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应用题是小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历来是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一个难

点。近年来，在应用题教学中，我们以“题意清、思路明、练习实、反馈广”
为指导，在如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开拓学生的解题思路等方面，
作了一番实践和探索，总结和归纳出应用题解题思路的各种方法，以期使广
大学生都能提高解应用题的能力。

在这本书中，我们着重于解题思路的分析，通过具体实例，介绍如何根
据应用题的结构特征，揭示各种解题规律和解题技巧。有利于学生掌握思考
问题的方法，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活跃思维、培养能力、
发展智力的目的。

为了加深理解，本书结合例题的分析，配置了一定数量的训练题与练习
题，并附有答案，以便查对。

本书由林振勋主编，曹式仪、姜正川、高大荣、杨妙龙编写。在编写过
程中，还得到姜正川同志的支持与供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京）新登字 130 号
   

内容提要
  

本书针对小学生解数学应用题“难”的问题，着重于对解题思路进行分
析。通过具体实例，介绍解题思路十大方法。如何根据应用题的结构特征，
揭示各种解题规律和解题技巧，有利于学生掌握思考问题的方法，提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达到活跃思维、培养能力、开发智力的目的。为
对学生进行独立训练，加深理解，书中结合范例的分析，还配备了一定数量
的训练题和练习题，并附有综合应用题和练习题参考答案。

本书可供小学中、高年级学生自学或在家长辅导下学习使用，也可供小
学数学教师学习参考。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成立于 1973 年，国家科学技术部主管，主要出版科

技政策、科技管理、信息科学、农业、医学、电子技术、实用技术、培训教
材、教辅读物等图书。

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使您增长知识和才干。



一、 剖句法
   

剖句法，是一种把数学语言改变成能够表达数量关系的句式。然后，以
句式来确定运算方法，寻找解题的途径。

用剖句法解题，将为你提供一种简单而实用，并且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解
题捷径。当我们掌握了这种本领后，对解答某些应用题，就会得心应手。

例 1：
新民印刷厂，去年上半年印书 360000 册，下半年印书册数是上半年的

1.5 倍，今年前 10 个月印的册数比去年全年多印 28000 册，今年前 10 个月
平均每月印书多少册？

解析：
题中“下半年印书册数是上半年的 1.5 倍”，揭示了上半年印书册数和

下半年印书册数的倍数关系。怎样把这句话改变成数量关系的句式呢？我们
可以根据这句话的含义，写出表示数量关系的句式如下：

下半年印书册数=上半年印书册数×1.5。
对这个数量关系的句式来讲，上半年印书册数是已知数，这是“求一个

数的几倍是多少”用乘法计算的问题。在这个关系式里只要把“上半年印的
360000 册代入计算，即能求出下半年印的册数。

上半年印书册数×1.5=下半年印书册数
360000×1.5=540000（册）
题中“今年前 10 个月印书册数比去年全年多印 28000 册”，又揭示了今

年前 10 个月印书册数和去年全年印书册数相差多少的关系，根据这句话的含
义，写出表示数量关系的句式是：

今年前 10 个月印书册数=去年全年印书册数+28000 册。
对这个数量关系的句式来讲，当去年印书册数是已知数的时候，这是“求

比一个数多几的数”的问题。在这个关系式里，把去年全年印书册数用具体
数（360000+540000）来表示。

即：
去年全年印书册数+28000 册=今年前 10 个月印书册数，
（360000＋540000）+28000=928000（册）。
从最后问句“今年前 10 个月平均每月印书多少册？”改变为数量关系的

句式是：
今年前 10 个月印书册数÷10=平均每月印书册数
在这个句式里，今年前 10 个月的印书册数已经求得，是 928000 册。
最后解答如下：
今年前 10 个月印书册数÷10（个月）=平均每月印书册数
928000÷10=92800（册）
列综合算式为：
（360000+360000×1.5+28000）÷10
＝928000÷10
=92800（册）
答：今年前 10 个月平均每月印书 92800 册。
本题在计算去年印书的册数时，解法还可以这样算：



“下半年印书册数是上半年印书数的 1.5 倍”。把上半年印书册数作为
1 份，按照题意，下半年印书册数相当于上半年印书册数的 1.5 份，则去年
全年印书册数相当于上半年印书册数的（1+1.5）份。改变成数量关系的句式
是：

去年全年印书册数=上半年印书册数×（1+1.5）
上半年印书 360000 册是已知数，所以运算方法是：
360000×（1+1.5）＝900000（册）
（以下解法同上，从略）
例 2：

蜜蜂每小时飞行 公里 蝗虫每小时飞行的速度是蜜蜂的 蜜蜂每小60
1

6
, ,

小时飞行的速度是昆虫中的飞行冠军蜻蜓的 问
1

2
, :

（1）蜜蜂飞行速度比蝗虫每小时多飞行多少公里？
（2）蜻蜓飞行速度是蜜蜂的几倍？
（3）蝗虫飞行速度是蜻蜓的几分之几？
解析：
要回答这道题目的三个问题，按一般思考方法，应该分到知道蜜蜂、蝗

虫和蜻蜓的速度。蜜蜂的飞行速度是已知数，蝗虫和昆虫中飞行冠军蜻蜓的
速度是要求的，求出了蝗虫的飞行速度，才能解出蜜蜂速度比蝗虫每小时多
飞行多少公里？求出了蜻蜓的速度才能解出另外两个问题。

由 蝗虫每小时飞行的速度是蜜蜂的 可以写出蝗虫和蜜蜂速度的数" "
1

6
量关系的句式：

蝗虫每小时飞行的速度 蜜蜂速度×=
1

6
在这个数量关系式中“已知蜜蜂每小时飞行 60 公里”所以按照“求一个

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用乘法”。可得到计算蝗虫的速度的运算方法：

60
1

6
10× 公里= ( )

由 蜜蜂每小时飞行的速度又是蜻蜓的 可以写出蜜蜂和蜻蜓速度的" "
1

2
数量关系的句式：

蜜蜂每小时飞行的速度 蜻蜓的速度×=
1

2
在这个句式中，已知蜜蜂每小时飞行 60 公里，可以按照“已知一个数的

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用除法”。求得蜻蜓每小的飞行速度：

60
1

2
120÷ 公里= ( )

由上面结果可以推算出：
蜜蜂飞行速度比蝗虫每小时多飞行多少公里？
60-10=50（公里）
蜻蜓飞行速度是蜜蜂的几倍？
120÷60＝2（倍）



蝗虫飞行速度是蜻蜓的几分之几？

10 120
1

12
÷ =

上面的解法，虽然利用了条件中的两个句式，但由于要分别计算出蝗虫
和蜻蜓的飞行速度是多少公里，然后，才能解答这三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
步理解句式，充分发挥句式的作用，这三个问题的解答还可以简化些。

我们先解答第一个问题。

由 蝗虫每小时飞行的速度是蜜蜂的 这个句式 可以想到 蜜蜂飞行速" " , ,
1

6
度为整体，那么，蜜蜂每小时飞行速度与蝗虫每小时飞行速度的分率差，就

是 所以 求 蜜蜂飞行速度比蝗虫每小时多飞行多少公里 实际上1
1

6

5

6
− = , , " ?"

就是求 蜜蜂飞行速度的 是多少公里 列式计算是

蜜蜂飞行速度× × 公里

" ", :

( )

5

6
5

6
60

5

6
50= =

现在，我们再解答第二个问题。
由句式：

" "蜜蜂每小时飞行的速度是蜻蜓的
1

2
可以知道，蜜蜂每小时飞行的速度是 1份，蜻蜓的飞行速度就是 2份，

所以，蜻蜓速度是蜜蜂的 2倍，这个道理不是挺简单吗？还可以这样理解，

蜜蜂速度看作 份 蜻蜓速度就是 ÷ 份 这样 可以省去计算蜻蜓每小1 1
1

2
2, ( ). ,=

时飞行多少公里这一步。
按照这样的句式去思考，解第三个问题，既不需要求出蝗虫速度，也不

需要求出蜻蜓速度 只要把 蜜蜂速度是蜻蜓速度的 代入 蝗虫速度是蜜

蜂的 实际上就是蝗虫速度是蜻蜓速度的 × 你看 问题不是简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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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吗？
我们将两种解法归纳如下：
第一种解法：

1 60 60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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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0 2 60 2

3 60
1

6
6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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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倍

× ÷ ×

第二种解法：



1 60 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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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蜜蜂飞行速度比蝗虫每小时快 50 公里；
蜻蜓飞行速度是蜜蜂的 2倍；

蝗虫飞行速度是蜻蜓的
1

12
.

例 3：
云峰生产队，社员分三组采茶，第一组每天采 312 斤，第二组每天采的

比第一组多 第三组采的比第二组少 斤 第三组每天采茶叶多少斤
1

3
12, , ?

解析：

这道题目里 第二组每天采的比第一组多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第二组

每天采的斤数除了与第一组一样多外 还比第一组多采了它的 就是说 把

" ", :

, . ,

1

3
1

3
第一组每天采的斤数看作整体，平均分成 3份，那么，第二组每天多采的斤

数相当于其中的 份 也就是第二组每天采的斤数是第一组的 显示了两1 1
1

3
. ( ),+

个组每天采茶斤数的倍比关系。
写出表示数量关系的句式是：

第二组每天采茶斤数 第一组第天采茶斤数×= +( )1
1

3
在这个数量关系式中，已知第一组每天采茶 312 斤，即可求得第二组每

天采茶的斤数。

312 1
1

3

312 1
1

3

×

×

( )+

=

＝416（斤）
要求第三组每天采茶多少斤，只要剖析“第三组采的比第二组少 12 斤”

这句生活用语，把它改变成表示数量关系的句式，就可以得到解答。
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吗？你就得亲口尝一尝。这个句式并不复杂，请你

自己来尝试一下，把答案解出来，行吗？记住，用剖句法解。
句式：（      ），
算式：（      ）。
例 4：
成品车间有三个小组，某天，甲组出勤 27 人，出勤率为 90％，甲组总

人数比乙组总人数的 倍少 人 丙组总人数比乙组总人数的 倍多 人 丙组2 6 1
1

3
1, ,

出勤率是 96％，丙组出勤多少人？



解析：
由“出勤率为 90％”揭示了甲组出勤人数和甲组总人数间的百分比关

系，改变成数量关系的句式是：
甲组出勤人数=甲组总人数×出勤率（90％）
在这个句式里，甲组总人数是未知数，运算方法是：“已知一个数的几

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用除法。”
甲组出勤人数÷出勤率（90％）=甲组总人数
27÷90％＝30（人）
再由“甲组总人数比乙组总人数的 2倍少 6人”，揭示了，甲组总人数

与乙组总人数相差多少的数量关系，这种句式是倍数问题的句式扩展，改变
成数量关系的句式是：

甲组总人数=乙组总人数×2倍-6（人）
在这个句式里，甲组总人数加上 6人后，正好是乙组总人数的 2倍，乙

组总人数是未知数。运算方法是：“已知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甲组总人数
与 6人的和），求这个数用除法。

（甲组总人数+6 人）÷2=乙组总人数
（30+6）÷2＝18（人）

再由 丙组总人数比乙组总人数的 倍多 人 揭示了丙组总人数与乙" ",1
1

3
1

组总人数相差多少的数量关系。这种句式，同样是倍数问题的扩展，改
变成数量关系的句式是：

丙组总人数 乙组总人数× 人= +1
1

3
1( )

在这个句式里，乙组总人数是已求得为 18 人，运算方法，可以顺着这个
句式算出，丙组的总人数即为：

18 1
1

3
1 25× 人+ = ( )

最后由“丙组出勤率是 96％”揭示了丙组出勤人数与丙组总人数间的百
分比关系，改变成数量关系的句式是：

丙组出勤人数=丙组出勤总人数×出勤率（96％）
在这个句式里，丙组总人数是已知数，就不难算出丙组出勤的人数。
25×96％＝24（人）
列综合算式是：

( )27 90% 6 2 1
1

3
1 96%

36 2 1
1

3
1 96%

÷ + ÷ × +






×

= ÷ × +






×

＝25×96％
＝24（人）
答：丙组出勤 24 人。
例 5：
现有货物 360 吨，甲队运走了全部货物的 30％，余下的货物按运输能力

分配给乙丙两个运输队 乙队运输量的 等于丙的 乙队有载重 吨的卡车, , .
2

3

5

6
2 5



8 辆，问乙队要完成规定的运输任务，要运几次？
解析一：
1.“甲队运走了全部货物的 30％”揭示了甲队运走的吨数与全部货物间

的百分比关系，改变成数量关系的句式是：
甲队运的吨数=全部货物的吨数×30％
在这个句式里，全部货物的吨数是已知数，所以，这是一个“求一个数

的百分之几是多少”的问题，用乘法计算。以句式定运算方法是：
全部货物的吨数×30％=甲队运走的吨数
360×30％＝108（吨）

2
2

3

5

6
." ", ,乙队运输量的 等于丙队 揭示了乙队和丙队运输量的比例关系

改变成数量关系的句式是：

乙队运输量 丙队运输量× = ×
2

3

5

6
怎样从这个句式去推算出乙丙两队运输量的比呢？
根据比例的基本性质：“在比例里，两个外项的积等于两个内项的积”。

如果把 乙队运输量 看作比例里两个外项的积 丙队运输量 看作" " ," "× ×
2

3

5

6
比例里两个内项的积，则句式就变为：

乙队运输量∶丙队运输量 ∶=
5

6

2

3

     

把 ∶ 化成最简整数比是 ∶ 就是说 乙队运输量和丙队运输量的比
5

6

2

3
5 4, ,

是 5∶4。
3．“余下的货物按运输能力分配给乙丙两个队”，这句话，表示把余下

的货物按运输能力来进行分配。也就是按比例分配的解题方法。
把乙队运输量看作 5份，则丙队运输量就是 4份，那么，余下的货物吨

数就是 份 乙队运输量占余下货物吨数的 就是求 吨的 是多少5 4 9
5

9
252

5

9
+ = , , ,

用乘法计算，以句式定运算方法：

余下的货物吨数 乙队运输量

吨

× =

× =

5

9

252
5

9
140( )

4．“乙队有载重 2.5 吨的卡车 8辆”表示了乙队的运输能力，所谓“运
输能力”就是指乙队全部卡车 1次能运输货物的多少”，以句式定运算方法：

卡车载重量×辆数=乙队运输能力
2.5×8＝20（吨）
5．问句，“乙队要完成规定的运输任务，要运几次？”揭示了运输任务

和运输能力间的包含关系，以句式定运算方法是：
乙队运货吨数÷每次运货吨数=次数
140÷20=7（次）



答：乙队要完成规定运输任务要运 7次。
解析二：
1．“甲队运走了全部的 30％”，把全部货物当作整体1，“余下的货物”

应是全部货物吨数的（1-30％），以句式定运算方法是：
全部货物的吨数×（1-30％）=余下货物的吨数
360×（1－30％）＝252（吨）
2．乙队有载重 2.5 吨的卡车 8辆，以句式定运算方法，
卡车载重量×辆数=乙队运输能力
2.5×8＝20（吨）

3
2

3

5

6
2

3

5

6

20
2

3

5

6
16

." ", :

( )

乙队的运输量的 等于丙队的 改变成数量关系的句式是

乙队的运输量 丙队的运输量

吨

× ÷ =

× ÷ =

乙队运输量与两队运输量的比是：
20 吨∶16 吨
化简比得：5∶4
4.以下解法和解析—相同
分析：（略）

252
5

9
20 7× ÷ = ( )次

答：乙队要完成规定的运输任务要运 7次。
解析三：
1．从“甲队运走了全部货物的 30％”可知余下的货物应占全部货物吨

数的 1-30％＝70％（把全部货物吨数看作整体 1）

2
2

3

5

6
2

3

5

6

. :乙队运输量的 等于丙队运输量的 改变成数量关系的句式是

乙队运输量 丙队运输量× = ×

把这个句式中的乙队的运输量看作 1份，以句式定运算方法：

乙队运输量 丙队运输量

乙队运输量∶丙队运输量 ∶ ∶

× ÷ =

× ÷ =

= =

2

3

5

6

1
2

3

5

6

4

5

1
4

5
5 4

3.“余下的货物按运输能力分配给乙、丙两个运输队”，这句话，提供
了将全部货物的 70％，按比例分配的解法。

乙队运输货物的吨数占余下货物的 5份即：



5

4 5

5

9

70%
5

9

70%
5

9

7

18

+
=

× =

就是求 的 是多少 用乘法计算, :

这就是说乙队按规定要运输的货物吨数占全部货物吨数的 以句式定
7

18
,

运算方法：

全部货物吨数 乙队运输吨数

吨

× =

× =

7

18

360
7

18
140( )

4．以下解法和解析一相同
分析：（略）
列综合算式是：
140÷（2.5×8）=7（次）
答：乙队要完成规定的运输任务要运 7次。
本题还有其他解法，这里不一一赘述。
用剖句法解答应用题的特点，是把表示两个数量之间关系的语句，正确

地改变成表示数量关系的数学句式。从而，从句式中确定运算方法，求得解
题思路，达到解决问题之目的。

由此可见，由理解题意，进而改变为数学句式，是用剖句法解答应用题
的关键。熟练掌握小学数学中常见的数学句式，是用剖句法解答应用题的重
要一环。

训练示范
1．实际每天比原计划多制造 5台。
加法句式：实际每天制造台数=原计划每天制造台数+5 台
或减法句式：原计划每天制造台数=实际每天制造台数-5 台
已知原计划每天制造 45 台，求实际每天制造台数。
算式：
45+5＝50（台）
已知实际每天制造 50 台，求原计划每天制造的台数
算式：
50-5=45（台）
2．苹果的斤数比香蕉的 2倍少 25 斤。
乘减句式：
苹果的斤数=香蕉的斤数×2-25 斤
或加除句式：
香蕉的斤数=（苹果的斤数+25 斤）÷2
已知香蕉有 95 斤，求苹果的斤数？
算式：
95×2-25＝165（斤）
已知苹果有 165 斤，求香蕉的斤数？



算式：
（165+25）÷2＝95（斤）
3．请你试一试：
（1）实际比原计划提前 3天完成。
句式：（           ）
或句式：（          ）
已知实际 12 天完成，求原计划是几天完成？
算式：（          ）
已知原计划 15 天完成，求实际几天完成？
算式：（          ）
（2）四月份比五月份节约用煤 0.75 吨。
句式：（          ）
或句式：（          ）
已知四月份用煤 8吨，求五月份用煤多少吨？
算式：（          ）
已知五月份用煤 8.75 吨，求四月份用煤的吨数？
算式：（          ）
4．余下的路程，要 3天走完。
句式：（          ）
或句式：（          ）
已知还余下 120 公里，求平均每天走多少公里？
算式：（          ）
已知平均每天走 40 公里，求还余多少路程？
算式：（          ）
5．第一仓库的存粮吨数是第二仓库的 3倍。
句式：（          ）
或句式：（          ）
已知第一仓库存粮 150 吨，求第二仓库存粮吨数？
算式：（          ）
已知第二仓库存粮 50 吨，求第一仓库存粮吨数？
算式：（          ）
练习题
1．三人站在一起，第一人身高 178 厘米，比第二人高出 2厘米；第三人

比第二人高出 3厘米；第三人身高多少厘米？
2．李师傅加工一批零件，前 4.5 小时做 162 个，照这样的工作效率，再

做 1小时 15 分钟，可以完成任务，这批零件有几个？
3．红花和黄花共 15 朵，红花的朵数比黄花的 2倍还多 3朵，红花和黄

花各多少朵？
4．托儿所买碗和汤匙各 45 个，每个碗的价钱是 0.55 元，每个汤匙的

价钱是每个碗的 一共付出多少元
1

5
, ?

5 126
3

4
. , ,新昌小学五年级有 人 恰好是六年级学生人数的 六年级人数中通



体锻标准的占 六年级通过体锻标准的有多少人
7

8
, ?

6．哥哥有图书 20 本，比弟弟多 4本，哥哥说：“我比弟弟的本数多 25
％，弟弟的本数比我少 25％”。哥哥的话有什么错？

7 200
1

5
8. , ,一本书有 页 第一天看了全书页数的 还多 页 第二天比第一天多

看 两天看的页数占全书的百分之几
1

4
, ?

8 600
1

3
75%. , , ,甲乙两个书架 甲书架有书 本 从甲书架借出 从乙书架借出

后，甲书架的书比乙书架书的 2倍还多 150 本，乙书架原有书多少本？
9．李军乘汽车计划用 6小时从上海到镇江，前 2小时行了全程的 30％，

这时剩下的路程比已走过的路程多 96 公里，若要按原计划到达目的地，剩下
的路程平均每小时要行多少公里？

10．用一根竹竿插入河中，测量河水的深度，这时露出水面部分占竹竿

长度的 涨潮时 河水上涨 米 这时埋入水中部分占全竹竿长的 求原河
1

3
1 2

7

9
, , . , ,

水的深度是多少米？



   
二、分层法

   
对于比较复杂的应用题。我们可以根据题中“两两相依”的特定数量关

系。把它分为若干层来思考解答，以达到最终解决问题的目的。我们称这种
解题的思考方法，叫做“分层法”。

小朋友，你们在解答实例中，将会发现，“分层法”的化繁就简的作用。
同时，这种方法也为你提供了解决比较复杂应用题的好办法，即按照应用题
的结构和相应采取的分层方法。

我们在第一法里列举了许多句式。每一句式反映了数学中常用的数量关
系。

例如：
一条公路全长=已修长度+未修长度，
未修长度=一条公路全长-已修长度，
已修长度=一条公路全长-未修长度。
已完成的工作量+剩下的工作量=工作总量，
工作总量-已完成的工作量=剩下的工作量，
工作总量-剩下的工作量=已完成的工作量。
单位面积产量×播种面积=总产量，
总产量÷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
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播种面积。
单价×数量=总价，
总价÷单价＝数量，
总价÷数量=单价。
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总量，
工作总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
工作总量÷工作时间=工作效率。
速度×时间=路程，
路程÷速度=时间，
路程÷时间=速度。
每筐重量×筐数=总重量，
总重量÷每筐重量=筐数，
总重量÷筐数=每筐重量。
每天烧煤斤数×天数=烧煤总斤数，
烧煤总斤数÷每天烧煤斤数=天数，
烧煤总斤数÷天数=每天烧煤斤数。
⋯⋯
分层法有二种形式：渐进式和平列式。下面我们分别叙述二种分层形式。
渐进式
顺着题目叙述的顺序进行分层。分一层，解一层，直至分层到题目的问

题为止。
例 1：
果园收苹果，如果用小筐装，每个小筐装 24 公斤，需装 28 筐。现用小



筐和大筐一起装，小筐装 16 筐，剩下的用大筐装，每个大筐装 32 公斤。需
要大筐多少个？

解析：
此题根据题目叙述先后顺序分层、解答如下。
第一层：
“每个小筐装 24 公斤，需装 28 筐”，一共有多少公斤苹果？
24×28=672（公斤）
第二层：
“每个小筐装 24 公斤，装了 16 筐”，用小筐共装了多少公斤苹果？”
24×16=384（公斤）
题中又告诉我们“剩下的由大筐装，所以第三层应求出剩下的苹果有多

少公斤。由数量关系式：
总斤数-已装的斤数=剩下的斤数
可见，组成第三层的两个数量是第一层和第二层计算的结果。
第三层：
苹果一共有 672 公斤，装了 384 公斤，还剩下多少公斤？
672-384=288（公斤）
把第三层计算结果和“每个大筐装 32 公斤”组成第四层、就可以解出题

目中的问题。
第四层：
“剩下苹果 288 公斤，每个大筐装 32 公斤，需要大筐多少个？”
288÷32=9（个）
列综合式计算
（24×28-24×16）÷32
=288÷32
=9（个）
答：需要大筐 9个。
例 2：
甲乙两个工人同时装订一批练习簿、10 分钟后，甲工人装订了 120 本，

乙工人装订了 80 本。两人合作承包装订 1800 本。要用多少时间？甲乙两个
工人各装订多少本？

解析：
第一层：
“10 分钟后，甲装订了 120 本、甲工人每分钟装订多少本？”
120÷10=12（本）
第二层：
“10 分钟后，乙装订了 80 本，乙工人每分钟装订多少本？”
80÷10=8（本）
由第一层和第二层的计算结果，引出第三层：
甲工人每分钟装 12 本、乙工人每分钟装8本，两人每分钟共装多少本练

习簿？
12+8=20（本）
根据第三层计算的结果和“两人合做承包装订 1800 本练习簿”。由数量

关系：



工作总量÷工作效率和=合作的工作时间
第四层：
可提出题目所求的问题：
甲乙两个工人合作承包装订 1800 本练习簿每分钟一共装订 20 本，需要

多少时间才能完成任务？
1800÷20=90（分钟）
列综合式计算：
1800÷（120÷10+80÷10）
=1800÷20
=90（分钟）
答：两人合作需要 90 分钟才能完成。
接着：用甲乙两个工人的工作效率和装订用的时间（90 分钟）、来解答

本题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十分容易了。
请你算一算：
完成时，甲工人装订多少本？
（        ）
完成时，乙工人装订等少本？
（        ）
答：完成时，甲工人装订（     ）本，乙工人装订（     ）本。
例 3：
一项工程，甲独做要 12 天完成，乙独做要 15 天完成，现由
甲先做 3天，剩下的再由甲乙合做，还需要做几天？
解析：
我们把一顶工程的工作总量看作 1，那么可以从“甲要做 12 天完成”这

个已知数量中知道。甲每天完成工作总量

的 同样的道理可以从 乙要做 天完成 得知乙每天完成工作总量的

这是解这类分数应用题特例的一般规律 所以 和 这两个数可以当作题

1

12
15

1

15
1

12

1

15

. " " .

