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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观念和深度学习视角下两个计数原理的教学

徐 道 奎

（安徽省 金寨第一 中学六 安市徐道奎名 师工作 室 ：
２ ３ ７ ３ ０ ０ ）

摘 要 ： 两 个计数原 理是整个计数 问 题 的 基础 ，要充 分认识 原理 的 地位和作 用 ， 发挥其教 育 价值 ，要在整

体观念和深度 学 习 视 角 下 ， 不 断渗透运 用 原 理 的 思想方 法 ， 积 累 原 理运 用 思 维 经验 ， 促进 学 生 深度 学 习 ．

关键词 ： 两 个计数原 理 ；
地位作 用 ； 原 理教 学 ； 原 理运 用

人类 文 明 是 从计数 开 始 的 ， 计数 早 于 文 字 的

产生 ， 伴 随着人类文 明 发展 ．

［
１ ］

计数是人们认识 客

观世界 的 基 础 ， 两个计数原理是人们 在认识客 观

世界过 程 中 对事 物 规律 的 抽象概 括 ， 是 概率统计

的基础 ．

两个计数原理 （ 以 下 简 称
“

两个原理
”

） 不 只 是

计数规律的简单概括 ， 更反 映 了 处理计数 问 题 的 一

般思想和思维方法 ，通过两个原理的教学 ， 能够很好

地培养学生思考 问题的 能力 ， 发展学生 的数学建模 、

数学抽象和逻辑推理素养 ． 人教版新教材 Ａ 版将其

安排在选择性必修三 ， 对应 的教学用 书对该部分教

学给 出 了 很好的建议 ， 笔者认真通读 了教材 和教学

用 书 ， 结合 自 己 的教学实践 ，谈一点体会 ．

―

、对两个原理地位与作用 的认识

两个原理又称计数 的
“

基本原理
”

， 为什 么 称之

为基本原理 ？其基本性 、 基础性表现在什么 地方 ？ 怎

样发挥基本原理 的教育价值 ？这 是基本原理教学 时

必须正视的 问题 ．

第
一

， 在计数问题 中具有基础性 ． 两个原理 的 抽

象过程显而易见 ， 无需复杂 的推理和证明 ． 两个原理

是计数的最基本的规律 ，是解决计数 问题的基础 ， 其

计数方法是最基础 的 ， 基本结论是最基础 的 ， 同 时 ，

其基本计数规律也是进一步学 习其它 与计数有关知

识 （ 如排列组合和二项式定理 ） 的基础 ．

第二 ， 在计数运用 中具有独立性 ． 两个原理体现

了计数 问题
“

最本质 、 最直接
”

