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一位教育家说过：“教会学生思考，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生中最有价值
的本钱。”学习数学的本身，就是要在学懂数学知识的同时，学会思考，掌
握思考的方法，培养和发展思维能力，提高思维水平。

我们几位从事小学数学教学工作的老师，就是以教会学生思考为出发
点，结合学生学习的知识内容，编写《趣题巧算——百题百讲百练》这套书
的。全书分为一、二年级分册，三年级分册，四年级分册，五年级分册，六
年级分册和综合分册。书中列举百例，讲解这百题，同时又设计了一百道练
习题供学生练习用。通过小学生的自学，使他们学会思考。另外，这本书也
是教师开展课外数学小组活动及家长指导孩子学习数学的资料。

在编写这本小册子的过程中，我们选用了一些竞赛试题或一些他人设计
的趣题，在此向这些作者致谢！

编者水平有限，经验不足，书中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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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树德  1941 年生。原任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副校长，北京市和东城
区数学奥林匹克学校骨干教师，特级教师，中学高级教师，中国数学奥林匹
克一级教练员，第四届“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主试委员会委员，第
八届“北京市迎春杯数学竞赛”命题组成员。长期从事小学数学教学工作，
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他撰写的论文多次获优秀成果奖，多次在省
市级刊物上发表有关数学教学文章。

热心于小学数学奥林匹克教学工作，是东城区数学奥林匹克学校创始人
之一。他培养的学生多次在区、市、全国数学竞赛中获奖。为历届“迎春杯”
赛主教练，为东城区在北京市迎春杯数学竞赛中夺得三连冠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参加编写了《“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试题分析》、《小
学数学标准化题型研究与练习》、《小学数学百问》、《数学奥林匹克电视
讲座》等十余本书。

张玉山 1940 年生。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二小学副校长，中学高级教
师，中国奥林匹克一级教练员。多年从事小学数学教学工作，有扎实的专业
知识和理论基础。撰写多篇论文，多次获优秀成果奖，多次应省市级刊物的
邀请撰写有关数学的专栏文章及专题讲座。

近些年来，积极投身于数学奥林匹克学校的教学工作，是东城区数学奥
林匹克学校创始人之一，北京市和东城区数学奥林匹克学校的骨干教师，为
历届“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北京市小学迎春杯数学竞赛”的东
城区集训队主教练之一，为东城区连续三年在北京市迎春杯数学竞赛中夺
冠，为发现和培养数学人才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曾编写和参加编写了《小学数学学习指导》、《“华罗庚金杯”
少年数学邀请赛试题分析》、《小学数学标准化题型研究与练习》、《趣题
巧解》以及北京市城近郊区小学奥林匹克教材《小学数学奥林匹克讲义》、
《小学数学奥林匹克辅导与练习》、《数学奥林匹克电视讲座》等十余本书。

张德勤 1943 年生。1963 年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副校
长，分管教学工作，中学高级教师。

长期从事小学数学教学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曾获北京市小学教学
案例评选一等奖，连续三年获得区优秀教学成果奖，连续三次获得市、区优
秀教学论文奖，两次被评为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局级优秀园丁。

热心于小学数学奥林匹克事业，是东城区数学奥林匹克学校创始人之
一，是北京市和东城区数学奥林匹克学校骨干教师，中国数学奥林匹克一级
教练员。他培养的学生多次在区、市、全国各种数学竞赛中获奖，为东城区
连续三年在北京市迎春杯小学数学竞赛中夺冠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参加过《“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试题分析》一书的编
写工作，参加了北京市城近郊区小学奥林匹克教材的编写和审订工作。与人
合作编写了《小学数学标准化题型研究与练习》、《小学数学百问》、《数
学奥林匹克电视讲座》等十余本书。配合教材，多次在省市级的刊物上发表
数学教学文章。

李异芳 1946 年生。1965 年毕业于北京第一师范学校，多年从事小学数
学教学工作，后进入北京教育学院数学系进修，获大专学历。现任北京东城
区黑芝麻胡同小学教导主任，获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兼任北京市数学奥林匹



克学校东城分校教练员、东城区数学奥林匹克学校教练员及“华罗庚金杯”
少年数学邀请赛、“北京市小学迎春杯数学竞赛”东城区集训队主教练。

曾参加编写《启蒙数学》、《小学数学重点难点疑点问答》、《小学数
学百问》、《小学数学奥林匹克讲义》、《数学奥林匹克辅导与练习》等书。



内容简介
  

本丛书的目的是培养和发展小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使小学生在学懂数
学知识的同时学会思考，掌握思考方法，提高思维水平。

本丛书按照学生的程度分册出版。全书分为六个分册，即一、二年级分
册，三年级分册，四年级分册，五年级分册，六年级分册和综合分册。各册
均选编了大量能启发思维的饶有趣味的例题和练习题，并通过对这些例题的
详细讲解，介绍给学生各种思考方法和计算技巧，以期能引导学生举一反三，
灵活运用已学过的数学知识。

本丛书供小学生自学使用，也可作为教师开展课外数学小组活动以及家
长辅导孩子学习数学的参考书。



小学数学趣题巧算



一、百  题
  

1.每个数之间填什么符号？
  

可以在下面的 5个数之间填上“＋”“－”“×”“÷”运符号，还可
以再填上顺序符号“（）”，使得这 5个数运算后结果都得 20。这 5个数之
间填什么符号？

1  2  3  4  5＝20
   

2.a、b、c、d 各代表什么数字？
  

下面的算式表示一个四位数乘以 9，积还是一个四位数。算式中相同的
字母表示相同的数字，不同的字母表示不同的数字。那么算式中的 a、b、c、
d各代表什么数字？

   
3.怎样算简便？

  
计算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4.怎样算得快？

  
计算  1＋2—3＋4—5＋6—7＋8—9＋10—11＋⋯⋯＋1992—1993＋

1994
   

5.想好了再算
  

计算：1＋2—3—4＋5＋6—7—8＋9＋10—11—12＋13＋⋯⋯＋1990—
1991—1992＋1993＝？

   
6.十位数字比个位数字大的两位数

  
在所有的两位数中，十位数字比个位数字大的两位数，一共有多少个？

   
7.20 个自然数

  
有 20 个连续的自然数，它们的和是 1990。这 20 个连续的自然数中，最

小的是几？最大的是几？
   

8.第 99 个算式是几十几？
  

有一排加法算式：4＋2，5＋8，6＋14，7＋20，⋯⋯每个算式的第一个
加数都是按规律排列的，第二个加数也是按规律排列的。你知道第 99 个算式



是几十几吗？
   

9.切烙饼
  

一张烙饼，小明切了 3刀（直着切，不能横剖），分给他和他的 6个小
朋友，每人正好得到一块。你知道小明是怎样切的吗？要是小明切了 4刀，
最多能切出多少块来？

   
10.减了多少次后结果是 0？

  
从 3000 里减去 285，加上282，减去285，加上282，⋯⋯照这样计算下

去，减多少次后，结果是 0？
   

11.999 个棋子中有多少个白棋子？
  

小明的妈妈把白棋子○和黑棋子●按照下面的规律摆在桌面上。
●○○●●●○●●○○○●○○●●●○●●○○○●○○●●●○

●●○○○⋯⋯
她问小明：你要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再摆下去，那么第 999 个棋子是什么

颜色？这 999 个棋子中，有多少个白棋子？
   

12.第 1995 个数是几？
  

有一列数，它们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1、4、7、10、13、16、19、22、
25、⋯⋯那么左起第 1995 个数是几？

   
13.余数是几？

  
有一列数，它们是 1、2、4、7、11、16、22、29、⋯⋯这列数组成的规

律是：第 1个数是 1，第 2个数比第 1 个数多 1，第 3 个数比第 2个数多 2，
第 4个数比第 3个数多 3，⋯⋯那么这列数左起第 1995 个数除以 5的余数是
几？

   
14.这个大数是几位数？

  
小青把 1、2、3、4、⋯⋯97、98、99、100、101 放在一起，顺次排成一

个多位数，123456⋯⋯99100101，这个大数是几位数？
   

15.哪一万个数相加？
  

小红的姐姐给她出了一道很有趣的题。姐姐说：“如果有一万个自然数
连乘，乘积等于 10000，那么这一万个数相加，要想得到最大的和，是哪一
万个数相加？”小红稍加思考就答对了。同学们，你知道是哪一万个数相加
吗？最大的和是多少？



   
16.原来的算式是几×几？

  
张小虎做一道乘法题时，把被乘数 78 写成了 87，结果计算的乘积比原

来的乘积多了 45。张小虎做的乘法题，原来的算式是几×几？
   

17.六个数字的和是多少？
  

下面的算式是两个三位数相加，其和是 1995。每一个□代表一个数字，
那么这 6个□中的数字总和是多少？

   
18.积是多少？

  
两个三位数相减，差是 892，那么被减数与减数的各个数位上的 6 个数

字相乘，积是多少？
   

19.哪个算式乘积大？
  

比较 345×347 和 346×346 两个算式，哪个算式乘积大？
   

20.乘积最大
  

把 11 分成几个数的和（不包括 0），再求出这几个数的乘积，要使得到
的乘积尽可能大，那么乘积最大是多少？

   
21.是两个相同的数的乘积吗？

  
小华的爸爸给他写了一个算式：
1＋1×2＋1×2×3＋1×2×3×4＋1×2×3×4×5＋1×2×3×4×5×6

＋1×2×3×4×5×6×7。
他问小华，这个算式的结果是两个相同的数乘积吗？
同学们你们说是吗？

   
22.1995 在哪个手指上？

  
伸出你的左手，从大拇指开始如图所示那样数数：1、2、3、4、⋯⋯，

问数到 1995 时，正好数在哪个手指上？

   
23.10000 个数的总和是多少？

  



一张大纸上画了 10000 个小方格，每个小方格里都写了一个数（如下
表）。你知道这 10000 个数加起来的总和是多少吗？

1 2 3 4 5 6 7 8 9 10 ⋯⋯ 100

2 3 4 5 6 7 8 9 10 11 ⋯⋯ 10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10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 104

⋯ ⋯ ⋯⋯

⋯ ⋯ ⋯⋯

⋯⋯

⋯⋯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 198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 199

   
24.巧算平均数

  
红光机器厂加工车间一个小组有 12 名工人，一天中他们每人加工零件的

个数是：86、82、71、88、90、78、83、81、85、76、87、77。这个小组平
均一天每人加工零件多少个？

   
25.最多的选票是几张？

  
三年级三班中的少先队员们要选五名中队干部。当选的小明比小华多 2

张选票，比小红多 5张选票，比小军多 10 张选票，比小民多 15 张选票。又
知道这五个人共得了 168 张选票，当然小明的选票是最多的，小明得了几张
选票？

   
26.小 D 得了多少分？

  
三年级二班的小 A、小 B、小 C、小 D和小 E五个人参加了一次数学竞赛，

五个人得分的平均数是 85 分。每人在看自己的答卷时，小 D发现他的答卷中
有的题老师给评错了，不该是 80 分。老师把小 D的答卷又重新复查了一次，
改正了错评的题的得分。这样他们五个人得分的平均数变成了 88 分。小 D
的答卷到底得了多少分？

   
27.星星的成绩单

  
星星不留神把成绩单上数学和语文的分数弄脏了，两科的分数中各有一

个数字看不清（见下表）。你能知道星星数学和语文的成绩各是几分吗？
科目 语文 数学 外语 三科平均分

分数 8■ 6■ 75 86

   



28.他们各得几分？
  

小光、小明、小花、小勇四个同学参加了数学测验。他们去问老师自己
得了多少分。老师回答得很有趣，只把其他三人的得分的和告诉了他们。老
师告诉小光是 9 分；告诉小明是 12 分；告诉小花是 11 分；告诉小勇是 10
分。想想这四名同学每人各得了几分？谁的成绩最好？

   
29.五个人的体重

  
学校医务室的大夫给三年级一班第一小组的五名同学称体重。他们每两

个人合称一次，共称了 10 次。每次称得的重量是：51 千克、52 千克、53 千
克、54 千克、53 千克、54 千克、55 千克、55 千克、56 千克、57 千克。你
知道这五个人的体重各是多少千克吗？

   
30.过了多少天？

  
小青家有一个闹表，比小明家的标准表每小时慢 20 秒钟。现在是早上 8

点整，小青把家里的闹表与小明家的走时准确的标准表对准。那么再过多少
天，小青家的闹表和小明家的标准表又同时指向早上 8点整？

   
31.还要付多少元？

  
水果店里有很多种水果，已知买 5千克桔子的钱与买 8千克苹果的钱一

样多。小明的妈妈先花了 24 元买了 15 千克的桔子，后来她又买了 10 千克苹
果，还要付多少元？

   
32.老师买了几本书？

  
暑假里，老师买了一些书送给班上的同学。他每到一位同学家里，就把

所有书的一半送给学生，学生又回送给老师一本书。就这样，到了最后，老
师手里还剩下两本书。想一想，老师买了几本书？

   
33.喝的牛奶多，还是喝的水多？

  
有一杯牛奶，李小明喝了半杯，然后加满水，他又喝了半杯，再加满水，

最后全部喝完。那么李小明喝的牛奶多，还是喝的水多？
   

34.玲玲家的小兔
  

玲玲家养了一群小兔，有白色的，有灰色的，还有黑色的，三种颜色的
小兔共 21 只。又知道白色的小兔的只数比灰色的只数的 7倍多，比 8倍少。
那么玲玲家养的三种颜色的小兔各有多少只？

   
35.三个人的年龄



  
玲玲和她的老师、校长三个人的年龄加起来正好是 100 岁。
一天，玲玲问老师、校长的年龄。校长说：“我过的年数与你过的月数

一样多。”老师说：“我过的星期数与你过的天数一样多。”你知道玲玲、
老师、校长三个人的年龄各是多少吗？

   
36.小 B 拿走的是哪盒巧克力糖？

  
有 6盒巧克力糖，每盒里装的块数不相同，第一盒里有 5块，第二盒里

有 10 块，第三盒里有 15 块，第四盒里有 21 块，第五盒里有 24 块，第六盒
里有 25 块。现在要把这六盒巧克力糖送给小 A、小 B、小 C和小 D四个小朋
友。小 A说：“小 B你先拿，不过你拿走后给我们三个人剩下的巧克力糖的
块数，必须是你拿走的块数的 3倍。”想一想，小 B应该拿走的是哪盒巧克
力糖呢？

   
37.王大妈养了多少只鸡？

  
少先队员访问养鸡专业户王大妈，看到那一笼笼的鸡真高兴。他们问王

大妈家里养了多少只鸡？王大妈说：“我家养鸡的只数是一个三位数，个位
数字是百位数字的 2 倍，三个数字的和是 19。你们说我家养了多少只鸡？”
少先队员们一听都笑了，王大妈是在考我们呢！同学们，你也来算一算，王
大妈家养了多少只鸡？

   
38.几名男生？

  
三年级一班 50 名同学开联欢会，男生都参加了布置会场的工作。女同学

开始走进会场，第一个进来的女同学，给每个男同学送了一件小礼物；第二
个进来的女同学，除了 1名男生外，也给其余的每个男生送了一件小礼物；
第三个进来的女同学，除了 2 名男生外，也给其余的每位男生送了小礼
物；⋯⋯照这样，最后进来的女同学给 9个男生送了小礼物。你知道三年级
一班一共有几名男生吗？

   
39.全家四口人今年各几岁？

  
小明和他的父亲、母亲、妹妹今年四口人年龄的总和是 73 岁，他父亲比

他母亲大 3岁，小明比他妹妹大 2岁。四年前小明家全体成员的年龄总和是
58 岁。那么今年全家四口人各几岁？

   
40.买牛花了多少元？

  
一个农民在集市上买了一头牛花了 600 元，转手以 640 元卖给了别人，

随后他又以 650 元买回了这头牛。过了不久，这个农民又以640 元把牛卖了，
最后他又以 600 元把这头牛买回来。这个农民买这头牛实际花了多少元？

   



41.不赔也不赚
  

商店运来一批苹果。如果每千克卖 1元 2角，就要赔20 元；如果每千克
卖 1元 5角，就可以赚 40 元。现在想不赔也不赚，每千克苹果应该卖多少钱？

   
42.小玲的妈妈今年几岁？

  
小玲的爸爸今年 40 岁，恰好比小玲今年的年龄多 4倍。小玲的妈妈今年

的年龄比小玲今年的年龄的 5倍少 2岁。问小玲的妈妈今年是几岁？
   

43.得分最少的得多少分？
  

小光、小明、小强、小华四个人参加“华联”杯数学竞赛。评分办法规
定，满分是 100 分。这四个人平均得分是 80 分，小光得分最少，比小明少得
6分；小华得分最多，比小强多得8分。那么得分最少的小光最少得多少分？

   
44.每箱里装了多少瓶饮料？

  
商店里有 6箱瓶装饮料，每箱里装的瓶数一样多。售货员卖出了第一箱

里 10 瓶，第二箱里的 8瓶，第三箱里的 14 瓶，第四箱里的 16 瓶，第五箱里
的 20 瓶，第六箱里的4瓶。结果剩下饮料的瓶数恰好与原来 4个箱里装的瓶
数一样多，那么原来每箱里装了多少瓶饮料？

   
45.井深有几米？

  
小明用一根绳子去测量一口井的深度。他把绳子三折后去测量井深，结

果井口外余 3米；他又把绳子四折后去测量井深，结果井口外余 1米。这口
井深几米？这条绳子长几米？

   
46.盒里有多少个玻璃彩球？

  
小玲和小兰一起清点盒里放着的玻璃彩球。在同样的时间里，小玲能数

8个，小兰只能数 6个。现在二人同时开始数球，当小兰数到 52 个时，她忘
了数的个数，只好从新开始数，当又数到 128 个时，两人同时停住，这时盒
里还有 7个玻璃彩球。你知道盒里的玻璃彩球一共有多少个吗？

   
47.看不到的那底面上的数是几？



  
一个正方体木块有六个面，把这个木块放在桌面上，每一个面上都写着

一个数，位于对面上的两个数之和都是 13。小明能看到顶面和相邻的两个侧
面上的数，这三个数的和是 18；小青能看到顶面和另外的相邻的两个侧面上
的数，这三个数的和是 24。你知道贴着桌面、看不到的那个底面上的数是几
吗？

   
48.降价售书

  
一部词典，如果按原价卖，每卖出 1本能获利 4元；现在降价售出，结

果售书量增加 1倍，获利增加一半。每本词典的售价降低了几元？
   

49.有几件红毛衣？
  

毛衣厂生产的红毛衣和黄毛衣，每 20 件装一箱。这一箱里的红毛衣和黄
毛衣共钉了 50 个扣子，每件红毛衣都钉了 4 个扣子，每件黄毛衣都钉了 2
个扣子。那么这一箱毛衣中，有几件红毛衣？

   
50.100 头牛喝了 100 桶水

  
牛牛家有 100 头牛，正好喝了 100 桶水。大牛一头要喝三桶水，小牛两

头才喝一桶水。请你算一算，牛牛家有几头大牛，几头小牛？
   

51.幼儿园买了多少个苹果？
  

幼儿园买来一些苹果和梨，苹果的个数是梨的个数的 4倍。幼儿园的老
师把苹果和梨分给全园的小朋友，每个小朋友都分到了 7个苹果和 2个梨，
结果梨正好分完，还剩下 50 个苹果。你知道幼儿园买来了多少个苹果吗？

   
52.每辆汽车的租金是多少元？

  
一个归国观光旅游小组计划租若干辆汽车去旅游。如果每辆汽车里坐 3

人，就会有 1辆汽车里要坐 4人；如果每辆汽车里都坐 4人，那么就可以少
租 2辆汽车，这样平均每人就可以少付车费 3元。每辆汽车的租金是多少元？

   
53.几支铅笔？

  
老师把一些铅笔发给数学竞赛获奖的同学。老师把铅笔总数的一半加上

一支，发给获得第一名的同学；接着老师又把剩下的一半加上 2支发给获得
第二名的同学；最后把剩下的 3支发给获得第三名的同学。这些铅笔一共有
多少支？

   
54.车上至少有多少工人？

  



化工厂的司机按顺序开车到 6个车站去接工人上班，在每个车站都有工
人上车。在第一站上了一批工人，以后每站上车的人数都是前一站上车人数
的一半。到工厂时，车上至少有多少工人？

   
55.饮水桶里原来有多少水？

  
饮水桶里原来已经放了一些水，以后再往饮水桶里加水，都是前一次桶

里的水的 2倍。加了3次后饮水桶里的水重正好是 54 千克。那么原来饮水桶
里有水多少千克？

   
56.送贺年片

   

新年到了，玲玲、聪聪、明明三个人互送贺年片。先由玲玲送给聪聪和
明明，送的张数正好是他俩原有的张数。接着由聪聪送给玲玲和明明，送的
正好是他们现在的张数。最后是明明送给玲玲和聪聪，送的也是他俩现有的
张数。互送后三人手中的贺年片正好一样多，都是 8张。玲玲、聪聪和明明
原来每人各有几张贺年片？

   
57.至少有多少苹果？

  
有一筐苹果，把它们三等分后，还剩 2个；取出其中的 2份，将它们三

等分后，还剩 2个；然后再取其中的 2份，又将这 2份三等分后，还剩 2个。
那么这筐苹果至少有多少个？

   
58.有多少人吃午饭？

  
三年级一班的少先队员去郊外参加劳动，吃午饭的时候，中队委员去领

碗。他对管理员说：“每人 1个饭碗，2个人一个菜碗，3个人一个汤碗，一
共要领 88 个碗。”三年级一班有多少人吃午饭？

   
59.多少人参加数学考试？

  
迎春小学三年级二班有 40 多人参加数学考试。老师在统计成绩时发现，

平均 2个人中有 1个人得优；平均 3个人中有一个人得良；平均 7个人中有
1个人得中；只有 1个人不及格。那么三年级二班有多少人参加了数学考试？

   
60.爷爷今年几岁？



  
爷爷今年的年龄是李小明年龄的 6倍，过几年爷爷的年龄将是李小明年

龄的 5倍，再过几年爷爷的年龄将是李小明年龄的 4倍。你知道李小明的爷
爷今年几岁吗？

   
61.三人赛跑

  
小光、小明、小强三个人进行百米赛跑。发令枪响，三人同时冲出起跑

线。小光跑得最快，小强跑得最慢，小光到达百米终点时，小明离终点还有
10 米，小强离终点还有 19 米。那么小明到达百米终点时，小强离终点还有
多少米？

   
62.两地相距多少千米？

  
一辆汽车以每小时 25 千米的速度，从甲地开往乙地。开出 4小时后，一

辆摩托车也从甲地开往乙地。这辆摩托车的速度是汽车速度的 3倍，结果两
车恰好同时到达乙地。甲乙两地相距多少千米？

   
63.多少分钟追上？

  
明明和华华都从学校出发去少年宫参加文艺活动。从学校到少年宫，明

明要行 2小时，华华要行 1小时 40 分钟。明明从学校出发行了 10 分钟后华
华出发，华华行了多少分钟后追上明明？

   
64.谁先返回学校？

  
李宏和马妍同时从学校出发去公园游玩，然后返回。李宏去时乘车，返

回时步行；马妍去时和返回时都骑自行车。又知道乘车的速度是骑自行车速
度的 2倍，骑自行车的速度是步行速度的 2倍。两人各自在公园里玩了 2小
时后返回学校。那么两人谁先返回学校呢？

