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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教会你的孩子解应用题 
廖  凡 

一、三种关系 
1、整体量＝各部分量的和 

这是数学中最基本的关系，这一关系从小学数学到大学数学都是最重要的，

小学老师们如果能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培养学生这一意识，那么他们将来的数学

一定不会差。 
“整体量＝各部分量的和”的变式是“部分量＝整体量减去其他部分量” 

2、整体量＝一份量×份数 
“整体量＝一份量×份数”是“整体量＝各部分量的和”当各部分都相等时的特

例，这是归一问题的本质关系，在学习了乘法运算后就要有意培学生的这种意识。

有两种变形，“一份量＝整体量÷份数”, “份数＝整体量÷一份量”。 
 3、“部分量＝整体量×分率” 有两种变形，“整体量＝部分量÷分率”,  
“分率＝部分量÷整体量”。 

正是因为许多学生就是没有真正体会到这一关系，没有对这一关系变成自已

意识中的一部分，才使他们怕做应用题，才使他们对数学失去了兴趣的。虽然到

了高年级大多数学生能够解相应的问题，但是能从本质上理解的学生不多，因此

必然要影响到初中高中剩至大学的学习，数学老师们千万要加强这个意识的培

养！ 
二、吃糖吃瓜子 

从具体的、形象的、身边的东西为对象进行数学教学在哪个年级都是实用的，只要你对

你所教的数学知识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怎么教都行，比如上面我提到的小学数学的三种关系就

是小学数数的灵魂一定要把握好。 
例 1、左手抓 3 粒糖，右手抓 6 粒糖，两手共抓几粒糖？ 
例 2、两手共抓几 13 粒糖，知道了左手抓 5 粒糖，问右手抓几粒糖？ 
例 3、平均 1 分钟吃 4 粒瓜子，则 5 分钟吃几粒？ 
例 4、3 分钟吃 15 粒瓜子，平均 1 分钟吃几粒瓜子？ 
例 5、3 分钟吃 15 粒瓜子，问 5 分钟能吃几粒瓜子？ 
例 6、小明 3 分钟吃 15 粒瓜子，有一堆瓜子，小明吃 5 分钟后还剩下 20 粒。问这堆瓜

子原来有几粒？ 
例 7、小明 3 分钟吃 15 粒瓜子，小红 5 分钟能吃 20 粒瓜子，一堆瓜子，小明与小同时

吃了 4 分钟恰好吃完，问这堆瓜子原来有几粒？ 
例 8、小明 3 分钟吃 15 粒瓜子，小红 5 分钟吃 20 粒瓜子，一堆瓜子，小明与小同时吃

了 4 分钟后，剩下的部分小明还吃了 2 分钟，问这堆瓜子原来有几粒？ 
例 9、一堆瓜子共 60 粒，小明先吃掉其中的 1/3，接着小红吃掉剩下的 1/5，最后还剩

几粒？ 
例 10、一堆瓜子共 180 粒，小明 6 分钟先吃掉其中的 1/3，接着小红 12 分钟吃掉剩下

的 1/2，最后还剩下瓜子的由两人同时吃还要几分钟能吃完？ 
例 11、一堆瓜子，小明 5 分钟先吃掉其中的 1/3，接着小红 4 分钟吃掉剩下的 1/5，最

后还剩下 32 粒瓜子，问(1) 这堆瓜子原来有几粒？(2) 小明与小红共同吃 3 分钟能吃几粒瓜

子？ 
用这些学生最常见并且常吃的东西出应用题学生是容易理解的。学会了吃糖吃瓜子就可

以学会算术了，哪个年级都可以用吃糖吃瓜子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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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鸡兔同笼 
古老“鸡兔同笼”问题是小数数学中及好的问题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可以如下出题： 

学会了吃糖吃瓜子就可以学会算术了，哪个年级都可以用吃糖吃瓜子出题，古老“鸡兔同笼”

问题是小数数学中及好的问题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可以如下出题： 
例 1、一个笼子里有鸡 4 头，兔 5 头，鸡与兔共有与几条腿？（小学一年级） 
例 2、鸡和兔在一个笼子内，笼内有兔 4 头，鸡与兔共有 20 条腿，问鸡有几头？（小学一

年级） 
例 3、鸡和兔在一个笼子内，鸡和兔共有 10 头，其中鸡腿 12 条，求鸡和兔分别有几头？（小

学二年级） 
例 4、鸡和兔在一个笼子内，鸡和兔共有头 3 个，腿 10 条，求鸡和兔分别有几头？（小学

二年级，可用罗列的方法，直到找出正确的答案） 
例 4、鸡和兔在一个笼子内，鸡和兔子共有头 10 个，腿 26 条，求鸡和兔分别有几头？ 
（小学三年级） 
解 1、先用可罗列的方法，直到找出正确的答案。 
解 2、设笼子内是 10 头鸡，则只有 20 条腿，于是要把一些鸡换成兔子，变成 9 头鸡，1 头

