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斯特数学学思达讲义

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数学广角》

《鸽巢问题例 1》讲义（教师版）

撰稿人：黄兰梅

第一部分:生活中的例子引入（3 分钟）

 T：请同学们看讲义第一部分，谁能用自己的话说一下这个魔术表演的是什

么？

 T：这个结论你相信吗？相信的同学请举起手，不相信的同学不举手。

 T：我先不揭晓答案，等学完本节课的知识，答案自然就有了。

 请同学们自学讲义第二部分。计时：5 分钟。

第二部分:探究抽屉原理（自学 5 分钟，交流 3 分钟，汇报 8 分钟，统整 2 分钟，

共 18 分钟）

例 1：把 4 个苹果放进 3 个抽屉中，不管怎么放，总有一个抽屉

里至少有 2个苹果。

教学内容：人教版六下第五单元 P68 例 1

教学目标：

1. 通过操作、观察、比较、说理等数学活动，使学生经历鸽巢

问题的形成过程，初步了解鸽巢原理。

2. 会用鸽巢原理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或解释相关现象。

教学重难点：

理解鸽巢原理，并会运用原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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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有”是什么意思？ 肯定有，总会有，一定有

“至少”是什么意思？最少，最起码

2. “总有一个抽屉至少有 2 个苹果”，这个结论正确吗？请你

试着说明。

 学生自学，老师巡视了解情况。

 学生汇报，老师根据汇报进行追问和统整。

预设汇报 1：

 师追问：我们来看这种摆法，凭什么说“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 2 个苹果”

（第一种摆法有一个抽屉是 4 个，第二种摆法有一个抽屉是 3 个，第三种摆

法有一个抽屉是 2 个，第四种摆法有两个抽屉都是 2 个，所以“总有一个抽

屉里至少有 2 个苹果”）

 比 2 个多可以吗？（至少放进 2 个苹果就是最少是 2 个，比 2 个多也是可

以的，2 个、3 个、4 个都是符合要求的）

 师统整：动手摆出所有的可能，发现结果是符合“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 2

个苹果”。

预设汇报 2：

 师生一起圈出每种分法中不小于 2 的数，对学生的简洁表示法给予表扬。

贝博士：

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尝试用以下方法：

方法一：动手画一画，分一分，列举出各种情况。

方法二：用假设的方法，先把苹果尽量平均分散放在每个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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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方法都很好地枚举出了所有摆法，进而验证“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

2 个苹果”的结论是正确的。

 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借助洋葱视频再来核对一下。

预设汇报 3：一共有 3 个抽屉；如果每个抽屉放 1 个苹果，一共放了 3 个；

这时还剩 1 个，无论放到哪个抽屉里，总有一个抽屉至少有 2 个苹果。

 根据生的表达，师同时进行板书图示，引导学生直观认识“这时，无论放到

哪个抽屉，那个抽屉就是 2 个”的情况。

 师追问：你为什么要先在每个抽屉里放 1 个呢？（因为总共有 4 个，平均分,

每个抽屉只能分到 1 个。）

 师追问:你为什么要平均分呢?(板书:平均分)（平均分, 就可以使每个抽屉的

笔尽可能少一点, 也就有可能找到和题目意思不一样的情况）

 师追问:但是这样只能证明总有一个抽屉中肯定会有 2 个苹果,怎么能证明至

少有 2 个呢?（平均分已经使每个笔筒中的笔尽可能少了, 如果这样都符合要

求，那另外的情况肯定也是符合要求了.）

 师统整：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把 4 个苹果放进 3 个抽屉中，不

管怎么放，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 2 个苹果。。

 师:刚才我们通过不同的方法验证了这句话是正确的。现在老师把题目改一改,

你们看看还对不对,完成讲义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深化抽屉原理（自学 3 分钟，讨论 2 分钟，汇报 5 分钟，共 10 分钟）

1. 5 个苹果放进 4 个抽屉,总有一个抽屉至少有（2 ）个苹果。

2. 10 个苹果放进 9个抽屉，总有一个抽屉至少有 2 个苹果。

3. 100 个苹果放进 99个抽屉，总有一个抽屉至少有 2 个苹果。

想一想：

1 你用哪种方法来解决这几个问题？

你能用算式来说明第 3 题的结论吗？

2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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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以上题中数据，当（ n+1 ）个苹果放进 n 个抽屉里，

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 2）个苹果。

 教师引导学生说理,学生逐渐都采用假设的思路熟练地来表达。

 师:我们为什么都采用假设的方法来分析,而不是画图或举例子呢?(引导学生

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体会枚举方法的优越性和局限性,感悟假设方法更具一

般性的特点,)

 师:只要苹果的数量比抽屉的数量多 1,那么总有一个抽屉至少要放 2 个苹果。

 师统整: 像这样的数学问题,我们就叫做“抽屉问题”,又叫“鸽巢问题”，它

们里面蕴含的这种数学原理,我们就叫做“鸽巢原理”或“抽屉原理”.(揭题

板书)

