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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兴趣

参加ZMO的孩子们对数学的热爱

ZMO：小精灵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是在德国奥斯纳布吕克

市以及周边地区为小学三年级学生举办的比赛，也是十三

年来对“数学早期教育”项目的贯彻落实。该项研究由奥

斯纳布吕克大学认知数学研究所与数学教学理论研究中心

协会共同负责。

参加ZMO的孩子们对老师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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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ZMO孩子们的认可
我们喜欢关于数学的......

数学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活跃了我的大脑细胞，让我能够更好地思考，解决困惑。

一切

......当解答出一道困难的题目会感到身心愉悦。

- 有时候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得到最终的答案。

我觉得这太刺激了，就像一个侦探在解决谜题，完成任务一样。

心算，因为它真的非常激励我，较难的题目能让我的大脑快速运转，而且我也很喜欢其他关于数学的一切。

- 能够自己单独或者在一个团队里完成所有的事。

- 每天都可以应用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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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令人兴奋的，并且提供了许多好题目的变形。我们在生活和日常交易中都需要用到数学知识。
数学有基础的、中等的、偏难的题目。数学训练着大脑。还有就是，数学特别有趣。

我们不断地在学习新知识。数学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以及未来和得到一个好工作。
当然如果你喜欢数学，做加减乘除运算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非常有意思。不仅有计算，而且还可以绘画，或是给某样物品测量、称重。我十分喜欢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计算。

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用更多更大的数字进行计算。

很高的分数，很难的题目（非常非常非常难，比如说373×591=220443）。

这儿有许多非常棒的题目。

因为数学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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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ZMO孩子们的认可
对老师们的评价......

我们喜欢关于数学的......

我们喜欢关于数学的......

老师们。我们学习用数字计算，这样就能更好地应用于生活之中。

我有一个特别棒的老师。对于我来说，数学是充满乐趣的，我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新知识。

我们也想加入小精灵头脑风暴的队伍中，因为......

我们喜欢数学，而且我们整个班级的计算能力都很强，
因为数学老师把我们培养得非常好，没有她我们肯定做不到。

我们喜欢关于数学的......

老师特别和蔼，课堂也特别有趣，花样繁多。

我们喜欢关于数学的......

我们的老师从未让课堂无聊过，而且她总是会给我们出新题目让我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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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孩子的数学天赋 

—奥林匹克数学习题汇编— 

 

一、引言 

 

数学是美丽而浪漫的， 

数学世界不会是一个无聊的地方， 

而是一个非凡的，值得花费时间的地方。 

——【英】马库斯·杜·索托伊 

 

数学不仅是科学和日常生活的有用工具，更重要的是它的趣味性

以及人们对它的社会认知。例如，数学是所有新科技和经济市场的基

础。但是，数学也在闲暇时光提供了“欢乐”的任务。长期以来，数

学作为一门困难而艰巨的，但却十分重要的科目，不得不和它众人皆

知的坏名声作斗争。在过去几年里，人们似乎对它改变了看法。德国

数学家协会参考 2010年出版的代表性研究（见下：网页链接），其中

表明，在被调查的德国五年级以上的学生们中，数学是第二受欢迎的

科目。此外，在这项研究中被询问的 68%的成年人也表示，他们在日

常生活中也喜欢解决一些数学问题。这些研究结果可以作为人们对数

学的看法从负面隐含意义到正面积极见解的转变的一项指标。由于我

们在过去几十年的“数学早期教育”项目中积极推进孩子们对数学的

兴趣和他们的数学思维发展，所以我们对“小精灵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ZMO）的提出和发展也感到十分的欣慰。对数学既具有挑战性又趣

味无穷的积极看法其实也能从孩子们对 ZMO 的评价中反映出来。（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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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前书后“孩子们对 ZMO的赞同”） 

与任何其他科目一样，对数学的兴趣、数学能力，以及相关的富

有乐趣的积极性只有在为大量不同的、相关专业领域的经验创造可能

性时才会慢慢展开，最好从小就开始。除了早期的、基础的引导之外，

我们认为从特别有数学天赋的孩子到具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的整

个范围内提供必要的特别关注和关心，以便为他们的数学知识打下坚

实的基础，丰富他们的认知能力。特别是数字空间导向和数字建构意

义的两个认知层面的发展已被证明是幼儿数学思维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施万克&施万克，2015）。鉴于此，我们在“数学早期教育”项

目中开发了一个数学游戏世界，从而用以理论为基础，趣味无穷并注

重过程的方式方法来引入数学概念（参见施万克，2013a的 C部分），

我们还会关注与数学基础教育紧密联系的信息基础教育。（施万克，

2018b） 

当我们致力于在各种数学教育活动中帮助有学习困难的孩子时

（例如克瑞斯贝尔格&凡吕特，2003；斯图瑞盖尔德，2012；科利，

沙利文，撒德哈，左普罗格鲁，2015；施万克，2013b），却只为具有

数学天赋的孩子提供了少量的支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创办了之前已经提到的“小精灵数学奥

林匹克竞赛”（ZMO），这是一项一年一度为小学三年级有数学天赋的

孩子们举办的竞赛，它让孩子们能够表现自己的数学才能，并和其他

一样有天赋的孩子一起探讨高难度的竞赛题目。最初，这项奥林匹克

竞赛是在奥斯纳布吕克的小学开展的，由于第一轮竞赛大受欢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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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就扩大了范围，至今已覆盖约 120所小学。每个参加的班级都可

以选择一位女生和一位男生作为代表，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小精灵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这样，相同数量的女生和男生都能够证明他们

数学的天赋。从 2001 年至 2013，先后有 2102 个孩子参加，其中有

1039位女生和 1063位男生。男生在数量上之所以有微弱的优势，是

因为最初女生被认为竞赛能力较弱，结果导致有的班级只派出了男生

参赛，而没有女生。从一开始，我们就感到有义务确保女生和男生得

到相同的参赛机会，幸而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参赛师生对此表示认可

（对比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参赛的女孩仍然是例外）。在评估奥

赛的成绩后，男生女生分别被划分为四组（铜、银、金、钻石，最后

一组是绝对的尖子生，包括了前三名），并分别授予证书。此外，第

一名的女生和男生会分别得到上一届第一名传递的“小精灵数学奥林

匹克竞赛”流动奖杯，这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对女生数学天赋的赞赏

应和男生一样，并让他们在数学学习中获得更多的乐趣。 

十三年来，为“小精灵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开发的数学难题成为

了这本书的基础财富。在进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会大规模地收集意

义深刻、非同寻常、种类繁多的题目整理成册。我们还着重对孩子们

做题的步骤分析、处理原因和选择的表现方式，以及他们在数学思维

中应用的策略方法进行了深刻的了解。这个综合实证数据不仅具有很

高的科学依据，因为研究有数学天赋的孩子解决问题的行为相对较少，

而且还为教师发掘孩子的数学潜力提供了非常实际的提示，让他们最

大程度的进行数学思考，为有针对性地促进孩子的数学天赋提供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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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基础。 

像“小精灵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一样类型和规模的项目只有通过

人们的热心参与和积极互动才能取得成功。在此，我们衷心感谢所有

积极的参与者：首先是热情参加竞赛的老师和孩子们，其次是奥斯纳

布吕克大学参与工作的学生和员工以及所有的志愿者们。除了老师和

孩子们之外，一些参加了孩子数学天赋研讨会的学生们也受益匪浅。 

最后我们要感谢所有“小精灵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赞助商，他

们是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协会、永舍书店以及特别感谢的格奥尔格·斯

马林·许特钢厂基金会（根据资助金额以及持续时间排名）。 

我们希望所有的读者都能愉快地徜徉在“小精灵数学奥林匹克竞

赛”的数学世界里。我们希望能够提出新的见解，了解孩子们是如何

理解数学的概念、结构和过程的，并且通过积极研究的方式鼓励他们，

不仅能用自己已知的解题路径，还可以另辟蹊径，创造属于自己的解

题思路。最终一定能让孩子们对数学的热情日益增长。 

 