,

中的已知数使用。
第一层：

一项工程 甲每天完成它的 先做了 天 完成这项工程的几分之几, , , ?
1

12
3

1

12
3

1

4
× =

第二层：

一项工程 甲完成了全工程的 还剩下这项工程的几分之几没有完成, , ?
1

4

1
1

4

3

4
− =

本题要求的是“剩下的由甲乙合做，还需要做多少天？由数量关系：
工作总量÷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
可以知道组成本题第三层的两个数量是求出两人工作效率之和的问题。

即“甲乙每天一共完成工程的几分之几”的问题，归结列第三层。



第三层：

一项工程 甲每天完成全工程的 乙每天完成全工程的 两人合做, , ,
1

12

1

15
一天可完成这项工程的几分之几？

1

12

1

15

3

20
+ =

然后,把第三层和第二层计算的结果归作第四层，就可解得题目中的问
题。

第四层：

一项工程 甲乙合做 每天完成它的 要完成这项工程的 需要多少, , , ,
3

20

3

4
天？

3

4

3

20
5÷ 天= ( )

列综合式计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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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还需要做 5天完成全部工程。
平列式
按照题目的问题所展示的思考方向，将较复杂的复合应用题剖解成两道

或三道简单的复合应用题。再分别将简单的复合应用题分为若干层、最后把
两个或三个简单、复合应用题的结果合并成要解的问题。

例 4：
某厂原计划 25 天制造小型机床 75 台、由于革新工艺，每天实际可制造

5台，照这样计算，要制造 225 台小型机床，实际比原计划提前几天完成？
解析：
此题目的问题、“制造 225 台小型机床实际比原计划提前几天完成？”

为我们展示了解题的思考方向。必须找到原计划制造的天数和实际制造的天
数。所以，本题可以着手剖解成以下两道简单的复合应用题来思考。

题（1）：
某厂原计划 25 天制造 75 台小型机床、照这样计算，制造 225 台小型机

床，原计划要多少天？
题（2）：
某工厂要制造 225 台小型机床，实际每天制造 5台，实际用多少天？
题（1）第一层：
某厂原计划在 25 天制造 75 台小型机床、原计划每天制造多少台？
75÷25=3（台）
第二层：
某厂要制造 225 台小型机床、原计划每天制造 3台，原计划要用多少天？
225÷3=75（天）
题（2）：
是一步计算问题，按数量关系，或实际用多少天完成、用除法计算。



列式计算：
225÷5=45（天）
把题（1）和（2）的计算结果合并，就能求实际比原计划提前几天完成。

这样完成了分层思考过程，达到解决问题之目的。
某厂加工一批小型机床，原计划用 75 天，实际只用 45 天，比原计划提

前几天完成？
75-45=30（天）
列综合式计算：
225÷（75÷25）-225÷5
=75-45
=30（天）
答：实际比原计划提前 30 天。
例 5：

某小学全校有学生 人 六年级学生人数占全校的 五年级学生人数640
1

5
, ,

的 正好是六年级男生人数的 已知五年级男生有 人 六年级男生 人
1

6

1

4
46 60, , ,

五、六年级女生共有多少人？
解析：
此题的问题，“五、六年级女生共有多少人？”展示了解题思考的方向。

必须知道五、六年级女生人数各是多少人，所以本题可以剖解成如下两道复
合应用题。

题（1）：

某小学全校有学生 人 六年级学生人数占全校的 六年级男生有640
1

5
60, ,

人，女生有多少人？
题（2）：

五年级学生人数的 正好是六年级男生人数的 六年级男生有 人 五
1

6

1

4
60, ,

年级男生有 46 人，五年级女生有多少人？
把题（1）分为如下两层解答：
第一层：

某小学全校有学生 人 六年级学生人数占全校的 六年级学生有多640
1

5
, ,

少人？

640
1

5
128× = ( )人

第二层：
六年级学生有 128 人，其中男生有 60 人，女生有多少人？
128-60=68（人）
把题（2）分为如下三层解答：
第一层：

六年级男生有 人 它的 有多少人60
1

4
, ?



根据分数乘法的意义：

60
1

4
15× = ( )人

第二层：

五年级学生人数的 正好是 人 五年级学生有多少人
1

6
15 , ?

根据分数除法的意义：

15
1

6
90÷ = ( )人

第三层：
五年级学生有 90 人，男生有 46 人，女生有多少人？
90-46=44（人）
把题（1）和题（2）计算结果合并成求五、六年级女生共有多少人的应

用题。完成了分层思考过程，解决了问题。
五年级有女生 44 人，六年级有女生 68 人，五、六年级女生共有多少人？
44+68=112（人）

列综合式计算： 640
1

5
60 60

1

4

1

6
46× −





 + × ÷ −







=68+44
=112(人)
答：五、六年级女生共有 112 人。
例 6：
3 把圆规，1付三角尺和 1支钢笔一共是 11.80 元。已知 11 付三角尺的

价钱等于 2 把圆规的价钱；3把圆规和 1支钢笔一共是 11.30 元，圆规、三
角尺和钢笔的单价各是多少元？

解析：
根据题意，可以发现“3 把圆规，1 付三角尺和 l 支钢笔一共是 11.80

元”与“3把圆规、和 l支钢笔一共是 11.30 元”这两个相关联的数量关系，
归作一层，可以算出 1付三角尺的价钱。把这一层计算结果和有关联的条件
再归作一层，逐步分层，直至解决问题为止。

第一层：
3把圆规、1付三角尺和 l支钢笔一共是 11.80 元。3把圆规和 1支钢笔

一共是 11.30 元，可求得一付三角尺是多少元？
11.80-11.3=0.50（元）
第二层：
1付三角尺是 0.50 元，11 付三角尺是多少元？
0.50×11=5.50（元）
第三层：
1l 付三角尺是 5.50 元，已知 11 付三角尺的价钱等于 2 把圆规的价钱，

1把圆规多少元？
5.50÷2=2.75（元）
第四层：
每把圆规是 2.75 元，3把圆规一共多少元？
2.75×3=8.25（元）



第五层：
3把圆规和 1 支钢笔一共是 11.30 元，3把圆规是 8.25 元，1 支钢笔是

多少元？
11.30-8.25=3.05（元）
这道题算到第五层，就把圆规、钢笔和三角尺的单价都算出来了。本题

也可以分为 4层解答，请你想一想，还能按什么思路解答？
例 7：
某工人在第一季度中生产了 350 件产品，其中合格的占 90％，第二季度

生产的合格产品是 423 件，合格率为 94％，问该工人上半年的产品合格率是
百分之几？

解析：
此题的问题是求“上半年的产品合格率是百分之几”，就必须想法知道，

产品的总件数和合格产品的件数，方能根据：
产品合格件数

产品的总件数
产品合格率× =100%

来解决问题。
因此，本题可以同时先剖解成这样两道题目。
题（1）：
某工人第一季度生产了 350 件产品，第二季度生产的合格产品是 42 件、

合格率为 94％，该工人上半年共生产了多少件产品？
题（2）：
某工人第一季度生产了 350 件产品，真中合格的占 90％，第二季度生产

的合格产品是 423 件，该工人上半年生产的合格产品是多少件？
把题（1）分为如下两层解答：
第一层：
某工人第二季度生产的合格产品是 423 件，其中合格率为 94％，第二季

度共生产了多少件产品？
423÷94％=450（件）
第二层：
某工人第一季度生产了 350 件产品、第二季度生产了 450 件产品，上半

年共生产了多少件产品？
350+450=800（件）
把题（2）分为如下两层解答：
第一层：
某工人第一季度生产了 350 件产品，其中合格的占 90％，第一季度生产

了多少件合格产品？
350×90％=315（件）
第二层：
某工人第一季度生产合格产品有315件，第二季度生产的合格产品有423

件，上半年生产了多少件合格产品？
315+423=738（件）
把以上两题分层解答的结果为条件，就能求得最后的问题。
某工人上半年共生产了 800 件产品，其中合格的有 738 件，该工人上半

年的产品合格率为百分之几？



738÷800=92.25%
列综合式计算：
（350×90％+423）÷(423÷94％+350）
=738÷800
=92.25％
答：该工人上半年的产品合格率是 92.25％。
综上所述，分层法解题思考方法，从题目的已知条件或问题出发，通过

逐层寻找相关的数量关系，逐层提出问题，直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
渐进分层法和平列分层法，这两种解题思考方法，对于解答同一道题目，

有时也可以交替穿插应用。
训练示范
1．分析题意，给每一层补上条件或问题

( ) , , .1 60 2
1

2
15 14用两部车床加工 个铸件 甲车床 小时加工 个 乙车床 小时加

工 7个，两部车床同时加工一段时间后，还剩 16 个，两部车床一共加工多少
小时？

第一层：
根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求两部车床一共加工多少个铸件？
第二层：

根据 甲车床 小时加工 个 乙车床 小时加工 个:" , . " ,2
1

2
15 14 7 求_________？

第三层：
根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求两部车床一共加工多少小时？
（2）向阳儿童玩具厂，计划12 天生产 1800 件电动小汽艇，已经生产了

5天，剩下的也要在 5天完成，平均每天比计划多生产等少件？
第一层：
根 据 ： “ 计 划 12 天 生 产 1800 件 电 动 小 汽 艇 ” ， 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层：
根据：____________________，求剩下的 5天完成，每天生产多少个？
第三层：
根据：“原计划__________________、和剩下的__________________,

求平均每天比计划多生产多少个？
2．连接有关层次和算式
（1）甲乙丙三个小朋友采草莓，甲采了 84.5 公斤，比乙多采 19.4 公

斤 丙采的比乙的 还少 公斤 甲乙丙三人共采多少公斤草莓, . ?
2

3
14



（2）一批零件，原计划按 6：5 分配给师徒二人，结果师傅加工了

1200
1

4
个 超过分配数的 徒弟正好完成分配数 师傅比徒弟多做多少个, , , ?

3．按解题步骤，连接有关条件和问题，并分层。（1）例：

第一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再补上一个条件，增加第三层
第三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第一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再补上一个条件，增加到第四层
第三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第一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层＿,
再补上一个条件，增加第四层
第四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练习题
1．工地需要一批水泥，每次运 8.4 吨，需运 12 次，运了 4次后，剩下

的要提前 1次运完，每次要多运多少吨？

2
1

500
36. , , , ,一块长方形水稻试验田 用 的比例尺 画在图上 它的周长是 厘米

长与宽的比是 7：2，求这块水稻试验田的实际面积是多少平在米？合多少



亩？
3．某车间计划 7天制造 6300 个零件，已经做了 2天，每天制造700 个；

如果按原计划的天数完成任务，那么，以后每天应比原计划多制造多少个零
件？

4．一个工程队，在四月份修一条公路，上半月每天修 1.2 公里，下半

月每天比上半月每天多修 公里 这个月 天 平均每天修多少公里
1

5
30, ( ) ?

5．某食堂运煤、第一次运了 6车，平均每车运 2吨，第二次次比第一次
少运 2车，平均每车多运 2吨，平均每次运多少吨？平均每车运多少吨？

6 42 2
1

2
. , , ,一辆汽车从甲城开往乙城 每小时行 公里 行驶 小时后 正好行了

全程的 75％，这时一人骑自行车由乙城去甲城。每小时行 14 公里，多少小
时后，这个人与汽车相遇？

7．甲乙两地相距 150 公里、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出、原定 5 小时到这乙

地 汽车开出 小时后 每小时速度加快 公里 结果比原定时间早到几小, . , ,15 7
1

2
时？

8．星火电表厂计划生产一批电表、甲车间每天能生产 150 只，乙车间

每天能完成这批电表总数的 两个车间共生产 天完成生产任务 乙车间生
1

10
4, ,

产多少只？
9．筑路队修一条公路，原计划25 人，每天工作8小时，47 天完成任务。

现要提前 22 天完工，应增加几人？10．一个游泳池有三根进水管和二根出水
管，单开进水管要4小时可将空池注满；单开出水管 7小时可将满池水放完；
同时开进水管和出水管 2小时后，关掉出水管，还要几小时才能将全池水注
满？



   
三、追踪法

   
有的应用题，在题目中的某个已知条件具有明显的特点，这种特点，可

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解题的思考方法。即是从某一特点出发，作为解题的主要
线索，去求得问题的解答。就好比一团乱棉纱线，要理清它，首先要想方设
法去找到它的线头一样。这种解题方法，我们把它称为追踪法。用追踪法来
解答应用题，就是要抓住这条主要线索。通过逐步追踪推理，沟通条件和问
题之间的联系。进而达到理清思路，解决问题的目的。

下面的实例中将告诉你怎样去抓住题目里的主要特点，还要告诉你怎样
从这些特点，抓主要线索，顺藤摸瓜，一直追踪到问题得到解决为止的思维
过程。

例 1：
甲乙两个自行车装配小组，甲组有 6人、乙组有 8人，每人每天装配的

车辆数相同，两组一起装配 3天，甲组比乙组少装配 12 辆。每人每天装配多
少辆？

解析：
读了这道题目，可以这样想：既然每人每天装配的辆数相同，为什么“甲

组比乙组少装配 12 辆？”很清楚。这是本题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解题的主要
线索。顺着这条线索开始，追踪每人每天装配多少辆。

联系“两组一起装配 3天”这个条件，可以算出：“甲组每天比乙组少
装配 12÷3＝4（辆）

为什么：“甲组每天比乙组少装配 4辆”。
题目告诉我们：“每人每天装配的辆数相同”，那么，造成两个组每天

装配的辆数差的原因只能是两个组的人数差了。
联系“甲组有 6人，乙组有 8人”。所以算出甲组比乙组少 8—6＝2（人）。
把“甲组每天比乙组少装配 4辆”和“甲组比乙组少 2人。”这两个条

件沟通起来。就可把题目所求的：“每人每天装配多少辆？”求出来了。
列式计算：
12÷3÷（8—6）
＝4÷2
＝2（辆）
答：每人每天装配自行车 2辆。
例 2：
李老师原计划用 4.80 元，买大楷簿 36 本和毛笔 8支。实际多买 5支毛

笔，一共付了 5.55 元。大楷簿每本多少元？
解析：
这道题，我们可以这样去思索。李老师原计划用 4.80 元，而实际付了

5.55 元，这是为什么？因为李老师多买 5支毛笔所造成的，很清楚，李老师
多买 5支毛笔就是解题的主要线索，顺着这条线索去追踪。联系“李老师原
计划用 4.80 元”“一共付了 5.55 元”这两个条件，可以求得每支毛笔多少
元？

（5.55—4.80）÷5



＝0.75÷5
＝0.15（元）
顺着这条思路，每支毛笔 0.15 元，8支毛笔价是多少元？
0.15×8＝1.20（元）
求出了毛笔 8支价是1.20 元，再联系“大楷簿36 本和毛笔8支共计4.80

元”，这个条件可以求得 36 大本楷簿是多少钱？
4.80—1.20＝3.60（元）
最后可以追踪到大楷簿每本多少元？
3.60÷36＝0.10（元）
列成综合式计算：
［4.80－（5.55—4.80）÷5×8］÷36
＝［4.80—1.20］÷36
＝3.60÷36
＝0.10（元）
答：每本大楷簿 0.10 元。
例 3：
用两台机器加工 140 只齿轮，第一台机器每天加工 8只，第二台机器每

天加工 6只。在生产过程中，第一台机器停修 7天。问全部加工完，两台机
器各加工多少只齿轮？

解析：
读了这道题目，可以很清楚的发现，“（第一台机器停修 7天”是本题

的特点。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这道题”很容易解答。因此，它是解题
的主要线索。应该从这一特点出发去追踪。因为第一台机器停修 7天，也就
是第二台机器比第一台多加工 7天，联系“第二台机器每天加工 6只”，可
先求出第二台 7天加工多少只齿轮。再追踪两台机器同时加工多少只齿轮？

6×7＝42（只）
第二台机器多加工 42 只。那么两台机器同时加工的只数就是：
140—42＝98（只）
接着再联系两台机器工作效率，可以追踪两台机器同时加工需多少天？
98÷（8＋6）
＝98÷14
＝7（天）
两台机器同时加工 7 天，就是说，第一台加工 7 天，而第二台加工：7

＋7＝14（天），根据“工作量＝工作效率×时间”，追踪两台机器各加工多
少只齿轮？

第一台加工只数是：
8×7＝56（只）
第二台加工只数是：
6×14＝84（只）
列成综合式计算：
（140－6×7）÷（8＋6）
＝98÷14
＝7（天）
8×7＝56（只）



6×（7＋7）＝84（只）
答：第一台机器加工齿轮 56（只）；
第二台机器加工齿轮 84（只）。
例 4：
“六一”儿童节前夕，爸爸带着女儿到百货公司买两件电子玩具，爸爸

在顾客十分拥挤的情况下，把其中的一件玩具标价个位上的“0”忽略了。于
是付给营业员 9.78 元，营业员说：“这些钱付两件玩具不够”，要爸爸付款
18.78 元。你能算出两件电子玩具各是多少钱吗？

解析：
这道题目比较复杂，从何着手进行追踪，作为解答此题的主要线索？我

们不妨可以这样想，爸爸付给营业员 9.78 元，可是营业员说：“这些钱买两
件玩具不够”，主要原因是，爸爸把其中一件玩具的标价个位上的“0”忽略
了。从将标价上的“0”忽略后，对玩具的价格产生什么影响来追踪，（例如：
把 100 写成 10，不就是缩小了 10 倍了吗？）显然是把标价缩小了 10 倍，道
理是很清楚的。爸爸把标价缩小了 10 倍，所以他只付了标价的 10 份中的 1
份，少付了 9份，那么，这个9份到底是多少元呢？我们还要追踪这个问题。

爸爸只付了 9.78 元，营业员要收款 18.78 元。于是，这里就出现了 9
元（18.78＝－9.78 元）的差额，正好相当于其中一件玩具标价 10 份中的 9
份，于是，我们就可以通过先求出一份的价钱，再求出这件玩具标价的总价。

9÷（10－1）×10＝10（元）
这样，其中一件电子玩具的标价就算出来了。那么，另一件电子玩具的

标价，就不难算出。
18.78—10＝8.78（元）
这道题目，我们还可以从分数问题的角度来思考，爸爸把其中一件玩具

标价个位上的“0”忽略了。那么，他只付了标价的几分之几呢（如果把标

价看作整体 追踪这个问题 就可以得出爸爸只付了标价的 换句话说 爸

爸少付了标价的 了 于是 再追踪到爸爸少付的钱 元 不就是

1
1

10

1
1

10
9 1

1

10

) , . ,

( ) . , ( ), ( )− −

的对应量吗？按照分数除法意义。“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
数，用除法。”我们就可以算出标价的价格是多少了。

列综合算式是：

( . . ) ( )1878 9 78 1
1

10

9
9

10

− ÷ −

= ÷

＝10（元）
18.78—10＝8.78（元）
答：两件电子玩具的价格分别是 10 元和 8.78 元。
例 5：

春燕童装厂 第一天生产童装 套 是第二天生产量的 第三天生产童, , ,720
4

5

装的数量比第二天多 已知第三天比第一天多生产 小时 问平均每小时生
1

6
3, ,



产童装多少套？
解析：
这是一道分数应用题。假如我们从它的问题出发去思考，就会这样想：

要求每小时生产童装多少套，必须知道三天生产童装的总数是多少套，还要
知道三天共生产了多少小时。这样的思考方法，就显得复杂了。如果采用追
踪法解答这道应用题，就能顿开茅塞。

由“第三天比第一天多生产 3小时”，追踪得到这样一个问题：第一天
和第三天生产的套数相差多少呢？这是一条主要线索。因为求出了相差的套
数，就可以用：

套数的差÷时间的差＝每小时生产的套数
要追踪“第三天比第一天多生产多少套童装？”这条线索，必须知道“第

三天和第一天各生产多少套？”这两个条件。

已知 第一天生产童装 套是第二天生产量的 根据分数除法意义" ", ,720
4

5
第二天产量，可以这样算：

720
4

5
900

900
1

6

÷ = ( )

, " ",

套

求出第二天生产 套 根据 第三天比第二天多生产 我们可以由分数

乘法意义，第三天的产量，可以这样算：

900 1
1

6
1050× + =( ) ( )套

接着，我们可以从第一天生产的 720 套和第三天生产的 1050 套，追踪得
出：“第三天比第一天多生产 3小时”的套数是：

1050—720＝330（套）
这样，一道比较复杂的分数问题，就简化了。求每小时生产多少套？只

是一个已知工作量和工作时间相除的简单计算：
330÷3＝110（套）
列综合算式：

720
4

5
1

1

6
720 3 110÷ × +







 −









 ÷ = ( )套

答：平均每小时生产 110 套。
通过以上五个例题，可以看出，追踪法解题，就是抓住题目中一个具有

明显特点的已知条件为主要线索，进行逐层追踪，能从复杂的条件中理出头
绪，明确思路，使问题逐渐趋向明朗，直至达到顺利解决问题的目的。

由此可见，追踪法是帮助我们分析问题，自己提出问题，从而解决问题
的一种很好的解题思考方法。

训练示范
整理追踪线索的顺序：
1．水果批发门市部运进苹果 45 筐，比橘子多 5筐，每筐苹果和橘子的

斤数相等，苹果的总斤数比橘子多 215 斤，苹果和橘子各运进多少斤？
根据划线部分想：
215 斤是多少筐苹果的重量？
追踪求得每筐苹果多少斤？



算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运进橘子多少斤？
算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运进苹果多少斤？
算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粮店运进大米 50 袋，运进面粉的袋数比大米少 10 袋：每袋大米和面

粉的斤数一样多，大米的总斤数比面粉多 500 斤，粮店运进大米和面粉各是
多少斤？

根据划线部分想：
表示什么
500÷10（          ）
表示什么
50×（50－10）（          ）
表示什么
50×50（  ）
3．试一试：（1）星火生产组加工一批零件。第一天加工的只数是第二

天的 1.5 倍，规定每个零件的加工费是 0.09 元，不合格的不付加工费，两天
实得加工费 188.82 元，不合格零件 22 只，第一天和第二天各加工多少只零
件？根据划线部分想：

列式                               表示什么
（          ）                         （          ）
（          ）                         （          ）
（          ）                         （          ）
（          ）                         （          ）

（2）张家买3.6 斤鱼，李家买4.2 斤鱼，王家没有买，三家平分这些鱼，
王家应付出 2.08 元，问王家付给张、李两家各多少元？

根据划线部分想：
列式                               表示什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7 3
3

10
一支修路队计划 天修完一条路 现前 天修了全长的 这时没修的

比已修的长 84 米，问以后每天应该修多少米，才能按时完成任务？
根据划线部分想：

列式                               表示什么
（          ）                         （          ）
（          ）                         （          ）
（          ）                         （          ）
（          ）                         （          ）

（4）一件工程，甲独做要 9 天完成，乙独做要 6 天完成，丙独做要 8
天完成。现由甲乙合作若干天，剩下的由乙丙合作 2天完成，问甲乙合做了



多少天？
根据划线部分想：

列式                               表示什么
（          ）                         （          ）
（          ）                         （          ）
（          ）                         （          ）

连接对应的算式：
有两缸金鱼，共有 18 尾，甲缸的尾数是乙缸的 2 倍，从甲缸中取出 2

尾后，甲缸还剩多少尾？
根据划线部分想：

（1）甲乙两桶油共重 24 斤，甲桶油的重量是乙桶油的 3倍，从甲桶中
倒出 15 斤，桶里剩下的油是乙桶的几分之几？

根据划线部分想：

（2）甲乙两个化肥仓库，共有化肥 240 吨，如果从甲仓库搬运 28 吨给

乙仓库后 甲仓库吨数是乙仓库的 甲乙两个仓库原有化肥各是多少吨, . ?
1

2
根据划线部分想：

( ) , . ,3 6
1

5
小明看一本书 计划 天看完 第一天看了这本书的 第二天看的和第

一天一样多，两天看的页数比剩下的少 48 页。问以后每天应看多少页？
根据划线部分想：



（4）甲乙两人各自乘车从相距 220 公里的两地，同时相对而行，甲乘车
每小时行 30 公里，乙乘车每小时行 35 公里，1 小时以后，乙有事返回，在
乙乘车重新出发后几小时和甲相遇？相遇时，甲乘车行了多少公里？

根据划线部分想：

练习题
1．甲乙两个仓库共有粮食 300 吨，如果从甲仓搬运 8吨给乙仓，那么，

两个仓库粮食吨数相等，两个仓库原有粮食各多少吨？
2．有橘子 300 斤，其中 80 斤有损伤，以处理价出售，结果全部橘子售

完，得款 212 元，比全部按原价出售损失 28 元，问处理价每斤多少元？
3．社员插秧，第一天插秧的亩数与第二天插秧的亩数比是 5∶7，第二

天比第一天多插秧 3.6 亩，两天共插秧多少亩？
4．红光机械厂加工一批零件，原计划 15 天完成，现在每天比原计划多

加工 160 个零件，结果比原计划提前 5天完成，这批零件共有多少个？
5．灌溉一块地，一部抽水机要 6小时，一部水车要 15 小时，如果用两

部抽水机和三部水车同时灌溉，需要多少小时才能灌溉完？
6．新育收录机厂生产一批收录机，甲组单独装 12 天完成，乙组单独装

18 天完成，现由两组合装 6天，剩下的由甲组单独装，还要生产多少天完成？

7
3

4
. , ,红光洗衣机厂 五月上旬生产的台数是中旬 下旬生产的台数是中旬

的 已知下旬比上旬多生产洗衣机 台 问全月生产洗衣机多少台
4

5
12, , ?

