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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屉原理，也称鸽巢原理，是组合数学中的

一个重要原理。在 2001 年前，抽屉原理只是作

为数学竞赛的内容， 学生在课外兴趣小组中学

习。课程改革后，人教版教材将其纳入“数学广

角”的内容，安排在六年级下册。
抽屉原理的结论表述简洁、抽象，对六年级

学生而言，要真正理解并不容易，因此这节课不

好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随堂听课，还

是参加教学观摩活动，每次听抽屉原理，总觉得

教师没有教清楚，学生没有学明白。我也一直在

思考、琢磨，但苦于找不到教学改进的突破口，
不敢轻易尝试。

教学现状与问题思考一

1.例 1 教学现状与问题思考。
（1）教学现状。
对于教材中的例 1， 大多数教师是这样教

的：先呈现“把 4 支铅笔放进 3 个笔筒中，不管

怎么放，总有 1 个笔筒里至少有 2 支铅笔”这句

话，让学生初读理解后，教师提出问题：“总有 1
个笔筒里至少有 2 支铅笔”这种说法对吗？

然后要求学生摆一摆（或画一画），呈现四

种不同放法（如图 1），引导学生观察、思考、讨

论，确认每一种放法都符合“总有 1 个笔筒里至

少有 2 支铅笔”。

图 1
而后，再追问：“‘总有’和‘至少’是什么意

思？”通过交流学生明白“总有 1 个笔筒”是指一

定存在 1 个笔筒或至少有 1 个笔筒,“至少有 2
支铅笔”是指有 2 支或 2 支以上。

最后，教师向学生介绍（或启发学生提出）
教材给出的第二种思考方法，采用“假设”的思

路进行推理：先放 3 支，在每个笔筒中放 1 支，
剩下的 1 支就要放进其中的 1 个笔筒， 所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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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仅要弄清楚重要信息之间的关系，还要能用

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出来，让学生的思维可视化。
有的学生把重要信息的位置进行了新的调

整，从一维空间到二维空间，观察的视角有了新

的维度，还可以从上到下观察；而且把“照这样”
这个词的数学含义凸显出来，每件衣服钉 6 个珠

子是不变的， 数量是相等的，4 件衣服这样钉，12
件衣服同样如此，“1”是不变的，“每份数”是不变

的。有了“1”就有“多”，“1”和“多”是相互依存的。
在此基础上，吴老师紧紧抓住时机，引导学

生：除了竖着观察，还可以怎样观察？
学生受到启发：还能横着看，12 件是 4 件的

几倍，那么求出的 72 个也应当是 24 个的几倍。
把数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理解， 拓展了学

生对“1”和“多”的新认识，函数思想也渗透其中。
从一维到二维，丰富了对数量关系的感知，而且

也从多个角度理解数量关系， 并能对自己的想

法从多个角度互相印证。
吴老师的课堂总能浅入深出，纵横联通。其原

因就在于吴老师始终把学生放在心里，站在学生立

场，尊重和对接学生的经验，把他们“熟悉的数学”
“有意思的数学”搬到课堂上，从多个视角观察和解

读；同时把数学本质蕴含在活动中、对话中，从而实

现知识间的前有孕伏、后有照应，数学思想方法的

无痕渗透，以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融会贯通。
纵观整堂课，吴老师重视了两次转化。第一次

转化是在丰富的、具体的、多样的生活情境中，提

取重要的信息，把故事转化成数学问题。第二次转

化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在

分析、比较、抽象、概括、交流、反思中把问题解决

转化为数学思考。 在各种方法的对比中学生们从

具体的到半抽象的，再到抽象的模型的提升，经历

了模型建立的过程。好教师就像一粒种子，种下方

法收获能力，种下情感收获美好，种下思想收获人

生。 在学习中不仅学会知识而且习得了方法和用

数学思考问题的方式， 而这正是儿童数学教育追

求的传递知识、启迪智慧、完善人格的目标。
（作者单位：北京市顺义区教育研究和教师

研修中心，北京市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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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 1 个笔筒中有 2 支铅笔。
（2）问题思考。
“把 4 支铅笔放进 3 个笔筒中， 不管 怎么

