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坐在马桶上都可以读懂的“C语言编程”入门书

啊哈C语言

aha、

作者啊哈磊

ah a-c.com



啊哈C语言| aha-c.com

后续内容还请关注

[网站首页] http://aha-c.com

[网站问答]http://aha-c.com/qa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ahacpp

[人人主页]http://page.renren.com/601196462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您，可以在aha-c.com/qa上留言，或者骚扰ahacpp @Gmail.com

书写匆忙，欢迎批评纠错，感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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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与计算机开始沟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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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开启编程之门

在翻开本书之前，或许你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计算机编程，什么是C语

言。不要紧，本书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你只需要拥有小学四年级以上的知识水

平，就一定可以看懂本书的全部内容。在阅读本书的同时，你一定会爱上计算机

编程，因为他真是太神奇太美妙了。

通过本书你将感受到计算机编程的神奇之处，我们将以c语言为主线，带

领大家用计算机的思维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本书不是一本深奥枯燥的C语

言编程的专业书籍。我并不想告诉你什么是C语言，以及C语言的高深语法或

者我至今都没有用过的“奇怪”语句。我只希望借C语言让你了解计算机的思

维。你可以在茶余饭后的时间来阅读本书，甚至在蹲马桶的时候也可以看的津津

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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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从一个神奇的数字说起——2147483647。

2147483647是一个质数(也叫做素数，即只能被1和其本身整除的数)。

发现这个质数的人是伟大的欧拉同学。1722年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以惊人的

毅力靠心算证明了2147483647是一个质数，堪称当时世界上已知的最大质

数，他也因此获得了“数学英雄”的美名。现在通过计算机你只需要一秒钟就可

以证明2147483647是一个质数。〇_Ob汗

不会计算机的童鞋

伤不起啊!

我是欧拉

再来看一个经典的问题——八皇后问题

如何能够在8×8的国际象棋棋盘上放置八个皇后，使得任何一个皇后都无

法直接吃掉其他的皇后?为了达到此目的，任两个皇后都不能处于同一条横行、

纵行或斜线上。下图就是一种解决方案。没错你可以自己拿出笔和纸划一划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但是如果我想知道所有的方案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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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轮到计算机出马了，一共有92中不同的解决方案，牛吧!计算机只需要

1秒钟，就可以算出所有的解。

再来看一个很流行的益智游戏——数独。

在一个9×9格的大九宫格中有9个3×3的小九宫格。默认已经在其中填写

了一些数字，现在请在其它的空格上填入1到9的数字。每个数字在每个小九宫

格内只能出现一次，每个数字在每行每列也只能出现一次。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9 2 1
6 2

4
6 8
2
1 7 4

3 6
7 5

9 5 7|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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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你一定很快就填出了一种可行的解，可是你知道上面的这个数独一共

有多少种不同解吗?51965种不同的解!很难想象吧，计算机仍然只需要1秒

钟!

怎么样，计算机是不是很神奇，你甚至可以轻而易举的在一定范围内去验

证“哥德巴赫猜想”!o(n_∩)○哈哈~废话少说，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

将会逐渐揭开计算机的神秘面纱!

接下来，你将会陆续了解到什么是计算机编程：如何与计算机对话，如何

让计算机进行数学计算，如何让计算机进行判断，如何让计算机永不停止的工

作，以及一些很有趣的例子和游戏。好了，不要走开，赶快进入下一节——让计

算机开口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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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让计算机开口说话

为什么会有计算机的出现呢?我们伟大的人类，发明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为

了帮助我们人类，改善人类的生活。计算机同样是用来帮助我们人类的工具。想

一想，假如你现在希望让计算机来帮助你做一事情，首先你需要做什么?是不是

要先与计算机进行沟通?那么沟通就需要依赖于一门语言。人与人的沟通，可以

用肢体语言、汉语、英语、法语和德语等等。如果你要与计算机沟通就需要使用

计算机能够听懂的语言。我们学习的“C语言”便是计算机语言的一种，计算机

语言除了C语言以外，还有C++、Java、C#语言等等。C语言是一门比较简单

的计算机语言更加适合初学者。所有的计算机语言都是相通的，如果你能够熟练

的掌握c语言，再学习其他语言就易如反掌啦。

既然计算机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帮助人类的工具，显然让计算机开口说话，

让计算机把”它”所知道的东西告诉给我们人类是非常重要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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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就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如何让计算机开口说话!

回想当年，我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应该不

会是“你好!”,“吃了没?”...这样会把你的爸爸妈妈吓到的-_-!。

伴随着“wa wa wa”的一阵哭声，我们来到了这个精彩的世界。现在我们

也让计算机来“哭一次”。这个地方特别说一下，计算机要把“它”想说的告诉

给人类，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显示在显示器屏幕上，一种是通过喇叭发出声音。

就如同人类，一种是写在纸上，一种是用嘴巴说出来。我们目前让计算机用音箱

输出声音还比较麻烦，因此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用屏幕输出“wa wa wa”。

wawawa

O

printf("wa wa wa");

这里有一个生疏单词叫做printf,你不要被它吓到了，目前你不用搞清楚

他的本质意义是什么，你只要记住它和中文里面“说”,英文里面的“say”是

一个意思，就是控制计算机说话的一个单词而已。在printf后面紧跟一对圆

括号(),是不是很像一个嘴巴，把要说的内容“放在”这个“嘴巴里”。这里还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在wa wa wa的两边还有一对双引号"",双引号里面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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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计算机需要说的内容，这一点是不是很像我们的汉语。最后，一句话的结束了

要有一个结束的符号。我们汉语用句号“。”表示一句话的结束。英语用点号

“.”表示一句话的结束。在计算机语言中，用分号“;”表示一个语句的结

束。

注：计算机的的每一句话，就是一个语句。

好了，现在如果让你写一个语句让计算机说“ni hao”怎么办。

printf("ni hao");

我们现在让计算机来运行这个语句，这里要说明一下，仅仅写

printf("ni hao");我们的计算机识是别不了的，需要加一个框架。完整的程

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printf("ni hao");

return O;

