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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相 比数学学科中 的运算 ，物理学科中 的数学计算有着 自 己 的特

点 ：

一是所用的符号有所不同 ；
二是物理问题往往是

一

些实际问题 ，
根

据实际情况有着不同的限制条件 。 所以
，物理 中 的数学计算有必要让

学生进行专 门训练 。 笔者认为有两类计算问题可以单独拿出来训练 。

（
１

）估算 。 在高考题中 ，每年都有估算或者涉及大数据计算的考

题 。 在平时练习 中学生计算器用得出 神人化 ，估算却几乎不会 。 如何

提高学生的估算技能呢 ？ 笔者认为可 以做以下两点 ：

一是在平时课堂

上多演示 ，

一旦遇到估算问题详细地分析给学生看 ，
再配上类似的题 目

让学生训练 。 二是在高三教学 中 ，应该专 门安排课时作为估算训 练课

（如集中挑选历年高考估算题进行强化训练 ） ，
让学生认识估算的重要

性 。

（
２ ）解方程和三角 函数 。 笔者 曾 听过几节数学课 ， 发现数学课上

学生所做的三角 函数题和解方程题都比物理计算要难 ，
可学生照样能

解
，
为什么到物理题 中就不会 了呢 ？ 笔者试着找一些学生 了解情况后

发现 ：

一是学生在做物理题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 还可 以用数学方法来

解答 ；
二是物理题中 的符号和数学 中的不一样 ，

学生不习惯导致 。

３ 、 所以
，
笔者认为要训练学生这方面的计算技能 ，除 了在讲解习题

时有所重视外 ， 如果能单独安排课时来进行针对性训练将会取得更好

的效果 。 这类练习 ， 我们可以抛开物理情景 ，
直接把解物理题过程 中可

能出现的方程和三角 函数以类似数学题的形式展示 出来让学生训练 。

总之
，
习题教学是物理教学 中不可缺少的

一个环节
，
在传统习题课

的基础上
，
再加人

一些必要技能的单独训练 ，
可 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解

题能力 。 本文只是抛砖引玉 ，希望读者能够探究更多与物理相关的智

力技能训练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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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同余巧解九连环

王婧洁

（ 乌 鲁木齐市第九 中 学 新疆 乌鲁 木齐 ８３００００
）

【
摘 要

】
九连环是 中 国古典 益 智 游戏 ， 构造蕴含着 中 国古人 的智 慧

， 背 后 的 数学 更 是受 到 国 内 外 数学 爱好者 的追捧 。 人教版新课标 高 中

数学 Ａ 版必修 ５ 中 已 有涉及 ， 可是 ，
大部分学 生甚 至老 师并不会解九连环 ， 学 生 学 习 时

， 常 常 直接 跳过九连环去研究 数列 ，使得九连环 形同 虚设 ，

教 育价值 大打折扣 。 因此
，在探 究九连环 中 蕴含 的 数理 知识 之前 ，

得 首先会解 九连 环 。 然而 ， 解
一

阶 （ 经典 ） 九 连环 需 要 ３４ １ 步 ，
死记硬 背 步骤

是行 不通 的 。 其实 ， 解九连环很容 易 ！ 笔者用 数 学 思 维研 究 九连环 ， 发现 了 解 环过程 中 的 同余关 系 。 文 章 中先讲 述 了 利 用 同余 解
一