放，总有 1 个笔筒里至少有 2 支铅笔”这句话可

分为两部分：①“把 4 支铅笔放进 3 个笔筒中”
这是情境描述，所蕴含的问题是“你能发现什么

规律”；②“不管怎么放，总有 1 个笔筒里至少有

2 支铅笔”是结论。
通常的设计都是教师创设问 题情境，学生

探 索 发 现 规 律，而 不 是 直 接 给 出 结 论，让 学 生

去 证 明 结 论 是 否 正 确。上 述 教 学 过 程，学 生 缺

失 了 观 察 发 现、抽 象 概 括 规 律 的 过 程 ，学 习 方

式 过 于 理 性 化、成 人 化，影 响 学 生 对 规 律 的 深

度理解。
我曾听过有教师尝试这么教学： 先创设问

题情境“把 4 支铅笔放进 3 个笔筒中”，然后提

出问题：“有几种不同的放法？”在组织学生通过

操作罗列出 4 种放法后，让学生观察、思考发现

的规律。结果遭遇尴尬：没有学生能自主发现规

律！
细想之后， 不难发现期望学生自己概括出

“总有 1 个笔筒里至少有 2 支铅笔”这个规律要

求高了！主要的原因是“把 4 支铅笔放进 3 个笔

筒中”这个情境过于数学化，无法有效驱动学生

思考和表达其中蕴含的规律。
那能否设计出可以有效驱动学生思考和表

达“抽屉原理”的问题情境呢？这是研究例 1 教

学过程中困扰我的最大问题。

2.“做一做”教学现状与问题思考。
（1）教学现状。
接着来分析“做一做”第 1 题的教学：5 只鸽

子飞进 3 个鸽笼， 总有 1 个鸽笼至少飞进了 2
只鸽子。为什么呢？

教学时， 因为罗列出所有可能结果比较烦

琐，所以很多教师不再要求学生采用枚举法，而

是鼓励学生采用“假设”的思路进行推理。学生

一般会这样表达：5 只鸽子飞进 3 个鸽笼， 先每

个鸽笼飞进 1 只鸽子， 再让剩下的 2 只鸽子分

别飞进其中的 2 个鸽笼。所以，总有 1 个鸽笼至

少飞进了 2 只鸽子。
（2）问题思考。
以上教学过程，值得商榷。
其一，延续例题编写方式，本单元所有习题

全部采用“问题情境+规律表述+要求证明”的方

式。我认为这是需要改变的，教师应该在给出问

题情境后，鼓励学生自己思考发现、抽象概括规

律。实践证明，这完全可行。
其二， 过早抛弃枚举法， 要求学生只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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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的思路进行推理，抽象过快、要求太高。
过早抛弃枚举法，会带来什么问题呢？下面

结合一个培训案例进行说明。
在一次暑期新教师培训时， 我让近百位新

入职教师写出下面问题的结果：把 10 个苹果放

进 9 个抽屉里，总 有 1 个抽屉里至少放了（ ）
个苹果。结果颇让人惊讶，也令人担忧，竟然有

11 位 教 师 填 错 了 答 案， 而 且 错 误 的 答 案 都 是

“1”。
随后的访谈让我明白了问题所在， 这 11 位

教师的想法如出一辙，他们都采用“假设”的思路

进行推理（如图 2）。

图 2
显然，他们也已经抛弃了枚举法，直接想“最

不利”的这一种情况。但在填写答案时，他们比较

的是“2”和“1”，当然“1”是更少的了。
我再让教师来分析： 为什么括号里不能填

“1”，而要填“2”呢？结果发现，很少有教师能把用

“假设”的思路进行推理的过程讲清楚。
那么， 怎样才能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呢？有

