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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四年级数学《鸡兔同笼》教学案例分析 
◆王露英 

（德阳市旌阳区德新小学  四川德阳  618000） 

 
一、背景 
“鸡兔同笼”问题是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数学趣题，一方面

培养学生逻辑推理能力，另一方面使学生体会代数方法的一般
性。本节课借助猜较小数量的“鸡兔同笼”题进行介绍，由于“鸡
兔同笼”原题的数据较大，不便于学生进行探究，所以教材以化
繁为简的思想为指导，先在例 1 中安排一道数据较小的“鸡兔同
笼”问题让学生探索解决的方法。教学中先让学生利用列表法、
画图法来解决问题，再向学生介绍“假设法”的解题方法。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逐步探索不同的方法，找到解决问题的策
略，通过合作交流学习，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掌握解决问题的
方法。这节课体现了《标准》指出的学生的数学学习内容应当是
现实的、有意义的、富有挑战性的，这些内容要有利于学生主动
地进行观察、实验、猜测、数学活动这一基本理念。要让学生体
会解决问题策验证、推理与交流等数学活动略的多样性及运用假
设的数学思想方法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感受数学的魅力。形成发
现生活中的数学意识，初步形成分析及推理能力。 

二、案例 
本案例教学内容是人教版的《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四年级

（下册）数学广角—鸡兔同笼 
实践活动一： 
课前游戏： 
1、画鸡和兔。（小朋友们，老师能 2 秒钟画出一只鸡，一秒

钟能让鸡变成兔，你们想知道老师是怎样做到的吗？）下面开始
进行“大变身”——由兔变成鸡，怎么做？由鸡变成兔呢？ 

照样子，画出一只鸡。怎样把这只鸡变成兔？（请 3 个学生
上台在黑板画）。 

画 4 只鸡。听口令，把 4 只鸡变成 3 只鸡、1 只兔。再变成
2 只鸡、2 只兔。再变成 4 只兔。怎样把 4 只兔又变成 4 只鸡？ 

评析：一秒钟画一只鸡、将一只鸡秒变成兔现实生活中是不
行的，这里这样设计不仅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为后面教学中运
用的画图法做铺垫。还让学生理解到了由一只鸡变成兔脚会增加
2 只，为后面的增加了 6 只脚是将 3 只鸡变成兔什么原来有 3 只
鸡算出了 3 只兔；有一只兔变成鸡脚会减少 2 只，也就是减少 2
只脚说明有一只兔变成了鸡，那么减少了 10 只脚什么有 5 只兔
算出了鸡，也就是原来有 5 只兔。 

2、猜盒子里鸡和兔的只数。 
师：同学们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两种动物朋友，它们是可

爱的兔和鸡，现在我随机将一些动物放在笼子里，你们猜一猜各
有几只？ 

笼子里有 5 只动物，可能全是兔子，也可能全是鸡，还有可
能既有鸡也有兔，那么笼子里最多有多少条腿呢？最少有多少条
腿？说明理由 

先猜测一下，鸡和兔各有几只？你是根据哪个条件去猜测
的？ 

师评价：你非常善于观察，能抓住题目中的关键信息去猜测，
避免了猜测的盲目性。 

怎么知道猜测是否正确？师：鸡的只数×2+兔的只数×4=
脚的总数 

你有什么办法验证你的猜想？还有什么更直观的方法吗？ 
【设计意图】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可以先从简单的问题入手，

降低学生解决问题的难度，学生容易掌握解决这类问题能力。 
评析：教师首先呈现学生最“朴素”的想法—猜测。猜测是

探究解决鸡兔同笼问题的基础。分别猜测鸡、兔各有多少只，经
过几次简单猜测和数据调整，学生发现仍然不能得到正确答案，
以此激发学生深入探究解决问题策略的欲望。然后验证脚的只数
是否能对应题目中的条件。通过这种不断的猜测、尝试最终找到
答案。 

