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世杰简介

  
李世杰，1967 年 4 月生于京东百里的河北省三河县农村，1986 年毕业

于河北廊坊师范学校，曾做过教师、教导主任、乡政府秘书、市政府农办科
长、副乡长和镇委副书记工作，现任北京宝葫芦速算咨询中心主任、总策划、
机智速算咨询总主持。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精讲要讲在“点”上》论
文，编著和出版《儿童速算》、《一口清速算法》、《速算大王》、《速算
秘诀》和《速算大王电视教学节目实录》等书，主讲《速算大王》节目在中
国教育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台播出，出版《速算大王》电视教学节
目录像带和 VCD 光盘；设计速算布、速算服和速算牌等产品并获国家专利局
专利；设计“宝葫芦”和“速算大王”等商标并在国家商标局注册；总主持
的机智速算咨询活动不仅受到国内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中小学生及其家
长的青睐，而且还受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外家长的欢迎。



  
编者的话

  
 

《速算大王电视教学节目实录》是根据中国教育电视台和河北电视台等
播出的 66 讲《速算大王》电视教学节目整理而成的。

《速算大王》电视教学节日策划于 1995 年春，录制于 1996 年秋，开播
于 1997 年冬。整理和出版本套图书的主要目的有三个：

一是，告诉观众朋友我主讲《速算大王》教学节目的目的。《速算大王》
是宝葫芦机智速算系列中的一部分。我介绍这些机智速算方法的目的，是引
导学生不再照搬套用一种算法，把枯燥的计算过程变成有趣的创新活动，使
学生既减轻计算负担，又增长智慧，从而养成善于观察、勤于动脑、灵活运
用所学知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解决的良好习惯，成为耳朵灵、眼睛尖、
大脑活、思维快和办法多的智慧大王。

二是，引导学生用比较简练、规范的数学语言表达思维过程。引导学生
用比较简练、规范的数学语言表达思维过程是提高学生素质的一条重要途
径。它既有利于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又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严密性，
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三是，介绍我对学习的认识。简单地说，学习是由不知道到知道，从不
会做到会做，又由会做到巧做的过程。学习的目的是为提高自己的生存质量、
发展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充电。因此，学习过程应该始终充满神奇的魅
力和无穷的乐趣。让书上的知识为我所用，而我不能反为书本所累。获取知
识的能力重要，处理知识的能力更重要。让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在不懈地
追求赢在创新中得到健康、协调的发展。读者朋友可从书后附录的“竞赛题”
和“宝葫芦机智速算”解释中看出我的学习观和教育观。

宝葫芦机智速算不是告诉学生偷懒的办法，而是旨在引导学生亲身体验
积极动眼观察和动脑思考的乐趣。最快最好的方法永远不是前人发现的，也
永远不在书上。因此，宝葫芦机智速算系列中的所有速算方法都不需要死记
硬背和照搬套用。树立“三超两赢”思想，养成机智速算和机智解决问题的
习惯，远比死记硬背和照搬套用具体算法强！问学们可以按《儿童速算》、
《一口清速算法》、《速算大王电视教学节目实录》、《速算大王》和《速
算秘诀》顺序阅读宝葫芦机智速算系列图书。这样，就有助于理解《速算大
王》和《速算秘诀》的机智速算。正如电子计算机不是象计算器仅仅具有用
于计算的价值一样，宝葫芦机智速算也不是象机械速算那样仅仅具有教会学
生算得快的价值。它有利于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掌握创新本领，从根本上迅
速地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它是培养重实战的创新人才的母机，正在培养越来
越多的创造型人才。对赢在创新的机智速算有浓厚兴趣的同学，还可以随时
报名参加建立档案、长期提供解疑服务和定期邮寄《追踪导学反馈资料》的
北京宝葫芦速算咨询中心的机智速算咨询活动。感谢两套九年义务教育小学
《数学》教材主编周玉仁教授和曹裕添先生等全国著名小学数学教育专家对
我的热诚扶植！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机智速算教育的各界各位领导、专家和
同志！北京宝葫芦速算咨询中心的牛俊凤女士等在编著本套图书过程中做了
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还需说明的是，本套图书中直线方框里的算式和方法都是录制电视节目



时提前写在纸板上的，方框中的方法解释内容是电视上打出的整屏字幕。阅
读本套图书时，同学们可以跟着电视学习，也可以对照《速算大王》电视教
学节目录像带和 VCD 光盘学习，还可以配合《速算大王》（10 册本和合订本）
学习。

书中不足，诚请指正！电话请拨：（010）62984122 和 62973390；传真
请发：（010）62984122；上网请看：www．baohulu．com 和 www．baohulu．com．cn
来信请寄：100094 北京宝葫芦速算咨询中心李世杰。

谢谢！
李世杰

1999年 2月 16日



速算大王
  



第 45 讲
  

43×18＝？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速算大王》第五册中的机智速算方法。
今天，我们学习两位数乘以十几的乘法算式的速算方法。比如，

  
43×18＝
67×14＝

  
请你们想一想这种类型算式，每人说出两个来。李震？

李震：72×15，56×18。
李世杰：好！刘昆利？
刘昆利：73×12，82×17。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34×18，54×19。
李世杰：好！对于这类两位数乘以十几的乘法算式，用什么方法算就能

直接写出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被乘数加首尾积，和后添上个位积（个位之积满几十，和的个位就

加几）。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两遍方法。
被乘数加首尾积，和后添上个位积。
生：被乘数加首尾积，和后添上个位积。
李世杰：个位之积满几十，和的个位就加几。
生：个位之积满几十，和的个位就加几。
李世杰：被乘数加首尾积，和后添上个位积。
生：被乘数加首尾积，和后添上个位积。
李世杰：个位之积满几十，和的个位就加几。
生：个位之积满几十，和的个位就加几。
李世杰：

  
“被乘数加首尾积，和后添上个位积（个位之积满几十，和的个位

就加几）”就是一见到两位数乘以十几的乘法算式，我们先直接写上被
乘数加被乘数的十位数乘以乘数的个位数的积的和，再接着写两个数的
个位数的积（个位数的积满几十，前面的和就先加上几）就一定正确。

  
我们来看几个算式：

  
43×18＝
67×14＝

  



用“被乘数加首尾积，和后添上个位积（个位之积满几十，和的个位就加几）”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43×18＝？思维过程是：4×8＝32，43＋32＝75，3×8＝
24，75＋2＝77，43×18 就等于 774。

第二个算式，67×14＝？思维过程是：6×4＝24，67＋24＝91，4×7＝
28，91＋2＝93，67×14 就等于 938。

  
28×13＝
76×18＝

  
第三个算式，28×13＝？思维过程是：2×3＝6，28＋6＝34，8×3＝24，

34＋2＝36，28×13 就等于 364。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一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李震：76×18＝？思维过程是：7×8＝56，76＋56＝132，6×8＝48，132

＋4＝136，76×18 就等于 1368。
李世杰：好！刘昆利？

  
85×17＝
52×15＝

  
刘昆利：85×17＝？思维过程是：8×7＝56，85＋56＝141，5×7＝35，

141＋3＝144，85×17 就等于 1445。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52×15＝？思维过程是：5×5＝25，52＋25＝77，2×5＝10，77

＋1＝78，52×15 就等于 780。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怎么

样呢？请你们课上课下多观察，多思考，在做作业和考试的时候机智灵活地
进行速算。再和没有学习《速算大王》的同学比一比，看谁算这类算式又快
又准确。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正如电子计算机不是象计算器仅仅具有用于计算的价值一样，

宝葫芦机智速算也不是象机械速算那样仅仅具有教会学生算得快
的价值。它是培养重实战的创新人才的母机！

  



第 46 讲
  

58×56＝？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个位数都是单数或都是双数的两个五十几的乘法算式的

速算方法。比如，
  

58×56＝
53×55＝

  
请你们想一想这种类型算式，每人说出两个来。李震？

李震：54×56，53×57。
李世杰：好！刘昆利？
刘昆利：51×53，52×54。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51×59，54×56。
李世杰：好！对于这类个位数都是单数或都是双数的两个五十几的乘法