这里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retu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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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C语言都必须要有的框架，现在你暂时不要需要理解它，反正要有

这个就是了，以后再来详细的讲这里的是做什么用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今后写

的所有类似printf这样的语句都要写在这一对{}之间才有效。

接下来我们需要让计算机运行一下我们刚才写的程序。

如果让计算机运行我们写的东西(其实我们写的就是一个c语言程序)。需

要一个特殊的软件，它叫做“C语言编译器”①,C语言编译器有很多种，我们

这里介绍一种比较简单的软件，叫做“啊哈c”②

aha-c
编译器'

s

exe

ete

O ete

首先你需要去www.aha-c.com上去下载“啊哈c”。下面就要进入安装步

骤啦，安装很简单，一共分6步，每一步我都截取了图片，你只需要一口气将5

幅图片全部看完应该就OK啦。

①“C语言编译器”的作用把是把我们写的程序“变”成一个“exe”可以让计算机直接运行的

程序。这个“变”的过程的专业术语叫做“编译”。当你的程序“变”成一个“exe”后，你就

可以脱离“C语言编译器”直接运行你的程序了。此时你就可以把你写的exe发给你的朋友和同

学让他们一起来使用你编写的程序了。这里程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叫做“软件”。

“啊哈C”是一个C语言集成开发环境，使用的gcc的内核。

13



|啊哈C语言| aha-c.com

啊哈C安装文件，exe
固D哈C-5e即
啊哈要

图1.1 -  “啊哈c”安装  (此处只需双击图标)

啊哈C 1.8安装

欢迎使用“啊哈C 1.8”安装向导

这个向导将指引你完成“啊哈C 1.8”的安装进程。

在开始安装之前，建议先关闭其他所有应用程序。这将
充许“妄装程学”更新指定的系统文仟，而不需要重新
启动你的计算机。

单击[下一步①]]继续。

下一步Q0 > 取消(C)

图1.2 -  “啊哈c”安装  (此处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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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哈C 1.8安装

许可证协议
在安装“啊哈C1.8”之前，请阅读授权协议。

按[PgJn]阅读“授权协议”的其余部分。

啊哈C[aha-e]软件许可协议

重要须知：软件著作权人在此特别提醒用户认真阅读本《软件许可协
议》-—用户应认真阅读本《软件许可协议》(下称《协议》)中各杂款，包括
免除或者限制软件著作权人责任的免责条款及对用户的权利限制。请您审阅并接
受或不接受本《协议》(未成年人应在法定监护人陪同下审阅)。除非您接受本

《协议》条款，否则您无权下载、安装或使用本软件及其相关服务。您的安装使
用行为将视为对本《协议》的接受，并同意接受本《协议》各项条款的约束。

如果你接爱协议中的条葬；单声、(我接爱Ⅱ)]维续安装。如果你选定[取消(C)],
安装程序将会关闭。必须接受协议牙能安装“啊哈C 1.8”。

≤上一步B) 我接受α) 取消(C)

图1.3 -  “啊哈c”安装  (此处点击我接受)

啊哈C 1.8安装

正在安装
“啊哈C 1.8”正在安装，请等候⋯

输出目录：C:\啊哈C\corelincludelct+\3.4.2\bits

已跳过：set.h
已跳过：slist.h
已跳过：stack h
已跳过：stream.h
已跳过：streanbuf.h
已跳过：strstrean
已跳过；tempbuf.h
已跳过：tree.h
已跳过：veetor.h
输出目录：C:\啊哈C\eorelincludele++\3.4.2\bits

<上一步(B) 下一步00)> 服消C)

图1.4 -  “啊哈c”安装  (安装正在进行，你只需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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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哈C 1.8安装 28

正在完成“啊哈C 1.8”安装向导

“啊哈C 1.8”已安装在你的系统。
单击“完成V)]关闭此尚导。

运行啊哈C 1.8(R)

<上一步() 完成(F) 取消(C)

图1.5 -  “啊哈c”安装  (点击完成)

aha-C.com —×
圆D

新建 打开 保存 运行 问答

1 #include <stdio.h)
tinelude <atdlib.h>

3 int main()
4-1
5
6 sleep(5000》:
7 return 0;
8
5

一编译信息一

V18 beta

图1.6 -  “啊哈c”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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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哈c”安装完毕后，我们便可以看到“啊哈c”的界面如图1.6,同时

在你的桌面上也会多一个“啊哈c”的图标。

“啊哈c”是一个很人性化的软件，你将会发现“啊哈C”已经帮你将C语

言代码框架的那几行代码写好了。我们只需要将

printf("ni hao");

这条语句输入在“啊哈c”中输入就好了，如下图：

aha-C.com —×
圆D

新建打开 保存运行
Q
问答

tinelude <stdio.h>
#inelude <stdlib.h>
int main()

5

8
9

printt("ni hao");
sleep(5000);
return D;

满泽信息一

V18 be

图1.7 -输出"ni hao"

细心的同学可能会发现，“啊哈C”默认c语言框架，比我们之前说的C语

言框架多了一句话

sleep(500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稍后我们再揭晓，我们先将这句话删除，删除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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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aha-C.com 一×
圆D

新建打开 保存运行
Q
问答

1 pinclude <atdio.h>
2 rinclude <atdlib.h>
3 int main()
4
5 print!("ai hac"):

6
return 0;

9

-端译信息一

V1.8 bara

图1.8 -输出“ni hao”

好了，童鞋们请注意，到了最后一步，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代码运行起来。

现在你只需要点击一下“啊哈C”上的“运行”    按钮。计算机就会将你写的代

码运行起来啦。

如果你的代码没有写错，那你"啊哈C”将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你"恭喜

你编译成功”如图1.9。请童鞋们注意在输入代码的时候，一定不要中文输入

法，这里所有的符号都是英文的，一般也都是小写。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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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 X

恭喜你编译成功!

