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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教育 小学数学思维

第 4 课：特殊化 1-竖式

我们从一个例题开始吧： 

例 1：下面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不为 0 的位数，我们有如下加法计算： 
   A B 

 B A 
 C D C 

求：𝐴 𝐵 𝐶 𝐷的值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在第 2 课学过了“翻译”的思想，我们解决数学问题的时候往
往需要将中文翻译为对应的数学语言，这里“不为 0 的位数”说明𝐴, 𝐵, 𝐶, 𝐷为 1，2，3，…, 9 这
几个数中的一个。 

接着这么办？同学们觉不觉得这题有点抽象？即不是特别明白其意思？ 
大家回想一下，平时遇到抽象的东西，老师是如何帮我们理解的？ 

例如：求任何一个个位数为 5 的自然数的平方 
我们可以 
（1）先取其非个位数部分
（2）将其和其下一个自然数的相乘
（3）我们在乘积后添加一个 25 即可

看完这些描述是不是觉得头有点晕，不知道在说什么？怎么办才能理解呢？我们举一个例
子： 

15  
我们首先去掉个位数 5，剩下的是 1 
然后 1 和其下一个自然数，即 2，相乘得 2 
最后我们在 2 的后面添加 25，即15 225 

是不是觉得好理解些了？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65  
首先去掉个位数 5，剩下的是 6 
然后 6 和 7 相乘得 42 
最后我们再 42 后面添加 25，即65 4225 

怎么样？这个计算规律是不是理解了？同学们自己试着计算下115 。有余力的同学借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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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翻译“，看看能不能证明这个结论。 
 
上面的结论同学们以后的计算可以直接使用。这个例子还告诉了我们这么一个道理： 
当问题抽象，难以理解时，我们可以通过举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 
简单的说，题目难以理解时，我们可以对题目中抽象的未知数代入具体的值，来帮助我们理
解题目。这就是我们李泽宇三招 TM 的第二招-特殊化的第一种使用。 
 
我们就用这个原则来解决我们的例题：将具体的数代入字母中。注意这招一个技巧：我们优
先从最特殊，最极端(最大最小)的例子入手。这也是这招叫做特殊化而不是具体化的原因。 
 
我们可以试试最小： 
11+11=22,这时候𝐶 0和题目的条件矛盾。因此这里说明数字不能太小。 
 
我们再试试最大： 

99 99 200 2 198 
这样我们就得出𝐶𝐷𝐶 198，因此𝐶 2, 而𝐶不能为 0，因此𝐶只能为 1. 
 
这就是特殊化-从极端入手后的好处，极端的情况给了我们边界，式子变成： 
 

   A B 
 B A 

 1 D 1 
 
𝐴 𝐵 01,11,21,31 …才能使得他们之和的个位是 1 
我们继续用特殊化，𝐴 𝐵 9 9 18, 𝐴 𝐵 1 1 2，因此𝐴 𝐵不可能为01，也不
可能是21,31, …，只能是 11 
因此𝐷 2，𝐴 𝐵 𝐶 𝐷 11 1 2 14 
 
这道例题还有一个结论要大家记住：两个数相加，加法最多进一位。即加法进位要么是 0，
要么是 1. 
我们先从个位数开始： 
最大的两个个位数之和为9 9 18，只能进一位 
 
那么十位呢？最大的两个 10 位数之和为99 99 200 2 198只能进一位。以此类推。
因此所有的加法，最多往前进一位。 
 
例 2. 下面的算式是由 0，1，2，3，4，5，6，7，8，9 这 10 个数字组成（不能重复使用），
其中有几个数字写漏了，请把它们找出，并写出所有可能的填法。 

 
思路：利用我们上面一问的结论，我们知道和的首位一定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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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一个加数的百位有两种可能： 
7+3 =10 
或者 6+3=9 再加上十位进位的 1 为 10. 这种可能性排除，因此只能为 7 
还剩下 2，5，8，9 这 4 个数 
2+6=8 可能 
5+6=11,有 1，不可能 
8+6=14，有 4，不可能 
9+6=15 有可能 
 
答案：742+356=1098 
 
例 3. （有难度）下面减法计算中每一个汉字代表一个位数，且它们互不相同，求出满足这
个式子的所有可能的汉字的值 
 

   同窗好友 
   同窗好 

 友好友好 
 
思路：这是一道减法，和我们前面的例题不同，从简单入手，你能将其转化为前面的加法吗？
接着，利用前面关于进位的结论，你能得出什么？每一个汉字就相当于我们在第二课中学习
过的字母（用字母代表数-代数语言），能不能翻译一下？ 
 