8．快船和慢船相距 48 公里，慢船在前，快船在后，快船每小时比慢船
快 12 公里，快船 2.4 小时行 72 公里，当快船追上慢船时正好到达某地，问
慢船从某地返回快船的出发地，照这样的速度，要行驶多少小时？

9．某化肥厂七月份产化肥 1200 吨，其中的 75％供应给农垦局，把余下
的 2/3 售给生产队，其余的售给个人，问售给个人的是多少吨？

10
8

15
. , ,刘红和米明合做一批红花 上午他俩做完全部任务的 下午他们又

一起工作了 3.5 小时完成了任务。刘红下午做了 245 朵花，米明每小时做 80
个，这批红花有几朵？



   
四、图解法

   
对于某些数量关系较为复杂，一时难以找到解题思路的应用题，如果我

们动手画画图，划划线，从动手操作中去理解题目的意思，从图形中去分析
题目的数量关系，从而得到启示，找到解题途径，这种方法称为图解法。

实物示意图、思维分析图、线段图和几何形体图都是图解法的具体应用。
下面我们向大家介绍怎样使图解恰到好处，掌握一些图解的技巧，必将使你
有所得益。

例 1：
哥哥买了 5本练习簿，妹妹买了同样的练习簿 3本，每本练习簿售价一

定，哥哥比妹妹多付 0.16 元，照这样计算，哥哥再买 1本，妹妹再买 2本，
两人一共付了多少元？

解析：
我们把题目用如下直观示意图来表示，就容易找到解题方法。

从上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哥哥买的和妹妹一样多，那么，付
的钱也应一样多。现在，哥哥比妹妹多付 0.16 元，这是因为哥哥比妹妹多买
2本的缘故。换句话说，2本练习簿付了 0.16 元，就能直接算出每本练习簿
的价钱。

列式计算：
0.16÷（5-3）＝0.08（元）
哥哥、妹妹一共买了多少本练习簿，从下图中也很容易找到解题方法。

如图所示，哥哥一共买了（5＋1）本，妹妹买了（3＋2）本，两人共买
11 本练习簿。用已求出的每本练习簿的单价和全部的本数相乘，可得哥哥、
妹妹一共付的钱数。

列式计算：
0.08×（5＋1＋3＋2）
＝0.08×11
＝0.88（元）
答：哥哥、妹妹一共付 0.88 元。
例 2：
胜利乒乓球厂，计划20 天生产乒乓球 30000 只，现在已生产的只数可以



装 2辆卡车，已知每盒装 6只乒乓球，每箱装 40 盒，每辆卡车装 50 箱，照
这样计算，还要生产几天才能全部完成？

分析：
用思维分析图演示题意，从中可以找到解题的方法。

这个演示图是解开这道应用题的基本构思，从中可以看出，求出“已经
生产多少只”与“每天生产多少只”是解这道题的关键。

由已知：

这一系列条件是计算已经生产多少只乒乓球的具体数据，可得算式：
6×40×50×2
＝24000（只）
要求出“每天生产多少只”，这道题就能得到解决。

由数量关系的演示，计算每天生产的只数的算式为：
30000÷20＝1500（只）
这样解题条件已全部具备，就能算出问题的结果了。
列综合式计算：
（30000—6×40×50×2）÷（30000÷20）
＝（30000－24000）∶1500
＝6000÷1500
＝4（天）
答：还要生产 4天。
例 3：
在甲乙两地之间有一座方塔，它离甲地 120 公里，一辆快车以每小时 54

公里的速度从甲地开出，一辆慢车以每小时 30 公里的速度从乙地开出，两车
同时相向而行，相遇时，快车超出方塔 69 公里，甲乙两地相距多少公里？

分析：
图示



解析：
画一条线段表示了甲乙两地的路程全长，在两车出发地（甲地和乙地），

画出箭头表明了汽车行进的方向，图上表示的方向是相向而行，箭头上端注
的是两车的速度，表示路程的数据，一般地可以标在线段上方（或下方），
两车行驶的时间则标在另一方。画线段图时，要按题目的内容，逐步将题中
所给的条件和问题标出，作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审题分析题意的过程，
所以要认真读题，仔细观察，才能正确画出图解，有利于理解题意。

从图示看这道题，快车从甲地开出到与慢车相遇时，一共行了两段路程，
第一段路程是从甲地到方塔有 120 公里，第二段路程是从方塔继续向前行驶
到相遇点，有 69 公里。这就可以看清了，快车从甲地开出到和慢车相遇时，
一共行（120＋69）公里。同时，又知道快车每小时行 54 公里，所以，快车
在这段路程里行的时间就可以计算：

（路程÷速度）＝时间
这个时间，实际上就是两车相遇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两车是同时出

发的，中间没有停车和其它变化，所以到相遇时，快车和慢车所行的时间相
同。

列式计算：
（120＋69）÷54＝3.5（小时）
继续观察图（一），慢车行了多少公里，是求全程必不可缺的条件，只

要求出慢车的路程，问题就解决了。已知慢车每小时行 30 公里，3.5 小时和
快车相遇。由此求得，慢车行的路程是

30×3.5＝105（公里）
甲乙两地相距多少公里？
120＋69＋105＝294（公里）
也可根据“速度和×相遇时间＝总路程”这个关系式求出两地间距离：
（54＋30）×3.5＝294（公里）
列综合式计算：
（1）120＋69＋30×［（120＋69）÷54］
＝120＋69＋105
＝294（公里）
（2）（54＋30）×［（120＋69）÷54］
＝84×3.5
＝294（公里）
答：甲乙两地相距 294 公里。
例 4：
甲乙两个工程队开凿一条隧道，两队同时从两头开始挖，甲队每天挖进

3米，乙队每天挖进 2米，隧道打通时，甲乙两队在距隧道中点 8米处相遇，



隧道全长多少米？
分析：

图示（一）
从图中给的条件看，甲乙两队的工作效率分别是“甲队每天挖进 3米”，

“乙队每天挖进 2米”，那么，只要求出打通隧道用的天数，问题的“结”
就解开了。从图示来分析：“中点到相遇处 8米”这段距离，对解开“结”
太重要了。这个距离显然是解题的关键所在，那么，这个“8 米”又说明什
么问题呢？仍然可以从图上找到回答，隧道挖通时，甲队挖的比全长的一半
多 8米，乙队挖的比全长的一半少 8米，那么，甲队比乙队多挖多少米呢？
为了有利于解答这个问题，可以在图上把两队挖的相等的长度表示出来：

图示（二）

从图（二）可以清楚地看出，甲队比乙队多挖 2个 8米，又已知，甲队
每天挖进 3米，乙队每天挖进 2米，可得甲队每天比乙队多挖 1米，甲队比
乙队多挖了 16 米，也就是说挖了 16 天打通，这就解开了题目中的一个“结”。
而这个“结”的解开是解答隧道全长的一个重要环节。

列式计算：
（1）工程队挖了多少天？
（8＋ 8）÷（3— 2）＝ 16（天）
（2）隧道全长多少米？
（3＋ 2） × 16＝80（米）
列综合式计算：
（3＋2）×[（8＋8）÷（3—2）]
＝ 5 × 16
＝80（米）
答：隧道全长 80 米。
例 5：

一批水泥 用汽车运 第一次运走了全部的 少 吨 第二次运走了全部的, , ;
1

3
5

1

4
3 27多 吨 还剩 吨 求汽车第一次运走多少吨, , ?

分析：
若作如下线段图，大家一定会觉得还是难以理解。
图（一）



因为第一次运走全部的 少 吨 而第二次又运走了全部的 多 吨 所
1

3
5

1

4
3; .

以，题中“剩下 27 吨”难以在图（一）表达出来。倘若，这样考虑，第一次
不少运 5吨，那么，剩下的水泥只有（27－5）吨，第二次不多运3吨，那么，
剩下的水泥应是（27— 5＋ 3）吨。如果把两次运的情况分别画在线段的两
端，“剩下的 27 吨”就可在线段图上表示出来了。

图（二）

从图 二 上 一眼就可看出全部水泥吨数的 正好是 吨( ) , ( ) ( ) .1
1

3

1

4
27 5 3− − − +

这样，就可求出全部的吨数。即：

( ) ( ) ( )27 5 3 1
1

3

1

4
60− + ÷ − − = 吨

全部吨数求出来了，第一次运的吨数也就迎刃而解了

60
1

3
5 15× − = ( )吨

解：

( ) ( )27 5 3 1
1

3

1

4

1

3
5

25
5

12

1

3
5

− + ÷ − − × −

= ÷ × −

＝20－5
＝15（吨）
答：第一次运了 15 吨。
线段图作为一种解题的辅助工具。有时，可以采用两条（或两条以上）

线段的画法。
例 6：
某小学附属幼儿园，大班人数比小班多 4人；有一天，小班缺席 2人，

大班缺席 人 结果小班出席人数是大班的 两个班各有多少人1
5

6
, , ?

分析：
这道题求的是两个班各有多少人，就是说全部出席，大班有多少人？小

班有多少人？如果只用一条线段图，对解题帮助不大，若画两条线段，就能
清楚地表达题目情节，有助于分析思考。



图示

作法：
先画二条线段分别表示大小班两班全部人数。大班比小班多 4人，再把

大班和小班缺席人数标出来。在画的时候要注意“小班出席人数是大班出席

人数的 的关系 把表示相等人数的部分用虚线划断 这样就清楚地看到大

班出席人数比小班多 人 正好是大班出席人数的 求出了大班

5

6

4 1 2 1
5

6

" , ,

( ) , ( ),− + −

出席人数是多少，再加上缺席的 1人，大班原有人数就可求得。于是小班人
数也可相继求得。

解：
大班出席人数：

( ) ( ) ( )4 1 2 1
5

6
30− + ÷ − = 人

大班原有人数：
30＋ 1＝ 31（人）
小班原有人数：
31— 4＝ 27（人）
验算：
根据题意，大班缺席 1 人，出席人数是 31－1＝30（人）；小班缺席 2

人，出席人数是 27—2＝25（人）。出席人数小班是大班的 25÷30＝
5

6
31 27 4, ( ), .而且大班比小班多 人 完全符合题意− =

例 7：
有两列火车，甲列车长 72 米，每分钟行驶 860 米；乙列车长 84 米，每

分钟行驶 700 米，两列火车从相遇到离开需几秒钟？
分析：
“两列火车从相遇到离开”是怎么一回事，对于缺乏生活经验的小朋友

来讲，还是有点不易理解，我们可以用实物（例如用一支钢笔代表甲车，用
一支铅笔当作乙车，一端当作车头，另一端看作车尾）放在桌子上，边演示，
边想象两车相遇到离开的情况。同时，记住演示的情况，以便作图解答。



通过操作和图示，可以清晰地看出两列车以从相遇到离开行驶的路程就
是两列火车的车长之和，用路程除以速度和就能计算出所需要的时间。

列式计算：
（72+84）÷(860+700)
=156÷1560
=0.1(分钟)

0.1（分钟）＝6（秒钟）
答：两列火车从相遇到离开需要 6秒钟。
例 8：
一个正方形，如果它的边长都增加 6厘米，所得的正方形面积比原正方

形的面积大 156 平方厘米，求原来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厘米？
分析：
解答这道题的难度较大，如果借助以下三幅图，就不难找到解题的方法。

上图中的 S1表示原正方形，以图中清楚地看出：

（1）S2＋S3＋S4＝156（平方厘米）

（2）S4是边长为 6厘米的正方形，可求得面积是：

6×6＝36（平方厘米）
（3）S2与 S3是两个等长、等宽面积相等的长方形，面积各为：

（156－36）÷2＝60（平方厘米）



已知其中一边宽是 6厘米，就能求出另一条边的长，这两个长方形的长
也就是原来正方形的边长。

解：列综合式计算：
（156－6×6）÷2÷6
＝ 120 ÷ 2 ÷ 6
＝10（厘米）
答：原来正方形的边长是 10 厘米。
由此可见：图解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解题的捷径。对于解决某些难题，

可以起到化难为易的作用。怎样用图解？怎样用正确画图？这是田题目的内
容和情节结构所决定的。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认真读题，熟悉情节，发挥畅想，
才能使所画的图真正起到顺利解决问题之目的。

训练示范
1．请你把下列各题的图解补完整

( ) , . .1
2

5
34 8一块地划出全部的 种经济作物 其余的 亩种油料作物 这块地有

多少亩？

（2）5支铅笔比 3支铅笔价多 0.12 元，同样的铅笔 100 支总价多少元？

（3）一桶油，用去全部的 40％少 2 公斤，剩下的还有 8 公斤，这桶油
共有多少公斤？

（4）两城相距 540 公里，两列火车从两城同时相对开出，甲车 0.6 小时
行 45 公里，比乙车的速度快 15 公里，经过多少小时，两车相遇？



2．根据图解，把应用题的条件和问题补完整：

（1）一根铜丝，全长的（  ）比（  ）长 6厘米，问____________？列
式：______________。

（2）有三种书，甲种书的本数是乙种书的（  ），丙种书的本数是（  ）

书的 、甲种书比丙种书少 本 问 列式
1

2
10 , _ _ _ _ _ _ _ _ _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练习题
1．新乐公园有 24 条游船，本船的条数比电船的 4倍少 1条，电船有多

少条？
2．学校买来 8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共付 708 元，每张办公桌价 68.50

元，比每把椅子贵 36.50 元，买来椅子几把？
3．甲乙两站相距 488 公里，客车从甲站开往乙站，每小时行 50 公里，

开出 3.6 小时后，货车从乙站开往甲站，经过 2.8 小时相遇，货车每小时行
多少公里？

4．三层书架共有 189 本书，从第一层和第二层各取出 10 本，放到第三
层；又从第三层取出 16 本放回第一层。这样，第一、二、三层书的本数比为
2∶3∶4。原来每层书架各有多少本书？

5．张老师和李老师同时同地出发到某地参观，张老师骑自行车每小时行
12 公里。李老师步行，每小时行 8 公里。25 分种后，两人相距的路程恰

好是全程的 全程是多少公里
5

12
, ?

6
1

3
15. , , . ,一桶煤油 用去 再加进 公斤 这时桶里的煤油相当于原来一桶油的

75％。这桶煤油原有多少公斤？
7．三根电线，总长 14.8 米。第一根比第二根的二倍少 1米，第二根比

第三根的一半多 1米，三根电线各长多少米？
8．甲乙两人，同时从相距 84 里的 AB 两地相向而行，甲每小时行 8里，

乙每小时行 6 里。1.5 小时后，甲有事返回 A地，并在 A 地停留半小时。问
甲再从 A地出发后几小时，可以和乙相遇？相遇时，乙一共行了多少里？

9．快车从甲城到乙城需要 10 小时，慢车从乙城到甲城需要 15 小时。两
车同时从两地相对开出，相遇时慢车距甲城还有 288 公里，求甲乙两城间相
距多少公里？



10
3

4
84

2

7

. , , ,

. ?

水果店购进一批生梨和苹果 生梨的重量是苹果的 购进生梨 筐

第一天卖出的生梨和苹果是购进总数的 这一天卖出的生梨和苹果共几筐



   
五、逆推法

   
当应用题的已知条件是原数经过若干次变化的结果时，就其解法与前面

讲的几种方法就不一样了。解这类应用题，首先得搞清楚原数经过几次变化，
是经过怎样的变化。也要知道变化的结果是多少，然后，才能以结果为线索。
照原题的相反意想还原。这里讲的“相反意思”是什么呢？原数的变化如果
是“输入”。那么，还原的结果就是“输出”。原数的运算是加法或乘法。
那么，还原的运算就是减法或除法。由结果逆推，得到原数的解题方法，就
是逆推法，或称“还原法”。

学习逆推法，不仅使你增加一种解题方法，而且对培养逆思维推理能力，
也有着积极意义。

逆推法具体解析过程如下：
例 1：
上月，妈妈从银行里取出存款 350 元，本月中旬存入 150 元。本月下旬，

又取出 400 元，这样在银行里还有存款 1200 元。问妈妈在银行里原有存款多
少元？

解析：
本题“在银行里原有存款虚”是原数。
该原数根据题意，经过了三次变化。
第一次变化，是上月从“原存款中取出 350 元；
第二次变化：是本月中旬存入了 150 元；
第三次变化：是本月下旬又取出了 400 元。
原数是经过这三次变化，才是 1200 元的。
现把原数变化程序和解题的逆推程序示意如下：
变化程序

从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出逆推法的过程：
第一步：
妈妈在银行里现有存款是 1200 元，那么，在取出400 元以前，应有存款

多少元呢？
可用加法计算，得：
1200＋400＝1600（元）
再逆推第二步。
在存入 150 元之前，银行里的存款又是多少元呢？



用减法计算，得：
1600—150＝1450（元）
这就可以知道，在存入 150 元之前，银行里的存款有 1450 元，但问题并

没有到此完结，因为妈妈在上月从银行里取出了 350 元，因此还要逆推一步。
逆推第三步：
妈妈从银行里取出 350 元之前是多少元？就是原有存款数。
用加法计算得：
1450＋ 350＝ 1800（元）
列综合式计算：
1200＋400－150＋350
＝ 1600— 150＋350
＝ 1450＋ 350＝1800（元）
答：妈妈在银行里原有存款是 1800 元。
例 2：
一位顾客问营业员，商店里一共有多少架“佳音”牌电子琴？这位营业

员告诉顾客说：把所有的“佳音”牌电子琴的数，加上 12 架“百灵鸟”牌电
子琴的数，扩大 2倍，再减去 8架“莺歌”牌电子琴的数，就等于 50 架“上
海”牌电子琴的数。这个营业员告诉顾客，商店里一共有多少架“佳音”牌
电子琴？

这道题目里，“佳音”牌电子琴是原数，要求原数，必须要搞清楚原数
经过几次变化？变化后的结果是几？这是用逆推法解答的关键。

解析：
原数有三次变化：
第一次变化：是“佳音”牌电子琴的数，加上 12 架“百灵鸟”牌电子琴

数。
第二次变化，是把“佳音”牌电子琴数与 12 架“百灵鸟”牌电子琴数的

和扩大 2倍的数。
第三次变化，是把扩大 2倍后的数，减少 8架“莺歌”牌电子琴的数的

结果，相当于 50 架“上海”牌电子琴数。

逆推思维过程如下：
1．可以从题中最末一个已知数 50 架开始，提出设想，为什么这个结果

会是相当于 50 架“上海”牌电子琴数？逆推一步，可知道，这是减少 8架“莺
歌”牌电子琴的结果。那么，在减少8架“莺歌”牌电子琴之前应有几架呢？

用加法计算，得
50+8=58（架）
2．为什么在减少 8架“莺歌”牌电子琴前是 58 架这个数？逆推一步，



可知这个数是把“佳音”牌电子琴和“百灵鸟”牌电子琴的架数和扩大 2倍
后的结果。那么，设想在扩大 2倍之前应有几架？

用除法计算，得
58÷2=29（架）
3．又为什么在“佳音”牌电子琴和“百灵鸟”牌电子琴扩大 2 倍前是

29 架呢？再逆推一步，可知这个数是把“佳音”牌电子琴加上 12 架“百灵
鸟”牌电子琴后的结果。那么，在加上12 架“百灵鸟”牌电子琴数之前，“佳
音”牌电子琴有几架？

用减法计算，得
29-12=17（架）
列综合式计算
（50+8）÷2-12
=58÷2-12
=29-12
=17（架）
答：营业员告诉顾客“佳音”牌电子琴共有 17 架。
例 3：

一堆煤 运走 吨 又运走余下的 还剩下 吨 这堆煤共有多少吨, , , , ?44
1

3
24

解析：
本题“这堆煤共有多少吨”是原数，
原数经过了二次变化：
第一次变化是运走 44 吨。

第二次变化 是又运走了余下的, .
1

3
两次变化的结果是剩下 24 吨煤。

变化后的最末一个数是“还剩 24 吨”，可以以这个数开始逆推到这堆煤
有多少吨。

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这堆煤，只剩下了 24 吨？田题中条件，可知是

因为 又运走了余下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全部的煤在运走了 吨," " ?
1

3
44

后，余下的煤平均分成 3份，运走了其中的 1份，剩下的还有其中的 2份，

所以剩下的 吨 正好相当于余下的 那么运走余下的 之前 也即是运24 1
1

3

1

3
, ( ), ,−

走了 44 吨后，余下的煤有多少吨呢？可用除法计算：

24 1
1

3
36÷ − =( ) ( )吨

运走 44 吨，余下的还有 36 吨。所以，这堆煤的总吨数就是：



44＋ 36＝ 80（吨）
列综合式计算

24 1
1

3
44÷ − +( )

＝ 36＋44
＝80（吨）
答：这堆煤共有 80 吨。
例 4：
一袋水果，奶奶拿了全部的一半又 1只，妈妈拿了余下的一半又 1只，

奶奶和妈妈拿过后，小明拿了余下的一半又 1只结果这袋水果还剩 3只留给
爸爸，这袋水果一共有多少只？

解析：

“这袋水果一共有多少只？是这道题目的原数，经过三次变化的结果，
是还剩 3只，这是原数变化后的最末一个数。从这个数出发思考，是什么原
因会最后剩下 3只水果呢？可逐次逆推思考。

第一步：
是由于小明拿了余下的一半又一只后、才剩 3只的，那么，在小明拿了

“余下的一半又 1只”之前有几只呢？要解决这一步，可以这样设想，如果
小明少拿 1只，这袋水果不是还剩（3＋1）只呢？因此，小明拿了“余下的
一半”后应剩下 4只。由此可得余下的一半，正好是 4只。所以，余下的只
数就是 4×2＝8（只），小明拿了“余下的一半又 1只”前水果的只数就是：

（3＋1）×2＝8（只）
第二步：
为什么小明拿了余下的一半又 1只前、水果是 8只呢？在这之前的变化

是，妈妈拿了余下的一半又 1只。那么，假如妈妈也少拿了 1只的话，剩下
的只数，就不应该是 8只？而是（8＋1）只。据此，可求得妈妈拿水果之前
的只数：

（8＋1）×2＝18（只）
以此同理逆推，“奶奶拿了全部的 1半又 1只”之前的水果数
可得这袋水果的全部只数。
（18＋1）×2＝38（只）
本题的解法归纳如下：
（1）小明拿了余下的一半又 1只前有几只？
（3＋ 1）×2＝8（只）
（2）妈妈拿了余下的一半又 1只前有几只？
（8＋1）×2＝18（只）



（3）这袋水果共有几只？
（18＋1）×2＝38（只）
解这类应用题，以分步列式解答为宜。
综合算式：{[（3＋1）×2＋1]×2＋1}×2
＝{[8＋1]×2＋1}×2
＝{18＋1}×2
＝19×2
＝38（只）
答：这袋水果一共有 38 只。
这个答数对不对呢？验算如下：
奶奶拿了全部的一半又 1只，就是
38÷2＋1＝20（只）
妈妈拿了余下的一半又 1只，就是
（38－20）÷ 2＋1＝10（只）
小明又拿了余下的一半又 1只，就是
（38— 20— 10）÷ 2＋ 1＝ 5（只）
这袋水果还剩：
38－20－10－5＝ 3（只）由此可见，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例 5：

某部队行军 第一天行了全程的 第二天又行了余下的 第三天行了两

天行军后余下的 还剩 公里的路程 问部队行军全程是多少公里

, , ,

, , ?

1

6

1

4
1

5
50

解析：
本题中，部队行军的全程是原数，它经过了三次变化。
第一次变化是：

第一天行了全程的
1

6
;

第二次变化是：

第二天又行了余下的
1

4
;

第三次变化是：

第三天行了两天行军后余下的
1

5
,

三次变化后的结果是 50 公里。



首先想到，剩下的路程怎么会是 50 公里？是因为第三天行

余下的 这就是说 余下的 是 公里 这里的 余下 指的是走了二天后
1

7
1

1

5
50, , ( ) . " "−

的路程，用除法计算，可得这个余下的路程。

50 1
1

5
62

1

2
÷ − =( ) ( )公里

接着思考 怎么会第三天行了余下的 前有 公里 逆推一步 可以知, , ,
1

5
62

1

2

道 这是因为第二天行了余下的 这就是说 余下的 是 公里 这里的, , : ( ) .
1

4
1

1

4
62

1

2
−

余下指的就是第一天行军后剩下的路程，用除法计算，可得这个余下的路程：

62
1

2
1

1

4
83

1

2
÷ − =( ) ( )公里

同理逆推到 第二天行了余下的 前是 公里 所以用除法计算 就可得, , ,
1

4
83

1

3
到行军的全部路程是：

83
1

3
1

1

6
100÷ − =( ) ( )公里

本题用综合式计算比较简便，

50 1
1

5
1

1

4
1

1

6

50
4

5

3

4

5

6

÷ − ÷ − ÷ −

= ÷ ÷ ÷

( ) ( ) ( )

=100（公里）
答：部队行军全程是 100 公里。
例 6：

学校体育室有若干只排球 六 班领走了全部的 少 只 六 班领走了, ( ) , ( )1
1

3
2 2

余下的 少 只 六 班领走了余下的一半少一只 体育室还剩 只排球 三个
1

4
1 3 6, ( ) , ,

班各领多少只排球？
解析：
这道题目要求三个班各领多少只排球，必须先求出体育室里一共有多少

只排球，所以，排球一共有多少只，就是本题的原数，那么，怎样求原数呢？

按题意，逆推思维过程如下：
首先想，体育室里怎么会只剩下 6只排球？是由于六（3）班领走了余下

的一半少 1只后还剩 6只。如果六（3）班不少领 1只的话，余下的只数



应该是 只 所以 余下只数的 应是 只 这里的 余下 指的是六: ( ) . , ( ) , " " ( )6 1 1
1

2
5 2− −

班领走后剩下的只数，用除法计算，可得，六（3）班领走余下的一半少 1
只前有多少只排球，

( ) ( ) ( )6 1 1
1

2
10− ÷ − = 只

接着想，六（3）班领走前，排球的只数怎么会是 10 只呢？在这之前有
哪一个班领走了一部分排球了呢？由题目中的条件，可知六（2）班领走了

余下的 少 只 按上述思维方法去想 如果六 班不少领 只 那么 余下的

应是 只 用除法计算 可得六 班领走余下的 少 只前有多少只

1

4
1 2 1 1

1

4
10 1 2

1

4
1

, : ( ) , , (

) ( ) . , ( )− −

排球，

( ) ( ) ( )10 1 1
1

4
12− ÷ − = 只

再想一想、六（2）班领走前怎么会是 12 只排球的？照上面的推算方法，

可以推测全部排球只数 正好是 只 用除法计算可得体育室里一( ) ( ) ,1
1

3
12 2− −

共有多少只排球，

( ) ( ) ( )12 2 1
1

3
15− ÷ − = 只

现在，再去计算三个班级各领多少只排球，要解答这个问题不是困难的，
我们将三个班级领的只数告诉你，请你自己算。（三个班级领的排球只数分
别是 3、2、4）

例 7：

化学实验室里 有甲乙两瓶酒精 从甲瓶倒出 给乙瓶 又从乙瓶倒出, , ,
1

5

1

4
给甲瓶，这样，两瓶酒精各有 120 克，原来甲乙两瓶酒精各有多少克？

解析：
这道题目的逆推过程如下：

乙瓶怎么会存 120 克酒精？
其一：



是因为乙瓶倒出 给甲瓶 这就是说 乙瓶倒出 前的 正好是 克
1

4

1

4
1

1

4
120, , ( ) .−

用除法计算 可得乙瓶倒出 前有多少克, :
1

4

120 1
1

4
160÷ − =( ) ( )克

同时 乙瓶从 克中取出 给甲瓶 就是倒出 克的 所以 甲瓶在接, , , ,160
1

4
160

1

4

受乙瓶的 前应有的酒精是

克

1

4

120 160
1

4
80

:

( )− × =

其二：

那么 甲瓶怎么会只有 克酒精呢 那是因为从甲瓶倒出 给乙瓶 所以, ? . ,80
1

5

80
1

5
1

1

5

1

5
克只是相当于甲瓶倒出 前的 用除法计算 所得甲瓶倒出 前的酒( ). ,−

精，也就是甲瓶原有的酒精数量：

80 1
1

5
100

100
1

5
100

1

5

÷ − =( ) ( )

. , .