阶 （ 经典 ）

九连 环 ，
再类 比到 解二 阶九连环 中 ， 发现 了 新 的 同余关 系 ；

采 用特 殊到
一

般的 研究 思路 ，将 同余拓展 到 了ｍ 阶 ｎ 连 环 中 ，
这样 ，

只 要时 间 允许 ， 我

们就 可 以 解开任意连环 了 ！

【
关键词

】
九连环

；
二 阶九连环 ；

同余

一

、连环的结构

１ 、
（
经典 ） 九连环结构 。

一

阶九连环有
一

个框架 ，

９ 个环 ，如 图 １ 所

示 ： 图上端所示是一个剑形的框架
，
框架左端是把手

，
右端供环上下 。

图下端从最左边起
，
依次叫 １ 号环 、

２ 号环 、

…

、９ 号环 ． 每一个环都连有
一根环杆

，

１ 号环杆穿过 ２ 号环
，

２ 号环杆穿过 ３ 号环
，

…

，

８ 号环杆穿

过 ９ 号环． 环杆的底端都穿过同一块底板 ． 这样环通过杆连在一起 ，
环

杆又通过底板连在一起 ，形成一个叠错扣连的封闭体系 （
所有环均被

套在框架上见图 ２
，
只有 ９ 号环在框架上见图 ３

） 。

２ 、九连环的结构 。

（
１ ） 九连环是一种新型益智游戏 ，

是对九连环的继承和改进 。 其

设计专利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李建华老师 。 李老师近几年

致力于数学游戏的研究 ，除九连环外 ，
还涉及七巧板

，魔方 ，折纸等 ，
取

得了很大成果 ，

二阶九连环的发明就是之一 （ 二阶 九连环被解开
，
环与

框架分离见图 ４
） 。

（
２ ）
二阶九连环结构如 图 ４ 所示 ： 组成部分与一阶九连环是完全

相同的 ，
区别是环与杆之间 的连接方式不同 ： 每

一个环都连有一根环

杆 ，
１ 号环杆穿过 ２ 、３ 号环 ，

２ 号环杆穿过 ３ 、 ４ 号环 ，

…

，

７ 号环杆穿过

８ 、９ 号环
，
８ 号环杆穿过 ９ 号环

，
环杆的底端都穿过同一块底板。 这样

环通过杆连在一起 ，
环杆又通过底板连在一起 ，结构要比一阶九连环更

加紧凑 （所有环均被套在框架上见图 ５
，
只有 ９ 号环在框架上见图 ６ ） 。

二 、用 同余巧解
一 阶

（ 经典 ）
ｎ 连环

１
、万事开头难 ，走对第一步很重要 ， 保持清醒的头脑 ， 以免循环不

前 。 这里所说的的技巧并不是口诀
，
而是发现并利用规律 。 不难发现

，

从
“

满贯状态
”

开始解
一阶九连环 ， 即此时 １￣

ｎ 号环都在框架上 ：

当要取下 ２ 号环时 ， 只需
一步将 １

，
２ 号同时取下 ；

要取下 ３ 号环时
，
第
一步只需取下 １ 号 ；

要取下 ４ 号环时 ， 第
一步需要 １

，
２ 号同时下 ；

２
、那么要取下 ９ 号环时

，
第一步只需取下 １ 号

，
而非将 １

，

２ 号同时

取下 。 并且
，
将环取下或套上互为逆过程 。 当面对

一

阶 ｎ 连环时
， 就

有 ： 当要取下或套上 ｎ＝２ｍ＋ １
 （奇数 ） 环时

，
第一步只需取下或套上 １

号环 ；
要取下或套上 ｎ＝ ２ｍ

（偶数 ） 号环时 ， 第
一步需同时取下或套上

１
，

２ 号环 。 也就是 ，若 ｎ 
＝

 ｌ
（
ｍｏｄ２

） ， 欲操作 ｎ 号环 ， 则需首先同样操作

１ 号环 ；若 ｎ ＝〇
（
ｍｏｄ２

）
， 欲操作 ｎ 号环 ，则需首先同样同时操作 １

，
２ 号

环 。 例如 ， 欲解
一

阶十二连环 ， 第
一

步必须同时取下 １ 、 ２ 号环 ，欲解
一

阶十二连环
，
第一步只需取下 １ 号环。

三 、用同余巧解二阶九连环 在熟练操作下
，
解开二阶九连环需要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
比解开

一

阶快很多 ，步数也较少 ， 就是因为 １
，

２
，

３

环可同时操作 ， 其实 ，

二阶九连环的解法也是有规律的 ：

从
“

满贯状态
”