   
65.小明骑车去姥姥家要用几小时？

  
小明每次骑车从学校到姥姥家去，都是按一定的速度骑车，准时到姥姥

家。这一次，他先按原来的速度骑车，走了学校到他姥姥家路程的一半，在
后一半路程上他把骑车的速度提高了一倍，结果比平时到姥姥家用的时间缩
短了半小时。小明平时骑车到姥姥家，要用几小时？

   
66.汽车的速度是步行速度的多少倍？

  
学校和工厂间有一条公路，学校定好上午 8点钟派汽车从学校出发去工

厂接一位劳动模范做报告，往返要用 1小时。可是这位劳动模范上午 7点钟
便离开了工厂向学校走去。途中正好遇到工厂接他的汽车，便立刻上车驶向
学校，结果在8点 40 分时到达学校。你知道汽车的速度是劳模步行速度的多



少倍吗？
   

67.师傅和徒弟
  

王师傅和他的徒弟小赵两人一起加工一批零件。如果师徒两人一起先加
工 3天，剩下的任务小赵一人又干了 5天正好完成；如果师徒两人一起先加
工 2天，剩下的任务王师傅一人干 4天也正好完成。王师傅和徒弟小赵两人
要是各自单独去加工这批零件，各要用多少天完成？

   
68.每只猴子得到几粒花生？

  
动物园的饲养员给三群猴子分花生。如果把花生只分给第一群猴子，那

么每只猴子都得到 12 粒；如果把花生只分给第二群猴子，那么每只猴子都得
到 15 粒；如果把花生只分给第三群猴子，那么每只猴子都得到 20 粒。要是
把这些花生分给这三群猴子，那么平均每只猴子得到几粒？

   
69.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各有多少人？

  
一次数学竞赛，准备了 35 支铅笔作为奖品发给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同

学。原打算发给每个获一等奖的人 6支铅笔，发给每个获二等奖的人 3支铅
笔，发给每个获三等奖的人 2 支铅笔。后来改为发给每个获一等奖的人 13
支铅笔，发给每个获二等奖的人 4支铅笔，发给每个获三等奖的人 1支铅笔。
那么在这次数学竞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各有多少人？

   
70.取放棋子 3989 次以后

  
甲盒中放有 1995 个白棋子和 1996 个黑棋子，乙盒中放有足够多的黑棋

子。现在每次从甲盒中任取两个棋子放在外面。但是，当被取出的两个棋子
是同样颜色时，就从乙盒中取出一个黑棋子放入甲盒中去。当取出的两个棋
子是不同颜色时，就把取出的那个白棋子再放回甲盒中去。这样经过 3989
次取放以后，你知道甲盒里剩下几个棋子吗？它们各是什么颜色的？

   
71.排在第二个位置上的数是几？

  
九个不同的自然数的和是 61。如果去掉最大的和最小的两个数后，剩下

的七个数的和是 49，那么，将这九个数从小到大排列，排在第二个位置上的
数是几？

   
72.及格的学生至少有多少人？

  
三年级一班的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数学竞赛，每个学生的得分都是整

数。已知参加比赛的学生总得分是 2431 分，其中前三名的得分分别是 92 分、
90 分和 89 分，最低的得分是 50 分。又知道没有与前三名得分相同的，其他
任何一个得分相同的都不超过 3人，那么得分及格的（不低于 60 分）学生至



少有多少人？
   

73.最多取出几分钱？
  

钱袋中有 1分、2分、5分三种硬币。小明从袋中取出 4枚硬币，小华从
袋中取出 3 枚硬币。取出的 7 枚硬币中，只有两种面值，而且小明取出的 4
枚硬币比小华取出的 3枚硬币少 3分。那么两人取出的硬币最多是几分钱？

   
74.小鸡被套中了几次？

  
王小平玩一种套圈游戏，可以套 3种动物玩具：小鸡、小猴、小狗。规

定套中小鸡一次得 9分，套中小猴一次得 5分，套中小狗一次得 2分。王小
平共套了 10 次，每次都套中了一个小动物玩具，每个小玩具至少被套中 1
次，他共得了 61 分。那么小鸡被王小平套中了几次？

   
75.最多用几天播完？

  
电视台要连续几天播放一部 38 集的电视连续剧。每天至少播放 1集，而

且每天播放的集数不一样多。那么这部电视连续剧，最多要用几天播完？
   

76.有多少种不同的摆法
  

有 58 颗棋子，把它们摆成 10 堆，每堆至少摆一颗，每堆摆的棋子数不
许一样多。那么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摆法？

   
77.101 最多能写成几个不同的自然数的和？

  
除了 1和 2以外，任何自然数都能写成 2个、3个、4个或更多个不同的

自然数的和，自然数越大，写成的不同的自然数的个数就越多。你知道 101
这个数最多能写成几个不同的自然数的和吗？

   
78.放钱最多的口袋里至少放几分？

  
明明的上衣和裤子共有七个口袋。他在每个口袋里都放了钱，而且每个

口袋里的钱数都不一样多，他一共放了 100 分。那么他放钱最多的那个口袋
里，至少放了多少钱？

   
79.有几种不同的拿法？

  
商店里的苹果分装在大小篮子里，每篮的重量分别是 2、3、4、5、6、7、

8、9千克。一个顾客要买 3 篮不同重量的苹果，总重量是 13 千克。售货员
会有几种不同的拿法？

   
80.哪些正方形里有小猴？



  
下面图形中有 25 个大小一样的正方形，其中 2个小正方形中有小猴。那

么图中有小猴的正方形共有多少个？

   
81.一共有多少种走法？

  
下图是一部分街道的道路图。

李小明住在 A处，王小平住在 F处。现在李小明要去王小平家，他行进
中的每一个路口、每一条街道只许经过一次，那么李小明从家到王小平家，
共有多少种不同的走法？

   
82.六只小动物

  
李老师给明明拿来了三个正方体的示意图。每个正方体的六个面，都按

照一样的规律画着猴、猫、鼠、熊、兔、鸡六种小动物。李老师说：“明明，
你看完下面三个正方体的示意图，能说出猴的对面是什么动物吗？鼠的对面
又是什么动物呢？”

   
83.剩下的是谁？

  
春江小学的学生有 500 人，小光、小明、小红、小勇、小强、小倩、⋯⋯

依次排成一横排，从小光开始 1～3报数，报 3的同学离队；剩下的人向排头
靠拢，再次 1～3报数，这次报 3的同学也离队；以后每次都按照前两次那样，
报数、报 3的离队、靠拢、再报数、⋯⋯一直到只剩下两个人在队里为止，
那么剩下的两个人是谁？

   
84.还剩下几个黄球？

  
在一个圆周上放了 1个红球和 1994 个黄球。一个同学从红球开始，按顺

时针方向，每隔一个球，取走一个球；每隔一个球，取走一个球；⋯⋯他一



直这样操作下去，当他取到红球时就停止。你知道这时圆周上还剩下多少个
黄球吗？

   
85.有多少种不同的订报方法？

  
春光小学三年级有三个班：甲班、乙班和丙班。今年他们三个班共订了

120 份《中国儿童报》，每个班至少订了 39 份，至多订了 41 份。那么三年
级三个班订《中国儿童报》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

   
86.怎样贴 2 角钱的邮票？

  
明明给在外地工作的妈妈发一封信，要贴 2角钱的邮票。他手中的邮票

有 1张 1角的、2张 8分的、5张 4分的和 2张 1分的。那么明明要把这些邮
票经过搭配选出 2角钱的邮票来，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搭配的方法。

   
87.乒乓球比赛

  
三年级一班举行乒乓球比赛，全班 40 名同学都报名参加。体育委员一看

这么多人参加，真犯愁了。还是体育老师有办法，他告诉体育委员：“你可
以采用淘汰赛办法，就是输了一盘就要退出比赛，这样比赛的场次、时间就
会大大减少了。”体育委员一听，可真高兴。同学们想想：用这种比赛办法，
三年级一班的乒乓球赛，到最后决出冠军为止，一共要赛多少盘？

   
88.两项比赛都参加的有多少人？

  
学校举行长跑和跳绳比赛，三年级一班的 50 名学生，有的参加了长跑比

赛，有的参加了跳绳比赛，还有的两项比赛都参加了。只知道有 29 人参加了
长跑比赛，36 人参加了跳绳比赛，那么，两项比赛都参加的有多少人？

   
89.中间的两个圆圈里该填几？

  
把 1、2、3、4、5、6六个数分别填在下图中的六个小圆圈里，使每个正

方形顶点上的四个小圆圈里的数相加，和都是 13，应该怎样填？



   
90.空白处填几？

  
下图中有 4个空白处，请你分别填上 8、9、11、13 四个数，使得每个圆

圈里的四个数的和都相等，空白处应该填几呢？

   
91.李老师的话对吗？

  
花园村小学的李老师给全校 367 名同学讲数学故事。李老师对同学们

说：“我不用查问，就知道你们 367 名同学中，至少有两名同学，是在同一
天过生日的。”

同学们一听全愣住了。李老师的话对吗？
   

92.小花猫钓了几条鲤鱼？
  

小花猫钓到了鲤鱼、草鱼、鲫鱼，三种鱼一共12 条，放在小桶里往家走。
路上遇到小白猫。小花猫问小白猫：“你最爱吃哪种鱼？”小白猫说：“那
当然是鲤鱼了。”小花猫说：“好，你只要从我的桶里，随便拿出 3条鱼来，
一定会有你最爱吃的鲤鱼。不过，你可要先告诉我，我钓到了几条鲤鱼？”
这下可难住小白猫了。小花猫钓了几条鲤鱼呢？不过聪明的小白猫，稍稍动
了动脑筋，就说出来了。小白猫到底怎样想的呢？

   
93.至少要拿几张扑克牌？

  
同学们都知道，扑克牌有四种花色，除去大、小王牌，每种花色各有 13

张，一共是 52 张。现在要求你闭着眼睛，从这 52 张牌中拿一次，问你，至
少要拿出几张才能保证得到 4张同一花色的牌呢？

   
94.办得到，还是办不到？

  
三年级的少先队员们庆祝“六一”儿童节，一共做了 65 朵纸花。欢欢找

来了 11 个塑料袋，把这些花放在袋里。他们要在每个袋里都放花，而且每袋
里花的朵数还要都不一样多。同学们想想，他们这样做办得到，还是办不到？
不过你可别简单地说办得到或办不到，还要讲讲道理呢。



   
95.14÷2≠7 吗？

  
下图由 14 个小正方形组成。你能把它剪成 7个由 2个小正方形连在一起

组成的小长方形吗？这没问题，因为 14÷2=7，一定能剪成 7 个小长方形。
别忙，你是不可能办到的！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 14÷2≠7 吗？

   
96.巧安排

  
三个少先队员给小树浇水，年龄最小的倩倩一次能提一桶水；燕燕一次

能提两桶水；明明用小车推，一次可以装运三桶水。可是，只有一个水笼头，
每打满一桶水要用 1分钟。请你想一想，怎样安排这三个人打水的顺序，才
能使他们打水和等候的时间最短？

   
97.七根铁链

  
有七根铁链，每条铁链上有 5 个环（如下图）。已知打开一个环要用 5

分钟，封闭一个打开的环要用 7分钟。现在请你把这七根铁链连成一根长的
铁链，最少要用多少分钟才能完成？

   
98.巧排阵，得胜利

  
三（1）班和三（2）班进行乒乓球单打比赛。两班各派三名选手上场，

每位选手只许赛一场，每场比赛都是三（1）班先派人出场，三（2）班可根
据三（1）班出场的人，再选派选手出场。三（1）班派小明、小华和小光三
位选手出阵，三（2）班派小红、小玲和小倩应战。从这六个人的水平来看，
三（1）班的小明可以胜三（2）班的任何一位选手；三（2）班的小红能胜三
（1）班的小华和小光；三（2）班的小玲只能胜三（1）班的小光；三（1）
班的小华能胜三（2）班的小玲；三（1）班的小光能胜三（2）小倩。显然，
三（2）班选手的技术水平低于三（1）班选手的水平。为此，三（2）班的同
学们想出了一个好对策，结果三（2）班战胜了三（1）班。试问三（2）班怎
样派选手和三（1）班对阵取得胜利的？



   
99.报数游戏

  
三年级一班中队开联欢会，少先队员们让辅导员李老师出节目。李老师

说：“让我出节目，我非常高兴。不过，你们先和我做一次报数游戏。我要
是输了，再出节目怎么样？”少先队员们立刻鼓起掌来表示同意。

李老师说：“我和你们轮流报数，每次报数最少报 1，最多报8，也不许
不报。谁先报到 100，谁就获胜。不过，我可要先报啊！”“好！”少先队
员们都同意了，并且派中队长小红代表少先队员和李老师比赛。

李老师报了一个数，小红也报了一个数；李老师又报了一个数，小红再
报了一个数。就这样，李老师先报到了 100，获得胜利。少先队员们都不服
气，坚持要再赛一次，结果还是李老师获胜了。

同学们想一想，李老师为什么总是获胜呢？难道就没有办法赢李老师
吗？

   
100.谁是少先队大队长？

  
小明、小华和小光三个人都是少先队的干部。他们中一个是大队长，一

个是中队长，一个是小队长。在一次体育比赛中，他们的一百米赛跑的结果
是：

（1）小光比大队长的成绩好；
（2）小明和中队长的成绩不相同；
（3）中队长比小华的成绩差。
根据以上情况，你能知道小明、小华、小光三个人中，谁是大队长吗？



二、百  讲
   

1.每个数之间填什么符号？
  

可以在下面的 5个数之间填上“+”、“-”、“×”、“÷”运算符号。
还可以再填上顺序符号“（    ）”，使得这 5个数运算后结果都得 20。这
5个数之间填什么符号？

1 2 3 4 5=20
   
分析和解 填运算符号这类题，一般地多用试算的方法找出答案，也可

以采用倒推的方法去思考。
假设最后一步运算是加上 5等于 20，那么，1、2、3、4四个数的运算结

果就应该是 15。于是得出
1+2+3×4+5=20
也可以是 1+2×（3+4）+5=20
假设最后一步运算是减去 5等于 20，那么，1、2、3、4四个数的运算结

果就应该是 25。我们知道 2×3×4=24，1+24=25。于是得出
1+2×3×4-5=20
假设最后一步运算是乘以 5等于 20，那么，1、2、3、4四个数的运算结

果就应该是 4。这四个数中有一个是 4，那么，1、2、3三个数运算的结果得
0或者得 1都可以。我们知道 1+2-

3=0，（1+2）÷3=1，于是得出
1+2-3+4×5=20
（1+2）÷3×4×5=20

   
2.a、b、c、d 各代表什么数字？

  
下面的算式表示一个四位数乘以 9，积还是一个四位数。算式中相同的

字母表示相同的数字，不同的字母表示不同的数字。那么算式中的 a、b、c、
d各代表什么数字？

   
分析与解 一个四位数乘以 9，积还是一个四位数，那算式中的a一定是

1。如果 a是 2或比 2大，那积就不是四位数了。
既然 a等于 1，那么个位上的 d与 9相乘所得的积的个位上的数字就是 1

了，只有 9×9的积的个位数字是 1，由此得出 d等于 9。
再看被乘数百位上的数字 b与 9相乘，所得的积，不能向千位上进一、

进二、⋯⋯，因为这样就使得积不是四位数了。由此得出 b 只能是 1 或 0，
而 a和 b代表的数字又不能相同，因此得出 b等于 0。

最后看被乘数十位上的数字 c，它与 9相乘后再加上 d与 9 相乘后进到
十位上的数 8，合起来要得 0，只有 2加 8末位数字是 0，因此要想什么数与
9相乘，末位数字是 2呢？只有 8×9=72。72 加上 8等于 80，也就是说 c应
该等于 8。正好积的百位上的数字也是 c，由此得出 c等于 8。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a代表 1，b代表 0，c代表 8，d代表 9。算式是

   
3.怎样算简便？

  
计算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分析与解 算式里有七个加数，每个加数都加上 1，再做加法运算，这样

算的结果比原式计算的结果多 7，再减去 7就是原式计算的结果了。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9999999+1）+（999999+1）+（99999+1）+（9999
+1）+（999+1）+（99+1）+（9+1）-7

=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
+10-7

=11111110-7
=11111103
也可以这样算：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10000000-1）+（1000000-1）（+100000-1）+
（10000-1）+（1000-1）+（100-1）+（10-1）

=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
+10-7

=11111110-7
=11111103
还可以这样想：从最后一个加数 9 中拿出 6，分别给其他六个加数各加

上 1，凑成一百、一千、一万、⋯⋯然后再进行加法计算。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9999999+1）+（999999+1）+（99999+1）+（9999
+1）+（999+1）+（99+1）+（9-6）

=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
+3

=111111100+3
=11111103

   
4.怎样算得快？

  
计算 1+2-3+4-5+6-7+8-9+10-11+⋯⋯+1992-1993+1994
   
分析与解 要是按照从左向右依次演算，三年级的小同学还不会算。想

一想，除去 1和 2这两个数外，要是交换一下其他数的顺序，两个数、两个
数地结合起来，计算就非常简便了。

4-3=1、6-5=1、8-7=1、⋯⋯1994-1993=1，从 3～1994 共有 1994-2=1992
个数，两个数一组，共有 1992÷2=996 组，每组两个数的差都是 1，这 996



个差的总和是 996，再加上原式中的 1和 2，最后计算的结果是 999。
1+2-3+4-5+6-7+ ⋯ ⋯ +1992-

1993+1994
=1+2+996
=999

   
5.想好了再算

  
计算：1+2-3-4+5+6-7-8+9+10-11-12+13+
⋯⋯+1990-1991-1992+1993=？
   
分析与解 1 加 2 等于 3，3减 3等于 0，0减 4该怎样算呢？三年级小同

学还不会算。不过动一动脑筋，变化一下加、减的顺序，就不难算了。
首先看一看这一列要加、要减的数有什么特征呢？这些数是从 1 开始

的，一直到 1993，都是后一个数比前一个数多 1的自然数。算法上有什么特
点呢？除去第 1个数 1以外，都是“+、-、-、+”，“+、-、-、+”⋯⋯的
运算，而这 4个数一组、4个数一组的运算结果都是 0。

从 1到 1993 共有 1993 个数，除去 1以外，剩下的1992 个数，每 4个数
一组，1992÷4=498，正好除尽。那就是说，从 2～1993，正好可以分成 498
组数，每组都进行“+、-、-、+”的运算，而每组 4个数的运算结果都得 0：
2-3-4+5=0，6-7-8+9=0，10-11-12+13=0，⋯⋯1990-1991-1992+1993=0。所
以

1+2-3-4+5+6-7-8+9+10-11-12+13+⋯⋯+1990-1991-1992+1993
=1+（2-3-4+5）+（6-7-8+9）+（10-11-12+13）+⋯⋯+（1990-1991-

1992+1993）
=1+（2+5-3-4）+（6+9-7-8）+（10+13-11-12）
+⋯⋯+（1990+1993-1991-1992）

=1+0+0+0+⋯⋯+0
=1

   
6.十位数字比个位数字大的两位数

  
在所有的两位数中，十位数字比个位数字大的两位数，一共有多少个？
   
分析与解 我们知道，两位数是指 10～99，一共有90 个。我们只要把所

有的两位数全写出来，再从中挑出十位数字大于个位数字的两位数就可以
了。不过这种方法太麻烦了。

我们可以这样想：
在所有的两位数中，如果十位数字是 1，那么个位数字比十位数字要小，

只能是 0，这样就知道十位数字是 1 的并且十位数字比个位数字大的两位数
有 1个。同理，十位数字是 2的两位数中，十位数字比个位数字大的两位数
有 2个。



依次类推，十位数字为 3、4、5、⋯⋯8、9，且十位数字大于个位数字
的两位数分别有 3个、4个、5个、⋯⋯8个、9个。于是求出所有的两位数
中十位数字大于个位数字的两位数共有：

1+2+3+4+5+6+7+8+9=45 个。
答：共有 45 个。

   
7.20 个自然数

  
有 20 个连续的自然数，它们的和是 1990。这 20 个连续的自然数中，最

小的是几？最大的是几？
   
分析与解 要解答这道题，我们先看看个数少一些的连续自然数的和，

与这些自然数有什么关系。
1＋2＋3＝6，三个连续自然数的和是 6；6÷3＝2，正好是中间那个自然

数。
4＋5＋6＋7＋8＝30，五个连续自然数的和是 30，30÷5＝6，也正好是

中间的那个自然数。
以上两例中自然数的个数都是单数。要是自然数的个数是双数呢？
1＋2＋3＋4＝10，四个连续自然数的和是 10，我们把这四个自然数分成

两组，一组是 1和 4，另一组是 2和 3，这两组中两个自然数的和都是 5，恰
好是 10÷2＝5，也就是说，用这几个自然数的和，除以自然数个数的一半，
正好是中间的那两个自然数的和。

4＋5＋6＋7＋8＋9＝39，六个连续自然数的和是 39，39÷3＝13，正好
是中间两个自然数 6与 7的和。

好了，再回过头来看看原题。20 个连续自然数的和 1990，1990÷10＝
199，这就是说中间那两个自然数的和是 199。当然这两个自然数就是 99 和
100 了。这两个自然数一个是第十个数，一个是第十一个数。这样就可以求
出这 20 个数中，最小的数是 99－9＝90，最大的数是 100＋9＝109。

答：最小的是 90，最大的是 109。
   

8.第 99 个算式是几十几？
  

有一排加法算式：4＋2，5＋8，6＋14，7＋20，⋯⋯每个算式的第一个
加数都是按规律排列的，第二个加数也是按规律排列的。你知道第 99 个算式
是几十几吗？

   
分析与解 既然题中告诉我们，这些加法算式中的两个加数都是各自按

照一定的规律排列的，那么我们就先看看它们各自是按什么规律排列的。
首先看第一个加数，它们排列的顺序是：
4、5、6、7、⋯
显然是由 4开始，后一个数都比前一个数多 1。第 1个数是 4；第 2个数