兔，则有 22 条腿，变成 8 头鸡，2 头兔，则有 24 条腿，变成 7 头鸡，3 头兔，则有 26 条腿，

就找出正确的答案了。 
解 3、在解 2 的基础上进行概括，一头鸡换一头兔多出 2 条腿，我们知道 26 条腿比 20 条腿

多 6 条腿，因此要把 6÷2＝3 头鸡换成 3 头兔子。本题也可先假设笼子内是 10 只兔子。 
解 4、让每头鸡去掉 1 条腿，每头兔去掉 2 条腿，则 26 条腿就只剩下了 26÷2＝13 条腿了， 
再让这 10 头鸡兔每头都去掉 1 条腿，只剩下了 13-10＝3 条腿了，这恰好是 3 头兔子的腿，

因此有 3 头兔子，7 头鸡 
解 5、请所有的兔子站起来，让所有的鸡都飞走，留下 26-10×2＝6 条腿 
留下 6 条腿是兔子的，得到 3 只兔子，7 只鸡。 
练习、鸡和兔在一个笼子内，鸡和兔共有头 100 个，腿 280 只，求鸡和兔分别有几头？ 
在小学好好学过过鸡兔同笼的学生将来数学一定不差 
上了初中可用方程解鸡兔同笼问题。 
四、典型应用题 
１、还原问题 
例 1、某数加 26，其和乘以 12，所得积除以 22，所得商减去 17，最后得 25，求原数 
(25+17) 51261222   
例 2、一堆糖果，第一次吃掉余下的十分之三少 4 粒，第二次吃了余下五十分之一多 16 粒，

最后余下 180 粒，问原有几粒糖？ 

解： 280)
10
31(]4)

50
11()16180[(   

2、和一定   
例 1、甲的塘数 50 粒，乙的塘数 30 粒， 
（１）甲分几粒给乙时，两人糖数相等？ 
（２）乙分几粒给甲时，甲的塘数是乙的 15 倍？ 
解：（１）总和为 80，平分之 40，50－40＝10 
（２）总和为 80，分为 16 份，一份是 5，30－5＝25 
例 2、甲的塘数是乙的 5 倍，甲分 20 粒给乙，则甲是乙的３倍，求甲乙各几粒糖？ 

解：设总和为整体 1，于是甲为
6
5
，乙为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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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乙为
4
1
，于是

12
1

6
1

4
1

 为 20 粒，故有总和为 20 240
12
1
  

甲为 200
6
5240  ，乙为 40

6
1240   

例 3、有相邻的两个整数，其和为 49，这两个数分别为多少 

大＝ 252)149(  ，小＝ 242)149(   

例 4、将 60 粒糖分成两堆，若第一堆减少 10 粒，第二堆增加 8 粒，则两堆糖数相等，问这

两两堆分别有多少糖？ 

3、差一定 
例 1、父 50 岁，子 18 岁，几年前父的年龄是子的 3 倍？ 
解：父是子的 3 倍，于是差数 32 为子的２倍，当时子 16 岁，故 2 年前 

例 2、父子两人年龄之差为 28，7 年后子年为父的
5
3
，求父子现在的年龄 

解：差为 28 为
5
2
，于是 70

5
228  ，现在父 63 岁，子 35 岁 

4、过与不足 
例 1、有糖果若干，分给小朋友，若每人分 12 粒，余 55 粒，若每人分 17 粒，则不足 10 粒，

问小朋有几人？ 
解：先每人分 12 粒，再把余下 55 粒分下去，每人分 5 粒，这样不足 10 粒，补上则够分，

于是小朋有有 135)1055(  人 

例 2、若干人聚餐，若每人出 50 元，则不足 380 元，若每人出 70 元，则余 120
元，问有几人，需要多少钱？ 
解：先每人出 50 元，不足 380 元，再每人出 20 元，余出 120 元，补上共有

500120380  元，于是小朋有有 人2520)120380(   

5、和差问题：大小两数和与差的和为大数的两倍，大小两数和与差的差为小数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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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有一船上行每小时 9 千米，下行每小时 23 千米，问船速与水速各多少？ 

船速＝ 162)923(  ，水速＝ 72)923(   

例 3、有甲乙两船，甲用 14 小时上行全程，用 6 小时下行全程。 
乙用 21 小时上行全程，问乙船速下行全程要多少小时？ 
解：设全程为 1，则 

水速＝
21
12)

14
1

6
1(  ，乙下行速＝

7
1

21
1

21
1

21
1

 ，乙下行时间 7
7
11   

例 4、有一船上行 7 千米用 7 小时，下行回来船速减少
6
1
，用 2 小时 37 分半，问船速与水

速各多少？ 

解：上速＝1 千米/小时，2 小时 37 分半＝2+ 小时
8
52

60
2
137



 