的 思维特点 ， 其思 考

方式独特 ． 没有形成两个原理之前的计数 ， 实际上一

直在不知不觉地运用 ， 只 不过没有抽象为一般原理 ．

两个原理不需要与任何定理 、 规则联系 即 可运用 ， 找

到 问题解决的分类与分步方法才容易计数 ．

第三 ， 在思维培养上体现基本性 ． 两个原理是计

数 的规律 、结论 、公式 、方法 的统一 ． 基本原理 的教学

不仅仅让学生掌握计数 的 原理 和结论 ， 更重要 的 是

让学生掌握解决 问 题 的 思维方 法 ， 即 如何思考计数

问题和如何计数 ． 不是所有 的计数都要用两个原理

的公式和结论 ，但 以 分类 和分步解决计数 问题 的 思

维方法是确定 的 ．

第 四 ， 在思想方法形成上具有基础性 ． 两个原理

是解决计数问题的 基本思 想方法 ， 分类分步计数既

是方法 ， 也是思想 ． 两个原理的教育功能体现在原理

形成和运用过程 中 问题解决 的 数学 思 想 的 内 化 ． 方

法反映 了 原理 ， 原理渗透着思想 ． 分类 、 分步反映 了

解决计数 问题 的思路和条理 ，通过教学 ，要让学生理

解分类与分步之于计数 的 重要性 ， 解决计数 问 题 的

思想方法对解决其他数学 问题的思想方法有着 巨 大

影响 ，体现其基础性 ．

正 因 如此 ， 两个原理的教学要更具前贍性 ， 把分

类分步这个基本思想 的渗透贯穿于整个计数过程 ，

把分类分步这个基本方法 的运用贯穿于整个计数过

程 ， 把后续 内容如排列 组合 等定理公式视为建立在

两个原理之上 的数学规律 ． 无论是在具体运用 还是

在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上 ， 两个原理都具有 重要 的

地位 ， 教学时要充分挖掘其教 育功 能 ， 规划好 、 设计

好 、安排好教学 ，要基于整体观念和深度学 习视角深

刻认识两个原理 的教学意义 ．

二 、计数原理教学存在的 问题及思考

教学实践 中往往存在两个 问题 ：

一 是强调两个

原理形成过程而疏于应用 ， 没有把两个原理教学放

在单元和整体视域下通盘考虑 ；
二是在两个原理形

成和运用过程 中 缺乏基本思想 的 引 领和 渗透 ， 局 限

于应付各种题型 和范式 ， 尤其是人们对计数 问 题解

决的思想方法重要性 的认识止 于理论层 面 ， 没有把

运用原理 的 思 维 和 活 动 经验 的 积 累 放 在应有 的 位

置 ， 没有重视问题解决在两个原理教学 中 的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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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把两个原理同 之后 的排列 组合 、二项式定理孤立

开来 ， 没有把两个原理 中思维方法与培养学生 的数

学思维方法 、思维能力 联 系 在
一起 ． 因 此 ， 有 必要对

两个原理的教学重新认识 ， 重新定位 ．

第一 ， 两个原理形成过程 中要充分 凸 显分类 、分

步思考 问题的数学思想 ． 在抽象原理时 ， 要 引 导学生

思维 ， 寻找完成
“

任务
”

的 逻辑起点 （分类或分 步 ） ，

引 导学生有思想 、有方法 、 有规律 的
“

完成
” “
一件事

情
， ，

？

第二 ， 要 引 导学生 比较分类分步 的 区别 ， 理解分

类 、分步结果 中相加 、相乘 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算理 ．

第三 ，运用两个原理时 ，要 引 导学生理解分类或

分步是解决计数问题的 基础 ， 是标准 ， 是顺序 ， 是路

径 ， 不分类不分步 ， 问题就混沌混乱 ， 缺乏章法 ，解决

不 了 ． 分类后 ， 某一类 中 很 可 能还要 分类或分步 ； 分

步后 ， 某一步还要分步或分类 ， 体悟分类分步 的相互

交叉和相互嵌套 ．

如上分析 ， 两 个 原理 的 教学 ， 要 突 出 其 形 成 过

程 ， 突 出 思维及思想方法 ， 要结合实际 ， 体验分类 、分

步计数 的特点 ． 笔者认 为 ， 两个原理 的教学不能走 向

两个
“

极端
”

， 即 ： 既 不 能 不 渗 透思 想方法 ， 不理解思

维过程 的结论套用 ， 也不能就原理讲原理 ， 不接触实

际地空谈 ．

三 、两个原理形成过程的教学

１
． 情境设置—— 凸显两个原理 的 思想方法 ， 突

出 分类分步在计数 中 的作 用

设置两 个 原 理 形 成 的 问 题情境 ， 要 自 始 至 终

围绕 如何分类 分步 完 成事情 （ 任 务 ） ， 要 能 体 现依

靠分类 、 分 步 才 能 完 成 事 情 （ 任 务 ） 的 思 想 方 法 ．

（ １ ） 不 要 过 于单 一 ， 要 体 现 分类 分 步 的 价 值 ， 如 果

情境过 于 简 单 ， 结 果 一 目 了 然 ， 学 生 会 认 为 分类 、

分步 是 多 余 的 ． 情境 可 以 由 易 到
“

繁
”