答案：同=5，窗=2，好=7，友=4 
 
 
例 4. 写出中国象棋棋子代表的数字（它们都是位数，且代表的数字互不相等，写出所有可
能性） 

 

思路：这是特殊化的第二个重要的运用：在数学上，当我们遇到有限可能的时候，我们很
高兴，我们可以分别讨论每一个！（特殊化可以证明！） 
 
答案： 
175 5 875, 或 125 5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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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 

1.（华杯赛）“华杯赛”是为了纪念和学习我国杰出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而举办的全国性大型
少年数学竞赛．华罗庚教授生于 1910 年，现在用“华杯”代表一个两位数．已知 1910 与“华
杯”之和等于 2004，那么“华杯”代表的两位数是多少？ 

 
 
 
 
 
 

2.（迎春杯）在下边的竖式中，相同字母代表相同数字，不同字母代表不同数字，则四位数
tavs  ______ 

s t v a

v t s t

t t v t t



 

 

 
3.下面的字母各代表什么数字，算式才能成立？ 

 
 
 
 
 

4.右面算式中每一个汉字代表一个数字，不同的汉字表示不同的数字.当它们各代表什么数字
时算式成立？ 

 
 
 
 
 

5.下面算式中，相同汉字代表相同数字，不同汉字代表不同数字，求“数学真好玩”代表的数
是几？ 


爱 好 真 知

数 学 更 好

数 学 真 好 玩
 

01 9 1

杯华

2 0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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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华杯赛）在下面的算式中，汉字“第、十、一、届、华、杯、赛’，代表 1，2，3，4，5，
6，7，8，9 中的 7 个数字，不同的汉字代表不同的数字，恰使得加法算式成立．则“第、十、
一、届、华、杯、赛’’所代表的 7 个数字的和等于        ． 

 
 

 
7.  (迎春杯)下面两个算式中，相同的字母代表相同的数字，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数字，
那么 A B C D  E  F G        。 

     
 
 
 
 

 
8. （华杯赛）如下图是两个三位数相减的算式，每个方框代表一个数字．问：这六个方框中
的数字的连乘积等于多少？ 

 
 
 
 
 
 

9. （走美杯）在下式的每个空格里填入一个数字，使竖式成立。 

 
 
 
 
 
 
 

＋

届

赛

6

一

杯

0

十

华

02

第

＋

0 702

E F G

DCBA D C B A

EFG

9 3 78

＋

－

8 9 4

9

2 0 6－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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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育苗杯）在方框内填上适当的数使算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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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思维和答案： 

1.“华杯赛”是为了纪念和学习我国杰出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而举办的全国性大型少年数学竞
赛．华罗庚教授生于 1910 年，现在用“华杯”代表一个两位数．已知 1910 与“华杯”之和等于
2004，那么“华杯”代表的两位数是多少？ 

 
思路：利用结论：两个数相加，要么不进位要么前进一位：发现“0+杯”不能进位，观察十
位加法结果为 0 可知“1+华”进了一位 
 
 
答案：“杯=4”， 
“1+华”进了一位，因此“1+华=0+10” 
因此，“华杯”代表的两位数是 94． 
 
 
 
2.在下边的竖式中，相同字母代表相同数字，不同字母代表不同数字，则四位数 tavs  ______ 

s t v a

v t s t

t t v t t

  

思路：这也是一道加法题，利用“所有的加法，最多往前进一位的规律”来逐步转化为方程去
求解 
 
答案： 
利用加法进位的结论，我们知道和的首位一定是 1，即 t=1 
之后我们再从个位入手，由于结果的个位数也是 t=1，故个位相加“a+t”没有进位（可以用特
殊化去帮助我们理解，a 最大为 9 也只有取 9 时可以进位,但 9+1=10 与题目条件不符） 
所以 a+t=t,得到 a=0 
 
再观察十位，我们分为两种情况  
①v+s 进位：v+s=11, 
则百位计算为 t+t+1=v 得到 v=3,s=8 
 
②v+s 不进位，v+s=1（由于 t=1,a=0,则 v,s 大于 1 故不成立） 
因此四位数 tavs 为 1038 
 
 
 
 
 