开始解二阶 ｎ 连环
，假设 １

￣

ｎ 的环都在框架上 ：

当要取下 ２ 号环时 ，
只需

一步将 １
，

２ 号同时取下 ；

要取下 ３ 号环时 ，第
一步只需取下 １ 号 ；

要取下 ４ 号环时
，第
一

步需要 １ 号同时下 ；

要取下 ５ 号环时
，第
一

步需同时取下 １
，

２ 号
；

要取下 ６ 号环时
，第
一

步需同时取下 １
，

２
，
３ 号

；

……

那么要取下 ９ 号环时
，第
一

步只需取下 １ 号
，
而非将 １

，

２ 号同时取

下 。 并且 ， 将环取下或套上互为逆过程 。 当面对二阶 ｎ 连环时 ， 就有 ：

当要取下或套上 ｎ ＝
３ｍ ＋

１ 号环时 ，第一步只需取下或套上 １ 号环 ；
要

取下或套上 ｎ 
＝

３ｍ＋
２ 号环时 ，第一步需同时取下或套上 １ 、２ 号环 ；

要

取下或套上 ｎ 
＝

３ｍ 号环时 ，第
一步需同时取下或套上 １ 、２ 、３ 号环 ；

换句话说 ：在 １￣ ｎ 号环均在框架上时 ，若 ｎ
＝

 ｌ （ ｍｏｄ３ ）
， 欲操作 ｎ

号环 ， 则需首先同样操作 １ 号环 ；

若 ｎ ＝２
（
ｍｏｄ３

） ，欲操作 ｎ号环 ，则需首先同样同时操作 １ 、２ 号环 ；

若 ｎ
＝
０

（
ｍｏｄ３

） ， 欲操作 ｎ 号环 ， 则需首先同样同时操作 １
、
２

、３ 号

环 ；

比如欲解二阶十六连环
，
第
一

步只需解下 １ 号环。 由于结构
，

解二

阶连环相对简单很多 ，
对于有更多环的二阶连环 ，

能否解开只是时间问

题。 拥有理论技巧再加上熟练操作 ， 我们也能成为解环高手了 ！

四 、用同余巧解 ｍ 阶 ｎ 连环 同样的
，

对解开 ｍ 阶 ｎ 连环也有技

巧 ：从
“

满贯状态
”

开始解 ｍ 阶 ｎ 连环 ， 即在 １
￣

ｎ 号环均在框架上时 ，

若 ｎ 
＝

 １
（
ｍｏｄｍ ＋ １

）
，欲操作 ｎ

， 则需首先同样操作 １ 号环 ；

若 ｎ ＝２
（
ｍｏｄｍ＋ １

）
，
欲操作 ｎ

，
则需首先同样同时操作 １

、
２ 号环 ；

若 ｎ
＝

ｍ （ ｍｏｄｍ ＋ １
）

，
欲操作 ｎ

，
则需首先同样同时操作 １

、
２

、
． ． ．

、

ｍ 号环 ；

若 ｎ
＝

０
（
ｍｏｄｍ＋ １

） ，欲操作 ｎ
， 则需首先同样同时操作 １ 、２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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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号环 。

到此
，
只要时间允许 ，

我们就可以解开任意阶数有任多个环的连环

了 ！

五 、小结 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为少年儿童题词 ，
写下了

“

数学好

玩
”

４ 个大字 。 会议主席吴文俊讲话说
“

中 国要振兴数学 ，复兴数学 ， 并

重现数学的辉煌。

”

学生作为一个国家的未来 ，
这个重担 自然要落在他

们身上 。 数学游戏寓数学问题于游戏之中 ，
让人们在做游戏的过程中

学到数学知识、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 。 九连环作为古典益智游戏 ，
是宝

贵的数学载体 ，
也是学生及教师的优秀的课堂资源 。 让我们既能体验

中 国数学文化的博大精深 ，又能开阔视野 ，提高动手能力 ， 又能在课堂

上调动起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活跃课堂气氛 ，激发起学生学习

的动机 ，
在传承文化和人才教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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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据字理提高识字 写字实效的做法与思考

李芳芳

（ 融安县第二实验小 学 广 西 融 安 ５４５４００
）

【 摘 要 】 新课程 实施 以来 ，
小 学 语文教学 更加重视识 字写 字教 学 ， 《语 文课程标 准》 对每 个 阶段 的识 字 、 写 字 的量和 质都做 了 明 确 的要 求 ，

也对识 字过程 、识 字 方 法做 了 精 心地指 导 。 还具体指 出 ：

“

语文课程还 应考虑 汉语 言文字 的特 点 对识 字 写 字 、 阅 读 、 写 作 、 口 语交 际 和 学 生 思 维

发展 等 方面 的 影 响 。

”

