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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下的数学精简单元教学探究
—–以排列组合教学为例

安徽省萧县中学 (235200) 路召飞 殷雪剑

摘要 单元教学是新时代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它基于

学习的需要,通过构建单元知识的链条和结构体系,整体设

计单元教学方案,达到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和提升课堂教学效

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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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组合是每年高考的热点问题, 因其解法灵活多样,

变化无穷,所以给教学和学习增加了难度. 本文结合双减下

的精简教学的课堂探究,进行单元设计,提高课堂效率,进而

提升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构建了自然连贯的教学过程.

1 涂色问题的探讨

(1)直线型: 用 4种不同的颜色,给图 1四个区域涂色,每

个区域涂一种颜色,相邻区域不同色,共有多少种涂法?

法一: 分步乘法原理 4× 3× 3× 3 = 108“位置法”

法二: 元素优先

(1)用 4种颜色涂完 A4
4 = 24;

(2)用 3种颜色涂完 C3
4C

1
3A

3
3 = 72, AC,AD,BD同色;

(3)用 2种颜色涂完 C2
4A

2
2 = 12, AC,BD同色;

由分类加法原理得 24 + 72 + 12 = 108.

图 1 图 2

变式探究 用 4种不同的颜色对图 2中的 5个区域涂色

(4种颜色全部用完) ,每个区域涂一种颜色,相邻的区域不能

同色,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涂色方法?

由上述拓展,教师通过“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在函数奇

偶性中的渗透,可引导学生得到函数 y = f(x)图象关于直线

x = a对称或者关于点 (a, b)对称的性质.

4.3“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在立体几何教学中的渗透

在文献 [2]中介绍了通过“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在直线

与线面垂直的定义中渗透,可逆向使用定义,得到线线垂直

与线面垂直互相转化的路径.

4.4“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在数列教学中的渗透

数列的学习通常围绕着通项公式 an 与前 n项和 Sn 展

开学习,其中通项公式 an与前 n项和 Sn的关系是数列学习

中培养学生逻辑推理素养的一个重要教学环节. 由 2021年

高考全国甲卷第 7题: 等比数列 {an}的公比为 q,前 n项和

为 Sn,设甲: q > 0,乙: {Sn}是递增数列,则
A. 甲是乙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B. 甲是乙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C. 甲是乙的充要条件

D. 甲既不是乙的充分条件也不是乙的必要条件
启示在进行完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的前 n项和 Sn 后,

可从“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角度渗透公差或公比与通项

an 与前 n项和 Sn 之间的逻辑关系. 上题等比数列 {an}中,

有逻辑关系: {Sn} 是递增数列 ⇔ an > 0(∀n > 2), an >

0(∀n > 2) ⇒ q > 0.

由于缺少 a1 的信息,因此无法得到“an > 0”与“q > 0”

的充要关系. 类似的,在等差数列中,有逻辑关系: {Sn}是递

增数列⇔ an > 0(∀n > 2), an > 0(∀n > 2) ⇒ d > 0.

通过以上引导,加强学生对公差或公比与通项 an 与前

n项和 Sn 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认识,发展学生逻辑推理素养.

5 小结

综上所述,在高中数学的概念与性质教学中通过“充分

条件与必要条件”的角度引导学生对不同命题的思考和探索

新命题,能提高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从而令学生在高中多

个概念与性质学习的过程当中培养逻辑推理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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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优先）(1) 路线: 4 → 2 → 1 → 3 → 5,

4× 3× 2× (1× 1 + 1× 3) = 96.

点睛 区分 13同色、不同色. 分步乘法原理

(2) 15、25、35、13同色, C1
4A

4
4 = 96.

点睛 分组分配

(2)环型

给图 3中四个区域分别涂上 4种不同颜色中的某一种,

允许同一种颜色使用多次,但相邻区域颜色不同,共有多少

种涂色方案?

(位置优先)法 1: 分步乘法 4× 3× 2× 2 = 48.

路线: B → C → A → D, (B → A → C → D).

法 2: 路线 A → B → D → C, (若 A → B → C → D

则同法一).