算式，用什么方法算就能直接写出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25 加个位和一半，和后添上个位积（个位之积不满 10，个位积前补

个 0）。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两遍方法。
25 加个位和一半，和后添上个位积。
生：25 加个位和一半，和后添上个位积。
李世杰：个位之积不满 10，个位积前补个 0。
生：个位之积不满 10，个位积前补个 0。
李世杰：25 加个位和一半，和后添上个位积。
生：25 加个位和一半，和后添上个位积。
李世杰：个位之积不满 10，个位积前补个 0。
生：个位之积不满 10，个位积前补个 0。
李世杰：

  
“25 加个位和一半，和后添上个位积（个位之积不满 10，个位积前

补个 0）”就是一见到个位数都是单数或都是双数的两个五十几的乘法
算式，我们先直接写 25 加两个数的个位数的和的一半的和，再接着写
个位数的积（如果个位数的积不满 10，就在个位数的积的前面补一个 0）
就一定正确。

  
我们来看几个算式：

  
58×56＝
53×55＝



  
用“25 加个位和一半，和后添上个位积（个位之积不满 10，个位积前补个 0）”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58×56＝？思维过程是：8＋6＝14，14 的一半是 7，25＋7
＝32；8×6＝48，58×56 就等于 3248。

第二个算式，53×55＝？思维过程是：3＋5＝8，8 的一半是 4，25＋4
＝29；3×5＝15，53×55 就等于 2915。

  
51×53＝
52×56＝

  
第三个算式，51×53＝？思维过程是：1＋3＝4，4 的一半是 2，25＋2

＝27；1×3＝3，3 不满 10，就在 3的前面补一个 0，51×53 就等于 2703。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一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李震：52×56＝？思维过程是：2＋6＝8，8的一半是 4，25＋4＝29；2

×6＝12，52×56 就等于 2912。
李世杰：好！刘昆利？

  
51×59＝
57×53＝

  
刘昆利：51×59＝？思维过程是：1＋9＝10，10 的一半是 5，25＋5＝30；

1×9＝9，51×59 就等于 3009。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57×53＝？思维过程是：7＋3＝10，10 的一半是 5，25＋5＝30；

3×7＝21，57×53 就等于 3021。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怎么

样呢？请你们机智灵活地进行速算。再和没有学习《速算大王》的同学比一
比，看谁算这类算式又快又准确。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机智速算，
三超两赢！
超过家长，
超过老师，
超过书本；
赢在起点，
赢在创新。



  
第 47 讲

  
53×111＝？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两位数乘以 111 的乘法算式的速算方法。比如，

  
53×111＝
87×111＝

  
请你们想一想这种类型算式，每人说出一个来。李震？

李震：72×111。
李世杰：好！刘昆利？
刘昆利：82×111。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76×111。
李世杰：好！对于这类两位数乘以 111 的乘法算式，用什么方法算就能

直接写出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十位个位两边拉，中间两数两和插（和是两位先进 1，两次进位才

能对）。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两遍方法。
十位个位两边拉，中间两数两和插。
生：十位个位两边拉，中间两数两和插。
李世杰：和是两位先进 1，两次进位才能对。
生：和是两位先进 1，两次进位才能对。
李世杰：十位个位两边拉，中间两数两和插。
生：十位个位两边拉，中间两数两和插。
李世杰：和是两位先进 1，两次进位才能对。
生：和是两位先进 1，两次进位才能对。
李世杰：

  
“十位个位两边拉，中间两数两和插（和是两位先进 1，两次进位

才能对）”就是一见到两位数乘以 111 的乘法算式，如果被乘数的十位
数加个位数的和是一位数，我们直接写在被乘数的中间插入两个和这个
数就一定正确；如果被乘数的十位数加个位数的和是两位数，我们直接
按顺序写被乘数的十位数加 1的和，被乘数的十位数加个位数的和的个
位数加 1的和，被乘数的十位数加个位数的和的个位数和被乘数的个位
数就一定正确。

  
我们来看两个算式：

  



53×111＝
87×111＝

  
用“十位个位两边拉，中间两数两和插（和是两位先进 1，两次进位才能对）”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53×111＝？思维过程是：5＋3＝8，8是一位数，53×111
就等于 5883。

第二个算式，87×111＝？思维过程是：8＋7＝15，15 是两位数，8＋1
＝9，5＋1＝6，87×111 就等于 9657。

我们再来看一个算式：
  

28×111＝
76×111＝

  
第三个算式，28×111＝？思维过程是：2＋8＝10，10 是两位数，2＋1

＝3，0＋1＝1，28×111 就等于 3108。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一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李震：76×111＝？思维过程是：7＋6＝13，7＋1＝8，3＋1＝4，76×111

就等于 8436。
李世杰：好！刘昆利？

  
66×111＝
35×111＝

  
刘昆利：66×111＝？思维过程是：6＋6＝12，6＋1＝7，2＋1＝3，66

×111 就等于 7326。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35×111＝？思维过程是：3＋5＝8，35×111 就等于 3885。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请你们机智灵活

地进行速算。再和没有学习《速算大王》的同学比一比，看谁算这类算式又
快又准确。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学习的最大成本是时间，学习的最大收益是受启发和创新！宝

葫芦机智速算引导学生亲身体会到书本知识原本不是一潭死水，而
是一条条汩汩流淌的小溪。



第 48 讲
  

144×37＝？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小于300 的 3 的倍数乘以 37 的乘法算式的速算方法。比

如，
  

144×37＝
63×37＝

  
请你们想一想这种类型算式，每人说出两个来。李震？
李震：39×37，93×37。
李世杰：好！刘昆利？
刘昆利：222×37，21×37。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81×37，78×37。
李世杰：好！对于这类小于300 的 3 的倍数乘以 37 的乘法算式，用什么

方法算就能直接写出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先除以 3，商乘以 111。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两遍方法。
先除以 3，商乘以 111。
生：先除以 3，商乘以 111。
李世杰：先除以 3，商乘以 111。
生：先除以 3，商乘以 111。
李世杰：

  
“先除以 3，商乘以 111”就是一见到小于 300 的 3 的倍数乘以 37

的乘法算式，我们直接写被乘数除以 3的商乘以 111 的积就一定正确。
  

我们来看几个算式：
  

144×37＝
63×37＝

  
用“先除以 3，商乘以 111”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144×37＝？思维过程是：144÷3＝48，48×111＝5328，
144×37 就等于 5328。

第二个算式，63×37＝？思维过程是：63÷3＝21，21×111＝2331，63
×37 就等于 2331。

  
231×37＝



96×37＝
  

第三个算式，231×37＝？思维过程是：231÷3＝77，77×111＝8547，
231×37 就等于 8547。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一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李震：96×37＝？思维过程是：96÷3＝32，32×111＝3552，96×37 就

等于 3552。
李世杰：好！刘昆利？

  
69×37＝
126×37＝

  
刘昆利：69×37＝？思维过程是：69÷3＝23，23×111＝2553，69×37

就等于 2553。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126×37＝？思维过程是：126÷3＝42，42×111＝4662，126×37

就等于 4662。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怎么

样呢？请同学们注意，在见到小于 300 的 3 的倍数乘以 37 的乘法算式时，我
们可以用“先除以 3，商乘以111”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你们课上课
下多观察、多思考，在做作业和考试的时候机智灵活地进行速算。再和没有
学习《速算大王》的同学比一比，看谁算这类算式又快又准确。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144×37 也可以用 37×100+44×37 这种方法速算！请你想一

想！



第 49 讲
  

127×102＝？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一个数乘以 102 的乘法算式的速算方法。比如，

  
127×102=
151×102=

  
请你们想一想这种类型算式，每人说出两个来。李震？

李震：54×102，135×102。
李世杰：好！刘昆利？
刘昆利：78×102，192×102。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97×102，193×102。
李世杰：好！对于这类一个数乘以 102 的乘法算式，用什么方法算就能

直接写出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先加除以 50 的商，和后添余数 2倍（余数 2倍不满 10，2 倍前面补