汉 字 最为 突 出 的 、鲜 明 的特 点便是拥有 字理 ，
因 而

，
如何在 识 字 写 字教 学 中运用 字 理 ，

强 化识 字 写 字 指导 ，
提高识 字 写 字教

学 的 实效 ，
值得深入研 究和讨论 。 本文将讨论汉 字 的 演进 、教 师 对汉 字 内 涵 解读 、字理 识 字 法 多 样的 、趣味 性的教 学手段谈论依据 字理进行 识 字

写 字教 学 的做法 与 思 考 。

【 关键词 】 字理识 字 ；
识 字 兴趣 ；错误 率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中建议
“

识字教学要将儿童熟悉的语言

因素作为材料 ， 同时充分地利用儿童的生活经验 ，
引导学生利用课外各

种机会主动识字 ，
力求识用结合 。 要运用多种识字教学方法和形象直

观的教学手段 ， 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 ， 提高识字教学效率 。

”

那么 ，

如何更好地落实课标精神 ，更加重视识字教学 ， 强化写字指导 ， 提高
“

识字 、写字
”

教学的实效 ，很值得我们低年级老师思考 。

一

年来 ， 我在

低年级组 《依据字理提高识字写字教学实效的策略研究 》课题指导下 ，

对识字写字教学进行较深人的研究
，
收获不小 。

＿

、依据字理进行识字写字教学 ， 能充分提高学生识字的兴趣

１
、从事语文教学二十多年 ，

发现了学生 中的两个不变的传统 ： 错别

字不变 ，男 生不喜欢语文的人数总 比女生不喜欢语文的人数多 。 究其

原因是语文要写字 ，
汉字太难写 、太难记 。 接触了字理教学法后 ， 我茅

塞顿开 。 语文难难在识字 ，
识字难难在不识字理 。 不识字理 ，那

一个个

由笔画组成的方块字单调 、枯燥 、烦人 ：

一个个汉字中的点横竖撇捺如

同魔术大师 ，
有的长

，
有的短

；
有的多 ，

有的少
；

一会儿上
，

一会儿下
；

一

会儿左
，

一会儿右 。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
记得头脑发昏 。 识字理 ， 那

一

个个汉字就变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图画 ，

一个个有趣的故事 ，令人过 目 不

忘
，
学而不厌

，
兴趣大增 。 近一年来 ，

尤其这一学期 ，
教学 中 ，

有很多这

样的因字理识字而让学生兴趣大增的情景 。

２ 、如教学《 台湾的蝴蝶结谷 》 中 ， 我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 ， 把
“

游

泳
”

的
“

游
”

字从孩子们在水中游泳的从实物图形到象形字 ，
再到 现代

筒化汉字 ， 采用富有动感的画面 ， 引起学生丰富的联想 ，使枯燥无味的

笔画结构和生动鲜明的表象统一起来 ，诱发了学习 的兴趣。 然后引导

学生看着
“

游
”

字的篆体形象 ， 分析各部件 ， 并想像成一幅小孩子游泳

的画面 ，
根据学生的想像 ，将

“

游
”

字
一

笔
一画

，

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板

书在 白板上 。 最后 比
一

比 ， 谁画的篆体
“

游
”

字最好看 。

一个字 ，经历

了好几个字理识记的过程 ，当然最大的好处是学生牢牢的记住
“

游
”

怎

么写
，

再也不会把它的右边部分写成
“

欠
”

旁或
“ 夂 ”

旁了 。

二 、依据字理进行识字写字教学 ，
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错字率 汉字

是我 国古代人民根据生产生活的需要创造出来的 ， 每
一个汉字的构型

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 。 在教学 中
，
借助汉字的形义的关系进行教学

，

通过溯源图 、抽象图 、古代汉字 、正档字这
一演变规律进行字理教学 ，可

以使抽象的汉字变得形象、生动 ，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 、增强记

忆和发展思维 。 比如在 《沉香救母》 的教学中
，
我将 ８ 个生字分成四组

进行教学
，
第
一

组是
“

救
”

字
，
巩 固形声字的特点 。 第二组是

“

饥 、败 、

扑 、 抱
”

四个
，
它们的结构相同

，
可从左右两部分去辨析 、推测读音和意

思
，
再对 比字源网上的解析 ， 加深学生 印象 。 其中

“

败
”