确定

图1.9 -  “啊哈c”编译成功的提示

当然点击“确定”啦。接下来，请注意!!!请注视你的计算机屏幕，一秒

也不要走开，数秒之后，你将会发现计算机的屏幕上有一个“黑影”闪过，如果

你没有发现这个“黑影”,请重新点击“运行”,并再次注视你的计算机屏幕。

此时，你可能想问，为什么屏幕上会出现这个“黑影”?但是我们是要在屏

幕上显示“ni hao”才对啊。其实刚才那个“黑影”就是“ni hao”。只不过

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太快了，计算机在显示完“ni hao”之后，立即就消失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让计算机暂停一下。

sleep(5000);

上面这句话是我们之前删除了的，其实他的作用就是让计算机“暂停5

秒”后再消失。好了，我们这将句话放在printf("ni hao");的后面，完整

的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printf("ni hao");

sleep(5000);

return o

代码：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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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再次点击“运行”吧。如果你的代码没有写错，你将看到图1.10。

C:\啊哈C\codes\1.exe

ni hao

图1.10 -运行成功的结果

五秒钟之后，图1.10的窗口将会自动消失。如果你觉得5秒钟太短了，

你可以将代码1-2.c中的sleep(5000)改为sleep(10000),这样窗口10

秒钟后才会消失。其实这里的sleep就是表示暂停的意思，圆括号内的数字就

是表示需要暂停的时间，单位是毫秒，1000毫秒等于1秒。

如果你想让“ni hao”分两行显示，你只需要将printf("ni hao");

改为printf("ni ln hao");这里的ln表示的就是“换行”。注意这里的

I是向右下角斜的，他在键盘上的位置，通常是在回车键的上面。代码如下，

好赶快尝试一下吧。运行结果如图1.11。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printf("ni\nhao");

sleep(5000);

return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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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啊哈C\codes\1.exe

ni
hao

Ⅲ

图1.11-分行后运行成功的结果

一起来找茬

1.下面这段代码是让计算机在屏幕上输出“hi”。其中有3个错误，快来

改正吧^_^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print(hi)

sleep(5000);

return O;

}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尝试一下让计算机显示下面这些图形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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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2.那么如何让计算机说中文呢?,请让计算机说“早上好”,如下图，

应该怎么办?

C:\啊哈C\codes\1.exe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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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尝试一下让计算机显示下面这个图形吧。

A

BC

DEF

GHIJ

KLMNO

PRSTUV

W

X

Y

Z

这一节，你学到了什么

1.如何让计算机开口说话，让计算机开口说话的语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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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你可能希望他带有颜色

在上一节我们学习了让计算机开口说话是使用printf。但是我们发现，计

算机“说”出的话都是“黑底白字”的，其实计算机可以输出彩色的，我们一起

来看看吧。

注意此处代码只能在windos操作系统下编译运行。如果你使用的本书推

荐的编写C语言的软件“啊哈C(aha-c)”的话，那么你肯定是可以编译运行

的。OK,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让颜色出现吧。

请尝试输入以下代码，并运行，看看会发生发什么?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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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color 5");

printf("wa wa wa");

sleep(5000);

return O ;

}

运行之后你发现了什么?底色仍然是黑色。但是，文字的颜色已经变为

“紫色”的了。奥秘就在代码中。

system("color 5");

在这句话，5代表“紫色”,你可以尝试一下其他数字，看看分别是什么颜

色。

既然字的颜色可以变，那么背景色是否可以变呢?来尝试下面这段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system("color f5");

printf("wa wa wa");

sleep(5000);

return O;

运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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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啊哈C\codes\1.exe ×

wa wa wa

▼

图1.12 -运行成功的结果

上面这段代码在原来5的前面加了一个f,这里的f是代表的是背景色是

“白色”。

那么设置背景色和文字颜色方法是，在color后面加上两个一位数字，第

一个数字表示背景色，第二个数字表示文字颜色，如color后面只加了一个一

位数字，则表示只设置文字颜色，背景色仍然使用默认的颜色。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一位数字其实16进制的数，他只能是0、1、2、3、

4、5、6、7、8、9、a、b、c、d、e、f中某一个数。

[题外话]“不看，也无伤大雅”

这里我们学习了一个新知识：进制。

在现代数学中，我们通常使用“十进制”即使用数字0、1、2、3、4、5、

6、7、8、9。那么9之后的数字我们便无法表示了，我们的解决方法是：使用

“进位”来表示。例如数字“十”,由于阿拉伯数字只到9,没有办法表示

“十”,于是我们便进一位，当前这位用0表示，便产生了用“10”来表示

“十”。因为是“逢十进一”,所以称为“十进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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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十六进制”是“逢十六进一”,则是使用0、1、2、3、4、5、6、7、

8、9、A、B、C、D、E、F来表示。“0”～“9”与“十进制”相同，但是

“十”在“十六进制”用大写字母“A”表示，以此类推，“十五”在“十六进

制”中用大写字母“F”来表示。“E”是“十六进制”中的最后一个，因此数字

“十六”就表示不了。于是我们又采用了刚才在“十”进制中表示不了的时候就

进一位的老办法，当前应该用“0”表示。“十六”在“十六进制”表示为

“10”。同理“二十七”在“十六进制”中表示为“1B”。

在中国古代，很多朝代都是用“十六进制”作为日常计数的，例如成语"半

斤八两”的典故来源于“十六进制”;还有中国古代的算法是上面2颗珠子，下

面5颗珠子。若上面每颗珠子代表数5,下面每颗珠子代表数1,那么每位的最

大计数值是15,15正是“十六进制”的最大基数。当使用算盘计数遇到大于

15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算盘上“进位”了。

其实我们现代日常生活中，也不都是“十进制”,例如60秒为1分钟，60

分钟为1小时，就是用的“六十进制”。

一起来找茬

1.下面这段代码是让计算机在屏幕上输出绿底白字的“hi”。其中有4个

错误，快来改正吧^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system(color f2)

print("hi");

sleep(5000);

return O:



啊哈C语言|aha-c.com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尝试一下让计算机打印这个小飞机把。

★

★★

***
** ★★★★

*★************

★★ *★**

★★★

★★

★

2.尝试一下让计算机打印这个小队旗。

工*

I**

工★★★

工★★★★

工★★★★★

I

I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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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这一节，你学到了什么

1.让计算机打印出来的字符有不同颜色的语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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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计算机也会做加法

通过之前的学习，我们了解到让计算机说话是用“printf”这个单词，运

用“printf”这个单词我们就可以让计算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在学会了

“说话”之后，我们来看一个如何让计算机做数学运算，首先我们先让计算机做

“加法”,就先算1+2=?吧。

回想一下我们人类小时候爸爸妈妈如何教我们算1+2的呢?

