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6-3.20 数学答疑 

3.16 答疑 
黄皮 P71-7．一个礼堂有 4 个门，若从任一个门进，从任一门出，共有不同走法________种． 

没有考虑可同门进出 

这道题:可以从同一个门出,所以答案是 16,而不是 12 

 

黄皮 P71-12．集合 A＝{1,2,－3}，B＝{－1,－2,3,4}，从 A，B 中各取 1 个元素，作为点 P(x，

y)的坐标． 

(1)可以得到多少个不同的点？ 

(2)这些点中，位于第一象限的有几个？ 

误认为 ,x A y B  ,没有考虑 ,y A x B  的情况 

此题 x可以在 A中取也可以在 B中取，所以有 24种。有部分同学还用列举法求解，最好用

两类计数原理求解。 

 

 

什么叫“完成一件事情”，有些学生还不是很理解，要分三步，把 a、b、c 全部定下来才算

完成，有学生问“是不是每个数字只能用一次？” 

三个数不同。 



 

 

3.17 日答疑 

13．在 7 名学生中，有 3 名会下象棋但不会下围棋，有 2 名会下围棋但不会下象棋，另 2

名既会下象棋又会下围棋，现在从 7 人中选 2 人分别参加象棋比赛和围棋比赛，共有多少种

不同的选法？ 

2 名既会下象棋又会下围棋的学生分别参加象棋比赛和围棋比赛有 2 种选

法，部分学生误以为只有一种选法 

 

4 名学生参加跳高、跳远、游泳比赛，4 人都来争夺这三项冠军，则冠军分配的种数有

________． 

 

 

1、黄皮书 P71 第 10 题：算成了 4×3×2=24 种 



2、黄皮书 P71 第 11 题：算成了 2×2×2=8 种，没有减去都是 2 的情况 

3、黄皮书 P72 第 13 题：有以下解法 

 

 

 

 

3.18.答疑 

黄皮 P73-7．4 名同学分别报名参加学校的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每人限报其中的一

个运动队，则不同的报法有________种． 

1、每个同学报哪个运动队没有限制 

2、这一题部分学生的答案是 64，到底是 3 的 4 次方还是 4 的 3 次方，容易混淆，主要还是

“完成一件事情”这个概念没有彻底弄明白，这一题是要求把四名同学分下去，也就是完成

这件事需要 4 个步骤，所以正确答案是 3 的 4 次方，结果为 81. 

 

3、还是不懂得如何分类，想到用间接法的同学也比较少： 



 

 

3.19 答疑 

1、例 4，看不懂答案，不知何时分类何时分步。 

2、学生的疑难点主要在“染色问题”上，步步高 P5 的例 3 和跟 3、黄皮书 P73 第 5 题，主

要问题是分类的标准比较混乱，不知道怎么去确定分类的标准。 

3、个别学生提问黄皮书 P73 第 9 题能否这样处理：27×26-（10×9+9×8+8×7），但是算出

来的结果是 484。错因在于这是一个组合问题而不是排列问题，但这里讲未必明白，所以建

议她不要用这种方法，而采用直接法。 

 

4、有学生反映这道题的答案看不懂，或者说即使看懂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分类。 

种植问题是一类比较难的计数原理问题，综合性较强，还是要弄清楚分类的时间和分类

的标准，讲解的时候也要把这两个点讲清楚，否则学生还是无法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5、涂色问题是一大难题，学生不知怎么下手？不知如何分类？ 

其中的跟 3，例 4，问题较多 

7、主要还是涂色问题： 

没弄懂分类的原因（分类的标准），盲目分类： 



 
还有完全不知道如何分类计算的 

但认真学习了网课的同学，通过画树状图，准确地找到分类的原因（即分类标准）

 

 

 

 

3.20 答疑 

1、第 2 和第 4 题 

2、黄皮 73 页第 10 题  问题：漏掉了一种情况 

 

 

3、12 题：（1）不会化简转化条件，（2）重复考虑公差为 0 时的情况 

12．已知函数 f(x)的定义域为{1,2,3}，值域为集合{1,2,3,4}的非空真子集，设点 A(1，f(1))，

B(2，f(2))，C(3，f(3))，且(BA
→

＋BC
→

)·AC
→

＝0，则满足条件的函数 f(x)有________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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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f(1)＝f(3)，f(1)＋f(3)＝2f(2)． 

当 f(1)＝f(3)时，f(1)有 4 种选择，f(2)有 4 种选择，故满足条件的 f(x)有 4×4＝16 个； 

当 f(1)≠f(3)时，则 f(1)＋f(3)＝2f(2)，此时 f(1)，f(2)，f(3)成等差数列，有 4 种选择，

123,321,234,432，故满足条件的 f(x)有 4 个．所以满足条件的函数 f(x)共有 16＋4＝20 个． 

很多同学不会将此式(BA＋BC)·AC＝0 进行转化,得到 BA       =  BC       ⇒  f 2 − f(1) =

 f 3 − f(2) ⇒ f 1 = f(3)或2f 2 = f 1 + f(3) 

 

4、黄皮书第 12 题：学生的主要问题是不会转化题目的条件，特别是向量运算还是不熟练 

5、黄皮书第 15 题：部分学生没有严格按照个数书写，只是列个式子求出结果，还是要强调

下古典概型问题的表述。 

6、解答题书写不规范，只有几个式子，没有必要的文字说明。 

 

 

特殊元素优先考虑，并且甲的选择结果会对乙造成影响，所以要分类别，部分学对这一点还

是了解地不够透彻。 



 

7、着色问题，是难点，部分学生通过这两天的学习，仍然没有掌握分类的标准，或者分类

后仍然不能准确写出每一类的数目。 

8、黄皮第 12 题比较多同学不会做，向量不懂，转化不懂，数列不懂，统统不懂。 

 

9、概率解答题的表达全还给我了，还有部分同学数数仍然用列举法，没有用计数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