下面三种分析方法可供选择：
方法一：枚举法。先罗列出“把 10 个苹果放

进 9 个抽屉里” 这一事件发生的所有可能结果。
但因为可能的结果太多，可以简化，想明白“每一

种放法中，最多的那个抽屉可能放了几个苹果”，
有“2~10 个”共 9 种可能，其中最少是“2 个”。再

从“最不利”的角度，用平均分的方法，进一步说

明“不可能比‘2 个’再少了”。
方法二：假设法。直接想“最不利”的情况，采

用“假设”的思路进行推理。假设先把 9 个苹果放

进 9 个抽屉里，每个抽屉里放进 1 个，剩下的 1
个苹果要放进其中 1 个抽屉里。但这时，还不能

直接推理得出“总有 1 个抽屉里至少放了 2 个苹

果”这个结论，只能得出“一定有 1 个抽屉里放了

2 个苹果”。
教学时，需要引导学生经历完整的推理过程：

①假设先放 9 个苹果， 在每个抽屉里放 1

个，剩下的 1 个还要放进其中的 1 个抽屉。所以

一定有 1 个抽屉里放了 2 个苹果。

②如果不是这样尽可能平均地放， 那么，总

有一个抽屉里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的苹果。

③因此，不管怎么放，总有 1 个抽屉里至少

有 2 个苹果。
如果缺失了上述第二步， 学生就会一知半

解，似懂非懂。上述培训案例中，填错答案的教师

就是因为采用“假设”的思路进行推理时，过程不

完整产生了错误。
方法三：反证法。即先假设“总有 1 个抽屉

里至少有 2 个苹果”这个结论不成立，那就是说

“所有抽屉里都不到 2 个苹果”。然后分析“哪怕

在每个抽屉里都放 1 个苹果， 总共才放了 9 个

苹果”，说明假设不成立，从而反过来证明“总有

1 个抽屉里至少有 2 个苹果” 这个结论是正确

的。
比较以上三种方法，枚举法具体形象，最有

利于学生理解“总有”和“至少”的含义；缺点是

比较烦琐，在数据变大时，罗列出所有可能的结

果较为困难。假设法和反证法简洁有力，普遍适

用；缺点是比较抽象，对学生推理能力的要求比

较高。 结合第一课时教学目标和六年级学生的

思维水平， 我认为本节课教学主要采用枚举法

分析问题。如在“做一做”教学时，还是需要让学

生先罗列出所有可能的结果 （数据较大时可以

简化），再观察、发现和概括出规律。如果有学生

提出假设法， 教师则需要引导学生经历完整的

推理过程。

教学设计与实践思考二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引导学生说一说什么是抽屉原理。
（二）探究新知。
1.问题情境一。
（1）呈现问题情境：小明上课发言积极，老师

要奖励他，奖品共有 4 支铅笔。小明有以下两个

选择：
①直接拿 2 支笔，开心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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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老师会把这 4 支笔放入 3 个抽屉里（抽屉

是敞开的）。等老师放好后，选择其中 1 个抽屉里

的笔作奖品。
（2）组织讨论：如果小明想得到尽可能多的

铅笔，你建议小明怎样选择？请说明理由。
设计意图：问题情境中，小明是三年级的学

生，让本节课的教学对象———六年级学生给小明

选择建议，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驱动探索的任务，
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把例 1 的“把 4 支

铅笔放进 3 个笔筒中”改成“把 4 支笔放入 3 个

抽屉里”， 是为了让抽屉原理更符合学生思考的

逻辑。
实践思考：一开始选择，学生的意见就产生

了分歧：有的学生选择①，多数学生选择②，还有

学生认为选择①、②均可。有分歧说明学生对问

题的认知有差异，有分歧、有差异就有讨论、分析

的必要，这是引导学生卷入探究的强大动力。
在交流、讨论过程中，学生需要罗列出所有

可能的放法，并给出选择的理由。学生选择①的

理由是：小明能拿到 2 支笔；选择②的想法是小明

还是只能拿到 2 支笔，因为老师会按照（2，1，1）的

数量放笔。
这时，需要引导学生走出理解抽屉原理的一

个重要误区，即不能把“把 4 支笔放入 3 个抽屉

里”这个事件看成一个确定性事件！
学生需要结合情境理解： 在小明作出选择

前，老师还没有“把 4 支笔放入 3 个抽屉里”。老

师的放法不唯一（如果只考虑铅笔的数量，不考

虑抽屉的顺序，共有 4 种不同放法），在小明作出

选择前， 他并不能确定老师会按照哪种方法放

笔。
这也是选择②的学生所表达的理由：老师共

有（4，0，0）（3，1，0）（2，2，0）（2，1，1）这 4 种放法，
如果选择②，小明可能得到 2 支笔，也可能得到

3 支笔或者 4 支笔。进而引导学生更加简洁地表

述为“至少有 2 支笔”，从而完成抽屉原理最为重

要的一次抽象概括，初步理解“至少”的含义。
接着，教师结合 4 种放法追问：“不是还有 1

支和 0 支吗，为什么说至少有 2 支笔？”从而让学

生理解“至少有 2 支笔”并不是要求每一种放法

中所有抽屉里都要有 2 支笔，而只要“存在”至少

1 个抽屉就可以了。这样，学生对抽屉原理的第

二个关键词“总有”也达成了初步理解。
教学至此，“把 4 支笔放入 3 个抽屉里，不管

怎么放，总有 1 个抽屉里至少有 2 支笔”这个规

律自 然 抽 象 概 括 出 来 了（如 图 3）。在 这 一 过 程

中，学生不但初步理解了抽屉原理，掌握了两个

关键词“总有”和“至少”的含义，还增强了对“变

与不变思想”的体验感悟。

图 3
2.问题情境二。
（1）呈现问题情境：小玲作业正确率高，老师

也要奖励她，奖品共有 5 支铅笔。小玲有以下两

个选择：

①直接拿 3 支铅笔，开心地走了。

②老师会把这 5 支铅笔放入 3 个抽屉里（抽

屉是敞开的）。等老师放好后，选择其中 1 个抽屉

里的铅笔作奖品。
（2）组织讨论：如果小玲想得到尽可能多的

铅笔，你建议小玲怎样选择？请说明选择理由。
设计意图：采用问题情境串的设计形式，让

教 学 更 有 整 体 性 。“把 5 支 铅 笔 放 入 3 个 抽 屉

里”，变化的是放法：（5，0，0）（4，1，0）（3，2，0）（3，1，1）
（2，2，1）。不变的规律依然是“不管怎么放，总有

1 个抽屉里至少有 2 支铅笔”。
实践思考：因为情境一的思维惯性，几乎所

有学生都不假思索地选择②。这时，教师要求学

生想一想老师所有可能的放法， 并有序写下来。
再次交流时， 几乎所有学生又都改变了主意，建

议小玲选择①，理由是：如果选择②，小玲会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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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 2 支铅笔的风险。
这时，教师再次追问：如果建议小玲选择②，