英格·施万克 

“数学早期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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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奥林匹克数学习题汇编 

 

在数学中， 

提出问题的艺术远远高于解决问题。 

——【德】格尔格奥·康托尔 

 

十三年来，“数学早期教育”项目邀请了三年级有数学天赋的孩

子参加“小精灵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头脑风暴，使他们能够在这里

的挑战中遇到惊险刺激的数学问题，而在他们小学传统数学课堂的背

景下极少甚至不可能接触到。最重要的并不是直接运用常规方法来处

理这些问题，而是更多地发挥自己数学的想象力。 

从我们对“小精灵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早期发展的经验来看，在

参赛班级中选择一名女生代表和男生代表，这样的选择标准实际上成

就了参赛选手中最具有数学天赋的女生和男生。这个观察结果与研究

结果一致，而且显而易见，老师们都能够掌握得很好，甚至往往比标

准化测量手段更好，从而认识到那些具有特殊数学天赋的学生们。（倪

德河，欧文，欧文和莱利，2003；霍奇和肯普，2006）我们的项目组

现在面临着开发奥林匹克习题的挑战。第一个难点在于要保证避免天

花板效应，这是在任何领域解决问题时都要考虑的问题（汤普森和苏

伯尼克，2010；博尔茨和多瑞，2014）。另一方面，整体的任务难度

也不应太高，不能过度苛求孩子们。加强发展孩子们的数学思维和在

数学学习中的乐趣始终是我们首要关注的问题，从而让数学能够有一

个好名声。因此我们意识到，一些题目应该包括或高或低的项目选择

性。根据第一种任务类型的处理便可以将参赛选手按照数学天赋分成



XIII 

 

不同的等级，特别是获得珍贵的钻石奖或金奖的孩子尤为杰出。最后

一种任务类型就能确保所有孩子在官方的数学奥林匹克完全成功期

间得到令人振奋的经验。 

除了对项目的特别关注，我们还应扩大数学主题的覆盖面，其中

还应包括一些小学数学课堂的题目。 

无论是孩子们面对数学问题的多样化还是面临与未知数学问题

的对抗，都能让我们用数学认知研究领域的眼光深度观察孩子的数学

思维。特别感兴趣的还有孩子们在没有学习标准方法的条件下处理题

目时自己运用的步骤方法。这些标准方法通常是由老师传授或是示范，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书面计算方法。只有在理解这些步骤方法后才能树

立数学思想，而不是一味地机械做题。（施万克，2005）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孩子的独立思考是受欢迎的，这样他们就

可以通过自己智力的渗透来建立自己与数学的关系。因为他们还小，

所以仍然可以回到成熟的数学形式主义（例如处理变量、项、方程式）。

当这样的形式主义作为智力工具或者用于提高聪明才智而被运用时，

（科瑞蒙，2003，171页）他们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不同的。当孩子

根据例题自己发现了一个未知的数学规律，从特殊化到一般化的普遍

性总结，这样的独立思考也是受欢迎的。（参见上下文的阐述：比如

口头上的抽象诠释或是几何可视化都是典型的例子——赫芬德·赫贝

卡和施万克，2015，93页及以后） 

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我们的一线任务并不是找出正确答案或是

解决数学问题，而是几乎每一次任务都需要鼓励孩子们清楚肯定地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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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出他们的答案，并解释他们使用这种策略方法的理由。诠释时可以

应用计算、绘画或是口头表述。这样的任务出现在以下几种板块里： 

·如果你对此还有更多的想法，可以写在这一页上。 

·这里有充分的空位留给你思考，算一算，画一画，写一写你的

答案和理由。 

·你能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吗？你也可以算一算，画一画，写一写

你的理由。 

我们认为，激发反思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是为了深入了解孩

子们的思想世界，更是为了让他们通过对数学概念和运算包括计算原

理有意识地思考，从而在自己的数学进程中不断变强。 

从十三年以来收集的奥林匹克任务不难看出我们长期的、多样化

的经验。为了提供更好的概览以及更高的易读性，我们将任务按主题

而不按年份的方式进行了总结。 

祝您阅读愉快！ 

愿您受到数学思考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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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细心计算

加减法运算

1.1 和错误打交道  .................................3

发现、纠正、解释笔算中的错误

1.2 策略算术 .....................................6

“特别巧妙”的或者“比较巧妙”的计算方式

1.3 未知数计算 ...................................8

运用已知的计算步骤对未知数进行求解



2



3

请解答！

9 6

3 7 1–

048

+ 2 1

3

7

噢，凯凯同学算错了！

想一想，凯凯哪儿算错了？

告诉他正确的做法：

3 46

1 0 9

+

4 7 3

3 46+

4 7 3

82 6

59 0

–

噢，安娜同学也算错了！

想一想，安娜哪儿算错了？

告诉她正确的做法：

7 2 9

5

8

9 0

2 6–

1.1 姓名：



4

8 7

4 5 3–

0

噢，小晨同学算错了！

想一想，小晨哪儿算错了？

告诉他正确的做法：

58

+ 3 2

2

6

写一写，还有哪些错误在计算过程中容易出现呢？

1 0 9

请解答！

6+

73 4

52 6+

73 4

52

1.1 姓名：



5

鲨鱼宝宝在海洋小学中思考一些数学问题。

它是这样计算的：

2 8 7

6 0 0

4 2 3

它得出的结果正确吗？

请给它一个建议，让它能够更好地计算！

想一想，鲨鱼宝宝在计算过程中应该考虑什么问题呢？

1.1 姓名：



6

你能用巧妙的方式计算吗？

总结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巧妙地计算呢？

1 6 0 5 8

3 8 2 1 29

4 3 3 4 2 8

1.2 姓名：



7

你能用特别巧妙的方式计算吗？

1 2 7 3 89

比较巧妙的方式呢？

1 2 7 3 89

总结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特别巧妙地计算呢？

如何比较巧妙地计算呢？

1.2 姓名：



8

5 5

1 4 2–

723

+ 1 6

2

1

4 3

8–

9

4 1–

2

7 80 34

1.3 姓名：

2

+

3 5 9 1 0 4 5 7

2 7 1 6 5 3 8 8 2

我们在计算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呢？为什么？

你能尝试着解答一下吗？

2–

23 0

05

你能尝试着解答一下吗？

我们在计算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呢？为什么？

请解答！



9

如果你还有更多的想法，写在空白页上吧！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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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3 火柴棍游戏 ..................................24

摆放火柴棍进行计算

2.4 认识数字模型 ................................25

通过已知的数字分布情况找出规律并运用

2 数字和运算谜题

完善算式，认识数字模型

2.1 找出缺失的数字 ...............................13

通过添加恰当的数字完善算式

2.2 找到适合的运算过程 ...........................21

通过添加恰当的运算过程完善算式



12



13

缺少了哪些数字？填一填。

算一算：

26 + MMMM = 3  10

497 + 8 - 8 + 8 - 8 + 3 = MMMM + 50

600 - 171 + 371 - 600  = MMMM + 120 + 358 - 358

2.1 姓名：



14

说一说，你是如何找出这些合适的数字的呢？

在丛林学校里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算式。

你能找出每种动物分别代表什么数字吗？

2.1 姓名：



15

你能找出每个字母代表什么数字吗？

156

3

328 286

350

算一算：

2.1 姓名：

D RA F

D

D A

F

F

F

F



16

你能填出缺失的数字吗？

算一算：

+ =+ +

+

80

+ + = 80

70+ + + =

130+ + + =

+ + + =

我是这样找到答案的：

2.1 姓名：



17

螃蟹宝宝有一张藏宝图。

在寻宝之路上有如下提示：

这样走就能找到宝藏：

从开始向右走      步，向上走      步，向左走      步。

2

2

18

?

