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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问题可以有一个物体的运动， 也可以有多

个物体的运动； 运动的路线可以是直线形的， 也可

以是环形的； 多个物体的运动可以有 “相向运动”
（相遇问题）、 “同向运动” （追及问题） 和 “相背运

动” （相离问题） 等， 情况虽然很多， 但题型特征的

“基本关系” 都是：
路程＝速度×时间 ①
①可以变形为：
速度＝路程÷时间 ②
时间＝路程÷速度 ③
在这个基本关系中， 由于出发时间、 出发地点、

运动方向、 运动路线、 运动结果等方面的不同， 路

程、 速度、 时间三要素的具体含义又会呈现反映题

目特点的 “相等关系”。 比如， 当两个物体 “相向运

动” 或 “相背运动” 时， 其相对运动的 “速度” 等

于 “两个物体运动速度的和” （路程 ＝速度和×时间，
时间＝路程÷速度和）； 而当两个物体 “同向运动”
时， 其追及的 “速度” 又等于 “两个物体运动速度

的差”， 这时， 上述公式对于 “追及问题” 又具体表

示为：
路程差＝速度差×时间 ④
速度差＝路程差÷时间 ⑤
时间＝路程差÷速度差 ⑥

求解行程问题的关键是既要抓住反映题型特征

的 “基本关系”， 又要抓住反映题目特点的 “相等关

系”。 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些数量关系， 我们可以画出

线段图、 矩形图或表格来帮助理解。 下面， 以一道

具体题目为例说明。
例 １　 甲、 乙两人同时从 Ａ 地出发前往 Ｂ 地， 甲

每分钟走 ８０ 米， 乙每分钟走 ６０ 米。 甲到达 Ｂ 地后，
休息了半个小时， 然后返回 Ａ 地， 甲离开 Ｂ 地 １５ 分

钟后与正向 Ｂ 地行走的乙相遇， ＡＢ 两地相距多少米？
这道行程问题难住了好多学生， 也难住了一些

老师。 有学生来问我这道题怎么求解， 我很快就找

出了答案， 但使用的是二元一次方程组。 怎样用小

学算术的方式给学生讲清楚、 说明白呢？ 这确实是

一个颇具思维含量的问题。

一、 理解题意： 弄清条件是什么， 结论是

什么， 各有几个

条件有 ４ 个：
条件 １： 甲、 乙两人同时从 Ａ 地出发前往 Ｂ 地，

关键信息是同时出发、 同向 Ｂ 地；
条件 ２： 给出了速度， 甲每分钟走 ８０ 米， 乙每

分钟走 ６０ 米；
条件 ３： 甲到达 Ｂ 地后， 休息了半个小时， 乙一

直不停地向 Ｂ 地行走。 在这里， 甲休息了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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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分钟）， 如何认识、 怎样处理这半小时， 是一个

让人纠结的问题。
条件 ４： 甲休息后返回 Ａ 地， １５ 分钟后与正向 Ｂ

地行走的乙相遇。 在这里， 题目的关键信息是甲与

乙 １５ 分钟后相遇， 并表明甲、 乙共同走了 ２ 个全程。
结论是： 求 ＡＢ 两地的距离。
上述运动情况 （题意） 可示意为图 １： 甲、 乙

两人同时从 Ａ 地出发前往 Ｂ 地， 当甲到达 Ｂ 地时，
乙到达 Ｃ 地； 当甲在 Ｂ 地休息 ３０ 分钟时， 乙从 Ｃ 地

到达 Ｄ 地； 当甲离开 Ｂ 地返回 Ａ 地时， １５ 分钟后与

乙在 Ｅ 地相遇。 这个行程线段图， 不仅直观而整体

地呈现了题意， 而且也直观具体地显示了当中的数

量关系， 有助于学生思路探求的开展和分析能力的

培养。

图 １

二、 思路探求： 沟通条件与结论的联系，
用运算式表示数量关系

由于已经知道甲、 乙的速度， 所以根据公式①，
为了求 ＡＢ 两地的距离， 需求出甲或乙从 Ａ 地到 Ｂ 地

的时间。 那么， 从甲的时间入手好还是从乙的时间

入手好呢？ 由于甲走完了 ＡＢ 全程 （而乙没有）， 所

以， 我们首先考虑甲从 Ａ 到 Ｂ 的时间。 ③式和⑥式

都提供了求时间的途径， 但③式中的 “路程” 恰好

是结论要求的， 故我们首先 （首先不是唯一） 选择

⑥式， 通过 “路程差” 和 “速度差” 来求时间。
思路 １： 如图 １， 当甲从 Ａ 地到达 Ｂ 地时， 乙从

Ａ 地到达 Ｃ 地， 这时甲、 乙之间的距离为 ＣＢ， 依题

意可求得：
６０ × ３０ ＋ （６０ ＋ ８０） × １５ ＝ ３９００ （米），
其中， ＣＤ 段是 “一个物体的运动”， ＤＢ 段是

“两个物体的相向运动” （相遇问题）。
路程 ＣＢ 是甲比乙多走的路程， 除以甲、 乙的速

度差， 就是甲从 Ａ 到达 Ｂ 所用的时间 （公式⑥）：
３９００ ÷ （８０ － ６０） ＝ １９５ （分），
从而可求得 ＡＢ 两地的距离为 （公式①）：
８０ × １９５ ＝ １５６００ （米）。

