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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 林麦麦 授课名称 数学的智慧与乐趣 授课班级  授课地点  

授课时数 2 学时 课程类型 大学科综合课 授课时间  

章节名称 第三章 啊哈!灵机一动 

参考资料 

《乐在其中的数学》                               谈祥柏 著                          科学出版社 

《啊哈！原来如此 (中译本) 》         （美）伽德纳 著；李建臣，刘正新 译              科学出版社 
《生活中的魔法数学》            （美）亚瑟·本杰明，迈克尔·谢尔默 著 李旭大 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思考的乐趣：Matrix67 数学笔记》                  顾森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数学与对称》                             丘成桐，刘克峰，杨乐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学目标 

一、知识和技能目标：  

1. 要求学生能够通过学习了解典型趣味问题的灵活性特征； 

2. 要求学生能够通过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初步了解并掌握趣味计算的灵活策略. 

二、过程和方法目标：  

1. 注意借助具体问题，引入数学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技巧性解题过程，广泛开阔学生的眼界； 

2. 通过具体的深入探讨，有效激发学生对数学学科的浓厚兴趣. 

教学重点 古今中外数学学科典型趣味问题的灵活解决方案 

教学难点 问题的起源背景、一般解决思路、技巧性处理方法与灵活性看待方式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9%A4%B5%C2%C4%C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BD%A8%B3%B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F5%D5%FD%D0%C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BF%C6%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1%C7%C9%AA%A1%A4%B1%BE%BD%DC%C3%F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F5%BF%CB%B6%FB%A1%A4%D0%BB%B6%FB%C4%A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D0%F1%B4%F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D6%D0%B9%FA%B4%AB%C3%BD%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9%CB%C9%A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C8%CB%C3%F1%D3%CA%B5%E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7%F0%B3%C9%CD%A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F5%BF%CB%B7%E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1%EE%C0%D6&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B8%DF%B5%C8%BD%CC%D3%FD%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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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分析 

“第三章 啊哈！灵机一动”是《数学的智慧与乐趣》的基础内容，本章的主要内容将促使学生深刻理解数学趣味问题的一般解决

思路和灵活性解决方案。对于首次接触本门课程的学生而言，利用直观、具体且易于理解的数学趣题，展示数学问题的技巧性解决过

程至关重要和灵活应对策略。这将帮助学生有效地激发对数学的学习兴趣，良好地掌握数学问题解决的基本思想、定义内涵及其趣味、

灵活的解决过程。 

学生分析 

授课教师通过新课内容的引入介绍，帮助学生有效扭转以往认为数学“死板、无聊”的基本印象。关于古今中外各类趣味数学问

题的解决思路探讨、具体步骤实施、数学工具应用，以及灵活解决策略的详细介绍，将激发学生对数学问题探讨的积极性，并良好地

把握数学问题的思想来源、定义内涵、解决途径、灵活处理方式及其有效应用。 

教学设计思路 

1. 首先说明本章的主要内容，明确学习目标、学习重点和学习难点； 

2. 依据简单直观的具体数学趣味问题，明确该问题的起源背景、基本特征，提出解决问题的一般思想方法、具体解决方案和实际操

作步骤，特别注意强调其灵活性； 

3. 参考不同类型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法，探讨数学学科的重要思想方法的灵活应用策略； 

4.  依照具体问题的归纳总结，提出数学问题处理方法和思路的广泛灵活应用，并以严格的数学描述形式予以展示，通过注意事项的

加强说明，使学生明确相应问题的表述形式、深刻含义、存在条件及其应用意义，从而使学生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典型的数学趣

味问题。 

学习方法 

1. 通过具体问题的详细讨论过程，了解解决各种不同类型的数学趣味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具体操作步骤，注意引导学生对数学问题

的基本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和全面掌握； 

2. 对于具体问题的详细介绍，要求逐条展开，同时借助问题背景、性质特征、几何解释和理论说明加强学生对具体问题的有效掌握，

并明确该问题的基本用途和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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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学  过  程  