， 逐步加 大情

境 中 计数 的难度 ． （ ２ ） 不 宜过 于 复 杂 ， 在 两个 原 理

形成 过 程 中 ， 要 使学 生 的 注 意 力 始 终 集 中 在 如 何

通过 分类 或 分 步 去 解 决 问 题 上 ， 不 要 纠 缠 于 影 响

分类 分步 的 其 它
“

枝 节 （ ３ ） 要 不 断 地 变化情 境 ，

从 两 类 、 两 步 到 两 类 、 两 步 以 上 归 纳 得 出 《 类 或 《

步计数原理 ．

我们 以 人教 Ａ 版 教 材 例 题设 置 的 问 题情 境 为

蓝本 ， 把分类 和分步 的 问题情境进行 引 申 ， 加大思维

含量 ， 强化学生计数的 分类 、 分步意识 ．

【引 申 １ 】 意 图 ： 凸 显分类 的作用 ．

在例 １ 的基础上 ， 增加 Ｃ 大学及其相关专业 ， 如

下表 ．

Ａ 大学 Ｓ 大 学 Ｃ 大学

生物学 数学 数学

化学 会计学 土 木建筑学

医 学 信息技术学 建筑设计学

物理学 法学 车辆工程学

工程学

（ １ ） 若该 同 学 尚 有 两个专业 未选择 ， 他想 把 Ｃ

大学 的某一个专业做 为
“

保底专业
”

放在最后填报 ，

另
一个专业从 Ａ 大学或 Ｂ 大学选择 ，且所选 的专业

不重复 ， 问他有多少种选择方式 ？ （按 照所选 Ｃ 大学

的专业进行分类 ， 从选择的专业角 度分析 ，
Ａ 大学 Ｂ

大学可 以 视为一个整体考虑 ）

（ ２ ） 如果该 同 学从
“

医 学
” “

化 学
” “

会计学
” “

数

学
”

专业 中选择一个作 为首 选专 业 ， 然 后再 另 选一

个专业 ， 且专业和学校均不重 复 ， 他有多 少种选择方

式 ？ （ 加 大分类 的种数 和考虑 问题的难度 ）

【引 申 ２ 】 意 图 ： 凸 显分步 的意义 ．

如 上表 ， （ １ ） 若该 同 学想 在三 个学校 各选一 个

专业 （专业可 以重复 ） ， 有多少种选择方法 ？

（ ２ ） 若该 同 学 想 在 三个学 校各选一 个专业 （ 专

业不可 以 重复 ） ， 有多少种选择方法 ？

（分类 中有分步或分步 中有分类 ）

通过加 大情境 中 问题 的 难度 ， 显现分类分步 的

解题原理 ， 渗透分类分步 的解题思想 ．

２ ． 对 比分析—— 注重分类分步的 比 较 融合 ， 突

出 两个原理 的意 义 和 区 别

分类 、 分步原理的教学宜 同 步进行 ， 在对 比 和 比

较 中 建立概念 ， 分析概念之间 的差异 ． 分类与分步的

最大 不 同是 ， 分类 中 的
“

每一类
”

都能把事情 （ 任务 ）

完成 ， 而分步 中 ， 必须每一步都完成 ， 事情 （ 任务 ） 才

能完成 ． 再运用上述 问 题情境 ， 比较分类 、 分步 的 区

别 ， 强调分类 、分步 的意义 ．

分类计数 分 步 计数

区 别 １

完成 一 件 事 ， 共 有 《

类 办 法 ． 关 键 在
“

分

类
”

完 成 一 件 事 ， 共 有 〃 个 步

骤 ， 关键 在
“

分 步
”

区 别 ２

每 类 办 法 都 能 独 立

地完 成 这件事

只 有 各 个 步骤 一 环扣
一

环地 都 完 成 了 ， 才 能 完

成这件事

区 别 ３

各 类 办 法 之 间 是 互

斥 的 、 独 立 的 、 并

列 的

各 个 步 骤 之 间 是 关 联

的 、 相 互 制 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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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 比 的基础上 ， 借助 于 图 示 ， 直观分析计数

结果 的规律 ，让学生理解加法 和乘法算理 ．

四 、 两个原理的运 用教学

学习 两个原理时 ， 学生往往反映 ，计数问题讲起

来容易 ，做起来 困难 ． 怎样运用两个原理解决 问 题 ？

怎样对 问题的背景及情境进行分析 ， 怎样将 问题
“

转

化和对应到相应 的原理上
”

［
２
］

，必须结合具体问题分

析 ． 两个原理不是
“

难
”

在对原理本身 的理解 ， 而是
“

难
”

在原理的运用 ．

（ １ ） 对
“

完成一件事情
”