第四部分：巩固练习（思考 2 分钟，汇报 3 分钟，共 5 分钟）

1. 结合我们本节所学的知识，你能解释一下扑克牌的问题吗？

参考答案： 扑克牌有 4 种花色，相当于 4 个抽屉， 5 个人相当于 5 个

苹果，如果每个人都各拿一种花色，最后一个人所抽的颜色一定会与前

面某一人是相同花色，所以至少有 2 张牌是同花色的。

2. 5 个苹果放进 5个抽屉里，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几个苹果？

为什么？

参考答案： 一共有 5 个抽屉，如果每个抽屉放一个苹果，刚好放完，

所以总有一个抽屉至少有 2 个苹果。

3. 5只鸽子飞进了3个鸽笼，总有一个鸽笼至少飞进了2只鸽子。

为什么。

参考答案：一共有 3 个鸽笼，假设每个鸽笼飞进 1 只，最多飞进 3 只，

还剩 2 只鸽子，这两只鸽子可以再平均分到两个鸽笼里，也可以同时飞

进一个鸽笼，无论怎么飞，肯定有一个鸽笼里至少有 2 只鸽子。

第五部分：全课小结（2 分钟）

结合本节课的学习目标，说一说你有那

些收获？

补充资料：

抽屉原理是组合数学中的一个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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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它最早由德国数学家狄利克雷(Dirichlet)提出并运用于解决数

论中的问题,所以该原理又称“狄利克雷原理”。抽屉原理有两个经

典案例,一个是把 10 个苹果放进 9 个抽屉里, 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

放了 2 个苹果,所以这个原理又称为“抽屉原理”;另一个是 6 只鸽

子飞进 5 个鸽巢,总有一个鸽巢

至少飞进 2只鸽子,所以也称为 “鸽巢原理”。

课外拓展：

《晏子春秋》里有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晏子采用借“桃”

杀人的办法,不费吹灰之力,便达到了他预定的目的,可说是善于运用

权谋。值得指出的是,在晏子的权谋之中,包含了一个

重要的数学原理——抽屉原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了

解一下这个典故。

板书设计：

鸽巢问题

苹果数 抽屉数 至少数

100 ÷ 99 =1……1 2

n+1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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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数学广角》

《鸽巢问题例 1》讲义（学生版）

班级： 姓名： 学号：

第一部分:生活中的例子引入（3 分钟）

第二部分:探究抽屉原理（自学 5 分钟，交流 3 分钟，汇报 8 分钟，统整 2 分钟，

共 18 分钟）

例 1：把 4 个苹果放进 3 个抽屉中，不管怎么放，总有一个抽屉

里至少有 2个苹果。

1. “总有”是什么意思？

“至少”是什么意思？

2.“总有一个抽屉至少有 2 个苹果”，这个结论正确吗？请你

试着说明。

学习目标：

1. 经历鸽巢问题的探究过程，初步了解鸽巢原理。

2. 会用鸽巢原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学习重难点：

理解鸽巢原理，并会运用原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贝博士：

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尝试用以下方法：

方法一：动手画一画，分一分，列举出各种情况。

方法二：用假设的方法，先把苹果尽量平均分散放在每个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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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深化抽屉原理（自学 3 分钟，讨论 2 分钟，汇报 5 分钟，共 10 分钟）

1. 5 个苹果放进 4 个抽屉,总有一个抽屉至少有（ ）个苹果。

2. 10 个苹果放进 9个抽屉， 。

3. 100 个苹果放进 99个抽屉， 。

想一想：

1 你用哪种方法来解决这几个问题？

你能用算式来说明第 3 题的结论吗？

2 总结：

观察以上题中数据，当（ ）个苹果放进 n 个抽屉里，

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 ）个苹果。

第四部分：巩固练习（思考 2 分钟，汇报 3 分钟，共 5 分钟）

1. 结合我们本节所学的知识，你能解释一下扑克牌的问题吗？

2. 5 个苹果放进 5个抽屉里，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几个苹果？

为什么？

3. 5只鸽子飞进了3个鸽笼，总有一个鸽笼至少飞进了2只鸽子。

为什么？

第五部分：全课小结（2 分钟）

结合本节课的学习目标，说一说你有那些收获？

补充资料：

抽屉原理是组合数学中的一个重要原

理 , 它 最 早 由 德 国 数 学 家 狄 利 克 雷

(Dirichlet)提出并运用于解决数论中的问

题,所以该原理又称“狄利克雷原理”。抽屉

原理有两个经典案例,一个是把 10 个苹果

放进 9 个抽屉里, 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

了 2个苹果,所以这个原理又称为“抽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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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另一个是 6 只鸽子飞进 5 个鸽巢,总有一个鸽巢

至少飞进 2只鸽子,所以也称为 “鸽巢原理”。

课外拓展：

《晏子春秋》里有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晏子采用借“桃”

杀人的办法,不费吹灰之力,便达到了他预定的目的,可说是善于运用

权谋。值得指出的是,在晏子的权谋之中,包含了一个

重要的数学原理——抽屉原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了

解一下这个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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