是 4＋1＝5；第 3 个数是 4＋2＝6；第 4 个数是 4＋3＝7，⋯⋯那么，第 99
个数就是 4＋（99－1）＝102。

再看第二个加数，它们排列的顺序是：2、8、14、20、⋯⋯显然是由 2



开始，第 2个数是 2＋6＝8；第 3个数是 2＋6×2＝14；第 4个数是 2＋6×3
＝20；⋯⋯那么，第 99 个数是 2＋6×（99－1）＝590。

这样我们就求出了第 99 个算式是 102＋590。
答：第 99 个算式是 102＋590。

   
9.切烙饼

  
一张烙饼，小明切了 3刀（直着切，不能横剖），分给他和他的 6个小

朋友，每人正好得到一块。你知道小明是怎样切的吗？要是小明切了 4刀，
最多能切出多少块来？

   
分析与解  小明直着切了 3刀，要是这 3刀全重合在一起，那么只能切

成 2块；要是有 2刀重合在一起，1 刀不重合，那么可以切成 3 块或 4 块；
要是切上 3刀全不重合，能切出多少块来呢？题中说，小明切了 3刀，把切
好的烙饼分给了小明和他的 6个小朋友，每人分到一块，显然这张烙饼被小
明 3刀切成了 7块。那么是怎样切的呢？要使切出来的块数增多，就得使每
刀尽量多地交叉。3刀切出 7块的切法如图 12。

照着小明切烙饼的方法，切了 4刀，最多能切出 11 块。切法如图 13。

答：最多能切出 11 块。
   

10.减了多少次后结果是 0？
  

从 3000 里减去 285，加上282，减去285，加上282，⋯⋯照这样计算下
去，减多少次后，结果是 0？

   
分析与解 每减去 285，加上 282，就会减少 3，当减到还剩下 285 时，

只要再减 285 结果就是 0了。因此，按照题中的要求，要减的次数是
（3000－285）÷（285－282）＋1
＝2715÷3＋1
＝905＋1
＝906（次）
答：减 906 次后结果是 0。



   
11.999 个棋子中有多少个白棋子？

  
小明的妈妈把白棋子○和黑棋子●按照下面的规律摆在桌面上。
●○○●●●○●●○○○●○○●●●○●●○○○●○○●●●○

●●○○○⋯⋯
她问小明：你要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再摆下去，那么第 999 个棋子是什么

颜色？这 999 个棋子中，有多少个白棋子？
   
分析与解  要是把 999 个棋子摆出来，再回答问题那可要费很多时间

了。
仔细观察小明的妈妈摆好的棋子，就会发现摆棋子的规律是：每 12 个棋

子分为一组，这一组中棋子排列的规律是●○○●●●○●●○○○。而 999
÷12＝83⋯⋯3，也就是说，

第 999 个棋子是按照 12 个棋子一组，一组一组地摆了 83 组后又摆的第
3个棋子。每组中左起第 3个棋子都是白色的，即第 999 个棋子是白色的。

我们知道，每一组的棋子中有 6个白棋子，因此，这 999 个棋子中共有
白棋子

6×83＋2＝500（个）
也可以这样想：每组中有 6个白棋子，有 6个黑棋子，最后 3个棋子中

白棋子比黑棋子多 1个。因此，这 999 个棋子中共有白棋子
（999＋1）÷2＝500（个）

答：这 999 个棋子中，有 500 个白棋子。
   

12.第 1995 个数是几？
  

有一列数，它们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1、4、7、10、13、16、19、22、
25、⋯⋯那么左起第 1995 个数是几？

   
分析与解 观察这一列数，它们按一定顺序排列的规律是：左第 1 个数

是 1，第二个数是 4，比第1个数多 3；第 3个数是 7，比第2个数多 3；第 4
个数是 10，比第 3个数多 3；⋯⋯按照这样的规律排下去。也就是第 1个数
是 1，第二个数比第一个数多 3，是 4；第三个数比第 1个数多 3×2＝6，是
7；第 4个数比第 1个数多 3×3＝9，是 10；⋯⋯那么左起第 1995 个数比第
一个数多 3×（1995－1），所以左起第 1995 个数是

1＋3×（1995－1）＝5983
答：左起第 1995 个数是 5983。

   
13.余数是几？

  
有一列数，它们是 1、2、4、7、11、16、22、29、⋯⋯这列数组成的规

律是：第 1个数是 1，第 2个数比第 1 个数多 1，第 3 个数比第 2个数多 2，
第 4个数比第 3个数多 3，⋯⋯那么这列数左起第 1995 个数除以 5的余数是
几？



   
分析与解 这列数组成的规律是：第 1个数是 1，第 2个数比第 1个数多

1，第 3个数比第 2个数多 2，第 4个数比第 3个数多 3，⋯⋯也就是说，第
1个数是 1，第 2个数比第 1个数多 1，第 3个数比第 1个数多 1＋2.即多 3，
第 4个数比第 1个数多 1＋2＋3，即多 6，⋯⋯那么第 1995 个数比第 1个数
多 1＋2＋3＋⋯⋯1994，于是可知第 1995 个数是

1＋（1＋2＋3＋⋯⋯＋1994）
＝1＋（1＋1994）×1994÷2
＝1＋1989015
＝1989016
而 1989016÷5＝397803⋯⋯1，因此第 1995 个数除以 5的余数是 1。
也可以这样思考：
把这列数除以 5的余数列成下表，看看这列数除以 5的余数有什么规律，

然后再求出第 1995 个数除以 5的余数是几。
数  列 1 2 4 7 11 16 22 29 37 46 56 67 79 92 106 ⋯

除以5的余数 1 2 4 2 1 1 2 4 2 1 1 2 4 2 1 ⋯

从上表不难看出，这些数除以 5的余数是以 1、2、4、2、1五个数一循
环的规律出现的，而 1995÷5＝399，正好除尽，就是说，第 1995 个数除以 5
的余数，与第 5个数除以 5的余数是一样的，第 5个数除以 5的余数是 1，
那么第 1995 个数除以 5的余数也是 1。

答：第 1995 个数除以 5的余数是 1。
   

14.这个大数是几位数？
  

小青把 1、2、3、4、⋯⋯97、98、99、100、101 放在一起，顺次排成一
个多位数，123456⋯⋯99100101，这个大数是几位数？

   
分析与解 能不能把这个大数写出来，再数一数是几位数？这个办法是

可以的，就是太费时间了。
我们可以这样想：
1、2、3、4、⋯⋯8、9都是一位数，写一个一位数只用 1个数字，这样

1～9占了 9个数位。
10、11、12、⋯⋯18、19
20、21、22、⋯⋯28、29
⋯⋯
90、91、92、⋯⋯98、99
都是两位数，写一个两位数要用 2个数字，占两个数位。10～99 共有 10

×9＝90 个两位数，写出这些两位数，要用 2×90＝180 个数字，共占去了 180
个数位。

100、101 是两个三位数，共占了 6个数位。
把 1、2、3、⋯⋯97、98、99、100、101 顺次排成的大数 123456⋯⋯

99100101，共占了 9＋180＋6＝195 个数位，所以这个大数是一个 195 位数。
答：这个大数是 195 位数。



   
15.哪一万个数相加？

  
小红的姐姐给她出了一道很有趣的题。姐姐说：“如果有一万个自然数

连乘，乘积等于 10000，那么这一万个数相加，要想得到最大的和，是哪一
万个数相加？”小红稍加思考就答对了。同学们，你知道是哪一万个数相加
吗？最大的和是多少？

   
分析与解 只要找到几个数相乘得到 10000，再与若干个1相乘，积一定

是 10000。

10000，这一万个数的和是 10036。

个数的和是 10140。

的和是 19999。
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不过都没有 10000 与 9999 个 l 相加的和大。
答：是 9999 个 1 和 10000 相加，得到最大的和是 19999。

   
16.原来的算式是几×几？

  
张小虎做一道乘法题时，把被乘数 78 写成了 87，结果计算的乘积比原

来的乘积多了 45。张小虎做的乘法题，它原来的算式是几×几？
   
分析与解  根据已知，要求原来的算式是几×几，只要求出算式中的乘

数是几就可以了。
张小虎把被乘数 78 写成了 87，比原来的被乘数多了 87－78＝9，那么所

得的乘积必然就多出 9 与乘数相乘的结果。从题中知道，9 与乘数相乘的结
果是 45，所以乘数一定是 45÷9＝5。

由此得出原来的算式是 78×5，当然，积就是 390 了。
答：原来的算式是 78×5。

   
17.六个数字的和是多少？

  
下面的算式是两个三位数相加，其和是 1995。每一个□代表一个数字，

那么这 6个□中的数字总和是多少？



   
分析与解  两个三位数相加，其和是 1995，其中一个加数最大也不会大

于 999，那另一个加数最小也不会小于 1995－999＝996。这样就可以知道，
这两个三位数的百位数字和十位数字的和一定是 9×4＝36。两个三位数的个
位数字之和必定是 15。

由此得出两个三位数的 6个数字之和是
36＋15＝51

答：六个数字总和是 51。
   

18.积是多少？
  

两个三位数相减，差是 892，那么被减数与减数的各个数位上的 6 个数
字相乘，积是多少？

   
分析与解  两个三位数相减，差的百位数字是 8，那被减数的百位数字

一定是 9，减数的百位数字一定是 1。差的十位数字是 9，那被减数的十位数
字一定是 9，减数的十位数字一定是 0。至于个位数字是几，那就不必求出了。

由此可知，被减数、减数各个数位上的 6个数字中有 1个是 0了，那被
减数、减数各个数位上的 6个数字的乘积一定是 0。

答：积是 0。
   

19.哪个算式乘积大？
  

比较 345×347 和 346×346 两个算式，哪个算式的乘积大？
   
分析与解 比较这两个算式的乘积的大小时，不必乘出结果来，再比较

积的大小。我们只要把算式变化一下，就能得出结果来。
345×347＝345×（346＋1）＝345×346＋345
346×346＝（345＋1）×346＝345×346＋346
上面两式的结果中 345×346 的积是相等的。一个式子加上 345，另一个

式子加上 346，那当然是加上 346 的大了。因此 346×346 的积比 345×347
的积大。

答：346×346 的积比 345×347 的积大。
   

20.乘积最大
  

把 11 分成几个数的和（不包括 0），再求出这几个数的乘积，要使得到
的乘积尽可能大，那么乘积最大是多少？

   
分析与解 解答时要先想一想，把 11 分成几个数的和，要使这几个数的



乘积尽可能大，这几个数是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我们认为，一般说来
还是多一点好，因为多一个数，就可以多乘一次，乘积就会大一些。当然这
些数中不应该有 1，因为 1 与任何数相乘，所得的积还是那个数，不会使积
增大。

另外，还要尽可能少出现 2，因为2×2＝2＋2，这样，积比和没有增加。
再有就是要考虑到，像 6这个数，6可以分成三个 2或 2个 3，显然2×

2×2＝8比 3×3＝9要小，这就是说，要尽可能地多分成几个 3的和。
那么 11 呢？
11＝2＋9、11＝3＋8、11＝4＋7、11＝5＋6、11＝3＋3＋3＋2、⋯⋯
当然，把 11 分成 3个 3 再加上 1个 2时，这些数的连乘 3×3×3×2＝

54，这个乘积是最大的。
同学们，你们一定会做这样的题了。这道题是由 1976 年第 18 届国际奥

林匹克数学竞赛题改编的。原题的意思是，把 1976 分成许多数的和，当然这
许多数不包括 0，再求出这些数的乘积，要使得到的乘积最大，那么乘积是
多少？

根据前面讲的思考方法，我们应该尽量把 1976 分成 3与 2的和，能分成
3的和，就不要分成 2的和。

1976÷3＝658⋯⋯2
也就是说，把 1976 分成 658 个 3 相加，再加上 1个 2。再求这些数的乘

积，一定是最大的。这个最大的乘积是

   
21.是两个相同的数的乘积吗？

  
小华的爸爸给他写了一个算式：
1＋1×2＋1×2×3＋1×2×3×4＋1×2×3×4×5＋1×2×3×4×5×6

＋1×2×3×4×5×6×7。
他问小华，这个算式的结果是两个相同的数的乘积吗？
同学们，你们说是吗？
   
分析与解  我们知道，个位数字是 0的两个相同数相乘，乘积的个位数

字是 0；个位数字是 1的两个相同数相乘，乘积的个位数字是 1；依次推算下
去，个位数字是 2、3、4、5、6、7、8、9的两个相同数相乘，乘积的个位数
字分别是 4、9、6、5、6、9、4、1。因此，任意两个相同数相乘，其乘积的
个位数字只有 0、1、4、5、6、9六种可能。只要我们算出这个算式的结果，
观察其个位数字是几，就可以判断它是不是两个相同的数的乘积了。

我们计算这个算式的结果的个位数字是几时，只要算出式子中 7个加数
的个位数字是几就行了，而不必算出各个乘积是多少。这 7个加数的个位数
字是 1、2、6、4、0、0、0，因此，这个算式的结果的个位数字是 3，而个位
数字是 3的数，一定不是两个相同的数的乘积。

但是，同学们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凡是个位数字是 0、1、4、5、6、9
的数都是两个相同的数的乘积。

答：这个算式的结果不是两个相同的数的乘积。



   
22.1995 在哪个手指上？

  
伸出你的左手，从大拇指开始如图所示那样数数：1、2、3、4、⋯⋯，

问数到 1995 时，正好数在哪个手指上？

   
分析与解  按照图示的数数方法，1、2、3、4、5，再返回数到 8，再数

9 又数在大拇指上。照这样数下去，不难发现，每数 8 个数为一个循环。而
1995÷8＝249⋯⋯3，就是说，数了249 个循环后，又从大拇指起数 3个，即
1995 正好数在中指上。

答：1995 在中指上。
   

23.10000 个数的总和是多少？
  

一张大纸上画了 10000 个小方格，每个小方格里都写了一个数（如下
图）。你知道这 10000 个数加起来的总和是多少吗？

1 2 3 4 5 6 7 8 9 10 ⋯⋯ 100

2 3 4 5 6 7 8 9 10 11 ⋯⋯ 10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10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 104

⋯ ⋯ ⋯⋯

⋯ ⋯ ⋯⋯

⋯⋯

⋯⋯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 198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 199

   
分析与解 要求这 10000 个数的总和，我们可以把每一横行（行）或每

一竖行（列）的 100 个数的和分别计算出来，然后再求出这 100 行或 100 列
的总和，就是 10000 个数的总和。不过这样计算太复杂了。

仔细观察第一行的数是 1～100，这 100 个数的和是 5050。第二行的 100
个数的和恰好比第一行的 100 个数的和多 100；第三行的 100 个数的和恰好
比第二行的 100 个数的和多 100；⋯⋯第 100 行的 100 个数的和恰好比第 99
行的 100 个数的和多 100。这样我们可以求出第 100 行的 100 个数的和是

5050＋100×（100－1）＝14950
再求出这 100 行的 10000 个数的总和是
（5050＋14950）×100÷2＝1000000
还可以做如下的计算：
我们知道，这 10000 个数正好是 100 行、100 列，我们先看看 2 行、2

列这 4个数的和是几。



1 2
2 3

这 4个数的和是：1＋2＋2＋3＝8
8 正好是 2×2×2。
再看看 3行、3列这 9个数的和是几。

1 2 3
2 3 4
3 4 5

这 9个数的和是：1＋2＋3＋2＋3＋4＋3＋4＋5＝27
27 正好是 3×3×3。
再看看 4行、4列这 16 个数的和是几。

1 2 3 4
2 3 4 5
3 4 5 6
4 5 6 7

这 16 个数的和是：1＋2＋3＋4＋2＋3＋4＋5＋3＋4＋5＋6＋4＋5＋6＋7
＝64

64 正好是 4×4×4。
由上面的列举可以得出：几行、几列的这些数的和就是几×几×几。
要求 100 行、100 列的这 10000 个数的和就是

100×100×100＝1000000
   

24.巧算平均数
  

红光机器厂加工车间一个小组有 12 名工人，一天中他们每人加工零件的
个数是：86、82、71、88、90、78、83、81、85、76、87、77。这个小组平
均一天每人加工零件多少个？

分析与解 这是一道求平均数的问题。
求几个数的平均数，通常是把这些数加起来，再除以这些数的总个数。
有没有巧妙的方法来求这 12 个数的平均数呢？有！
我们仔细观察这些数后，发现这 12 个数都在 80 左右。这样我们把 80

作为标准，只要算出比 80 多、比 80 少的部分的平均数，再与 80 相加，就可
以求出这些数的平均数了。

80＋（6＋2－9＋8＋10－2＋3＋1＋5－4＋7－3）÷12
＝80＋24÷12
＝80＋2
＝82（个）
答：这个小组平均每人一天加工零件 82 个。

   
25.最多的选票是几张？



  
三年级三班中的少先队员们要选五名中队干部。当选的小明比小华多 2

张选票，比小红多 5张选票，比小军多 10 张选票，比小民多 15 张选票。又
知道这五个人共得了 168 张选票，当然小明的选票是最多的，小明得了几张
选票？

   
分析与解  从题中给出的条件，可以知道小明得的选票最多。只要把总

得票张数加上小明比其他人多得的选票数，其结果正好是小明得票的 5倍。
所以小明得票的张数为：

（168＋2＋5＋10＋15）÷5＝40 张。
答：最多的选票是 40 张。

   
26.小 D 得了多少分？

  
三年级二班的小 A、小 B、小 C、小 D和小 E五个人参加了一次数学竞赛，

五个人得分的平均数是 85 分。每人在看自己的答卷时，小 D发现他的答卷中
有的题老师给评错了，不该是 80 分。老师把小 D的答卷又重新复查了一次，
改正了错评的题的得分。这样他们五个人得分的平均数变成了 88 分。小 D
的答卷到底得了多少分？

   
分析与解 五个人原来的平均分是 85 分，那么五个人总共得分是 85×5

＝425 分。
改正错评的答卷后五个人的平均分是 88 分，那么五个人总共得分是 88

×5＝440 分。
显然 440 分比 425 分增加了 440－425＝15 分，小 D原来得 80 分，加上

增加的 15 分，他的答卷应该是 80＋15＝95 分。
也可以这样想：
原来每人平均得 85 分，改正小 D错评的答卷后，每人平均得 88 分，这

样总分比原来增加了（88－85）×5＝15 分。
小 D原来得 80 分，加上增加的 15 分，他得了 80＋15＝95 分。
答：小 D得了 95 分。

   
27.星星的成绩单

  
星星不留神把成绩单上数学和语文的分数弄脏了，两科的分数中各有一

个数字看不清（见下表）。你能知道星星数学和语文的成绩各是几分吗？
科目 语文 数学 外语 三科平均分

分数 8■ ■ 6 75 86

   
分析与解  为了算出星星语文和数学两科的分数，我们把两科分数中不

清楚的数字，分别用 A、B两个字母表示，即语文是 8A 分，数学是 B6 分。
我们知道星星三科成绩的平均分是 86 分，那么三科成绩的总分是 86×3

＝258 分。从总分中减去外语科的成绩 75 分后，就是语文、数学两科分数的



和。258－75＝183 分，也就是 8A＋B6＝183。写成竖式是：

先看个位上的 A＋6＝3 是不可能的，和肯定是向十位进 1 了。也就是 A
＋6＝13，这样就求出了 A＝7。

星星的语文成绩是 87，数学成绩是 183－87＝96 分。
还可以这样想：
从成绩单上的分数可以看出，星星外语科得 75 分。要达到平均 86 分，

那么语文和数学两科就要给外语补上 11 分。星星的数学科的得分只有两种可
能：86 分或 96 分。如果星星数学科的得分是 86 分，那么，即使星星的语文
得 89 分，也不可能使三科的平均分是 86 分，因此，断定星星的数学分数一
定是 96 分。这样，数学科给外语科补上 10 分，还差 1分；语文要达到平均
分就该是 86 分，可是还要给外语补上 1 分，因此星星的语文成绩应该是 87
分。

答：星星的语文成绩是 87 分，数学成绩是 96 分。
   

28.他们各得几分？
  

小光、小明、小花、小勇四个同学参加了数学测验。他们去问老师自己
得了多少分。老师回答得很有趣，只把其他三人的得分的和告诉了他们。老
师告诉小光是 9 分；告诉小明是 12 分；告诉小花是 11 分；告诉小勇是 10
分。想想这四名同学每人各得了几分？谁的成绩最好？

分析与解 老师告诉小光是 9 分，就是说小明、小花和小勇三个人得分
的和是 9分。再根据老师说的话，就可以知道，小光、小花和小勇三人得分
的和是 12 分；小光、小明、小勇三人得分的和是 11 分；小光、小明和小花
三人得分的和是 10 分。老师说的四句话中，每人得的分数都说了 3次，这样
就可以求出四个人得分的总和是

（9＋12＋11＋10）÷3＝42÷3＝14 分。
只要从四个人得分的总和 14 分中，减去三人得分的和，就可以求出另一

个人的得分是多少了。
小光：14－9＝5；
小明：14－12＝2；
小花：14－11＝3
小勇：14－10＝4
通过计算，知道了他们四个人的得分，那当然就知道谁的成绩最好，谁

的成绩最差了。要是题目只问谁的成绩最好，谁的成绩最差，并不想让你算
出每个人到底是几分，我想你一眼就能看出了，你说对吗？你要是还没看出
来，我提醒你一下，那你就在“其他三人⋯⋯”这些话中去寻找答案吧！

答：小光得 5分，小明得 2分，小花得 3分，小勇得 4分。小光的成绩
最好。

   
29.五个人的体重

  
学校医务室的大夫给三年级一班第一小组的五名同学称体重。他们每两



个人合称一次，共称了 10 次。每次称得的重量是：51 千克、52 千克、53 千
克、54 千克、53 千克、54 千克、55 千克、55 千克、56 千克、57 千克。你
知道这五个人的体重各是多少千克吗？

   
分析与解 假设体重从轻到重的五个人是甲、乙、丙、丁、戊。每两个

人合称一次体重，即甲和乙、甲和丙、甲和丁、甲和戊、乙和丙、乙和丁、
乙和戊、丙和丁、丙和戊、丁和戊共10 次。从每两个人合称体重搭配情况看，
这十次体重的总和，正好是五个人体重总和的 4倍。于是我们可以求出五个
人体重的总和是：

（51+52+53+54+53+54+55+55+56+57）÷4=135 千克。
从给出的两个人体重之和可以知道，最轻的甲乙体重之和为 51 千克，最

重的丁戊体重之和为 57 千克。从 135 千克中减去 51 千克，再减去 57 千克，
所得的结果就是丙的体重，即 135-51-57=27 千克。

根据假设，甲的体重最轻，甲乙体重之和为 51 千克，甲丙体重之和为
52 千克。于是求出甲的体重是 52-27=25 千克，乙的体重是 51-25=26 千克。

由假设知道，戊的体重最重，显然丁和戌的体重之和为 57 千克，丙和戊
的体重之和为 56 千克，于是又求出戊的体重为 56-27=29 千克，丁的体重为
57-29=28 千克。

