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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竞赛数学”是随着高等师范院校数学教育课程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新课程。
《竞赛数学教程》和《竞赛数学解题研究》是全国二十一所师范院校协作编写的为开设这门课程使用
的教材。
本教材出版八年来，已有五十多所院校使用它；另外，各省市数学教练员培训班，国家级、省级骨干
中学教师培训班及数学教育硕士课程班多选用本教材为教学用书。
随着数学竞赛和数学教育理论的发展，“竞赛数学”课程也相应在发展，教材改革已成为必要。
本教材被列入“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的选题项目。
第二版保持了原书精华，锐意创新，力图成为中国高等师范院校数学教育精品教材，同时具有对数学
竞赛发展的指导意义。
修订教材的指导思想是，进一步加强理论性，反映学科前沿进展水平，同时还顺应数学竞赛发展对数
学教师能力的需求，加强教材的实用性，以教育理论的最新成果以及竞赛数学丰富资源中提炼出新的
内容溶于教材中，相应地删减陈旧内容，以保持教材的领先地位。
修订教材工作历时二年多，2003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教材协编研讨会，确定了教材修订的原则和方案
，并分工对全书各章节进行修订。
2004年6月在长春召开了第二版定稿会议，2004年10月完成审定工作。
教材协编组原有十五所师范院校，修订时又增加了华南师大、南京师大、天津师大、河北师大、广西
师大、长春大学六所院校。
参加修订执笔的有陕西师大罗增儒、东北师大张同君、赵洁、毛东明，哈尔滨师大濮安山、首都师大
周春荔、张燕勤、吴建平，华中师大梅全雄、陈传理、刘永生，广西师大龙开奋，西华师大熊昌雄，
四川师大翁凯庆，福建师大张鹏程，长春大学翁世有，湖南师大沈文选，南京师大葛军，河北师大杨
春宏、张生春，华东师大熊斌。
分章审稿的有周春荔、吴建平、沈文选、翁凯庆，最后由陈传理、张同君两位主编对全书统稿定稿。
第二版得到中国数学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裘宗沪教授、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
黄玉民教授参加了修订工作会议；高等教育出版社及天津师大《中等数学》和首都师大《中学生数学
》杂志社为本书修订版作了热情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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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篇数学竞赛到竞赛数学，首先研究竞赛数学赖以诞生的物质基础——竞赛活动，本篇从数学
与教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竞赛活动。
　　第二篇竞赛数学的主要内容，按国内、国际数学竞赛所涉及的有关学科内容分为数论、代数、几
何和组合数学几个部分，对重点内容和典型问题进行分析，揭示问题的本质。
　　第三篇竞赛数学解题的基本方法，包括解竞赛题的方法和重要的思想。
这些富于数学创造力、高思维层次、高智力水平的艺术构成了竞赛数学的一些生动而又活跃的组成部
分。
　　全书通过纵横联系的网络，使读者全面了解竞赛数学的内容、思想和方法。
　　本书为各类师范院校数学教育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书目，也可作为数学奥林匹克教练员培
训班教材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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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数学竞赛中的组合数学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它离中学教材最远，通常指中学代数、几何、算
术（数论）之外的内容（俗称杂题）。
对中学生而言，这类问题的基本特点是不需要专门的数学用语就可以表述明白，解决起来也没有固定
的程式（非常规），常需精巧的构思。
从内容上可以归结为两大类：组合计数问题，组合设计问题。
组合计数问题包括有限集合元素的计算、相应子集的计算、集合分拆方法数的计算等，表现为数值计
算、组合恒等式或组合不等式的证明。
知识基础是加法原理、乘法原理和排列组合公式；常用的方法有：代数恒等变形、二项式定理、数学
归纳法、递推、组合分析、容斥原理等。
组合设计问题的基本含义是，对有限集合A，按照性质P来作出安排。
有时，只是证实具有性质P的安排是否存在、或者验证作出的安排是否具有性质P（称为存在性问题，
又可分为肯定型、否定型和探究型）；有时，则需把具体安排（或具体性质）找出来（称为构造性问
题）；进一步，还要找出较好的安排（称为最优化问题）。
值得注意的一个新趋势是组合与几何、数论的结合，产生组合几何、组合数论，它们和集合分拆一起
组成IMO试题的三个热点，突出而鲜明地体现数学竞赛的“问题解决”特征（见§2。
4）。
这三方面之所以成为热点，从思维方式、解题技巧上分析，是因为其更适宜于数学尖子的脱颖而出，
且常与现代数学思想相联系；从技术层面上分析，还由于这几方面能方便提供挑战中学生的新颖题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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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竞赛数学教程(第2版)》：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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