说一说，你是怎样找到寻宝之路的呢？

你能画出寻宝路线吗？

2.1 姓名：

起

点



18

毛毛找到了      代表的数字，他让以下的算式得到了结果18：

我们不需要把每一个数字都尝试一遍，因为：

想一想，     代表什么数字呢？

算一算：

2.1 姓名：

+ + 18+ --

毛毛同学是一个骰子迷。他在思考以下几道题：

--2+ 2 --

--2- 2 --



19

算一算：

柔柔同学动手制作了一些新的数字卡片：

她想把这些数字卡片贴进一个绘画模板里，每个数字只能使用一次。

她可以将哪些数字填进去呢？

==

1
2

3 5
4 6 7 9

8

你能给她一个建议，让她找到答案吗？

想一想，柔柔能够在以上的算式中使用数字卡片      吗？0

2.1 姓名：



20

2

苏珊同学的数字谜题。

她想了两个数字，

并且为这两个数字列了一个算式。

猜一猜，她能想到哪些数字呢？

解释一下你得出的答案吧！

苏珊又为这两个数字列了一个算式，此时两个算式同时成立。

请注意：在计算第二个式子的时候，顺序应为先乘法，后减法。

20

2

现在你能准确地说出苏姗想的是哪两个数字了吗？

解释一下你得出的答案吧！

2.1 姓名：



21

莉莉同学喜欢做数字游戏。她特别喜欢计算。

今天她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在计算中得到0呢？

你有什么想法吗？说一说。

莉莉想完成下列算式，

并且只能做加减法运算。

以上的算式能够成立吗？为什么？

2.2 姓名：



22

缺失的乘号和除号。

请在空格处添加“×”“÷”，使算式成立。

我是这样找到答案的：

算一算：

100 10 10 10 10

72 9 5 4 160

2.2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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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2 3 54

65

1 2 3

4

艾米同学喜欢做“数字树”的游戏。

在这一页上你能够看到树上有她的最终答案     。她将两片树叶连接在一起，要么

做加减乘除运算，要么直接合成一个新的数，得到的结果也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拼

凑，直到所有的树叶都由一根树枝连接起来，

产生的数就是树上的最终答案。

树枝之间不能相互交叉，树叶的顺序不能颠倒。

试一试，你能得到其他树上的最终答案吗？

带有数字     的树特别简单哦！

7

3

1 2 3 5 64

7

1+2=3

34

37+5=42

42:6= 7

3+34=37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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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思同学喜欢玩火柴棍游戏。她摆放了一个算式：

她肯定地说：“我只用移动一根火柴，就能得到一个新的、正确的式子！”

2.3 姓名：

试一试，你能把她想的新算式画出来吗？



25

章鱼宝宝喜欢做数字游戏。

它把数字写在贝壳上，然后把这些贝壳放在海底。

2 3 5

5 1 4

3 6 1

它一边摆放贝壳一边思考，会发生什么呢？有哪些规律可以运用呢？

1 2 6

5 4 0

3 3 3

章鱼宝宝的朋友也摆放了一个模型。

他自信地说：“我的规律适用于我们俩的模型！”

想一想，它说得对吗？你能找到一个规律，使其适用于以上两个模型吗？

2.4 姓名：



26

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都住在数字大道上。

这周他们想把房子用数字装饰一下。

老大、老二、老三已经装饰好了，

你能帮老四和老五也用数字装饰一下吗？

老大 老二 老三 老四 老五

7

4 3

1 6

7 1

8

2

8 6

14

14 2

想一想，男孩们能为他们的数字装饰找到什么规律呢？不止一种哦！

2.4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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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有更多的想法，写在空白页上吧！

姓名：



28



29

3 算术规律

识别数列和已知算式的算术规律

3.1 完善数列 ....................................31

识别并运用规律

3.2 特殊的加法题 ................................35

研究特殊的加法题并得出计算结果

3.3 特殊的乘法题 ................................37

研究特殊的乘法题并得出计算结果



30



31

米娅公主喜欢玩小纸片，并计算它们的数量。

她摆放了以下一列纸片：

想一想，接下来应该如何摆放?

她应该怎样计算呢？

3.1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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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话小镇里，有一个坏女巫施展黑魔法，

把小镇里的一些数字变没了。

你能帮助村民们重建出这漂亮的数列吗？

1 2 4 8 128

想一想，再将数字填写在空的标牌上。

说一说，为什么你的数字是非常适合的？

想一想，再将数字填写在空的标牌上。

说一说，为什么你的数字是非常适合的？

2 4 8 166

10

想一想，再将数字填写在空的标牌上。

说一说，为什么你的数字是非常适合的？

20
13 26 5519

3.1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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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并填一填第二条彩带上的数列：

我能很轻松地找出接下来的数字，因为：

4 6 10 18 34

住在城堡的孩子们很喜欢数字。为了庆祝节日，他们制作了一些带有数字的彩带。

想一想并填一填第一条彩带上的数列：

我能很轻松地找出接下来的数字，因为：

4 6 9 13 18

想一想并填一填第三条彩带上的数列：

我能很轻松地找出接下来的数字，因为：

3 6 5 10 9

3.1 姓名：

P
A R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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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萨同学很喜欢数字。她特别喜欢数列。请继续填写！

丽萨的第一列数字：

4, 8, 12, 16, 

她想：接下来的数字我可以很轻松地算出，因为：

丽萨的第二列数字：

2, 4, 8, 16,  

她想：接下来的数字我也能很轻松地算出，因为：

丽萨的第三列数字：

1, 4, 9, 16,  

她想：接下来的数字我仍能很轻松地算出，因为：

丽萨发现：三个数列中都有4和16的存在。

想一想，还有其它数字都存在于三个数列中吗？具体是哪些？



35

乐乐同学想出了几道算术题，请解答。

乐乐断定，这些题的答案都是很特别的数字。

你能说出答案的特殊之处吗？

想一想，为什么这些答案如此特殊？

这样的规律也会出现在许多类似的算术题中吗？

乐乐想出了这些特殊的算术题。

她是如何选择这些数字的？

4 65

2 3 4

6 7 8

2 1 2 2 2 3

3.2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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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佩同学想做特殊的加法运算。

她开始写下第一个数字： 。42 

然后她交换了两个数字的位置并记下来： 。24 

她将两个数字加起来：  。42 + 24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

佩佩又写下了一个数字：  。53

然后她交换了两个数字的位置并记下来：  。35

她将两个数字加起来：  。53 + 35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

在这里写下你的想法和答案：

说一说，你能从这两个结果中发现什么？

佩佩想：如果我在 的数字里任意挑选一个作为开始， 10 到 99 

那么我就能在这个 中一直得到一个特别的结果。特殊加法运算

你认为正确吗？



37

计算： 2 3

3 =

= 1 4 =

2

4 5 3 6

4

补充：

=

=

=

5

你能从中发现什么吗？

伊伊同学已经知道：27 × 28 的结果是 756 。

峰峰同学很开心，他需要算出 26 × 29 的结果。

想一想，峰峰得出的答案是多少？为什么他这么开心呢？

3.3 姓名：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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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写下你的想法和答案：

请你补充三个他喜欢的数字：

蒂姆想经常使用他最喜欢的数字。

如果他要算3×5，那么他就用4×4来代替，得出的结果再减去1。

请你像他一样计算并且将下列的表格补充完整！

题目 蒂姆的计算方式

16 - 1 =

5  5 = x

3  5x

4  6 x

7  9x

4  4 = 16x

16 - 1 =

4 x 4 16   = 16 - 1 =

结果

3  5 = x

4  6 =x

7  9 =x

蒂姆同学最喜欢的数字是：4、9、16、25、36......