的理解 ， 什 么是完成一

件事情 （任务 ） ， 怎样完成一件事情 （任务 ） ？

（ ２ ） 完成事情 （任务 ） 不是杂乱无章地进行 ， 要

理 出条理 、类别 、步骤 ，也就是要确定分类标准 、分步

的顺序 ． 第一 ， 不要急于归 纳计数 的结果 （排列数和

组合数 ） ， 而应一步一步地 引 导 思 考 ， 突 出 对计数过

程 中分类或分步 的分析 ． 第二 ， 不要把所有计数应用

问题都放在排列组合学 习 后 ， 要尽可 能地 突 出 分类

或分步在实际计数 中 的作用 ．

１ ． 问题导 向
——领悟计数 问题的 思 考方法

（ １ ） 我们需要完成什么事情 ？

（ ２ ） 怎样完成这件事情 ？

（ ３ ） 这件事情可 以分几类情况完成 ？

（ ４ ） 完 成 这 件 事 情 需 要 分 哪 几 个 步 骤 以 次

进行 ？

（ ５ ） 完成这件事情 时 ， 思考 问 题 的 主线 索是分

类还是分步 ？

思考 问题的 主线索很关键 按照什么路径去完

成任务
”

去
“

完成一件事情
”

， 这个
“

路径
”

就是完成

事情 的主线索 ．

上述 问 题就是我 们解决计数 问 题时必须思考

的 ，要使学生 明 白 ， 当你计数遇到 困难时 ， 要潜意识

地思考 、 回答这些 问题 ， 以 问题引 领分析 ， 问题促进

思维 ．

２ ． 明晰概念—— 以分类分步理 出 问题解 决 的

条理

计数问题是很难 的 ， 问题解决 的关键是理 出 思

考问题的条理 ，考虑问题 的角 度 ， 找到分类分步解决

问题的方法 ． 因此 ， 要深人理解分类分步 的意义 ．

要确定完成事情 的一个分类
“

标准
”

， 或完成事

情的一个顺序 ， 按照
“

标准
”

分类 ，按照
“

顺序
”

分步 ，

思考 问题的
“

角 度
”

很重要 ．

（ １ ） 分类的标准是对分类 的基本要 求 ， 标 准不

同 ， 分类 的结果也不 同 ， 要通过具体 问题探究分类标

准 ， 尝试怎 样分类 易 于解决 问 题 ． 要把握分类 的 含

义 ，类与类必须是互斥 的 ， 没有交叉 和重叠 ， 完成一

件事情的任何一种方法 只能属 于某一类 ．

（ ２ ） 分步是指完成任务 的 先后顺序 ， 第一 步干

什么 ，第二步干什么 ， 连续完成所有 的 步骤 ， 事情才

能做完 ， 步与步是独立 的 ． 如何安排完成一件事情 的

步骤呢 ？要结合事情 的 特点 ， 确 立一个分步 的程序 ，

而选择 的 这个程 序 能 够保证 步 骤 完 整 ， 能 够 完 成

任务 ．

确立分类或分步是计数 问题 的难点 ． 如何突破

难点 ？要从计数原理形成开始 ， 渗透分析 问题的分类

分步方法 ， 把握思考计数问题 的基本思想 ， 回答上述

问题导 向 中 提 出 的 问 题 ， 确 立 思 考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路径 ．

３ ． 积 累经验—— 掌握分类分步的方法

如前所述 ， 两个原理是整个计数问题的基础 ， 之

后 的 内 容是两个基本原理的具体应用 ， 实际上 ， 我们

无需学 习 排列组合 ， 直接用两个原理完全可 以 解决

计数问题 ， 因此 ， 很多计数 的应用 可 以 提前介人 ， 这

样 ， 既深度学 习 和巩固 了两个原理 ， 体现 了两个原理

在整个计数问题 中 的作用 ， 又为后续学 习 打下基础 ．

两个原理 的教学 ， 最终要落实 到寻找分类分步

完成事情 （任务 ） 的方法上 ．

３ ． １ 改变背景情境 中 问 题 的 描述 方 式 ， 寻 找 分

类分步的方法

通过分析 ， 对 问题进行转化 ，使问题解决易 于分

类或分步 ，具有可操作性 ．

（注 ： 以下例题部分来 自 文 ［ ３ ］ 中例题的改编 ）

例 １６ ３ ０ 有多少个不 同 的正约数 ？

分析因 为 ６ ３ ０
＝

２Ｘ３
２

Ｘ ５Ｘ７ ，所 以 ６ ３ ０ 的

约数形式为 ：
２

°

 ？３
〃 ．５

７
 ？
７

ｓ

，其 中 ， ａ
＝

０ ， ｌ
， 卢
＝ ０

，
１

，

２
， ｙ
＝ ０ ，

１ ４ ＝ ０ ，
１ ． 由 分步计数原理 ， 共有 ２ Ｘ ３ Ｘ ２

Ｘ２
＝２ ４

个 ．

３ ． ２ 顺 着
“

事情 （ 任务 ）

”