教学环节安排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媒体使用 

新课引入 

第三章 啊哈!灵机一动

 

1. 介绍本章的主要学习内容，强调数学问题处理

的灵活性特征，并提醒学生注意； 

2. 给出数学问题灵活性所需的基本条件，并积极

鼓励学生不要妄自菲薄，努力提升自身数学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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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教学 

 

§3.1   谜题洞察力

有一列火车以每小时140千米的速度离开洛杉矶直奔

纽约而去。同时，另一列火车以每小时160千米的速

度从纽约开往洛杉矶。如果有一架直升机以每小时

300千米的速度和两列火车同时启动，从洛杉矶出

发，碰到另一列火车后返回，往返在两列火车之

间，直到两列火车相遇为止。一只从洛杉矶到纽约

的铁路长3300千米，请问：这架直升机飞行了多远

路程？

300 [3300 (140 160)]   3300 (千米)

 

甲和乙从东西两地同时出发，相对而行，两地相距

100千米。甲每小时走6千米，乙每小时走4千米，几

小时两人相遇？如果甲带了一只狗，和甲同时出

发，狗以每小时10千米的速度向乙奔去，遇到乙后

立即回头向甲奔去；遇到甲又回头向乙奔去，直到

甲、乙两人相遇时狗才停住。请问：这只狗共奔了

多少千米路？

100 (4 6)  10 (小时)

苏步青爷爷做过的题目

10 10 100 (千米)

 

1. 提出问题； 

2. 说明问题背景的复杂性对于解决问题而言，反

而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3. 请学生思考解决该问题的一般常规思路，并分

析其优缺点； 

4. 给出该问题的特别解决思路，由此令学生体会

数学灵活性的突出特点； 

 

 

 

 

 

 

 

 

1. 给出与前一问题“异曲同工”的新问题； 

2. 再要求学生对该问题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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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杰出数学家，被

誉为数学之王，与棋王谢侠逊、

新闻王马星野并称“平阳三王”。主

要从事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学等

方面的研究。他在一般空间微分几

何学、仿射微分几何学、射影微分

几何学、高维空间共轭理论、几何

外型设计、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等

方面成就突出。

苏步青（1902.9.23—

2003.3.17）

 

§3.2   比赛与握手

某市举办迎春足球邀请赛，参加的共有16所学校，

每校都派出甲、乙两个球队，甲队实力较强，乙队

稍差。根据比赛规则，每两队之间都要进行一场比

赛，但同一所学校的甲、乙两队不进行比赛。经过

一段时间以后，邀请赛组委会进行了统计，他们发

现：除了五爱中学甲队以外，其余各队已比赛过的

场数都不相同，请问：五爱中学的乙队已经比赛过

多少场了？

同一所学校的甲、乙两队不进行比赛

 

 

1. 介绍我国杰出数学家苏步青先生的人物生平； 

 

 

 

 

 

 

 

 

 

 

 

 

 

1. 介绍问题背景，并提出问题； 

2. 要求学生对基本条件进行梳理和分析； 

3. 明确解决该问题的关键信息； 

4. 进行深入的逐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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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了五爱中学的甲队以外，其余有31支球队；

2. 除了五爱中学的甲队以外，其余的31支球队已经

赛过的场数各不相同；

3. 除了五爱中学的甲队以外，其余的31支球队已经

赛过的场数各不相同，即其每队已经比赛的场数

分别应为0，1，···，30场；

4. 赛的最多的球队已经赛了30场，与之同校的球队

应该赛了0场；

5. 已赛28场与已赛2场的球队同校；已赛27场与已赛

3场的球队同校；···已赛16场与已赛14场的球队

同校；已赛15场的球队即为五爱中学乙队！

 

16对夫妇参加宴会，每人都同别人握手，但相同

的两人之间只握一次手，而自己夫妻之间不握手。

参加宴会的握手问题

同构对应的关系：
握手 比赛

夫妻 同校球队

 

 

1. 结合学生的思考结论，给出具体、严格的逻辑

推理过程； 

 

 

 

 

 

 

 

 