克

甲瓶原有 克酒精 从甲瓶倒出 就是倒出 克的 所以乙瓶原有的

酒精应有：

160 100
1

5
140− × = ( )克

本题的解答归纳如下：

120 1
1

4
160

120 160
1

4
80

80 1
1

5
100

160 100
1

5
1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克

克

克

克

答：甲瓶原有 100 克酒精；乙瓶原有 140 克酒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用逆推法思路解题，必须弄清楚题目中的原数是经

过几个层次的变化引出结果的，主要是抓住题中“结果”这个已知数量，从
末至始依次逆推，逐步解答、直至求得原数为止。一般地说，用逆推法解答
的应用题的情节结构，叙述上有一定的特征，而且分步解答较为方便。

训练示范
1． 商店卖出电池 250 节，又运进电池 450 节，现在还有电池 620 节。

这个商店原存电池多少节？根据“现在还有电池 620 节”这个结果逆推第一
步：
又运进电池 450 节前、还剩电池多少节，



（）-450=（）节
逆推第二步：
这个商店原有电池多少节？
（）+（）=420（节）

2
1

3

3

4
18. , , , .一根电线 第一次用去全长的 第二次用去余下的 还剩下 米 这

根电线原来有多长？
根据“还剩 18 米”这个结果，
逆推第一步：
第一次用去后，还剩多少米？

18 1
3

4
÷ − =( ) ( )米

逆推第二步：
这根电线原有多少米长？
（）÷（）=108（米）

3 560
1

3
. , , ,某煤炭商店 第一天卖出煤饼 公斤 第二天卖出余下的 第三天卖

出余下的 还剩下 公斤 这个煤炭商店原来有煤饼多少公斤
2

5
120, . ?

根据“还剩 120 公斤”这个结果，
逆推第一步：
第二天卖出后，还有煤饼多少公斤？

( ) ( ) ( )÷ − =1
2

5
公斤

逆推第二步：
第一天卖出后，还有煤饼多少公斤？（）÷（）=（）公斤
逆推第三步：
这个煤炭商店，原有煤饼多少公斤？（）+560=860（公斤）

4
1

3

1

3

1

4

1

4
. , , ,一根钢材 第一次用去它的 又 米 第二次用去剩下的 又 米 第三

三次用去剩下的 又 米 最后剩下 米 这根钢材原来有多长
1

2

1

2

1

2
, . ?

根据 最后剩下 米 这个结果" " ,
1

2
逆推第一步，
第二次用去后，剩下多少米？

( ) ( ) ( )+ ÷ − =1
1

2
2 米

逆推第二步：
第一次用去后，剩下多少米？
（2+ ）÷（）=（）米
逆推第三步：
这根钢材原有多少米长？
（ + ）÷（）=5（米）



练习题
1．一桶油，第一次倒出 12 公斤后，倒进 15 公斤；第二次倒出 20 公斤，

桶里还有 18 公斤。这桶油原有多少公斤？

2 42
1

4
15. , , , ,一筐水果 卖出 斤后 又卖出余下的 这时筐里还有 斤 这筐水果

原有多少斤？

3
1

2

1

3
. , , ,某人从甲地到乙地 乘火车行了全程的 乘汽车行了余下路程的 乘

船又行了其余路程的 最后步行 公里到达目的地 甲乙两地相距多少公里
3

5
8, . ?

4．甲、乙两个粮仓，从甲仓运出 20％给乙仓后、又从乙仓运出 25％给
甲仓，这样两个仓库都有 24 吨，原来甲乙两个粮仓各有粮食多少吨？

5．甲乙两人，同时同地背向而行，甲每小时行 6公里，在两人出发 3.2
小时后，相距 48 公里，求乙每小时行多少公里？

6.90 克酒精，分别装在甲乙两个瓶中，从甲瓶中倒出 25 克给乙瓶后，
甲乙两瓶酒精的重量是 2∶3，甲瓶中原有多少克酒精？

7 3
1

3
1. . ,一条公路 个月修完 第一个月修了全长的 又 公里 第二个月修了余

下的 又 公里 还剩下 公里 这条公路全长多少公里
1

3
1 19, . ?

8
3

7
20. , ,饮食店运进一批面粉 已经用去全部的 还多 公斤 余下的按每天用

去 25 公斤计算，还可以用 4天，这批面粉共有多少公斤？
9．电视机商店运进一批彩色电视机，第一天售出的台数是总数的一半少

12 台，第二天售出的台数是剩下的台数的一半多 12 台，这时还有 19 台没售
出，问这批彩色电视机有多少台？

10
1

4
1

1

3
. ( ) ,图书馆把 雷锋的故事 书的本数的 借给五 班 把余下的 借给< >

五（2）班，再把余下的一半少 1 本借给 5（3）班，这时图书馆里还有 6 本
《雷锋的故事》。问图书馆原有《雷锋的故事》书几本？



   
六、 假设法

   
对于某些应用题，由于已知条件的数量关系很不明显，一时无法着手解

题，如果对已知的某个数量作特定的假设，可以促使题中数量关系趋于明朗，
从而取得解题途径，这种解题方法，叫做假设法。

下面的例题，我们将告诉你在小学里，有哪些要用假设法来解答的应用
题及怎样运用假设法来解题的思考方法。

例 1：
自行车和汽车共有 24 辆，已知全部轮胎有 54 只（每辆汽车以 4只轮胎

计算），自行车和汽车各有几辆？
假设一：
假设 24 辆车都是汽车，那么按每辆汽车 4 只轮胎计算，轮胎只数应为

96 只，这比题中说的全部轮胎 54 只多算了 42 只（96-54），怎么会多算 42
只轮胎，这是由于假定自行车的辆数，把它当作汽车来计算。

每辆自行车是 2只轮胎，比每辆汽车少 2只轮胎，现在把自行车假设为
汽车后，每辆自行车就多算了 2只轮胎，那么，多算42 只轮胎就可求出有几
辆自行车算作汽车。据此，可以推算出自行车的辆数。（4×24-54）÷（4-
2）

=42÷2
=21（辆）
自行车有 21 辆，而自行车和汽车总计是 24 辆，减法计算，可得汽车的

辆数：
24-21=3（辆）
答：自行车有 21 辆，汽车有 3辆。
假设二：
假设 24 辆车全部是自行车，那么，该有轮胎 48 只（2×24）。这比题中

的“54 只轮胎”少算了 6 只（54-48），怎么会少算 6 只轮胎，这是由于假
定汽车的辆数当作自行车来计算。每辆汽车少算 2只轮胎，那么少算 6只轮
胎，就可求出有几辆汽车算作自行车。据此，

列式计算（54-2×24）÷（4-2）
=6÷2
=3（辆）
既知汽车有 3辆，汽车和自行车总计 24 辆，减法计算，可得自行车辆数
24-3=21（辆）
例 2：
某农机厂制造一批农具，原计划 18 天完成，实际每天比计划多制造 50

件，照这样做了 12 天，就超过原计划产量 240 件，这批农具原计划制造多少
件？

分析：
这道题要求原计划制造多少件，不是从题目的条件来看，既不知道原计

划每天制造多少件，也不知道实际每天制造多少件，所以要想按照一般的数
量关系，通过分析来寻找解题线索，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用假设法来解答。



题目告诉我们，“原计划 18 天完成”我们就假设实际生产了 18 天。那
么，按照题目的条件“实际每天比计划多制造 50 件”来计算的话，应该比原
计划产量多制造：

50×18=900（件）
根据题意，制造 12 天，就比原计划产量多制造 240 件，这样一来，我们

就得到了两个数量的相差数，即制造的天数相差了 18-12=6（天）。制造的
件数相差了 900-240=660（件），这就是说，按实际每天制造的件数计算，6
天可以制造农具 660 件，我们可以从这两个相差数中，算出实际每天制造的
件数是：

660÷6=110（件）
通过假设，找到了解开这道题目的一个重要条件，即实际每天制造 110

件。因此，要求出原计划制造多少件，只要再按题目的条件，先算出 12 天制
造的件数 110×12=1320（件），因为 12 天制造的件数比原计划产量多 240
件，所以原计划制造的件数就是：

1320-240=1080（件）
列综合式计算：（50×18-240）÷（18-12）×12-240
=660÷6×12-240
=1320-240
=1080（件）
答：原计划制造农具 1080 件。
当求出了实际每天制造 110 件之后，下一步也可以这样思考：
根据已知条件“实际每天比计划多制造 50 件”，可求得原计划每天制造

的件数：
110-50=60（件）。
再根据已知条件“原计划 18 天完成”即可求得原计划制造的件数：
60×18=1080（件）
列综合式计算［（50×18-240）÷（18-12）-50］×18
=［660÷6-50］×18
=60×18
=1080（件）
答：略。
由上例看出用假设法求出实际每天制造的件数，是解这道题的关键。
例 3：
勤风印刷厂，装订车间有 40 个工人，每分钟每个男工装订 3本书，每个

女工装订 1.5 本书，男女工人 5分钟一共装订了 435 本书。问男女工人各装
订多少本？

假设一：
假设每个女工每分钟装订本数和男工一样多，每分钟也装订 3本书，照

这样计算，40 个工人每分钟应装订 120 本（3×40）。
由题中所给条件“男女工人 5分钟装订 435 本”，可知男女工人每分钟

装订 87 本（435÷5）。由此看出，假设每个女工每分钟装订本数和男工一样
多，要比实际多出 33 本（120-87），而每个女工每分钟装订本数比实际多算
1.5 本（3-1.5）。那么，多少个女工多算了 33 本呢？据此，可推算出女工
人数（3×40-435÷5）÷（3-1.5）



=（120-87）÷1.5
=33÷1.5
=22（人）
全车间一共是 40 人，女工有 22 人，可用减法计算，可得出男工人数：
40-22=18（人）
每个男工每分钟装订 3本，18 个男工 5分钟装订的本数是：
3×18×5=270（本）
每个女工每分钟装订 1.5 本，22 个女工 5分钟装订的本数是：
1.5×22×5=165（本）
答：男工装订 270 本，女工装订 165 本。
假设二：
假设每个男工每分钟装订本数和每个女工一样多，每分钟装订 1.5 本，

照这样计算，40 个工人，每分钟装订 60 本（1.5×40）比题中说的每分钟装
订 87 本（435÷5）少 27 本（87-60）。

由于假设，每个男工装订本数比实际少算了 1.5 本（3-1.5），那么，多
少个男工少算 27 本呢？据此，可推算出男工人数：（435÷5-1.5×40）÷
（3-1.5）

=（87-60）÷1.5
=27÷1.5
=18（人）。
女工人数：
40-18=22（人）
以下解答步骤和假设一相同，由此从略。
有一种古老的典型算术题，叫做鸡兔同笼问题，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这是一道有趣的题目，是用假设法解答的。如：
例 4：
鸡兔同笼，共有头 34 只，脚 118 只，鸡兔各有几只？
假设一：
假设笼里装的全部是兔子，由于每只兔有 4只脚，那么，34 只兔，共有

（4×34）=136 只脚，比实际的 118 只脚多了 18 只脚，因每只兔比每只鸡多
2只脚，就可以求出鸡的只数。（4×34-118）÷（4-2）

=18÷2
=9（只）。
兔子的只数：
34-9=25（只）
答：鸡有 9只，兔子有 25 只。
假设二：
假设笼里装的全部是鸡，由于每只鸡有 2 只脚。那么，34 只鸡共有（2

×34）=68 只脚，比实际的 118 只脚少了 50 只脚，因每只鸡比每只兔少 2只
脚，就可以先求出兔子的只数：（118-2×34）÷（4-2）

=50÷2
=25（只）
鸡的只数：
34-25=9（只）



答：鸡有 9只，兔子有 25 只。
例 5：
—登山运动员，上山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走 5里；下山沿原路走，平均

速度是每小时 4里。这个登山运动员上山和下山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走多少
里？

分析：
这道题，粗心的小朋友，往往会造成这样的错误：即：（5+4）÷2=4.5

（里）。这样的做法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这个登山运动员上山时不是走 1小
时，下山也不是走 1小时。所以求平均速度不能简单地用两个速度的和去除
以 2。要用“平均速度=总的路程÷总的时间”这个数量关系来考虑解答。

假设一：
假设这段山路全长为 2里，已知上山平均速度是每小时走 5里，可得上

山用的时间就是 小时 下山是沿原路走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走 里 可得下山用

的时间就是 小时 根据数量关系计算 可得上山和下山的平均速度是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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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二：
倘若把这段山路的全长假设 10 里，同样可求得它的平均速度：
解：
（10+10）÷（10÷5+10÷4）
上、下山的路程 上山时间 下山时间
=20÷4.5

= 4
4

9
( )里

我们发现 把这段山路全长假设为 里 得到的平均速度还是 里, , .10 4
4

9
如果你们有兴趣，分别把山路的全长假设为 5里、20 里⋯⋯得到的平均

速度 还是 里 所以这道题目可以作无数种的假设 显然 把这段山路全长假, . . ,4
4

9
设为“1”最简便。

假设三：

假设上山路程为 上山时间相当于 下山路程也是 下山时间就相当" ", ; " " ,1
1

5
1

于 所以 上、下山的平均速度就是
1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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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答 这个登山运动员上山和下山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走 里: .4
4

9
例 6：
一列快车从甲地到乙地要用 10 小时，一列慢车从乙地到甲地要用 15 小

时，每小时快车比慢车多行 12 公里，两车同时从两地相向而行，几小时相遇？
相遇时，快车和慢车各行多少公里？

假设一：
假设快车和慢车同时从甲地出发到乙地，都行 10 小时，题中条件指出：

快车从甲地到乙地要 10 小时；慢车行全程为 15 小时，所以当我们假设两车
同时从甲地开出 10 小时后，快车到达了乙地，而慢车还在途中：

由于每小时快车比慢车多行 12 公里，所以 10 小时后，快车和慢车拉开
了 120 公里的距离（12×10），快车到达乙地，慢车还要行 5小时，才能到
达乙地，即还要行 120 公里。据此，可以推算出慢车的速度：

12×10÷（15-10）
=120÷5
=24（公里）
知道了慢车每小时行 24 公里，又知道快车每小时比慢车多行 12 公里，

就可用加法计算出快车的速度：
24+12=36（公里）
知道了快车每小时行 36 公里，又知道从甲地到乙地要行 10 小时，用乘

法计算可得全程是：
36×10=360（公里）。
用慢车速度也可以求出全程：
24×15=360（公里）
现在，我们再来按“两车同时从两地相向而行”来考虑多少小时相遇。
由“路程÷速度和=相遇时间”可得：
360÷（24+36）=6（小时）。
快车和慢车 6小时可以相遇；相遇时，快车和慢车各行多少公里？由：

“速度×时间”可得：
36×6=216（公里）
24×6=144（公里）
答：快车和慢车6小时相遇；相遇时，快车行了216 公里，慢车行了144

公里。
假设二：



假设快车和慢车同时行 15 小时，那么，当慢车刚到达乙地时，快车已经
超过乙地 180 公里（12×15），它与慢车拉开的 180 公里，是由 5小时后造
成的，这样可先求出快车的速度。

12×15÷（15-10）=36（公里）

慢车速度则为：
36-12=24（公里）。
以下解答步骤同假设—相同（略）。
假设三：

假设甲乙两地的路程为 则快车每小时行了全程的 慢车每小时行了1
1

10
, ,

全程的 快车比慢车每小时多行 公里 相当于全程的 由此根据
1

15
12

1

10

1

15
, , ( ),−

分数除法的意义，可求得全程是：

12
1

10

1

15
360÷ − =( ) ( )公里

设全程为 那么 表示两车的速度和 就可求出两车相遇时间

小时

1
1

10

1

15

1
1

10

1

15
6

, ( ) , :

( ) ( )

+

÷ + =

求相遇时快车和慢车各行了多少公里，有多种解法可供选择。如：
360÷10×6=216（公里）——快车行的路程，
360-216=144（公里）——慢车行的路程。
又如：
1

10

1

15
3 2

360
3

3 2
216

360
2

3 2
144

∶ ∶ 时间一定 速度与路程成正比例

公里

公里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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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

二箱肥皂粉 剩下的袋数是出售的 又出售 袋后 剩下的袋数是出售的

这两箱肥皂粉 还剩下多少袋

, . ,

, , ?

1

3
5

1

4



解析：
这道题目里有三种数量：二箱肥皂粉的全部袋数，出售的袋数和剩下的

袋数。那么，把哪一个量假设为 1呢？根据题意，我们知道出售的袋数和剩
下的袋数在“又出售 5袋”前后是不一样多的。因此，这两个量是在变化着
的量，而肥皂粉的全部袋数，则是一个不变的量，所以我们假设它为 1。

假设肥皂粉总袋数为 1，那么，在“又出售 5袋”前剩下的袋数是出售

的 就可以看作 剩下的袋数是全部的 全部袋数分为相等的 份 见图出
1

3

1

1 3
4, : ( ,

+
售 5袋前）。出售 5袋后，情况怎么样呢？题目告诉我们：“又出售 5袋后

剩下的袋数是出售的 同样可以看作 剩下的袋数是全部的 见图出售
1

4

1

1 4
5", : (

+
袋后，全部袋数平均分成 5份），由此可知，5袋肥皂粉这个已知数，正好

是全部袋数的 除法计算 可得二箱肥皂粉的全部袋数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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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箱肥皂粉全部袋数是 100 袋，由刚才的分析，可知剩下的袋数是全部

的 用乘法计算可得剩下的袋数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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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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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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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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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还剩下肥皂粉 20 袋。
这道题目也可以这样解：

剩下袋数是全部的 那么 出售的袋数就是全部的 同样 在又出
1

1 3

3

1 3+ +
, , . ,

售 袋后 出售的袋数就是全部的 照这样分析 可知 袋这个已知数正好是5
4

1 4
5, , ,

+

全部的 用除法计算可得肥皂粉的全部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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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袋数可以这样算：

100 1
4

1 4

100
1

5

20

× −
+

= ×

=

( )

( )袋



是不是所有的分数应用题，都是把总数假设为 1呢？不一定。
例 8：

六 班 在上学期 女生人数占全班人数的 下学期有 名女生转学离校

女生人数就占全班人数的 问六 班上学期一共有多少学生

( ) , , ; ,

. ( ) ?

2
4

9
1

3

7
2

分析：
这道题，也有三个数量，分别为女生人数、男生人数和全班人数。把哪

一个数量假设为 1 呢？如果假设不正确，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在例 7，我
们讲了要假设一个不变的量为 1。在这道题里，女生有 1人转学离校，这样，
下学期里，女生人数就减少 1人。全班人数也相应地减少 1人。而男生人数
没有增减，所以，男生人数是一个不变的量。

假设男生人数为 那么 上学期女生人数占全班的 就应转化为女生是1
4

9
. , ,

男生的几分之几。怎样转化？因为全班人数作 9等份，女生占其中的 4份。

所以 男生就占其中的 份 因此 女生人数就是男生人数的 下学期 女生人

数是全班的 也要转化为是男生的几分之几 因为全班人数作 等分 女生是

其中的 份 所以 男生就占其中的 份 因此 女生人数就是男生人数的

, , , . ,

, . ,

. , , , .

5
4

5
3

7
7

3 4
3

4

由题意可知 下学期转学离校的 名女生恰好相当于男生人数的: ( ),1
4

5

3

4
−

用除法计算可得男生人数。

1
4

9 4

3

7 3

1
4

5

3

4

÷
−

−
−

= ÷ −

( )

( )

=20（人）

男生为 人 上学期女生人数是男生的 所以上学期女生人数就是20
4

5

20
4

9 4

20
5

4

, , :

×
−

= ×

=16（人）
上学期男生有 20 人、女生有 16 人，加法计算可得上学期六（2）班一共



有多少人
20+16=36（人）
例 9：
长城职业学校开设缝纫与照相两个专业，去年共招收新生 475 人；如果

今年共招收新生 640 人，其中缝纫专业的人数比去年增加 48％，照相专业的
人数比去年增加 20％，问今年招收缝纫、照相专业各多少人？

分析：
此题条件十分复杂，不少小朋友感到解题时无从着手。如果，我们用假

设法来考虑，就能找开此题的解题思路，达到顺利解决问题的目的。
假设一：
假设今年招收的缝纫和照相专业的人数，都比去年增加了 20％，则增加

了（475×20％）=95（人），但实际却增加了（640-475）=165（人），少增
加（165-95）=70（人），是因为假设的缝纫专业的人数比实际少增加了（48
％- 20％）= 28％，就能先求出去年招收的缝纫专业的人数，其他问题也就
迎刃而解了。

解：
[640-475×（1＋20％）]÷（48％-20％）
=70÷28％
=250（人）⋯⋯去年招收缝纫专业的人数
250×（1+ 48％）= 370（人）⋯⋯今年招收缝纫专业
的人数

或 人:
( ) (

( )
640 370

475 250 1 20%)
270

−
− × +





=

今年招收照相专业的人数。
假设二：
假设今年招收的缝纫和照相专业的人数都比去年增加了 48％，则增加了

（475×48％）= 228（人）但实际只增加了（640-475）=165（人），多增加
了（228-165）=63（人）。是因为假设的照相专业的人数比实际多增加了（48
％-20％）=28％，就能先求出去年招收的照相专业的人数，其他问题也就迎
刃而解了。

解：
 [475×（1+48％）－640]÷（48％-20％）
＝63÷28％
＝225（人）⋯⋯去年招收照相专业的人数
225×（1+20％）=270（人）⋯⋯今年招收照相专业的人数

或 人:
( ) (

( )
475 225 1 48%)

640 270
370

− × +
−





=

今年招收缝纫专业的人数。
从以上例题可以看出，假设法是一种很重要的数学思考方法。在小学数

学解题中得到广泛应用。从以上实例中，可以看到每道题都可有多种的假设
思路和方法。所以，假设法是为我们广开解题思路的一种有效方法。

训练示范
1．某人买来 8分邮票和 4分邮票共 100 张，总价6.8 元。问买来4分邮



票和 8分邮票各多少张？
假设一：
假设买来的 100 张全是 4分邮票，那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假设二：
假设买来的 100 张全是 8分邮票，那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一件工作，甲独做8天完成，乙独做 12 天完成。现由两人同时合做，

乙中途出席了几天会议。所以，这件工作用了 6天完成。乙出席会议多少天？
假设一：
假设乙不参加会议，那么______。
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假设二：
假设甲先做 6天，那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甲乙两机床厂，今年一月份都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甲厂完成计划的

112％，乙厂完成计划的 110％，两厂共生产机床 400 台，比原计划超产 40
％。两厂原计划各生产多少台？

假设一：
假设两厂一月份都完成计划的 110％，那么，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假设二：
假设两厂一月份都完成计划的 112％，那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练习题
1．1 只板羽球 0.20 元，一只乒乓球 0.16 元，买板羽球和乒乓球各 15

只，一共应付多少元？
2．今有八分邮票和四分邮票共 100 张，合人民币4.8 元。问八分邮票和

四分邮票各多少张？
3．食堂买来碗和杯子一共 30 只，共花 13.8 元，每只碗 0.55 元，比每

只杯子贵 0.15 元，买来碗和杯子各多少只？
4．李师傅原定用 10 小时完成一批零件的加工任务，实行个人承包后，

每小时比原来多生产 15 个。因此，做了 8 小时就比这批零件的总数还多了
72 个，李师傅原来每小时生产多少个零件？

5．甲乙两个车间制造一批机床，甲车间单独做 10 天完成，乙车间单独
做 15 天完成；甲车间每天比乙车间多制造 2台，这批机床共有多少台？

6 370
1

4

1

6
. , , ,果园里有三种树共 棵 桃树比梨树多 李树比梨树少 三种果树

各多少棵？



7．100 各师生绿化树园，老师每人栽 3棵树，学生每 2人栽 1棵，总共
栽树 100 棵，老师和学生各栽多少棵？

8
3

7
10 2 5. , , , ,一块铜和银的合金 铜占银的 铜增加 克后 铜占合金的比为 ∶

这块合金原含银多少克？
9．100 个大和尚与小和尚共吃 100 个馒头，大和尚一人吃三个，小和尚

三人合吃一个，问大小和尚各有多少人？
10．上海电影院售出 1750 张电影票，共收款 665 元；已知大人票每张

0.60 元，学生票每张 0.25 元。问售出的大人票与学生票各多少张？



   
七、代替法

   
什么叫代替法？先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五年级一中队，开展课间活动，用收集废纸卖得的钱，为中队添置了 3

只皮球和 4 根绳子，一共付了一元二角。1 只皮球的钱可以买 2 根绳子，皮
球每只多少元？绳子每根多少元？

这是一个求皮球和绳子两样东西的单价各是多少的问题。当然类似这样
计算单价的问题在生活实际中是不会有的事，因为商店里总是把单价标明
的。但是作为一道数学问题，我们还是有必要讲讲它的解法。我们总是先求
出其中一样东西的单价，再求出另一样东西的单价。假定我们先求出皮球每
只多少元，根据“1只皮球的钱可以买 2 根绳子”这句话，可以把 4 根绳子
用 2只皮球来代替，代替的结果，可以得知 5只皮球一共付一元二角，所以，
每只皮球是二角四分。因此，可以算出每根绳子是一角二分。

像上例，根据两种数量中，某种数值相等的关系，用一种量代替另一种
量来寻得解决问题的思考方法，叫做代替法。

例 1：
其仓库用大卡车 6辆和小卡车 11 辆装运农业机械 435 箱。已知 1辆大卡

车的运货量是1辆小卡车的3倍，问每辆大卡车和每辆小卡车各装运多少箱？
分析：
这道题求的是一辆大卡车和 1辆小卡车各装多少箱。是求两个未知量的

问题，我们可以先求出大卡车的载运量，也可以先求出小卡车的载运量。如
果先求 1 辆小卡车装多少箱，可以根据“1 辆大卡车的运货量是 1 辆小卡车
的 3倍，”这句话，设法把大卡车 6辆用小卡车的辆数来代替，那么，应该
用几辆小卡车来代替呢？

“1辆大卡车的运货量是 1辆小卡车的 3倍”这就是说 1 辆大卡车的运
货量等于 3辆小卡车的运货量。2辆大卡车的运货量等于 3×2辆小卡车的运
货量⋯⋯。

列表如下：

大卡车辆数 1 2 3 4 5 6 ⋯⋯

小卡车辆数 3 6 9 12 15 18 ⋯⋯

从表中可看出：
6辆大卡车的运货量等于 3×6 辆小卡车的运货量，因此可用 18 辆小卡

车来代替 6辆大卡车代替的结果，得到小卡车（18＋11）辆，装运农业机械
435 箱，由此 1辆小卡车的运货量，可以求得：

435÷（3×6＋11）
＝15（箱）
每辆小卡车装 15 箱农业机械，它的 3倍就是每辆大卡车的运货量。
15×3＝45（箱）
解：
（1）每辆小卡车装运多少箱？
435÷（6×3＋11）



＝435÷29
＝15（箱）
（2）每辆大卡车装运多少箱？
15×3＝45（箱）
答：每辆大卡车装运 45 箱，每辆小卡车装运 15 箱。
例 2：
食堂运进大米 4袋和面粉 5袋，一共重 325 公斤，已知 1袋面粉的重量

等于 袋大米的 问每袋大米和每袋面粉各重多少公斤1
1

2
, ?

