计算：
1

2004
＋

2

2004
－

3

2004
－

4

2004
＋

5

2004
＋

6

2004
－

7

2004
－

8

2004
＋

9

2004
＋

10

2004
－……

－
1999

2004
－
2000

2004
＋
2001

2004
＋
2002

2004
【分析与解】

这道题可以用分组法求解。算式中共有 2002 个分数，从第二个分数
2

2004
开始依次往后

数，每 4 个分数为一组，到
2001

2004
为止，共有 500 组，每组计算后的结果都是 0。

1
2004

＋
2

2004
－

3

2004
－

4

2004
＋

5

2004
＋

6

2004
－

7

2004
－

8

2004
＋

9

2004
＋

10

2004
－……－

1999

2004
－

2000

2004
＋
2001

2004
＋
2002

2004


＝
1

2004
＋
2002

2004


＝
2003

2004


试一试 2

计算：
1

2001
－

2

2001
－

3

2001
＋

4

2001
＋

5

2001
－

6

2001
－

7

2001
＋

8

2001
＋

9

2001
－……－

1998

2001
－

1999

2001
＋
2000

2001


例 3  计算：
1

1 × 2
＋

1
2 × 3

＋
1

3 × 4
＋…＋

1
2003 × 2004

＋
1

2004 × 2005


【分析与解】

因为 1－
1
2
＝

1
1 × 2

     
1
2
－

1
3
＝

1
2 × 3

…，所以，在求这个数列的和时，可以运用这个

结论，先把积分解为差，再求和。这也就是前面谈到的裂项法。

1
1 × 2

＋
1

2 × 3
＋

1
3 × 4

＋…＋
1

2003 × 2004
＋

1
2004 × 2005

＝1－
1
2
＋

1
2
－

1
3
＋

1
3
－

1
4
＋……＋

1
2003

－
1

2004
＋

1
2004

－
1

2005

＝1－
1

2005

＝
2004

2005


想一想：   
1
2
＋

1
6
＋

1
12
＋

1
20
＋

1
30
＋

1
42
＋

1
56
＋

1
72
怎么算呢？

试一试 3



计算：
1

10 × 11
＋

1
11 × 12

＋
1

12 × 13
＋

1
13 × 14

＋
1

14 × 15

例 4  计算：
1

1 × 3
＋

1
3 × 5

＋
1

5 × 7
＋

1
7 × 9

＋
1

9 × 11
＋

1
11 × 13

【分析与解】

题中每个分数的分子都是 1，分母不是两个相邻自然数的积，无法直接裂项，需要变形。

因为
1

1 × 3
＝（1－

1
3
）×

1
2
，

1
3 × 5

＝（
1
3
－

1
5
）×

1
2
，…，所以先把算式中的每一项扩大 2 倍，

再把所求的和乘
1
2
即可。

1
1 × 3

＋
1

3 × 5
＋

1
5 × 7

＋
1

7 × 9
＋

1
9 × 11

＋
1

11 × 13

＝（
2

1 × 3
＋

2

3 × 5
＋

2

5 × 7
＋

2

7 × 9
＋

2

9 × 11
＋

2

11 × 13
）×

1
2

＝（1－
1
3
＋

1
3
－

1
5
＋

1
5
－

1
7
＋

1
7
－

1
9
＋

1
9
－

1
11
＋

1
11
－

1
13
）×

1
2


＝（1－
1
13
）×

1
2

＝
6

13


裂项法不是随便可以套用的，有时题目稍有变化，就需要我们抓住具体题目的特点，灵

活地进行变形转化。

一般地，形如
1

a × (a＋1)
的分数可以拆成

1

a
－

1

a＋1
；形如

1

a × (a＋n)
的分数可以拆成

1

n

×(
1

a
－

1

a＋n
)；形如

a＋b

a × b
的分数可以拆成

1

a
＋
1

b
等等。

试一试 4

计算：
1

2 × 4
＋

1
4 × 6

＋
1

6 × 8
＋…＋

1
46 × 48

＋
1

48 × 50


例 5  计算：（1＋
1
2
＋

1
3
＋

1
4
）×（

1
2
＋

1
3
＋

1
4
＋

1
5
）－（1＋

1
2
＋

1
3
＋

1
4
＋

1
5
）×（

1
2
＋

1
3
＋

1
4
）

【分析与解】

把算式中相同的一部分式子，设字母代替，可以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也就是前面提到