个 0）。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两遍方法。
先加除以 50 的商，和后添余数 2倍。
生：先加除以 50 的商，和后添余数 2倍。
李世杰：余数 2倍不满 10，2 倍前面补个 0。
生：余数 2倍不满 10，2 倍前面补个 0。
李世杰：先加除以 50 的商，和后添余数 2倍。
生：先加除以 50 的商，和后添余数 2倍。
李世杰：余数 2倍不满 10，2 倍前面补个 0。
生：余数 2倍不满 10，2 倍前面补个 0。
李世杰：

  
“先加除以 50 的商，和后添余数 2倍（余数 2倍不满 10，2 倍前面

补个 0）”就是一见到一个数乘以 102 的乘法算式，我们先直接写被乘
数加它除以 50 的商的和，再接着写余数的 2倍数（如果余数的 2 倍数
不满 10，就在这个 2倍数的前面补一个 0）就一定正确。

  
我们来看几个算式：

  
127×102＝
151×102＝

  
用“先加除以 50 的商，和后添余数 2倍（余数 2倍不满 10，2 倍前面补个 0）”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127×102＝？思维过程是：127÷50 商 2 余 27，127＋2＝

129；27×2＝54，127×102 就等于 12954。
第二个算式，151×102＝？思维过程是：151÷50 商 3 余 1，151＋3＝154；

1×2＝2，2 不满 10，就在 2的前面补一个 0，151×102 就等于 15402。
  

129×102＝
251×102＝

  
第三个算式，129×102＝？思维过程是：129÷50 商 2 余 29，129＋2＝

131；29×2＝58，129×102 就等于 13158。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一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李震：251×102＝？思维过程是：251÷50 商 5 余 1，251＋5＝256；1

×2＝2，251×102 就等于 25602。
李世杰：好！刘昆利？

  
49×102＝
23×102＝

  
刘昆利：49×102＝？思维过程是：49÷50 商 0 余 49，49×2＝98，49

×102 就等于 4998。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23×102＝？思维过程是：23÷50 商 0 余 23，23×2＝46，23×102

就等于 2346。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怎么

样呢？请你们课上课下多观察、多思考，养成机智速算的好习惯。再和没有
学习《速算大王》的同学比一比，看谁算这类算式又快又准确。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127×102 也可以用第 32 讲学的 27＋2＝29，27×2＝54，127

×102 就等于 12954 这种方法速算。49×102 也可以用 49×100＋
49×2 这种方法速算。



第 50 讲
  

27×34＝？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 3的倍数乘以 34 的乘法算式的速算方法。比如，

  
27×34＝
153×34＝

  
请你们想一想这种类型算式，每人说出两个来。李震？
李震：54×34，69×34。
李世杰：好！刘昆利？
刘昆利：63×34，21×34。
李世杰：好！李雷？想一想！
李雷：75×34，84×34。
李世杰：好！对于这类3的倍数乘以 34 的乘法算式，用什么方法算就能

直接写出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先除以 3，商乘以 102。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两遍方法。
先除以 3，商乘以 102。
生：先除以 3，商乘以 102。
李世杰：先除以 3，商乘以 102。
生：先除以 3，商乘以 102。
李世杰：

  
“先除以 3，商乘以102”就是一见到3的倍数乘以 34 的乘法算式，

我们直接写被乘数除以 3的商乘以 102 的积就一定正确。
  

我们来看几个算式：
  

27×34＝
153×34＝

  
用“先除以 3，商乘以 102”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27×34＝？思维过程是：27÷3＝9，9×102＝918，27×34

就等于 918。
第二个算式，153×34＝？思维过程是：153÷3＝51，51×102＝5202，

153×34 就等于 5202。
  

276×34＝
136×34＝



  
第三个算式，276×34＝？思维过程是：276÷3＝92，92×102＝9384，

276×34 就等于 9384。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两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231×34＝
192×34＝

  
李震：231×34＝？思维过程是：231÷3＝77，77×102＝7854，231×34

就等于 7854。192×34＝？思维过程是：192÷3＝64，64×102＝6528，192
×34 就等于 6528。

李世杰：好！刘昆利？
  

39×34＝
144×34＝

  
刘昆利：39×34＝？思维过程是：39÷3＝13，13×102＝1326，39×34

就等于 1326。144×34＝？思维过程是：144÷3＝48，48×102＝4896，144
×34 就等于 4896。

李世杰：好！李雷？
  

18×34＝
72×34＝

  
李雷：18×34＝？思维过程是：18÷3＝6，6×102＝612，18×34 就等

于 612，72×34＝？思维过程是：72÷3＝24，24×102＝2448，72×34 就等
于 2448。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怎么
样呢？请你们课上课下多观察、多思考，在做作业和考试的时候机智灵活地
进行速算。再和没有学习《速算大王》的同学比一比，看谁算这类算式又快
又准确。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27×34＝？也可以用 34×30－34×3＝1020－102＝918 这种

方法速算，还可以用其他方法速算。请你想一想！



  
58×201＝？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一个数乘以 201 的乘法算式的速算方法。比如，

  
58×201＝
263×201＝

  
请你们想一想这种类型算式，每人说出两个来。李震？

李震：84×201，132×201。
李世杰：好！刘昆利？
刘昆利：153×201，74×201。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34×201，67×201。
李世杰：好！对于这类一个数乘以 201 的乘法算式，用什么方法算就能

直接写出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2 倍加上十位前，和后添上百位后（百位后面不满 10，十位上面补

个 0）。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两遍方法。
2倍加上十位前，和后添上百位后。
生：2倍加上十位前，和后添上百位后。
李世杰：百位后面不满 10，十位上面补个 0。
生：百位后面不满 10，十位上面补个 0。
李世杰：2倍加上十位前，和后添上百位后。
生：2倍加上十位前，和后添上百位后。
李世杰：百位后面不满 10，十位上面补个 0。
生：百位后面不满 10，十位上面补个 0。
李世杰：

  
“2 倍加上十位前，和后添上百位后（百位后面不满 10，十位上面

补个 0）”就是一见到一个数乘以 201 和乘法算式，我们先直接写被乘
数的 2倍数加上被乘数的十位前面的数的和，再接着写被乘数的百位后
面的数（如果百位后面的数不满 10，就在十位上面补个0）就一定正确。

  
我们来看几个算式：

  
58×201＝
263×201＝

  
用“2倍加上十位前，和后添上百位后（百位后面不满 10，十位上面补个0）”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58×201＝？思维过程是：58×2＝116，58×201 就等于



11658。
第二个算式，263×201＝？思维过程是：263×2＝526，526＋2＝528，

263×201 就等于 52863。
  

97×201＝
152×201＝

  
第三个算式，97×201＝？思维过程是：97×2＝194，97×201 就等于

19497。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一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李震：152×201＝？思维过程是：152×2＝304，304＋1＝305，152×201

就等于 30552。
李世杰：好！刘昆利？

  
176×201＝
35×201＝

  
刘昆利：176×201＝？思维过程是：176×2＝352，352＋1＝353，176

×201 就等于 35376。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35×201＝？思维过程是：35×2＝70，35×201 就等于 7035。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怎么

样呢？请你们课上课下多观察、多思考，养成机智速算的好习惯。再和没有
学习《速算大王》的同学比一比，看谁算这类算式又快又准确。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机智速算不同于机械速算，旨在把学生培养成为智多星和具有

实战能力、充分体现万物之灵的人的价值的创新人才，而不是把学
生培养成为无用的知识篓子、廉价的计算器和墨守成规的书呆子。

本讲中 35×201 的速算方法，实际上就是 35×200＋35 的简化。
  



第 52 讲
  

69×67＝？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 3的倍数乘以 67 的乘法算式的速算方法。比如，

  
69×67＝
387×67＝

  
请你们想一想这种类型算式，每人说出两个来。李震？

李震：21×67，18×67。
李世杰：好！刘昆利？
刘昆利：12×67，27×67。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15×67，74×67。
李世杰：你再想一想。
李雷：75×67。
李世杰：好！75×67 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种类型算式。对于这类 3的