下速＝
3
8

8
527  千米/小时，船速和＝

3
11

3
81  千米/小时 

下行回来船速减少
6
1
故

3
11

千米/小时为原船速的
6

11
6
51  倍， 

于是原船速＝ 2
6
11

3
11

 千米/小时，水速＝1 千米/小时 

6、羊吃草问题： 
例、有一草地，假设每天都生长一样多的草，每只羊每天吃一样多的草。这片草地可供１０

只羊吃 9０天，或者可以供 2０只羊吃 3０天．那么 35 只羊可以吃多少天？ 
解：设一只羊 1 天 1 份草 
  则１０只羊吃 9０天吃 900 份草 
  2０只羊吃 3０天吃 600 份草 
  900 份草减去 600 份草＝300 份草，就是 60 天草地自然长出的草， 
  由此可知，1 天草地长出 5 份草，3０天长草 150 份，原来草地有 450 份草。1 天草地长

出 5 份草，恰好够 5 头吃。而原来草地有 450 份草够 30 头羊吃 15 天。   
答：35 只羊可以吃 15 天. 
五、容斥问题： 
例 1、在若干名歌舞演员中,有 7 人会唱歌,有 6 人会跳舞，有 3 人既会唱歌又跳舞，歌舞演

员共有多少名 
  解答：7+6＝13，但是 3 个既会唱歌又跳舞，被算了两次，因此 
  歌舞演员有 13-3＝10（人） 
例 2、 求不超过 30 的正整数中是 2 的倍数或 3 的倍数的数共有多少个。 
  解：求不超过 30 的正整数中 
  2 的倍数有 2、4、6、…、30 共 15 个 
  3 的倍数有 3、6、9、…、30 共 10 个 
  既是 2 的倍数又 3 的倍数的（即 6 的倍数）有 6、12、…、30 共 5 个 
  因此答案是 15+10-5＝20（个） 
  小结： 
  （1）一个群体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有 a 个元素，第二部分有 b 个元素，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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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二部分的公共部分有 c 个元素，那么这群体共有 
  有 a+b-c 个元素 
  （2），第一部分有 a 个元素，第二部分有 b 个元素，第三部分有 c 个元素，第一部分与

第二部分的公共部分有 d 个元素，第一部分与第三部分的公共部分有 e 个元素，第二部分与

第三部分的公共部分有 f 个元素，三部分的公共部分有 g 个元素，那么这群体共有有

a+b+c-d-e-f+g 个元素 
  上面的结论叫做容斥原理，有兴趣的老师与家长可以思考一个群体由 4 部分组成、5 部

分组成、……、n 部分组成的容斥原理 
  练习 
1、 某班统计考试成绩，数学得 90 分上的有 25 人；语文得 90 分以上的有 21 人；两科中至

少有一科在 90 以上的有 38 人。问两科都在 90 分以上的有多少人？  
2 、某校组织棋类比赛，分成围棋、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三个组进行。参加围棋比赛的共有

42 人，参加中国象棋比赛的共有 51 人，参加国际象棋比赛的共有 30 人。同时参加了围棋

和中国象棋比赛的共有 13 人，同时参加了围棋和国际象棋比赛的 7 人，同时参加了中国象

棋和国际象棋比赛的 11 人，其中三种棋赛都参加的 3 人。问参加棋类比赛的共有多少人？ 
3、求 1 到 200 的自然数中不能被 2、3、5 中任何一个数整除的数有多少？ 
六、数数问题 
例 1、（数花生）有一堆花生，3 个 3 个数剩 1 个，5 个 5 个数剩 2 个，7 个 7 个数剩 2 个，

问这一堆花生有几个？ 
  解：第 1 步：从 2 个开始，2+7＝9，7 个 7 个数剩 2 个，3 个 3 个数剩 0 个， 
  第 2 步：9+7＝16，7 个 7 个数剩 2 个，3 个 3 个数剩 1 个。 
  第 3 步：16+3×7＝37，7 个 7 个数剩 2 个，3 个 3 个数剩 1 个，5 个 5 个数剩 2 个 
   
  因此所求的数是 37 
  当然 37+3×5×7＝37+105＝142 也行 
  142+105＝247……都行 
  37 符合要求的最小的自然数 
  （注意，如果 37，用 5 个 5 个数不是剩 2 个，就把 37 再上 21，直到符合条件为止） 
练习：（韩信点兵）有一队士兵，3 个 1 列剩 1 个，5 个一列剩 1 个，7 个一列剩 2 个，问这

一一队士兵有几个人？ 
例 2、（数花生）有一堆花生，3 个 3 个数剩 1 个，5 个 5 个数剩 1 个，7 个 7 个数剩 1 个，

问这一堆花生有几个？ 
例 3、（数花生）有一堆花生，3 个 3 个数剩 2 个，5 个 5 个数剩 4 个，7 个 7 个数剩 6 个，

问这一堆花生有几个？ 
例 4、（数花生）有一堆花生，6 个 6 个数剩 3 个，5 个 5 个数剩 4 个，7 个 7 个数剩 2 个，

问这一堆花生有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