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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數的快速計算 

 

顧先明 

唐山師範學院數學與資訊科學系 

引言 

快速計算是一種優秀的科學素質，它在很多人的眼中也許是很神秘

的，但事實上它是可以人工培訓的，你只要掌握技巧也能靈活自如的應用，

經常使用的話，人還可以變得越來越聰明。張景斌（2000）闡述了中學生

的心理特點：他們具有可塑性大，上進心強，求知慾旺盛，精力充沛，腦

神經反應敏捷，思維趨向於邏輯性，興趣向廣泛而深入，思維發展正處於

形象思維向抽象思維過渡的階段等特點。我們可以針對初中學生心理素質

和接受能力的特點，在初一的數學教學中可以有意識地培訓學生這種快速

計算的能力，培養良好的速算意識，使他們體會到快速計算的樂趣，進而

增強他們學習數學的興趣和促進數學技能的形成，這對於我們的教學工作

十分有益。 

我們常常會很驚訝為什麼有人能一口氣說出某些二位數的平方，而不

需要任何工具（算盤、袖珍計算器、電腦）都不用，甚至連紙和筆都不需

要？說到這裏完全可以把廣大初中生的好奇心充分調動起來了，從而更有

興趣地接受這種快速計算方法的培養，促進學習成績的提高，讓學生受到

數學美的薰陶。 

主要内容 

在這裏，我們主要研究 1 – 100以內的自然數的平方數的計算問題。事

實上，對於某些自然數區間來說，有些心算法能非常快速而有效地報出它

的平方數。我們先把 1 – 100之內的自然數分為四段：（1）1 – 20之間的數

的平方數；（2）21 – 30之間的自然數；（3）31 – 70之間的自然數；（4）71 – 

100之間的自然數。再分別對每個區間段選取相應的「基準數」，在每一個

區間段內超出對應的基準數的自然數叫做「盈餘數」，不足相應的基準數的

自然數叫做「虧損數」，下面我來分別闡述各區間段的數的平方數的快速計

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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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於 1 – 20之間的自然數，計算它們的平方數：史維海（2000）

研究了 1 – 20之間的自然數的平方數計算問題，給出了具體的速算方法。

筆者對其作進一步補充說明如下：①對於 1 – 10之間的自然數的平方計算

問題，我們可以根據經典的「小九九乘法口訣」，那是張口就來的，即：一

一得一，二二得四，三三見九，四四一十六，五五二十五，六六三十六，

七七四十九，八八六十四，九九八十一；②對於 11 – 20之間的自然數的平

方數的計算，筆者認為可以這樣進行：先將原數的個位數做自乘積，作為

得數的個位（該進位的要進位），然後再將原數與原數的個位相加之和，作

為得數的前幾位，最後把兩次計算結果的數字「串聯」相加起來，即為所

求的結果。（但是串聯時應注意：若第一步的計算結果是一個個位數，那麼

直接和第二步的計算結果的數字串聯相加；若第一步的結果是一個兩位

數，串聯相加時把這個兩位數的十位數字與第二步的計算結果的個位數字

相加，該進位的要進位。），如算 12
2，先算 2 × 2 = 4，再算 12 + 2 = 14，

然後在串聯相加得 12
2
 = 144；再如算 17

2，先算 7 × 7 = 49，再算 17 + 7 = 24，

最後把兩次計算結果串聯相加，這是要把 49中的 4與 24中的 4相加，得

到所求結果 17
2
 = 289。 

（2）對於 21 – 30之間的自然數的平方數計算問題，這時選取基準數

為 30，再進行操作。如算 27
2，此時相比於基準數(30)會有虧損數(–3)，那

麼加上 15之後得出 12，然後再乘以 6 以後可得到 72，最後在其後串聯加

上那個虧損數(–3)的平方 9，很快算出結果是 729，它就是 27的平方了。據

說這種情形下的快速計算竅門是被倫塞勒綜合工藝學院的詹姆斯-麥克基

弗特教授發現的。其實我們深入研究可以發現這兩個演算法的竅門（即數

學原理）就在於： 

 (30  x)
2
 = 900  60 + x

2
 = (15  x) × 60 + x

2 （I） 

這裏的 x即為與基準數（30）相比的盈餘數（或虧損數），用 60乘以 (15 

 x)，意味著在積的個位上保留出空位，正好給表示為一位數的 x
2來填充

的，當然也不排斥 x
2是兩位元數的情況，操作方式：若盈餘數（或虧損數）

的平方是兩位數，這時候要把兩個得數串聯相加時，可能要“越位”到前

面來了，例如，在算 24
2時，要在 15 + (–6) = 9再乘以 6，即相應地得到 54

和 36，而這個 3就必須與前面的 4相加，最後得到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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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於 31 – 70之間的數：首先研究 40 – 60之間的數的平方，對於