倍数乘以 67 的乘法算式，用什么方法算就能直接写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先除以 3，商乘以 201。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两遍方法。
先除以 3，商乘以 201。
生：先除以 3，商乘以 201。
李世杰：先除以 3，商乘以 201。
生：先除以 3，商乘以 201。
李世杰：

  
“先除以 3，商乘以201”就是一见到3的倍数乘以 67 的乘法算式，

我们直接写被乘数除以 3的商乘以 201 的积这个数就一定正确。
  

我们来看几个算式：
  

69×67＝
387×67＝

  
用“先除以 3，商乘以 201”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69×67＝？思维过程是：69÷3＝23，23×201＝4623，69
×67 就等于 4623。

第二个算式，387×67＝？思维过程是：387÷3＝129，129×201＝25929，
387×67 就等于 25929。

  



162×67＝
237×67＝

  
第三个算式，162×67＝？思维过程是：162÷3＝54，54×201＝10854，

162×67 就等于 10854。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一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李震：237×67＝？思维过程是：237÷3＝79，79×201＝15879，237×

67 就等于 15879。
李世杰：好！刘昆利？

  
252×67＝
75×67＝

  
刘昆利：252×67＝？思维过程是：252÷3＝84，84×201＝16884，252

×67 就等于 16884。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75×67＝？思维过程是：75÷3＝25，25×201＝⋯⋯
李世杰：好，想一想，25×201 等于多少？
李雷：25×201 等于 5025。
李世杰：好！接着说。
李雷：75×67 就等于 5025。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怎么

样呢？请你们课上课下多观察、多思考，养成机智速算的好习惯。再和没有
学习《速算大王》的同学比一比，看谁算这类算式又快又准确。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69×67＝？也可以用十位数相同的两个两位数的乘法算式的速

算方法算，还可以用两位数乘以几十九的乘法算式的速算方法算。
请你想一想其他算法！

  



第 53 讲
  

121÷5＝？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一个数除以 5（或 25，125）的除法算式的速算方法。比

如，
  

121÷5＝
24÷25＝

  
请你们想一想这种类型算式，每人说出两个来。李震？

李震：342÷5，54÷25。
李世杰：好！刘昆利？
刘昆利：72÷5，132÷25。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51÷5，76÷25。
李世杰：好！对于这类一个数除以 5（或除以 25，125）的除法算式，用

什么方法算就能直接写出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除以 5等于被除数先乘以 2，再把积的小数点左移一位；除以 25 等

于被除数先乘以 4，再把积的小数点左移二位；除以 125 等于被除数先
乘以 8，再把积的小数点左移三位。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一遍方法。

除以 5等于被除数先乘以 2，再把积的小数点左移一位；
生：除以 5等于被除数先乘以 2，再把积的小数点左移一位；
李世杰：除以 25 等于被除数先乘以 4，再把积的小数点左移二位；
生：除以 25 等于被除数先乘以 4，再把积的小数点左移二位；
李世杰：除以 125 等于被除数先乘以 8，再把积的小数点左移三位。
生：除以 125 等于被除数先乘以 8，再把积的小数点左移三位。
李世杰：

  
“除以 5等于被除数先乘以 2，再把积的小数点左移一位；除以 25

等于被除数先乘以 4，再把积的小数点左移二位；除以 125 等于被除数
先乘以 8，再把积的小数点左移三位”就是一见到一个数除以 5的除法
算式，我们先直接写被除数乘以 2的积，再把小数点向左移一位就一定
正确；一见到一个数除以 25 的除法算式，我们先直接写被除数乘以 4
的积，再把小数点向左移二位就一定正确；一见到一个数除以 125 的除
法算式，我们先直接写被除数乘以 8的积，再把小数点向左移三位就一
定正确。

  
我们来看几个算式：

  
121÷5＝



24÷25＝
  

用今天所学的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121÷5＝？思维过程是：121×2＝242，121÷5 就等于

24.2。
第二个算式，24÷25＝？思维过程是：24×4＝96，24÷25 就等于 0.96。

  
71÷25＝
123÷125＝

  
第三个算式，71÷25＝？思维过程是：71×4＝284，71÷25 就等于 2.84。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一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李震：123÷125＝？思维过程是：123×8＝984，123÷125 就等于 0.984。
李世杰：好！刘昆利？

  
36÷125＝
87÷5＝

  
刘昆利：36÷125＝？思维过程是：36×8＝288，36÷125 就等于 0.288。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87÷5＝？思维过程是：87×2＝174，87÷5 就等于 17.4。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请你们在做作业

和考试的时候机智灵活地进行速算。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宝葫芦机智速算注重引导学生灵活运用已学知识和生活常识，

鼓励学生赢在创新，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第 54 讲
  

28÷0.5＝？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一个数除以 0.5（或 0.25，0.125）的除法算式的速算方

法。比如，
  

28÷0.5＝
134÷0.25＝

  
请你们想一想这种类型算式，每人说出两个来。李震？

李震：74÷0.5，132÷0.25。
李世杰：好！刘昆利？
刘昆利：178÷0.25，64÷0.5。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78÷0.5，92÷0.25。
李世杰：好！对于这类一个数除以 0.5（或 0.25，0.125）的除法算式，

用什么方法算就能直接写出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除以0.5等于被除数乘以2；除以0.25等于被除数乘以4；除以0.125

等于被除数乘以 8。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一遍方法！
除以 0.5 等于被除数乘以 2；
生：除以 0.5 等于被除数乘以 2；
李世杰：除以 0.25 等于被除数乘以 4；
生：除以 0.25 等于被除数乘以 4；
李世杰：除以 0.125 等于被除数乘以 8。
生：除以 0.125 等于被除数乘以 8。
李世杰：

  
“除以 0.5 等于被除数乘以 2；除以 0.25 等于被除数乘以 4；除以

0.125 等于被除数乘以 8”就是一见到一个数除以 0.5 的除法算式，我
们直接写被除数乘以 2 的积就一定正确；一见到一个数除以 0.25 的除
法算式，我们直接写被除数乘以 4的积就一定正确；一见到一个数除以
0.125 的除法算式，我们直接写被除数乘以 8的积就一定正确。

  
我们来看几个算式：

  
28÷0.5＝
134÷0.25＝

  
用“除以 0.5 等于被除数乘以 2；除以 0.25 等于被除数乘以 4；除以 0.125



等于被除数乘以 8”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28÷0.5＝？思维过程是：28×2＝56，28÷0.5 就等于 56。
第二个算式，134÷0.25＝？思维过程是：134×4＝536，134÷0.25 就

等于 536。
  

153÷0.25＝
212÷0.125＝

  
第三个算式，153÷0.25＝？思维过程是：153×4＝612，153÷0.25 就

等于 612。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一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得

数。李震？
李震：212÷0.125＝？思维过程是：212×8＝1696，212÷0.125 就等于

1696。
李世杰：好!刘昆利？

  
97÷0.125＝
39÷0.5＝

  
刘昆利：97÷0.125＝？思维过程是：97×8＝776，97÷0.125 就等于

776。
李世杰：好！李雷？
李雷：39÷0.5＝？思维过程是：39×2＝78，39÷0.5 就等于 78。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怎么

样呢？请你们课上课下多观察、多思考，在做作业和考试的时候机智灵活地
进行速算。再和没有学习《速算大王》的同学比一比，看谁算这类算式又快
又准确。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28 0.5

28

28 2

56

÷

＝ ÷

＝ ×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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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课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复习我们在《速算大王》第五册中所学习的 10 种速算方法。

我举出算式，请同学们先说出得数，再说出速算方法和思维过程。李震？
  

85×17＝
  

李震：85×17＝1445。速算方法是：被乘数加首尾积，和后添上个位积
（个位之积满几十，和的个位就加几）。思维过程是：8×7＝56，85＋56＝
141，5×7＝35，141＋3＝144，85×17 就等于 1445。

李世杰：好！在见到两位数乘以十几的乘法算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被
乘数加首尾积，和后添上个位积（个位之积满几十，和的个位就加几）”这
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刘昆利？