这样，五个人的体重从轻到重依次是 25 千克、26 千克、27 千克、28 千
克和 29 千克。

答：五个人的体重分别是 25 千克、26 千克、27 千克、28 千克、29 千克。
   

30.过了多少天？
  

小青家有一个闹表，比小明家的标准表每小时慢 20 秒钟。现在是早上 8
点整，小青把家里的闹表与小明家的走时准确的标准表对准。那么再过多少
天，小青家的闹表和小明家的标准表又同时指向早上 8点整？

   
分析与解 我们知道，表盘一周标出的是 12 小时，每经过 12 小时，时

针正好转一圈，分针转了 12 圈，经过 3600×12=43200（秒）时针和分针又
指向原来的时刻。

小青家的闹表比小明家走时准确的标准表每小时慢 20 秒，一天 24 小时
要慢 20×24=480（秒），只有小青家的闹表比标准表慢了 43200 秒时，两表
才能同时指向同一时刻。

小青家的闹表是早上 8 点时与小明家的标准表对准的，那么再过 43200
÷480=90（天）两表才能又同时指向早上 8点整。

答：再过 90 天，小青家的闹表和小明家的标准表又同时指向早上 8点整。
   

31.还要付多少元？
  

水果店里有很多种水果，已知买 5千克桔子的钱与买 8千克苹果的钱一
样多。小明的妈妈先花了 24 元买了 15 千克的桔子，后来她又买了 10 千克苹
果，还要付多少元？

   



分析与解 小明的妈妈买 15 千克的桔子付了 24 元，15 千克桔子是 5千
克的桔子的重量的 3倍，因此可以求出买 5千克桔子要付

24÷（15÷5）=8（元）
也就是说，买 8千克苹果要付 8元。小明的妈妈后来又买了 10 千克苹果，

要付
8÷8×10=10（元）

答：又买了 10 千克苹果，还要付 10 元。
   

32.老师买了几本书？
  

暑假里，老师买了一些书送给班上的同学。他每到一位同学家里，就把
所有书的一半送给学生，学生又回送给老师一本书。就这样，到了最后，老
师手里还剩下两本书。想一想，老师买了几本书？

   
分析与解 老师每到一位同学家就送出所有书的一半，又接受了学生送

回 1本书，这样最后剩 2本书，显然老师手里的一半正好是 1本，那当然买
来的只有 2本了。

答：老师买了 2本书。
   

33.喝的牛奶多，还是喝的水多？
  

有一杯牛奶，李小明喝了半杯，然后加满水，他又喝了半杯，再加满水，
最后全部喝完。那么李小明喝的牛奶多，还是喝的水多？

   
分析与解 原来有一杯牛奶，喝了半杯，加上半杯水，又喝半杯，又加

了半杯水，前后两次共加了一杯水，最后全喝了，就是说李小明喝了一杯牛
奶，也喝了一杯水。因此他喝的牛奶和喝的水一样多。

答：喝的牛奶和喝的水一样多。
   

34.玲玲家的小兔
  

玲玲家养了一群小兔，有白色的，有灰色的，还的黑色的，三种颜色的
小兔共 21 只。又知道白色的小兔的只数比灰色的只数的 7倍多，比 8倍少。
那么玲玲养的三种颜色的小兔各有多少只？

   
分析与解  题中没有告诉我们灰色的小兔有几只，也没说准白色的小兔

的只数到底是灰色小兔的只数的几倍。这就给我们解题增加了困难。
假设玲玲家有 1只灰色的小兔，那白色的小兔比 7只多，又比 8只少，

这是不可能的。
假设玲玲家有 2 只灰色的小兔，那白色的小兔就是比 14 只多，又比 16

只少，显然是 15 只。
假设玲玲家有 3只或 3只以上的灰色小兔，那么三种颜色的小兔的总只

数都会超过 21 只，这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玲玲家有灰色的小兔 2 只，白色的小兔 15 只，黑色的小兔 21-



2-15=4 只。
答：有灰色的小兔 2只，白色的小兔 15 只，黑色的小兔 4只。

   
35.三个人的年龄

  
玲玲和她的老师、校长三个人的年龄加起来正好是 100 岁。
一天，玲玲问老师、校长的年龄。校长说：“我过的年数与你过的月数

一样多。”老师说：“我过的星期数与你过的天数一样多。”你知道玲玲、
老师、校长三个人的年龄各是多少吗？

   
分析与解 校长说，他过的年数与玲玲过的月数一样多，就是说，校长

过 1年，玲玲才过 1个月。玲玲过 12 个月，也就是过 1年，那么校长就过了
12 年，显然校长的年龄是玲玲年龄的 12 倍。

老师说，他过的星期数与玲玲过的天数一样多，就是说，老师的年龄是
玲玲的年龄的 7倍。

已知三个人的年龄和是 100 岁，正好是玲玲年龄的（l+7+12）倍，所以
玲玲的年龄是

100÷（1+7+12）=5（岁）
老师的年龄是

5×7=35（岁）
校长的年龄是

5×12=60（岁）
答：玲玲 5岁，老师 35 岁，校长 60 岁。

   
36.小 B 拿走的是哪盒巧克力糖？

  
有 6盒巧克力糖，每盒里装的块数不相同，第一盒里有 5块，第二盒里

有 10 块，第三盒里有 15 块，第四盒里有 21 块，第五盒里有 24 块，第六盒
里有 25 块。现在要把这六盒巧克力糖送给小 A、小 B、小 C和小 D四个小朋
友。小 A说：“小 B你先拿，不过你拿走后给我们三个人剩下的巧克力糖的
块数，必须是你拿走的块数的 3倍。”想一想，小 B应该拿走的是哪盒巧克
力糖呢？

   
分析与解 根据小 A说的话，小 A、小 C、小 D三人得到的巧克力糖的块

数应该是小 B得到的块数的 3倍，这就是说，这六盒巧克力糖的总块数应该
是小 B拿走的糖的块数的 4倍。

这些巧克力糖共有
5+10+15+21+24+25=100（块）
小 B应该拿走的块数是
100÷（3+1）=25（块）
根据题中给出的各盒巧克力糖的块数，可以知道，第二盒里有 10 块，第

三盒里有 15 块，这两盒糖合起来共有 25 块。另外第六盒糖的块数也是 25
块。因此，小 B可以拿走第二盒与第三盒巧克力糖，或者只拿走第六盒巧克
力糖。



答：小 B拿走的是第二、三两盒巧克力糖，或者只拿走第六盒巧克力糖。
   

37.王大妈养了多少只鸡？
  

少先队员访问养鸡专业户王大妈，看到那一笼笼的鸡真高兴。他们问王
大妈家里养了多少只鸡？王大妈说：“我家养鸡的只数是一个三位数，个位
数字是百位数字的 2倍，三个数字的和是 19。你们说，我家养了多少只鸡？”
少先队员们一听都笑了，王大妈是在考我们呢！同学们，你也来算一算，王
大妈家养了多少只鸡？

   
分析与解  王大妈家养鸡的只数是一个三位数，当然要用三个数字组

成。数字是记数的符号，1、2、3、4、5、6、7、8、9、0就是十个数字。不
过数字写在不同的数位上，那可就表示了不同的数了。比如 3写在个位上，
就表示 3个一；要是写在百位上，就表示 3个百了。要想回答出王大妈出的
这道题，根据王大妈说的话，我们可以画一幅线段图来帮助思考。

十位数字不知道是几，那该怎样算呢？可是由图中可以看出，只要从 19
里减去十位数字后，那么得数一定是 3的倍数。你不妨可以假设十位数字是
0、1、2、⋯⋯8、9，挨个地试一下。譬如十位数字假设是 0，那么19-0=19，
19 不是 3的倍数，

这个不行。十位数字假设是 1呢，那么 19-1=18，18 是 3 的
倍数，18÷3=6，那么 6就是百位数字了。别忙，百位数字是 6，那么个

位数字就是 6×2=12，这可不行，因为 12 是两个数字。那就再试一下。十位
数字假设是 4呢，19-4=15，15÷3=5，5×2=10，个位数字是 10，这也不行。
别灰心，再试下去，想想 19 减去几后得数是 3的倍数呢？19-7=12，12÷3=4，
也就是说，百位数字是 4，个位数字是 4×2=8 了，那么这个三位数就是 478
了。还有没有别的数也行呢？试试看，十位数字是 8、9全不行，噢，王大妈
说的这个三位数是 478，也就是说，王大妈家养的鸡是 478 只。

真不简单，一个个地试，才试出来了。不过同学们不要嫌麻烦，这也是
解答数学问题时，很重要的而且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解答这个题用试验的方法，有没有简便些的试法呢？有，你也可以这样
想：

因为个位数字是百位数字的 2倍。百位数字是 1、2、3、4，那么，个位
数字就是 2、4、6、8了。百位数字是 5～9行吗？前面已经说了不行。再看
三个数字的和是 19。当百位数字是 1，个位数字是 2，那十位数字就是 16，
这可不行。再试试，19-（2+4）=13，19-（3+6）=10 都不行，那么这三位数
的十位数字一定是 19-（4+8）=7 了，这个三位数就是 478。

答：王大妈家养了 478 只鸡。
   

38.几名男生？
  



三年级一班的 50 名同学开联欢会，男生都参加了布置会场的工作。女同
学开始走进会场，第一个进来的女同学，给每个男同学送了一件小礼物；第
二个进来的女同学，除了 1名男生外，也给其余的每个男生送了一件小礼物；
第三个进来的女同学，除了 2 名男生外，也给其余的每位男生送了小礼
物；⋯⋯照这样，最后进来的女同学给 9个男生送了小礼物。你知道三年级
一班一共有几名男生吗？

   
分析与解 根据题意，第一个进来的女同学给每个男生送了一件小礼

物；第二个进来的女同学，除了 1名男生外，也给其余的每个男生送了一件
小礼物；⋯⋯由此可以知道，进入会场的女同学的数目总是比没有得到礼物
的男同学的数目多 1。

设共有 n个女生，当最后一个（第 n个）女生进入会场时，她给 9个男
生送了小礼物，不给 n-1 个男生送小礼物，可见男生数为 n+8，说明这个班
的男生比女生多 8人。又知道全班共有男女生 50 人，这样就可以求出这个班
的男生有：

（50+9-l）÷2=29 人
答：三年级一班有 29 名男生。

   
39.全家四口人今年各几岁？

  
小明和他的父亲、母亲、妹妹今年四口人年龄的总和是 73 岁，他父亲比

他母亲大 3岁，小明比他妹妹大 2岁。四年前小明家全体成员的年龄总和是
58 岁。那么今年全家四口人各几岁？

   
分析与解 题中告诉我们，四年前小明家全体成员的年龄总和是 58 岁。

那么今年小明家全体成员的年龄总和应该是
58+4×4=74（岁）

可是题中告诉们，小明和他的父亲、母亲、妹妹四口人今年的年龄总和
是 73 岁，比 74 岁少 1岁，说明 4年前小明妹妹还没有出生，那时小明只有
2-l=1 岁。四年后小明的年龄是 1+4=5 岁。他妹妹的年龄是 5-2=3 岁。四年
后小明的父亲、母亲年龄之和是

73-5-3=65（岁）
又知道小明的父亲比他的母亲大 3岁，因此，小明的父亲今年是

（65+3）÷2=34（岁）
小明的母亲今年是

（65-3）÷2=31（岁）
或 34-3=31（岁）
答：今年小明的父亲 34 岁，他母亲 31 岁，小明 5岁，他妹妹 3岁。

   
40.买牛花了多少元？

  
一个农民在集市上买了一头牛花了 600 元，转手以 640 元卖给了别人，

随后他又以 650 元买回了这头牛。过了不久，这个农民又以640 元把牛卖了，
最后他又以 600 元把这头牛买回来。这个农民买这头牛实际花了多少元？



   
分析与解答  农民在几次买、卖这头牛的过程中，他买牛花了

600+650+600=1850（元）
卖牛收进了

640+640=1280（元）
因此，他买这头牛实际花了

1850-1280=570（元）
答：买牛实际花了 570 元。

   
41.不赔也不赚

  
商店运来一批苹果。如果每千克卖 1元 2角，就要赔20 元；如果每千克

卖 1元 5角，就可以赚 40 元。现在想不赔也不赚，每千克苹果应该卖多少钱？
   
分析与解 题中说的赔钱和赚钱都是和不赔也不赚来比较的。这一赔一

赚就相差了 20+40=60 元，也就是相差了600 角。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差别
呢？因为每千克苹果卖的价钱就相差了 15-12=3 角。600 角中包含着多少个 3
角，就说明这批苹果有多少千克，所以这批苹果有 600÷3=200 千克。这样再
求在不赔也不赚的情况下，每千克苹果该卖多少钱就简单了。

每千克苹果应该卖：
（12×200+200）÷200=13 角；
或者（15×200-400）÷200=13 角，即 1元 3角。
答：每千克苹果应该卖 1元 3角。

   
42.小玲的妈妈今年几岁？

  
小玲的爸爸今年 40 岁，恰好比小玲今年的年龄多 4倍。小玲的妈妈今年

的年龄比小玲今年的年龄的 5倍少 2岁。问小玲的妈妈今年几岁？
   
分析与解 小玲的爸爸今年的年龄比小玲今年的年龄多 4 倍，就是说小

玲的爸爸今年的年龄是小玲今年的年龄的 5倍，正好是 40 岁。
小玲的妈妈今年的年龄比小玲今年的年龄的 5倍少 2岁，就是比小玲的

爸爸的年龄少 2岁。
因此，小玲的妈妈今年的年龄是

40-2=38（岁）
答：小玲的妈妈今年 38 岁。

   
43.得分最少的得多少分？

  
小光、小明、小强、小华四个人参加“华联”杯数学竞赛。评分办法规

定，满分是 100 分。这四个人平均得分是 80 分，小光得分最少，比小明少得
6分；小华得分最多，比小强多得8分。那么得分最少的小光最少得多少分？

   
分析与解  小光、小明、小强、小华四个人平均得分是 80 分，那么他



们四个人总共得分是
80×4=320（分）

题目问得分最少的小光最少得多少分，那么得分最多的小华就要尽量多
得分，当然就是 100 分了。

小华比小强多得 8分，那么小强的得分就是
100-8=92（分）

由此得出小光和小明两人得分的和是
320-100-92=128（分）

又知道小光比小明少得 6分，那得分最少的小光的得分是
（128-6）÷2=61（分）

答：得分最少的小光最少得 61 分。
   

44.每箱里装了多少瓶饮料？
  

商店里有 6箱瓶装饮料，每箱里装的瓶数一样多。售货员卖出了第一箱
里的 10 瓶，第二箱里的 8瓶，第三箱里的 14 瓶，第四箱里的 16 瓶，第五箱
里的 20 瓶，第六箱里的4瓶。结果剩下饮料的瓶数恰好与原来 4个箱里装的
瓶数一样多，那么原来每箱里装了多少瓶饮料？

   
分析与解 题中告诉我们，没有卖出的剩下的饮料的瓶数恰好与原来 4

个箱里装的瓶数一样多。那卖出的饮料的总瓶数正好与原来的 6-4=2 箱装的
瓶数一样多。

卖出的饮料的总瓶数为
10+8+14+16+20+4=72（瓶）

每箱装的瓶数为
72÷（6-4）=36（瓶）

答：原来每箱里装了 36 瓶饮料。
   

45.井深有几米？
  

小明用一根绳子去测量一口井的深度。他把绳子三折后去测量井深，结
果井口外余 3米；他又把绳子四折后去测量井深，结果井口外余 l米。这口
井深几米？这条绳子长几米？

   
分析与解  对比下面的示意图不难看出，把绳子三折后，井口外余 3米，

那么井口外绳子的总长就是 3×3=9 米；把绳子四折后，井口外余 1米，那么
井口外绳子的总长就是 1×4=4 米。从 9米中减去 4米，剩下的绳长恰好就是
井的深度。



因此井深是 3×3-1×4=5（米）
这根绳长是（5+3）×3=24（米）或（5+l）×4=24（米）
答：这口井深 5米，这条绳长 24 米。

   
46.盒里有多少个玻璃彩球？

  
小玲和小兰一起清点盒里放着的玻璃彩球。在同样的时间里，小玲能数

8个，小兰只能数 6个。现在二人同时开始数球·当小兰数到 52 个时，她忘
了数的个数，只好从新开始数。当又数到 128 个时，两人同时停住，这时盒
里还有 7个玻璃彩球。你知道盒里的玻璃彩球一共有多少个吗？

   
分析与解 小兰数了 52 个时，忘了数的个数，又从新开始数，当又数到

128 个时，两人同时停住。由此可以求出小兰数了（52+128）个玻璃彩球用
的时间，这也就是小玲数玻璃彩球用的时间。这样又可以求出小玲数的玻璃
彩球有

8×［（52+128）÷6］
=8×30
=240（个）

再把两人数的玻璃彩球的个数及盒中剩下的个数加起来，就是盒里玻璃
彩球的总数了。

240+128+7
=375（个）

答：盒里的玻璃彩球一共有 375 个。
   

47.看不到的那个底面上的数是几？
  

一个正方体木块有六个面，把这个木块放在桌面上，每一个面上都写着
一个数，位于对面上的两个数之和都是 13。小明能看到顶面和相邻的两个侧
面上的数，这三个数的和是 18；小青能看到顶面和另外的相邻的两个侧面上
的数，这三个数的和是 24。你知道贴着桌面、看不到的那个底面上的数是几
吗？

   
分析与解 小明看到的三个面上的数的和加上小青看到的三个面上的数

的和共是 18+24=42，也就是说，两个顶面上的数加上四个侧面上的数的和一
共是 42。题中告诉我们，四个侧面上的数的和是 2个 13，即 26。

从 42 中减去 26 所得的结果，正好是顶面上的数的 2倍；因此顶面上的
数是

（42-26）÷2=8
由此得出，看不到的那个底面上的数是 13-8=5。
答：看不到的那个底面上的数是 5。

   
48.降价售书

  
一部词典，如果按原价卖，每卖出 1本能获利 4元；现在降价售出，结



果售书量增加 1倍，获利增加一半。每本词典的售价降低了几元？
   
分析与解 根据题中给的条件，我们知道，如果不降价，卖 1 本词典，

能获利 4元。现在降价售书，售书量增加 1倍，获利增加一半。就是说，现
在卖 2本词典，能获得 4+4÷2=6 元。那每本获利 6÷2=3 元。

不降价卖 1本获利 4元，现在降价后卖 1本获利 3元，那么每本词典售
价降低了 4-3=1 元。

答：每本词典的售价降低了 1元。
   

49.有几件红毛衣？
  

毛衣厂生产的红毛衣和黄毛衣，每 20 件装一箱。这一箱里的红毛衣和黄
毛衣共钉了 50 个扣子，每件红毛衣都钉了 4 个扣子，每件黄毛衣都钉了 2
个扣子。那么这一箱毛衣中，有几件红毛衣？

   
分析与解 假设把每件红毛衣都分成 2 个“半件红毛衣”，每个“半件

红毛衣”也是钉了 2个扣子，和每件黄毛衣钉的扣子数一样多。
题中告诉我们，一箱的黄毛衣和红毛衣共钉了 50 个扣子，可见一箱中黄

毛衣和“半件红毛衣”一共有 50÷2=25 件。比题中说的共有 20 件多出了 5
件，显然多出的是 5件“半件红毛衣”，这说明原来箱里的红毛衣就是 5件。

验证一下，5件红毛衣共钉了 20 个扣子，还有 15 件黄毛衣，共钉了 30
个扣子，合起来一箱中共有 20 件红毛衣和黄毛衣，共钉了 50 个扣子。

答；一箱毛衣中，有 5件红毛衣。
   

50.100 头牛喝了 100 桶水
  

牛牛家有 100 头牛，正好喝了 100 桶水。大牛一头要喝三桶水，小牛两
头才喝一桶水。请你算一算，牛牛家有几头大牛，几头小牛？

   
分析与解 这题可真难啊！是啊，你要是只会用一般的思考方法去分析，

那可找不出解答的方法来。你不妨试试用“假设”的方法。什么叫假设呢？
假设就是假想的，不是真的。譬如说，牛牛家的牛有大牛，也有小牛，那么
就可以假设牛牛家的 100 头牛全是大牛，这样 100 桶水可就不够喝了。一头
大牛要喝三桶水，那么 100 头大牛就要喝 300 桶水。为什么多喝了 200 桶水
呢？就是因为本该小牛喝的，你却让大牛给替换了。一头大牛替换了一头小
牛，就要比小牛多喝两桶半水。那 200 桶水中包含着多少个两桶半，就是有
多少头小牛被大牛替换了，这就是小牛的头数。这样就求出了小牛有 80 头
了，当然大牛就是 20 头了。

如果假设牛牛家的牛全是小牛，又该怎样解答呢？
答：牛牛家有大牛 20 头，小牛 80 头。

   
51.幼儿园买了多少个苹果？

  
幼儿园买来一些苹果和梨，苹果的个数是梨的个数的 4倍。幼儿园的老



师把苹果和梨分给全园的小朋友，每个小朋友都分到了 7个苹果和 2个梨，
结果梨正好分完，还剩下 50 个苹果。你知道幼儿园买来了多少个苹果吗？

   
分析与解  幼儿园买来的苹果的个数是梨的个数的 4倍，分给每个小朋

友 7个苹果和 2个梨，最后剩下50 个苹果。假如每个小朋友分到 8个苹果和
2 个梨，即分给每个小朋友的苹果的个数正好是梨的个数的 4 倍，这样，当
分完梨时，也正好分完苹果。可是现在只分给每个小朋友 7个苹果（比 8个
少 1个）和 2个梨，结果梨正好分完，而苹果还剩下 50 个，这就是说，给每
个小朋友少分一个苹果，结果剩下苹果 50 个，说明这两样水果分给了 50 个
小朋友，由此可以求出：幼儿园买来的苹果是

8×50=400（个）
答：幼儿园买了 400 个苹果。

   
52.每辆汽车的租金是多少元？

  
一个归国观光旅游小组计划租若干辆汽车去旅游。如果每辆汽车里坐 3

人，就会有 1辆汽车里要坐 4人；如果每辆汽车里都坐 4人，那么就可以少
租 2辆汽车，这样平均每人就可以少付车费 3元。每辆汽车的租金是多少元？

   
分析与解 题中告诉我们，如果每辆汽车坐 3 人，就会有 1 辆汽车里要

坐 4人；如果每辆汽车都坐 4人，那么就可以少租 2辆车。设少租的二辆汽
车原先是一辆坐 3人，一辆坐 4人。显然这少租的 2辆汽车里坐的 7个人，
就要分坐在每辆坐 3人的汽车里去，可见后来租的汽车是 7辆。