妈妈说“左手给你一个苹果，右手给你两个苹果，现在一共有几个苹果

呢?”我们在脑袋迅速的思考了一下，脱口而出“三个苹果”。没错!我们用大

脑首先记住了左手有几个苹果，再用大脑记住了右手有几个苹果，此时妈妈问我

们一共有几个时，我们的大脑进行了非常快速的计算，将刚才记住的两个数进行

相加，得到结果，最后将计算出的结果说出来。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大致分为以

下几个步骤。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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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大脑记住左手的苹果数量

2)用大脑记住右手的苹果数量

3)我们的大脑将两个数字进行相加

4)得到结果

5)最后将结果输出

在这之中，我们大脑一共进行了：

1)两次输入：分别是记录左手和右手中苹果的数量

2)存储了3个值：分别是记录左手和右手中苹果的数量和相加的结果

3)进行了一次计算：相加

4)进行了一次输出：把相加的结果输出

那我们如何让计算机做加法呢?同样也需要做以上几步。

首先我们来解决如何让计算机像我们的大脑一样记住一个数字。

其实计算机的大脑就像一个“摩天大厦”,有很多很多一间一间的“小房

子”,计算机就把需要记住的数放在“小房子”里面，一个“小房子”只能放一

个数，这样计算机就可以记住很多数了。好我们来看一看，具体怎样操作。

0

b

Q

“=”赋值符号的作用就相当于一只手，把数字放到小盒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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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a,b,c;

这句话，就代表在计算机的“摩天大厦”中申请三个名字分别叫做a,b和

c的三间小房子。(注意：int和a之间有一个空格，a与b与c之间分别用逗

号隔开，末尾有一个分号表示结束。)

接下来，我们让“小房子a”和“小房子b”分别去记录两个数字1和2,

具体如下：

a=1;

b=2;

说明：此处有一个“=”号，这可不是“等于”号，他叫做“给予”号(也

称作赋值号),他类似与一个箭头“<”,意思是把“=”号右边的内容，给

“=”号左边的。例如把1这个数给a,这样一来计算机就知道“小房子a”里

面存储的是数字1了。

然后，“小房子a”和“小房子b”里面的数相加，将其结果再放到“小房

子c中”。

c=a+b;

这个式子计算机将会分两步执行。第一步现将a+b算出来，第二步再将

a+b的值给“=”右边的c。

至此，就差不多完成，我们总结一下

int a,b,c;

a=1;

b=2;

c=a+b;

很多童鞋是不是以为，现在就全部完成了?你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一步，

先别急着往下看，像想一想忘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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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你忘记了把答案输出。

你想一想妈妈问你1+2等于多少?你说：“我算出了来了，但是我不想告诉

你!”这个时候估计你少不了挨一顿了，  ○(>_<)o不要啊!

好那我们回忆一下，应该如何让计算机把结果输出呢。

对，使用printf语句。那怎么把“小房子c”里面存储的数输出呢?根据

我们上一节学的知识，我们只要把要输出的内容，放在双引号里面就可以了，如

下：

printf("c");

那你猜此时的计算机会输出什么?

对，无情的输出一个c。

printf
G

那怎么样输出c里面存的值呢?

这时我们要另外一个人出场了。

噔，噔，噔，噔

号d

???实一个“讨债的”或者也可以说是“要饭的”。他的专职工作就是向

别人“要钱”!那我们应该怎么使用他呢?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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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c)

将d放在双引号之间，把“小房子c”放在双引号后面，并且用逗号隔

开。

printf

这时printf发现双引号里面是个“讨债的”,printf就知道，此时需要

输出一个具体的数值了，而不再是一个符号。printf就会向双引号后面的“小

房子c”索取具体的数值了。

好了，最后加上C语言代码框架，计算机做加法的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a=1;

b=2;

c=a+b;

printf("?,c);

sleep(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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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O;

现在赶紧去试一试吧。

一起来找茬

1.下面这段代码是让计算机计算321-123的差。其中有6个错误，快来

改正吧^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ian()

int a,b,c;

a=321

b=123

c=b-a

print("号d",c)

sleep(5000);

return 0;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那如果要进行三个数相加的运算呢?例如5+3+1=?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程序进行简单的改变，我们可以生申请4个小房子

分别叫做a,b,c和d。用a,b,c分别来存放三个加数，用d来存放他

们的和。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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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d;

a=5;

b=3;

c=1;

d=a+b+c;

printf("号d",d);

sleep(5000);

return O;

那如果要10个数相加岂不是定义11个小房子，那太麻烦了吧。对，

目前我们只能这样，但是在后面的学习中，我们会有更为简单的方法。

2.让计算机把下面三个算式算出来吧

123456789+43214321

7078*8712

321*(123456+54321)

这一节，你学到了什么

1.如何申请一个小房子用来存储数字?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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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变量—用来存储数据的小房子

上一节我们了解到计算机是使用一个一个小房子来记住数字。计算机有很

多不同种类的小房子。

int a;

代表向计算机申请一个小房子用来存放数值，小房子的名字叫做a。int和

a之间有一个空格，a的末尾有一个分号，代表这句话结束。

如果要申请多个小房子，则在a后面继续加上b和c。用逗号分开。形

如：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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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a,b,c;

2

int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给申请的”小房子”起名字，原则上来会说，你可

以随便起，叫a可以，叫b也可以，叫x也可以，名字甚至是多个字母组成，

例如可以叫做aaa,也可以叫做abc,也可以叫做book。也可以是字母和数字

的组合例如：叫做al,或者叫做abc123都是可以的。当然也有一些限制，如

果你想知道请看看附录3吧。

到这里，可能还有很多童鞋想问，int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int是用来控制“小房子”是用来存放哪种类型的数。int表示你