的 完成 过程 ， 寻找 分类

分步的方法

例 ２从 ０ ？ ９ 这十个数字 中 ， 每次任选 ５ 个 ，

可 以组成多少个分别符合下列条件的没有重复数字

的五位数 ？

（ １ ） 奇数 ；

（ ２ ） 能被 ２ ５ 整 除 ；

（ ３ ） ５ ０ ０ ０ ０ ？ ９ ０ ０ ０ ０ 之间 的偶数 ．

注 ： 该 问题原本安排在学 习 完排列组合之后 ， 我

们可 以把它放在基本原理学 习 之后 完成 ， 目 的在于

彰显分类分步计数运用 的独立性 ．

分析 组建一个数 ， 就要根据 问 题 的 限 制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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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看如何组建 ， 有 哪些类 型 ， 每一种类 型按照什 么

步骤组建 ．

（ １ ） 因 为个位数是奇数 ， 首位不能 为零 ， 我们按

照 限制条件多 的数位优先安排 ， 放在第 一步 ， 因 此 ，

第一步组建个位 ， 第 二步组建首位 ， 第 三步 ， 组建 中

间 的 ３ 位 ？ 根据分步计数原理 ， 共有 ５Ｘ８ Ｘ ８ Ｘ ７Ｘ

６＝１ ３ ４ ４ ０个 ．

（ ２ ） 能被 ２ ５ 整 除 的数 ， 最后两位数 只 能 为 ２ ５
，

５ ０
，
７ ５ ， 有三种可能 ， 所 以先分类 ， 然后每

一类再分步

完成 ． 最后两位数是 ２ ５ 的 ， 有 ７Ｘ ７ Ｘ６
＝

２ ９ ４ 个 ； 最

后两位数是 ５ ０ 的 ， 有 ８ Ｘ７Ｘ６
＝

３ ３ ６ 个 ； 最后两位数

是 ７ ５ 的 ， 有 ７ Ｘ ７ Ｘ ６
＝

２ ９ ４ 个 ． 所 以 ， 根据分类计数

原理 ， 共有２ ９ ４＋ ３ ３ ６＋ ２ ９ ４＝９ ２ ４个 ．

（ ３ ） 首位 、末位都有限制 ， 首位数只 能是 ５
，
６

，
７ ，

８ ， 个位数 只 能是 〇
，
２

，
４

，
６

， ８ ， 我 们确立一个
“

完成任

务
”

的 主线 ， 按照首位数分类 ．

第一类 ， 首位数是 ５ 或 ７ 时 ，共有 ２ Ｘ ５ Ｘ ８ Ｘ ７ Ｘ

６＝３ ３ ６ ０ 种方法 ；

第二类 ， 首位数是 ６ 或 ８ 时 ，共有 ２ Ｘ ４ Ｘ ８ Ｘ ７ Ｘ

６＝２ ６ ８ ８ 种方法 ？

所 以 ， 根据分类计数原理 ， 共有 ３ ３ ６ ０＋２ ６ ８ ８＝

６ ０ ４ ８个 ．

通过解决上 述 问 题 ， 让学生领悟计数 问题 的本

质 ， 理解计数 问题是求完成一件事情 （任务 ） 有 多少

种方法 ， 这 个事情 （ 任 务 ） 不是杂乱无章地去做 ， 而

是按照一定线索 、路径 去实 现 ， 怎 么 完成 ， 有 几种 途

径 ，几个步骤等等 ， 这就是寻找 问题解决 的分类或分

步方法 ． 因 此 ， 如 何完 成一件事情 （ 任 务 ） 是需要首

先考虑 的 ． 如组合一个五位数 ， 我们就应该想如何把

这个数字组合 出 来 ， 个位 是什 么 ， 首 位是什 么 ？按 照

什 么线索 和 路径把数
“

组排
”