由此又可以求出：全体观光旅游小组的成员共有
4×7=28（人）

题中告诉我们，少租 2 辆汽车，平均每人可以少付车费 3 元，那么 28
人共少付的钱数恰好是 2辆汽车的租金，所以每辆汽车的租金是

3×28÷2=42（元）
答：每辆汽车的租金是 42 元。

   
53.几支铅笔？

   

老师把一些铅笔发给数学竞赛获奖的同学。老师把铅笔总数的一半加上
一支，发给获得第一名的同学；接着老师又把剩下的一半加上 2支发给获得
第二名的同学；最后把剩下的 3支发给获得第三名的同学。这些铅笔一共有
多少支？

   
分析与解 解答这道题还是用倒椎的方法。
第三名同学得到了 3支。3支+2 支=5 支，是发给第二名同学后剩下的一

半。那么，发给第一名同学后，剩下的铅笔数有 5×2=10 支，再加上 1支，
就是铅笔总数的一半。所以，铅笔的总数是

［（3+2）×2+1］×2=22 支。
答：这些铅笔一共有 22 支。



   
54.车上至少有多少工人？

  
化工厂的司机按顺序开车到 6个车站去接工人上班，在每个车站都有工

人上车。在第一站上了一批工人，以后每站上车的人数都是前一站上车人数
的一半。到工厂时，车上至少有多少工人？

   
分析与解  题中告诉我们，每站都有工人上车，在第一站上了一批工

人，以后每站上车的人数都是前一站上车人数的一半。要求车到工厂时，车
上至少有多少人，那么第六站上车的工人应该是最少的人数，而最少的人数
是 1 人。这样倒推回去，第五、四、三、二、一站上车的人数分别应该为 2
人、4 人、8 人、16 人、32 人。于是求出车到工厂时，至少有工人
1+2+4+8+16+32=63 人。

答：到工厂时，车上至少有 63 人。
   

55.饮水桶里原来有多少水？
  

饮水桶里原来已经放了一些水，以后再往饮水桶里加水，都是前一次桶
里的水的 2倍。加了3次后饮水桶里的水重正好是 54 千克。那么原来饮水桶
里有水多少千克？

   
分析与解 饮水桶里原来已经放了一些水，第一次加进的水是原来的 2

倍，这时桶里的水的重量正好是原来的 3倍；第二次加进的水是第一次加完
后重量的 2倍。也就是说，第二次加进的水的重量是原来的 3×2=6 倍，这时
桶里的水的重量正好是原来的 6+3=9 倍；同样的道理，第三次加水后，桶里
水的重量正好是原来的 9×2＋9=27 倍，恰好重量是 54 千克，那么桶里原来
有水

54÷27=2（千克）
答：饮水桶里原来有水 2千克。

   
56.送贺年片

  
新年到了，玲玲、聪聪、明明三个人互送贺年片。先由玲玲送给聪聪和

明明，送的张数正好是他俩原有的张数。接着由聪聪送给玲玲和明明，送的
正好是他们现在的张数。最后是明明送给玲玲和聪聪，送的也是他俩现有的
张数。互送后三人手中的贺年片正好一样多，都是 8张。玲玲、聪聪和明明
原来每人各有几张贺年片？

   



分析与解 解答这道题可别顺着想，因为要求的就是原来的张数。这样
想，你是无法入手解答的。我们可以倒着想，往回推。

三人互送贺年片后，每个人手里都是 8张。明明是最后一个送贺年片的。
要是明明不送给玲玲和聪聪，该是什么情况呢？玲玲手里有 8张贺年片，这
8张中有原来的 4 张，还有明明送给的 4 张。要是明明不送给玲玲，那明明
就要从玲玲那里要回 4张来。聪聪手里也是 8张，那明明也要从聪聪那里要
回 4张来。这时明明手里就有 8+4+4=16 张贺年片了。

还是这样想下去，要是聪聪不送给明明和玲玲呢，那聪聪就要从玲玲手
里的 4张中，要回 2张来；从明明手里的 16 张中要回 8张来。这时聪聪手里
的贺年片就是 4+2+8=14 张了。

最后再想，要是玲玲不送给聪聪和明明呢？那玲玲就要从聪聪手里的 14
张中，要回 7张来；从明明手里的 8张中要回 4张来，这样，玲玲手里就有
2+7+4=13 张，聪聪手里还有 7张，明明手里还有 4张。这就是他们三人原来
的张数。

把上面倒推的情况列成下表，你就看得更清楚了。
玲玲 聪聪 明明

互送后 8 8 8

明明要回后 8-4=4 8-4=4 8+4+4=16

聪聪要回后 4-2=2 4+2+8=14 16-8=8

玲玲要回后（也就是原有的） 2+7+4=13 14-7=7 8-4=4

这种倒推的解题方法，是一种重要的思考方法。
答：玲玲原有 13 张，聪聪原有 7张，明明原有 4张。

   
57.至少有多少个苹果？

  
有一筐苹果，把它们三等分后，还剩 2个；取出其中的 2份，将它们三

等分后，还剩 2个；然后再取其中的 2份，又将这 2份三等分后，还剩 2个。
那么这筐苹果至少有多少个？

   
分析与解  首先用下图表示题意

根据题意不难得出，应该采用倒推的方法，由最后分得的结果倒推回去，
求出这一筐苹果的个数。不过要注意，题中要求的是这筐苹果至少有多少个，
那么就要从最后分成的三等份的最少个数算起。

第三次分后，每份的个数不会是 1 个。如果每份是 1 个，3份共 3 个，
加上剩下的 2个，一共是 5个。也就是说，第二次分完后的 2份是 5个，这
是不对的。显然，第三次分后每份至少是 2个，3份共 6个，再加上剩下的 2
个，一共是 8个。就是说，第二次分完后，其中的 2份是 8个。

第二次分完后，2份是 8个，当然1份就是 4个了，那么3份就是 12 个，



加上剩下的 2个，一共是 14 个。就是说，第一次分完后其中的2份是 14 个。
第一次分完后，2份是 14 个，那么1份就是 7个，3份是 21 个，再加上

剩下的 2个，一共是 23 个，就是说，这筐苹果至少有 23 个。
列出算式如下：

[（2×3＋2）÷2×3＋2]÷2×3＋2=23（个）
答：这筐苹果至少有 23 个。

   
58.有多少人吃午饭？

  
三年级一班的少先队员去郊外参加劳动，吃午饭的时候，中队委员去领

碗。他对管理员说：“每人 1个饭碗，2个人一个菜碗，3个人一个汤碗，一
共要领 88 个碗。”三年级一班有多少人吃午饭？

   
分析与解 因为每人要用 1个饭碗，2个人用一个菜碗，3个有用一个汤

碗，所以把 6个少先队员分为一组，这一组的少先队员吃饭一共要用 6＋6÷
2＋6÷3=11 个碗。

又知道中队委员一共领了 88 个碗，显然，三年级一班吃午饭的少先队员
正好分成了 88÷11=8 组。由此得出三年级一班的少先队员吃午饭的人数是 6
×8=48 人。

答：三年级一班有 48 人吃午饭。
   

59.多少人参加数学考试？
  

迎春小学三年级二班有 40 多人参加数学考试。老师在统计成绩时发现，
平均 2个人中有 1个人得优；平均 3个人中有一个人得良；平均 7个人中有
1个人得中；只有 1个人不及格。那么三年级二班有多少人参加了数学考试？

   
分析与解 题中告诉我们，三年级二班有 40 多人参加数学考试，又说平

均 7个人中有 1个人得中，那么参加考试的人数可能是 42 或 49。因为 40～
50 这些数中，除去 42 和 49，其他的数除以 7都有余数。

题中又说平均 2个人中有 1个有得优，平均 3个人中有 1个人得良。而
49÷2、49÷3 都有余数，显然这个班参加数学考试的不是 49 人。又 42÷2=21
（人），42÷3=14（人），42÷7=6（人）。就是说，全班 42 人参加数学考
试，得优的 21 人，得良的 14 人，得中的 6人。验证一下：21 加上 14，再加
上 6等于 41，还有 1个人不及格，合起来正好是 42 人。

答：三年级二班有 42 人参加了数学考试。
   

60.爷爷今年几岁？
  

爷爷今年的年龄是李小明年龄的 6倍，过几年爷爷的年龄将是李小明年
龄的 5倍，再过几年爷爷的年龄将是李小明年龄的 4倍。你知道李小明的爷
爷今年几岁吗？

   
分析与解 不管今年，还是再过几年，李小明与他爷爷的年龄差是不变



的。
今年爷爷的年龄是李小明年龄的 6倍，那么爷爷与李小明年龄的差就是

李小明年龄的 6—1=5 倍。同理，几年后爷爷与李小明年龄的差就是李小明年
龄的 5—1=4 倍；再过几年，爷爷与李小明年龄的差就是李小明年龄的 4—1=3
倍。

这就是说，爷爷与李小明年龄的差，一定是 5 的倍数，4 的倍数和 3 的
倍数。既是 5的倍数，又是 4的倍数，还是 3的倍数的最小的数是 60，再大
一些的数有 120、180、⋯⋯因此，爷爷与李小明年龄的差可以是 60 岁、120
岁、180 岁、⋯⋯当然合理的年龄差应该是 60 岁。

于是求出李小明今年的年龄是
60÷（6—1）=12（岁）

爷爷今年的年龄是
12×6=72（岁）

答：李小明的爷爷今年 72 岁。
   

61.三人赛跑
  

小光、小明、小强三个人进行百米赛跑。发令枪响，三人同时冲出起跑
线。小光跑得最快，小强跑得最慢，小光到达百米终点时，小明离终点还有
10 米，小强离终点还有 19 米。那么小明到达百米终点时，小强离终点还有
多少米？

   
分析与解 题中说，小光到达百米终点时，小明离终点还有 10 米，小强

离终点还有 19 米。就是说，小光跑了 100 米，小明跑了 100—10=90 米，小
强只跑了 100—19=81 米。

小明跑了 90 米，就是9个 10 米；小强跑了 81 米，就是9个 9米。由此
可知，小明跑 10 米，小强只能跑 9米。小明跑到终点还要跑 10 米，那么小
强又可以跑 9米，这时小强离终点还有

100—81—9=10（米）
答：小明到达终点时，小强离终点还有 10 米。

   
62.两地相距多少千米？

  
一辆汽车以每小时 25 千米的速度，从甲地开往乙地。开出 4小时后，一

辆摩托车也从甲地开往乙地。这辆摩托车的速度是汽车速度的 3倍，结果两
车恰好同时到达乙地。甲乙两地相距多少千米？

   
分析与解 题中告诉我们，汽车开出 4 小时后，摩托车开出，两车同时

到达乙地，也就是说，摩托车正好在乙地追上汽车。因此，摩托车追上汽车
用的时间，就是摩托车从甲地开到乙地所用的时间，当然也是汽车开出 4小
时后，到达乙地行驶的时间。

汽车开出 4小时行了 25×4=100 千米，摩托车的速度是汽车速度的 3倍，
当然摩托车每小时行驶 25×3=75 千米，每小时比汽车多行驶 75—25=50 千
米。汽车已经行驶了 100 千米，摩托车要追上汽车就要用 100÷50=2 小时。



这样就可以求出甲乙两地相距多少千米了。
25×（4＋2）=150 千米或 25×3×2=150 千米

也可以这样想：
题中告诉我们摩托车的速度是汽车速度的 3倍，这就是说，走同样长的

路，汽车要用 3小时，摩托车只要用 1小时就行了；汽车要用 6小时，那么
摩托车只要用 2小时就行了。汽车从甲地开出了 4小时，摩托车要追上汽车
就要用 4÷（3-1）=2 小时，这就是摩托车从甲地到乙地所用的时间。那么从
甲地到乙地的路程是：

25×3×2=150 千米。
答：两地相距 150 千米。

   
63.多少分钟追上？

  
明明和华华都从学校出发去少年宫参加文艺活动。从学校到少年宫，明

明要行 2小时，华华要行 1小时 40 分钟。明明从学校出发行了 10 分钟后华
华出发，华华行了多少分钟后追上明明？

   
分析与解 从学校到少年宫，明明要行 2 小时，就是说要行 120 分钟；

华华要行 1小时 40 分钟，就是说要行 100 分钟。从学校到少年宫，明明比华
华要多行 120—100=20 分钟，也就是说，明明要是比华华先行 20 分钟，然后
华华再从学校出发，那么二人就能同时到达少年宫。

现在是明明比华华先行了 10 分钟，华华才从学校出发，因此明明和华华
就会同时到达学校、少年宫之间的中点处，即华华在中点处追上明明。从学
校出发行到学校、少年宫之间的中点处，华华要用 100÷2=50 分钟，即华华
行了 50 分钟追上明明。

答：华华行了 50 分钟追上明明。
   

64.谁先返回学校？
  

李宏和马妍同时从学校出发去公园游玩，然后返回。李宏去时乘车，返
回时步行；马妍去时和返回时都骑自行车。又知道乘车的速度是骑自行车速
度的 2倍，骑自行车的速度是步行速度的 2倍。两人各自在公园里玩了 2小
时后返回学校。那么两人谁先返回学校呢？

   
分析与解 李宏和马妍都在公园里游玩了两小时，要想知道谁先返回学

校，就看谁在途中用的时间少就可以了。
李宏和马妍两人往返的路程是一样的。李宏去时乘车，马妍骑自行车，

而乘车的速度是骑自行车速度的 2倍，假定李宏乘车从学校到公园用了 1小
时，那么马妍就得用 2小时。返回时，李宏步行，马妍还是骑自行车，而骑
车速度是步行速度的 2倍，假定马妍骑车返回要用 2小时，李宏步行则要用
4 小时。由此得出，在上面的假定下，李宏往返共用了 5 小时，而马妍往返
共用了 4小时，马妍用的时间少，当然是马妍先回到学校了。

答：马妍先返回学校。
   



65.小明骑车去姥姥家要用几小时？
  

小明每次骑车从学校到姥姥家去，都是按一定的速度骑车，准时到姥姥
家。这一次，他先按原来的速度骑车，走了学校到他姥姥家路程的一半，在
后一半路程上他把骑车的速度提高了一倍，结果比平时到姥姥家用的时间缩
短了半小时。小明平时骑车到姥姥家，要用几小时？

   
分析与解 把小明从学校到姥姥家的路程平均分成 4等份。

如果小明这次骑车去姥姥家在后一半的路程上不把车速提高 1倍，那么
他用这次去姥姥家骑车的时间，只能从学校 A骑到 D处，也就是只能骑到后
一半路程的一半处。又知道这次他去姥姥家骑车所用的时间，比平时去姥姥
家骑车所用的时间缩短了半小时，就是少用了半小时。这说明小明按原速骑
车用半小时可以从 D 骑到 E，也就是说，小明按原速用半小时就可以走完从
学校到他姥姥家全程的四份路程中的一份路程。因此，小明平时从学校骑车
到姥姥家，要用 4个“半小时”，即要用 2小时。

答：小明骑车去姥姥家，平时要用 2小时。
   

66.汽车的速度是步行速度的多少倍？
  

学校和工厂间有一条公路，学校定好上午 8点钟派汽车从学校出发去工
厂接一位劳动模范做报告，往返要用 1小时。可是这位劳动模范上午 7点钟
便离开了工厂向学校走去。途中正好遇到工厂接他的汽车，便立刻上车驶向
学校，结果在8点 40 分时到达学校。你知道汽车的速度是劳模步行速度的多
少倍吗？

   
分析与解 我们先画一个线段图帮助我们分析。

汽车上午 8点钟从学校 A出发，接到劳模（在 B地）后于8点 40 分返回
学校，说明汽车从 A到 B，再返回 A共用了 40 分钟。也就是说，汽车从 A到
B要用 20 分钟。

题中又告诉我们，汽车从学校 A 到工厂 C 接劳模，再返回学校 A 要用 1
小时，那么从 A到 C汽车要行 30 分钟。

这辆汽车从 A到 C 要用 30 分钟，从 A到 B 要用 20 分钟。显然，它从 B
到 C要用 10 分钟了。

劳模上午 7 点钟便离开工厂 C 向学校走去，遇到汽车时（即在 B）是 8
点 20 分，说明劳模步行 BC 这段路要用 1小时 20 分钟，即 80 分钟。

比较一下汽车和劳模走 BC 这段路所用的时间，走这段路汽车要用 10 分
钟，劳模步行要 80 分钟，不难得出汽车的速度是劳模步行速度的 8倍。



答：汽车的速度是步行速度的 8倍。
   

67.师傅和徒弟
  

王师傅和他的徒弟小赵两人一起加工一批零件。如果师徒两人一起先加
工 3天，剩下的任务小赵一人又干了 5天正好完成；如果师徒两人一起先加
工 2天，剩下的任务王师傅一人干 4天也正好完成。王师傅和徒弟小赵两人
要是各自单独去加工这批零件，各要用多少天完成？

   
分析与解 解答这道题先要搞清楚师徒两人一起干 3天，就是师傅干了 3

天，徒弟也干了 3 天；师徒一起干 2 天，就是师傅干了 2 天，徒弟也干了 2
天。

我们先用同样长的线段表示这批零件的总数，再把师徒两人干的天数按
一定顺序标出来（见下图）。

观察上图，你能从两虚线的中间一段，求出师徒两人加工同样多的零件，
师徒各要用多少天吗？

把上下两线段对照一下，我们可以知道，师傅加工这些零件要用 2+4-3=3
天；徒弟要用 3+5-2=6 天。这样我们可以求出，完成同样多的零件，徒弟用
的时间是师傅用的时间的 2倍。

题中告诉我们，加工一批零件，师徒先一起干了 3天，剩下的徒弟又干
了 5天正好完成。从这个条件中我们知道，徒弟干了 3＋5=8 天，师傅干了 3
天。师傅干3天的任务徒弟就要干 3×2=6 天，这样就求出了徒弟加工这批零
件要用 8＋6=14 天完成。那么师傅要用的天数就是 14÷2=7。

答：加工这批零件，师傅要用 7天，徒弟要用 14 天。
   

68.每只猴子得到几粒花生？
  

动物园的饲养员给三群猴子分花生。如果把花生只分给第一群猴子，那
么每只猴子都得到 12 粒；如果把花生只分给第二群猴子，那么每只猴子都得
到 15 粒；如果把花生只分给第三群猴子，那么每只猴子都得到 20 粒。要是
把这些花生分给这三群猴子，那么平均每只猴子得到几粒？

   
分析与解 由题中给出的条件可以知道，给三群猴子分的花生总数是一

定的。
给第一群猴子分花生，每只猴子都得到 12 粒，由此想到，第一群猴子要

是有 1 只，那么花生的总数就是 12 粒；要是有 2 只，那么花生的总数就是
24 粒；⋯⋯于是可列下表表示：



花生的粒数 12 24 36 48 60 72 84 96 108 120 ⋯⋯

猴子的只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

同样，给第二群猴子分的花生的粒数与猴子的只数如下表：
花生的粒数 15 30 45 60 75 90 105 120 135 150 165 ⋯⋯

猴子的只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

给第三群猴子的分的花生的粒数与猴子的只数如下表：
花生的粒数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

猴子的只数 1 2 3 4 5 6 7 8 9 ⋯⋯

从上面三个表可以看出，饲养员要分给三群猴子的花生至少有 60 粒，那
么一群猴子共 5只，第二群猴子共 4只，第三群猴子共 3只。由此可以求出，
把花生分给三群猴子，平均每只猴子能得到

60÷（5＋4＋3）=60÷12=5（粒）
当然花生的粒数还可以是 120 粒、180 粒、⋯⋯相应地，第一群猴子就

有 10 只、15 只、⋯⋯；第二群猴子就有 8只、12 只、⋯⋯；第三群猴子就
有 6 只、9 只、⋯⋯。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求出：把花生分给三群猴子，平均
每只猴子都能得到 5粒。列式如下：

120÷（10＋8＋6）=5（粒）
180÷（15+12+9）=5（粒）

答：平均每只猴子得到 5粒花生。
   

69.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各有多少人？
  

一次数学竞赛，准备了 35 支铅笔作为奖品发给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同
学。原打算发给每个获一等奖的人 6支铅笔，发给每个获二等奖的人 3支铅
笔，发给每个获三等奖的人 2 支铅笔。后来改为发给每个获一等奖的人 13
支铅笔，发给每个获二等奖的人 4支铅笔，发给每个获三等奖的人 1支铅笔。
那么，在这次数学竞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各有多少人？

   
分析与解 由题意可以知道，这次数学竞赛获得一、二、三等奖的人数

总和前后是不变的。尽管改变了发奖办法，但是奖品总数还是 35 支铅笔。
根据“后来发给每个获一等奖的人 13 支铅笔”可以得出，获一等奖的只

能是 2人或者是 1人，要是 3人，那么 35 支铅笔只发给获一等奖的都不够。
假设获一等奖的是 2人，按改变后的发奖方案，这 2人共得到 26 支铅笔，

还剩下 35-26=9 支铅笔，发给获二、三等奖的同学。假设获二等奖的也是 2
人，每人发4支铅笔后还剩 9-4×2=1 支铅笔，那么这1支铅笔只能发给获三
等奖的 1人。

用原来的发奖方案验算一下，获一等奖的有 2人，要发给12 支铅笔，获
二等奖的有 2人，要发给 6支铅笔，这时还剩下 35—12—6=17 支铅笔。获三
等奖的有 1人，每人要发 2支铅笔，这样就会剩下 15 支铅笔。显然，获一等
奖的不是 2人，获二等奖的也不是 2人，获三等奖的更不是 1人了。



假设获二等奖的是 1 人，这样还剩下 9—4=5 支铅笔发给获三等奖的同
学，那么获三等奖的就是 5 人。这样按原方案发奖后还要剩下 35—6×2—3
—2×5=10 支铅笔。由此可见，获一等奖的不可能是 2人。

既然获一等奖的不是 2人，那么获一等奖的肯定是 1人了。按照后来的
发奖方案发给获一等奖的 1人 13 支铅笔后，还剩下 35-13=22 支铅笔，要发
给获得二、三等奖的同学，这样可以算出获二、三等奖的人数如下表。

获二等奖的人数 5 4 3 2 1

获三等奖的人数 2 6 10 14 18

再用原定的发奖方案验证一下，获一等奖的有1人，这样还剩下35—6=29
支铅笔，要发给获得二、三等奖的同学。按照上表获得二等奖的人数，看看
获得三等奖的有几人。结果如下表。

获二等奖的人数 5 4 3 2 1

获三等奖的人数 7 × 10 × 13

比较上面两表就可得出，获得二等奖的有 3人，获得三等奖的有 10 人。
答：在这次数学竞赛中，获一等奖的有 1人，获二等奖的有 3人，获三

等奖的有 10 人。
   

70.取放棋子 3989 次以后
  

甲盒中放有 1995 个白棋子和 1996 个黑棋子，乙盒中放有足够多的黑棋
子。现在每次从甲盒中任取两个棋子放在外面。但是，当被取出的两个棋子
是同样颜色时，就从乙盒中取出一个黑棋子放入甲盒中去。当取出的两个棋
子是不同颜色时，就把取出的那个白棋子再放回甲盒中去。这样经过 3989
次取放以后，你知道甲盒里剩下几个棋子吗？它们各是什么颜色的？