AD同色 4×3×1×2 = 24;AD不同色 4×3×2×1 = 24,

共有 48种涂色方案.

在位置优先的原则下注意路线, 尽量回避“对称”的走

法.

元素优先法

图 3 图 4

法 3: 用 3 色涂完 AD 同色 C3
4A

3
3 = 24; 用 4 色涂完

A4
4 = 24,共有 48种涂色方案.

变式 1 5种不同颜色呢? 是 180.

变式 2 如图 4一环形花坛分成 A、B、C、D四块,现有

4种不同的花供选种,要求在每块里种 1种花,且相邻的 2块

种不同的花,则有多少种不同的种法? 是 84.

方法点睛 在涂色问题上注意两种不同方法的思路,找

到突破口,才能找到最佳的解题方法.

2 排列站队问题的探究
7人站成一排, 按如下方式站队, 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方

法?

(1)甲乙两人相邻;

(2)甲乙两人不相邻;

(3)甲乙丙排序一定时;

(4)甲在乙的右边 (不一定相邻) ;

(5) 7人站成圆形;

(6)甲不在首位;

(7)甲既不在首位,又不在末位;

(8)甲不在首位,乙不在末位.

探究解析 (1)相邻问题,捆绑法A2
2 ·A6

6 = 1440; (2)不相

邻问题,插空法A6
6 ·A2

7 = 30240; (3)定序问题思路 1: 先全排

列再除以定序的排列, A
7
7

A3
3

= 840,思路 2: 7个位置,先去 4人

占位,剩下即为固定的甲乙丙顺序,即为 A4
7 = 840. 结论: n

个元素中有m个元素固定顺序即为
An

n

Am
m

= An−m
n (n > m),

(4) 这是属于 (3) 的问题 A7
7

A2
2

= A5
7 =

1

2
A7

7, (5) 断圆问题

A7
7

7
(n个元素) (6) C1

6A
6
6 = 4320, (7) C1

5A
6
6 = A2

6A
5
5 = 3600,

(8) 直接法: 第一类乙在首位 A6
6 = 720, 第二类乙不在

首位 C1
5C

1
5A

5
5 = 3000, 共有 3000 + 720 = 3720. 间接法:

A7
7 − 2A6

6 +A5
5 = 3720.

方法点睛 这是排列中的常规问题,理解题型,注意特殊

元素、特殊位置优先的原则即可.

3 分组与分配问题的探究
现有 6本不同的书,按如下方式分配,各有多少种分法?

1�平均分成 3份;

2�平均分给甲、乙、丙 3名同学;

3�分成一份 1本,一份 2本,一份 3本;

4�甲、乙、丙三人中一人 1本,一人 2本,一人 3本;

5�甲 1本,乙 2本,丙 3本;

6�甲 4本,乙丙各一本;

7�一人 4本,其余两人各 1本;

8�分给 5人,每人至少 1本;

9�分给 4人,每人至少 1本.

思 路 探 究: 1�无 序 均 分 C2
6C

2
4C

2
2

A3
3

; 2�有 序 均 分
C2

6C
2
4C

2
2

A3
3

· A3
3, 先分组再排列, (或者 C2

6C
2
4C

2
2 : 分步乘法

“人取书”) . 均分问题: km个不同元素平均分成 m份, 每

份 k 个元素,则有: 有序均分 (人取) Ck
kmCk

(m−1)k · · ·Ck
k ;无

序均分 (分堆)
Ck

kmCk
(m−1)k · · ·Ck

k

Am
m

; 3�无序不均分 C1
6C

2
5C

3
3 ;

4�C1
6C

2
5C

3
3A

3
3; 5�C1

6C
2
5C

3
3 ; 6�C4

6C
1
2C

1
1 ; 7�C4

6A
3
3; 8�C2

6A
5
5;

9�C3
6C

1
3C

1
2

A3
3

·A4
4 +

C2
6C

2
4C

1
2

A2
2A

2
2

·A4
4.

点评 既要注意均分还是不均分的问题,还要看有序还

是无序问题,分组分配中常见的是先分组再分配问题.