  
78×102＝

  
刘昆利：78×102＝7956。速算方法是：先加除以 50 的商，和后添余数

2倍（余数 2倍不满 10，2 倍前面补个 0）。思维过程是：78÷50 商 1 余 28，
78＋1＝79；28×2＝56，78×102 就等于 7956。

李世杰：好！在见到一个数乘以 102 的乘法算式时，我们可以用“先加
除以 50 的商，和后添余数 2倍（余数 2倍不满 10，2 倍前面补个 0）”这种
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李雷？

  
53×59＝

  
李雷：53×59＝3127。速算方法是：25 加个位和一半，和后添上个位积

（个位之积不满 10，个位积前补个 0）。思维过程是：3＋9＝12，12 的一半
是 6，25＋6＝31；3×9＝27，53×59 就等于 3127。

李世杰：好！在见到个位数都是单数或都是双数的两个五十几的乘法算
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25 加个位和一半，和后添上个位积（个位之积不满
10，个位积前补个 0）”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李震？

  
157×201＝

  
李震：157×201＝31557。速算方法是：2倍加上十位前，和后添上百位

后（百位后面不满 10，十位上面补个 0）。思维过程是：157×2＝314，314
＋1＝315，157×201 就等于 31557。

李世杰：好！在见到一个数乘以 201 的乘法算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2
倍加上十位前，和后添上百位后（百位后面不满 10，十位上面补个 0）”这
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刘昆利？

  



126×34＝
  

刘昆利：126×34＝4284。速算方法是：先除以 3，商乘以 102。思维过
程是：126÷3＝42，42×102＝4284，126×34 就等于 4284。

李世杰：好！在见到 3的倍数乘以 34 的乘法算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先
除以 3，商乘以 102”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

同学们掌握得还比较熟练！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熟练不熟练
呢？为了让广大同学在玩中学会机智速算和养成机智速算习惯，我把《速算
大王》中的每一种方法都设计成了速算牌。请同学们在做完作业的时候，多
和爸爸妈妈一起玩速算牌。如果不熟练，再多看看《速算大王》。

好，《速算大王》第五册就复习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机智速算的最大特点，就是机智灵活，怎么快就怎么算，没有

固定的算法和模式。如果死记硬背和照搬套用书中算法，就又变成
机械速算了。正如空城计不能用于时时处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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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7＋25＝？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速算大王》第六册中的机智速算方法。
今天，我们学习在一个算式里同时有加减两种运算的两步混合运算算式

的速算方法。比如，
  

93－57＋25＝
58＋26－28＝

  
对于这类在一个算式里同时有加减两种运算的两步混合运算算式，用什

么方法算就能比较容易地直接写出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加减混算，消同样多。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两遍方法。
加减混算，消同样多。
生：加减混算，消同样多。
李世杰：加减混算，消同样多。
生：加减混算，消同样多。
李世杰：

  
“加减混算，消同样多”就是一见到在一个算式里同时有加减两种

运算的混合运算算式，我们先消去加减同样多的数后就容易直接写得
数。

  

我们来看两个算式：
  

93－57＋25＝
58＋26－28＝

  
用“加减混算，消同样多”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93－57＋25＝？思维过程是：－57＋25 同时消去 25 得－
32，93－32＝61，93－57＋25 就等于 61。

第二个算式，58＋26－28＝？思维过程是：＋26－28 同时消去 26 得－2，
58－2＝56，58＋26－28 就等于 56。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两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54－36＋24＝
85－47＋68＝

  
李震：54－36＋24＝？思维过程是：－36＋24 同时消去 24 得－12，54

－12＝42，54－36＋24 就等于 42。85－47＋68＝？思维过程是：－47＋68
同时消去 47 得＋21，85＋21＝106，85－47＋68 就等于 106。

李世杰：好，刘昆利？
  

94—77＋80＝
68＋36－56＝

  
刘昆利：94－77＋80＝？思维过程是：－77＋80 同时消去 77 得＋3，94

＋3＝97，94－77＋80 就等于 97。68＋36－56＝？思维过程是：＋36－56 同
时消去 36 得－20，68－20＝48，68＋36－56 就等于 48。

李世杰：好！李雷？
  

92－87＋65＝
73－19＋29＝

  
李雷：92－87＋65＝？思维过程是：－87＋65 同时消去 65 得－22，92

－22＝70，92－87＋65 就等于 70。73－19＋29＝？思维过程是：－19＋29
同时消去 19 得＋10，73＋10＝83，73－19＋29 就等于 83。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怎么
样呢？请你们注意，一见到在一个算式里同时有加减两种运算的混合运算算
式，我们就可以用“加减混算，消同样多”这种速算方法比较容易地直接写
出得数。请你们课上课下多观察、多思考，在做作业和考试的时候机智灵活
地进行速算。再和没有学习《速算大王》的同学比一比，看谁算这类算式又
快又准确。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学机智速算，做智慧大王！请你想想其他简单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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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4＝？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在一个算式里同时有乘除两种运算的两步混合运算算式

的速算方法。比如，
  

45÷7×14＝
130÷25×5＝

  
对于这类在一个算式里同时有乘除两种运算的两步混合运算算式，用什

么方法算就能比较容易地直接写出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乘除混算，约同样多。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两遍方法。
乘除混算，约同样多。
生：乘除混算，约同样多。
李世杰：乘除混算，约同样多。
生：乘除混算，约同样多。
李世杰：

  
“乘除混算，约同样多”就是一见到在一个算式里同时有乘除两种

运算的混合算式，我们先约去乘以和除以同样多的数后就容易直接写出
得数。

  
我们来看两个算式：

  
45÷7×14＝
130÷25×5＝

  
用“乘除混算，约同样多”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45÷7×14＝？思维过程是：÷7×14 同时约去 7等于×2，
45×2＝90，45÷7×14 就等于 90。

第二个算式，130÷25×5＝？思维过程是：÷25×5 同时约去 5等于÷5，
130÷5＝26，130÷25×5 就等于 26。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两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62×56÷8＝
81÷54×6＝



  
李震：62×56÷8＝？思维过程是：×56÷8 同时约去 8等于×7，62×7

＝434，62×56÷8 就等于 434。81÷54×6＝？思维过程是：÷54×6 同时约
去 6等于÷9，

李世杰：慢慢说！
李震：81÷9＝9，81÷54×6 就等于 9。
李世杰：好！刘昆利？

  
33÷5×10＝
63÷36×4＝

  
刘昆利：33÷5×10＝？思维过程是÷5×10 同时约去 5等于×2，33×2

＝66，33÷5×10 就等于 66。63÷36×4＝？思维过程是：÷36×4 同时约去
4等于÷29，

李世杰：你再想一想，看一看。
刘昆利：÷36×4 同时约去 4等于÷9，63÷9＝7，63÷36×4 就等于 7。
李世杰：好！李雷？

  
63÷8×24＝
75÷20×4＝

  
李雷：63÷8×24＝？思维过程是：÷8×24 同时约去 8等于×3，63×3

＝189，63÷8×24 就等于 189。75÷20×4＝？思维过程是：÷20×4 同时约
去 4等于÷5，75÷5＝15，75÷20×4 就等于 15。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怎么
样呢？请你们课上课下多观察、多思考，养成机智速算和机智解决问题的好
习惯。再和没有学习《速算大王》的同学比一比，看谁算这类算式又快又准
确。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机智速算是赢在起点和赢在创新的素质教育。请再想一想其他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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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87＋149＝？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在一个算式里只有加减两种运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两步

运算算式的速算方法。比如，
  

251－187＋149＝
213－55－13＝

  
对于这类在一个算式里只有加减两种运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两步运算算

式，用什么方法算就能比较容易地直接写出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加减混算，任改顺序。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两遍方法。
加减混算，任改顺序。
生：加减混算，任改顺序。
李世杰：加减混算，任改顺序。
生：加减混算，任改顺序。
李世杰：

  
“加减混算，任改顺序”就是一见到在一个算式里只有加减两种运

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两步算式，我们先让各数带着它前面的运算符号任
意改变顺序后就容易直接定出得数。