出 来 ． 事 实 上 ， 知 道 如

何完成一件事情 ， 分类分步也就 自 然 明 了 ．

完成一件事情 （任务 ） 往往有许多 限制 条件 ， 以

其 中 的
一个限制条件为 主线就是选择分类 的标 准 ，

由 这个限制 条件 ， 派生 出 的各种情况就是具体分类

的个数 ， 如果事情需要一步一步完成 ， 这就是分步 的

意 义 ． 要根据具体情境确 定 完 成任 务 时 是 分类 在 先

还 是分步在先 ．

３ ． ３改变 问 题 的 思 考 角 度 ， 寻 找 分 类 分 步

方法

如果分类时种类繁多 ， 可 以从反面着手分析 ．

例 ３有多少个能被 ３ 整除而又含有数字 ６ 的

五位数 ？

分析 条件
“

能被 ３ 整除
”

容 易 把握 ， 而
“

含有

数字 ６

”

情况较为复杂 ， 注意到本题数位上 的数字可

以重复 ，数字 ６ 可 以 出 现在各个数位上 ， 正 面考虑 ，

分类较多 ， 我们采用
“

正难则 反
”

的方法 ， 先考 虑
“

能

被 ３ 整 除 而 又不含数 字 ６

”

的 五 位数字个数 ， 再从
“

能被 ３ 整除 的五位数
”

总数 中减去 ．

易 知 ， 五位数 中 ， 能被 ３ 整 除 的数有 ３ ０ ０ ０ ０ 个 ．

现在我们求不含数字 ６ 的情形 ．

① 最高位不能为 〇 和 ６
， 有 ８ 种可能 ；

② 中 间 的 ３ 位数字不能为 ６ ， 各有 ９ 种可能 ；

③ 个位数是关键 ， 既不能是 ６
， 还要保证整个数

能被 ３ 整除 ． 这个时候又要分类 ： 当前 四位数字之和

被 ３ 除余 １ 时 ， 个位可 以 为 ２ ， ５ ，
８ ，

； 当前 四位数字之

和被 ３ 除余 ２ 时 ，个位可 以 为 １
，
４

，
７

； 当前 四位数字

之和能被 ３ 整除时 ， 个位可 以 为 ０ ， ３ ，
９ ． 因此 ， 不论前

四位数字之和是什么情况 ， 个位均有 ３ 种 可能 ．

所 以 ， 能被 ３ 整除且不含数字 ６ 的有 ８ Ｘ ９ Ｘ ９ Ｘ

９Ｘ３＝１ ７ ４ ９ ６种可 能 ．

所 以 ， 被 ３ 整 除 而 又 含 有 数 字 ６ 的 五 位 数 有

３ ０ ０ ０ ０
—

１ ７ ４ ９ ６＝１ ２ ５ ０ ４个 ．

具体分类分步时 ，要 引 导学生思考分类 、分步是

否正确 ， 是否科学 ，是否做到类类互斥 ， 步步独立 ， 不

重不漏 ．

３ ．４ 结合几何直观 ， 寻找分类分步的方法

例 ４（ 文 ［
３ ］ 中 例题改编 ） 有 如 图 １ 所示 的 一

个花坛 ， 分为五个 区域 ， 现把其栽上 花苗 ， 有五种不

同颜色 的花苗 可供选择 ， 要求 相邻 两块 的 花苗不 同

色 ， 问 总共有多少种不 同 的方法 ？

解法一 有 五块 区域 ， 首 先考 虑 分步 ． 实施分

步 的过程 中发现需要分类 ．

因 为 区域 Ａ 与所有其它 区域相邻 ， 最先把 Ａ 的

花苗选好 ，按照 Ａ—Ｂ
—

Ｃ — Ｄ 
—

￡ 的顺序选择花

苗 的颜色 ． Ａ 有 ５ 种选择方法 ， Ｂ 有 ４ 种选择方法 ， Ｃ

有 ３ 种选择方法 ， Ｄ 有 ３ 种选择方法 ， 但是 ， 区域 ￡ 在

选择花苗时 ， 需要对 Ｂ
，
Ｄ 选色的情况进行分类 ．

（ １ ） 若 同色 ，根据分步计数原理 ， 有 ５ Ｘ ４Ｘ

３Ｘ１Ｘ３
＝１ ８ ０种方法 ；

（ ２ ） 若 Ｂ
、
Ｄ 不 同 色 ， 则根据分步计数原理 ， 有 ５

Ｘ ４ Ｘ ３ Ｘ ２ Ｘ ２
＝２ ４ ０种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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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类计数原理 ， 共有 １ ８ ０ ＋ ２ ４ ０
＝