你能从中发现什么吗？

为什么蒂姆能够用他的计算方法一直得到正确的答案？

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用数轴、线段、任意字符或者点子图等多种形式展现出来。

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方式吧！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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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珂自豪地说：

“运用这个数学模型诀窍能够很

  快找到用相邻数表示的算式。”

请你模仿珂珂的方法，利用相邻数

写出右边题目相应的算式。

3  3 = ×

5  5 = ×

6  6 = ×

珂珂的数学模型诀窍能够运用于所有两个因数相同的乘法运算吗？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也可以把你的想法画下来。

珂珂解释道：

“这个模型帮助了我。我能够在模型中看到4×4就等于3×5+1。”

想一想，这个模型适合他的算式吗？说说理由！

珂珂同学特别喜欢数学模型。

他觉得这个模型特别棒：

3.3 姓名：



40



41

4 掌握可能性

设法了解各种可能性，

确定可能性的数量或是作出一个合适的选择

4.1 寻找准确的排列组合 ...........................43

在已知的唯一可能的条件下找到适合的排列组合

4.2 寻找不同的可能性 .............................49

寻找若干，但不是所有的可能性

4.3 找出所有的可能性 .............................50

将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都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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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黑

黑红

红黄

黄

萍萍又想出一个用四种颜色构成的模型。

她想，将模型补充完整有哪些可能性呢？给她提个建议吧！

哪一种颜色适合填在箭头指出的方框内？请说说理由！

黑

黑红

红黄

黄蓝

萍萍画家喜欢在画画前先做一个计划。

为了绘制一面新墙，她想先画一个用颜色黑、红、黄构成的模型。

请将模型补充完整。

说一说，为什么你填写的数字非常合适？

4.1 姓名：

蓝



44

请按重量为奶牛排序。

写一写，画一画你的答案。

哪头奶牛最轻？

哪头奶牛最重？

农场主给他养的奶牛称重。他发现：

    牛大比牛二轻，

    牛三比牛四重5千克，

    牛二比牛四重3千克，

    牛四没有牛大重。

4.1 姓名：



45

小凡、小欧、小静、小天、小艾和小丽是好朋友。

他们一起坐公交车去郊游。

他们非常开心地找到了紧挨着的三排双人座。

小凡坐在小天和小欧前面，

小静坐在小天旁边，

小丽坐在小欧的旁边以及小静的前面。

想一想，他们在公交车里是怎样安排座位的？

你能在下面的座位表中分别填上对应的名字吗？

说一说，小艾的旁边、后面以及前面分别坐着谁？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吧！

试一试 写一写

座位

座位

座位

座位

座位

座位

座位

座位

座位

座位

座位

座位



46

邮递员来到修道院送信。

他记得住户们的位置：

小杰住在小西的左边，小安住在小飞的右边，

小杰住得比小飞高，小西住得比小马低，

小马和小杰不都住在右边。

可惜的是，邮递员没有记住小白的住处。

说一说，小白住在哪里？为什么？

你能帮助他找到各位住户吗？

请将名字填进房子里！

4.1 姓名：



47

小菲和她的朋友们坐在圆桌前。

小菲坐在小贝和小妮的中间，她的对面坐着小娜。

小吉坐在小娜的左边，同时也和小妮面对面。

还剩一个空位是留给小雅的。她坐在哪儿呢？

在空白处留下你的想法吧！

算一算，画一画，写一写你的答案和理由。

4.1 姓名：



48

人鱼宝宝有三顶帽子，

分别是一顶毡帽、一顶草帽和一顶皮帽。

三顶帽子的颜色分别为红色、蓝色和绿色。

三顶帽子上分别有一根羽毛、两根羽毛和三根羽毛。

这是它出的一道帽子谜题：

·带有一根羽毛的帽子不是绿色。

·毡帽不是红色且比皮帽少一根羽毛。

·蓝色帽有三根羽毛。

·皮帽不是带有两根羽毛的帽子。

你能找出每个帽子分别是什么颜色吗？

你能找出每个帽子带有几根羽毛吗?