的代数法）。我们把
1
2
＋

1
3
＋

1
4
用字母 A 代替，

1
2
＋

1
3
＋

1
4
＋

1
5
用字母 B 代替，可以很快算出结果。

设  
1
2
＋

1
3
＋

1
4
＝A          

1
2
＋

1
3
＋

1
4
＋

1
5
＝B

（1＋
1
2
＋

1
3
＋

1
4
）×（

1
2
＋

1
3
＋

1
4
＋

1
5
）－（1＋

1
2
＋

1
3

＋
1
4
＋

1
5
）×（

1
2
＋

1
3
＋

1
4
）

＝（1＋A）×B－（1＋B）×A



＝B＋AB－A－AB
＝B－A

＝（
1
2
＋

1
3
＋

1
4
＋

1
5
）－（

1
2
＋

1
3
＋

1
4
）

＝
1
5


试一试 5

计算：（
1
2
＋

1
3
＋

1
4
＋

1
5
）×（

1
3
＋

1
4
＋

1
5
＋

1
6
）－（

1
2
＋

1
3
＋

1
4
＋

1
5
＋

1
6
）×（

1
3
＋

1
4
＋

1
5
）



练习九

1．
1

2004
＋

2

2004
＋

3

2004
＋

4

2004
＋……＋

2002

2004
＋
2003

2004

2．
1
100

＋
2

100
＋

3

100
＋……＋

49

100
＋

50

100

3. 计算：
1
49
＋

3

49
＋

5

49
＋

7

49
＋

9

49
＋
11

49
＋
13

49


4. 计算：1－
1
2
－

1
4
－

1
8
－

1
16
－

1
32
－

1
64

5. 计算：
1

2002
＋

2

2002
＋

3

2002
＋

4

2002
－

5

2002
－

6

2002
－

7

2002
－

8

2002
＋

9

2002
＋

10

2002
＋……＋

1995

2002
＋
1996

2002
－
1997

2002
－
1998

2002
－
1999

2002
－
2000

2002
＋
2001

2002
＋
2002

2002

6. 以质数 43 为分母的最简真分数的和是多少？

7. 计算：
1
2
＋
3

4
＋
7

8
＋

15
16
＋
31
32
＋
63

64
＋
127

128

8. 计算：（
2

2002
＋

4

2002
＋

6

2002
＋…＋

2002

2002
）－（

1
2002

＋
3

2002
＋

5

2002
＋…＋

2001

2002
）

9. 计算：
1

1 × 2
＋

1
2 × 3

＋
1

3 × 4
＋

1
4 × 5

＋
1

5 × 6
＋

1
6 × 7

10 计算：
1

1998 × 1999
＋

1
1999 × 2000

＋
1

2000 × 2001
＋…＋

1
2006 × 2007

＋
1

2007



11．计算：
2

1 × 3
＋

2

3 × 5
＋

2

5 × 7
＋…＋

2

97 × 99
＋

2

99 × 101

12. 计算：
1

1 × 5
＋

1
5 × 9

＋
1

9 × 13
＋…＋

1
29 × 33

＋
1

33 × 37

13. 计算：
4

3
＋
16

15
＋
36

35
＋
64

63
＋
100

99
＋
144

143

14. 计算：（1＋
1
2
＋

1
3
＋

1
4
＋

1
5
）×（

1
2
＋

1
3
＋

1
4
＋

1
5
＋

1
6
）－（1＋

1
2
＋

1
3
＋

1
4
＋

1
5
＋

1
6
）×（

1
2
＋

1
3

＋
1
4
＋

1
5
）

15．计算：（
1
8
＋

1
9
＋

1
10
＋

1
11
）×（

1
9
＋

1
10
＋

1
11
＋

1
12
）－（

1
8
＋

1
9
＋

1
10
＋

1
11
＋

1
12
）×（

1
9
＋

1
10

＋
1
11
）



第十讲  分数的简便计算

知识要点与学法指导：

分数四则混合运算中，既要按照四则运算的顺序进行计算，同时又要依据数据的特点，

灵活运用四则运算的定律、性质及和、差、积、商的变化规律使计算简便合理。有时还要运

用一些计算技巧达到简算的目的。本讲重点介绍的简算技法有：

1. 定律、性质法：直接运用一些定律、性质、规律使计算变得简便。

2. 数字变形法：从数字特点出发，通过联想变形，巧妙运用运算性质、规律达到简算

目的。

3. 约分法：提取分子、分母中相同的因数进行约分，从而使计算简便。

例 1 计算：(1)2003÷2003
2003

2004
   (2) 

498 × 381 + 382

382 × 498－116

【分析与解】

观察这两道题的数字特点，第(1)题中的 2003
2003

2004
化为假分数时，把分子用两个数相乘

的形式表示，则便于约分和计算，另外，本题还可以利用商不变的性质，把被除数、除数同

时缩小 203 倍，计算更简便。第(2)题可以考虑将分子变形，498×381＋382＝498×(382－1)＋
382＝498×382－498＋382＝498×382－116，这样使原式的分子、分母相同，从而简化计算。

(1) 解法一： 2003÷2003
2003

2004
        

＝ 2003÷
2003 × 2004 + 2003

2004

＝ 2003×
2004

2003 × 2005

＝ 
2004

2005

 解法二：   2003÷2003
2003

2004
   

＝（2003÷2003）÷（2003
2003

2004
÷2003）

＝1÷1
1

2004



＝
2004

2005

（2）     
498 × 381 + 382

382 × 498－116

＝ 
498 × (382－1) + 382

382 × 498－116

＝ 
498 × 382－498 + 382

382 × 498－116

＝ 
498 × 382－116

382 × 498－116

＝ 1
想一想：第(2)题中可以将分母变形吗？

试一试 1

计算：(1)2007÷2007
2007

2008
   (2) 