４ ２ ０ 种方

法 －

解法二 根据总体选色 的多少分类 ， 每一类选

色后分步 ．

五种颜色 的花苗不一定全部用 上 ， 根据需要花

苗 的种类考虑分类 ． 显然 ， 要使相邻 区域不 同 色 ， 至

少需要三种颜色 ． 因此 ， 选择花苗可 以分成三类 ．

（ １ ） 若选五种颜色花苗 ， 则有 ５ Ｘ ４ Ｘ ３ Ｘ２ Ｘ １
＝

１ ２ ０ 种方法 ；

（ ２ ） 若选 四种颜色花苗 ， 必有两块 区域 同 色 ， 只

有 Ｂ 、 Ｄ 同 色或 Ｃ 、￡ 同色 ， 另 外 ， 选 四种颜色本身就

有 ５ 种方法 ， 所 以有 ２ Ｘ ５ Ｘ ４ Ｘ ３ Ｘ ２ Ｘ １＝２ ４ ０ 种

方法 ；

（ ３ ） 若选三种颜色花苗 ， 由 图可知 ， 只有 Ｂ 、 Ｄ 同

色且 Ｃ 、 ￡ 同 色 ， 另 外 ，选三种颜色本身有 １ ０ 种方法 ，

所 以有 １ ０Ｘ３Ｘ２Ｘ１＝６ ０ 种方法 ？

所 以 ， 根据分类计数原理 ， 共有 １ ２ ０＋２ ４ ０＋６ ０

＝ ４ ２ ０ 种方法 ．

在引 导分析 时 ， 要强调 ： （ １ ） 如何切 人 问 题 （ 怎

样选择 区域花苗颜色 ）
；

（ ２ ） 按 照什 么 方法 （什么 标

准 ， 什 么 步骤选 择颜色 ） 计数 ． 要 引 导 学生 深人情

境 ，

“

设身处地
” “

身 临其境
”

， 假如要我选择 区 域颜

色 ， 我怎么选 ？按什么步骤或什么 标准 ？完成任务 的

主线是什么 ？

（ １ ） 以分类为 主线还是分步 为 主线 ， 要看你思

考 问题的角 度 ． 即 ： 分类 、 分步主线 的确 定不是一成

不变 的 ， 同样一个 问题 ， 可 以 以分类 为 主线分析 ， 也

可 以 以 分步 为主线分析 ． 分类分步也不是单纯 的或

单一 的 ， 往往分类 中 有分步 ， 分步 中 有分类 ， 分类分

步是综合 、交叉 的 ．

（ ２ ） 实际计数时 ， 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把所有
“

标

准
”

或
“

顺序
”

都搞得清清楚楚 明 明 白 白 ， 有 时是在

分步 的过程 中发现需要分类 ， 在分类计数时发现需

要分步 ，也就是主线 （主干 ） 下有枝节 ．

计数问 题常常涉及一些复杂 的关系 ， 很容易造

成分析过程 的思维混乱 、逻辑混乱 ，要在具体问题解

决 中理解切人问题 的方法 ， 要让学生意识到 ， 只有分

类或分步才容易切人 问题 ， 找到解决 问题 的办法 ， 不

断强化计数 问题的分类和分步意识 ．

五 、 结束语

凸显两个原理 的 思想方法 ， 积累两个原理应用

的思维和活动经验 ， 培养学 生学会依据原理思考 问

题的方法 ， 把计数问题
“

科学 的思考方法化为学生惯

常的思维方式
”

［
４
］

． 要厚实基础 ， 特别要强化两个原

理的运用教学 ，使之与后续计数有关 的教学水到 渠

成 ， 这不仅对原理的掌握 ， 而且对计数的数学思想形

成都是十分有益的 ．

在实施基本原理的教学时 ， 要有意识地放慢教

学节奏 ， 两个计数原理 的 思想 、 思维 、 方法及运用 是

贯穿计数问题始终 的 ，不要怕在这里多花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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