算一算，画一画，写一写你的答案和理由。

4.1 姓名：



49

彬彬同学想买一支1元7角1分的冰淇淋。

他在钱包里找到了这些硬币：

                三枚1元、

                三枚5角、

                三枚2角、

                三枚1角、

                三枚5分、

                三枚2分。

想一想，他能怎样准确地支付冰淇凌的费用？

请列出五种不同的支付方式，用同样的硬币只交换顺序是行不通的哦！

第一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第四种方式：

第五种方式：

说一说，你是怎样解决的？

4.2 姓名：



50

请将下列表格填写完整，填出所有可能的分数。

彼特继续掷了很久骰子，一共竟然掷了1000多次！

想一想，哪个分数出现的次数可能是最频繁的呢？

说一说你的答案和理由。

再想一想，掷两个骰子，他最多能得到多少分？

2

3

3

彼特同学在课余时间掷骰子。

他会掷两个骰子，并将两个数字加起来计算总分。

第一次他掷出了          。这代表8分。

4.3 姓名：

想一想，掷两个骰子，他最少能得到多少分？



51

当然这个位置不是固定的，它们过一会儿就要重新分配箱子。

想一想，有哪些不同的可能性呢？

小A、小B和小C可以这样坐：

小A、小B和小C一共有            种不同的坐法。

Ari

Bla

Cos

狗狗小A、小B和小C正在举办一场汪星人秀。

它们分别坐在三个不同的箱子上。

说一说，在寻找所有的可能性时我们要注意什么？

4.3 姓名：



52

说一说，为什么依照以上的规则他们无法发明出更多的单词呢？

一共能发明

         个新单词。

4.3 姓名：

吉姆和库诺在发明单词。

这些单词由4个字母组成，分别是 。 a、e、n、g 

单词中的最后一个字母一直都由 或者 结尾，n g 

并且每一个字母只能使用一次。

吉姆首先拼出了 。 aeng 

库诺认为，他们一定能发明许多新单词！

绝对能超过100个！

想一想，他们究竟能发明多少个新单词呢？

请将所有的可能性写下来。



53

人鱼宝宝的衣橱里装满了漂亮的蝴蝶结。

它一共拥有5种不同颜色的蝴蝶结：

红色、蓝色、绿色、橙色、紫色。

每天它都会佩戴三个不同颜色的蝴蝶结。

想一想，它一共有多少种选择呢？

在空白处算一算，画一画，写一写你的答案和理由吧！

4.3 姓名：



54

精灵宝宝在思考穿什么服装庆祝节日。

它有四件不同的毛衣，

一条红色、一条蓝色、一条黄色的裤子

以及两顶不同的绒球帽。

它一定会穿一件毛衣、一条裤子并戴一顶绒球帽。

这样的搭配有很多的可能性，

想一想究竟有多少种？

在空白处算一算，画一画，写一写你的答案和理由吧！

4.3 姓名：



55

酷酷王子喜欢骑着马四处游玩。

从城堡出发到海边他有很多路线可以选择。

他想：从城堡骑马到海边我究竟有多少条路线可以选择呢？

      我可不想一段路骑两遍。

酷酷王子一共有               种选择。

写一写你的答案和理由！你可以将路线画出来。

4.3 姓名：



56



57

5 应用题

用数学的眼光去发现文字背后的真相

5.1 计算，找出未知数 ............................59

不是所有都是已知的，通过数学思考找寻答案

5.1.1 初级：只有一个未知数 .......................59

5.1.2 中级：有两个未知数 .........................62

5.1.3 高级：有三个及以上的未知数 .................68

5.2 面积、路程和距离 .............................73

有关面积、路程和距离的应用题

5.3.1 信息增多了 ................................78

5.3.2 信息更多了 ................................81

5.4 约数和倍数 ..................................82 

有倍增关系的应用题

5.3 统观时间上的交织点 ...........................78 

运用时间信息解决应用题

5.5 如果...就... ................................82  

设法了解各种故事情景相交错的情况



58



59

汤姆和杰瑞在一起收集贝壳。

杰瑞找到了26枚，汤姆只找到12枚。

为了让他们拥有相同数量的贝壳，

杰瑞应该分给汤姆多少枚？

那么现在，汤姆拥有多少枚贝壳了呢？

想一想，画一画：

5.1.1 姓名：

算一算：



60

能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吗？

你可以在空白处算一算，画一画，写一写你的理由。

玲玲同学每天都给她的小鹿喂同样多的饼干。

五天时间玲玲喂了它30块饼干。

那么请问两天时间玲玲喂了它多少饼干？

答一答：

5.1.1 姓名：



61

在一棵巨大的古树上栖息着许多小鸟，包括它们的领头鸟洛基。

而旁边的古树上坐着黑猩猩泡泡和沫沫。

泡泡朝着小鸟喊道：“嘿！200只小鸟你们好！”

洛基发话了：“我们的队伍可没这么壮大。

              不过你要是把我们的数量翻一倍，

              然后把你们俩也算进来，

              那我们就有200只在树上啦！”

请问，究竟有多少只小鸟栖息在古树上？

在空白处留下你的想法吧！

算一算，画一画，写一写你的答案和理由。

Logi

5.1.1 姓名：



62

我们俩加起来

有4 0岁
啦！

年龄：        岁 年龄：        岁 

猜一猜，这两个小精灵多少岁了呢？ 我
可

是
比

你
大

了
30岁

呢
！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吧！

你可以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

5.1.2



63

托尼村长家里养了绵羊和小猪，他的姐姐玛丽也养了绵羊和小猪。

他们一共养了30只动物。

村民们经过他们家门口说道：“这真是太有趣了！

玛丽养的动物和托尼养的动物的腿一样多！”

想一想，

托尼养了多少只动物？

玛丽养了多少只动物？

在空白处留下你的想法吧！

你可以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

5.1.2 姓名：



64

玛丽向她的邻居出售了五只羊。

每一只棕羊标价105元。

每卖出一只白羊她能够再多赚15元。

邻居买下五只羊付给了她570元。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吧！

你可以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

想一想，在被售出的羊里，有多少只是白羊？

5.1.2 姓名：



65

在“鱼岛酒店”里有着32间卧室和57张床。

每间卧室里摆放着两张或者一张床。

想一想，有多少间卧室只有一张床？

         有多少间卧室有两张床？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吧！算一算，画一画，写一写。

拥有一张床的卧室每晚标价25元。

拥有两张床的卧室每晚标价30元。

峰峰一家人和他们的朋友住了一晚付了305元。

想一想，他们可能订了多少间带一张床的卧室？      

         他们可能订了多少间带两张床的卧室？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吧！算一算，画一画，写一写。

5.1.2 姓名：



66

丫丫同学想在市场上买椰子。

店主非常喜欢算术，于是她在价格牌上写到：

“6个浅色椰子和8个深色椰子18元。

  9个浅色椰子和4个深色椰子15元。”

丫丫出门没带多少钱，

她只想买一个浅色椰子和一个深色椰子，

为此她需要付多少钱呢？

丫丫需支付         元。

在空白处留下你的想法吧！

你可以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

5.1.2 姓名：



67

诺诺同学给自己和朋友们买了两根烤肠和六杯苹果汁。

她一共支付了12元6角。

已知两根烤肠和三杯苹果汁一样贵。

想一想，一根烤肠多少钱？

        一杯苹果汁多少钱？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吧！

你可以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

5.1.2 姓名：



68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吧！

你可以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

答案：

一只小兔和它的笼子共重4千克，

一只小鸭和同样的笼子共重5千克，

小鸭和小兔一共重3千克。

请问，笼子多重？

5.1.3 姓名：



69

伊伊公主喜欢远足。上个星期，她徒步旅行三天，一共走过了48千米。

其中，星期三走过的路程是星期一的两倍，

      星期五走过的路程是星期一的三倍。

请问，在这三天中，她每一天走了多远的路程？

能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吗？也可以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你的理由。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

5.1.3 姓名：



70

微微同学自言自语道：

    “在我的开心农场里生活着四种不同的动物，它们的总数为104。

      绵羊和小猪的数量是相同的，

      小兔比山羊多两只，

      小猪比山羊少一头。”

请问，微微同学拥有多少只绵羊，多少头小猪，多少只小兔以及多少头山羊呢？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吧！

你可以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

5.1.3 姓名：



71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吧！在下方空白处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

小厨师今天去买水果：一袋苹果、一袋梨和一袋橙子。

一袋苹果和一袋梨的价格相等，

一袋橙子比两袋苹果贵10元，

一共她要花掉26元。

请问，一袋橙子多少钱？买一袋橙子她需要支付            元。

5.1.3 姓名：



72

在马戏团内坐着224位观众。

其中成人比小男孩多38位，小男孩比小女孩多6位。

那么请问，有多少个小女孩、小男孩以及成人坐在观众席呢？

想一想，试一试：

小女孩：

小男孩：

成人：

算一算：



73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吧！

你可以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

有一座花园要建一个新的栅栏。

它长84米，宽60米，

但要留下两扇门的位置，每扇门宽4米。

想一想，应该购买多少米的栅栏呢？

5.2 姓名：



74

露易丝奶奶在她的花园里种了4种果树，

果树之间有一定的路程，

每天晚上她都会沿着这条路散步。

她从苹果树到梨树走了10米，

接着从梨树到樱桃树走了6米，

再从樱桃树到李树走了14米，

最后从李树走回了苹果树。

苹果树

梨树

李树

樱桃树

露易丝奶奶想，从李树到苹果树的路程比梨树到樱桃树的路程要长。

她的想法对吗？

请解释一下。

算一算，如果露易丝奶奶直接从李树走到苹果树需要走多少米呢？

5.2 姓名：



75

双胞胎蒂娜、茜娜为了运动会在加强锻炼。

她们还画了一张跑步的路线图。

蒂娜说：“我们先从兔子家跑120米到绵羊家，然后再跑140米到小猪家，

          接着再跑100米到鸭子家，最后再跑回兔子家。”

茜娜举双手赞同，说：“太棒啦！那最后一段路就是最短的一段路。”

你认为，茜娜说得对吗？他们从鸭子家到兔子家有多长的路程？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你也可以画出来。

5.2 姓名：



76

米歇尔和皮娅在同一所学校上学。

米歇尔住在离学校3千米的地方，而皮娅家离学校4千米远。

午饭后皮娅骑着自行车去找米歇尔，她要骑多远的路呢？

不止一种情况哦。

我是这样找到答案的：

想一想，画一画：

5.2 姓名：

ZMO



77

苏苏和乐乐是好朋友，他们一起在同一所小学上学。

苏苏住在离学校2千米的地方，而乐乐家离学校有3千米远。

放学后，他们俩经常会聚在一起玩耍。

今天乐乐想骑着自行车到苏苏家玩，他选择了一条最短的路。

请你想一想，他所走的路程可能有多长？

请注意，有很多种可能哦！

说一说，为了找到最短路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种可能呢？

在空白处留下你的想法，写下你的答案吧！

5.2 姓名：



78

海马宝宝想去拜访人鱼哥哥。

现在是十点钟，但海马宝宝还差20米才能到达目的地。

它想，游2米需要花14分钟，不过中途不再休息了。

那么它应该在             点就能够到达了！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

也可以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你的理由。

但事实上海马宝宝提前遇见了人鱼哥哥。

因为人鱼哥哥在十点钟的时候也出发朝海马宝宝游去，它14分钟就能前进3米。

想一想，它们是什么时候相遇的呢？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也可以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你的理由。