分析：
如果先算每袋面粉重多少公斤，就要设法根据“1袋面粉的重量等于 1

袋大米的 这句话 把 袋大米用面粉的袋数来代替 那么应用几袋面粉来代
1

2
4" . ,

替呢？

" ",1 1
1

2
1 2袋面粉的重量等于 袋大米的 也就是 袋大米重量等于 袋面粉的重

量，由此推出：

从表中可以看出，8袋面粉的重量等于 4袋大米的重量。所以，可以把4
袋大米用 8袋面粉来代替。

代替的结果是面粉（8＋5）袋，一共重 325 公斤，就可以求出面粉重量
是：

325÷（8＋5）
＝25（公斤）

求出每袋面粉重 公斤后 又已知是每袋大米重量的 所以每袋大米重25
1

2
, ,

量是：

25
1

2
50÷ = ( )公斤

解：
（1）每袋面粉重多少公斤？
325÷（4×2＋5）
＝325÷13
＝25（公斤）
（2）每袋大米重多少公斤？

25
1

2
50÷ = ( )公斤

答：每袋大米重 50 公斤，每袋面粉重 25 公斤。
例 3：
45 斤西红柿和 32 斤白菜共价 22.80 元，买白菜 8 斤的钱可买西红柿 3

斤，西红柿和白菜每斤各多少元？
分析：
如果先求西红柿每斤多少元？设法把白菜 32 斤用相等价钱的西红柿斤

数代替，根据“买白菜 8斤的钱可买西红柿 3斤”这句话，先算出32 斤里有



几个 8斤，即
32÷8＝4
再算出 4个 3斤是几斤，即
3×4＝12（斤）
由此推算出：32 斤白菜的价钱，等于 12 斤西红柿的价钱。把 32 斤白菜

用西红柿 12 斤来代替，代替的结果，得到西红柿（45＋12）斤，共价 22.80
元，求得每斤西红柿的价钱是：

22.80÷（45＋12）
＝0.40（元）
西红柿每斤 0.40 元，买 3斤西红柿的价钱是：
0.40×3＝1.20（元）
1.20 元能买白菜 8斤，每斤白菜的价钱就是：
1.20÷8＝0.15（元）
解：
（1）西红柿每斤多少元？
22.80÷[45＋3×（32÷8）]
＝22.80÷57
＝0.40（元）
（2）白菜每斤多少元？
0.40×3÷8
＝1.20÷8
＝0.15（元）
答：西红柿每斤 0.40 元，白菜每斤 0.15 元这道题也可以先求出白菜每

斤多少元。小朋友，你们自己试试看。
例 4：
新光饭店新置 4张桌子和 16 把椅子，已知 5张桌子的价钱和 8把椅子的

价钱相等；1张桌子比 1把椅子贵 9元，新置桌椅一共应付多少钱？
分析：
要求新置桌椅一共应付多少钱，应先算出桌子和椅子的单价，根据“1

张桌子比 1把椅子贵 9元”这句话，可以列表推出：

桌子张数 椅子把数 相差价钱（元）

1 1 9

2 2 18

4 4 36

8 8 72

从表中可以看出 8张桌子的价钱比 8把椅子的价钱多 72 元。
又根据“5张桌子价钱和 8把椅子价钱相等这句话，可以把 8把椅子用 5

张桌子来代替。



8 8 72

8 5

张桌子价 把椅子价 元

把椅子价 张桌子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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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的结果，是 8张桌子价比 5张桌子价多 72 元。
也就是说，3张桌子的价钱是 72 元，所以每张桌子的价格是：
72÷3=24（元）
每张桌子 24 元，比每把椅子贵 9元，所以每把椅子的价格是：
24－9=15（元）
每张桌子 24 元，4张桌子应付的钱是（24×4）（元）。每把椅子15 元，

16 把椅子应付的钱就是（15×16）（元），用加法可以算出 4 张桌子和 16
把椅子一共应付多少钱。

解：
（1）每张桌子多少元？
9×8÷（8－5）
＝72÷3
＝24（元）
（2）每把椅子多少元？
24－9＝15（元）
（3）新置桌椅一共应付多少元？
24×4＋15×16
＝96＋240
＝336（元）
答：新置桌椅一共应付 336 元。
例 5：
甲乙丙三种物品共有 90 件，甲种物品件数是乙种物品的 2倍，丙种物品

件数比乙种物品多 10 件。三种物品各有多少件？
分析：
求甲乙丙三种物品各有多少件，先得弄清楚三种物品数量之间的关系，

图示：

由上图所示三种物品件数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乙种物品件数×2”来代
替甲种物品件数，用“乙种物品件数＋10 件”来代替丙种物品件数。

代替的结果把“甲乙丙三种物品共 90 件”变成了“乙种物品件数的 4
倍＋10 件等于 90 件”所以，乙种物品件数是：

（90－10）÷4＝20（件）
乙种物品是 20 件，它的 2倍就是甲种物品的件数。而乙种物品加 10 件

是丙种物品的件数。
解：
（1）乙种物品有多少件？



（90－10）÷（2＋1＋1）
＝80÷4
＝20（件）
（2）甲种物品有多少件？
20×2＝40（件）
（3）丙种物品有多少件？
20＋10＝30（件）
答：甲乙丙三种物品各有 40 件、20 件和 30 件。
例 6：
4 公斤苹果和 5公斤香蕉一共要付 18.80 元，8公斤苹果和 7公斤香蕉一

共要付 30.40 元，1公斤香蕉和 1公斤苹果各要多少元？
分析：
这道题比前面几道题稍难一些，因为它没有直接显示等量代换的条件。

而是，需要进行加工，如把“4公斤苹果和 5 公斤香蕉一共要付 18.80 元”
的条件中的三个量，都给以扩大 2倍，得“8公斤苹果 10 公斤香蕉一共要付
37.60 元。利用这个条件来代替“4 公斤苹果和 5 公斤香蕉一共要付 18.80
元”于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得到

苹果 公斤价 香蕉 公斤价 元

苹果 公斤价 香蕉 公斤价 元

8 10 37 60

8 7 304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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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式之差：香蕉 3公斤价=7.20 元
3 公斤香蕉售价 7.20 元，这样，每公斤香蕉的价格就不难求得：
7.20÷3=2.40（元）
每公斤香蕉是 2.40 元，5公斤香蕉价钱是 2.40×5，由“4公斤苹果和 5

公斤香蕉一共要付 18.80 元”这个条件，可以求得每公斤苹果的价格：
（18.80-2.40×5）÷4=1.70（元）
解：
（1）每公斤香蕉多少元？
（18.80×2-30.40）÷（5×2-7）
＝7.20÷3
＝2.40（元）
（2）每公斤苹果多少元？
（18.80-2.40×5）÷4
=6.80÷4
=1.70（元）
答：每公斤苹果和香蕉分别为 1.70 元和 2.40 元。
这道题还可以用其他的代替方法，小朋友自己试一试。
代替法体现了等量代替的数学思想，它是一种很好的解题思考方法，只

有弄清题意，正确进行数量之间的合理代替，才能使代替法运用自如。
训练示范
根据题意，填入○中
1．红星服装店，某天卖出 8件衣服和 15 条裤子，共收款 243 元。已知

2件衣服的价钱与 3条裤子价钱相等，每件衣服和每条裤子各多少元？



衣服价 2件=裤子价 3条
○件=6 条
8 件=○条
────────────────────
8件衣服价+15 条裤子价→用○条裤子总价代替。
2．一批货物共重 40 吨，用 20 辆大车和 8辆卡车一起运，已知每辆卡车

的载重量是大车的 2.5 倍。问每辆卡车和每辆大车的载重量各是多少吨？
载重量 1辆卡车=2.5 辆大车
2辆=○辆
○辆=10 辆
8 辆=○辆
──────────────────
20 辆大车和 8辆卡车→○辆大车代替
3．学校大队部买了 12 支钢笔和 18 支圆珠笔，共付 57.60 元。
已知 2支钢笔的价钱和 3支圆珠笔一样多，求每支钢笔和每支圆珠笔各

多少元？
2支钢笔价=3 支圆珠笔价，
12 支钢笔→用○支圆珠笔价代替。
────────────────
57.60 元相当于○支圆珠笔总价。
4．已知5斤苹果的价钱与 8斤香蕉的价钱相等；1斤苹果比 1斤香蕉多

付 0.30 元，问买 10 斤苹果和 7斤香蕉共付多少元？
5斤苹果价→用○斤香蕉代替，
5斤苹果价比 5斤香蕉价多○元，
8斤香蕉价＝○斤香蕉价＋○元。
5．三筐红枣共有 210 公斤。甲筐重量比乙筐的 2 倍还多 5 公斤；丙筐

的重量是乙筐的 多 公斤 乙筐有多少公斤
4

5
15 , ?

○筐重量×2＋5公斤→甲筐重量，

○筐重量 公斤 丙筐重量

○筐重量 ○公斤 甲丙两筐总重量

× + →

× + →

4

5
15

2
4

5

,

.

练习题
1．建筑工地用 3辆汽车和 5辆手推车装运水泥 16 吨。已知 1辆手推车

的运货量是 辆汽车的 问每辆汽车和每辆手推车各装运多少吨1
1

9
, ?

2．5 公斤苹果和 8公斤生梨共价 23.40 元，已知1公斤苹果价是 1公斤
生梨的 2倍，每公斤苹果和每公斤生梨价各多少元？

3．4 只小皮球和 5 根绳子价相等，1 根绳子比 1 只皮球少 0.09 元，买
10 只小皮球和 20 根绳子共付多少元？

4．甲乙丙三人共分西瓜 100 斤，甲所得比乙的 2倍多 5斤，丙所得比甲
乙之和多 18 斤，问每人各分得多少斤？

5．一件工作，甲做 3天的工作量，乙要做 5天。现甲做了 3天，乙做了



12 天，共装配了 459 辆玩具小汽车，甲乙各生产多少个？
6．铅笔 10 支和橡皮 15 块共价 1.35 元；5 支铅笔和 9 块橡皮共 0.75

元；照这样计算，买 100 支铅笔应付多少元？
7．有甲乙丙三个数，甲数比乙数的 2倍多 100，乙数比丙数的 2倍多 50，

已知三个数的和是 950，求这三个数各是多少？
8．7斤苹果价与 4斤香蕉价相等，1斤香蕉比 1斤苹果贵 0.42 元，香蕉、

苹果每斤价各多少元？
9．5 斤花生与 4 斤菜籽油共价 12.70 元，15 斤花生与 9 斤菜籽油共价

34.20 元，问花生、菜籽油每斤各是多少元？
10．小强准备买 3本语文练习簿和 5本算术簿，身带 0.75 元。
结果营业员给小强 5 本语文练习簿和 3 本算术簿，小强所带的钱缺少 2

分，想一想语文、算术两种练习簿的单价各是多少元？



   
八、对应法

  
在某些应用题中，必定存在着一些相关的对应量，我们利用这一特点，

通过分析条件之间的某些数量的对应关系，根据某种运算意义，打开解题的
中心环节。这种思考方法，可称作对应法。

例 1：
建筑工地要运一批水泥，用一辆卡车运 8次正好运完？运6次则少运7.2

吨。这批水泥共有多少吨？
解析：
在分析这道题目的时候，首先要找到卡车运的次数和吨数是怎样的对应

关系。要从题目的条件“用一辆卡车运 8 次，正好运完；运 6 次则少运 7.2
吨”中设法找到卡车运几次，它的对应量是几吨。列表如下：

1辆卡车运 8次→运完
1辆卡车运 6次→少运 7.2 吨
─────────────—

2次←7.2 吨
从对应表中清楚地看出，1辆卡车少运 2 次，正好少运水泥 7.2 吨。由

此寻得了运 2 次的对应量是 7.2 吨，也就是说，这辆卡车 2 次能运水泥 7.2
吨，根据整小数除法意义，所得 1辆卡车 1次运的吨数是：

7.2÷2＝3.6（吨）
求出了 1 辆卡车 1 次运 3.6 吨，就可以根据“8 次运完”来计算水泥一

共有多少吨。
3.6×8＝28.8（吨）
列综合式计算：
7.2÷（8－6）×8
＝3.6×8
＝28.8（吨）
答：这批水泥一共有 28.8 吨。
例 2：
小朋友分糖果，每人分 6块，则少 22 块；每人分 5块，则多 14 块，求

小朋友人数和糖果块数？
解析：
在分析的时候，发现每人分的块数与所需糖果的块数是起着对应关系。

从题目的条件“每人分 6块则少 22 块；每人分 5块则多 14 块中没法找到每
人才几块，它的对应量是所需糖果几块，列表如下：

每人分 6块→少 22 块
每人分 5块→多 14 块
──────────

1块→36 块
比较两种不同的分法，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个小朋友少分 1块，糖果块

数就从少 22 块变为多 14 块，也就是每人少分 1块，糖果相差36 块，因此寻
得每人分 1块的对应量是糖果 36 块，也就是说，小朋友人数是：

36÷1＝36（人）



求出小朋友人数，根据“每人分 6块，则少22 块”可以计算糖果一共有
多少块。

6×36－22＝194（块）
列综合式计算：
（22＋14）÷（6-5）
＝36÷1
＝36（人）
6×36-22
＝261-22
＝194（块）
答：小朋友共有 36 人、糖果一共是 194 块。
如果改变此题的条件，会出现什么变化呢？将原题改为：
小朋友分糖果，每人分 6块，则少 22 块；每人分 5块则少 14 块，求小

朋友人数和糖果块数？还是采用对应法解答、列表如下：
每人分 6块→少 22 块
每人分 5块→多 14 块
──────────

1块→8块
比较不同的分法可得，从中也可寻得对应关系，每人少分 1块，糖果块

数由少 22 块变为少 14 块。也就是说，每人少分 1块，糖果可以少 8块。由
此，可以得出小朋友人数是 8人，糖果块数为 6×8-22=26（块）。

列综合算式、请你自己试一试。
如果再把原题改变一下，看看又会有什么结果？
将原题改为：
小朋友分糖果，每人分 5块，则余 22 块，每人分 6块，则少 14 块，求

小朋友人数和糖果块数。
请你试一试：用对应法思路解答。
下面我们用对应法来解一些分数应用题。
例 3：
一本书，第一天读了 32 页，第二天读了 40 页，剩下的页数占全书页数

的 25％。这本书还剩下多少页没有读？
解析：
在分析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考虑已知 25％是哪一个量的 25％，这个 25

％与已知量 32 页与 40 页又是怎样的对应关系
从“剩下的页数占全书页数的 52％”这句话，可知 25％是全书页数的

25％，可以明确全书页数是单位 1。
现在，再去找出25%和单位 1与已知量 32 页和 40 页是怎样的对应关系。

列表如下：
1→全书页数
全书页数的 25%→剩下页数
───────────────
全书页数的（1-25%）→读过页数

从对应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全书页数的（1-25％）正好相当于读过的



页数。已知第一天读 32 页，第二天读 40 页，两天共读过（32＋40）页。由
此，可以寻得，1-25%的对应量是（32＋40）页，根据分数除法意义，求得全
书页数是：

（32＋40）÷（1-25％）

= ÷72
3

4
＝96（页）
求得全书页数是 96 页，它的 25％就是剩下没有读的页数是：
96×25％=24（页）
列综合式计算：
（32＋40）÷（1－25％）×25％

= ÷ ×72
3

4

1

4
＝24（页）
答：剩下还有 24 页没有读。
如果将“剩下的页数占全书页数的 25％”改为“读过的页数占全书页数

的 25％”这里仍是以全书页数为单位 1。那么，全书页数的 25％的对应量是
（32＋40），根据分数除法意义可得全书页数是：

（32＋40）÷25%＝288（页）
求得剩下的页数是：
28-（32+40）＝216（页）
如果将“剩下的页数占全书页数的 25％”改为“剩下的页数比读过的页

数少 25％就是以读过的页数为单位 1。那么，读过页数的（1－25％）的对应
量就是剩下的页数，根据分数乘法意义，可得剩下的页数是：

（32＋40）÷（1－25％）

= ×72
3

4
=54（页）
例 4：
小白兔和小黑马分别从甲乙两地同时出发，相向而行，当它们相遇时，

小白兔走了全程的 小黑马比小白兔多走 里、问小白兔和小黑马各走多
3

7
12,

多少里？
解析：

根据 小白兔走了全程的 这句话 可以知道 是全程的 全程是单" " , " " ,
3

7

3

7

3

7

单位 与已知分数 对应的量是小白兔走的路程 列表如下1
3

7
, , :

1→全程

全程的 小白兔走的路程
3

7
→

──────────────

全程的 小黑马走的路程1
3

7
− →



小黑马走的路程占全程的 再根据 小黑马比小白兔多走 里 这句( ). " "1
3

7
12−

话，找出表示同一种量的两个对应数
4

7
3

7

→

→

小黑马走的路程

小白兔走的路程

──────────
1

7
12→ 里

通过对应关系的分析比较 可知全程的 正好是 里 根据分数除法意义, . ,
1

7
12

全程是：

12
1

7
84÷ = ( )公里

全程是 里 小白兔走了全程的 、小白兔走了 里 求出小白兔走84
3

7
84

3

7
, ( ) ,×

的路程，也可以求出小黑马走的路程：
列综合式计算：

12 1
3

7

3

7

3

7

12
1

7

3

7

÷ − − ×

= ÷ ×

( )

=36（里）→小白兔走的路程
36＋12
=48（里）→小黑马走的路程
答：小黑马走了 48 里，小白兔走了 36 里。
把原题改为：
小白兔和小黑马分别从甲乙两地同时出发，相向而行，当它们相遇时、

小白兔走的路程是小黑马的 小黑马比小白兔多走 里、小白兔和小黑马
3

7
12,

各走多少里？
解析：

把原题中的 小白兔走了全程的 改为 小白兔走的路程是小黑马的" " " "
3

7

3

7

后 已知分数 就成了小黑马走的路程的 这里 小黑马走的路程是单位 列, . , ,
3

7

3

7
1

表如下：
1→小黑马走的路程
3

7
→ 小白兔走的路程

──────────

1
3

7
12− → 里



从对应表中 可寻得两个量的对应关系 小黑马走的路程的 相当于, , ( )1
3

7
−

小黑马比小白兔多走的 12 里，由此，根据分数除法意义，列出算式

12 1
3

7
21÷ − =( ) ( )里

小白兔走的路程是：
21-12=9（里）

如果将原题的 小白兔走了全程的 改为 小黑马比小白兔多走 那" " " ".
3

7

3

7

么 这里的 就是小白兔走的 了 小白兔走的路程变为单位 列表如下, . . :
3

7

3

7
1

1→小白兔走的路程

1
3

7
+ → 小黑马走的路程

──────────
3

7
12→ 里

从对应表中 可寻得小白兔走的 的对应量是 里 根据分数除法意义 得, . ,
3

7
12

小白兔走的路程是：

12
3

7
28÷ = ( )里

小黑马比小白兔多走 12 里，所以小黑马走了
28＋12＝40（里）
例 5：
第一个鱼缸里有 4条鱼，第二个鱼缸里有 3条鱼；现在两个鱼缸里共放

进 8条后，第二个鱼缸里的鱼正好是第一个

鱼缸的 每缸各放进多少条鱼
2

3
. ?

解析：

在分析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已知数 是哪一个量的 与此同时 还要想

一想 这个 与已知量 条、 条和 条有怎样的对应关系

照对应法分析 由题中 第二个鱼缸里的鱼正好是第一个鱼缸的 可知

是第一个鱼缸的 在这里 第一个鱼缸现有的鱼是作为单位 的 现在 再

, , . ,

, .

: " ",

. , " " . ,

2

3

2

3
2

3
4 3 8

2

3
2

3

2

3
1

设法找到这个分数和单位“1”的对应量。列表如下：
1→第一缸原有鱼+放进的鱼
2

3
→ +第二缸原有鱼 放进的鱼

──────────────



1
2

3

1
2

3

+ →

+

鱼的总数

通过对应关系的分析 很快就寻得第一缸鱼的 的对应量是鱼的总数

.

, ( )

（4＋3＋8）条。根据分数除法意义，得另一缸现有鱼的条数是：

( ) ( )4 3 8 1
2

3

15 1
2

3

+ + ÷ +

= ÷

＝9（条）
知道第一缸现有 9条，就不难算出每缸各放进多少条鱼，接下去怎么算？

请你自己做。
例 6：

一口锅里 水已盛了 第二次盛上一些水到 升 这样最多还只能盛 升, , ,
2

5
12 6

水，就全满了，问第二次盛水多少升？
解析：

在分析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 已知数 是哪一个量的 由题中的条件 水

已盛了 可知 是一口锅全部盛水量的 可以看出 一口锅 全部盛水量

, , , "

", " " . , ,

2

5

2

5
2

5

2

5

2

5
是单位“1”，其次要考虑 2升和 6升是与哪一个量有怎样的对应关系。

题目告诉我们“第二次盛上一些水到 12 升这句话里的”到 12 升。说明，
第二次不是盛上 12 升，而是先后二次一共盛水是 12 升。因此；当题目告诉
我们最多还能盛水 6升的时候，这就是说，这口锅的全部盛水量是（12＋6）
升。由此寻得（12＋6）升的对应量是单位 1，列表如下：

1—→全部盛水量

全部盛水量的 的

根据分数乘法意义 可得全部盛水量的 是

2

5
12 6

5

2
2

5

12 6
2

5

18
2

5

→ +

+ ×

= ×

( )

, :

( )

＝7.2（升）
这就是说，第二次盛上一些水到 12 升的时候之前，锅里已经有水 7.2

升。那么，第二次盛水就是：
12-7.2＝4.8（升）
列综合式计算：

12 12 6
2

5
− + ×( )

=12-7.2
=4.8（升）



答：第二次盛水 4.8 升。
从上述的例题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应法归纳了数量的对应规律，而求

得的一种解题方法，它有利于解决一些根据已知条件而不能直接得出所求问
题的应用题，特别是对解答分数应用题来说，运用对应法更为有利。

训练示范
1．用同样的编号，表示各个数量的对应关系
（1）幼儿园小朋友分橘子，如果每人分 2只，还余 23 只；如果每人分

3只，则少 14 只。求橘子只数和人数

（2）六（1）班进行划船活动，租小船，每船坐 4人，则有10 人租不到
船；改租同样只数的大船，每船坐 6人，则正好全部坐下。求小船的只数和
人数。

2．连接条件中对应的数量
（1）合格产量占总产量的 92.5％
单位“1”→总产量

（2）二月份用煤比二月份节约 10％
单位“1”→二月份用煤

( ) , ,3
1

4
20%.一批钢管 第一次运走了全部的 第二次比第一次多运

单位“1”→全部钢管

3．选择条件中划线部分的对应式：

( ) , .( )1
1

3

1

4
甲仓粮食吨数比乙仓多 丙仓粮食吨数比甲仓少

A B C D. , .( ) , .( ) ( ), .( ).1
1

3
1

1

3

1

4
1

1

3
1

1

4
1

1

3

1

4
+ + × + × − + −



（2）一种货物比原价降低了 10％后，再降低 10％。现价是原价的百分
之几？（    ）

原价→单位“1”
A．（1-10％）×10％， B．1-10％-10％，
C．（1-10％）×（1-10％）， D．1-（1-10％）×10％。
（3）生产一批脱粒机，上半年生产 480 台，第三季度生产了全年产量的

30％，第四季度比上半年产量少 220 台，全年生产多少台脱粒机？（    ）
全年产量—→单位“1”
A．30％， B．1-30％
C．（480-220＋480）÷（1-30％）。
练习题
1．服装加工小组，缝制一批童装，每人做 20 套，正好做完；如果每人

做 24 套，那么，可以多做 60 套，这个加工小组共有多少人？这批童装共多
少套？

2．同学们排队，每行站 12 人，则多 21 人；每行站 14 人，则多 7人，
问一共站几行？有多少同学？

3 500
10

19
300. , , , ,一盒糖果 连盒重 克 吃去 连盒还重 克 这盒糖果和盒子各重

多少克？

4 192
4

7
. , , ,一场电影票 售出的比剩下的多 张 剩下的比售出的少 这场电影

票共有多少张？
5．甲乙两地相距 468 公里，一列客车每小时行 52 公里，比一列货车的

速度每小时慢 如果两车同时相对开出 相遇时 两车各行多少公里
1

5
; , , ?