目前申请的小房子只能够存放整数。

int是英文单词integer(整数)的缩写。

如果要放小数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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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float
我们float来申请一个小房子用来存放“小数”,形式如下：

float a;

这样“小房子a”就可以用来存放小数了，例如：

float a;

a=1.5;

printf("?,a);

就表示申请一个用来存放小数的“小房子a”,里面存放了小数1.5。

注意：小数在C语言中称作“浮点数”,在C语言中用float表示。

之前我们在printf语句中输出整数时候，使用的是号d,此时需要输出的

是小数，我们要用f。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这里的“小房子”在我们C语言的专业术语中叫

做“变量”。int和float是用来说明小房子是用来存放何种类型的数，我们

这里将其称作“变量类型”或者“数据类型”。

类似int a;或者float a;这种形式，我们称作“定义变量”,他的语法

格式如下：

口语][小房子的类型]  [小房子的名称],[小房子的名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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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变量的类型]  [变量的名称],[变量的名称];

代码int a,b ;

现在我们知道，int a表示申请一个小房子a用来存放一个整数，即定义

一个整型变量a来存放整数；而float a表示的则是申请一个小房子a用来存

放一个小数，即定义一个浮点型(实型)变量a来存放浮点数(小数)。

再来看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1;

a=2;

printf("d",a);

sleep(5000)

return 0:

请问计算机执行完上面的代码，将会输出1还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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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尝试过后你会发现，计算机显示的是2,也就说小房子a中的值最终为2。

通过观察代码我们可以发现，我们首先是将1放入小房子a中，紧接着我们又

将2放入小房子a中，那么请问原来小房子中的1去哪里了呢?答案是被新来

的2给覆盖掉了，原来的1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说，小房子a中有且仅能存放

一个值，如果多次给小房子a赋值的话，小房子a中存放的始终是最后一次的

值。例如：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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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a=4;

a=5;

a=6;

printf("号d",a);

sleep(5000);

return O;

计算机运行完上面这段代码最终将输出6。也就是说小房子a中的值最终

为6,前5次的赋值全部被覆盖了。

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来了，请继续看下面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7;

a=a+1;

printf("号d",a);

sleep(5000);

return O;

计算机运行完上面这段代码最终将输出8。也就是说小房子a中的值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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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8。计算机在执行a=7这句话后，小房子a存储的值为7,之后计算机又紧

接着运行了a=a+1这句话。运行完a=a+1这句话后，小房子a中的值就变化

为8了。也就是说a=a+1这句话的作用是把小房子a中的值在原本的基础上增

加1,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

a=a+1这句话计算机分两步执行，这句话中有两个操作符，第一个是“+”

号，另一个是“=”(赋值号),因为+号的优先级别要比“=”要高，因此计算机

先执行a+1,此时小房子a中的值仍然为7,所以a+1的值为8。紧接着计算

机就会执行赋值语句，将计算出来的值8再赋值给a,此时a的值就更新为8

了。

C a
1 2

8

a a

@+0

3

)

4
好啦猜猜下面的程序，计算机最终会出会输出多少?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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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a;

a=10;

a=a*a;

printf("号d",a);

sleep(5000);

return 0;

尝试过了吗?想一想为什么a最终的值为100。

注：所有运算符的优先级详见附录2。

一起来找茬

1.下面这段代码是让计算机计算1.2*1.5的积。其中有5个错误，快来

改正吧^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a=1.2;

b=1.5;

c=a*b;

print("号d",c)

sleep(5000);

retu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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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请进行两个小数加法运算呢?例如5.2+3.1=?  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float a,b,c;

a=5.2;

b=3.1;

c=a+b;

printf("f",c);

sleep(5000);

return O;

请注意，之前我们在printf语句中输出整型变量的值得时候，使用的

是d,此时需要输出的是实型变量的值，我们要用f。

2.让计算机把下面三个式子算出来吧

1.2+2.3+3.4+4.5

1.1*100

10.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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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你学到了什么

1.如何定义一个用来存放小数的变量?

2.如何让一个小房子a(变量a)中的值增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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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数据输出—我说咋地就咋地

在第二节中我们已经学会如何让计算机做加减乘除运算，但是计算机在输

出的时候，只显示一个结果，这样不够人性化。如果我们可以将整个算术等式输

出就好了，形如：1+2=3。那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新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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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c=a+b;

printf("d+?号d",a,b,c);

sleep(5000);

return O;

原来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a=1;

b=2;

c=a+b;

printf("d",c);

sleep(5000);

return O;

仔细阅读代码你会发现的，新的代码和原来的代码只有最后一句printf

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来仔细分析一下printf("d+??,a,b,c);

printf语句只会输出双引号里面的部分，双引号之外的部分，只是对双引

号内的部分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

例如：printf("号d+?号d",a,b,c);这行语句，双引号里面的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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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d+号d=?那么计算机在输出的时候就严格按照号d+????行，输出的形式

必然是?÷d=???

当计算机遇到第一个d,知道“讨债的”来了，于是他便去双引号的后面讨

债，排在第一个的是a,那么就向a讨。a的值是1,于是第一个d讨到的便

是1。

第二个是+,那么照样输出

第三个又是号d,同样到双引号的后面去讨债，因为排在第一个的a已经被

讨过债了，因此向排在第二个的b讨。b的值是2,于是这个d讨到的便是

2。
第三个是=,依然照样输出。

第四个还是sd,同样到双引号的后面去讨债，因为排在第一个的a和排在

第二个的b已经被讨过债了，因此向排在第三个的c讨。c的值是c,于是最后

这个d讨到的便是3。

最后输出的内容是1+2=3

请注意通常，双引号内部d的个数，和后面变量个数是相等的，他们是

“一一对应”的。如果没有“一一对应”,从c语言的语法角度来讲是没有错误

的，但是这不符合常理，请最好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一起来找茬

1.下面这段代码是让计算机分别计算10-5的差与10+5的和，并分两行

显示，第一行显示差，第二行显示和。其中有3个错误，快来改正吧

#inlcude <stdio.h>

int mian()

int a,b,c;

a=10;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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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

printf("?n",c);

c=a+b;

printf("?,c);

sleep(5000);

return 0;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指定两个数，输出这个两个数和、差、积与商。例如这两个数是9和