5.3.1 姓名：

20 m



79

小精灵维维、凡凡、素素正在准备节日礼物。

维维在一个小时内能包装4份礼物。

凡凡在一个小时内能包装5份礼物。

素素在一个小时内能包装6份礼物。

今天，维维悄悄地提早起了床，结果等凡凡和素素开始时他已经包装好8份礼物了。

凡凡吹牛道：“只需要两个小时我就能赶上维维！”

素素反驳道：“你不行，我才可以在两个小时后赶上维维！”

你认为谁对谁错呢？凡凡什么时候才能赶上维维呢？素素呢？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

也可以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你的理由。

5.3.1 姓名：



80

爱丽、贝拉和赛娜用陶土制作盘子。

爱丽在一个小时内可以做4个盘子。

贝拉在一个小时内可以做5个盘子。

赛娜在一个小时内可以做6个盘子。

今天，爱丽悄悄地提早起了床，

结果等贝拉和赛娜开始时她已经做好8个盘子了。

贝拉吹牛道：“只需要两个小时我就能赶上爱丽！”

赛娜反驳道：“怎么可能？只有我才可以在两个小时后赶上爱丽！”

你认为谁对谁错呢？贝拉和赛娜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赶上爱丽呢？

5.3.1 姓名：

在空白处留下你的想法吧！

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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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太困难了！

在营帐里骑士们是这样做的：所有的骑士轮流醒来并且叫醒仍在睡觉的骑士。

他们动作十分迅速，叫醒一名骑士只需一分钟。

今天，当公鸡叫时，所有的骑士还在熟睡，

除了一位年轻的骑士醒了过来，这时刚刚7点钟。

请问，有多少位骑士在7点01分是醒着的呢？请解释！

那么，有多少位骑士在7点02分是醒着的呢？请解释！

那么，有多少位骑士在7点03分是醒着的呢？请解释！

7点10分，所有的骑士都醒过来了。他们一共有多少人？请解释！

5.3.2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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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聪老师带着三年级二班的23个同学到溜冰场玩耍。

每一张门票的价格是3元。

聪聪老师已经收集到了64元，但这让他感到非常惊讶。

为什么？

请问，买门票一共需要花费多少钱呢？

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你的答案和理由。

5.4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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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星期天，佩姨，高婶和胡妈在水井前相遇了。

请问，三人再次相遇水井旁要经过多少天？

 
 

 我每两天就来

水井旁一次。

说一说你的答案和理由。

你也可以算一算，画一画，写一写。

 

 我每六天就来

水井旁一次。

5.4 姓名：

 

 

我每五天就来

水井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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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海洋运动会有十支队伍将参加水球比赛。

每个队伍会和其他的队伍比赛两次。计分方式为金分和锈分。

如果双方打平，那么各自的分值都不发生变化。

在今年的第一场比赛中出席的是海豚队和鲸鱼队，最后海豚队获胜。

你能说一说它们各自的得分情况吗？

章鱼队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你能说一说它们参加了几场比赛吗？

章鱼队最终获得了三金分！

想一想，章鱼队赢得了几场比赛呢？输掉了几场呢？打平了几场呢？

如果一个队伍输掉了一场比赛，那么他们的分是这样计算的：

如果输家还有金分，就必须交出一金分。

如果输家没有金分，就得到一锈分。

如果一个队伍赢得了一场比赛，那么他们的分是这样计算的：

如果赢家还有锈分，就应该交出一锈分。

如果赢家没有锈分，就得到一金分。

5.5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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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在贝尔生日时送了他一个水族箱，里面游着漂亮的小鱼。

其中有6条红鱼，3条蓝鱼和9条绿鱼。

这些鱼儿很特别，因为它们能够变换颜色。

当一条红鱼接触到一条绿鱼的时候，两条都会变成蓝色。

当一条红鱼接触到一条蓝鱼的时候，两条都会变成绿色。

你能找出什么规律吗？说说理由！

如果一条红鱼接触到一条红鱼的时候，它们俩还是保持红色。

如果一条绿鱼接触到一条绿鱼的时候，它们俩还是保持绿色。

你能找出什么规律吗？说说理由！

想一想，贝尔会不会有一天看见所有的鱼都变为一种颜色呢？

说一说你的想法。

5.5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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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图像模型

借助图像模型进行逻辑推导思维

6.1 辨认并延续模型 ..............................89

寻找并运用规律

6.2 许多正方形和矩形 ............................94

研究并建立模型

6.3 确定面积 ....................................96

确定并比较已知图形的面积大小

6.4 按比例扩大 .................................100

图形在方格纸中放大

6.5 空间想象 ...................................101

借助平面描述来解决空间问题

6.6 用剪刀和纸 .................................105

用折叠的纸剪出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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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同学喜欢设计图像模型。你能在空白图形中继续画吗？

请继续画出马丁的下一个图像模型。

你能自己设计一组有难度的图像模型吗？

说一说，为什么你设计的图像模型有难度呢？

6.1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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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莫同学正在画一些很特殊的图像。

可惜他的思绪被打断了，结果没有完成。

原本在右下方的空位处还要画点儿什么，

你能帮他完成吗？

说一说为什么要这样画呢？

6.1 姓名：

安娜同学也在画一些很特殊的图像。

可惜她的思绪也被打断了，结果没有完成。

原本在右下方的空位处还要画点儿什么，

你能帮她完成吗？

说一说为什么要这样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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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精灵回家了！不过开门不需要钥匙，而是要解开一个谜题。

帮小精灵开开门！

提示：右下角缺了点儿什么，

      把你的想法画出来吧。

说一说，为什么这样就能把门打开了呢？

帮小精灵开开门！

提示：右下角缺了点儿什么，

      把你的想法画出来吧！

说一说，为什么这样就能把门打开了呢？

6.1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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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瞧，中间有一处空白。

?

你能在以下四个选项中找出哪一组图案是最适合这处空白的吗？

说一说，为什么你选择的这一组图案是最适合的呢？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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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兄弟在玩小纸片。这些小纸片一面灰一面白。

他们拼出了5个这样的图案：

1) 2)

3) 4) 5)

观察以下图案，上面哪一个是与它最匹配的呢？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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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9个正方形！

我看到了好多好多正方形！

说一说，你能看到多少个正方形呢？

答案：

能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吗？写一写，画一画！

6.2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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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同学有很多火柴。他想用火柴摆出四边形。

一开始他用了4根火柴，这样就只能摆出一种四边形。

现在他用了8根火柴，

这样就可以摆出两种四边形了。

接下来他用了18根火柴。

请问，这样他能摆出多少种四边形呢？          在下面的空格中画一画吧。

你能想到什么？

6.2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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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娜同学在格子纸内画了三个字母：

哪一个字母占用的格子最多呢？

哪一个字母占用的格子最少呢？

6.3 姓名：

我是这样找到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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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下列图案中黄色的形状！

你能想到什么？

6.3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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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为此要用            块小方片。

理由：

塔拉为此要用            块小方片。

理由：

塔拉同学有150块灰色的小方片。

她开始摆放以下的两种图案。

想一想，她为此要用多少块小方片？请解释一下你的答案。

你能想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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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顽皮的小妖精。