6 7 3
1

3
. , , ,小明读一本书 原定 天读完 现在前 天读了全书的 这时没有读的比

已读的多 68 页。问以后每天应该读多少页，才能在原定时间里读完这本书？
7．李师傅加工一批零件，上午 9时开始到 12 时为止，完成了全部零件

数的 离全部的一半还差 个 李师傅平均每小时加工多少个
2

5
39, . ?

8 223
1

3
2. , , ,甲乙两个客运站有货物 吨 如果甲站运出 乙站运进 吨 两站货物

量相等。原来两站各有货物多少吨？
9．筑路队修筑一条公路，第一个月修了全程的 20％又 10 米，第二个月

修的比第一个月多 14.5 米，第三个月完成剩下的 53 米。问这条公路长多少？
10．某钢厂三月份，上旬完成本月任务的 37.5％，中间完成余下任务的

50％，还存 425 吨必须在下旬完成。问三月份应炼钢多少吨？



   
九、结构法

  
一般复合应用题，虽然千变万化，不过大部分应用题相互之间的联系，

还是有一定规律的，这种规律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归一”、“归总”、“归
差”三种思维结构。按照这三种思维结构来解答应用题的思考方法，叫“结
构法”

用结构法解答应用题，有利于迅速确定思维方向，找到解题的主要步骤。
1．归一思维结构
在归一思维结构的应用题中，求单一量是解题的前提。譬如：“火车 3

小时行 135 公里，用同样的速度 5小时可以行多少公里？”或“火车 3小时
行 135 公里，用同样的速度行 225 公里，需要多少小时？”就必须先知道火
车 1 小时行多少公里，才可以解出“5 小时行的公里数。”或“行 225 公里
需要的时间”。又如“2部挖掘机 8小时挖煤 1280 吨，照这样计算，5部挖
掘机6小时挖煤多少吨？”，同样必须先求得1部挖掘机1小时挖煤80吨（1280
÷8÷2）才可以解出 5部挖掘机 6小时挖煤的吨数。像这种按“归一”解题
思路进行思考的应用题小朋友是比较熟悉的。

根据“归一”数量关系发展变化而来的一般复合应用题，同样能够按“归
一”解题思路进行思考

例 1：
春燕服装店，第一天上午售出大衣 12 件，下午售出的件数是上午的 1.5

倍，下午比上午多收款 750 元，第二天售出大衣 50 件，每件大衣价相等，第
二天收款多少元？

分析：
这道题要我们求第二天收款多少元？条件中只告诉我们、第二天售出大

衣 50 件，但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大衣的单价。所以要求 50 件大衣总价，就一
定要先求得大衣 1件多少元。求 1件大衣多少元，就是归一，显而易见，这
道题的解题思维结构是属于归一思维结构。

解这道题的步骤是：
先把思维集中到求大衣的单价上一一归一，从题目的已知条件，第一天

上午售出 12 件大衣，下午售出的件数是上午的 1.5 倍。下午比上午多收款
750 元中去考虑，下午比上午多售出多少件大衣，由此，求得大衣的单价。

由归一得出大衣单价后、问题也就得到解决。
求第二天收款多少元的解题思路如下：

例 2：
凯歌无线电商店出售一种新型号的收录机，上午收售货款 867 元，下午

收售货款1445元，全天卖出这样的收录机8台，上下午各售出收录机多少台？
分析：
从这道题的叙述内容来看，题目要求的是上下午各售出收录机多少台。

然而告诉我们的只是上午和下午的售款，就是缺少收录机的单价。因此，求



得收录机 1台多少元，成了解题关键。所以，我们只要按归一解题思路来解，
问题就不难解决。

解这道题的步骤是、把思维集中到收录机的单价上。可从“全天卖出收
录机 8台”和“全天售货款”这两个条件寻找到卖出 8台收录机收售货款 2312
元（867+1445）。由此，“归一”求得收录机的单价。

得到收录机单价后，再把思维转到求上下午各卖出多少台收录机上去。
解题思路如下：

例 3：
甲乙两个工程队，挖一条地下水道，甲队挖了 7天，乙队以比甲队每天

多挖 4米的速度挖了 5天，结果比甲队少挖 30 米。甲队挖了多少米？
分析：
想一想，要求甲队挖多少米的解题前提是什么？
题目告诉我们，“甲队挖了 7天”，但是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甲队每天挖

多少米。因此，解题的前提，显然就是求这个单一量。从题目告诉我们的“乙
队比甲队每天多挖 4米”这个条件，同样可以想到先要求得甲队每天挖多少
米。所以，这道题也是按归一解题思路解。

解这道题的步骤是：
先把思维集中到求甲队每天挖多少米，从甲乙两队挖的天数上来考虑，

甲队比乙队多挖 2天（7-5），多挖了多少米？从题目的条件中，可以求得，
甲队比乙队多挖 2天是多挖了 50 米（30+4×5）。田此，求得甲队每天挖的
米数。

由归一求得甲队每天挖的米数后，再考虑甲队 7天挖了多少米。解题思
路如下：

2．归总思维结构
我们还发现有些复合应用题、往往与总量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一批

生梨、每筐装 40 斤可以装 10 筐；每筐改装 50 斤，可以装几筐？”就必须知
道，这批生梨一共有多少斤，才能解出每筐装50 斤，需要的筐数。又如：“一
件工作 8人做 9天完成，如果由工作效率相同的 12 个人做，几天可以完成？”
同样必须先求得这件工作的总量-72 个人工（8×9），才可以解出12 个人做
需要的天数。这种归总解题思维结构的应用题，小朋友已经学过了。用同样
的方法，也可以去思考解答按归总数量关系发展和变化的应用题。

例 1：
卫新机器制造厂，原计划上半年每月制造 40 台小型水泵，下半年每月计

划增产 10 台，实际生产情况是 9个月的产量比全年计划产量还超产 18 台，
实际每月生产多少台？



分析：
在思考的时候，可以这样想：从题目的问题看，是求实际每月生产多少

台。实际生产了 9个月。那么，求 9个月的总产量是解这道题的关键。所以，
可用归总思维结构解题。

解这道题的步骤是：
先求计划全年产量是多少，40×6+（40+10）×6，从“买际 9个月的产

量比全年计划产量还超产 18 台”中，可以求得实际 9 个月的总产量的解法
40×6+（40+10）×6+18。然后。求出实际每月生产多少台。解题思路如下：

例 2：
甲乙丙三个装配小组，装配一批电表，甲组每天装配 80 只，乙组每天装

配的只数是甲组的 丙组每天比乙组多装配 只 现由甲组装配 天 乙组装
3

4
40 12, . ,

配 9天。要完成的这批电表如果全部由丙组装配要几天？
分析：
在思考的时候，可以这样想，从这道题的问题看、是求全部由丙组装配

要几天。那么，求全部只数是解这道题的关键。所以。我们可用归总的思维
结构来解题。

解这道题的步骤是：
从甲乙两组的工作效率和装配的天数着手，求得这批电表的全部只数的

解法 即甲乙两组装配的总量 然后 求出全部电表由丙组装. ( ). ,80 12 80
3

4
9× + × +

配要几天，解题思路如下：

3．归差思维结构
按两数之差的数量关系，发展和变化的应用题，归结为归差思维结构。

这种结构的应用题，求两数的差是解题的前提。
例 1：
买 3付滑雪板和若干双冰鞋，共花 246 元。一付滑雪板34 元，每双冰鞋

比每付滑雪板多 2元。买冰鞋几双？
分析：
题目求买冰鞋几双，必须知道买冰鞋一共用多少元。求这个数，就是求

“3 付滑雪板和几双冰鞋的总价与 3 付滑雪板价”的差。所以，这道题目可
用归差解题思路进行思考解题。

解题的思考步骤是：
先求得其中的一个数，即“3 付滑雪板价”是多少元？其次通过另一个



数，即“3付滑雪板和几双冰鞋的总价 246 元”归差，求得几双冰鞋的价钱。
最后，根据题目的要求来解答，解题思路如下：

例 2：
李同志和张同志积极参加定额储蓄，李同志每月比张同志多存 5元，一

年后，两人的存款额达 540 元。张同志每月存款多少元？
分析：
题目告诉我们，李同志每月比张同志多存 5元。那么，一年后两人的存

款就出现了差数。显然，要求两人每月各存款多少元，必须从差数中去寻找
到解题途径，所以，这道题也可以按归差思维结构进行思考。

解题思考步骤是：
先求一个差数，即李同志比张同志一年多存款多少元，5×12=60（元）。

再通过另一个数即两人储蓄总数，从中去掉李同志比张同志一年多存的款
数，求得480 元（540-5×12）这个差数，这个数正好等于张同志一年存款额
的 2倍。由此可得，张同志每月存款数，解题思路如下：

例 3：
水泥厂用一辆小卡车和一辆大卡车运一批水泥到工地，如果小卡车和大

卡车各运 5次，可以运水泥 32.5 吨；如果小卡车运 5次，大卡车运 7次，可
以运水泥 40.5 吨，问小卡车和大卡车每次各运多少吨？

分析：
以比较“小卡车和大卡车各运 5次可运水泥 32.5 吨”，而“小卡车运 5

次，大卡车运 7次，可运水泥 40.5 吨”的两种运输情况，可以看出，由于大
卡车多运（7-5）次，多运水泥（40.5-32.5）吨，由此可以从次数差和运的
水泥吨数差的关系中，求得大卡车每次运的吨数，所以这道题也是从归差思
维结构来解题。

解题思考步骤是：
先求两个差数，得“大卡车多运 2次（7-5）就是多运了 8吨（40.5-32.5），

由此求得，1辆大卡车 1次运 4吨，解题思路如下：

求得了 1辆大卡车 1次运 4吨后，按例 1的解法，再次归差，便可求得
1辆小卡车 1次运的吨数：



通过对以上一些例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结构法，可以帮助你很快
找到思考问题的方向，对解一般复合应用题有一定的作用。

训练示范
1．按解题思路填入适当的算式：
（1）有一个工程队，修一条公路，计划每天修 0.62 公里，25 天完成。

实际每天比计划多修 0.155 公里，实际修了多少天？

（2）自行车修配站，计划 7天修车 84 辆，结果提前 1天修完，实际每
天比计划多修几辆？

（3）五年级二个班级，共收葵花子 25.5 公斤，一班种了 45 棵向日葵，
平均每棵收 0.22 公斤，二班平均每棵比一班多收 0.02 公斤，二班种了多少
棵向日葵？

（4）生产队运一批粮食，5只大船和 3 只小船可以运 1200 吨，如果改
用大小船都是 5只，可以运 1240 吨，每只大船和小船各运多少吨？

2．解题思路分析：
（1）有两个排字工人，甲每小时排 1200 个，乙每小时排 1800 个，甲排

了 1小时 30 分钟后，乙一起排，2小时后完成。两个排字工人一共排字多少
个？

（2）某小学食堂存有一批面粉，原计划每天用 20.5 公斤，可用 15 天。
实际每天少用 5.125 公斤，可以比计划多用多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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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水泥厂运水泥到工地 小卡车载重量是大卡车的 大卡车的载重

是 4.5 吨，全部水泥用小卡车运要运 9次，如果改用大卡车，要运多少次？

（4）师傅每小时比徒弟多做 18 个零件，两人一起做了 8小时后，完成
了 336 只。徒弟每小时加工多少只零件？

练习题
1．一辆汽车给农村运化肥、上午运 5次，下午运 4次，共运 57.6 吨，

照这样计算，第二天比第一天多运 2次，第二天运了多少吨？
2．双鹿床单厂生产一批床单，计划每天生产 1200 条，20 天完成任务。

提高工作效率后，实际每天比计划多生产 400 条，可以提前几天完成任务？
3．土产公司运来香蕉和橘子共 1008 公斤，橘子的重量是香蕉的 3倍，

每筐香蕉重 31.5 公斤，比每筐橘子轻 4.5 公斤，香蕉和橘子共是多少筐？
4．职工食堂买来 5袋大米，每袋重 75 公斤，吃去 2袋，剩下的每天吃

25 公斤，还可以吃多少天？
5．一批零件有 3000 只，甲工人单独做 10 小时完成，乙工人单独做 15

小时完成，现由甲乙两个工人合做 3.2 小时，剩下的由乙工人单独做，还要
做多少小时？

6．有布料1370 尺，做上装 80 件，余下的布料都做裤子。上装每件用料
8.5 尺，比裤子每条多 2.5 尺，问做裤子多少条？

7．甲乙两个生产队，甲队收的芝麻是乙队的 3倍，甲队收 1350 公斤，
每 100 公斤芝麻榨油 70 公斤，每公斤麻油价 4.80 元计算，两队共收入多少
钱？

8．甲城到乙城有一条铁路，行完全程，客车要 4小时，如果客车与货

车同时从两城相对而行 小时相遇 现在 两车分别从两城同时相对开出 小, , ,2
1

2
2

时后，货车停开，客车还要行 40 公里与货车相遇，客车每小时行多少公里？

9 1650
1

66
. , ,洗衣机装配小组要组装 台洗衣机 第一天完成任务的 第二天比

第一天多装了 第三天又比第二天多装了 第四天装的是第一天的 倍40%,
1

7
2, ,

以后按第四天的速度进行组装，完成这批任务，共需多少天？
10．客轮船体长 200 米，货轮船体长 280，从两船头相遇到船尾相离经

过了 15 秒钟，如果客轮与货轮的速度比为 5∶3，求两船的速度各是多少？



   
十、方程法

  
上面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各种解题思考方法，都是通过已知数之间的运算

来求得未知数，方程法则与上不同，它是把题中的未知数用 x表示（通常用
x 表示），使未知数 x 与已知数处于同等地位，直接参加运算，根据题意中
的数量，找出相等关系，列出含有未知数的等式，然后，求得未知数的值，
这种解应用题的方法，叫做方程法（或称代数法）。

例 1：
商店运来 8筐苹果和 10 筐梨，一共重820 公斤，已知每筐苹果45 公厅，

每筐梨重多少公斤？
此题若用算术解，它的解题思路是，从总重量 820 公斤中，先减去苹果

的重量（45×8），然后用除法，求出每筐梨的重量（通过已知数之间的运算，
求出未知数）。

列成综合算式为：
（820-45×8）÷10，
如果用方程法解，由于未知数也可直接参加运算，就有如下多种解题思

路。
设每筐梨重 x公斤。
（1）根据“苹果的重量+梨的重量=总重量”这个等量关系，可列出方程

为：
45×8+10x=820。
（2）根据“总重量-梨的重量=苹果的重量”这个等量关系，可列出方程

为：
820-10x=45×8。
（3）根据“（总重量-苹果的重量）÷每筐梨的重量=梨的筐数”这个等

量关系，
可列出方程为：
（820-45×8）÷x=10
（4）根据“梨的重量=总重量-苹果的重量”这个等量关系，
可列出方程为：
10x=820-45×8
例 2：
王老师到文具店买了日记簿 8本，活页簿 3本，共付 10.25 元。已知日

记簿每本 0.85 元，活页簿每本多少元？
分析：
在这道题中，活页簿每本多少元，是题中唯一的未知数，如果设活页簿

每本 x元，那么，根据“8本日记簿的钱，加上 3本活页簿的钱等于总价”。
按这个等量关系，可以列出如下方程来解。

解：设活页簿每本 x元。
根据题意列方程得：
0.85×8+3x=10.25
解这个方程，可以先算出 0.85×8 的积，把方程化简：
6.8+3x=10.25



把 3x 看作一个加数，根据：
“一个加数=和-另一个加数”得
3x=10.25-6.8
3x=3.45
在这个简易方程里，x是一个因数，根据
“一个因数=积÷另一个因数”得：
x=3.45÷3
x=1.15
答：活页簿每本 1.15 元。
例 3：
食堂运进一批煤，原计划每天烧 150 公斤，8天烧完。实际每天节约 30

公斤，这样可以比原计划多烧多少天？
分析：
要求比原计划多烧多少天，先要知道实际烧多少天，这是一个隐蔽的未

知数，如果设实际可烧 x天，利用数量关系
“每天烧煤斤数×天数=煤的总量”
列出方程，使方程左右两边都表示煤的总量。
解：设实际烧了 x天。
根据题意，列方程得：
（150-30）x=150×8
解这个方程得：
120x=1200
x=10
实际烧 10 天，比原计划多烧几天？
10-8=2（天）
答：比原计划多烧 2天。
除了间接设未知数 x，列方程求解。还可以按照问题，直接设未知数 x

来解，如这道题，可以设比原计划多烧 x天，那么，实际烧的天数就是（x+8）
天

解：设比原计划多烧 x天。
根据题意，可得方程：
（150-30）×（8+x）=150×8
120×8+120x=1200
120x=1200-960
x=2
答：比原计划多烧 2天。
从例 3，我们可以知道，列方程解应用题，先要设好未知数x，在设法上，

可以采用间接设或直接设两种。
例 4：
由机车和 24 节车厢组成的一列客车，总重量是 504 吨，机车的重量比每

节车厢的 2倍还重 23 吨，求每节车厢的重量是多少吨？
分析：
根据“机车的重量比每节车厢的 2倍还重 23 吨”这句话，如果设每节车

厢重 x吨，那么机车的重量就是（2x+23）吨，从题中的另一个条件“由机车



和 24 节车厢组成的一列客车重量是 504 吨”，可以找到等量关系：
机车重量+24 节车厢重量=列车总重量
根据这个等量关系，列方程。
解：设每节车厢重 x吨。
根据题意列方程得：
2x+23+24x=504
26x=504-23
26x=481
x=18.5
答：每节车厢重 18.5 吨。
例 5：
有大小两只饼干箱，大箱装饼干 2斤、小箱装 1.2 斤，两箱取出同样多

的饼干给妹妹吃，那么，大箱里余下的饼干是小箱的 2倍，问两箱各取出饼
干多少斤？

分析：
因为两箱取出同样多的饼干，所以，问两箱各取出饼干多少斤，实际上

只有一个未知数，如果设取出的是 x斤，那么大箱还余下（2-x）斤，小箱还
余下（1.2-x）斤，从题中另一个条件“大箱里余下的饼干是小箱的 2倍”，
可以找出等量关系，即：

大箱余下的斤数=小箱余下的斤数×2
解：设取出 x斤饼干，
根据题意，可得方程：
2-x=2（1.2-x），
解这个方程得：
2-x=2.4-2x
2x-x=2.4-2
x=0.4
答：两箱各取出 0.4 斤饼干。
例 6：
一件羊毛衫比一件腈纶衫贵 18 元，买二件羊毛衫比买 4 件腈纶衫多付

12 元，羊毛衫和腈纶衫每件价格各是多少元？
分析：
根据“一件羊毛衫比一件腈纶衫贵 18 元”的条件，如果设腈纶衫每件价

x 元，那么，羊毛衫每件是（x+18）元；倘若，设羊毛衫每件价 x 元，那么
腈纶衫每件价是（x-18）元。

从题中的另一个条件“买 2件羊毛衫比买 4件腈纶衫多付 12 元”可以找
到等量关系

2件羊毛衫价=4 件腈纶衫价+12 元
解：设一件腈纶衫 x元。
根据题意，列方程得
2（x+18）=4x+12
解这个方程得：
2x+36=4x+12
4x-2x=36-12



2x=24
x=12
一件腈纶衫价 12 元，一件羊毛衫价是：
12+18=30（元）
答：羊毛衫每件 30 元，腈纶衫每件 12 元。
如设羊毛衫每件价是 x元，该怎样列方程解呢？
试一试。
例 7：
某印染厂，第二车间比第一车间少 33 人，如果从第一车间调 4人到第二

车间 那么 第二车间人数就是第一车间的 求原来每个车间的人数, , , ?
1

2
分析：
根据“第二车间比第一车间少 33 人”这个条件，如果设第一车间原有 x

人，那么，第二车间原有人数应是（x-33）人，从第一车间调出 4人后，第
一车间还有（x-4）人，第二车间调进 4人后，第二车间就有（x-33+4）人，

根据题中另一条件 第二车间人数就是第一车间的 可用方程解" " .
1

2
解：设第一车间原有 x人，
根据题意，列方程得：
1

2
4 33 4

1

2
2 33 4

1

2
33 4 2

1

2
27

(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x=54
第一车间原有 54 人，第二车间原有
54-33=21（人）
答：第一车间原有 54 人，
第二车间原有 21 人。
例 8：

王大伯承包养猪和羊共 头 后来将羊卖出 买来猪 头 这时 猪羊数量40
1

4
2, , , ,

正好相等，问原来有猪和羊各多少只？
分析：
根据“猪和羊共 40 头”。如果设羊为 x头，则猪有（40-x）头。现在

题目告诉我们 羊卖出 所以剩下的羊应是 头 而猪买来 头 所以 现" ", ( ) , , ,
1

4
1

1

4
2− x

有猪的头数是（40-x+2）头，由“猪羊数量正好相等”这个条件，找到等量
关系，可列方程。

解：设羊原有 x头，猪原有（40-x）头，根据题意，可列方程得：



( )1
1

4
40 2

3

4
42

3

4
42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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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x x

x x

x x

x

x=24
羊原有 24 头，猪原有：
40-24=16（头）
答：原有猪 16 头，羊 24 头。
例 9：
一辆汽车从甲地出发，行了 60 公里后，一辆摩托车也从甲地开出，在摩

托车开出 3 小时后，和汽车同时到达乙地，已知摩托车的速度是汽车的 1.5
倍，问甲乙两地相距多少公里？

分析：
根据“摩托车的速度是汽车的 1.5 倍”，如果设汽车每小时行 x公里，

那么摩托车的速度就是 1.5x 公里，田“摩托车开出 3小时后，和汽车同时到
达乙地”，可以得到等量关系。

汽车先行的路程+3 小时行的路程=摩托车行的路程
根据这个等量关系可列方程。
解：设汽车每小时行 x公里，
根据题意列方程得：
60+3x=4.5x
4.5x-3x=60
1.5x=60
x=40
求得了汽车每小时行 40 公里，就可以计算甲乙两地相距多少公里。
将 x=40 代入方程左边得：
60+3×40=180（公里）
答：甲乙两地相距 180 公里。
这道题目若是直接设甲乙两地相距 x公里，那么，x÷3就是摩托车的

速度 可以写成 ÷ 就是汽车的速度 可以写成 根据 摩托车, , ( ) , . "
x

x
x

3
60 3

60

3
−

−

速度是汽车速度的 1.5 倍，可以列出方程：
x x

x
x

x x

x

3

60

3
15

3
60 05

1

2

1

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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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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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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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80
这种解方程方法的要求稍高了些，只是让小朋友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下

面的例 9，同样是作为对一种知识的介绍。
例 10：
轮船顺水航行，每小时行 28 公里；逆水航行，每小时行 19 公里，求轮

船在静水中的速度和水流速度。
分析：
解这道题目，首先要知道几种速度的关系
（1）轮船在静水中的速度+水流速度=顺水航行速度
（2）轮船在静水中的速度-水流速度=逆水航行速度
根据上述关系，（1）如果设船在静水中速度为 x公里，那么，水流速度

为（28-x）公里。（2）列方程得：
解：设船在静水中的速度为 x公里。
x-（28-x）=19
解这个方程得：
x-28+x=19
2x=19+28
2x=47
x=23.5
轮船在静水中速度是 23.5 公里。
水流速度是 28-23.5=4.5（公里）
答：轮船在静水中速度是 3.5 公里，
水流速度是 4.5 公里。
综合上述例题，可以得出列方程解应用题的一般步骤：
1．看清题意，分析已知量和未知量的关系，把应用题里的一个未知量用

x（一般都用 x）来表示；
2．利用题中的条件，找到等量关系，列出方程；
3．解方程；
4．把求得的方程解进行检验；
5．答案。
用方程法解应用题，对不少用算术解有困难的应用题，就显得容易。列

方程解应用题在中学里，还要继续学习，我们在这里就不作过多的细述了。
训练示范
根据划线部分回答：
1．今年一年级新生有 125 人，比去年人数的 1.5 倍还多 8人，去年一年

级新生有多少人？
设：__________________有 x 人，根据题意，得
1.5x+8=（  ）
2．红旗和黄旗两种彩旗共有 100 面，其中红旗比黄旗的 2倍还多 10 面，

红旗和黄旗各多少面？
设____________________有 x 面，根据题意，得
2x+10+x=（ ）
3．一桶油用去 40％少 2升，还剩 14 升，这桶油原有多少升？
设_____________________有 x 升，根据题意，得



x-（40％x-2）=（ ）
4．甲水池有 15 吨水，乙水池有 18 吨水，每小时甲池进水 2吨，乙池进

水 1.5 吨，几小时后，两池水相等？
设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池水相等，根据题意，得
15+2x=（  ）
5．甲乙两个仓库，共有桐油 200 桶，从甲仓库运出 30 桶，乙仓库运出

20 桶后，两个仓库存下的桶数相等，甲乙两个仓库原有桐油各多少桶？设：
甲仓库原有桐油 x桶，那么，乙仓库原有桐油_________________桶，根据题
意，得

x-30=(  )