字的教学很有

意义 ： 在学习
“

打败
”

这个词时 ，学生 已 能用 自 己 的话说出对它的理解 ，

然后我利用 白板课件
，
先出 示

“

败
”

的字源图
，

，
引导学生观察 ，

对照
，
再加上我对这个字从甲骨文到楷体

的演变讲解 ，
学生 由此明 白了

，原来 ，

“

败
”

是一个会意字 。 从贝 ，
从支 。

支 （ ｐ
ｉｌ

） ，
甲骨文象以手持杖 ， 敲击的意思 ，

汉字部首之
一

。 从
“

支
”

的

字多与打 、敲 、击等手的动作有关 。 败 ， 甲 骨文左边是
“

鼎
”

字 （ 小篆简

作
“

贝
”

） ， 右边是
“

支
”

，表示 以手持棍击鼎 。 本义 ：毁坏 ，搞坏 。 引 申 为
“

打败、失败
”

等 。 第三组是
“

孝
”

字 ，
这个字有

“

＃ 

”

这个部首 ，
这是需要

详细分析的部件 。 而利用课件
，
呈现了字源的 图 片

，就能让学生直观地帮助学生分析这个部件 。 第四组是
“

凶 、 巨
”

这两

个半包围结构的字 。 这一课教学下来 ，
几乎全学期 中无论什么时候听

写生字 ，错字的现象都是极少有的 。 相比从前的识字教学 ，我觉得真的

很难能可贵 。

三 、依据字理进行识字写字教学 ，
能帮助 学生准确辨识形声字 、形

近字

１
、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 ，

我们的教学中 ，大部分也是形声字 ，
了解

其构造规律对认识汉字和进行识字教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因此 ，

教学中 ，
我很注重依据字理进行识字写字教学 ，

也因此
，帮助学生准确

辨识形声字 ， 大大地提高了学生识字的兴趣与识字的能力 。 如为帮助

学生区分形声字
“

票 、飘 、漂 、瓢
”

， 我就是引导他们从字理上去识记 ， 学

生识记的正确率很高 。 （ 虽然这几个汉字并不全是本学期要求掌握的

生字 ， 但因为学习 中常有应用 ，
所以

， 在
一次听写作业后 ，我将它们摆到

一起进行学习 。 ）

“

飘
”

中的风表意 ，票表声 ，
飘就是被风吹起 ；

“

漂
”

中 的

水表意 ，
票表声 ，漂的本义是指在水 中浮动 。 引 申 为摇动 ，

也引 申为漂

洗 ，读第三声 ；洗干净后就显得美丽了 ，又 引 申 出漂亮之义 ，读第 四声 。

“

瓢
”

中的瓜表意 ，
票表声 ，瓢的本义是指葫芦瓜做成的瓢 ，

引 申指各种

瓢。 学生掌握了这些以票表声的形声字 的规律 ，
再遇到

“

剽 、嫖 、缥 、

骠
”

等字时就能触类旁通 ，
根据形声字形旁表意的特点 ，抓住这些字的

不同形旁来区别 、识记这些字就轻松容易多 了 。 并从中得到启发 ：汉字

是一个互有联系 的符号系统 ，
它们的组合有理据 ，

有序列 ，
有层次 ，

有类

别 ， 只要掌握其中 的规律 ，就可 以 由此及彼 ， 举一反三 ，成批识读 ，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

２ 、相比形声字的辨识 ，形近字的区分也是低年级学生最头痛的事 ，

确实 ， 我们的汉字基本笔画虽然就那么几个 ，但笔画数量 、组合方式 、笔

画变形等因素
，
使得很多汉字几乎双胞胎一样地出现

，
学生当然常常出

现错别字 。 若是 以往
，
我们最常用的解决办法就是反复抄写 ，

现在
，
通

过字理教学
，
反复抄写而反复错误的事绝少发生 了 。

一

学期 中
，
印象最

深刻的就是
“

柳
”“

却
”“

迎
”

三个形似生字的辨析 。 这三个字 ，右边都有
“

Ｐ 

”

，

“

柳
”

和
“

迎
”

又有相似部件
“

卯
”

和
“

卬
”

， 在多年的教学经历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