它从这堵墙上偷走了三块砖头。

但它还想拿走更多的砖头。

请问，它从这堵墙上偷走了多少块砖头？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吧！

请问，它又从这堵墙上偷走了多少块砖头？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吧！

6.3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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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娜同学特别喜欢画画。

今天她在练习放大图像。

泽娜又画了一个新图案。

你能按照泽娜的方法，也将这幅图放大吗？

说一说，你是如何放大的呢？

6.4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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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节日的时候，小精灵们想玩骰子。

它们有几个模板，可以把骰子动手做出来。

看看下面几幅图，哪些模板可以制作出骰子呢？

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6.5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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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同学在玩一个小匣子。

匣子的正面画着一只小鸟，

背面画着一个气球。

他沿着一条路径十分小心地翻转着匣子。

说一说，最后他能看见小鸟还是气球呢？

你能想到什么？

最后看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后看到：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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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精灵弟弟制作了一个和姐姐相同的模型。

你能找出谁是他的姐姐吗？请连线。

说一说你选择她的理由吧！

6.5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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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木匠威廉制作了一个大木方块。他把所有面都涂成了蓝色。

请问，大木方块现在有多少面是蓝色的？

一个星期后，他又开始改造他的蓝色大木方块。

他把大木方块锯成了27个大小相同的小木方块。说一说，他是如何做到的？

威廉观察了一下这些小木方块。

他能找到多少块所有面都是蓝色的小木方块呢？

他能找到多少块只有一面是蓝色的小木方块呢？

他能找到多少块不止一面是蓝色的小木方块呢？

6.5 姓名：

解释一下你的答案！你也可以算一算，画一画或写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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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张折叠的纸剪出一个形状，使其展开后在纸上得到一个圆形。

好好想一想，展开后就不能裁剪了哦。

小提示！为了确保剪出一个圆形，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6.6 姓名：

将一张折叠的纸剪出一个形状，使其展开后在纸上得到一颗五角星。

好好想一想，展开后就不能裁剪了哟。

说一说，为了确保剪出一颗五角星，你是如何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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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剪一张正方形的纸。

将纸沿着图上的虚线对折两次，就能得到一个三角形。

在剪裁时应该注意什么?

你能给同学们提点什么建议呢？

剪裁后，重新展开，

就能得到这样的图案：

好好想想！不要浪费纸哦。

6.6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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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有更多的想法，写在空白页上吧！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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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圆满收官

迷宫以及更多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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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王子找到公主！

画出一条通过迷宫的捷径。

说一说，为什么你找到的路线对于王子和公主来说是一条捷径呢？

7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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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让迷宫变得更简单或者更复杂呢？

姓名：7

找到通往宝藏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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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现在你会做哪些非常难的题目了？

写下来，并解决它！

为什么这道题非常难呢？

7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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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继续填写数字，无论多少都可以！

837, 854, 840, 857, 

7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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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有更多的想法，写在空白页上吧！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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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望 

 

数学不是一项观赏性运动。 

它不是知识的主体，也不是页面上的符号， 

它是你玩的东西，是你做的事情。 

——【美】基思·德夫林 

 

在对表现特别出色的孩子使用的解题方法和策略的分析中一再

表明，他们对数学理解的关键要素是成功地进行了逻辑推理，通过建

立网络思想和探索数学关系来实现。 

除了培养数学有天赋的孩子之外，我们还对数学思维的发展感兴

趣，其中也包括对逻辑思维基本原则的调查。我们深入研究并采用了

斯贝尔曼的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重要题型——矩阵（斯贝尔曼，1904；

哈文，1965），并强调了逻辑推理思维的两种中心形式。基础的思想

是，根据一个人使用的潜在心理过程，他们在世界上的定位，他们的

来源，收获的见解以及他们对世界观的个人建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让我们从基础研究领域研究一个矩阵任务（图 C1）：右下角缺少一个

图形，哪一个更适合呢？为什么？ 

 

 
图 C1：作为谓词逻辑与功能逻辑的定性判断工具的示例。(施万克，199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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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认知过程可以建立图形之间的联系。重视图形中某些部分并

忽略其他的成分，这样关注焦点的机制是我们广泛研究的两种认知方

法的基础，它们被称作谓词逻辑思维和功能逻辑思维。（2003年：施

万克） 

谓词逻辑思维是逻辑推理思维中的一种类型，通过与之相同或者

类似的共同思想构成相互联系。在例题中，每一排图形最上面和最下

面的线一致，合起来就是一组图案。这样的方法也适合观察每一列图

形：此处的侧线也都是相同的。根据图案的基本构造就形成了条理和

框架，开发了图形的静态分类视图。在完成这种类型的认知总结时就

能得出最终图形是由最后一排相同的上下线条以及最后一列相同的

左右线条构成的。基于相同图案的规律性的认识在图 C2中得到展现。 

 

 

图 C2：凭借谓词逻辑思维来陈述观点：阴影部分呈现的对象带有特殊的着重符

号。这三个图形的上下线条的一致性是被认可的。 

 

功能逻辑思维也是逻辑推理思维中的一种类型，通过思考行为顺

序，处理差异性来构成相互联系。在例题中，每一排侧线的差异就是

由左右线条同时往内推接着往外拉的动作产生的，构成了相互联系。

同样，每一列的上下线条也是有差异性的。由此，我们开发了图形的

动态建模视图。在完成这种类型的认知总结时就能得出最终图形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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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转型的产物：可选择将最后一列图形的上下线条或者最后一排图形

的左右线条向外拉。基于图案差异性的认识在图 C3 中得到展现，也

可以参考图 C4。 

 

图 C3：凭借功能逻辑思维来陈述观点：阴影部分呈现的对象带有特殊的着重符

号。认识到结构变化过程：图形转变为下一个是由左右线条先向里推，再向外拉

形成的。 

 

 

图 C4：可以使用操作视图来创建目标图形。手工操作对整个过程的启动和控制

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被动的观察是远远不够的。 

 

与心理研究结果相比，我们的研究表明，男孩的功能逻辑思维能

力比女生更强一些（参见施万克，2003；施万克 2013a，b）。关系到

大多以算术内容为特征的数学初始教学，在逻辑推算中必须考虑到这

一差异性。计算意味着要周密地处理数字。在计算过程中，数字会根

据不同的计算类型而改变。而最终的目标是取得结果。那么由数字作

为计算结果的理解就显得更容易了，这也是功能逻辑视图。 

因此，引入对数字的理解技巧能使孩子们具有适当的算术经验，

让他们能够体验以动作为基础的数字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就需要一堂

强调功能逻辑关联学习与反思的数学课堂。为此，按照规则运转的游

戏世界是有益的。教学材料必须从它存在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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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纯粹的支持性帮手，更加重视其作为一个游戏世界存在的意义——

在这里能够通过自我实践解决数学问题，独立探索可能的解决途径，

从而让自身的数学思想得到发展。若只是作为数学的片面固定形式

——书写数学，则带着简化做法的危险，且只会留住表面的记忆。事

实上，从过程角度来看，有必要深度了解数字和算术运算的功能（参

见赫芬德·赫贝卡，2001；施万克&诺文斯卡，2008）。 

我们的“数学早期教育”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开发这些数学的游

戏世界，让能够实际应用、有功能性的数学思维在学习中得到重视。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开发了如下的一些游戏世界(见下：网页链接)： 