实践活动二： 
师：如果老师在笼子里多装一些鸡和兔，你能快速猜出鸡和

兔的只数吗？ 
老师出示课题：出示例 1：笼子里有若干只鸡和兔。从上面

数，有 8 个头，从下面数，有 26 只脚。鸡和兔各有几只？（学
生猜测） 

师：大家猜测一下可能有几只鸡？几只兔呢？（学生大胆猜

测）这个同学猜测的是否正确呢？亦或者老师装入更多只鸡和
兔，几十只鸡和几十只兔几百只脚，你能快速地猜测出鸡兔各有
几只吗？其实在解决这类问题是有一定的方法和技巧的，今天我
们就一起来学习《鸡兔同笼》的问题的解决方法（板书：鸡兔同
笼） 

评析：此时学生便产生根据这些信息调整猜测的结论的意
识，让学生认识到这种猜测效率低，不具有普遍性，以此激发学
生深入探讨解决问题策略的欲望。 

实践活动三： 
同学们，咱们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不仅有四大发明，还有

鸡兔同笼和韩信点兵、李买酒被称为我国古代三大趣题，它被记
载于《孙子算经》一书中，距今已有 1500 多年。 

其中数学名著《孙子算经》中记载了这样一道数学趣题：今
有雉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各几何？（课
件展示） 

这里的雉指的是鸡。谁能说说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 
师评价：看来同学们的古文知识掌握得还不错！ 
现在你们能解决《孙子算经》中的数学趣题了吗？试一试！ 
笼子里有若干只鸡和兔。从上面数，有 35 个头，从下面数，

有 94 只脚。鸡和兔各有几只？ 
你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评析： 
活动学习的过程中，情景图的呈现，讲述《孙子算经》的历

史，增强数学课堂的文化气息，借助古代数学问题让学生感知我
国古代数学文化的源远流长，弘扬我国悠久的古代文化，在感受
数学文化的同时激发民族自豪感、认同感和爱国热情对学生进行
有机渗透品德教育。 

实践活动四： 
播放课件，展示“生活中的数学” 
新星小学“环保卫士”小分队 12 人参加植树活动。男同学

每人栽了 3 棵树，女同学每人栽了 2 棵树，一共栽了 32 棵树。
男女同学各有几人？ 

小明买了 6 角和 8 角的邮票共花 5 元，分别买了多少张？ 
自行车和三轮车共 10 辆，总共有 26 个轮子。自行车和三轮

车各有多少辆？ 
评析： 
拓宽对“鸡兔同笼”问题的认识，明确了其在生活中的应用，

使学生体会到“鸡兔同笼”问题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感受数学
学习的价值，也让学生体会到数学就在我们身边。增强学习数学
的兴趣。习题设计多样化，丰富了课堂的文化氛围，配合“鸡兔
同笼”问题，拓展了古今中外习题，如“龟鹤算”问题植树问题、
人民币 5 分和 2 分问题，三轮车与自行车问题等生活中的一些实
际问题，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到这类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并
巩固用“假设法”来解决这类问题的策略。 

反思： 
1、本堂课在培优补差方面有待于提高，在兼顾不同层次的

学生教学稍差一些，应做好差生的辅导工作，提的问题要面对全
体，可以在小组交流时巡回检查的对学困生进行及时的辅导。对
学优生要有一些提高式的要求并进行引导。 

2、多种策略的理解 
在解决鸡兔同笼问题时对于每种思路可以附以形象的解释，

如将所有的动物看着鸡，可以想象是将笼子中的兔的脚砍去，这
样每只动物就只有 2 只脚，笼子里一共就有 8×2=16（只）那么
砍去了 26-16=10（只）每只兔砍去了 2 条脚，那么多少只兔才
能砍去 10 条脚呢？学生顺势马上想到有 10÷2=5（只）……兔
的只数，鸡的只数就是 8-5=3（只），将笼子里的所有动物看出
兔时，可以让学生想象给每只鸡安上双拐，所有的动物有 4 只脚，
也就是将笼子里的动物全看出兔，一共就有脚 8×4=32（只），
比实际的 26 只脚多安上了 32-26=6（只）脚，然后想一只鸡安
上了 2 只脚，多少只鸡就要安上 6 只脚呢？用 6÷2=3（只），所
以鸡有 3 只，兔就有 8-3=5（只） 

3、在教学中列表法和画图法用了较多的时间所以在后面的
教学中时间就有一些紧了，没有充分地进行相关的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