   
分析与解 难道我们真像题中说的那样去取放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吗？

那样做太费时间了。
我们这样想：甲盒中的白棋子和黑棋子一共是 1995＋1996=3991 个。不

管取出的 2个棋子是同颜色的，还是不同颜色的，都要放回 1个棋子，这样
每次取放后，甲盒中就要减少 1个棋子。因此，经过3989 次取放之后，甲盒
中一定是剩下 2个棋子。

再想一想，根据题中说的取放的方法，每一次取放后，不是减少 1个黑
棋子；就是减少 2个白棋子，增加 1个黑棋子。总之，甲盒中的白棋子是成
双地减少，因此，甲盒中的1995 个白棋子最后必然剩下 1个。另一个就是黑
棋子了。

答：甲盒中剩下 2个棋子。一个白棋子，一个黑棋子。
   

71.排在第二个位置上的数是几？
  

九个不同的自然数的和是 61。如果去掉最大的和最小的两个数后，剩下
的七个数的和是 49，那么，将这九个数从小到大排列，排在第二个位置上的
数是几？



   
分析与解 我们知道，从 1到 11 这 11 个不同的自然数的和是

（1+11）×11÷2=66
题中告诉我们，九个不同的自然数的和是 61，比从1到 11 这 11 个自然

数的和 66 少 5。因此，去掉和是5的两个自然数后，就是九个自然数的和了，
这九个自然数的和是 61。

因为 1＋4=5，2＋3=5，所以可以去 1和 4，或去掉 2和 3。这样得到
2、3、5、6、7、8、9、10、11 九个数的和是 61。
1、4、5、6、7、8、9、10、11 九个数的和也是 61。
题中又说，去掉最大的和最小的两个数后，剩下的七个数的和是 49。因

为 61—49=12，所以这九个数中最大的与最小的两个数的和是 12，最小的数
应该是 1，最大的数应该是 11。由此得出这九个数从小到大排列应该是

1、4、5、6、7、8、9、10、11。那么排在第二个位置上的数是 4。
答：排在第二个位置上的数是 4。

   
72.及格的学生至少有多少人？

  
三年级一班的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数学竞赛，每个学生的得分都是整

数。已知参加比赛的学生总得分是 2431 分，其中前三名的得分分别是 92 分、
90 分和 89 分，最低的得分是 50 分。又知道没有与前三名得分相同的，其他
任何一个得分相同的都不超过 3人，那么得分及格的（不低于 60 分）学生至
少有多少人？

   
分析与解 题中问得分及格的学生至少有多少人，要想及格的人数尽量

少，那么不及格的人数应该尽量多。题中又说，任何一个得分相同的都不超
过 3人。因此不及格的学生最多的得分是

（50+51+52+⋯⋯+58+59）×3
=（50+59）×10÷2×3
=109×10÷2×3
=545×3
=1635（分）

从参赛学生的总得分中减去不及格的总分，再减去前三名的得分，就是
得分在 60 分～88 分之间的学生的得分总和：

2431-1635-92-90-89=525（分）
这 525 分中得高分的越多，那么及格的人数就会越少。
先从 525 分中减去 3个得 88 分的，还余下

525-88×3=261（分）
再从 261 分中减去 3个得 87 分的，还余下

261-87×3=0（分）
这说明及格的学生中至少有

3+3+3=9（人）
请注意：这里求出的是及格的至少有 9人，不是说及格的就是 9人。
答：得分及格的至少有 9人。

   



73.最多取出几分钱？
  

钱袋中有 1分、2分、5分三种硬币。小明从袋中取出 4枚硬币，小华从
袋中取出 3 枚硬币。取出的 7 枚硬币中，只有两种面值，而且小明取出的 4
枚硬币比小华取出的 3枚硬币少 3分。那么两人取出的硬币最多是几分钱？

   
分析与解 要想让两人取出的币值最大，应该让两人都取出 5分的硬币。

这样小明取出 20 分，小华取出 15 分。可是题中告诉我们，小明取出的 4枚
硬币比小华取出的 3枚硬币少 3分，并且两人取出的硬币只有两种面值。我
们知道，5分比 2分多 3分，因此，小明取出 2枚 5分，2枚 1分；小华取出
3枚 5分即能符合题目要求。于是得出两人取出的硬币最多是 5×5＋1×2=27
分。

答：两人取出的硬币最多为 27 分。
   

74.小鸡被套中了几次？
  

王小平玩一种套圈游戏，可以套 3种动物玩具：小鸡、小猴、小狗。规
定套中小鸡一次得 9分，套中小猴一次得 5分，套中小狗一次得 2分。王小
平共套了 10 次，每次都套中了一个小动物玩具，每个小玩具至少被套中 1
次，他共得了 61 分。那么小鸡被王小平套中了几次？

   
分析与解 题中告诉我们，王小平共套了 10 次，每次都套中了一个小动

物玩具，每个小玩具至少被套中 1 次，共得了 61 分。这样，王小平套了 3
次就会得到 9+5+2=16 分。他还要套 7次，要得到 61—16=45 分。

王小平还要套的 7次中，不可能 7次都套中小鸡，也不可能 6次套中小
鸡，因为套中一次小鸡得 9分，套中 7次、6次都会超过 45 分。

再想想，45÷9=5，是不是又套中了 5次小鸡呢？也不是。前面各套了 1
次小鸡、小猴、小狗，共套了 3次，现在又套了 5次小鸡，前后共套了 8次，
已经得 61 分了。

假设这 7 次中套中小鸡 4 次，又得 36 分，还差 45-36=9 分，还要套 3
次。如果 1次套中小猴，得 5分；2 次套中小狗，得 4 分。这样套 3 次又得
了 9分，合起来正好共套了 7次，得 45 分。

由以上分析推算得出：这 10 次中共套中小鸡 5次。
是不是还可能套中小鸡 4次、3次、2次、1次呢？经过推算都不行。因

此得出：王小平共套中小鸡 5次。
答：小鸡被王小平套中 5次。

   
75.最多用几天播完？

  
电视台要连续几天播放一部 38 集的电视连续剧。每天至少播放 1集，而

且每天播放的集数不一样多。那么这部电视连续剧，最多要用几天播完？
   
分析与解 电视台播放 38 集电视连续剧，每天至少播放 1集，而且每天

播放的集数不一样多，要求最多用几天播完。每天播放的集数应该依次按 1



集、2集、3集、⋯⋯播出。
我们知道，1＋2+3+4＋5+6＋7＋8=36，就是说，连续播放 8 天，共播放

了 36 集，还差 2集没有播出。
如果将这没有播出的 2集，加在播放 1集、2集、⋯⋯6集的那几天中，

或再多播放 1天，这样就会出现有些天播放的集数一样多了。因此这 2集只
能加在第七天或第八大中播出，从而得出这部 38 集电视连续剧，最多要用 8
天播完。

答：最多要用 8天播完。
   

76.有多少种不同的摆法？
  

有 58 颗棋子，把它们摆成 10 堆，每堆至少摆一颗，每堆摆的棋子数不
许一样多。那么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摆法？

   
分析与解把 58 颗棋子按题中要求摆成 10 堆，每堆棋子数分别为  1

颗、 2 颗、 3 颗、⋯⋯ 9 颗、 10 颗。这  10 堆棋子的总数只有
1+2＋3+⋯⋯＋9＋10=55（颗），

这样还剩下 3颗。如果把这 3颗棋子加在 1颗、2颗、⋯⋯7颗这七堆之
中，就会出现有相同颗数的两堆棋子。因此只能将这 3 颗棋子加在 8 颗、9
颗、10 颗这三堆棋子中。

由此可知，这三堆共有 8+9+10+3=30 颗棋子。30 可
以分成哪三个不同的数的和呢？30 可以是 8+9＋13、8+10+12、9＋10＋

11 三种情况，因此把 58 颗棋子摆成 10 堆，每堆棋子不一样多，共有 3种不
同的摆法。它们是 1、2、3、⋯⋯8、9、13：1、2、3、⋯⋯8、10、12；1、
2、3、⋯⋯9、10、11。

答：共有 3种不同的摆法。
   

77.101 最多能写成几个不同的自然数的和？
   

除了 1和 2以外，任何自然数都能写成 2个、3个、4个或更多个不同的
自然数的和，自然数越大，写成的不同的自然数的个数就越多。你知道 101
这个数最多能写成几个不同的自然数的和吗？

   
分析与解 要想把 101 写成最多个数的自然数的和，就
要从最小的自然数写起。
我们知道： 1＋ 2+ 3＋ 4 ＋ 5＋ 6 ＋ 7＋8＋9＋10＋11＋ 12 ＋

13=91，这是 13 个不同的自然数的和，但是和小于 101。要是再写上  10，
和恰好是 101，这是  14 个自然数的和，但不是不同的自然数的和。要是再
写上 14，当然是14 个不同的自然数的和，但是和大于 101。为此，我们只能
写上 14，不过要去掉自然数 4，其和正好是  101，这还是  13 个不同的自
然数的和。所以 101 最多能写成 13 个不同的自然数的和。

答：101 最多能写成 13 个不同的自然数的和。
   

78.放钱最多的口袋里至少放几分？



  
明明的上衣和裤子共有七个口袋。他在每个口袋里都放了钱，而且每个

口袋里的钱数都不一样多，他一共放了 100 分。那么他放钱最多的那个口袋
里，至少放了多少钱？

   
分析与解明明七个口袋里都放了钱，而且每个口袋里
的钱数都不一样多，那么这七个口袋里放的钱数至少应是 1分、2分、3

分、4分、5分、6分、7分。这样，七个口袋里的钱只有 28 分，与 1元还差
72 分。题中要求放钱最多的那个口袋里至少放了多少钱，因此要把每个口袋
各增加 10 分钱，使每个口袋里的钱尽量多。这时七个口袋里的钱数是 11 分、
12 分、13 分、14 分、15 分、16 分、17 分，共有 98 分钱，比 1元钱还少 2
分钱。把这 2分钱分别放在放钱最多的两个口袋里，那么放钱最多的口袋里
至少放了 18 分钱。

答：明明七个口袋中放钱最多的那个口袋里至少放了 18 分钱。
   

79.有几种不同的拿法？
  

商店里的苹果分装在大小篮子里，每篮的重量分别是 2、3、4、5、6、7、
8、9千克。一个顾客要买 3 篮不同重量的苹果，总重是 13 干克。售货员会
有几种不同的拿法？

   
分析与解取出 3 篮不同重量的苹果，并使这 3 篮苹果的重量之和为 13

千克。首先应该想到先取出重量最轻的 2 千克、3 千克两篮，这两篮共重 5
千克，还差 8 千克，也就是说最重的一篮只能是 8 千克。于是我们应该在 2
千克～8干克几个重量间选择、搭配。由于

13=8＋3＋2
=7＋4＋2
=6+5＋2
=6＋4＋3

因此共有 4种不同的拿法。
答：售货员会有 4种不同的拿法。

   
80.哪些正方形里有小猴？

  
下面图形中有 25 个大小一样的正方形，其中 2个小正方形中有小猴。那

么图中有小猴的正方形共有多少个？

分析与解  图中有 25 个大小一样的正方形，其中 2 个小正方形中有小
猴，这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我们把这些小正方形的边长都定为 1。



由 4个小正方形拼成的，也就是边长为 2的正方形中，在 8个正方形中
有小猴。

边长为 3的正方形中，在 8个正方形中有小猴。边长为 4的正方形中，
在 4个正方形中有小猴。边长为 5的正方形就只有 1个，当然它也有小猴。
这样，把大大小小的有小猴的正方形都加起来，得到

2＋8＋8＋4＋1=23（个）
就是说，图中有小猴的正方形共有 23 个。
答：有小猴的正方形共有 23 个。

   
81.一共有多少种走法？

  
下图是一部分街道的道路图。

李小明住在 A处，王小平住在 F处。现在李小明要去王小平家，他行进
中的每一个路口、每一条街道只许经过一次，那么李小明从家到王小平家，
共有多少种不同的走法？

   
分析与解  从李小明和王小平住的街道图不难看出，李小明从 A 出发，

首先有 3条路可走，就是 AD、AE、AB。
当他由 A到达 D 时，又有 3条通向 F 的路，即从 D经过 E 到 F；从 D 经

过 E到 B再到 F；从 D经过 E到 B再到 C，最后到 F。
当他由 A到达 E 时，又有 3条通向 F 的路，即从 E到 F；从 E经过 B 再

到 F；从 E到 B再到 C，最后到 F。
当他由 A到 B时，又有 3条通向 F的路，即从 B到 F；从 B到 C再到 F；

从 B到 E再到 F。
由此得出，李小明从 A出发到王小平家 F，共有 3×3=9 种不同的走法。
答：共有 9种不同的走法。

   
82.六只小动物

  
李老师给明明拿来了三个正方体的示意图。每个正方体的六个面，都按

照一样的现律画着猴、猫、鼠、熊、兔、鸡六种小动物。李老师说：明明，
你看完下面三个正方体的示意图，能说出猴的对面是什么动物吗？鼠的对面
又是什么动物呢？”

   
分析与解  这三个正方体六个面上的动物图都是按照一样规律排列



的。可是每个正方体只能让我们看到其中的三个面上的动物图。你要是总看
着图去想，猴的对面是什么动物呢？那是很难想出的。遇到这一类题，可以
根据题中给出的条件去想，猴和哪些动物是不对着的，因为这一点很容易看
出来。

从图（a）可以看出：猴的对面不是猫，也不是鼠。从图（c）可以看出：
猴的对面不是兔，也不是熊。那么六种动物中还有一种是鸡，那猴的对面一
定是鸡了。

要想知道鼠的对面是什么动物，从图上也是不容易看出的，因为三幅图
中，只有一幅图中能看到鼠。不如我们先看看猫的对面是什么动物。从图（a）
和图（b）可以看出，猫的对面不是猴、鼠、熊，前面已经分析出猴的对面是
鸡，那猫的对面也不可能是鸡，所以猫的对面一定是兔了。

猴的对面是鸡，猫的对面是兔，那鼠的对面一定是熊了。
答：猴的对面是鸡，鼠的对面是熊。

   
83.剩下的是谁？

  
春江小学的学生有 500 人，小光、小明、小红、小勇、小强、小倩、⋯⋯

依次排成一横排，从小光开始 1～3报数，报 3的同学离队；剩下的人向排头
靠拢，再次 1～3报数，这次报 3的同学也离队；以后每次都按照前两次那样，
报数、报 3的离队、靠拢、再报数、⋯⋯一直到只剩下两个人在队里为止，
那么剩下的两个人是谁呢？

   
分析与解  根据各次报数的规定，只有报 3的离队，那么从排头起第一

位、第二位的小光和小明两人总是报 1 和报 2，永远不会离队。因此最后剩
下的两个人是小光和小明。

答：最后剩下的两个人是小光和小明。
   

84.还剩下几个黄球？
  

在一个圆周上放了 1个红球和 1994 个黄球。一个同学从红球开始，按顺
时针方向，每隔一个球，取走一个球；每隔一个球，取走一个球；⋯⋯他一
直这样操作下去，当他取到红球时就停止。你知道这时圆周上还剩下多少个
黄球吗？

   
分析与解  根据题中所说的操作方法，他在第一圈的操作中，取走的是

排在黄球中第 2、4、6、⋯⋯1994 位置上的黄球，这时圆周上除了一个红球
外，还剩下 1994÷2=997 个黄球。



在第二圈操作时，他取走了这 997 个黄球中，排在第 1、3、5、7、⋯⋯
995、997 位置上的黄球，这时圆周上除了一个红球外，还剩下 997—（997
＋1）÷2=498 个黄球。

他又要继续第三圈操作了，他隔过红球，又取走了这 498 个黄球中，排
在第 1、3、5、⋯⋯495、497 的位置上的黄球，这时圆周上除了一个红球外，
还剩下 498÷2=249 个黄球。

因为在上一圈操作时，排在这 498 个黄球中最后一个位置上的黄球没有
被取走，所以他再进行操作时，第一个被取走的就是那个红球，这时，他的
操作停止，圆周上剩下 249 个黄球。

答：圆周上还剩下 249 个黄球。
   

85.有多少种不同的订报方法？
  

春光小学三年级有三个班：甲班、乙班和丙班。今年他们三个班共订了
120 份《中国儿童报》，每个班至少订了 39 份，至多订了 41 份。那么三年
级三个班订《中国儿童报》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

   
分析与解  题中告诉我们，三年级三个班共订了《中国儿童报》120 份，

每个班至少订 39 份，至多订 41 份。这对三个班来说，都有订 39 份、40 份、
41 份三种可能。难道说一共有 9种不同的订报方法吗？不是的。

假设甲班订了 39 份，那么乙班可能订40 份或 41 份，相应地丙班就可能
订 41 份或 40 份。这样就有 2种不同的订报方法。

假设甲班订了 40 份，那么乙班可能订 39 份、40 份或 41 份，相应地丙
班可能订 41 份、40 份或 39 份。这样就有 3种不同的订报方法。

假设甲班订了 41 份，那么乙班可能订39 份或 40 份，相应地丙班可能订
40 份或 39 份。这样就有 2种不同的订报方法。

把前面得出的不同的订报方法合起来，共有 2+3+2＝7 种不同的订报方
法。

答：一共有 7种不同的订报方法。
   

86.怎样贴 2 角钱的邮票？
  

明明给在外地工作的妈妈发一封信，要贴 2角钱的邮票。他手中的邮票
有 1张 1角的、2张 8分的、5张 4分的和 2张 1分的。那么明明要把这些邮
票经过搭配选出 2角钱的邮票来，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搭配的方法。

   



分析与解  明明手中的邮票可以按下面的几种搭配方法，得到 2角钱的
邮票。

1张 1角的、1张 8分的、2张 1分的，合起来是 2角。
1张 1角的、 2 张   4 分的、 2 张   1 分的，合起来也是 2角。
2张 8分的、1张 4分的，合起来也是 2角。
1张 8分的、3张 4分的，合起来也是 2角。
5张 4分的也是 2角。
由以上分析得出：贴 2角钱邮票，共有 5种不同的搭配方法。
答：共有 5种不同的搭配方法。

   
87.乒乓球比赛

  
三年级一班举行乒乓球比赛，全班 40 名同学都报名参加。体育委员一看

这么多人参加，真犯愁了。还是体育老师有办法，他告诉体育委员：“你可
以采用淘汰赛办法，就是输了一盘就要退出比赛，这样比赛的场次、时间就
会大大减少了。”体育委员一听，可真高兴。同学们想想：用这种比赛办法，
三年级一班的乒乓球赛，到最后决出冠军为止，一共要赛多少盘？

   
分析与解  要是把 40 个人比赛的情况列举出来，再数一数要赛多少盘，

那可太复杂了。请同学们记住，遇到复杂的问题，先从简单的想起，这样就
会从中找出解答的方法。

假如是 A、B、C、D四个人比赛，可以按照图 25 所示的排阵进行比赛。
从图 25 所示 A、B、C、D四人对阵情况不难看出，要赛出冠军来，就要

进行 3盘比赛。

再看看 5个人比赛，要赛几盘。

从图 26 中可见，显然要赛 4盘。
再看看 10 个人比赛要赛几盘。
从图 27 中不难看出，要赛 9盘。



从以上 3例可知：采用淘汰制比赛方法，4个人参赛，要赛 3盘，5个人
参赛，要赛 4盘；10 个人参赛，要赛 9盘。这样我们就得出了：如果采用淘
汰制方法赛出冠军，那么比赛的盘数总比参赛的人数少 1。

现在再来回答 40 人参加比赛的情况。要赛出冠军来，就得赛 39 盘。
同学们想一想，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因为每淘汰一名参赛的，就要赛

一盘，也就是说，每赛一盘，就淘汰一名参赛的。40 人参赛，要赛出一名冠
军，就得淘汰 39 名参赛的，当然就要进行 39 盘比赛了。

答：一共要赛 39 盘。
   

88.两项比赛都参加的有多少人？
  

学校举行长跑和跳绳比赛，三年级一班的 50 名学生，有的参加了长跑比
赛，有的参加了跳绳比赛，还有的两项比赛都参加了。只知道有 29 人参加了
长跑比赛，36 人参加了跳绳比赛，那么，两项比赛都参加的有多少人？

   
分析与解  题中告诉我们，参加长跑比赛的有 29 人，参加跳绳比赛的

有 36 人，合起来共有 29＋36=65 人。可是三年级一班只有 50 人，怎么会多
出了 65—50=15 人呢？这是因为有的学生两项比赛都参加了。上面算出来 65
人，这是由于把两项都参加的人算了两次。因此，参加两项比赛的有 15 人。

答：两项比赛都参加的有 15 人。
   

89.中间的两个圆圈里该填几？
  

把 1、2、3、4、5、6六个数分别填在下图中的六个小圆圈里，使每个正
方形顶点上的四个小圆圈里的数相加，和都是 13，应该怎样填？

   
分析与解  把 1、2、3、4、5、6 填在六个圆圈里，这六个数的总和是 1

＋2＋3＋4＋5＋6=21。
题中说每个正方形顶点上的四个小圆圈里的数相加，和都是 13，这样，

两个正方形顶点上的数相加的和应该是 26，比 1～6这六个数相加的和 21 多



5。这是因为中间两个小圆圈里的数，在计算每个正方形四个顶点上小圆圈里
的数的和时，被计算了两次，因此中间两个小圆圈里的数的和是 5。

在 1～6这六个数中，只有1+4=5 和 2+3=5 两种情况。是不是这道题有两
个答案呢？不是的。中间两个小圆圈里只能填 1和 4，不能填2和 3。这是因
为中间两个小圆圈里填上 2和 3以后，还剩下 1、4、5、6四个数，要填在剩
下的四个小圆圈里，这四个数要分为两组，每组两个数的和都应该是 8，这
样才能使每个正方形四个顶点上的四个数之和等于 13，而 1、4、5、6 四个
数中，任何两个数的和都不是 8，所以中间的两个小圆圈里的数不能填 2和 3。