55
2而言，此時的盈餘數是 5，加上 25 之後以後可得出 30，再在其後面串

聯上 5的平方，於是加上得出 3025，它就是 55的平方了。 

類似地，再來求 47的平方，此時有 15 + (–3) = 22，而(–3)
2
 = 9，從而

立即得到 2209。 

若盈餘數（或虧損數）的平方只有一位數，則要在前面添個 0，以湊

足二位，例如，在計算 52
2時，要在 25 + 2 = 27的後面添寫 04，便得 2704。

實際上這種演算法是基於下麵的數學原理： 

 (50  y)
2
 = 2500  100y + y

2
 = (25  y) × 100 + y

2
 （II） 

這裏的 y為與基準數 50相比的盈餘數（或虧損數），用 100乘以 (25  

y)，意味著在積的十位與個位上保留出空位，正好給表示為二位數的 y
2來

填充的。 

但是，實際上在這個方法裏並沒有排斥 y＞10 的情況，明顯地，這時

x
2將不止二位，我們在計算操作時，要對上述的方法進行一下「微調」：這

時候要把兩個得數串聯相加時，可能要「越位」到前面來了，例如，對於

66
2來說，將有 25 + 16 = 41，後面在填寫 16

2
 = 256，即相應地得到 41和

256，而這個 2 就必須與前面的 1 相加，最後得到 4356。當然只要應用熟

練之後，操作起來依然覺得很方便。 

基於（1）中所述的結論，可以把這種操作方法推廣到快速計算 31 – 69

之間的自然數的平方數，那麼因為當 a是 31 – 69之間的任意自然數時，那

a在與基準數 50相比的盈餘數（或虧損數）都不會超過 20，而對於 20以

下的自然數的平方，我們在（1）中已經討論了。如計算 69
2：將有 25 + 19 

= 44，後面在填寫 19
2
 = 361，即相應地得到 44和 361，而這個 3就必須與

前面的 4相加，最後得到 4761。 

（4）最後對於 71 – 99之間的自然數的平方，我們該怎麼辦呢？實際

上已經不能按照上面所述的演算法了，那樣計算起來太麻煩了。 

筆者先解決 91 – 99之間的自然數的平方計算問題，選取基準數 100，

可以這樣進行計算：從原數中減去「虧損數」（與基準數 100 相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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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串聯加上虧損數的自乘積，若虧損數的自乘積是個位數，則要在中

間補個 0，即可得所求結果。如算 92
2，先算 92 – 8 = 84，再算 8

2
 = 64，最

後串聯相加得到 92
2
 = 8464，再如算 98

2，先算 98 – 2 = 96，然後 2
2
 = 4，最

後串聯相加得到 98
2
 = 9604。（實際上此演算法亦可用來計算 81 – 89之間自

然數的平方數，但是由於與「基準數」100 相比，得到的「虧損數」將是

一個兩位數，這樣的話，還需要計算這個兩位數的平方，也不太快捷。） 

對於 71 – 89之間的自然數的平方計算問題，筆者研究發現可按如下方

法進行：將原數加上它的個位數字，並拿原數減去它的個位數字，再把兩

個計算結果相乘取積，且加上原數的個位數的自乘積，最後把兩個積相加

即可得到所要求的平方數。 

例如算       (73)
2
 = (73 – 3) × (73 + 3) × 3

2
 = 5329 

再如算       (86)
2
 = (86 – 6) × (86 + 6) × 6

2
 = 7396 

至此，我們完整地解決了 1 – 100之內的數的平方的快速計算問題，我

們都知道數學是計算的工具，數值計算是數學的基本功用之一，一門學科

從定性的描述到定量分析是這門學科達到成熟的重要工具，現今世界的科

技發展日新月異，數值計算已經可以使用計算器或計算機，還學數學做什

麽？英國的 M.阿蒂亞（1995）曾這樣說道：「實際上，數學是一門藝術，

是一門通過發展概念和技巧以使人們更為輕快地前進從而避免靠蠻力計算

的藝術」，比如，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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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蠻力計算甚至用計算機都可求得結果，然而觀察分母特點，進行拆分 

原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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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時省力又準確，筆者在文章中研究平方數的快速計算也正是基於上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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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啟示，在中學數學教學中幫助學生樹立「數學教化人們的是計算的藝

術」的觀念。 

此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們對數學教育的要求越來越高，過

去認為的「在進行計算時做到會算和算得準確」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學習

要求，我國《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數學大綱》中也明確對中學數

學運算能力的要求，即會根據法則、公式正確地進行計算，並理解算理，

能夠根據問題條件，尋求（與設計）合理簡潔的運算途徑，從中我們可以

看出對運算能力的培養要求不只是要瞭解一些有關運算的知識，還要善於

分析運算對象的特點和性質，善於運用運算規律和法則，靈活地變換運算

程式，選擇最優的運算方法，還要具備熟練的運算技巧，準確且迅速地進

行運算求出結果，在運算中還要善於思考，正確運用邏輯方法進行推理，

保證運算的合理性。 

筆者基於上述考慮，在中學數學教學中有意識地加入培養學生的速算

能力和選擇（與設計）最優演算法的能力，正如文中所研究的平方數的速

算就可以當做一種很好的嘗試，通過講授和幫助同學探索這種快速計算平

方數的方法，可以極大地調動了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了他們的計算效率

和正確性，進而增加他們學習數學的信心，可以把數學課堂延伸到課外，

最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學效果。事實上，再好的計算方法也需要勤加練習，

這樣才能熟能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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