三、 回顾反思： 至少可以有三点反思

反思 １： 由上述思路我们可以看到， ３ 个运算式

（求路程差、 求时间、 求路程） 的得出， 是不断揭示

“相等关系” 又不断使用 “基本关系” 的过程， 将其

写下来就是 “书写表达”。 从而， 这个简短的步骤就

呈现了数学解题的思维过程： 理解题意、 思路探求、
书写表达、 回顾反思 （直观上就是看题、 想题、 写

题、 回题）。
反思 ２： 根据这个更加直观的解释思路， 我们也

可以对图 １ 做反向思考。 如图 ２ （对图 １ 做简化理

解）， 假设甲从 Ｂ 地出发走向 Ａ 地的同时， 乙从 Ｃ 地

出发走向 Ａ 地， 则甲乙同时到达 Ａ 地， 这相当于乙

在甲前方 ３９００ 米的 “追及问题” （实质）， 甲追上乙

的时间为 （公式⑥）：
３９００ ÷ ８０ － ６０( ) ＝ １９５ （分），
这也是甲从 Ｂ 地到 Ａ 地的时间， 故 ＡＢ 两地的距

离为：
８０ × １９５ ＝ １５６００ （米）。

图 ２

反思 ３： 因为甲从 Ａ 地到达 Ｂ 地的时间， 就是乙

从 Ａ 地到达 Ｃ 地的时间， 所以， 得出时间为 １９５ 分

钟后， 也可以使用乙的速度来算路程 （如图 １）：
６０ × （１９５ ＋ ３０ ＋ １５） ＋ ８０ × １５ ＝ １５６００ （米）。
这里， １９５ ＋ ３０ ＋ １５ ＝ ２４０ 分钟， 正是 “乙从 Ａ

地到 Ｅ 地与甲相遇的时间”， 这实际上告诉了我们另

外的解题思路： 求出乙与甲相遇所用的时间， 从而

求 ＡＢ 两地的距离。
思路 ２： 如图 ３， 当甲从 Ａ 地到达 Ｂ 地时， 乙从

Ａ 地到达 Ｃ 地； 甲到达 Ｂ 地后休息半个小时可以理

解为用一半时间 （ １５ 分钟） 继续由 Ｂ 地到 Ｆ 地， 又

立即用一半时间由 Ｆ 地回到 Ｂ 地， 这时， 乙从 Ｃ 地

到达 Ｄ 地； 当甲离开 Ｂ 地返回时， １５ 分钟后与乙在

Ｅ 地相遇。

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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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甲、 乙相遇时， 甲比乙多走了两段 ＥＦ 路程：
８０ × （３０ ＋ １５ × ２） ＝ ４８００ （米），
则乙从 Ａ 地出发到相遇所用的时间为：
８０ × （３０ ＋ １５ × ２） ÷ （８０ － ６０） ＝ ２４０ （分），
得 ＡＢ 两地的距离为：
６０ × ２４０ ＋ ８０ × １５ ＝ １５６００ （米）。
思路 ３： 从乙的角度思考， 思路 １ 是先求乙从 Ａ

