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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市初中使用的浙教版数
学教材中，“鸡兔同笼”的相关内容出
现在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中。

不过，北仑区大碶中学的徐祺艳
老师告诉记者，初中教材中，“鸡兔同
笼”相关内容仅占了很小的篇幅。“会
用到‘鸡兔同笼’的案例，不过主要是
作为一个辅助性的数学文化故事或
者案例来使用。”徐祺艳说，“可以用
来教学生用方程的方式来解决现实
中的数学问题，有利于培养孩子的思
维方式。”

她告诉记者，方程相关的教学内

容中，有许多题目是很贴近生活的。
以浙教版七下第二单元中的一道作
业题为例——某工地派96人去挖土
和运土。如果平均每人每天挖土5m3

或运土3m3，那么怎样分配挖土和运
土的人数，才能使挖出的土刚好被运
完？

“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也比较常
见，如果学生用二元一次方程的方式
去解题，很容易就能把题目解出来，”
徐祺艳说，“有些孩子就会觉得很有
成就感，很有意思，也会产生对数学
的兴趣。”

浙教版初中数学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中的相关内容。

知乎平台上，“鸡兔同
笼”一度上了热榜第二位。

人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下册第九单元
中的相关内容。

“鸡兔同笼”脱离生活？
老师们这样说……

近日，“鸡兔同

笼”这一有着1500年

历史的著名数学题

上了网络社交平台

的“热搜”。有人质疑

“鸡兔同笼”与现实

严重脱节，生活中并

不存在鸡兔同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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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发现，这次

对“鸡兔同笼”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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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到，只是教孩子

怎么解决表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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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中小学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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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应该继续存在于

教材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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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石寅笑

“鸡兔同笼”
有多重数学价值

鄞州区教育学院小学数学教研员
邵爱珠也关注到了这个话题，她对“鸡
兔同笼”在教材中的价值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

她认为，“鸡兔同笼”问题是我国流
传已久的一道数学趣题，拥有其独特的
文化价值，学生可以通过这道生动有趣
的古题感受我国古代的数学文化。因
此，教材选用该内容，既能展现中国古
代数学的独特魅力，同时也能起到文化
传承的作用。

从教学应用上来讲，“鸡兔同笼”的
解题方法有很多种，不同年龄的学生可
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例如，一
二年级可以用画图法解决问题，三四年
级可以用列表法、假设法等，五六年级
可以用方程等解题。

而教材选用该内容，可以通过解题
过程，让学生在尝试、探究、分析、反思
中积累解题经验，初步感受数形结合、
有序思考、迁移类推等数学思想方法，
感悟解题策略和方法的多样性，提高学
生数学素养。

此外，从数学思维的教学角度来
讲，“鸡兔同笼”本质上是一个经典的数
学模型，它呈现了一类问题的范例：将
具有关联的两种事物结合在一起进行
描述，已知这两种事物的总数以及与它
们本身特性相关的额外信息，任务是求
解这两种事物各自的数量。

对“鸡兔同笼”稍加改变，衍生出的
如百僧百馍（100个和尚吃100个馒头，
大和尚一人吃3个，小和尚3人吃一个，
大、小和尚各多少人）、纸飞机问题（100
名师生做纸飞机装扮校园，老师每人做
3架，学生每人做1架，共做了120架纸
飞机，问老师和学生各做了多少架纸飞
机），都可以引导学生进行举一反三的
思考，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数学思
维，并展现数学在解决现实世界问题中
的实际应用价值。

因此，邵爱珠认为，教材选用该内容，
可以通过这个数学模型让学生思考实际
问题与数学抽象问题的关联，培养学生将
数学理论应用于实际情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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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兔同笼”出自约1500年前
的《孙子算经》，是中国古代的知名
数学题之一。具体内容为：今有雉兔
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
足，问雉兔各几何？翻译成现代的语
言就是：有若干只鸡和兔同在一个
笼子里，从上面数，有35个头，从下
面数，有94只脚，问笼子里有多少
只鸡和多少只兔。

鄞州区东南小学的张秋波老师
告诉记者，“鸡兔同笼”被选入了人
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下册第九单
元，其内容是作教学要求的，一般要
求学生使用列表法和假设法解决。

“基本上没有孩子提出类似‘鸡和兔
子关在一个笼子里不现实’的情
况。”张秋波说。

对于“鸡兔同笼”是不是与现实
脱节，张秋波是这么认为的：“‘鸡兔
同笼’主要是用于建立一个数学模
型，我们会通过调整‘鸡兔同笼’模型
的结构或形式，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
这个模型。”

张秋波表示，一般会有三种变换
方向：第一种变换方向是仍然用上述
两个数据，但是更换事物；第二种变
换方向是仍用鸡和兔，头和腿，但是
改变数量；第三种变换方向是既更换
事物，又改变数量。孩子也会举一反
三，比如生活中看到停车场里的自行
车和汽车轮胎问题，也会想到用这种
模型去解决。

她还表示，这种发散思维的教学
方法对于实际教学是有较大帮助的。

小学四年级教材中
有“鸡兔同笼”题

初中一年级教材中
也有“鸡兔同笼”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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