6
4

5
10 8. , , , ,学校田径队 女生人数是男生的 如果男生减少 人 女生增加 人 则

男生人数是女生人数的 75％，原有男女生各多少人？
设：_________________原有 x人，那么，女生原有_______________人，

根据题意，得

( ) ( )= + ×
4

5
8 75%x

练习题
1．光的速度是每秒钟 30 万公里，它一秒钟所通过的距离大约比地球赤

道的 7倍多 2万公里，地球赤道大约有多少公里？
2．一张桌子售价 45 元，它比一个凳子售价的 3倍少 3元，一个凳子售

价多少元？
3．小俊买了 6支铅笔和 9本英语练习本，共付 1.62 元，每支铅笔售价

0.09 元，每本英语练习本售价多少元？
4．甲乙两个工程队合修一条长 100 公里的公路，每天完成 11.5 公里，4

天后甲队调到另一工段，剩下的乙队 9天完成，平均每天完成多少公里？
5．赵老师买了 12 本工作手册，每本 0.42 元，又买了 30 支铅笔，每支

0.08 元，他付出人民币 10 元，应找回多少元？
6．某机器厂原来每天装配水泵 40 台，现在每天装配 60 台，原来 45 天

的任务，现在多少天可以完成？
7．某建筑工地，原来用 4辆汽车运土，每天运 56 方，现在增加同样的

汽车 2辆，每天可以运土多少方？
8．一批煤，计划每天烧 6吨，可以烧 70 天；如果每天节约 0.4 吨，这

批煤可以多烧几天？
9．某车间制造一批零件，原计划每天制造 200 个，15 天完成；现在要

提前 3天完成，实际每天应制造机器零件多少个？

10
1

5
5

1

4
. , ,有两箱零件 甲箱零件数的 加上 只 正好等于乙箱零件数的 减去

5 只，已知甲箱有零件 150 只，问乙箱有零件多少只？



   
附录 A 综合应用

  
前面我们讲述了解题思路十法，是为了说清楚每一法的特点，我们在讲

解例题时，一题上用了一种思路方法，实际上，解题思路十法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互相联系的，有的一题可以用不同的解题思路，有的一题可以把多种解
题思路协同运用。为了开拓学生的解题思路，提高灵活解题的能力，在此，
再向读者们介绍一些在解题过程中，怎样综合运用解题思路十法。

例 1：
有白糖和红糖共 10 斤，值 7.40 元；已知2.5 斤白糖售价 1.95 元，每斤

红糖比每斤白糖便宜 0.10 元，问白糖和红糖各有多少斤？
解析：
从题目中的一个条件“2.5 斤的白糖售价 1.95 元。”可以由归一思维结

构，求得 1斤白糖的价钱是：
1.95÷2.5=0.78（元）
求出了 1斤白糖的价钱，又知道每斤红糖与白糖的差价是 0.10 元。那么，

1斤红糖的价钱也随之求得：
0.78-0.10=0.68（元）
根据题目中的条件“白糖和红糖共 10 斤，值 7.40 元”可用假设法的解

题思路，分别求得红糖和白糖各多少斤。
解题思路如下：
假设 10 斤糖都是白糖，那么，总价就不是 7.40 元，而是7.80 元（0.78

×10），这样就得到了总价的差是：
7.80-7.40=0.40（元）
这个总价差是由于红糖比白糖便宜 0.10 元而把红糖的斤数都看作白糖

的斤数所造成的。所以用这个总价差除以单价差，就可以得到红糖斤数，即
把 1斤红糖看作 1斤白糖要相差 0.10 元。现在相差 0.40 元，就是要求有几
个 1斤红糖被看作了白糖，用除法：

0.40÷0.10=4（斤）
由此，可得白糖是：
10-4=6（斤）
列综合式计算：
（1.95÷2.5×10-7.4）÷0.10
=0.40÷0.10
=4（斤）
10-4=6（斤）
答：白糖有 6斤；红糖有 4斤。
例 2：
加工一批铝制零件，甲单独做需要 15 天，乙单独做需要 12 天；甲乙两

人同时做，完工时，甲做了 2400 只，这批零件共有多少只？
解析：
若根据应用题的结构特点，可以用分层法把整体分为三道简单应用题。

分层思路如下：
第一层：



加工一批铝制零件，甲单独做需要 15 天，乙单独做需要 12 天，甲乙两
人同时做这批零件多少天可以完成？

解：

1
1

15

1

12
6

2

3
÷ + =( ) ( )天

第二层：

加工一批铝制零件 甲做了 天 完成了 只 甲平均每天做多少只, , , ?6
2

3
2400

解：

2400 6
2

3
360÷ = ( )只

第三层：
加工一批铝制零件，甲每天做 360 只，需做15 天完成，这批零件共有多

少只？
解：
360×15=5400（只）
列综合式计算：

2400 1
1

15

1

12
15

2400 6
2

3
15

÷ ÷ +














 ×

= ÷ ×

=5400（只）
答：这批零件共有 5400 只。
如果我们把这道题目，采用图解法办法来解，解法就可以简化：
根据“甲单独做需要 15 天，乙单独做需 12 天”可以得到两人在同一时

间里，工作总量之比是：
1

15

1

12
4 5∶ ∶=

画出线段图，显示两人工作总量之比：

通过图解可以看出：甲数 2400 只，相当于整批零件的 4份。于是，就可
以算出这批零件的总数是：

2400÷4×（4+5）=5400（只）
本题还有别的解法，请读者自己做。
例 3：
甲乙两车同时从 A、B两地相向而行，相遇时，甲车比乙车少行 30 公里，

乙车每小时比甲车快 10 公里，相遇后，甲车又用相同的时间行了 105 公里，
求乙车在相同的时间里行了多少公里？

解析：
从题中“相遇时，甲车比乙车少行 30 公里，乙车每小时比甲车快 10 公

里”这两个差数，可以用归差思维结构求得相遇时间是：



30÷10=3（小时）
接着再从题目中“相遇后，甲车又用相同的时间行了 105 公里，求乙车

在相同的时间里行了多少公里？”可以看出，要解这道题，求出乙的速度（或
甲的速度）是解题的关键。我们可以运用追踪法，由题中“相遇后，甲车又
用相同的时间行了 105 公里”这线索出发，求得甲的速度：

105÷3=35（公里）
再从“乙车每小时比甲车快 10 公里”追踪下去，即可求得乙的速度：
35+10=45（公里）
这样就不难求得乙车在相同的时间里行的路程：
45×3=135（公里）
列综合式计算：
[105÷（30÷10）+10]×（30÷10）
＝45×3=135（公里）
答：乙车在相同时间里行了 135 公里。
例 4：
某果园有苹果树和桃树共 480 棵，其中桃树占 25％，后来又栽了一批桃

树，这时桃树与现有果树棵数的比为 1：3，问后来又裁了桃树多少棵？
解析：
题目要求后来又栽了桃树多少棵，先要知道原有桃树多少棵，用剖句法，

根据“苹果树和桃树共 480 棵，其中桃树占 25％”可以得到句式：
果树总棵数×25％=桃树棵数
即：
480×25％=120（棵）
求得桃树原有 120 棵后，再求现有桃树有多少棵。如果能求得这个数。

那么，归差便可求得“又栽桃树多少棵”，怎样去求得现有桃树多少棵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把题中桃树棵树与果树总数的关系弄清楚。

用图解法设法找到这条线索：

通过图解，不仅可以看出现有桃树和果树总数的关系，也可以看出，现
有桃树和苹果树的关系。这样就找到了解题办法：先求苹果树有多少棵，再
求得它的 1份数。这 1份数也就是现有桃树的棵数。

即：
（480-120）÷（3-1）
=360÷2
=180（棵）
最后，求得又栽桃树的棵数是：
180-120=60（棵）
列综合式计算：
（480-480×25％）÷（3-1）-480×25％



=360÷2-120=180-120
=60（棵）或
480×（1-25％）÷（3-1）-480×25％
=180-120=60（棵）
答：后来又栽了桃树 60 棵。
本题也有别的解法，读者可以尝试一下。
例 5：

有两条绳子 第二条绳子的长是第一条的 第一条剪去 后 还比第二条, , ,
1

3

1

4

长 米 问两条绳子各长多少米
1

2
, ?

解析：
我们可以先用假设法解题思路来解。

假设两条绳子一样长 第二条剪去 成了第二绳子的长是第一条的 再, , ,
1

3

2

3

把第一条剪去 结果 余下的第一条绳子比第二条长 米

再借助图解法 来找到 米的对应分数

1

4

1

2
1

2

, , .

, :

很快地可以找到 米的对应分数 是第一条绳子的 与第二条绳子假设长

度的 的相差数 按剖句法写出数量关系式

第一条绳子长 米

1

2

1

3
1

3
1

3

1

4

1

2

,

. :

( ) ( )× − =

根据分数除法意义，所得第一条绳子长是：
1

2

1

3

1

4
6÷ − =( ) ( )米

根据分数乘法意义，可以求得第二条绳子长是：

6
2

3
4× = ( )米

列综合式计算：
1

2
1

2

3

1

4
6

6
2

3
4

÷ − − =

× =

( ) ( )

( )

米

米

答：第一条绳子长 6米，第二条绳子长 4米。
这道题目，如果用方程法解，问题就很容易解决。



解 设第一条绳子长是 米 那么第二条绳子长是 米: , .x x
2

3
根据题意列方程得：

( )

( )

1
1

4

2

3

1

2
3

4

2

3

1

2
1

12

1

2
6

6
2

3
4

− = +

− =

=

=

× =

x x

x x

x

x

米

答：略。
例 6：

食堂有两袋大米 第一天甲袋用去 乙袋用去 这时 甲袋余下的米是乙, , , ,
1

3

1

5

袋余下的 第二天 乙袋又用去余下的 乙袋还剩大米 斤 原来甲袋米比75%;
3

8
50, , ,

比乙袋米多多少斤？
解析：
根据“原来甲袋米比乙袋米多多少斤”这个问题，可以将原题并列分层，

求出甲袋米和乙袋米原有斤数。
（1）先求乙袋大米原有斤数：

食堂有两袋大米 第一天乙袋用去 第二天又用去余下的 乙袋还剩, , ,
1

5

3

8
50

斤，原来乙袋有大米多少斤？
解这个问题，可以将图解法和逆推法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解答。
画出线段图：

根据图上所表明的关系 可以找到余下的 的对应量是 斤 用逆推法

解出用去全部的 后 余下的斤数

, ( ) .

, .

1
3

8
50

1

5

−

根据分数除法意义列式：

50 1
3

8
80÷ − =( ) ( )斤

这就是说 乙袋全部大米斤数的 是 斤 根据分数除法意义得乙袋全, ( ) .1
1

5
80−

部大米斤数是：



80 1
1

5
100÷ − =( ) ( )斤

求得了乙袋原有大米 100 斤，也可这样列式解答：

50 1
1

5
1

1

5

3

8
100÷ − − −







 ×









 = ( )斤

（2）再求甲袋原有大米多少斤？

食堂有两袋大米 第一天甲袋用去 乙袋用去 这时甲袋余下的米是乙, , ,
1

3

1

5
袋余下的 75％，乙袋原有 100 斤，甲袋原有多少斤？

解这个问题，可用剖句法，将“甲袋余下的米是乙袋余下的 75％”改为
表示甲乙两袋大米斤数的关系式：

甲袋余下的大米斤数=乙袋余下的大米斤数×75％
把相应的数字代入这个关系式，可以求得甲袋余下的大米斤数：

100 1
1

5
75% 60

1
1

3
60

× − × =

−

( ) ( )

, ( ) . ,

斤

这就是说 甲袋原有大米斤数的 是 斤 根据分数除法意义 可得甲

袋原有大米斤数是：

60 1
1

3
90÷ − =( ) ( )斤

求得了甲乙两袋原有大米斤数，就可以求得它们的相差斤数是：
100-90=10（斤）
列综合式计算：
乙袋大米原有多少斤？

50 1
3

8
1

1

5

50
5

8

4

5

÷ − ÷ −

= ÷ ÷

( ) ( )

=100（斤）
原有甲袋大米和乙袋大米相差多少斤？

100 100 1
1

5
75% 1

1

3
− × − × ÷ −( ) ( )

=100-90
=10（斤）
答：原有甲袋大米比乙袋少 10 斤。
例 7：

第三医院有 名医生 从男医生中抽出 女医生抽出 人 组成一个医110
1

3
20, , ,

疗队，剩下的男女医生人数相等。问医院里有男女医生各多少名？
解析：
这道题有一个特定的条件“剩下的男女医生人数相等”，解题时，可以

顺着这个条件去追踪，为什么剩下的男女医生人数相等？从而逆推到题目的



条件 男医生抽出 女医生抽出 人 按逆推思维 假设男医生不抽出 女" , " , , ,
1

3
20

1

3
医生也不抽出 20 人，把医院里医生人数的情况，在线段图上表示出来，如图：

通过图解可知，全部男医生人数加上剩下的女医生人数，正好是 90 人
（110—20），如果把全部男医生人数假设为单位 1，那么，就可以用全部

男医生人数的 来代替剩下的女医生人数 由此 可以找到全部男医生人

数的 的对应量是 人 找到了这个对应关系后 由分数除去意义 就可以

( ) , ,

( ) , , ,

1
1

3

1
2

3
90

−

+

求出全部男医生人数。
列综合式计算：

( ) ( )110 20 1 1
1

3

90 1
2

3

− ÷ + −

= ÷

=54（人）
110-54=56（人）
答：医院里有男医生 54 人，女医生 56 人。
在上述例题中，我们综合使用了图解、假设、代替、对应等各种解题思

路，使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
各种解题思路的综合使用，是根据题目的结构特点，在解题过程中，逐

步推出的。所以，还要求我们在做应用题时，先要认真审题，力求做到题意
清，思路明，才能学好、用好解题思路十法。

练习题

1
1

3
4. , , ,一批水泥 上午运了总数的 下午比上午少运 吨 还剩下这批水泥的

40%，这批水泥共有多少吨？

2
3

16
20%,. , ,某车间加工一批零件 第一天做了全部的 第二天比第一天多做

比第一天多做 21 个，第三天做了余下的零件，第三天做了多少个零件？

3 168
2

3
1

7

. , , ,

, ?

一箱灯泡 先拿出 只 又拿出余下的 这时箱里剩下的灯泡正好是这

箱灯泡总数的 这箱灯泡共有多少只



4
2

5
. , ;某工厂有三个车间 第一车间的工人是三个车间总人数的 第二车间

比第一车间少 54 人；第二车间与第三车间人数比是 4∶5。问三个车间各有
多少工人？

5 5
1

2
40%,. , . ;一堆煤 共 吨 第一次运走 吨 第二次运走余下的 第二次运走的

是第三次的 75%。第三次运走多少吨？
6．书店新到一种图书，当卖出 75%时，清点一次，还剩 4950 册；当卖

出 90%时，又清点一次，两次共得书款 4455 元。这种书每册定价是多少元？

7
2

5

1

3
. , , , ,一批零件 平均分给甲乙两人加工 甲完成 乙完成 后 两人还要加工

380 只才能完成。这批零件共有多少只？
8．甲乙两筐各有若干只苹果，如果甲筐拿出 4只给乙筐，那么两筐只

数相等 如果乙筐拿出 只给甲筐 那么 甲筐的只数是乙筐的 倍 甲乙两筐原; , , .3 1
2

3
各有多少只苹果？

9．某班原有 20%学生去参加大型团体操，可是临时增加 2人，这样实际

参加的人数是余下人数的 实际去参加大型团体操的学生有多少人
1

3
, ?

10．甲乙两车同时从 AB 两城相对开出，甲乙两车速度比是 5∶3，甲车
比乙车每小时多行 24 公里，2.4 小时后两车相遇。

求 AB 两城相距多少公里？



   
附录 B 练习题解答参考

  

   
剖句法（答案）
   
1．第二人的身高为：
178-2=176（厘米）。
第三人的身高为：
176+3=179（厘米）。
综合式：
178-2+3=179（厘米）
答：第三人身高是 179 厘米。
2．每小时可以加工零件几个？
162÷4.5=36（个）。
1小时 15 分可以加工零件几个？
（1小时 15 分=1.25 小时）
36×1.25=45（个）。
这批零件一共有多少个？
162+45=207（个）。
综合式：
162+162÷4.5×1.25=207（个）
162÷4.5×（4.5+1.25）=207（个）
答：这批零件共有 207 个。
3．黄花有几朵？
（15-3）÷（2+1）=4（朵）。
红花有几朵？
4×2+3=11（朵）
答：黄花有 4朵、红花有 11 朵。
4．每个汤匙的价钱是多少元？

0 55
1

5
0 11. . ( )× = 元

买 45 个碗应付多少元？
0.55×45=24.75（元）。
买 45 个汤匙应付多少元？
0.11×45=4.95（元）。
一共应付多少元？
24.75+4.95=29.70（元）。
综合式：



( . . ) . ( )

( ) . ( )

055 055
1

5
45 29 70

055 1
1

5
45 29 70

+ × × =

× + × =

元

或 元

答：一共付出 29.70 元。
5．六年级有学生多少人？

126
3

4
168÷ = ( )人

六年级人数中通过体锻标准的有多少人？

168
7

8
147× = ( ).人

综合式：

126
3

4

7

8
147÷ × = ( )人

答：六年级人数中通过体锻标准的有 147 人。
6．弟弟有书几本？
20-4=16（本）。
哥哥比弟弟的本数多 25%应有几本？
16×（1+25%）=20（本）。
弟弟比哥哥的本数少 25%应有几本？

20×（1-25%）=15（本）
答：错在比的标准不同。
7．第一天看了多少页？

200
1

5
8 48× + = ( ).页

第二天看了多少页？

48 1
1

4
60× + =( ) ( ).页

两天看的页数占全书的百分之几？
（48+60）÷200=54%。
综合式：

( ) ( )200
1

5
8 1 1

1

4
200

54%
× + × + +

=

答：两天看的页数占全书的 54%。

8
1

3

600 1
1

3
400

. , ?

( ) ( ).

甲书架借出 后 还剩几本书

本× − =

乙书架借出 75%后，还剩几本书？
（400-150）÷2=125（本）。
乙书架原有书多少本？
125÷（1-75%）=500（本）。



综合式：

600 1
1

3
150 2 1 75%)× −







 −









 ÷ ÷ −(

=500（本）
答：乙书架原有书 500 本。
9．全程有多少公里？

96÷（1-30%-30%）=240（公里）。
前 2小时行了全程的 30%、还剩多少公里？
240×（1-30%）=168（公里）。
剩下的路程平均每小时行多少公里？
168÷（6-2）=42（公里）。
综合式：
96÷（1-30%-30%）×（1-30%）÷（6-2）
=42（公里）
答：剩下的路程平均每小时要行 42 公里。
10．竹竿有多长？

12
7

9
1

1

3
108. . ( ).÷ − −

















 = 米

原河水深多少米？

10 8 1
1

3
7 2. ( ) . ( ).× − = 米

综合式：

12
7

9
1

1

3
1

1

3
7 2. . ( )÷ − −

















 × −







 = 米

答：原河水深 7.2 米。

   
分层法（答案）
   
1．运了 4次后还剩多少吨？
8.4×（12-4）=67.2（吨）。
剩下的要提前 1天运完、每次要运多少吨？
67.2÷（12-4-1）=9.6（吨）。
每次要多运多少吨？
9.6-8.4=1.2（吨）。
综合式：
8.4×（12-4）÷（12-4-1）-8.4=1.2（吨）
答：每次要多运 1.2 吨。
2．求出长方形图上的长和宽各是多少厘米？



36 2
7

9
14

36 2
2

9
4

÷ × =

÷ × =

( )( )

( )( ).

厘米 长

厘米 宽

求出这块水稻试验田的实际长和宽各是多少？

14
1

500
7000

4
1

500
2000

÷ =

÷ =

( )( )

( )( ).

厘米 长

厘米 宽

求出这块水稻试验田的实际面积是多少？
7000×2000=14000000（平方厘米）
=1400（平方米）
=2.1（亩）
（1平方米=0.0015 亩）。
综合式：

( . ) ( . )0 36 2
7

9

1

500
0 36 2

2

9

1

500
÷ × ÷ × ÷ × ÷

=1400（平方米）
=2.1（亩）
答：这块水稻试验田的实际面积是 1400 平方米，合 2.1 亩。
3．做了 2天后还剩多少个零件？
6300-700×2=4900（个）。
如果按原计划的天数完成任务，以后每天应做多少个零件？
4900÷（7-2）=980（个）。
以后每天应比原计划多制造多少个零件？
980-6300÷7=80（个）。
综合式：
（6300-700×2）÷（7-2）-6300÷7=80（个）
答：以后每天应比原计划多制造 80 个零件。
4．上半月修了多少公里？
1.2×15=18（公里）。
下半月修了多少公里？

( . ) ( ).12
1

5
15 21+ × = 公里

平均每天修多少公里？
（18+21）÷30=1.3（公里）。
综合式：

( . . ) . ( )12 12
1

5
15 30 1 3+ + × ÷ = 公里

答：平均每天修 1.3 公里。
5．第一次运煤多少吨？

2×6=12（吨）。



第二次运煤多少吨？
（2+2）×（6-2）=16（吨）。
平均每天运煤多少吨？
（12+16）÷2=14（吨）。
平均每车运煤多少吨？
（12+16）÷（6+6-2）=2.8（吨）。
综合式：
[2×6+（2+2）×（6-2）]÷2=14（吨）
[2×6+（2+2）×（6-2）]÷（6+6-2）
=2.8（吨）
答：平均每次运 14 吨，平均每车运 2.8 吨。
6．求出甲乙两城之间的距离？

42 2
1

2
75% 140

2
1

2

× ÷ = ( ).

, ?

公里

求出汽车行驶 小时后 距乙城还有多少公里

140×（1-75%）=35（公里）。
汽车与自行车同时行完 35 公里需多少小时？
35÷（42+14）=0.625（小时）。
综合式：

42 2
1

2
75% 1 75%) 42 14× ÷ × − ÷ +( ( )

=0.625（小时）
答：再经过 0.625 小时后，这个人与汽车相遇。
7．汽车开出 1.5 小时后，还剩多少公里？
150-150÷5×1.5=105（公里）。
剩下的路程还要行几小时？

105 150 5 7
1

2
2 8÷ ÷ + =( ) . ( )小时

结果比原定时间早到几小时？
5-1.5-2.8=0.7（小时）。
综合式：
5-1.5-[150-150÷5×1.5]

÷ ÷ + =( ) . ( )150 5 7
1

2
0 7 小时

答：结果比原定时间早到 0.7 小时。
8．甲车间 4天完成多少只电表？
150×4=600（只）。
这批电表一共有多少只？

600 1
1

10
4 1000÷ − × =( ) ( ).只

乙车间生产电表多少只？
1000-600=400（只），



或 只1000
1

10
4 400× × = ( ).

综合式：

150 4 1
1

10
4

1

10
4

1000
1

10
4

× ÷ − × × ×

= × ×

( )

=400（只）
答：乙车间生产电表 400 只。
9．修这条公路的工作总量是多少？
47×25=1175（工作日）。
应增加几人？
1175÷（47-22）-25=22（人）。

综合式：
47×25÷（47-22）-25=22（人）
答：应该增加 22 人。
10．一根进水管每小时注入池内的水是多少？

1 3 4
1

12
÷ × =( ) .

一根出水管每小时放出池内的水是多少？

1 2 7
1

14
÷ × =( ) .

同时开进水管和出水管 2小时后，全池还有多少没注入水？

1
1

12

1

14
2

41

42
− − × =( ) .

单开进水管还要几小时才能将全池水注满？
41

42

1

12
11

5

7
÷ = ( ).小时

综合式：

1
1

3 4

1

2 7
2

1

3 4

11
5

7

11
5

7

−
×

−
×





 ×









 ÷

×

= ( )

: .

小时

答 还要 小时才能将全池水注满

   
追踪法（答案）
   
1．甲乙两仓库相差多少吨？
8×2=16（吨）。
甲仓库原有粮食多少吨？
（300+16）÷2=158（吨）。



乙仓库原有粮食多少吨？
（300-16）÷2=142（吨）。
综合式：
甲仓：（300+8×2）÷2=158（吨），
乙仓：（300-8×2）÷2=142（吨）。
答：甲仓库原有粮食 158 吨；乙仓库原有粮食 142 吨。
2．损伤后、每斤损失多少元？
28÷80＝0.35（元）。
原价每斤多少元？
（212+28）÷300=0.80（元）。
处理价每斤多少元？
0.80-0.35=0.45（元）。
综合式：
（212+28）÷300-28÷80=0.45（元）
答：处理价每斤是 0.45 元。
3．第一天插秧的亩数占两天插秧总亩数的几分之几？

5 5 7
5

12
÷ + =( ) .

第二天插秧的亩数占两天插秧总亩数的几分之几？

7 5 7
7

12
÷ + =( ) .

两天插秧多少亩？

3 6
7

12

5

12
216. ( ) . ( )÷ − = 亩

综合式：

3 6
7

12

5

12
216. ( ) . ( )÷ − = 亩

答：两天共插秧 21.6 亩。
4．实际做了多少天？
15-5=10（天）。
10 天多做了多少个零件？
160×10=1600（个）。
原计划每天做多少个零件？
1600÷5＝320（个）。
这批零件共有多少个？
320×15=4800（个）。
综合式：
160×10÷5×15=4800（个）
答：这批零件共 4800 个。
5．两部抽水机 1小时完成灌溉任务的几分之几？

1 6 2
1

3
÷ × = .

三部水车 1小时可完成灌溉任务的几分之几？



1 15 3
1

5
÷ × = .

两部抽水机和三部水车 1小时可完成灌溉任务的几分之几？
1

3

1

5

8

15
+ = .

同时灌溉、需要多少小时才能灌溉完？

1
1

3

1

5
1

7

8
÷ + =( ) ( ).小时

综合式：

1
1

6
2

1

15
3 1

7

8

1
7

8

÷ × + × =( ) ( ).

: .

小时

答 需要 小时才能灌溉完

6．甲乙两组合装 6天完成任务的几分之几？

( ) .
1

12

1

18
6

5

6
+ × =

还剩部分占整个任务的几分之几？

1
5

6

1

6
− = .

剩下的任务由甲组单独做还要生产多少天？
1

6

1

12
2÷ = ( ).天

综合式：

1
1

12

1

18
6

1

12
2− +







 ×









 ÷ = ( )天

答：甲组还要生产 2天。
7．中旬生产洗衣机多少台？

12
4

5

3

4
240÷ − =( ) ( ).台

上旬生产洗衣机多少台？

240
3

4
180× = ( ).台

下旬生产洗衣机多少台？

240
4

5
192× = ( ).台

全月共生产洗衣机多少台？

240+180+192=612（台）。
综合式：

12
4

5

3

4
1

3

4

4

5
612÷ − × + + =( ) ( ) ( )台

答：全月生产洗衣机 612 台。
8．快船每小时行多少公里？



72÷2.4=30（公里）。
慢船每小时行多少公里？
30-12=18（公里）。
快船追 48 公里，要几小时？
48÷12=4（小时）。
快船出发地到某地之间相距多少公里？
30×4=120（公里）。
慢船从某地返回快船出发地，要行驶多少小时？

120 18 6
2

3
÷ = ( ).小时

综合式：
72÷2.4×（48÷12）÷（72÷2.4-12）

= 6
2

3

6
2

3

( ).

