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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解答

➢ 一般上，问题的解答大致分为两类：

1. 直接的解答：

例如：请问附近有没有超市？

答案不是“有”就是“没有”。

2. 复杂的解答：

例如：请问怎样才能去到这个超市？

答案不简单，也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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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目的地，
不同的路径抵达

➢ 复杂的解答，往往不是唯一的解答。

例如，要去到嘉嘉超市，可选择

1. 穿过公园捷径

2. 或，只走大路

➢ 指路人要怎么回答问路人的问题？

和二事物有关联

1. 问路人的需求

2. 指路人的偏好
10



不清晰的解答
等于没回答

➢ 选取了路径，接下来考指路人的，是要如

何表达，才能清楚说明路该怎么走。

➢ 比如指路人要是这么说：

➢ 直走，右转，直走，左转，直走，右

转，直走，就可以抵达了。

若你是问路人，这样够明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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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明确 步骤 的解答
就是程式的基础！

➢ 为了清楚表达路该怎么走，指路人可说：

➢ 直走，看到了大钟楼的路口，右转；

➢ 继续往前，进入公园，穿过公园小路

来到大路时，左转；

➢ 再往前，你会看到一个美食中心，这

个路口你要右转；

➢ 再继续往前，不远后，嘉嘉超市就在

你的左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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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结构

➢ 让我们尝试用程式的语言结构来指路：

➢ 未抵达大钟楼路口，直走，循环此指令；

➢ 右转；直走；进入公园；

➢ 沿公园小路走；来到大路；左转；

➢ 未抵达美食中心路口，直走，循环此指

令；

➢ 右转；

➢ 未看到嘉嘉超市在你左手边；直走，循

环此指令；

➢ 结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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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抵达大钟楼路口”

是执行一个循环（looping）
任务的条件

“直走”

是此循环所执行的任务

“循环此指令”

令程式回到回圈的开端，
检查执行任务的条件，

若条件不变，
则继续此循环



➢ 让我们尝试用程式的语言结构来指路：

➢ 未抵达大钟楼路口，直走，循环此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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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抵达大钟楼路口时
此条件将变得无效！
程式须离开循环跳
到下一行指令。

接着，这些是直接执行的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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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另一个循环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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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个直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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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左手边看到嘉嘉超市
时，整个指路过程结束。



程式呈现工具一：
流程图（Flowchart）
➢ 流程图是程式设计的可视化呈现（Visual 

Representation)

➢ 流程图的好处：

➢ 简化复杂的逻辑

➢ 明确程式流程

➢ 方便沟通和交流

➢ 方便维护和修改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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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上图取自：https://zhuanlan.zhihu.com/p/112731728



流程图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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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大钟楼
路口了？

直走
是 否

开始

右转

直走
进入公园

沿公园小
路走

来到大路
左转

抵达美食中
心路口了？

直走
否

右转

左手边看到
嘉嘉超市？直走

否

是

结束
是



程式呈现工具二：
伪代码（Pseudocode）
➢ 伪代码是一种使用简单语言和类似编程的结

构来描述程式的方法，着重于逻辑和算法程

序，多于严格的程式语言。

➢ 对于左边的流程图，以下是相应的伪代码：

IF not dressed, THEN get dressed

IF no cash in wallet, THEN put cash into the 
wallet

Go shopping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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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代码（Pseudocode）

➢ 伪代码没有严格的语法规则：灵活，注重清晰和简单。

➢ 常见组成部分：

➢ 控制流程的关键字：IF，THEN，ELSE，FOR，WHILE，等等

➢ 变量：有意义的名称用于存储数据（例如 “start_year”，
“end_year”）

➢ 表达式：基本数学运算、比较和赋值（例如，year mod 4 == 0）
（备注：在数学中，求余数的运算符通常用“mod”表示，该符号是

“modulo”的缩写，表示模运算（modulus operation）。）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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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的介绍：IF – THEN – ELSE
➢ IF-THEN-ELSE (如果-那么-否则）是程式里最常见的关键词汇之一，

用以根据给定条件运行程式。

25

➢ 比如判定你是否是一个成人，可

以用以下程式：

IF (age >= 18)

THEN

print(“You are an adult.")

ELSE

print(“You are not an adult yet. ")

➢ 又比如判定一个数是否偶数，可以

用以下程式：

IF (number mod 2 == 0) 

THEN

print(“This is an even number.")

ELSE

print(“This is an odd number.")



关键字的介绍：FOR
➢ FOR loop （FOR 循环）是让程式重复执行某个指令的控制结构；

其中，“FOR” 是循环语句的关键字，用于控制循环的次数。

26

➢ 计算 1+2+…至10，可用以下程式

sum = 0

FOR i = 1 to 10 do

sum = sum + i

END FOR

print(sum)

➢ 又如，计算 2+4+6+8+10：

even_sum = 0

FOR i = 1 to 10 do

IF (i mod 2 == 0) THEN

even_sum = even_sum + i

END FOR

print(even_sum)



关键字的介绍：WHILE
➢ WHILE loop （WHILE 循环）是另一个重复执行某指令的控制结构，

其中，“WHILE” 是循环语句的关键字，用于控制循环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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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 1+2+…直到总和大于50

sum = 0; i=0

WHILE sum <= 50 do

i = i + 1 

sum = sum + i

END WHILE

print(sum)