地到 Ｃ 地所用的时间 （也是甲从 Ａ 地到 Ｂ 地所用的

时间）， 思路 ２ 是先求乙从 Ａ 地到 Ｅ 地所用的时间

（也是乙与甲相遇的时间）， 当然还可以通过求出乙

从 Ａ 地到 Ｂ 地的时间来计算 ＡＢ 两地的距离， 这只需

把甲走 ＢＥ 的时间转化为乙走 ＢＥ 的时间： 乙走 ＢＥ

一段路程需要
８０ × １５

６０
＝ ２０ 分钟 （如图 ４）。 于是，

当乙从 Ｃ 地经过 Ｄ、 Ｅ 地到 Ｂ 地时， 共用了 ３０ ＋ １５
＋ ２０ ＝ ６５ 分钟， 假设甲从 Ａ 地到 Ｂ 地后继续走， 则

甲在这段时间内又走了：
８０ × （３０ ＋ １５ ＋ ２０） ＝ ５２００ （米）。
这段路程是甲比乙多走的， 除以甲、 乙的速度

差， 就是乙从 Ａ 地到 Ｂ 地的用时：
８０ × （３０ ＋ １５ ＋ ２０）[ ] ÷ （８０ － ６０） ＝ ２６０ （分），

得 ＡＢ 两地的距离为：
６０ × ２６０ ＝ １５６００ （米）。

图 ４

四、 一般化： 把思考引向深入

上面我们提供了三个思路， 都得到同样的结论，
步骤也大体相同： 第一步， 求路程差； 第二步， 除

以速度差得时间； 第三步， 由速度、 时间得路程。
那么， 哪个思路更接近问题的深层结构呢？ 想必读

者已经有所感觉， 在此处将问题一般化后会看得更

加清楚。
例 ２　 甲、 乙两人同时从 Ａ 地出发前往 Ｂ 地， 甲

每分钟走 ｖ１ 米， 乙每分钟走 ｖ２ 米 （ ｖ１ ＞ ｖ２）。 甲到

达 Ｂ 地后， 休息了 ｔ１ 分钟， 然后返回 Ａ 地， 甲离开

Ｂ 地 ｔ２ 分钟后与正向 Ｂ 地行走的乙相遇， ＡＢ 两地相

距多少米？
解法 １： 参看图 １， 当甲从 Ａ 地到达 Ｂ 地时， 乙

从 Ａ 地到达 Ｃ 地， 这时甲、 乙之间的距离为 ＣＢ， 依

题意可求得：
ΔＳ ＝ ｖ２ ｔ１ ＋ （ｖ１ ＋ ｖ２） ｔ２ （米），

或 ｖ１ ｔ２ ＋ ｖ２（ ｔ１ ＋ ｔ２） （米）。
则甲从 Ａ 地到达 Ｂ 地所用的时间为：

ｔ ＝ ΔＳ ＝
Δｖ ＝

＝
ｖ２ ｔ１ ＋ （ｖ１ ＋ ｖ２） ｔ２

ｖ１ － ｖ２
（分），

得 ＡＢ 两地的距离为：

Ｓ ＝ ｖ１ ｔ ＝
ｖ１ｖ２ ｔ１ ＋ ｖ１（ｖ１ ＋ ｖ２） ｔ２

ｖ１ － ｖ２
（米）， ⑦

或 Ｓ ＝
ｖ２１ ｔ２ ＋ ｖ１ｖ２（ ｔ１ ＋ ｔ２）

ｖ１ － ｖ２
（米）。 ⑧

解法 ２： 参看图 １， 当甲从 Ａ 地到达 Ｂ 地时， 乙

从 Ａ 地到达 Ｃ 地， 这时甲、 乙之间的距离为 ＣＢ， 依

题意可求得：
ΔＳ ＝ ｖ２ ｔ１ ＋ （ｖ１ ＋ ｖ２） ｔ２ （米）。
这时我们做反向思考， 参看图 ２， 假设甲从 Ｂ 地

出发走向 Ａ 地的同时， 乙从 Ｃ 地出发走向 Ａ 地， 则

甲、 乙同时到达 Ａ 地， 这相当于乙在甲前方 ｖ２ ｔ１ ＋

（ｖ１ ＋ ｖ２） ｔ２ 米的 “追及问题”， 甲追上乙的时间为：

ｔ ＝ ΔＳ
Δｖ

＝
ｖ２ ｔ１ ＋ （ｖ１ ＋ ｖ２） ｔ２

ｖ１ － ｖ２
（分），

得 ＡＢ 两地的距离为⑦或⑧。
解法 ３： 参看图 ３， 当甲从 Ａ 地到达 Ｂ 地时， 乙

从 Ａ 地到达 Ｃ 地； 甲到达 Ｂ 地后休息 ｔ１ 分钟可以理

解为用一半时间
ｔ１
２

分钟 继续由 Ｂ 地到 Ｆ 地， 又立

即用一半时间
ｔ１
２

分钟 由 Ｆ 地回到 Ｂ 地， 这时， 乙

从 Ｃ 地到达 Ｄ 地； 当甲离开 Ｂ 地返回时， ｔ２ 分钟后与

乙在 Ｅ 地相遇。 因此， 甲、 乙相遇时， 甲比乙多走

了两段 ＥＦ 路程：
ΔＳ ＝ ｖ１（ ｔ１ ＋ ２ｔ２） （米），
则乙从 Ａ 地出发到相遇所用的时间为：

ｔ ＝ ΔＳ
Δｖ

＝
ｖ１（ ｔ１ ＋ ２ｔ２）

ｖ１ － ｖ２
（分），

得 ＡＢ 两地的距离为：
Ｓ ＝ ＡＥ ＋ ＥＢ

＝ ｖ２
ｖ１（ ｔ１ ＋ ２ｔ２）

ｖ１ － ｖ２
＋ ｖ１ ｔ１ （米）， ⑨

可化为⑦或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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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 ４： 如图 ４， 乙走 ＢＥ 一段路程需要
ｖ１ ｔ２
ｖ２