有理由吗？让学生进一步明白选择②，虽然有只

能得 2 支铅笔的风险，但也有得 4 支或 5 支铅笔

的希望。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至少”的含

义，进一步增强对“变与不变思想”的体验感悟。
教学可谓一波三折，充满悬念。

通过深度讨论，让学生逐步体悟到，有时候，
数学能帮助我们作出唯一确定的选择，但更多时

候，数学只能帮助我们分析、厘清解决问题的思

路，每个人还需要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选择“稳

妥”，还是愿意“冒险”。

3．介绍数学家狄里克雷发现抽屉原理的历

史。

4．解答抽屉原理的两个经典问题。
（1）把 10 个苹果放入 9 个抽屉，总有 1 个抽

屉里至少放了（ ）个苹果。
教学时，通过追问“至少”的含义，引导学生

不但完整经历用“假设”的思路进行推理的思维

过程，而且清晰理解“最多中的最少”这一层意

思。
（2）9 只鸽子飞进 5 个鸽巢， 总有 1 个鸽巢

至少飞进（ ）只鸽子。
教学时，先追问“至少”的含义，强 化对“最

多 中 的 最 少 ”的 理 解 。再 追 问 “把 什 么 看 作 抽

屉”，从而告知抽屉原理又叫鸽巢原理。最后追

问 “如 果 有 10 、11 、12 、13 、14 、15 、16 只 鸽 子

呢 ”，让 学 生 初 步 掌 握 从 “最 不 利 ”的 角 度 ，用

“假设”的思路进行推理，快速找到答案的思维

过程。
（三）应用巩固。

1.引导学生举例。

2.玩一玩，扑克牌游戏中的抽屉原理。
先明确一副完整的扑克牌去掉大、 小王后，

还剩下 52 张，黑、红、梅、方各 13 张。指名让 5 个

学生每人任意抽一张牌，反扣在桌面上，引导学

生思考：你能得出什么结论？讨论后呈现规律：至

少有 2 张牌是同一花色的。在学生表达思考过程

后，揭开这 5 张牌，让学生进一步理解“至少”的

含义，感悟随机思想。

3.想一想，手机号码中的抽屉原理。
让学生将自己或爸爸、 妈妈的手机号码写

下来，思考：你能得出什么结论？讨论后呈现规

律：至 少 有 2 个 数 字 重 复 出 现。在 学 生 说 明 思

考过程后，统计“2 个、3 个、4 个数字重复……”
的 情 况 ，进 一 步 加 深 学 生 对 “至 少 ”含 义 的 理

解。

4.议一议，班级学生中的抽屉原理。
（1）任选 3 位同学，你想到了什么规律？
思考、讨论后呈现规律：至少有 2 位同学性

别相同。
（2）任选 13 位同学，你又想到了什么规律？
思考、讨论后呈现：至少有 2 位同学出生的

月份相同。教学时，还有学生表达为：至少有 2 位

同学的星座相同，这也是正确的。但有学生表达

为：至少有 2 位同学的属相相同，这是不正确的

（全班只有两种不同的属相）。
上述练习，采用“只给情境，让学生自己发现

和表达规律”的方式，这与教材采用的“问题情

境+规律表述+要求证明” 的方式不同。 初看起

来，似乎拔高了教学要求，其实不然，这样的方式

给了学生更大的思维空间和表达自由，更加有利

于学生思考。

多次实践后的教学改进建议三

在教学“抽屉原理”时，教师要努力做到以下

几点。
1.需 要 创 设 更 加 贴 近 学 生 实 际 、具 有 问 题

驱动力的教学情境。2.鼓 励 学 生 自 己 观 察 发 现

和抽象概括出规律。新课教学和巩固练习时，教

师都应在创设情境、提出问题后，要求学生自己

完整表述规律。3.不要轻言放弃“枚举法”，建议

以此作为第一课时的主要分析方法。 在用 “假

设”的思路进行推理时，要引导学生经历完整的

推理过程。而用有余数除法解决问题，这是教材

例 2 的教学要求， 需要建立在清晰理解 “枚举

法”和“假 设 法”的 基 础 之 上，第 一 课 时 可 以 不

教。

（作者单位：浙江嘉兴教育学院） W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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