1. 给出握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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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混合魔法

历史文化名城——扬州

地方特色名茶——魁龙珠

魁龙珠——

龙井、珠兰、魁针按比例混合调制；

龙井取其色，

珠兰取其香，

魁针取其味

 

今有两种茶叶，售价分别是每千克51元与每千克

89元。混合后，平均售价为每千克54元，问应如

何混合？也就是说，两种茶叶各需多少？

混合比差价原价平均价

混合图表

54

54 51

89

3

35

35

3

 

1. 介绍问题涉及的文化历史背景； 

 

 

 

 

 

 

 

 

 

1. 提出问题； 

2. 要求学生给出问题解决的一般思路； 

3. 利用全新的数学结构——表格，给出解决问题

的简洁方法； 

4. 使学生领会表格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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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有鸡兔同笼，上面有头50只，下面有脚160只，

试问鸡兔各有几只？

混合比差数原有脚数平均脚数

混合图表

鸡兔同笼问题

2

33.2

3.2 2

4

1.2

0.8

0.8

1.2

 

缅甸农夫的分鸡趣闻

尊敬的国王陛下，贫
穷的我只能给您献上
家中唯一的一只公
鸡，作为贺礼！

一只鸡太微不足道，我
一家六口人：我、王
后、两个王子、两个公
主，我们怎么分呢？

 

1. 提出“鸡兔同笼”问题； 

2. 请学生给出各种可能的不同解决思路：方程法、

差额法； 

3. 介绍混合图表的方法； 

 

 

 

 

 

 

1. 讲述往届修读学生收集的趣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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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是一国之首，应收下鸡头这份厚礼；王后
背负全家的重担，应收下鸡背；王子将踏着您
的足迹登上统治者的宝座，应收下两只鸡脚；
公主每人得到一只翅膀，因为她们出嫁时会随

丈夫远走高飞。

盛情款待农
夫，赐予金银

珠宝！

 

假如你能将五只鸡公
平地分给我们全家六
口人，我就大大地嘉

奖你！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
为您献上五只鸡，作

为贺礼！

真应该带六只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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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献给陛下和王后，
另一只献给两位王子，
再一只属于两位公主，
剩下两只属于我自己。

假如你能将五只鸡公
平地分给我们全家六
口人，我就大大地嘉

奖你！

 

§3.4   神奇的兔子数列

若每对兔子(一雌一雄)每月能

生一对小兔子(也是一雌一雄，

下同)，每对兔子第一个月无

生殖能力，但从第二个月后

便能每月生一对小兔子。假

定这些兔子都不发生死亡现

象，那么从一对刚出生的兔

子开始，一年之后会有多少

对兔子呢？

兔子的繁殖问题

 

 

 

 

 

 

 

 

 

 

 

1. 介绍问题； 

2. 请学生思考一般的解决思路和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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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个月：只有一对小兔子；

兔子的繁殖问题解析：

2. 第二个月：仍然只有一对小兔子；

3. 第三个月：这对兔子生了一对小兔子，这时共有

两对兔子；

4. 第四个月：老兔子又生了一对小兔子，而上个月

出生的小兔子还未长大，故这时共有三对兔子；

5. 第五个月：有两队兔子可繁殖(原来的老兔子和第

三个月出生的小兔子)，共生两对小兔子，这时共

有五对兔子；……

 

兔子的繁殖问题解析图表

总 数

大兔子

对数

小兔子

对数

7654321月 份

···总 数

···
大兔子

对数

···
小兔子

对数

···1312111098月 份

1

1

1

1

1

110

0

2

2

2 3

3

3

5

5

5

8

8

8

13

13

13

21

21

21

34

34

34

55

55

55

89

89

89

144

144

233

 

1. 总结先前的具体分析内容； 

 

 

 

 

 

 

 

 

 

1. 利用直观的表格进行具体分析和计算； 

2. 引入斐波那契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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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的繁殖问题——兔子数列(斐波纳契Fibonacci 数列)