3,输出9+3=11 9-3=8 9*3=27 9/3=3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a=9;

b=3;

c=a+b;

printf("d+号d=?n",a,b,c);

c=a-b;

printf("id-gd=8d\n",a,b,c);

c=a*b

printf("???n",a,b,c);

c=a/b;

printf("?号d=?n",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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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5000);

retu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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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从键盘输入数据—我说算啥，就算啥

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做一个加法计算器，但是我们目前的加法计算器，不

够人性化，每次计算两个数的和时候，都需要修改我们的C语言代码，然后重

新编译运行，才能得到结果，很显然这样的加法计算器是没有人喜欢用的，那我

们如何让使用者自己任意输入两个数，就可以直接得到结果呢?

我们知道，让计算机说话是用printf;那么让计算机学会听是用什么呢?

scanf将会把听到的内容告诉给你的程序。

计算机“说话”的过程，我们称为“输出”,那计算机“听”的过程，我们

则称为“读入”。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计算机如何读入。

scanf的语法与printf语法类似，例如我们要从键盘，读入一个数放在

“小房子”a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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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f("?,&a);

你瞧，与输出“小房子”a的语句printf("?,a);是差不多的，只

有两个地方不同：

第一个不同的是：读入是使用scanf这单词，而输出是使用printf

第二个不同的是：读入比输出在a前面多个一个&符号。

&符号我们称为“取地址符”简称“取址符”。他的作用是得到“小房子”a

的地址。那你可能要问为什么在读入的时候要得到"小房子"a的地址呢?而输

出的时候却不要呢?因为在读入数据的时候，计算机需要把读入的值存放小房子

(也就是变量a)中，需要知道你指定的这个“小房子a”的地址，才能把值成

功的放进“小房子a”中，但是在输出地时候，值已经在“小房子a”中，就可

以直接输出到屏幕。我们打一个比方：假如你要去一个教室上课，那么在上课之

前你需要知道这个教室的地址，这样你才能去；但是如果下课了，你走出这个教

室的时候，因为此时你已经在教室中啦，因此这时候的你已经不再需要这个教室

的地址啦。

如果要从键盘读入两个数，分别给“小房子a”和“小房子b”呢?这里有

两种写法。

第一种：

scanf("d",&a);

scanf("?,&b);

第二种：

scanf("gd gd",&a,&b);

第二种的写法较为简便，两个d之间用一个空格隔开，&a和αb之间用逗

号隔开。

那么从键盘读入两个数，输出这两个数的和，的完整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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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scanf("ed ed",&a,&b);

c=a+b;

printf("d+?ed",a,b,c);

sleep(5000);

return 0;

好了，总结一下：在C语言中printf是说出去，也就是计算机需要告诉

你的；而scanf是听进来，也就是你需要告诉给计算机的。

接下来，我们要让“加法计算器”更加人性化—带有提示的读入和输出。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printf("这是一个加法计算器，欢迎您使用\n");

printf("--------------------------------\n");

printf("请输入第一个数(输入完毕后请按回车)\n");

scanf("号d",&a);

printf("请输入第二个数(输入完毕后请按回车)\n");

scanf("?,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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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

printf("他们的和是d",c);

sleep(5000)

return O;

一起来找茬

1.下面这段代码是从从键盘读入两个整数，输出他们的和。其中有5个错

误，快来改正吧^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scanf("gd",a,b)

c=a+b

printf("号d",c);

sleep(5000);

return 0;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从键盘读入两个数，输出这个两个数和、差、积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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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scanf("ed ed",&a,&b);

c=a+b;

printf("gd+?gd\n",a,b,c);

c=a-b;

printf("sd-?gd\n",a,b,c);

c=a*b;

printf("号d*吕d=号d\n",a,b,c);

c=a/b:

printf("?号d=?n",a,b,c);

sleep(5000);

return O;

请留意除法运算。在C语言中，当除号“/”左右两边都是整数的情况下，商也

只有整数部分。例如5/3的商是1,2/3的商是0。

十 这一节，你学到了什么

1.如何从键盘读入一个数到小房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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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究竟有多少种小房子呢

在之前的几节中，我们已经知道计算机如果想”记住”某个值，就必须在计

算机的大脑“摩天大厦”中，申请一个小房子。例如

inta,b,c ;

就是申请三个小房子分别叫做a,b和c。这三个小房子只能够用来存放整

数(整型数据)。

再例如：

float a,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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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申请三个小房子a,b和c。这三个小房子只能够用来存放小数(浮点

型数据)。

也就是说在计算机中，不同的类型数据需要相应类型的小房子来存储。

那么计算机一共有多少种类型的小房子呢?我们来列举几个最常用的：

数据类型名称 用来存放哪种数据 数据范围

int 用来存放整数 -2147483648 ～2147483648

float 用来存放浮点数 3.4×10-38 ～ 3.4×1038

double 用来存放极大和极小的浮点数 1.7×10-308 ～ 1.7×10308

char 用来存放字符 256种字符

表图1.1 - C语言数据类型

好了，目前为止

首先说明一下float和double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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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92 804159265358979

oubfloat

请观察下面两段代码

代码1: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float a

a=3.1415926535897932;

printf("号.15f",a);

sleep(5000);

return O;

代码2: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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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main()

double a;

a=3.1415926535897932;

printf("8.15lf",a);

sleep(5000);

return O;

我们观察一下代码1和代码2的不同之处有两点。代码1中是用float来

申请小房子a,在输出时相对应的占位符是号f,其中“”和“f”之间的

“.15”表示的保留小数点后15位(四舍五入)。代码2中是用double来申

请小房子a,在输出时相对应的是占位符81f,注意此处不是数字“1”而是字

母“1”,同样“号”和“lf”之间的“.15”表示的保留小数点后15位(四舍

五入)。

他们的运行结果分别是如下：

C:\啊哈C\codes\1.exe

3.141592?418125?3

图1.12 -代码1运行的结果

C:\啊哈C\codes\1.exe

3.141592653589793

图1.12 -代码2运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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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  你发现问题了把，  代码1运行后输出的是