: .

小时

答 慢船从某地返回到快船出发地要行驶 小时

9．售给生产队的化肥是全月产量的几分之几？

( .1 75%)
2

3

1

6
− × =

售给个人的化肥占全月产量的几分之几？

1 75%
1

6

1

12
− − = .

售给个人化肥多少吨？

1200
1

12
100× = ( ).吨

综合式：

( )1200 1 75% 1 75%
2

3
100

1200 1 75%) 1
2

3
100

× − − − ×






=

× − × − =

( )

( ( ) ( )

吨

或 吨

答：售给个人的化肥是 100 吨。
10．刘红、朱明下午一共做了多少朵红花？
80×3.5+245=525（朵）。
下午两人完成全部任务的几分之几？

1
8

15

7

15
− = .

这批红花有几朵？

525
7

15
1125÷ = ( ).朵

综合式：

( . ) ( ) ( )80 3 5 245 1
7

15
1125× + ÷ − = 朵

答：这批红花共有 1125 朵。



   
图解法（答案）
   
1．（24+1）÷（4+1）=5（条）。
答：电船有 5条。
2．8张办公桌应付多少元？
68.50×8=548（元）。
每把椅子价是多少元？
68.50-36.50=32（元）。
买椅子共付多少元？
708-548=160（元）。
买了几把椅子？
160÷32=5（把）。
综合式：
（708-68.50×8）÷（68.50-36.50）=5（把）
答：买了椅子 5把。
3．客车开出 3.6 小时行了多少公里？
50×3.6=180（公里）。
客车与货车共同行了多少公里？
488-180=308（公里）。
客车和货车每小时共行多少公里？
308÷2.8=110（公里）。
货车每小时行多少公里？
110-50=60（公里）。
综合式：
（488-50×3.6）÷2.8-50=60（公里）
答：货车每小时行 60 公里。
4．第一层现有书多少本？

189
2

9
42× = ( ).本

第一层原有书多少本？
42+10-16=36（本）。
第二层现有书多少本？

189
3

9
63× = ( ).本

第二层原有书多少本？
63＋10=73（本）。
第三层现有书多少本？

189
4

9
84× = ( ).本

第三层原有书多少本？
84-20+16=80（本）



答：第一层原有书 36 本；第二层原有书 73 本；第三层原有书 80 本。
5．张老师骑自行车 25 分钟行了多少公里？

12
5

12
5× = ( ).公里

李老师步行 25 分钟行了多少公里？

8
5

12
3

1

3
× = ( ).公里

全程是多少公里？

( ) ( ).5 3
1

3

5

12
4− ÷ = 公里

综合式：

( ) ( )12 8
5

12

5

12
4− × ÷ = 公里

答：全程是 4公里。

615 75% 1
1

3
18. . ( )÷ − −

















 = 公斤

答：这桶煤油原有 18 公斤。
7．第二根电线的长是多少米？
（14.8＋1＋2）÷（1＋2＋2）=3.56（米）
第一根电线的长是多少米？
3．56×2-1=6.12（米）。
第三根电线的长是多少米？
3.56×2-2＝5.12（米）
答：三根电线分别为：6.12 米、3.56 米、5.12 米。
8．甲再从 A地出发时，乙行了多少小时？
1.5×2＋0.5=3.5（小时）。
甲再从 A地出发时，甲乙两人相距多少里？
84-6×3.5＝63（里）。
甲再从 A地出发时，几小时与乙相遇？
63÷（8＋6）＝4.5（小时）。
综合式：［84-6×（1.5×2＋0.5）］÷（8＋6）
＝4.5（小时）。
答：甲再从 A地出发，4.5 小时与乙相遇。
6×（3.5＋4.5）＝48（里）
答：乙一共行了 48 里。
9．求出相遇时间。

1
1

10

1

15
6÷ + =( ) ( ).小时

快车每小时行多少公里？
288÷6=48（公里）。
甲乙两城间相距多少公里？
48×10＝480（公里）。



综合式：

288 1
1

10

1

15
10 480÷ ÷ +

















 × = ( )公里

答：甲乙两城间相距 480 公里。
10．苹果有几筐？

84
3

4
112÷ = ( ).筐

苹果与生梨共有多少筐？
84＋112＝196（筐）。
第一天卖出生梨和苹果多少筐？

196
2

7
56× = ( ).筐

综合式：

( ) ( )84
3

4
84

2

7
56÷ + × = 筐

答：第一天卖出生梨和苹果共 56 筐。

   
逆推法（答案）
   
1．第二次倒出 20 公斤前，桶里有油多少公斤？
18＋20＝38（公斤）。
倒进 15 公斤前，桶里有油多少公斤？
38-15＝23（公斤）。
这桶油原有多少公斤？
23＋12＝35（公斤）。
综合式：
18＋20-15＋12＝35（公斤）
答：这桶油原有 35 公斤。

2
1

4

15 1
1

4
20

. , ?

( ) ( ).

卖出余下的 前 筐里有水果多少斤

斤÷ − =

这筐水果原有多少斤？
20＋42＝62（斤）。
综合式：

15 1
1

4
42÷ − +( )

=20＋ 42
=62（斤）
答：这筐水果原有 62 斤。
3．乘汽车后还有多少路程？

8 1
3

5
20÷ − =( ) ( ).公里



乘火车后还有多少路程？

20 1
1

3
30÷ − =( ) ( ).公里

甲乙两地相距多少公里？

30 1
1

2
60÷ − =( ) ( ).公里

综合式：

8 1
3

5
1

1

3
1

1

2
60÷ − ÷ − ÷ − =( ) ( ) ( ) ( )公里

答：甲乙两地相距 60 公里。
4．乙仓运出 25％前，乙仓有粮多少吨？
24÷（1－25％）＝32（吨）。
乙仓运出 25％前，甲仓有粮多少吨？
24－32×25％＝16（吨）。
甲仓原有粮多少吨？
16÷（1-20％）＝20（吨）。
乙仓原有粮多少吨？
32-20×20％＝28（吨）
答：甲仓原有粮 20 吨，乙仓原有粮 28 吨。
5．相距 48 公里时，甲行了多少路程？
6×3.2＝19.2（公里）。
乙行了多少路程？
48-19.2＝28.8（公里）。
乙每小时行多少公里？
28.8÷3.2＝9（公里）。
综合式：
（48-6×3.2）÷3.2=9（公里）
答：乙每小时行 9公里。
6．现在甲瓶有酒精多少克？

90
2

2 3
36×

+
= ( ).克

甲瓶中原有酒精多少克？
36＋25＝61（克）。
综合式：

90
2

2 3
25 61×

+
+ = ( )克

答：甲瓶中原有酒精 61 克。
7．第一个月修后，还有多少公里没有修？

( ) ( ) ( ).19 1 1
1

3
30+ ÷ − = 公里

这条公路全长多少公里？



( ) ( ) ( ).30 1 1
1

3
46

1

2
+ ÷ − = 公里

综合式：

( )19 1 1
1

3
1 1

1

3

46
1

2

+ ÷ −




 +









 ÷ −







= ( )公里

答 这条公路全长 公里

用去全部的 还多 公斤时 还余面粉多少公斤

: .

. , ?

46
1

2

8
3

7
20

25×4＝100（公斤）。
这批面粉共有多少公斤？

( ) ( ) ( ).100 20 1
3

7
210+ ÷ − = 公斤

综合式：

( ) ( ) ( )25 4 20 1
3

7
210× + ÷ − = 公斤

答：这批面粉共有 210 公斤。
9．第一天售出后还有电视机多少台？

（19＋12）×2＝62（台）。
这批彩色电视机有多少台？
（62-12）×2＝100（台）。
综合式：
[（19＋12）×2-12]×2＝100（台）
答：这批彩色电视机有 100 台。
10．借给五（3）班前，图书馆还有多少本？
（6－1）×2＝10（本）。
借给五（2）班前，图书馆还有多少本？

10 1
1

3
15÷ − =( ) ( ).本

图书馆原有“雷锋的故事”书多少本？

15 1
1

4
20÷ − =( ) ( ).本

综合式：

( ) ( ) ( ) ( )6 1 2 1
1

3
1

1

4
20− × ÷ − ÷ − = 本

答：图书馆原有“雷锋的故事”书 20 本。

   
假设法（答案）
   
1．买 15 只板羽球应付多少元？



0.20×15＝3.00（元）。
买 15 只乒乓球应付多少元？
0.16×15＝2.40（元）。
一共应付多少元？
3.00＋2.40＝5.40（元）。
综合式：
0.20×15＋0.16×15＝5.40（元）
或（0.20＋0.16）×15＝5.40（元）
答：一共应付 5.40 元。
2．四分邮票有多少张？
（0.08×100-4.80）÷（0.08-0.04）
＝3.20÷0.04
＝80（张）。
八分邮票有多少张？
（4.80-0.04×100）÷（0.08－0.04）
＝0.80÷0.04
＝20（张）
答：四分邮票有 80 张，八分邮票有 20 张。
3．买来杯子有多少只？
（0.55×30－13.8）÷0.15
＝2.7÷0.15
＝18（只）。
买来碗有多少只？
30－18＝12（只）
答：买来碗有 12 只，杯子有 18 只。
4．8小时比原计划多生产多少个？
15×8=120（个）。
比原计划提前几小时？
10-8=2（小时）。
按原计划 2小时能生产多少个？
120-72=48（个）。
李师傅原来每小时生产多少个零件？
48÷2＝24（个）。
综合式：
（15×8-72）÷（10-8）
＝48÷2
＝24（个）
答：李师傅原来每小时生产 24 个零件。
5．设这批机床的总台数为“1”。
甲每天完成总台数的几分之几？

1 10
1

10
÷ = .

乙每天完成总台数的几分之几？



1 15
1

15
÷ = .

甲车间比乙车间每天多做总台数的几分之几？
1

10

1

15

1

30
− = .

这批机床共有多少台？

2
1

30
60÷ = ( ).台

综合式：

2
1

10

1

15
60÷ − =( ) ( )台

答：这批机床共有 60 台。
6．设梨树的棵数为“1”。
梨树有多少棵？

370 1
1

4
1 1

1

6

370 3
1

12

÷ +




 + + −

















= ÷

＝120（棵）。
桃树有多少棵？

120 1
1

4
150× + =( ) ( ).棵

李树有多少棵？

120 1
1

6
100× − =( ) ( ).棵

答：梨树有 120 棵，桃树有 150 棵，李树有 100 棵。
7．教师有多少人？
100÷（6-1）＝20（人）。
学生有多少人？
100-20＝80（人）。
教师栽树多少棵？
3×20＝60（棵）。
学生栽树多少棵？
1×（80÷2）＝40（棵）
答：老师栽树 60 棵，学生栽树 40 棵。

810
2

5 2

3

7

10
2

3

3

7

10
5

21

. ( )

( )

÷
−

−

= ÷ −

= ÷

＝42（克）
答：这块合金原含银 42 克。
9．大和尚有多少人？



（3×100－100）÷（9－1）
＝200÷8＝25（人）
小和尚有多少人？
100－25＝75（人）
答：大和尚有 25 人，小和尚有 75 人。
10．学生票有多少张？
（0.60×1750-665）÷（0.60-0.25）
＝385÷0.35
＝1100（张）。
大人票有多少张？
1750-1100＝650（张）
答：售出的大人票是 650 张，学生票是 1100 张。
   
代替法（答案）
   
1．每辆手推车装运多少吨？

16 3
1

9
5÷ ÷ +( )

＝16÷32＝0.5（吨）。
每辆汽车装运多少吨？

0 5
1

9
4 5. . ( )÷ = 吨

答：每辆汽车装运 4.5 吨，每辆手推车装运 0.5 吨
2．生梨每公斤多少元？
23.40÷（5×2＋8）
＝23.40÷18
＝1.30（元）。
苹果每公斤多少元？
1.30×2＝2.60（元）
答：生梨每公斤 1.30 元，苹果每公斤 2.60 元。
3.1 只皮球价值多少元？
0.09×5÷（5-4）
＝0.45÷1
＝0.45（元）。
1根绳子价值多少元？
0.45－0.09＝0.36（元）。
10 只小皮球和 20 根绳子共付多少元？
0.45×10＋0.36×20
＝4.50＋7.20
＝11.70（元）
答：10 只小皮球和 20 根绳子共付 11.70 元。
4．乙分得西瓜多少斤？
（100－5×2－18）÷（2＋1＋2＋1）
＝72÷6＝12（斤）。



甲分得西瓜多少斤？
12×2＋5＝29（斤）。
丙分得西瓜多少斤？
12＋29＋18＝59（斤）
答：甲分得西瓜 29 斤，乙分得西瓜 12 斤，丙分得西瓜 59 斤。
5．乙每天生产多少辆？
459÷（5＋12）＝459÷17
＝27（辆）。
甲每天生产多少辆？
27×5÷3＝45（辆）
甲生产了多少辆？
45×3＝135（辆）
乙生产了多少辆？
27×12＝324（辆）
答：甲生产了 135 辆，乙生产了 324 辆。
6．每块橡皮多少元？
（0.75×2－1.35）÷（9×2－15）
＝0.15÷3＝0.05（元）。
每支铅笔多少元？
（0.75－0.05×9）÷5
＝0.30÷5
＝0.06（元）。
买 100 支铅笔应付多少元？

0.06×100＝6（元）
答：买 100 支铅笔应付 6元。
7．丙数是多少？
（950－50×3－100）÷（2×2＋2＋1）
＝700÷7＝100。
乙数是多少？
100×2＋50＝250
甲数是多少？
250×2＋100＝650
答：甲数是 650，乙数是 250，丙数是 100。
8．香蕉每斤是多少元？
0.42×7÷（7－4）
＝2.94÷3
＝0.98（元）。
苹果每斤多少元？
0.98-0.42=0.56（元）
答：香蕉每斤 0.98 元，苹果每斤 0.56 元。
9．每斤菜油多少元？
（12.70×3-34.20）÷（4×3-9）
＝3.90÷3＝1.30（元）。



每斤花生多少元？
（12.70－1.30×4）÷5
＝7.50÷5
＝1.50（元）
答：花生每斤 1.50 元，菜油每斤 1.30 元。
10．1 本语文练习簿比 1本数学簿贵多少元？
2÷（5－3）＝1（分）＝0.01（元）。
每本语文练习簿价是多少？
（0.75＋0.01×5）÷（3＋5）
＝0.80÷8＝0.10（元）。
每本数学簿价是多少：
（0.75－0.01×3）÷（3＋5）
＝0.72÷8＝0.09（元）
答：每本语文练习簿价是 0.10 元，每本数学练习簿是 0.09 元。
   
对应法（答案）
   
1．这个加工小组共有多少人？
60÷（24－20）
＝60÷4
＝15（人）。
这批童装共有多少套？
20×15＝300（套）
答：这个加工小组共有 15 人，这批童装共有 300 套。
2．一共可以站多少行？
（21－7）÷（14－12）
＝14÷2＝7（行）。
有多少个同学？
12×7＋21＝105（人），
或 14×7＋7＝105（人）
答：一共可以站 7行，共有 105 人。
3．这盒糖果有多少克？

( )500 300
10

19

200
10

19

− ÷

= ÷

＝380（克）。
盒子重多少克？
500－380＝120（克）
答：这盒糖果有 380 克，盒子重 120 克。
4．售出的电影票有多少张？

192
4

7
336÷ = ( )张



剩下的电影票有多少张？
336－192＝144（张）
这场电影票共有多少张？
336＋144＝480（张）
答：这场电影票共有 480 张。
5．一列货车每小时行多少公里？

52 1
1

5
65÷ − =( ) ( ).公里

两车同时相对开出，几小时相遇？
468÷（52＋65）＝4（小时）。
相遇时客车行了多少公里？
52×4＝208（公里）
相遇时货车行了多少公里？
65×4＝260（公里）
答：相遇时客车行了 208 公里，货车行了 260 公里
6．全书共有多少页？

68 1
1

3

1

3
204÷ − − =( ) ( )页

按原定时间还要读几天？
7－3＝4（天）。
还剩下多少页没有读？

204 1
1

3
136× − =( ) ( ).页

以后每天应该读多少页？
136÷4＝34（页）。
综合式：

68 1
1

3

1

3
1

1

3
7 3÷ − − × − ÷ −( ) ( ) ( )

＝34（页）
答：以后每天应读 34 页。
7．这批零件共有多少个？

39
1

2

2

5
390÷ − =( ) ( ).个

李师傅平均每小时加工多少个？

390
2

5
12 9 52× ÷ − =( ) ( ).个

综合式：

39
1

2

2

5

2

5
12 9 52÷ − × ÷ − =( ) ( ) ( )个

答：李师傅平均每小时加工 52 个。
8．甲站原有货物多少吨？

( ) ( ) ( )223 2 1 1
1

3
135+ ÷ + − = 吨



乙站原有货物多少吨？
223－135＝88（吨）
答：甲站原有货物 135 吨，乙站原有货物 88 吨。
9．这条公路全长多少米？
（53＋14.5＋10×2）÷（1－20％－20％）

= ÷ =87 5 60% 145
5

6

145
5

6

. ( )

: .

米

答 这条公路全长 米

10．三月份应炼钢多少吨？

425÷［（1－37.5％）×（1－50％）］

= ÷ =425
5

16
1360( )吨

答：三月份应炼钢 1360 吨。
   
结构法（答案）
   
1．平均每次运多少吨？
57.6÷（5＋4）＝6.4（吨）。
第二天运了多少次？
5＋4＋2＝11（次）。
第二天运了多少吨？
6.4×11＝70.4（吨）。
综合式：
57.6÷（5＋4）×（5＋4＋2）＝70.4（吨）
答：第二次运了 70.4 吨。
2．计划生产床单多少条？
1200×20＝24000（条）
实际每天生产床单多少条？
1200＋400＝1600（条）。
实际多少天完成任务？
24000÷1600＝15（天）。
可以提前几天完成任务？
20－15＝5（天）。
综合式：
20－1200×20÷（1200＋400）＝5（天）
答：可以提前 5天完成任务。
3．香蕉有多少公斤？
1008÷（3＋1）＝252（公斤）。
橘子有多少公斤？
252×3＝756（公斤）。
香蕉有多少筐？



252÷31.5=8（筐）。
橘子有多少筐？
756÷（31.5+4.5）=21（筐）。
香蕉和橘子一共有多少筐？
8+21=29（筐）
答：香蕉和橘子一共有 29 筐。
4．剩下的有多少袋？
5-2=3（袋）。
剩下的有多少公斤？
75×3=225（公斤）。
还可以吃多少天？
225÷25=9（天）。
综合式：
75×（5-2）÷25=9（天）
答：还可以吃 9天。
5．甲工人每小时做多少只？
3000÷10=300（只）。
乙工人每小时做多少只？
3000÷15=200（只）。
甲、乙合做 3.2 小时后还剩下多少只零件？
3000-（300+200）×3.2
=3000-500×3.2
=3000-1600
=1400（只）。
剩下的乙还要做几小时？
1400÷200=7（小时）。
综合式：

[3000-（3000÷10+3000÷15）×3.2]
÷（3000÷15）=7（小时）
答：剩下的乙还要做 7小时。
6．80 件上装用去布多少尺？
8.5×80=680（尺）。
余下的做裤子有多少尺？
1370-680=690（尺）。
做裤子多少条？
690÷（8.5-2.5）=115（条）。
综合式：
（1370-8.5×80）÷（8.5-2.5）=115（条）
答：做裤子有 115 条。
7．两个生产队共收芝麻多少公斤？
1350+1350÷3=1800（公斤）。
共可榨油多少公斤？
70×（1800÷100）=1260（公斤）。



两个生产队共收入多少钱？
4.80×1260=6048（元）。
综合式：
4.80×｛70×[（1350+1350÷3）÷100]｝
=6048（元）
答：两个生产队共收入 6048 元。
8．相遇时货车行了全程的几分之几？

1
1

4
2

1

2

3

8
− × =

货车 2小时行了全程的几分之几？
3

8
2

1

2
2

3

10
÷ × =

甲乙两城间的铁路长多少公里？

40 1
1

4
2

3

10
200÷ − × − =( ) ( )公里

客车每小时行多少公里？
200÷4=50（公里）
答：客车每小时行 50 公里。
9．第一天完成了多少台洗衣机？

1650
1

66
25× = ( )台

第二天完成了多少台洗衣机？
25×（1+40％）=35（台）
第三天完成了多少台洗衣机？

35 1
1

7
40× + =( ) ( )台

第四天完成了多少台洗衣机？
25×2=50（台）
以后按第四天速度组装，还需要几天？
（1650-25-35-40-50）÷50=30（天）
完成这批任务共需要多少天？
30+4=34（天）
答：完成这批任务共需要 34 天。
10．两只船每秒钟共行多少米？
（200+280）÷15=32（米）。
客船每秒钟行多少米？

32
5

5 3
20×

+
= ( ).米

货船每秒钟行多少米？

32
3

5 3
12×

+
= ( )米

答：客船每秒钟行 20 米，货船每秒钟行 12 米。
   



方程法（答案）
   
1．解：设地球亦道大约有 x公里，则
7x+20000=300000
7x=300000-20000
7x=280000
x=280000÷7
x=40000
答：地球赤道大约有 40000 公里。
2．解：设一个凳子售价 x元，则
3x-45=3
3x=3+45
3x=48
x=48÷3
x=16
答：一个凳子售价 16 元。
3．解：设每本英语练习本售价 x元，则
0.09×6+9x=1.62
0.54+9x=1.62
9x=1.62-0.54
9x=1.08
x=1.08÷9
x=0.12
答：每本英语练习本售价是 0.12 元。
4．解：设平均每天完成 x公里，则
11.5×4+9x=100
46+9x=100

9x=100-46
9x=54
x=54÷9
x=6
答：平均每天完成 6公里。
5．解：设应找回 x元，则
0.42×12+0.08×30+x=10
5.04+2.40+x=10
x=10-5.04-2.40
x=2.56
答：应找回 2.56 元。
6．解：设现在 x天可以完成，则
60x=40×45
60x=1800
x=1800÷60
x=30



答：现在 30 天可以完成。
7．解：设每天可以运土 x方，则

x
4 2

56

4+
=

4x=56×6
4x=336
x=336÷4
x=84
答：每天可以运土 84 方。
8．解：设这批煤可以多烧 x天，则
（6-0.4）×（70+x）=6×70
5.6×（70+x）=420
392+5.6x=420
5.6x=420-392
5.6x=28
x=28÷5.6
x=5
答：这批煤可以多烧 5天。
9．解：设实际每天应制造机器零件 x个，则
（15-3）x=200×15
12x=3000
x=3000÷12
x=250
答：实际每天应制造机器零件 250 个。
10．解：设乙箱有零件 x只，则
1

4
5 150

1

5
5

1

4
5 30 5

1

4
35 5

1

4
40

40
1

4
160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答：乙箱有零件 160 只。
   
附录 A 综合应用（答案）
  
1．这批水泥共有多少吨？



4
1

3
40% 1

1

3

4
11

15

10

15

4
1

15

÷ +




 − −

















= ÷ −






= ÷

=60（吨）
答：这批水泥共有 60 吨。
2．第一天做了多少个零件？
21÷20％=105（个）。
第二天做了多少个零件？
105+21=126（个）。
这批零件一共有多少个？

105
3

16
560÷ = ( ).个

第三天做了零件多少个？
560-105-126=329（个）
答：第三天做了零件 329 个。
3．拿出 168 只灯泡后，还剩总数的几分之几？
1

7
1

2

3

3

7
÷ − =( ) .

这箱灯泡共有多少只？

168 1
3

7
294÷ − =( ) ( )只

答：这箱灯泡共有 294 只。
4．第二车间的人数占总数的几分之几？

( ) .1
2

5

4

4 5

4

15
− ×

+
=

全厂有工人多少人？

54
2

5

4

15
405÷ − =( ) ( ).人

第一车间有工人多少？

405
2

5
162× = ( ).人

第二车间有工人多少？
162-54=108（人）。
第三车间有工人多少？
405-162-108=135（人）
答：第一车间有 162 人，第二车间有 108 人，第三车间有 135 人。
5．第二次运走多少吨？

( ) . ( ).5
1

2
40% 18− × = 吨

第三次运走多少吨？
1.8÷75％=2.4（吨）



答：第三次运走 2.4 吨。
6．这批书共有多少册？
4950÷（1-75％）=19800（册）。
两次共卖出多少册？
19800×90％=17820（册）。
这种书每册是多少元？
4455÷17820=0.25（元）
答：这种书每册定价是 0.25 元。
7．这批零件共有多少只？

380 1
2

5

1

2

1

3

1

2

380
19

30

÷ − × − ×

= ÷

( )

=600（只）
答：这批零件共有 600 只。
8．乙筐拿出 3只给甲筐后，乙筐还有几只？

( ) ( )4 2 3 2 1
2

3
1

14
2

3

× + × ÷ −

= ÷

=21（只）。
乙筐原有苹果多少只？
21+3=24（只）。
甲筐原有苹果多少只？
24+4×2=32（只）
答：甲筐原有苹果 32 只，乙筐原有苹果 24 只。
9．某班共有学生多少人？

2
1

3 1
20%)

2
1

20
40

÷
+

−

= ÷ =

(

( )人

实际参加大型团体操的学生有多少人？
40×20％+2=10（人）
答：实际参加大型团体操的学生有 10 人。

10．甲乙两车每小肘一共行多少公里？
24

5

8

3

8

24
1

4

÷ −

= ÷

( )

=96（公里）
A、B两城相距多少公里？
96×2.4=230.4（公里）
答：A、B两城相距 230.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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