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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竞赛中的求和技巧解析
李永和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吉林 长春 130021）

摘要：初中是学生提升各项思维能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学生

锻炼各项综合能力的主要阶段。初中数学教师应该深感肩上的重

责大任，在授课的时候需要注重竞赛题目的分析和归纳，将宝贵

的教学经验和先进的解题技巧融会贯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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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需要培养学生总结“图形”规律的能力

所有数学问题都存在一定规律。这种特性在“图形”求和问

题的解答之中更加明显。而这种善于寻找图形规律能力的培养并

不是一蹴而就的，教师需要在每天的授课之中循序渐进地向学生

灌输其中的技巧。教材之中的例题虽然都很具有代表性，但是数

量确实极为有限的，并不能够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教师可以利

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在网上搜寻大量的练习题目，让学生可以进

行充分地练习。这样，学生对这种题目的印象才能够更加深刻，

也会在潜移默化之中逐渐培养起专属于自己的解题习惯，在进行

相关题目解析的时候也会进行得更为顺利。比如，学生在解答这

样一道题目的时候，便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了解到其中的潜在规

律。在一个坐标系之中，每个点都为整数。坐标之中有多个正方形，

一个正方形分别以取绝对值为“1”的点作为顶点，第二个正方形

则取绝对值为“2”的点作为四个顶点，以此类推。题目要求学生

计算出排列到第十个正方形的时候，正方形的四条边上共有几个

坐标均为整数的点。在解答这个题目的时候，学生便需要根据已

知条件计算出第一个正方形四条边上的整数点为“2×2-4=4”个，

第二个则为“3×4-4=8”个，通过这种规律，学生便可以直观地

计算出第十个正方形四条边上共有“11×4-4=40”个整数点。

二、教师需要引导学生重视已知条件之间的联系

很多学生在解答数学问题的时候不会将已知条件进行联系和

总结，在解题的时候无法将已知条件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

学生在解题的时候便不能拥有一套完整的解题逻辑，学生即便进

行了大量的练习但始终无法获得成绩的提升。对于数学知识的精

髓之处总是抱有一知半解的态度，在解答竞赛习题的时候更是难

以在脑海中形成具有使用价值的解题思路。为此，教师一定要培

养学生构建完整解题步骤的理念。比如，学生在解答这样一道求

和题目的时候便可以需要运用这种解题思路。如图所示，题目会

将数字排列成金字塔的形态，很多学生见到这种出题的模式便不

知如何下手解答。通常情况下，很多学生会将每一层的数字之间

的变化规律找寻出来，但单纯运用每层数字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够

帮助学生得到最终的结果。为此，学生便需要考虑行与行之间的

逻辑关系是怎样的，随后再进行详细的演算，学生才可以得到正

确的答案。所以，教师一定要引导学生将整个的题目内容进行充

分考虑，思维方式不能过于片面。

三、教师应培养将“图形”转化为“数字”的能力

初中数学教师在进行授课的时候思维应给灵活变通一些，这

样学生才能够更为直观地了解到题目的中心含义。否则，学生将

会陷入到“图形”给予的误区之中，思维也会变得具有局限性，

长此以往，学生在面对新的图形问题时便会产生很多的抵触情绪，

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会受到定式思维的禁锢。所以，教师需要善于

引导学生将“图形”问题转化为“数字”的形式去解决。在面对

诸多的求和的题目时，求和公式是最有效的解题法宝和辅助工具，

教师在讲授求和题目之前应该先将公式的具体表现形式展现出来。

这项知识通常是高中阶段才会学习到的，初中生在理解的过程之

中会存在很多的疑问，教师应该将公式中每个字母和符号所代表

的含义进行具体的描述，这样才有助于学生顺利解题。比如，教

师在讲授这样一道题目的时候便可以积极运用这种教学方式。如

图所示，题目会给出一组图形，图形是由多个小圆组合而成的三

角形图案，这个“三角形”的最上层由一个圆圈构成，第二层则

是由两个圆圈构成，以此类推。要求学生求这个“三角形”排到

的第二十层的时候图中一共有几个圆圈。通常情况下，学生如果

没有掌握求和公式可能会将图形补齐，然后再统计圆圈的具体个

数。这种解题方式缺乏技巧性，还很浪费时间。但是在讲述求和

公式之后，学生便可以很清晰的意识到这仅是一道首项 a1 为“1”，

公差 q1 为“1”的等差数列而已。等差数列求和公式为“Sn=na1+n

（n-1）*d/2”。随后学生便可套用求和公式，计算“20*（1+20）

/2”这个简单的算式便可轻松算出

题目的答案。所以，数学教师一定

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这种转化能力，

让学生可以将具象化的问题转化为

抽象的数字计算公式，减少题目解

答时间，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初中数学教师在进行授课的时候应该紧跟时代的

发展趋势，积极变更自己的教学理念。数学教师一定要教授更多

竞赛习题的解答技巧，切实提升学生的数学综合实力，从根本上

开阔学生的数学题目解答思路，让学生在解题的时候能够更加得

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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