  
我们来看两个算式：

  
251－187＋149＝
213－55－13＝

  
用“加减混算，任改顺序”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251－187＋149＝？思维过程是：251 先加 149 等于 400，
400－187＝213，251－187＋149 就等于 213。

第二个算式，213－55－13＝？思维过程是：213 先减 13 等于 200，200
－55＝145，213－55－13 就等于 145。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两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56＋49－26＝
89＋56－29＝



  
李震：56＋49－26＝？思维过程是：56 先减 26 等于 30，30＋49＝79，

56＋49－26 就等于 79。89＋56－29＝？思维过程是：89 先减 29 得 60，60
＋56＝116，89＋56－29 就等于 116。

李世杰：好！刘昆利？
  

45－28＋35＝
53－46＋27＝

  
刘昆利：45－28＋35＝？思维过程是：45 先加 35 等于 80，80－28＝52，

45－28＋35 就等于 52。53－46＋27＝？思维过程是：53 先加 27 等于 80，80
－46＝34，53－46＋27 就等于 34。

李世杰：好！李雷？
  

63－26－23＝
71－18－31＝

  
李雷：63－26－23＝？思维过程是：63 先减 23 等于 40，40－26＝14，

63－26－23 就等于 14。71－18－31＝？思维过程是：71 先减 31 等于 40，40
－18＝22，71－18－31 就等于 22。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怎么
样呢？请你们课上课下多观察、多思考，养成机智速算和机智解决问题的好
习惯。再和没有学习《速算大王》的同学比一比，看谁算这类算式又快又准
确。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27×29÷9＝？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在一个算式里只有乘除两种运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两步

运算算式的速算方法。比如，
  

27×29÷9＝
12×25÷4＝

  
对于这类在一个算式里只有乘除两种运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两步运算算

式，用什么方法算就能比较容易地直接写出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乘除混算，任改顺序。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两遍方法。
乘除混算，任改顺序。
生：乘除混算，任改顺序。
李世杰：乘除混算，任改顺序。
生：乘除混算，任改顺序。
李世杰：

  
“乘除混算，任改顺序”就是一见到在一个算式里只有乘除两种运

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两步算式，我们先让各数带着它前面的运算符号任
意改变顺序后就容易直接写出得数。

  
我们来看两个算式：

  
27×29÷9＝
12×25÷4＝

  
用“乘除混算，任改顺序”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27×29÷9＝？思维过程是：27 先除以 9等于 3，3×29＝
87，27×29÷9 就等于 87。

第二个算式，12×25÷4＝？思维过程是：12 先除以 4等于 3，3×25＝
75，12×25÷4 就等于 75。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两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111×56÷37＝
49×36÷7＝

  



李震：111×56÷37＝？思维过程是：111 先除以 37 等于 3，3×56＝168，
111×56÷37 就等于 168。49×36÷7＝？思维过程是：49 先除以 7等于 7，7
×36＝252，49×36÷7 就等于 252。

李世杰：好！刘昆利？
  

121×17÷11＝
56×14÷8＝

  
刘昆利：121×17÷11＝？思维过程是：121 先除以 11 等于 11，11×17

＝187，121×17÷11 就等于 187。56×14÷8＝？思维过程是：56 先除以 8
等于 7，7×14＝98，56×14÷8 就等于 98。

李世杰：好！李雷？
  

45×17÷15＝
36×15÷12＝

  
李雷：45×17÷15＝？思维过程是：45 先除以 15 等于 3，3×17＝51，

45×17÷15 就等于 51。36×15÷12＝？思维过程是：36 先除以 12 等于 3，3
×15＝45，36×15÷12 就等于 45。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怎么
样呢？请你们注意，一见到在一个算式里只有乘除两种运算或其中一种运算
的两步运算算式，我们可以用“乘除混算，任改顺序”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
得数。请同学们课上课下多观察、多思考，养成机智速算和机智解决问题的
好习惯。再和没有学习《速算大王》的同学比一比，看谁算这类算式又快又
准确。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启发思考，激励创新，提高素质，培养悟性。在学习机智速算

过程中，你都悟出了哪些道理呢？



第 60 讲
  

323－256+156＝？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在一个算式里只有加减两种运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两步

运算算式的第二种速算方法。
对于在一个算式里只有加减两种运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两步运算算式，

我们还可以用
  
加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减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全

变号。
这种加括号改变运算顺序的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两遍方法。

加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
生：加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
李世杰：减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全变号。
生：减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全变号。
李世杰：加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
生：加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
李世杰：减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全变号。
生：减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全变号。
李世杰：

  
“加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减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

全变号”就是一见到在一个算式里只有加减两种运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
两步运算算式，我们先加上括号改变运算顺序后就可能容易直接写得
数。

  
我们来看两个算式：

  
323－256＋156＝
231－143－57＝

  
用“加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减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全变号”
这种加括号的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323－256＋156＝？思维过程是：在 256 的前面加括号，括
号里面是 256－156 等于 100，323－100＝223，323－256＋156 就等于 223。

第二个算式，231－143－57＝？思维过程是：在 143 的前面加括号，括
号里面是 143＋57 等于 200，231－200＝31，231－143－57 就等于 31。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两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181－94＋64＝
256－179＋79＝

  
李震：181－94＋64＝？思维过程是：在 94 的前面加括号，括号里面是

94－64 等于 30，181－30＝151，181－94＋64 就等于 151。256－179＋79＝？
思维过程是：在 179 的前面加括号，括号里面是 179－79 等于 100，256－100
＝156，256－179＋79 就等于 156。

李世杰：好！刘昆利？
  

612－357＋257＝
735－576－124＝

  
刘昆利：612－357＋257＝？思维过程是：在 357 的前面加括号，括号里

面是 357－257 等于 100，612－100＝512，612－357＋257 就等于 512。735
－576－124＝？思维过程是：在 576 的前面加括号，括号里面是 576＋124
等于 700，735－700＝35，735－576－124 就等于 35。

李世杰：好！李雷，你就说一个算式吧！
  

252－87－23＝
143－78－52＝

  
李雷：252－87－23＝？思维过程是：在 87 的前面加括号，括号里面是

87＋23 等于 110，252－110＝142，252－87－23 就等于 142。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请你们养成机智

速算和机智解决问题的好习惯！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第 61 讲
  

81÷63×7＝？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在一个算式里只有乘除两种运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两步

运算算式的第二种速算方法。
对于在一个算式里只有乘除两种运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两步运算算式，

我们还可以用
  
乘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除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全

变号。
这种加括号改变运算顺序的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两遍方法。

乘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
生：乘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
李世杰：除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全变号。
生：除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全变号。
李世杰：乘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
生：乘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
李世杰：除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全变号。
生：除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全变号。
李世杰：

  
“乘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除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

全变号”就是一见到在一个算式里只有乘除两种运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
两步运算算式，我们先加上括号改变运算顺序后就可能容易直接写得
数。

  
我们来看两个算式：

  
81÷63×7＝
27×132÷12＝

  
用“乘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除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全变号”
这种加括号的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81÷63×7＝？思维过程是：在 63 的前面加括号，括号里
面是 63÷7＝9，81÷9＝9，81÷63×7 就等于 9。

第二个算式，27×132÷12＝？思维过程是：在 132 的前面加括号，括号
里面是 132÷12 等于 11，27×11＝297，27×132÷12 就等于 297。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两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201÷134×2＝
68÷51×3＝

  
李震：201÷134×2＝？思维过程是：在 134 的前面加括号，括号里面是

134÷2 等于 67，201÷67＝3，201÷134×2 就等于 3。68÷51×3＝？思维过
程是：在 51 的前面加括号，括号里面是 51÷3＝17，68÷17＝4，68÷51×3
就等于 4。

李世杰：好！刘昆利？
  

56×35÷5＝
143÷91×7＝

  
刘昆利：56×35÷5＝？思维过程是：在 35 的前面加括号，括号里面是

35÷5 等于 7，56×7＝392，56×35÷5 就等于 392。143÷91×7＝？思维过
程是：在 91 的前面加括号，括号里面是 91÷7 等于 13，143÷13＝11，143
÷91×7 就等于 11。李世杰：好！李雷？