➢ 又如，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指路程式：

WHILE 未抵达大钟楼路口 do

直走

END WHILE

右转



伪代码
解答

WHILE 未抵达大钟楼路口 do

直走

END WHILE

右转

直走；进入公园；

沿公园小路走；来到大路；左转

WHILE 未抵美食中心路口 do

直走

END WHILE

右转

WHILE 未看到嘉嘉超市在你左手边 do

直走

END WHILE



WHILE 未抵达大钟楼路口 do

直走

END WHILE

右转

直走；进入公园；

沿公园小路走；来到大路；左转

WHILE 未抵美食中心路口 do

直走

END WHILE

右转

WHILE未看到嘉嘉超市在你左手边 do

直走

END WHILE

抵达大钟楼
路口了？

直走
是 否

开始

右转

直走
进入公园

沿公园小
路走

来到大路
左转

抵达美食中
心路口了？

直走
否

右转

左手边看到
嘉嘉超市？直走

否

是

结束
是

循环回圈
(Looping)



练习一（最大公约数）
➢ 输入二正整数 a 及 b，求其最大公约数（Greatest Common 

Di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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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数如果能够整除另外一个数，那么这个数就是另外一个数的

约数。例如，6是12的约数，因为12可以被6整除；但5不是12的约

数。

➢ 检验 x 是否是 a 的约数，可以用余数 (a mod x) 是否等于 0 来检验。

比如 (12 mod 6) =0， (12 mod 5) =2，所以6是12的约数，但5不是。

➢ 请画出流程图并写出伪代码。
➢ 流程图: Begin

Input a, b

➢ 伪代码： Input a, b



解题思路（最大公约数）
➢ 解题思路一：

➢ 把 a 和 b 所有公约数从小到大找出来，再取其中最大的一个公约

数。

➢ 比如 75 和 30，所有公约数为 1，3，5，15；其中15最大。

➢ 解题思路二：

➢ 约数不可能比原数大，所以可以判断 a 和 b 那个小，再从此数倒

推找公约数。

➢ 比如 75 和 30，可从30倒推，第一个遇到的公约数是15，则此为最

大公约数

➢ 解题思路三：

➢ 利用辗转相除法（ Euclidean algorithm ）。
31



求最大公约数
➢ 流程图：

32

Begin

Input a, b

x = Min (a, b)

x = x – 1 

a mod x == 0 

and 

b mod x == 0 ?

Output x
Yes

No

➢ 伪代码：Input a, b

x = Min (a, b)

While x > 0 do 

If (a mod x==0) and (b mod x 
==0)

Then Output x; break

Else x = x – 1 

End While
End



附加练习（最小公倍数）

33

➢ 输入二正整数 a 及 b，求其最小公倍数（Lowest Common 
Multiplier）。



练习二（质数判断）
➢ 输入一个大于 1 的正整数 x，判断 x 是否为质数（prime number）。

34

➢ 质数指的是一个大于 1 的正整数，除了 1 和本身以外没有其他正因

数的数。

➢ 例如，2、3、5、7、11 等都是质数，而 4、6、8、9 等不是质数。

➢ 请画出流程图并写出伪代码。

➢ 流程图: Begin

Input x

➢ 伪代码： Input x



解题思路（质数判断）
➢ 解题思路：

➢ 针对给定的数字 x ，搜索所有可能数字，若能找到 x 的一个非 1 或 x 
的约数，则 x 不是质数。

➢ 反之，若搜索不到 x 的非 1 或 x 的约数，则 x 为质数。

➢ 比如 981，我们很快就可以搜索到 3 是此数的约数，则 981 不是质数。

➢ 问题：搜索的范围为何？从 2 到 x – 1 ?

➢ 进阶思路：

➢ 若x 的非 1 或 x 的约数存在，必然有其中一约数 y ，使得 𝒚𝟐 ≤ 𝒙！

（为什么？）

➢ 所以搜索的区间只需要从 2 到 𝒙即可。
35



No

质数判断
➢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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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Input x

i = 2;

i = i + 1 

𝒊 ≤ 𝒙

Output x, “is 

NOT a prime”

Yes

➢ 伪代码：Input x

For i = 2 to 𝒙 + 1 do 

If (x mod i == 0) 

Then Output x, “is NOT a prime”;

break

End For

If i == 𝒙 + 1 

Then Output x, “is a prime”

End

x mod i == 0

No

Yes

Output x, “is 

a prime”



附加练习（小于某数的最大质数）

37

➢ 输入一正整数 a ，求小于或等于a的最大质数为何。



生活中需程序
的例子
➢ 凡是需要明确步骤的事情，都

可以用程式的逻辑思维来描述。

➢ 例：

➢ 食谱

38



➢ 凡是需要明确步骤的事情，都

可以用程式的逻辑思维来描述。

➢ 例：

➢ 汽车维修

39

生活中需程序
的例子



➢ 凡是需要明确步骤的事情，都

可以用程式的逻辑思维来描述。

➢ 例：

➢ 旅行计划

40

生活中需程序
的例子



➢ 凡是需要明确步骤的事情，都

可以用程式的逻辑思维来描述。

➢ 例：

➢ 交通灯

41

生活中需程序
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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