分

钟， 当乙从 Ｃ 地经过 Ｄ、 Ｅ 地到 Ｂ 地时， 共用了 ｔ１ ＋

ｔ２ ＋
ｖ１ ｔ２
ｖ２

分钟。 假设甲从 Ａ 地到 Ｂ 地后继续走， 则甲

在这段时间内又走了：

ΔＳ ＝ ｖ１ ｔ１ ＋ ｔ２ ＋
ｖ１ ｔ２
ｖ２

（米），

则乙从 Ａ 地到 Ｂ 地的用时为：

ｔ ＝ ΔＳ
Δｖ

＝
ｖ１ ｔ１ ＋ ｔ２ ＋

ｖ１ ｔ２
ｖ２

ｖ１ － ｖ２
（分），

得 ＡＢ 两地的距离为：

Ｓ ＝ ｖ２ ｔ ＝ ｖ２ ×
ｖ１ ｔ１ ＋ ｔ２ ＋

ｖ１ ｔ２
ｖ２

ｖ１ － ｖ２
（米）， ⑩

可化为⑦或⑧式。
对比四种解法的三个步骤 （求路程差、 求时间、

求路程）， 我们可以看到， 解法 １、 解法 ２ 思路是相

同的， 它们在第一步求路程差的处理上， 有优于解

法 ３、 解法 ４ 的地方； 第三步求路程也有简明性。
表现 １： 入手选择的自然性

题目要计算 ＡＢ 两地的距离， 因为甲走完了 ＡＢ
全程而乙始终没有走完， 所以解法 １、 解法 ２ 从 “甲
走完全程” 入手具有选择的自然性。 用图 ２ 来解释

问题的实质 （标准的追及问题） 也非常方便。
表现 ２： 策略选择的明智性

在时间点上， 解法 １、 解法 ２ 只考虑 “甲到达 Ｂ
地时” 的 “路程差”， 这就避开了 “甲到达 Ｂ 地后”
的其他事情， 如 “休息了半个小时” 如何处理等问

题， 都转移到 “乙一直不停地向 Ｂ 地行走” 上去了，
体现策略选择的明智性， 其求路程差的相应图示和

计算结果也都比较简明。

从教学实践中可知， 学生对 “甲到达 Ｂ 地后，
休息了半个小时” 如何处理普遍纠结， 对例 １ 思路 ２
中的 “路程差” 计算式 ８０ × ３０ ＋ １５ × ２( ) 也感到

费解。 为了更直观地解决学生的困难， 我们提供了

图 ３， 把 “休息” 理解为 “一半时间前进、 一半时

间返回” 的运动， 但仍有学生疑惑： 怎么能把 “休
息” 理解为 “运动” 呢？ 对此， 笔者期待读者提供

更简明易懂的解释。
表现 ３： 结论表达的简洁性

四个解法第二步求时间虽然都是一样的： 时间 ＝

路程差÷速度差， 但保留了求 “路程差” 的差异， 如

解法 １、 解法 ２ 较简洁， 解法 ４ 较麻烦 （还多了一

步： 把甲的 １５ 分钟变为乙的 ２０ 分钟） 等， 因而，
也就把 “路程差” 的差异带进最后的结果， 表现为

⑦、 ⑧式比⑨、 ⑩式简洁一些。

五、 变式练习

对于以上案例， 教师可以创设新的情境， 引导

学生做变式练习， 以此训练学生的解题能力， 促进

学生对解题方法的掌握。 如：
例 ３　 甲、 乙两工程队一齐干一个土方工程， 甲

工程 队 一 天 可 以 挖 ８０ｍ３， 乙 工 程 队 一 天 可 以 挖

６０ｍ３， 甲工程队挖掉整个工程的一半后， 因有紧急

任务调去干别的工作， ３０ 天后回来与乙一起作业 １５
天， 工程完成， 问整个工程量为多少 ｍ３？

例 ４　 有一个工程， 甲工程队干一半需 １９５ 天，
乙工程队干一半需 ２６０ 天， 甲、 乙两工程队一齐开

工， １９５ 天后甲工程队有紧急任务， 调去干别的工

作， ３０ 天后回来与乙一起作业直至工程完成， 问整

个过程一共干了多少天？
（感谢惠州市二十七小学四年级徐坤媞同学提供

了写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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