  
36÷14×7＝
45÷20×4＝

  
李雷：36÷14×7＝？思维过程是：在 14 的前面加括号，括号里面是 14

÷7 等于 2，36÷2＝18，36÷14×7 就等于 18。45÷20×4＝？思维过程是：
在 20 前面加括号，括号里面是 20÷4 等于 5，45÷5＝9，45÷20×4 就等于
9。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请你们养成机智
速算和机智解决问题的好习惯！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第 62 讲
  

128×25×125×5＝？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在一个算式里既有 5，25 和 125 三个数中任意几个数或

它们的倍数，又有 2，4和 8三个数中任意几个数或它们的倍数，还有其他能
速算的数或它们的倍数的连乘算式的速算方法。比如，

  
128×25×125×5＝

25×18×44＝
  

对于这类算式，用什么方法算就能比较容易地直接写得数呢？我们可以
用

  
见 5 找 2，见 25 找 4，见 125 找 8，其他能速算的也结合在一起，

再把它们的积相乘。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一遍方法。
见 5找 2，见 25 找 4，见 125 找 8，
生：见 5找 2，见 25 找 4，见 125 找 8，
李世杰：其他能速算的也结合在一起，再把它们的积相乘。
生：其他能速算的也结合在一起，再把它们的积相乘。
李世杰：

  
“见 5找 2，见 25 找 4，见 125 找 8，其他能速算的也结合在一起，

再把它们的积相乘”就是一见到在一个算式里既有 5，25 和 125 三个数
中任意几个数或它们的倍数，又有 2，4 和 8 三个数中任意几个数或它
们的倍数，还有其他能速算的数或它们的倍数的连乘算式，我们先把 5
和 2或它们的倍数，25 和 4 或它们的倍数，125 和 8 或它们的倍数，其
他能速算的数结合在一起，再把它们的积相乘就容易直接写得数。

  
我们来看两个算式：

  
128×25×125×5＝

25×18×44＝
  

用“见 5找 2，见 25 找 4，见 125 找 8，其他能速算的也结合在一起，再把
它们的积相乘”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128×25×125×5＝？思维过程是：把 128 分解成 2×4×8
×2，5×2＝10，25×4＝100，125×8＝1000，10×100×1000＝1000000，
1000000×2＝2000000。

第二个算式，25×18×44＝？思维过程是：把 44 分解成 4×11，25×4



＝100，18×11＝198，198×100＝19800，25×18×44 就等于 19800。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一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27×25×8×23＝
25×23×8＝

  
李震：27×25×8×23＝？思维过程是：27×23＝621，25×8＝200，621

×200＝124200，27×25×8×23 就等于 124200。
李世杰：好！刘昆利？
刘昆利：25×23×8＝？思维过程是：把 8 分解成 4×2，25×4＝100，

23×2＝46，100×46＝4600，25×23×8 就等于 4600。
李世杰：好！李雷？

  
125×64×25＝
35×25×36×8＝

  
李雷：125×64×25＝？思维过程是：把 64 分解成 8×4×2，125×8＝

1000，25×4＝100，1000×100＝100000，100000×2＝200000，125×64×25
就等于 200000。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怎么
样呢？请你们课上课下多观察、多思考，养成机智速算和机智解决问题的好
习惯。再和没有学习《速算大王》的同学比一比，看谁算这类算式又快又准
确。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第 63 讲
  

43×62＋62×57＝？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求一个相同数与几个数的积的和（或差）的算式的速算

方法。比如，
  

43×62＋62×57＝
79×64＋28×79＋79×8＝

  
对于这类求一个相同数与几个数分别相乘的积的和（或差）的算式，用

什么方法算就能比较容易地直接写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求一个相同数与几个数的积的和（或差），等于求这个相同数与这

几个数的和（或差）的积。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一遍方法。
  

求一个相同数与几个数的积的和（或差），
生：求一个相同数与几个数的积的和（或差），
李世杰：等于求这个相同数与这几个数的和（或差）的积。
生：等于求这个相同数与这几个数的和（或差）的积。
李世杰：

“求一个相同数与几个数的积的和（或差），等于求这个相同数与
这几个数的和（或差）的积”就是一见到求一个相同数与几个数分别相
乘的积的和（或差）这类算式，我们先一眼看准相同数，再与这几个数
的和（或差）相乘就容易直接写出得数。

]
我们来看两个算式：

  
43×62＋62×57＝

79×64＋28×79＋79×8＝
  

用“求一个相同数与几个数的积的和（或差），等于求这个相同数与这几个
数的和（或差）的积”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43×62＋62×57＝？思维过程是：43 个 62 加 57 个 62 等
于 100 个 62，100 个 62 是 6200，43×62＋62×57 就等于 6200。

第二个算式，79×64＋28×79＋79×8＝？思维过程是：64 个 79 加 28
个 79 加 8 个 79 等于 100 个 79，100 个 79 是 7900，79×64＋28×79＋79×8
等于 7900。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两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57×64＋36×57＝
63×43－33×63＝

  

李震：57×64＋36×57＝？思维过程是：64 个 57 加 36 个 57 等于 100
个 57，100 个 57 等于 5700，57×64＋36×57 就等于 5700。63×43－33×63
＝？思维过程是：43 个 63 减 33 个 63 等于 10 个 63，10 个 63 等于 630，63
×43－33×63 就等于 630。

李世杰：好！刘昆利？
  

29×31＋69×29＝
78×52＋22×52＝

  
刘昆利：29×31＋69×29＝？思维过程是：31 个 29 加 69 个 29 等于 100

个 29，100 个 29 等于 2900，29×31＋69×29 就等于 2900。78×52＋22×52
＝？思维过程是：78 个 52 加 22 个 52 等于 100 个 52，100 个 52 是 5200，78
×52＋22×52 就等于 5200。

李世杰：好！李雷？
  

99×99－89×99＝
67×49＋33×49＝

  
李雷：99×99－89×99＝？思维过程是：99 个 99 减 89 个 99 等于 10 个

99，10 个 99 等于 990，99×99－89×99 就等于 990。67×49＋33×49＝？思
维过程是：63 个 49 加 33 个 49 等于 100 个 49，

李世杰：你再看看是六十几个 49？
李雷：是 67 个 49 加 33 个 49 等于 100 个 49，100 个 49 等于 4900，67

×49＋33×49 就等于 4900。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请你们课上课下

多观察、多思考，养成机智速算和机智解决问题的好习惯。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创新是迈向成功大门的通行证！机智速算引导学生不再照搬套

用一种算法。



  
27＋57＋41＋33＋19＝？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来学习在一个算式里有能凑成整十、整百和整千的数的连加

算式的速算方法。比如，
  

27＋57＋41＋33＋19＝？
43＋36＋56＋34＋51＝？

  
对于这类在一个算式里有能凑成整十、整百和整千的数的连加算式，用

什么方法算就能比较容易地直接写出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把能凑成整十、整百和整千的数分别结合在一起，再把它们的和相

加。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一遍方法。
把能凑成整十、整百和整千的数分别结合在一起，
生：把能凑成整十、整百和整千的数分别结合在一起，
李世杰：再把它们的和相加。
生：再把它们的和相加。
李世杰：

  
“把能凑成整十、整百和整千的数分别结合在一起，再把它们的和

相加”就是一见到在一个算式里有能凑成整十、整百和整千的连加算
式，我们先把能凑成整十、整百和整千的数分别结合在一起，再把它们
的和相加就比较容易地直接写得数。

  
我们来看两个算式：

  
27＋57＋41＋33＋19＝
43＋36＋56＋34＋51＝

  
用“把能凑成整十、整百和整千的数分别结合在一起，再把它们的和相加”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27＋57＋41＋33＋19＝？思维过程是：27＋33＝60，41＋
19＝60，60＋60＝120，120＋57＝177，27＋57＋41＋33＋19 就等于 177。