3.141592741012573,显然从小数点后第7位开始就不对了，而代码2运行

后输出的是3.141592653589793,完全正确。因此我们可以发现double比

float可以表示的更精确。另外float和double表示的数的大小范围也不

同，请大家自己去尝试。

在表1-1我们发现有一个新的数据类型“char”,用char申请出来的小

房子是用来存放字符的，如下：

B B0 ⑧

9. G, 9

char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char a;

scanf("gc",&a);

printf("你刚才输入的字符是号c",a);

sleep(5000);

return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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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输入一个字符“x”后点击回车，结果如下图，当然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别的字符。

■]C:\啊哈C\codes\1.exe

你刚才输入的字符是x

Ⅲ 卜

想一想，对于上面这段代码，如果此时你输入的不是一个字母，而是一串

字母计算机会输出什么呢?很抱歉!计算机只会输出你输入的第一个字母。

有的童鞋可能要问啦，如果想存储一大串字符该怎么办呢?不要着急，我

们将在后续的章节中介绍如何存储一个字符串。

一起来找茬

1.下面这段代码是让计算机读入一个字符并把这个字符原样输出。其中有

2个错误，快来改正吧^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char a;

scanf("gc",c);

printf("gd",c);

sleep(5000)

retu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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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从键盘读入一个字符，输出这个字符后面的一个字符是什么。例如输入

字符a,输出字符b。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char a:

scanf("?,&a);

printf("后面的一个字符是号c",a+1);

sleep(5000);

return O;

请思考一下，为什么一个字符后面的一个字符就是就是这个字符加1呢?

这一节，你学到了什么

1.double是什么类型?

2.如何存储一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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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拨开云雾见月明—计算其实很简单

在之前的几节中，我们已经知道计算机如果想“记住”某个值，就必须在

计算机的大脑“摩天大厦”中，申请一个小房子。例如之前我们如果需要计算任

意两个数的和，是这样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scanf("?{d",&a,&b);

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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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gd+d=gd",a,b,c);

sleep(5000)

return O;

其实c这个小房子(变量)是多余的，可以直接写成，

printf("d+°d=?,a,b,a+b);

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

scanf("ed号d",&a,&b);

printf("d+号d=gd",a,b,a+b);

sleep(5000);

return O;

当然了，如果你只想计算4+5的和，可以更简单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66



|啊哈C语言| aha-c.com

printf("?,4+5);

sleep(5000);

return O;

如果希望计算4+(6-3)*7的值，可以直接这样写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printf("号d",4+(6-3)*7);

sleep(5000);

retu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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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交换两个小房子中的数

假如在计算机中我们已经有两个小房子(变量)分别叫做a和b,并且他

们都已经有了一个初始值，但是现在我希望将变量a和变量b中的值交换，该

怎么办呢?

先来看一段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

scanf("ed d",&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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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gd",a,b);

sleep(5000)

return O;

上面这段代码是从键盘读入两个数，然后将这个两个数输出。例如：如果

你输入的是5和6,那么输出的也是5和6。可是，我们现在的需求是将变量a

和b中的数交换后输出，也就是说如果读入的是5和6,那么输出的时候应该

是6和5才对。那应该怎么办呢?来看一段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

scanf("ed号d",&a,&b);

a=b;

b=a;

printf("ed sd",a,b);

sleep(5000);

retu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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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①

1

d

①

2
上面的代码企图通过a=b; b=a;这两行语句将变量a和变量b中的值交

换，如果你已经运行过上面的代码，你会发现交换并没有成功，变量b的值没

有变化，反而变量a的值也变成了变量b的值，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模拟一下计算机运行的过程。

int a,b;计算机会申请两个小房子(变量),分别叫做a和b。

scanf("d号d",&a,&b);从键盘读入两个数，分别赋值给变量a和变

量b。假如我们从键盘读入的两个数分别是5和6,那么变量a中的值就是5,

变量b中的值就是6。

a=b;计算机会将变量b中的值给变量a,变量a中的值也变成了6。变量

a中原来的5被新来的6给覆盖了，也就是说原来变量a中的5丢失了。

b=a;计算机会将此时变量a中的值给变量b,此时变量a中的已经是6

了，所以变量b的值其实还是6。

最终，变量a和变量b中的值都为6。那我们要怎么改呢?通过上面我们

对计算执行过程的模拟，我们发现主要问题是：计算机在执行完a=b;这个语

句后，原先变量a中的值被弄丢失了。那我们只要在执行a=b;这个语句之

前，先将变量a的值保存在另外一个临时变量中，例如保存在变量t中，如

下：

t=a;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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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我们先将变量a中的值给变量t,变量t中值就变为5(假如原来变量a

中是5,变量b中是6),然后再将变量b中的值给变量a,变量a中的值就变

为6,最后将变量t中的值给变量b,此时变量b中的值就变为5。成功!通过

一个变量t作为中转，我们已经成功的将变量a和变量b中的值进行了交换。

○)

6
d

1

d
6

2

6
d

6
b

3

O
(

4

完整代码入下：

int main()

int a,b,t;

scanf("sd号d",&a,&b);

t=a;

a=b;

b=t ;

printf("???d",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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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5000);

return O;

一起来找茬

1.下面这段代码是让计算机读入两个整数分别放到变量a和变量b中，并

将变量a和变量b中数交换。其中有2个错误，快来改正吧^_～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

scanf("ed号d",&a,&b);

t=a;

b=a;

b=t;

printf("ed gd",a,b);

sleep(5000);

return O;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在本节我们介绍了如何将两个变量的值交换，方法是增加一个临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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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中转，你有没有想过，在不增加任何新的变量的情况下，也可