·数学空间定位（ZARAO）：为了让幼儿园的孩子们发现从零到四

以及从零到九的数字空间。 

·数字剧院：熟悉当今普遍记录数字所使用的符号，并为其书写

做准备。 

·计算螺旋梯（RWT）：探究从零到九和从十到十九的数字空间，

从而更好地认识十进制的算术方法。 

·斯特拉会计系统：通过十进制的角度认识从零到九百九十九的

数字空间。（在想象中数字空间可以无限扩大，并不是仅仅以十作为

基础，原则上两位数以上的数都是可能的，第二种观念在现代数字化

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 

·数字大楼：建立数字的倍增关系。（例如倍数、除数、质数、

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平方数、二项式、平方差公式） 

我们的研究重心就是为数学早期教育建立一个坚实的行动导向



XXVIII 

 

基础，从而发展基于过程产生的数学理解力。从学前教育开始，动态

迷宫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基本概念设计的引入，对自动化和编程的数

学信息理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了解更多信息，详见以下网络链

接）这在数字化时代也是意义非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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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ZMO团队成员

ZMO孩子们参加小精灵头脑风暴的感言

证书（复印模板）

空白证书

铜奖证书

银奖证书

金奖证书

优秀教师证书

在奥斯纳布吕克大学举行一年一度盛大的ZMO毕业典礼

因为他们的支持，ZMO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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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教学严谨与指导有方的优秀教师”是

班级/先进小组

学校

小 精 灵

数 学

奥林匹克

竞 赛



ZMO团队成员名单

学术指导：英格·施万克 博士教授

    ZMO13年来的贯彻落实要归功于许多人的大力支持，他们之中有的

还是曾经参加过好几轮比赛的ZMO忠实粉丝。

    大多数成员是来自小学数学教学专业的大学生们，还有一些是大学

的工作人员以及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们。

    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此名单根据历史记录创建，不能保证其完整性。

Z
M

为奥斯纳布吕克市及周边地区小学三年级学生举办

O
小精灵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Z
M
O
 2
0
0
5

数

学

幸

福

感

 ！

Z
M

O
 
2
0
0
6

ZMO

2009

M

A
T

H
E

ZMO

2011

ZMO 2004

ZMO 2003

ZMO 2002

小精灵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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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可·阿林

亚历山大·奥赫

克斯汀·巴特克

安可·贝克尔

维丽娜·贝克曼

卡斯滕·比尔宁克

香塔尔·本内克

卡特琳·布洛克斯多夫

卡蒂娅·波克

米里亚姆·博尔默

英姆克·博尔茨

西娜·波特格

亚娜·布洛克

比安卡·布鲁赫瓦尔德

丽莎·布鲁克尔

弗劳可·布朗斯

埃尔马·克罗斯·弗森堡
博士教授

安娜·德彭

卡琳娜·德特思

朱莉娅·德特

约翰尼斯·迪克

妮可儿·迪克斯

苏珊·德雷尔

维丽娜·杜伯特

安妮卡·杜维尔

克里斯汀·艾克塞勒

萨布丽娜·弗里林

维布可·弗里茨

卡特琳·弗纳

马里恩·高里克

克里斯托弗·格克

瑞吉娜·格拉赫

卡特琳娜·格莱斯

伊娃·玛丽亚·格雷兹曼

科琳娜·汉尼斯

多里特·赫克洛斯

弗朗西斯卡·赫克洛斯

达娜·海因茨

凡妮莎·赫尔墨斯

玛丽安娜·赫兹伯格

维布可·黑勒

曼努埃拉·黑尔莫斯

布吉斯霍夫曼·祖霍恩

皮娅·霍斯特曼

玛蒂娜·胡尔斯迈耶

提娅·伊斯雷尔

索尔维克·詹森

赛宾娜·琼斯

艾米莉娅·尤宁

安吉·卡尔维坎普

马瑞·卡明斯基

卡特琳娜·卡拉什

约克·艾瑞克·金纳

丹尼斯·克拉菲

维布可·克劳恩

安雅·科诺恩维菲

安妮·科勒

朱迪思·库南

娜塔莎·科特

卡特琳·克拉西奇切克

比约恩·克伦普

玛吉特·克鲁兹哈克

珍妮·库萨维

托马斯·科巴特

玛丽亚·拉格

朱迪思·拉吉斯

伊娃·拉扎

尼尔斯·林尼曼

约翰娜·洛曼

妮可·吕迪格

加比·吕肯

莫妮卡·吕特克·德雷曼

汤姆克·吕特尔

朱莉娅·卢克斯

萨布丽娜·马克

科琳娜·迈耶

法比妮·马天尼

安娜勒纳·玛苏

蕾蒙娜·凡妮莎·梅尔

巴斯蒂安·梅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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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娅·迈耶

宾·穆勒

妮娜·穆勒

艾迪塔·诺温丝卡

卡特琳·佩琪

马伦·彼得曼

斯蒂芬妮·彼得森

卢茨·皮希特

斯蒂芬妮·普拉格曼

加布里尔·普利茨

梅兰妮·普罗帕

印卡玛丽亚·珀尔

马伦·珀特

托斯滕·普雷赤勒

弗兰克·彭萨克

弗朗西斯卡·科瓦德

比安卡·拉达茨

菲利普·瑞赫

凯伦·瑞什

伊娜·瑞克

科内娜·瑞佩

约格·里特布什

蒂娜·罗德

弗洛里安·罗尔斯

阿努什卡·鲁格

伊琳娜·卢克斯

佩特拉·桑德克

狄安娜·莎尔

克里斯蒂娜·沙佩尔

黛安娜·希姆

莫阿娜·希尔伯格

托马斯·辛科夫斯基

安妮多·施密特

约翰娜·施密特

卡特琳·莎纳勒

斯蒂芬·施耐德

玛瑞克·史诺尔

布瑞塔·舒马克斯

雅尼娜·史瑞德

伊丽莎白·施万克

朱莉娅·西宾

伊娜·施普林

安娜路易丝·斯特奥赫

克里斯汀·斯特奥坎普

卡特琳娜·塔普

安妮·特思琳

伊瑞娜·蒂曼

伊姆可·特雅登

纳丁妮·特瑞格

索菲娅·瓦霍特

安娜比安卡·维布洛克

朱莉娅·维舍

阿拉·弗拉森科

迪克·沃霍尔德

卡瑞娜·韦尔梅耶

安雅·温霍夫

科瑞娜·温德恩

桑娅·韦瑟尔

克里斯提娜·维彻斯

马伦·威斯

朱莉娅·温克勒

约瑟芬·温迪施

科尔斯滕·温克尔

英加·温克尔曼

克里斯提娜·沃彻克

韦拉·沃特伦

菲利普·措多姆

珍妮娜·茨韦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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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ZMO孩子们的认可
我们也想加入小精灵头脑风暴的队伍中，因为......

我们想挑战自己。

因为这十分有趣！

我非常非常喜欢数学，而且我会竭尽所能。当我被选中的时候我非常激动。

不知怎么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无法描述那种感受。我太幸运了。

我想展示自己的能力。

我们已经学了这么多数学了，想必我们胜利的机会相当大吧。

因为我们很喜欢数学。因为我们想学习新鲜的东西。

我们可以适当地开发自己的大脑。



我们整个班级都会参与进来。

因为我特别喜欢数学测试。我想测试一下自己究竟有多棒。

我们喜欢困难的，令人费解的题目，这样的数学才充满乐趣。

有些题目是很特别的。我们能做这个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很爱数学，而且能赢得奖品也不错。

......这会是一段令人激动的经历。

......我们想好好地代表我们的班级。

......这会非常有趣，尤其是能够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计算。

我们喜欢数学，并且在小精灵头脑风暴里会打开我们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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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人来说，

数学好像是一门深奥难懂的学科。

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孩子们能以学习数学为乐。

然而，这是可以实现的。

奥林匹克数学习题能够激发灵感。

最终，灵活运用数学方法来解决问题。

更简单、更直观：

传授可能的解决方案。

更刺激、更有效：

创新方法，挖掘并发展数学思维和想象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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