 
  

01 9 1

杯华

2 0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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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面的字母各代表什么数字，算式才能成立？ 

 

思路：这是一道简单的加法题，利用加法至多进一位的原则易得出 E 的值 
 
答案： 
利用加法进位的结论，我们知道和的首位一定是 1，即 E=1 
之后我们再从个位入手，可知 D+D 没有进位（若进位则有 D+D=D+10,则 D=10） 
故 D＋D＝D，所以 D=0. 
.此时算式为： 

 

观察 发现这时我们从千位的加法入手较为简单，分两种情况： 
①后面没有进位： 
A+1=10+0 得到 A=9 
由十位 C+1=9 可确定 C=8 
故百位 B+B=8 可确定 B=4. 
得出问题的一个解： 
 

 

 
②后面进位 1 
A+1+1=10 得到 A=8 
同时：C+1=18，即 C=17，这不可能。因此只有一个答案。 
 

 
     

 
 
4.右面算式中每一个汉字代表一个数字，不同的汉字表示不同的数字.当它们各代表什么数字
时算式成立？ 

 

 
思路：加法最多进一位，易知“真”的数值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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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三位数加上三位数，其和为四位数，所以“真”=1. 
百位向千位进了一位有： 
 
好+1=是+10 或好+1+1=是+10 两种情况 
①好+1=是+10 整理为好=是+9，可知是=0 
带入，得啊=8 

 
 
②好+1+1=是+10, 即好=是+8 
那么是=0 或是=1 
若是=0，好=8，代入，个位计算得啊=6，但十位 6+0+1=7 无法进位，矛盾 
 
若是=1，好=9，个位计算得啊=8，啊+是+1=8+1+1=10 9 矛盾 

 
 
 

 
5. 下面算式中，相同汉字代表相同数字，不同汉字代表不同数字，求“数学真好玩”代表的数
是几？ 


爱 好 真 知

数 学 更 好

数 学 真 好 玩

 

 
思路：与上一题思路类似，加上特殊化取极端值来帮助理解，请同学们好好理解我们为什么
要使用特殊化，特殊化的好处在哪里？ 
 
答案： 

利用加法进位的结论，我们知道和的首位一定是 1，所以“数” 1 。我们有： 

 
再看千位，由于百位至多进 1 位，但由于题中抽象未知量太多，因此我们对于千位加法可以
利用特殊化的手段取极端值 
 

爱最大能取 9 即“爱”  “数” 1 最大为9 1 1 11   ，所以“学”不超过 1，而“数”为 1，所以“学”

只能为 0．竖式变为 

1 0

1 0


爱 好 真 知

更 好

真 好 玩

。 

那么“真”至少为 2，所以百位不可能进位（进位的话只能好=9，且十位进位 1，这时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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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故“爱” 10 1 9   。 

由于“好”和“真”不同，所以“真”“好” 1 ，十位向百位进 1 位。如果个位不向十位进位，则

“真”  “更”“好” 10 ，得到“更” 9 ，和“爱“=9 矛盾，所以个位必定向十位进 1 位，则“真” 

“更” 1 “好” 10 ，得到“更” 8 。 

 

现在： 

“真”“好” 1  （1） 

“知”  “好” 10  “玩”（2） 
 
“真”、“好”、“知”、“玩”为 2，3，4，5，6，7 中的数。由于“玩”至少为 2，而“知”  “好”最大

为6 7 13  （再次使用特殊化），所以“玩”为 2 或 3。 
 
若“玩”为 3，则“知”与“好”分别为 6 和 7，此时无论“好”为 6 还是 7，“真”都会与已有的数字
重复，不合题意。 
 

若“玩”为 2，则“知”与“好”分别为 5 和 7，若“好”为 5，那么“知” 7 ，“真” 6 。此时“数学真
好玩”代表的数是 10652。 
 
若“好”为 7，那么“知”=5，“真”=8 与“更”=8 矛盾。 
因此，只有一种可能，“数学真好玩”代表的数是 10652。 
 
 
 
6. 在下面的算式中，汉字“第、十、一、届、华、杯、赛’，代表 1，2，3，4，5，6，7，8，
9 中的 7 个数字，不同的汉字代表不同的数字，恰使得加法算式成立．则“第、十、一、届、
华、杯、赛’’所代表的 7 个数字的和等于        ． 