符合题目要求的填法如下：

   
90.空白处填几？

  
下图中有 4 个空白处，请你分别填上 8、9、 11、13 四个数，使得每个

圆圈里的四个数的和都相等，空白处应该填几呢？

   
分析与解  图中的四个空白处填上的数字分别用字母 a、b、c、d 表示

（如图 31）。
根据已知每个圆圈里的四个数的和都相等可以得出：

a＋5＋7＋d=b＋5＋2＋d
等号的两边同时减去 7、减去 d，可以得到

a＋5＝b

显然，a比 b小 5。在给出的 8、9、11、13 四个数中，只有8比 13 小 5，
因此 a应该是 8，b 应该是 13。

根据同样的理由，还可以得出
c＋7＋2+d=8+5+7+d

等号的两边都减去 9、减去 d，可以得到
c=11

当然 d只能是 9了。
填法如下图。



还可以这样想：
根据题意，每个圆圈里的四个数的和都相等，三个圆圈在计算四个数的

和时，都要计算上 d，因此，可不必考虑 d是多少。
在求 a、b代表什么数时，既不用考虑 d是几，也不必考虑 5，只要比较

7和 2就行了。7 比 2 大 5，所以 a要比 b小 5，那么 a 应该填 8，b 应该填
13。

根据同样的道理，因为 7比 5大 2，所以 c比 b少 2，那么c应该是 11。
剩下一个数是 9，那么 d就是 9了。

答：略。
   

91.李老师的话对吗？
  

花园村小学的李老师给全校 367 名同学讲数学故事。李老师对同学们
说：“我不用查问，就知道你们 367 名同学中，至少有两名同学，是在同一
天过生日的。”

同学们一听全愣住了。李老师的话对吗？
   
分析与解同学们想一想，平年一年有 365 天；闰年一年有 366 天。假如

这 367 名同学全出生在闰年，（请注意李老师说的话中“至少”的意思）即
使有 366 名同学的生日全不在同一天过，那还有 1名同学呢！那么这 1名同
学，不管在哪一天过生日，都符合李老师说的“至少”有两名同学在同一天
过生日。

答：李老师的话是对的。
   

92.小花猫钓了几条鲤鱼？
  

小花猫钓到了鲤鱼、草鱼、鲫鱼，三种鱼一共12 条，放在小桶里往家走。
路上遇到小白猫。小花猫问小白猫：“你最爱吃哪种鱼？”小白猫说：“那
当然是鲤鱼了。”小花猫说：“好，你只要从我的桶里，随便拿出 3条鱼来，
一定会有你最爱吃的鲤鱼。不过，你可要先告诉我，我钓到了几条鲤鱼？”
这下可难住小白猫了。小花猫钓了几条鲤鱼呢？不过聪明的小白猫，稍稍动
了动脑筋，就说出来了。小白猫到底怎样想的呢？

   
分析与解  小花猫一共钓了 12 条鱼，只要知道草鱼、鲫鱼各几条，那

么要求出钓了几条鲤鱼就容易了，难就难在不知道有几条草鱼，也不知道有
几条鲫鱼。别忙，想想小花猫还说了什么话？对！小花猫说，随便拿出三条
鱼，就一定会有鲤鱼。解答这题就从这里突破。

小花猫的话可以这样理解：至少有一条鲤鱼，含意是也可能有 2条鲤鱼，
或者 3条都是鲤鱼。这就是说，小花猫钓到的三种鱼中，草鱼、鲫鱼是各有   1



条，其余的   12— 1—  1=10 条都是鲤鱼。
要是钓到的草鱼和鲫鱼合起来是 3条或是比 3条多行吗？不行！要是合

起来是 3条或是比 3条多，那么随便拿 3条就不一定有鲤鱼了。你说对吗？
答：小花猫钓了 10 条鲤鱼。

   
93.至少要拿几张扑克牌？

  
同学们都知道，扑克牌有四种花色，除去大、小王牌，每种花色各有 13

张，一共是 52 张。现在要求你闭着眼睛，从这 52 张牌中拿一次，问你，至
少要拿出几张才能保证得到 4张同一花色的牌呢？

   
分析与解  有的同学可能想，一次拿 4张牌要是同一花色的，不就成功

了吗！是啊，怎么那么巧呢？要是你拿的正好 4张各不相同呢？或者是有三
种花色的，两种花色的，这都是有可能的。题中说要“保证”得到 4张同一
花色的牌，就要从最坏的情况去考虑。要是我们拿了 12 张牌，每种花色的各
3张，这就是最坏的情况了。好了，只要我们再拿 1 张，不管是什么花色的，
一定和拿出的 12 张中的 3张，组成同一种花色的 4张了。

答：一次至少拿 13 张，就能保证得到 4张同样花色的牌。
   

94.办得到，还是办不到？
  

三年级的少先队员们庆祝“六一”儿童节，一共做了 65 朵纸花。欢欢找
来了 11 个塑料袋，把这些花放在袋里。他们要在每个袋里都放花，而且每袋
里花的朵数还要都不一样多。同学们想想，他们这样做办得到，还是办不到？
不过你可别简单地说办得到或办不到，还要讲讲道理呢。

   
分析与解  题里要求我们做到每个袋子里都放花，并且每袋里放的朵数

还不一样。那么 11 个袋子里全少要放 1+2＋3＋4＋5＋6＋7＋8＋9＋10＋
11=66 朵花。可是少先队员们只做了 65 朵花，那么只好在放了 2朵或 2朵以
上的任何一个袋子里少放 1朵。不管是哪个袋子里少放 1朵，都会出现有两
个袋子里花的朵数一样多。看来题中的要求“把 65 朵花放在 11 个袋子里，
每个袋子里都放花，并且每个袋子里花的朵数都不一样多”是办不到的。

答：办不到。
   

95.14÷2≠7 吗？
  

下图由 14 个小正方形组成。你能把它剪成 7个由 2个小正方形连在一起
组成的小长方形吗？这没问题，因为 14÷2=7，一定能剪成 7 个小长方形。
别忙，你是不可能办到的！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 14÷2≠7 吗？



   
分析与解  14÷2=7，但是这道题不能用 14÷2=7 去计算。按题中的要

求，不可能剪成 7个小长方形。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把图中的小正方形都涂上红色或黄色，有公共边的

两个小正方形要涂上不同的颜色（如图 33）。
我们知道，两个小正方形连在一起组成一个小长方形，都包含着一个红

色的小正方形和一个黄色的小正方形。按题中的要求，剪成的 7个小长方形
中，共包括有 7个红色小正方形和 7个黄色小正方形。图 34 表明，图中有 8
个红色小正方形，6 个黄色小正方形，红色和黄色的小正方形个数不相等。
因此，你不可能把这个图形剪成 7个由 2个小正方形组成的小长方形。也就
是说，题中的要求是办不到的。当然这个问题也

就不能用 14÷2=7 去计算了。
   

96.巧安排
  

三个少先队员给小树浇水，年龄最小的倩倩一次能提一桶水；燕燕一次
能提两桶水；明明用小车推，一次可以装运三桶水。可是，只有一个水笼头，
每打满一桶水要用 1分钟。请你想一想，怎样安排这三个人打水的顺序，才
能使他们打水和等候的时间最短？

   
分析与解 三个人用六只桶打水，那打水就要用去 6分钟，不管谁先打，

谁后打都一样。要想节省时间，只能在“等候”上作文章了。
先让倩倩打一桶水，其余两人各要等候 1分钟。再让燕燕打两桶水，明

明要等 2分钟。这样打水用了 6分钟，等候的时间是 4分钟，一共用去了 10
分钟。要是换成燕燕或明明先打水，虽然打水时间还是 6分钟，可等候时间
就会加长了，不信你试试看。

答：让倩倩先打水，然后燕燕打水，最后让明明打水。这样安排打水的
顺序，等候的时间最短。

   
97.七根铁链

  
有七根铁链，每条铁链上有 5 个环（如下图）。已知打开一个环要用 5

分钟，封闭一个打开的环要用 7分钟。现在请你把这七根铁链连成一根长的
铁链，最少要用多少分钟才能完成？



   
分析与解要是把第一根链和第二根铁链连接起来，要打开一个环，再封

闭一个环。这样要用去 5＋7=12 分钟。照这样的方法把七根铁链连接起来要
“打开”和“封闭”各 6次，那么就要用去 12×6=72 分钟。

想一想，要是把其中一条铁链上的 5个环全打开，再用这 5个环去连接
剩下的铁链，不是也把这七根铁链连在一起了吗？这样“打开”、“封闭”5
次要用去（5＋7）×5=60 分钟。显然，这样做要比前面的方法省时间，而且
是最省时间的方法。

答：最少要用 60 分钟。
   

98.巧排阵，得胜利
  

三（1）班和三（2）班进行乒乓球单打比赛。两班各派三名选手上场，
每位选手只许赛一场，每场比赛都是三（1）班先派人出场，三（2）班可根
据三（1）班出场的人，再选派选手出场。三（1）班派小明、小华和小光三
位选手出阵，三（2）班派小红、小玲和小倩应战。从这六个人的水平来看，
三（1）班的小明可以胜三（2）班的任何一位选手；三（2）班的小红能胜三
（1）班的小华和小光；三（2）班的小玲只能胜三（1）班的小光；三（1）
班的小华能胜三（2）班的小玲；三（1）班的小光能胜三（2）小倩。显然，
三（2）班选手的技术水平低于三（1）班选手的水平。为此，三（2）班的同
学们想出了一个好对策，结果三（2）班战胜了三（1）班。试问三（2）班怎
样派选手和三（1）班对阵取得胜利的？

   
分析与解三（2）班根据三（1）班上场选手的技术水平，再选派选手出

阵，如果三（1）班派小明出阵，三（2）班就派小倩上场应战，结果三（1）
班的小明就会胜三（2）班的小倩。如果三（1）班派小华出阵，三（2）班就
派小红应战，结果三（2）班的小红就会胜三（1）班的小华。如果三（1）班
派小光出阵，三（2）班就派小玲应战，结果小玲就会胜小光。至此，六个人
全都打完比赛，结果三（2）班就会以二比一战胜三（1）班。

   
99.报数游戏

  
三年级一班中队开联欢会，少先队员们让辅导员李老师出节目。李老师

说：“让我出节目，我非常高兴。不过，你们先和我做一次报数游戏。我要
是输了，再出节目怎么样？”少先队员们立刻鼓起掌来表示同意。

李老师说：“我和你们轮流报数，每次报数最少报 1，最多报8，也不许
不报。谁先报到 100，谁就获胜。不过，我可要先报啊！”“好！”少先队
员们都同意了，并且派中队长小红代表少先队员和李老师比赛。



李老师报了一个数，小红也报了一个数；李老师又报了一个数，小红再
报了一个数。就这样，李老师先报到了 100，获得胜利。少先队员们都不服
气，坚持要再赛一次，结果还是李老师获胜了。

同学们想一想，李老师为什么总是获胜呢？难道就没有办法赢李老师
吗？

   
分析与解  要想找到李老师每次都获胜的原因，还是先看看关于报数游

戏的规则吧！规则规定：“轮流报数，最少报 1，最多报 8，不许不报。”根
据这个规则，李老师先报一个数后，小红开始报一个数，李老师就根据小红
报的数，再报一个数，使小红报的数与李老师报的数加起来正好是 9。这样
一直报下去，李老师必然先报到 100。规则规定最少报 1，最多报8，1＋8=9，
李老师最先报了 1，还剩下 100-1=99，只要按照前面讲的方法报数，以后每
次两人报完后的两数之和总是 9 的倍数。当然李老师就会先报到 100，也就
是说总能获胜。看来，要想赢李老师，唯一的办法，是让李老师后报数。

   
100.谁是少先队大队长？

  
小明、小华和小光三个人都是少先队的干部。他们中一个是大队长，一

个是中队长，一个是小队长。在一次体育比赛中，他们的一百米赛跑的结果
是：

（1）小光比大队长的成绩好；
（2）小明和中队长的成绩不相同；
（3）中队长比小华的成绩差。
根据以上情况，你能知道小明、小华、小光三个人中，谁是大队长吗？
   
分析与解  根据（2）小明和中队长的成绩不相同，（3）中队长比小华

成绩差，我们可以知道，小明和小华都不是中队长，那小光一定是中队长。
又根据（1）小光比大队长成绩好，也就是中队长比大队长成绩好。还根

据（3）中队长比小华成绩差，我们可以知道，小华不是大队长，那么小华一
定是小队长，当然小明就是大队长了。

答：小明是大队长。



三、百  练
  

练习题
  

1.在下面各数之间，添上适当的运算符号和括号，使等式成立。
（1） 3 3 3 3=1
（2） 3 3 3 3=2
（3） 3 3 3 3=3
（4） 3 3 3 3=4
（5） 3 3 3 3=5
（6） 3 3 3 3=6
（7） 3 3 3 3=7
（8） 3 3 3 3=8
（9） 3 3 3 3=9
（10） 3 3 3 3=10

2.在下面各数之间，添上适当的运算符号和括号，使等式成立。
10  6  9  3  2=48

3.下面的算式中，相同的字母代表相同的数字，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
数字。那么 A、B、C、D、E各代表什么数字？

4.下面是两位数乘以两位数的算式，A、B各代表不同的数字，那么 A、B
各是几？

5. ABCDE EDCBA A B C D下面是一个乘法算式， 和 都是五位数， 、 、 、 、
E 各代表不同的数字，那么五个字母各代表几？

ABCDE EDCBA×4 =
6.计算：

1＋11＋21＋31＋41＋59＋69＋79＋89＋99
7.计算
999999＋999998＋999997＋999996＋999995＋999994＋999993＋999992

＋999991
8.计算
1＋2-3-4＋5＋6-7-8＋9＋10-11-12＋13＋⋯⋯＋1994-1995-1996＋

1997
9.计算
1998-1995+1992-1989＋1986-1983＋⋯⋯＋12-9＋6-3
10.已知 A= 1+ 3+ 5＋7＋⋯⋯+ 1995，B= 2＋4+ 6＋8＋⋯⋯＋1994，

那么 A 大，还是 B 大？大多少？
11.把 2、3、4、5、6、7 六个数字分别填在下面算式的方格中，所组成

的两个三位数相加，和也是一个三位数，那么和最大是多少？



12.把 0、1、2、3、4、5、6 这七个数字填在下面式子的方格中，每个数
字只许出现一次，方格中可以是一位数，也可以是两位数。要使算式成立，
应该怎样填？

□×□=□=□÷□
13.把 0、1、2、3、⋯⋯9十个数字分别填在下面三个算式中的方格里。

算式中的一个方格表示一位数，两个方格表示两位数，要使三个算式都成立，
应该怎样填？

□ +□=□
□ -□=□

□ ×□=□□
14.有一个两位数，在它的右边添上一个数字 8，得到一个新的三位数，

这个三位数比原来的两位数多 314。那么原来的两位数是多少？
15.小马虎做一道乘法题，他把被乘数 85 写成了 58，结果算得的积比原

来减少了 918。那么原来的积应该是多少？
16.把 8 分成几个自然数的和，再把分成的这几个自然数连乘起来，乘积

最大是多少？
17.不要算出结果来，看着算式说一说，46×45 与 47×44 相比较，哪个

算式的乘积大？
18.有 6 个数，它们是 3、4、7、10、17 和 37。请选出其中的 3 个数，

使这 3个数的乘积是一个三位数，并且尽量大。那么最大的乘积是多少？
19.李小明从 1写到 100，他一共写了多少个 0？
20.小玲有红色、黄色、蓝色、白色和绿色的五种颜色的圆片，她把圆片

按照下面的顺序排列起来，那么左起第 1995 个圆片是什么颜色的？

21.把自然数 1、2、3、4、⋯⋯按照下面的顺序排列（横排叫行，竖排
叫列）。1995 这个数排在第几行第几列？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第五列

第一行 1 2 3

第二行 7 6 5 4

第三行 8 9 10

第四行 14 13 12 11

第五行 15 16 ⋯

22.有 81 个连续的自然数，它们的和是 3483，这 81 个自然数中最大的
和最小的各是多少？

   
23.有一排连加法算式，它们是 1＋3＋5，2＋4＋6，3＋5＋7，4＋6＋



8，⋯⋯那么第 1995 个算式的和是多少？
   
24.小明在一个长方形纸上画直线，他一共画了 6条直线，这 6条直线最

多能把长方形纸分割成多少块？
   
25.从 2000 中减去 186，加上 184，减去 186，加上 184，再减去 186，

再加上 184，⋯⋯照这样下去，减了多少次结果得 0？
   
26.一本故事书共有 100 页，印刷厂印这本书的页码时，一个数码要用 1

个铅字，那么印这本书的页码，一共要用多少个铅字？
   
27.10～10000 中，相同数字组成的数共有多少个？
   
28.下面是 100 ×100 个小方格，每个小方格内都有一个数，请计算这

10000 个数的总和。
1 3 5 ⋯⋯ 197 199

3 5 7 ⋯⋯ 199 201

5 7 9 ⋯⋯ 201 203

7 9 11 ⋯⋯ 203 205

9 11 13 ⋯⋯ 205 207

⋯ ⋯ ⋯ ⋯⋯ ⋯ ⋯

199 201 203 ⋯⋯ 395 397

29.一个加工小组里有 2位师傅和 6位徒弟共 8人，每位徒弟平均 1天加
工零件 50 个，每位师傅平均 1天加工零件的个数比全组 8个人平均 1天每人
加工零件的个数多 24 个。全组 8个人平均 1天每人加工零件多少个？

   
30.三年级一班第一小组 7个人体检时，他们体重的记录单上写着：24、

29、30、28、32、27、26 千克。这 7个人的平均体重是多少千克？
   
31.有五个自然数，它们的平均数是 9。如果把其中一个数换成 13，它们

的平均数就是 11，这个改换的数原来是几？
   
32.木盒里放着红、黄、蓝三种颜色的球共 20 个。红色球的个数是黄色

球个数的 9倍，那么蓝色球的个数是黄色球个数的多少倍？
   
33.三年级三班少先队员为美化校园环境自己动手种花，一共种了 265

盆。一班种的是二班种的 2倍，三班种的比一班种的多 5盆。那么三个班各
种了多少盆？

   
34.五只猴子分一堆桃，第一只猴子分到全部的一半，第二只猴子分到剩

下的一半，第三只猴子分到再剩下的一半，第四只和第五只猴子各分到 15
个桃，正好分完。这堆桃共有多少个？



   
35.盒子里放着红色的、黄色的，还有其它颜色的玻璃球，不是红色的玻

璃球有 50 个，不是黄色的玻璃球有 52 个，又知道红色的和黄色的玻璃球共
70 个。那么盒子里一共放了多少个玻璃球？

   
36.商店运来的苹果比梨多 1000 千克。卖出苹果的一半后，剩下的苹果

比梨少 50 千克，商店运来的苹果和梨各多少千克？
   
37.王晓丹今年 10 岁，她妈妈今年 38 岁，王晓丹几岁时，她妈妈的年龄

是她的年龄的 3倍？
   
38.小明、小强、小青三个人各有一些画片，小明送给小强 5张，小强送

给小青 7张，小青送给小明 6张，这时小明有画片 16 张，小强有画片10 张，
小青有画片 19 张。那么三个人原来各有多少张画片？

   
39.从张村去李村，小健要走 1小时，小新要走 40 分钟。现在二人都要

从张村去李村，小健出发 10 分钟后小新才出发，那么小新出发后多少分钟追
上小健？

   
40.学校有足球 42 个，比排球的 2倍少 6个，学校有足球、排球共多少

个？
   
41.大、小两个盘里都放着苹果。如果从大盘里拿出两个苹果放在小盘

里，那么，两盘苹果的个数就一样多了。如果从小盘里拿出两个苹里放在大
盘里，那么，大盘里的苹果的个数就是小盘里苹果个数的 2倍。两个盘里原
来各有多少个苹果？

   
42.主人的篮子里放着苹果和桃子，苹果的个数是桃子的 3倍。一群顽皮

的小猴，趁主人不注意的时候，每个小猴都拿走了 5个苹果和 2个桃子。当
主人发现时，桃子已被拿光了，还剩下 11 个苹果。你知道这群顽皮的小猴一
共有几只吗？

   
43.有一堆铁球和铜球，每个铁球重量全一样，每个铜球重量也一样。又

知道 3个铁球和5个铜球一共重 210克；4个铁球和 10个铜球一共重 380克。
请你算一算每个铁球重多少克，每个铜球重多少克？

   
44.甲、乙两个同学分别从操场的东、西两端同时出发相向而行。甲每分

钟走 80 米，乙每分钟 70 米。两人相遇后继续向前走，甲走到操场西端时沿
原路返回；乙走到操场东端时也沿原路返回，二人再次相遇。从出发到第二
次相遇共经过了 2分钟，那么操场的东、西长有多少米？

   
45.小强和小光在 100 米长的跑道上赛跑。第一次两人同时从起点跑出，

结果小强到达终点时，小光离终点还差 10 米；第二次，小强从起点处后退了
10 米，小光仍由起点处起跑，各自保持第一次的速度。请你回答，他俩能同



时到达 100 米终点处吗？
   
46.东光小学的李老师、王老师和张老师三人的教龄加起来是 37 年。可

是在 6年前，三位老师的教龄加起来是 20 年。又知道王老师比工作最晚的张
老师早工作 3年。请你算一算，现在三位老师的教龄各是几年？

   
47.一桶食油里面装 2千克油，连桶一起卖 14 元，油比油桶的价钱贵 10

元。每千克油卖多少元？
   
48.一个长方形的周长是 48 厘米，宽比长短 6厘米，这个长方形的长、

宽各多少厘米？
   
49.把一根木料截成 4段用了 12 分钟，照这样的速度，要是把这根木料

截成 8段，要用多少分钟？
   
50.三年级四个班给 179 棵小树浇水。一班比二班多浇了 3棵树，三班比

二班少浇了 5棵树，四班比三班少浇了 2棵树。四个班各浇了多少棵树？
   
51.把苹果分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如果每个小朋友分 2个，就会有 1个小

朋友分不到苹果；如果再买来 20 个苹果，每个小朋友就可以分到 3个。这个
幼儿园有多少个小朋友？

   
52.三年级同学上早操正好排成 4列纵队，每列纵队的人数相等。张小文

排在第二列正数第 13 个位置上，要是倒数，张小文则排第 10 个位置上。那
么三年级共有多少人上早操？

   
53.请在下面各数间添上运算符号和括号，使算式成立。

1  2  3  4  5=30
   
54.下面各式中，相同的字母代表同一个数，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数。
已知 A÷A×A=4，B＋A+A=11，C＋B=A+A。
那么（A＋B＋C）×2=？
   
55.已知 A、B 都是自然数，A×B=72，那么 A＋B 最大得几？
   
56.把 1～6 六个数字填在下图的六个圆圈里，使三角形每条边上的三个

数相加的和相等，并且尽量大，应该怎样填？如果要求三个数的和尽量小，
应该怎样填？



57.已知 3个苹果的重量与 7个桔子的重量一样，4个苹果的重量与 3个
梨的重量一样。那么 18 个梨与多少个桔子的重量一样？

   
58.有两袋糖，甲袋里有 100 块，乙袋里有 30 块。要求每次都从甲袋里

取出 5块放在乙袋里，那么取几次后，甲乙两袋里的糖的块数相等？
   
59.有五箱鸡蛋共重 100 千克，这五箱鸡蛋的重量恰是连续的 5 个自然

数，那么最重的一箱鸡蛋重多少千克？
   
60.李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数，其中前 10 个数是 0、2、5、9、14、20、