第二个算式，43＋36＋56＋34＋51＝？思维过程是：36＋34＝70，43＋
56＋51＝150，150＋70＝220，43＋36＋56＋34＋51 就等于 220。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两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89＋68＋72＋81＝
76＋37＋43＋24=

  
李震：89＋68＋72＋81=？思维过程是：89＋81=170，68＋72=140，170

＋140=310，89＋68＋72＋81 就等于 310。76＋37＋43＋24＝？思维过程是：
76＋24=100，37＋43=80，100＋80=180，76＋37＋43＋24 就等于 180。

李世杰：好！刘昆利！
  

61＋28＋29＋52＝
58＋37＋32＋43=

  
刘昆利：61＋28＋29＋52＝？思维过程是：61＋29＝90，28＋52＝80，

90＋80=170，61＋28＋29＋52 就等于 170。58＋37＋32＋43=？思维过程是：
58＋32＝90，37＋43＝80，90＋80＝170，58＋37＋32＋43 就等于 170。

李世杰：好！李雷？
  

46＋28＋24＋32＝
57＋35＋23＋75=

  
李雷：46＋28＋24＋32＝？思维过程是：46＋24＝70，28＋32＝60，70

＋60＝130，46＋28＋24＋32 就等于 130。57＋35＋23＋75＝？思维过程是：
57＋23＝80，35＋75＝110，80＋110＝190，57＋35＋23＋75 就等于 190。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怎么
样呢？请你们养成机智速算和机智解决问题的好习惯。再和没有学习《速算
大王》的同学比一比，看谁算这类算式又快又准确。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机智速算引导学生把枯燥的计算过程变成有趣的创新活动！



第 65 讲
  

98＋99＋106＋102＋95＝？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学习求几个相差不大的数的和的连加算式的速算方法。比如，

  
98＋99＋106＋102＋95=
64＋66＋58＋55＋59＋63=

  
对于这类求几个相差不大的数的和的连加算式，用什么方法算就能比较

容易地直接写出得数呢？我们可以用
  
相差不大数，看成相同数，多加再减去，少加再加上。
  

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请跟我说两遍方法。
相差不大数，看成相同数，
生：相差不大数，看成相同数，
李世杰：多加再减去，少加再加上。
生：多加再减去，少加再加上。
李世杰：相差不大数，看成相同数，
生：相差不大数，看成相同数，
李世杰：多加再减去，少加再加上。
生：多加再减去，少加再加上。
李世杰：

  
“相差不大数，看成相同数，多加再减去，少加再加上”就是一见

到求几个相差不大的数的和的连加算式，我们先把它们看成相同的整十
或整百的数，求出它们的和，再减去多加的数，加上少加的数就容易直
接写出得数。

  
我们来看两个算式：

  
98＋99＋106＋102＋95＝
64＋66＋58＋55＋59＋63=

  
用“相差不大数，看成相同数，多加再减去，少加再加上”这种速算方法直
接写得数时的思维过程。

第一个算式，98＋99＋106＋102＋95＝？思维过程是：把这 5个数都看
成 100 是 500，这几个数多加了 2，1，5，一共多加了 8；少加了 6，2，一共
少加了 8，多加 8和少加 8相抵消等于 0，98＋99＋106＋102＋95 就等于 500。

第二个算式，64＋66＋58＋55＋59＋63＝？思维过程是：把这 6个数都
看成 60 等于 360，这几个数多加了 2，5，1，一共多加了8；少加了4，6，3，
一共少加了 13，多加 8和少加 13 相抵消等于少加 5，360＋5＝365，64＋66



＋58＋55＋59＋63 就等于 365。
同学们，你们掌握这种速算方法了吗？
生：掌握了。
李世杰：好！我们来做练习。每人一个算式，先说出思维过程，再说出

得数。李震？
  

187＋188＋193＋195＋192＝
55＋46＋49＋52=

  

李震：187＋188＋193＋195＋192=？思维过程是：把这 5个数都看成 190
等于 950，这 5个数多加了 3，2，一共多加了 5；少加了 3，5，2，一共少加
了 10，多加 5 和少加 10 相抵消等于少加 5，950＋5＝955，187＋188＋193
＋195＋192 就等于 955。

李世杰：好！刘昆利？
刘昆利：55＋46＋49＋52＝？思维过程是：把这 4 个数都看作 50 等于

200，这 4个数多加了 4，1，一共多加了 5；少加了 5，2，一共少加了 7，多
加 5和少加 7相抵消等于少加 2，200＋2＝202，55＋46＋49＋52 就等于 202。

李世杰：好！李雷？
  

99＋95＋98＋105＋103＝
146＋149＋150＋155＋151=

  
李雷：99＋95＋98＋105＋103＝？思维过程是：把这 5 个数都看成 100

等于 500，这 5个数多加了 1，5，2，一共多加了 8；少加了 5，3，一共少加
了 8，多加 8和少加 8相抵消等于 0，99＋95＋98＋105＋103 就等于 500。

李世杰：好！同学们掌握得很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请你们养成机智
速算和机智解决问题的好习惯！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第 66 讲
  

复习课
 

李世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学习机智速算！
今天，我们复习我们在《速算大王》第六册中所学习的 10 种速算方法。

我举出算式，请同学们先说出得数，再说出速算方法和思维过程。李震？
  

67＋58－60＝
  

李震：67＋58－60＝65。速算方法是：加减混算，消同样多。思维过程
是：＋58－60 同时消去 58 等于－2，67－2＝65，67＋58－60 就等于 65。

李世杰：好！在见到只有加减两种运算的混合运算算式的时候，我们可
以用“加减混算，消同样多”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刘昆利？

  
38×36÷72=

  
刘昆利：38×36÷72＝19。速算方法是：乘除混算，约同样多。思维过

程是：×36÷72 同时约去 36 等于÷2，38÷2＝19，38×36÷72＝19。
李世杰：好！在见到只有乘除两种运算的混合运算算式的时候，我们用

“乘除混算，约同样多”这种速算方法就比较容易地算出得数。李雷？
  

512-385-115=
  

李雷：512-385-115＝12。速算方法是：减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全变
号。思维过程是：在 385 的前面加括号，括号里面是 385＋115 等于 500，
512-500＝12，512-385-115＝12。

李世杰：好！在见到只有加减两种运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两步运算算式
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加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减号后面加括号，
括号里面全变号”这种加括号改变运算顺序的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李震？

  
121×98÷11=

  

李震：121×98÷11=1078。速算方法是：乘除混算，任改顺序。思维过
程是：121 先除以 11 等于 11，11×98＝1078，121×98÷11 就等于 1078。

李世杰：好！在见到只有乘除两种运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两步运算算式
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乘除混算，任改顺序”这种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刘
昆利？

  
127-89+273=

  
刘昆利：127-89+273＝311。速算方法是：加减混算，任改顺序。思维过

程是：127 先加 273 等于 400，400-89＝311，127-89＋273 就等于 311。



李世杰：好！在见到只有加减两种运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两步运算算式
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加减混算，任改顺序”这种速算方法计算出得数。李
雷？

  
90÷39×13=

  
李雷：90÷39×13＝30。速算方法是：除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全变

号。思维过程是：在 39 的前面加括号，括号里面是 39÷13 等于 3，90÷3＝
30，90÷39×13 就等于 30。

李世杰：好！在见到只有乘除两种运算或其中一种运算的两步运算算式
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乘号后面加括号，括号里面不变号；除号后面加括号，
括号里面全变号”这种加括号改变运算顺序的速算方法直接写得数。

同学们掌握得还比较熟练！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得熟练不熟练
呢？为了让广大同学在玩中学会机智速算，养成机智速算和机智解决问题的
好习惯，我把《速算大王》中的每一种方法都设计成了速算牌。请同学们在
做完作业的时候，多和爸爸妈妈一起玩速算牌。如果不熟练，再多看看《速
算大王》。

好，《速算大王》第六册就复习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再见！
  
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增长实践能力和创新本领充电；让知识为

我所用，而我不能为书本所束缚，成为书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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