 
思路：竖式的加法，利用两数相加，加法最多进一位的原则，以及对于多种可能的情况加以
分类讨论 
 
答案：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显然十位和百位都出现了进位， 

所以有以下的等式：第 1 ， 
十 华+1=0+10 即 十 华=9 
对于个位我们分两种情况 

＋

届

赛

6

一

杯

0

十

华

02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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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届”  “赛”没有出现进位，那么“一 杯” 10 （1），“届 赛” 6 （2）， 
那么其中一个为 2，另一个为 6，不妨令届=2 ， 赛=4 （1 已经被用了，不可能 3+3=6） 
 
那么“一 杯”中有一个小于 5 的数必然是 3，另一个是 7。 
这样的话，还剩下没有用的数字就是 5，6，8，9 就不存在不重复的“十”和“华”使它们的和是
9，因此排除这种可能。 

 
②由于“届”  “赛”出现进位，那么“一”  “杯” 9 ，“届”  “赛” 16 ，所以 7 个汉字代表的 7 个数
字之和：第+十+华+一+杯+届+赛=1 9 9 16 35     
 
 
 
7. 下面两个算式中，相同的字母代表相同的数字，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数字，那么 A B
C D  E  F G        。 

     
思路：虽然是两个竖式计算，但方法没有变 
答案： 
第一个竖式加法的百位与十位计算结果为 0，则百位与十位计算都是进位的 
因此 A+1=2，得到 A=1 
百位有 B+E+1=10（1） 
 
第二个竖式加法从个位入手 
A+E 没有进位，1+E=7 所以 E=6 代入式（1）有 B=3 
 
十位加法不可能进位（特殊化帮助理解），F 取 7、8、9 时方可进位，但十位结果均不为 8）
即不进位：B+F=8 得到 F=5 
 
所以对于第一个竖式十位加法 
①若个位不向十位进位：C+F=10 解出 C=5=F 不成立 
②个位向十位进位：C+F+1=10 解出 C=4 
且有 D+G=17 
 
综上，A B C D  E  F G=1+3+4+8+6+5+9=36. 
 
 
8. 如下图是两个三位数相减的算式，每个方框代表一个数字．问：这六个方框中的数字的连
乘积等于多少？ 

 
思路：这是一道减法，和我们前面的题不同，从简单入手，将其转化为加法 
答案： 

＋

0 702

E F G

DCBA D C B A

EFG

9 3 78

＋

－

8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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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加法，翻译后得到： 
8 9 4 

+ a b c 
———— 

d e f 
𝑎 0, 𝑑 0 
首位加法不进位，所以 
8+a=d 或 8+a+1=d（若十位进位，可知 9+a=d 不成立）， 
即十位不进位 8+a=d，易知 a=1,d=9 

8 9 4 
+ 1 b c 

———— 
9 e f 

 
十位加法为：9+b=e (不能进位)易知 b=0,e=9 
由于出现 b=0，于是这六个方框中的数字的连乘积等于 0 
 
 
9. 在下式的每个空格里填入一个数字，使竖式成立。 

 
 
思路：这是一道减法，和我们前面的题不同，从简单入手，将其转化为加法 
答案：我们可以利用第一招“翻译”，用字母代表数来表达方框里的未知数 

a 9 b 
+ 2 0 c 6 
———— 

d 0 0 5 
 
从个位入手，个位加法进位：b+6=10+5 得到 b=9 
十位加法也进了一位：9+c+1=10 得 c=0 
百位加法也进了一位：a+1+0=10+0 即 a=9 
千位 2+1=d, d=3 
故原式为3005 2006=999 。 
 
 
 
 
 

10.（2010•育苗杯）在方框内填上适当的数使算式成立． 

9

2 0 6－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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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将减法转化为加法，利用翻译使字母代表未知数 

答案： 

解：设方框里对应的数为 a,b,c,d 

6 5 8 
+ a b 6 

———— 
c 4 d 

从个位加法入手可知 6+8=14 则 d=4 

并且个位加法进位，对于十位加法有 5+b+1=14 解出 b=8 

百位则：6+a+1=c 即 7+a=c 

有 a=1,c=8 及 a=2,c=9 两种情况 

因此第一种答案为 a=2,b=8,c=9,d=4 

9 4 4 
- 2 8 6 

———— 
6 5 8 

第二种答案为 a=1,b=8,c=8,d=4 

8 4 4 
- 1 8 6 

———— 

6 5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