2005 + 2004 × 2006

2005 × 2006－1

例 2  计算下面各题。

（1）
454545 × 454454

545545 × 545454
       （2）246×

321963

123369

【分析与解】

这两道题，构思巧妙，要仔细观察，抓住数字有规律地重复这这一特点，利用分解法巧

妙解答。

（1）
454545 × 454454

545545 × 545454

  ＝
45 × 10101 × 454 × 1001

545 × 1001 × 54 × 10101

＝
45 × 454

545 × 54

＝
227

327

（2）246×
321963

123369

＝2×123×
321 × 1003

123 × 1003

＝642
试一试 2

（1）
1

21
＋

202

2121
＋

50505

212121
＋
13131313

21212121
（2）

373737

737373
×511

例 3 计算 1
1
3
－

7

12
＋

9

20
－
11

30
＋
13

42
－
15

56

【分析与解】

因为
7

12
＝

1
3
＋

1
4
，

9

20
＝

1
4
＋

1
5
，
11

30
＝

1
5
＋

1
6
……



所以

原式＝1
1
3
－（

1
3
＋

1
4
）＋（

1
4
＋

1
5
）－（

1
5
＋

1
6
）＋（

1
6
＋

1
7
）－（

1
7
＋

1
8
）

＝1
1
3
－

1
3
－

1
4
＋

1
4
＋

1
5
－

1
5
－

1
6
＋

1
6
＋

1
7
－

1
7
－

1
8

＝1－
1
8

＝
7

8

试一试 3

1
1
4
－

9

20
＋
11

30
－
13

42
＋
15

56

例 4  计算：
1

1 × 2 × 3
＋

1

2 × 3 × 4
＋……＋

1

8 × 9 × 10
＋

1

9 × 10 × 11

【分析与解】

这道题同样可以利用裂项法把每个加数分解成两个分数之差，并且前一个数裂项后的减

数与后一个数裂项后的被减数相同，这样可以前后抵消，化繁为简。

因为 
1

1 × 2 × 3
＝
1

2
×(

1

1 × 2
－ 

1

2 × 3
)  

1

2 × 3 × 4
＝ 

1

2
×(

1

2 × 3
－ 

1

3 × 4
)

1

8 × 9 × 10
＝ 

1

2
×(

1

8 × 9
－ 

1

9 × 10
)

1

9 × 10 × 11
＝ 

1

2
×(

1

9 × 10
－ 

1

10 × 11
)

这样就达到了裂项简算的目的。

1

1 × 2 × 3
＋

1

2 × 3 × 4
＋……＋

1

8 × 9 × 10
＋

1

9 × 10 × 11

＝ 
1

2
×(

1

1 × 2
－

1

2 × 3
)＋

1

2
×(

1

2 × 3
－

1

3 × 4
)＋……＋

1

2
×(

1

8 × 9
－

1

9 × 10
)＋

1

2
×

(
1

9 × 10
－

1

10 × 11
)

＝  
1

2
× (

1

1 × 2
－

1

2 × 3
＋

1

2 × 3
－

1

3 × 4
＋……＋

1

8 × 9
－

1

9 × 10
＋

1

9 × 10
－

1

10 × 11
)

＝ 
1

2
×(

1

1 × 2
－

1

10 × 11
)

＝ 
27

110

一般地，分母是三个连续自然数 a、b 、c 的乘积时（且 a＜b＜c)我们通常先把它们裂

项为分母是两个连续自然数的乘积的形式：

1

a × b × c
＝ 

1

2
×(

1

a × b
－

1

b × c
)



试一试 4

计算：
1

2 × 3 × 4
＋

1

3 × 4 × 5
＋……＋

1

8 × 9 × 10

练习十

1． （
2

29
＋ 

3

23
）×29×23

2．2008÷2008
2008

2009

3．198÷198
198

199
＋

1

200

4． 
987 × 655－321

666 + 987 × 654

5．
1988 + 1989 × 1987

1988 × 1989－1

6．4.44÷4
5

8
＋ 

31

37
÷

25

111
＋ 

36

37
×4

11

25

7． 
252525 × 252252

525525 × 525252

8． 
123 + 123123 + 123123123

234 + 234234 + 234234234

9．1
3

4
＋［2

3

14
－（2

3

14
－1.875）］×

7

15

10．1－
5

6
＋ 

7

12
－

9

20
＋ 

11

30
－
13

42
＋ 

15

56
－
17

72
＋ 

19

90

11．1
1

3
－

7

12
＋

9

20
－
11

30
＋
13

42
－
15

56
＋
17

72

12．
1

3
＋
3

4
＋
2

5
＋
5

7
＋
7

8
＋

9

20
＋
10

21
＋
11

24
＋
19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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