1,  1,  2,  3,  5,  8,  13,  21,  34,  55,  89,  144,  233,

斐波纳契出生于比萨，是生活在丢番图

之后、费尔马之前这2000年间欧洲最杰

出的数论学家。由于其父亲是负责商业

领域的官员，所以他有机会跟随父亲出

访各国并游览了阿拉伯、埃及、西西

里、希腊、叙利亚等国家，从而接触到

东方的数学和阿拉伯数学，并将此传到

欧洲。斐波纳契的著作是1202年所著的

《算盘书》。

斐波纳契(Leonardo Fibonacci， 1175-1240)

 

兔子的繁殖问题——兔子数列

1,  1,  2,  3,  5,  8,  13,  21,  34,  55,  89,  14 4,  233,

斐波纳契( Fibonacci )数列

1. 通项公式：
1 1

1 1 5 1 5

2 25

n n

n
F

      
             

18世纪初法国数学家比内(Binet)

2. 相邻两项之比：
1

1 5

2

n

n

F

F





1

1
1

1
1

1 L








1753年希姆松( R. Simson )

 

1. 介绍斐波那契的人物生平； 

2. 给出《算盘书》中的有趣问题，请学生积极思

考； 

 

 

 

 

 

 

 

 

1. 介绍斐波那契数列的特殊性质及其神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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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2 2

1 2 1 1 1 2
,     

n n n n n n
F F F F F F

   
   

相邻的斐氏数之平方和与平方差仍为斐氏数

4. 
2

1 2 1
( 1)

n

n n n
F F F

 
  

连续三项斐氏数，首尾两项之积与中间项平方之差为1

5. 两相邻斐氏数互素： 1
( , ) 1

n n
F F




6. 1 2 2
1

n n
F F F F


    

2 2 2

1 2 1n n n
F F F F F


    

1 3 2 1 2n n
F F F F


   

2 4 2 2 1
1

n n
F F F F


    

1 1n m n m n m
F F F F F

  
   

前n项之和

前n项平方和

奇数项之和

偶数项之和

 

7. 2 2

2 1 3n n n n
F F F F

  
 

9. 任意四个连续的斐氏数a，b，c，d，

有：

2 2
c b ad 

1
1

1

10 89

i

i
i

F






( , )
( , )

m n m n
F F F

1953年Stancliff

8. 斐氏数列中唯一的平方数是：
12

144F 

10. 用固定正整数除所有各项，余数呈周期性变化

11. 若m为n之倍数，则Fm为Fn之倍数

12. 每一斐氏数若为素数，则契角标亦为素数(F3除外)

13. 

14. 法国数学家吕卡(F.E.Lucas)

15. 末位数字有周期性：末位数字周期为60，末两位

数字周期为300，末三位数字周期为1500，末四

位数字周期15000，末五位数字周期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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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波纳契( Fibonacci )数列的应用

1. 鹦鹉螺与黄金比例：

 

2. 蓟的花头与Fibonacci 数列：

13条左螺旋和21条右螺旋 13条右螺旋和21条左螺旋

 

1. 给出斐波那契数列的具体应用； 

2. 令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力量； 

 

 

 

 

 

 

 

 

 

1. 激励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积极发现，努力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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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日葵的花盘与Fibonacci 数列：

向日葵花盘的螺线数一般为34和55，55和89，89和144

 

4. 自然界中的各种Fibonacci 螺旋：

 

1. 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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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算机绘制的Fibonacci 螺旋：

 

 

1. 激励学生对计算机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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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钢琴琴键与Fibonacci 数列：

3 5

2 3

中国古代：全弦共有十三徽

二池，三纽，五弦，八音，十三徽。

 

7. 名画《维特鲁威人》与Fibonacci 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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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小结 

1. 授课过程中，充分重视学生的思考活动，注意通过常规一般思路与灵活巧妙

方法的相互对比，使学生认识到处理问题灵活性的必要，并有针对性的有效

提高学生在这一方面的水平和能力； 

2. 将纯粹的数学问题进行有效的扩展，拓宽学生视野，活跃学生思维； 

 

 

课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