27、35、44、54，照这样写下去，你知道李老师写的第 100 个数是多少吗？
   
61.计算 101+102+103+104+⋯⋯＋199
   
62.下图大三角形中的每个小三角形都一样大，一共有 81 个。请你把这

些小三角形都涂上红色或黄色，不过两个有公共边的小三角形要涂上不同的
颜色。又知道涂成红色的小三角形比涂成黄色的小三角形多。你知道涂成红
色的小三角形比涂成黄色的小三角形多几个吗？

   
63.下图中共有 49 个小正方形。大新把每个小正方形都涂上颜色，有的

涂成红色，有的涂成黄色，有的涂成蓝色，而且有公共边的小正方形都涂成
了不同的颜色。又知道涂成红色的正方形最多，涂成蓝色的正方形最少，那
么涂成黄色的正方形最多是几个？

  
64.三年级一班 50 名同学放学时，有的戴着小黄帽，有的没戴小黄帽。

值日老师检查时发现，从这 50 名同学中，随便找出 2个人，一定有1个人戴
着小黄帽。三年级一班同学中，戴小黄帽的有多少人？

   
65.用红、黄、蓝、白、黑、绿六种颜色分别涂在正方体的六个面上，现



有涂色方式完全一样的相同的四个正方体，拼成一个长方体（如下图）。那
么涂红、黄、白三色的面各与涂什么颜色的面相对？

   
66.一个正方体有六个面，分别涂上了红、黄、绿、蓝、黑五种颜色，其

中有两个面涂成了相同的颜色。下面是这个正方体三种不同的放法，能看到
三个面涂成的颜色，你知道是哪种颜色涂了两个面吗？

   
67.玲玲要从 A地走到 B地，她行走的最短的路线一共有多少条？

   
68.下图是一所小学的平面图，周围用砖砌了围墙，求围墙的总长。

   
69.有 24 个边长 1厘米的正方形，用这24 个正方形拼成长方形。有多少

种不同的拼法？拼成的长方形中，最长的周长是多少厘米？
   
70.下图中大大小小的正方形一共有多少个？

   
71.三年级一班有 45 人，每人至少参加了跳绳、长跑两项体育活动中的

一项。已知参加跳绳活动的有 28 人，参加长跑活动的有 30 人，两项活动都
参加的有多少人？

   



72.三年级二班有 50 人，他们每人至少订了《中国少年报》和《中国儿
童报》中的一种报。订《中国少年报》的有 45 人，两种报都订的有 21 名，
那么只订《中国儿童报》的有多少人？

   
73.李小明平日从不乱花钱买零食吃，他攒下了 5 分的和 2 分的硬币共

25 枚，共值8角钱，那么这些钱中有几枚 5分的硬币？有几枚 2分的硬币？
   
74.三年级同学为了美化校园，他们用 10 盆花摆成了 5行，每行有 4盆

花。他们是怎样摆的？你画个图表示出来。
   
75.下图由 25 个小正方形组成的一个大正方形，把它分成几种大小不同

的正方形，最少要分成几个正方形？

   
76.在下图中圆圈的空白处，分别填上 7、8、10、12，使每个圆圈里的

四个数的和都相等。应该怎样填？

   
77.把 6、12、18、24、30 五个数分别填在下图的圆圈内，使圆圈上 4

个数的和与每条线上的 3个数的和都相等。应该怎样填？

   
78.下图五个圆相互分割出 9 个区域，请在这 9 个区域内分别填上 1～9

九个数，并且使每个圆内的数的和都相等，应该怎样填？

   
79.下图中包括 6个加法算式，要求在9个圆圈里填上不同的自然数，使



6 个算式都成立，并且使最右端的圆圈里的数尽量小，应该怎样填？

   
80.下面方格中，每横行、每竖行和每条对角线上的三个数的和都相等，

那么格中的 A、B、C、D各是多少？

   
81.下面 10 个小方格中的任意三个连续的数字和都相等，有三个方格中

的数已经知道，那么空白格里该填写什么数？

82.计算
（ 1234567 ＋ 2345671 ＋ 3456712 ＋ 4567123 ＋ 5671234 ＋ 6712345 ＋

7123456）÷7
   
83.某人从甲地去乙地。如果他从甲地先骑摩托车行 12 小时，再换骑自

行车行 9小时，恰好到达乙地；如果他从甲地先骑自行车行 21 小时，再换骑
摩托车行 8小时，也恰好到达乙地。如果他行甲乙两地间全程都骑自行车，
需要多少小时？

   
84.有一个两位数，它的十位上的数字是个位上数字的 4倍。如果把这个

两位数减去 5，所得的差的十位上的数字恰好与个位上的数字相同。那么原
来这个两位数是多少？

   
85.有一列数，它们是按照一定规律排列的：1、3、7、13、21、31、43、

57、73、91、⋯⋯，那么第 1995 个数是多少？
   
86.有一列数，第 1个数是 1，第 2个数是 1995，第 3个数起，以后每个

数都是前面两个数中大数减小数的差，那么这列数中的第 1995 个数是多少？
   
87.在一个圆周上放了 1个红球和 1990 个黄球。一个同学从红球开始，

按顺时针方向，每隔 1个球取走 1个球，每隔 1个球取走 1个球，他一直这



样操作下去，当他取到红球时就停止，这时圆周上还剩下多少个黄球？
   
88.三年级 A、B、C、D、E、F六位同学进行象棋比赛，每两人都要比赛

1盘，现在 A赛了 1盘，B赛了 2盘，C赛了 3盘，D赛了 4盘，E赛了 5盘，
那么 F赛了几盘？

   
89.把自然数 1、2、3、4、5、⋯⋯、1997、1998、1999 按照下图排列后，

可以分成 A、B、C、D、E 五类。如 2 在 B类，12 在 D 类，⋯⋯，那么 1999
这个数在哪一类？

A B C D E

1 2 3 4

8 7 6 5

9 10 11 12

16 15 14 13

17 18 19 20

24 23 22 21

25 26 27 28

⋯ ⋯ ⋯ ⋯

   
90.三年级一班的同学要订《中国少年报》、《中国儿童报》、《少年智

力开发报》三种报，每人至少订 1种，最多订 3种。那么一共有多少种不同
的订报方法？

   
91.3 月 12 日植树节那天，少先队员参加植树劳动。中队把一批树苗，

平均分给第三小队的每个队员去种，最后剩下 8 棵不够分了。如果再添上 4
棵，正好每人植树 8棵。这个小队有多少名少先队员？原来中队分给第三小
队多少棵苗？

   
92.三年级二班第一小队的少先队员围成一个圆圈传递一包装着 100 块

糖的袋子，袋子传到谁的手里，谁就拿出 1块糖来，然后把袋子传给下一个
人。结果李小平拿到了第 1块和第 100 块糖，又知道这个小队的人数在 10～
15 人之间，那么这个小队有多少人？

   
93.李小明家里来了客人，小明的妈妈让他给客人烧水沏茶。洗浇水壶要

用 1分钟，烧开水要用 15 分钟，洗茶壶要用 1分钟，洗茶杯要用 1分钟，拿
茶叶要用 2分钟。小明估算了一下，完成这些工作要用去 20 分钟。为了使客
人尽早地喝上茶，按你认为最合理的安排，多少分钟就能沏茶了？

   
94.甲、乙、丙、丁四个人坐在编号为 1～4的四个同排座位上。小玲看

看他们说：“乙在丙的旁边，甲在乙、丙的中间。”然而，小玲说的话都与
实际不符。实际上乙的座位是 3号。那么 2号位上坐着的是谁？

   
95.有 A、B、C 三个人。这三个人中，一位是经理，一位是会计，一位是



司机。只知道 C 比会计年龄大；A 和司机的年龄不相同；司机比 B 年龄小。
那么这三个人谁是经理？谁是会计？谁是司机？

   
96.有 54 个乒乓球，要把它们放在 10 个盒子里，每个盒里都要放，而且

放的个数也不许一样多，你能办到吗？请说明理由。
   
97.一个正方体，六个面上标着 6个连续的自然数，而且三组相对的两个

面上两个数的和都相等。我们能看到这个正方体三个面上标出的数是 15、11

和 14（如下图）。那么这 6个自然数的总和是多少？
   
98.自然数 1、2、3、4、⋯⋯、98、99，这 99 个自然数的数字总和是多

少？
（1的数字和是 1；10 的数字和是 1＋0＝1；35 的数字和是 3＋5＝8，99

的数字和是 9＋9＝18）
   
99.有黑、白两种棋子共 300 枚，按每3枚一堆共分成 100 堆。其中只有

1枚白棋子的有 27 堆；有 2枚或 3枚黑棋子的共 42 堆；有 3 枚白棋子的与
有 3枚黑棋子的堆数相等。那么，在全部的棋子中，白棋子共有多少枚？

   
100.把下面九个方格中的 2个涂成阴影，一共可以得到多少种不同的图

形？

（请注意：凡是经过旋转或翻转，能成一致的图形都只算一种。例如，
下面涂成阴影的 4个图形都算是一种。）

   
练习题参考答案

  
1.（1）（3＋3）÷（3＋3）＝1
（2）3÷3＋3÷3＝2
（3）3×3－3－3＝3
（4）（3×3＋3）÷3＝4
（5）3＋3－3÷3＝5
（6）3＋3＋3－3＝6
（7）3＋3＋3÷3＝7
（8）3×3－3÷3＝8



（9）3×3＋3－3＝9
（10）3×3＋3÷3＝10

2.（10＋6）×（9－3×2）＝48
（10－6）×（9－3）×2＝48
（10＋6）×（9－3）÷2＝48
10＋6×（9－3）＋2＝48
10×6－（9－3）×2＝48
10×（6＋9）÷3－2＝48

3.A＝1，B＝9，C＝8，D＝4，E＝0
4.A＝4，B＝7
5.A＝2，B＝1，C＝9，D＝7，F＝8
6.500
7.8999955
8.原式＝1＋（2＋5－3－4）＋（6＋9－7－8）＋（101＋13－11－12）

＋⋯⋯＋（1994＋1997－1995－1996）＝1
9.原式＝（1998－1995）＋（1992－1989）＋（1986－1983）＋⋯⋯＋

（12－9）＋（6－3）
＝3×［（1988－3）÷3＋1］÷2
＝999

10.A 大，A比 B大 998。
11.和最大是 999。
12.3×4＝12＝60÷5
13.如：1＋7＝8

9－6＝3
4×5＝20

14.原来的两位数是 34。
15.原来的积应该是 2890。

85×［918÷（85－58）］＝2890
16.乘积最大是 18。
17.46×45 的乘积大。
18.3×7×37 的乘积 777 最大。
19.共写了 11 个 0。
20.1＋2＋3＋4＋5＝15 1995÷15＝133⋯⋯10

第 1995 个圆片是绿色的。
21.1995÷7＝285 285×2＝570

1995 这个数排在第 570 行第 2列。
22.第 41 个数是 3483÷81＝43

最小的数是 43－40＝3
最大的数是 43＋40＝83

23.1995＋1997＋1999＝599124.1＋1＋2＋3＋4＋5＋6＝22（块）
25.（2000－186）÷（186－184）＋1＝908（次）
26.印第 1～9 页共用 9 个铅字；印第 10～99 页共用 180 个铅字；印第

100 页用 3个铅字，印这本故事书共用 9＋180＋3＝192 个铅字。
27.9×3＝27（个）



28.199×100×100＝1990000
29.50＋24×2÷6＝58（个）
30.24＋（5＋6＋4＋8＋3＋2）÷7＝28（千克）
31.13－（11－9）×5＝3
32.三种颜色的球共 20 个，红色球的个数是黄色球个数的 9倍，那么黄

色球是 1个，红色球是 9个，当然蓝色球就是 10 个了。因此蓝色球个数是黄
色球个数的 10 倍。

33.二班种了：（265－5）÷（2＋2＋1）＝52（盆）
一班种了：52×2＝104（盆）
三班种了：104＋5＝109（盆）

34.15×2×2×2×2＝240（个）
35.（50＋52＋70）÷2＝86（个）
36.苹果：（1000＋50）×2＝2100（千克）

梨：2100－1000＝1100（千克）
37.（38－10）÷（3－1）＝14（岁）
38.小明：16＋5－6＝15（张）

小强：10＋7－5＝12（张）
小青：19＋6－7＝18（张）

39.20 分钟
40.（42＋6）÷2＋42＝66（个）
41.小盘里原来有苹果：

（2×2＋2×2）÷（2－1）＋2＝10（个）
大盘里原来有苹果：10＋2×2＝14（个）

42.11÷（2×3－5）＝11（只）
43.把题中的条件写成下式：

3个铁球＋5个铜球＝210 克（第一式）
4个铁球＋10 个铜球＝380 克（第二式）
由上面第一式可以得出：
6个铁球＋10 铜球＝420 克（第三式）

比较第一、三两式发现，2 个铁球重（420－380）克，于是求出一个铁
球重：

（420－380）÷（6－4）＝20（克）
一个铜球重：
（210－20×3）÷5＝30（克）
44.甲、乙二人同时出发到第二次相遇，共走了操场东西长度的 3倍，操

场东、西的长是
（80＋70）×2÷3＝100（米）

45.小强先到达终点。
在第一次赛跑，小强跑了 100 米，小光只跑了 90 米。由这次赛跑看：就

是小强跑 10 米，小光能跑 9米。在第二次赛跑，小强跑 11 个 10 米到达 100
米的终点时，小光只跑了 11 个 9 米，即 99 米，离终点还差 1米。因此小强
先到终点。

46.李老师的教龄是 24 年，王老师的教龄是8年，张老师的教龄是5年。
47.（14＋10）÷2÷2＝6（元）



或［14－（14－10）÷2］＝6（元）
48.长：（48÷2＋6）÷2＝15（厘米）

宽：15－6＝9（厘米）
49.12÷（4－1）×（8－1）＝28（分钟）
50.四班：（179－2×3－5×2－3）÷4＝40（棵）

三班：40＋2＝42（棵）
二班：42＋5＝47（棵）
一班：47＋3＝50（棵）

51.（20－2）÷（3－2）＝18（人）
52.（13＋10－1）×4＝88（人）
53.1＋2×3×4＋5＝30
1＋2＋3×（4＋5）＝30
54.（A＋B＋C）×2＝24
55.最大是 73
56.填法如下图

57.56 个桔子
58.（100－30）÷2÷5＝7（次）
59.100÷5＋2＝22（千克）
60.0＋2＋3＋4＋5＋⋯⋯＋99＋100＝5049
61.（101＋199）×99÷2＝14850
62.涂成红色的三角形比涂成黄色的三角形多 9个。
63.涂成黄色的正方形最多是 23 个。
64.你要是把三（1）班 50 人分成两人一组地去思考，企图得出戴小黄帽

的人数，那是得不出来的。我们要抓住“这 50 名学生中，随便找出两个人，
一定有一个人戴小黄帽”这句话去想，去分析。假如有两个人没戴小黄帽，
那么题中“一定有一个人戴小黄帽”的条件就要改变，这是不行的，因此肯
定了 50 人中只有一个人没戴小黄帽，当然戴小黄帽的是 49 人了。

65.红色与绿色、黄色与蓝色、白色与黑色为三组相对的面。
66.红色涂了两个面。
67.10 条。
68.（50＋32＋20＋10）×2＝224（米）
69.有 4 种不同的拼法。长 24 米，宽 1米；长 12 米、宽 2米；长 8米、

宽 3米；长 6米、宽 4米四种长方形。其中最长的周长是 50 米。
70.共有 21 个正方形。
71.28＋30－45＝13（人）
72.50＋21－45＝26（人）



73.有 2 分的硬币：（5×25－80）÷（5－2）＝15（枚）
有 5分的硬币：25－15＝10（枚）

74.10 盆花摆了 5行，每行有 4盆花，如下图。

75.最少要分成 8个正方形。

76.

77.

78.

79.



80.根据题中的条件，A＋12＋D＝D＋20＋11，所以A＝20＋11－12＝19。
于是又可以得出每横行、每竖行、每条对角线上三个数的和是 19＋15＋11＝
45。这样就可以求出：B＝45－15－20＝10；C＝45－12－15＝18；D＝45－11
－20－14。

81.
5 7 6 5 7 6 5 7 6 5

82.小括号里七个加数相加的结果是各个数位上的数字和都是 28，因此
这七个数的和是 1111111×28，再除以 7。我们先计算 28÷7，这样就容易得
出最后的结果是 4444444。

原式＝1111111×28÷7
＝1111111×（28÷7）
＝1111111×4
＝4444444

83.比较某人两次从甲地到乙地骑摩托车与骑自行车所用的时间。不难发
现，他骑摩托车行 12－8＝4 小时的路程与他骑自行车行 21－9＝12 小时的路
程是一样的。由此得出：行同样的路程，他骑自行车所用的时间是骑摩托车
所用时间的 12÷4＝3 倍。某人从甲地到乙地都骑自行车要用

12×3＋9＝45（小时）
或 21＋8×3＝45（小时）

84.在两位数中，十位数字是个位数字 4倍的有 82 和 41 两个。而 82－5
＝77，41－5＝36，由此可知，原来这个两位数是 82。

85.第 1995 个数是
1＋［2＋2×（1995－1）］×（1995－1）÷2
＝3978031
86.根据题意可以知道：这列数是 1、1995、1994、1、1993、1992、1、

1991、1990、1、1989、⋯⋯显然，这列数中，每 3 个数里有 1 个 1。1995
个数中有 1995÷3＝665 个 1，其余的 1995－665＝1330 个数是 1995、1994、
1993、1992、⋯⋯题中要求第 1995 个数是多少，就是要求这剩下的 1330 个
数的第 1330 个数是多少，这第 1330 个数是 1995－1330＋1＝666，即这个数
列的第 1995 个数是 666。

87.按照规定的操作方法，先取走 995 个黄球，隔过红球，又取走 498
个黄球，再隔过红球，又取走 249 个黄球，再隔过红球，又取走 124 个黄球。
这时圆周上剩下 124 个黄球，恰好该取走红球了。因此得出，当他取走红球
时，圆周上还剩下 124 个黄球。



88.根据已知条件，我们可以把六位同学比赛的盘数，用连线段的方法表
示（如下图），从而得出 F赛了 3盘。

89.1999÷8＝248⋯⋯7
1999 这个数在 C类。

90.用 A、B、C 代表三种报，订报的不同情况如下：
A、B、C、AB、AC、BC、ABC

共有 7种不同的订报方法。
91.中队把一批树苗平均分给第三小队队员去种，最后剩下 8 棵不够分

了，说明少先队员的人数比 8大，添上 4棵正好够分了，那么第三小队队员
一定是 8＋4＝12 人。知道了全小队人数再求中队原来分给第三小队多少棵树
苗就简单了。平均每人植树 8棵，那么共植了 8×12＝96 棵，不过这些树苗
中，有后来添上的 4 棵，所以原来中队分给第三小队的树苗，应该是 96－4
＝92 棵。

92.除去李小平拿到的第 100 块糖以外，这个小队的全体队员共拿走了
99 块糖，并且平均每人拿到糖的块数一样多。我们知道，99÷1、99÷3、99
÷9、99÷11、99÷33、99÷99 都能得到整数商并且正好除尽。这就是说，
这个小队的人数可以是 99 人、33 人、11 人、9人、3人、1人。题中告诉我
们，这个小队的人数在 10～15 之间，显然这个小队有少先队员 11 人。

93.为了使客人尽早地喝上茶，最合理的安排是在烧开水这段时间内，安
排洗茶壶、洗茶杯、拿茶叶这些工作。因此，经过 1＋15＝16 分钟就能沏上
茶了。

94.小玲说的“乙在丙旁边”和“甲在乙、丙中间”这两句话都与实际不
符，那么实际情况是乙不在丙的旁边，甲不在乙、丙的中间。又知道乙的座
位是 3号，所以丙一定在 1号座位上，甲在 4号座位上。那么 2号座位上一
定是丁了。

95.根据“A和司机年龄不相同”，“司机比 B年龄小”，可以知道 A不
是司机，B也不是司机，那么 C是司机无疑。由此可知，题中说：“C比会计
年龄大”，就是说“司机比会计年龄大”。题中又说：“司机比 B年龄小”，
显然 B不是会计，那么 A就是会计，B是经理。

96.不能办到。
题中要求我们做到每个盒里都放乒乓球，而且每盒里的个数还不一样

多。那么 10 个盒中可以分别放 1、2、3、⋯⋯10 个乒乓球，这样 10 个盒中
共放了 55 个乒乓球，可是只有 54 个乒乓球，那么只好从放了 2个或 2个以
上的任意一盒里取出 1个乒乓球来，这样就会出现有 2个盒里的乒乓球个数
一样多，这是不符合题意的。因此，把 54 个乒乓球放在 10 个盒子里，每个
盒里都要放，而且每盒里的个数也不许一样多，是不可能的。

97.题中告诉我们，正方体六个面上标着 6个连续的自然数，并且能看到



三个面上标出的 15、11、14 三个数，由此可知，六个面上的 6个连续自然数
可能是 10、11、12、13、14、15；也可能是 11、12、13、14、15、16。

题中又说，三组相对的两个面的两个数的和都相等。如果六个面上的 6
个数是 10、11、12、13、14、15，那么 10 一定与 15 相对，14 一定与 11 相
对，而题中标出 14 与 11 的两个面不是相对的面，因此得出：正方体六个面
上标出的 6个数是 11、12、13、14、15、16。这 6个数的和是（11＋16）×
6÷2＝81。

98.把 1～99 这 99 个自然数分成 50 组，它们是：（1，98）、（2，97）、
（3，96）、（4，95）、（5，94）、⋯⋯、（48，51）、（49，50）、（99）。
前 49 组里每组中有两个数，这两个数的数字和都是 18。第 50 组中 99 的数
字和也是 18。因此，1～99 这 99 个数的数字总和是 18×50＝900。

99.题中告诉我们，只有 1枚白棋子的有 27 堆，也就是说，有 1枚白棋
子、2 枚黑棋子的有 27 堆。题中又说，有 2 枚黑棋子或 3 枚黑棋子的共 42
堆，所以有 3枚黑棋子的是 42－27＝15 堆。题中还说，有 3枚白棋子的堆数
与有 3枚黑棋子的堆数相等，因此，有 3枚白棋子的也是 15 堆。进而可以求
出有 2枚白棋子的堆数是 100－27－15－15＝43 堆。那么全部棋子中，白棋
子共有 1×27＋2×43＋3×15＝158 枚。

100.一共可以得到 8种不同的图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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