练习变式 1 有编号分别为 1、2、3、4的 4个不同盒子和

4个不同的小球,把小球全部放入盒子内,问:

(1)共有多少种方法;答案是 44.

(2)若每个盒子内放一个小球;答案是 A4
4.

(3)恰有一个空盒子;答案是 C2
4A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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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师院路天水师范学院 (741000) 杨 明 宋 蕾 王港华

摘要 国家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

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 本文对《义务教育数

学课程标准 (2011年版)》与最新颁布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

标准 (2022年版》从编排结构、课程性质与理念、学科核心素

养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和解读.

关键词 课程标准;核心素养;比较研究

2022年 4月,《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22年版)》(以

下简称《课标 (2022年版)》)正式颁布,该标准是《义务教育

数学课程标准 (2011年版)》(以下简称《课标 (2011年版)》)

的修订与补充,它既是中小学数学新教材编写的依据,也是

基于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数学学业水平考试和中考的依据,

更是一线教师课堂教学的依据. 为了更好地领会和落实《课

标 (2022年版)》,本文对《课标 (2011年版)》和《课标 (2022

年版)》进行了对比分析和简要解读.

(4)恰有两个空盒子;答案是 C2
4C

2
2

A2
2

·A2
4 + C3

4A
2
4

(5)若每个盒子内放 1个小球,恰有一球的编号与盒子编

号相同.答案是 8.

变式 2 上题中的 4个小球完全相同.

(1)恰有一个空盒子;答案是 C3
4C

1
3 .

(2)恰有两个空盒子;答案是 C2
4C

1
3 .

(3)每个盒子内放 1个球;答案是 1.

(4)若有 20个相同小球,每个盒子内的球数不少于它的

编号数.答案是 C3
13 = 286.

隔板问题 将 n个相同的元素分配给 m(m < n)个不

同的对象,每个对象至少含一个元素问题. 即: 在 n个元素的

n − 1个间隔中放 m − 1块隔板,将其分为 m份即可,共有

Cm−1
n−1 .

反馈练习 (1)将 5个相同的小球放入 3个不同的盒子,

每个盒子至少有一个小球,共有多少中方法? 答案是C2
4 = 6.

(2)某地区有 9所学校, 现有先进教师名额 11个, 要求

每所学校至少一个名额,共有多少种不同分配方法? 答案是

C8
10 = 45.

(3)若 x, y, z ∈ N+,则有 x+ y+ z = 10的解有多少? 答

案是 C2
9 = 36.

(4)变 3 x, y, z ∈ N,则有 x + y + z = 10的解有多少?

答案是 C2
12 = 66(先借).

4 在立体几何中的应用
(1)某城市纵向有 6条道路,横向有 5条道路,构成如图

所示的矩形道路图, 则从 A 到 B 的最短路线共有多少条?

(如图 5)

方法点睛 从A到B共分 9步,需要 5步横向, 4步纵向

的,所以共有 C5
9 = 126条.

图 5 图 6 图 7

(2)在图 6的四棱锥中,顶点为 P ,从其他的顶点和各棱

中点中取 3个,使它们和点 P 在同一平面内,则有多少种不

同的取法?

方法点睛 第一类 4个侧面,第二类平面 PBD 与平面

PAC 2C3
4 , 第三类 PA 与 BC、CD 的中点构成两个平面,

4C1
2 ,所以共有 4C3

5 + 2C3
4 + 4C1

2 = 56.

(3)如图 7,阴影部分由方格纸上 3个小方格组成,称为

这样的图案为 L形,现有 3 × 5个小小方格组成的方格纸上

可以画出不同位置的 L形图案的个数有多少?

分析 每相邻 4个方格可以有 4个 L,图中共有 8个相

邻的 4方格,所以共有 4× 8 = 32.

方法点睛 在几何图形中构造出不同的分类模型是解题

的关键.

5 教学思考
单元教学是基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下的新课标要求,

它将新的教学理念落实在每节课堂上,彰显数学的整体性与

逻辑性,找到数学核心素养的孕育点,在不断的摸索与实践

中,提高我们的课堂教学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