以完成呢?来看看下面的代码把。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

scanf("gd sd",&a,&b);

a=b-a;

b=b-a;

a=b+a;

printf("gd gd",a,b);

sleep(5000);

return O;

}

请思考一下，为什么通过a=b-a;b=b-a;a=b+a;也可以将变量a与变

量b中的值交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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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让我们的代码变得更美

先来看一段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scanf("sd sd",&a,&b);c=a+b;

printf("d",c);sleep(5000);return O;}

怎么样你看懂了吗?这段代码其实就是从键盘读入两个整数并且输出他们

的和。不错，上面的这段代码从语法角度来讲没有任何语法错误，编译器也可以

对其编译运行，也就说计算机可以准确无误的“认识”这段代码，但是我们“正

常”人类是不是看上去会比较吃力。一段优秀的代码，不仅仅要让计算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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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也要让我们“正常”的人类可以“看懂”。再来看看下面这段代码是不是更

容易让人们理解。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scanf("gd sd",&a,&b);

c=a+b;

printf("号d",c);

sleep(5000);

return O;

{?

int a.b,s;  这里的int a,b,c;与上一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相比，多空格了4个空格。其实我在输入代码的时候，并不是输入4个空格，

而是输入了一个“Tab”键，养成使用“Tab”键来调整你的代码格式，是一名

优秀的程序员所必须的：P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1;//将变量a赋初始值

printf("号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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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5000);

return O:

在上面的代码中，//表示的意思是“注释”,他将告诉编译器从//开始一直

到本行末尾的内容都是没有用的。注释的主要用作是给程序员看的，通常用来对

一行代码进行解释说明或备注。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1;//将变量a赋初始值

//printf("gd",a);

sleep(5000);

return O;

上面的代码有两处注释，第一处注释我们已经讲过，主要是用来解释说明

本行代码的作用。第二处的注释是将本来有用的代码printf("?,a);给注释

掉，可以理解为“临时性的删除”,就是告诉编译器printf("?,a);是没有

用的。那你可能要问那为什么不直接删除掉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并不希望真正

的删除，只是暂时不需要，以后说不定还要再用呢，这个如果删除了就找不回来

了，如果我们合理的利用//进行注释，那么计算机就不会运行这句话，将这句

话理解为给程序员看的。以后如果我们又要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只需要将这句话

的前面的//去掉就可以了，这样是不是很方便呢。

有效的在代码中添加注释，可以让你的程序更具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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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注释到本行末尾，如果要注释多行，就要在每行上写//。其实注释

还有另外一种，以/*开始一直到*/结束，中间的内容编译器都不会理睬。

使用/**/的好处就是他可以跨行。

例如下面两段代码的效果是相同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1;

//a=2;

//a=3;

//a=4;

//a=5;

printf("号d",a);

sleep(5000);

return O;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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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a=3;

a=4:

a=5;

*/

printf("d",a);

sleep(5000);

return O;

上面两段代码，变量a的值最后还是1。

再来看一段代码：

int a;

a=1;

上面这段代码是定义一个整型变量(小房子)a,并且给变量a赋一个初始

值1。我们以后会经常遇到在定义一个变量(小房子)之后，给其赋初始值的情

况，我们可以简写如下：

int a=1;

多个变量也类似。

int a=1,b=2,c=3;

浮点型和字符型也类似。

float a=1.1;

char c='x';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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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给浮点型变量赋初始值的时候必须是一个小数，也

就是说必须有小数点。在给字符型变量赋初始值的时候，字符的两边需要加单引

号，记住是单引号，不是双引号。上面的代码中我们希望把字符x赋值字符变

量c,所以我们在字符x的左右两边加上了单引号。

编程也是一门艺术,我们需要追求简洁，高效而美的代码，一名优秀的程

序员往往也是一名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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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计算机可不是傻子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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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于小于还是等于

计算机和我们人类一样，计算机也可以判断大小。假如你告诉计算机有a

和b两个数，计算机除了可以告诉这两个数的和、差、积和商，他也可以告诉

你谁大，谁小。现在我们就来瞧瞧计算机是如何判断谁大谁小的。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说明一下在计算机中用来判断两个数关系的符号—

关系运算符。一共有六个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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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

大于>

< 小于

>= 大于等于

<= 小于等于

!= 不等于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我们计算机中，一个等于号“=”表示的是赋值，两

个等于号“==”才表示判断是否相等，同学们在编写代码的时候千万不要写

错。一个感叹号加一个等于号“!=”,表示“不等于”。此外计算机只有“大于

等于”和“小于等于”,没有“等于大于”和“等于小于”,即“=>”和“=<”

是没有的，这一点请一定要注意。

例如以下的写法是正确的

5>=4

7!=8

a<b

c==d

下面几种是不对的

4=<7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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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如何判断正数呢

假如你现在想让计算机判断一个整数是否为正数，如果是则显示yes,如

果不是则什么都不显示，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计算机需要有一个小房子(即变量)来存储这个数。

然后，你需要告诉计算机这个数是什么?

接下来，计算机需要判断这个数是否为正数。

最后输出计算机的判断结果。

上面方框中的内容，就是让计算机判断一个数是否为正数的“算法”。

算法：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千万要被这专业名词给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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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算法，也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像上面一样一步一步的列出来，然后

再将算法的每一步通过C语言的来实现。

下面，我们就用C语言把上面的算法来实现一下吧。

首先，计算机需要有一个小房子(即变量)来存储这个数。

我们可以用int  a;来申请一个名字叫做a的小房子(即变量),来

存储需要判断的数。

然后，你需要告诉计算机这个数是什么?

我们可以用scanf("?,&a);来读入一个数并将这个数存储在小房

子a中。

接下来，计算机需要判断这个数是否为正数。

这可怎么办?不要紧，我们待会再来分析。

最后输出计算机的判断结果。

如果是正数则显示“yes”,我们使用printf("yes");

好，我们现在来集中精力解决刚才的第三步—判断存放在小房子a中的数

是否为正数。

想一想，我们人类是如何判断是一个数是否为正数的?那就要从正数的定

义出发，如果一个数大于0,就是正数。好，那计算机也是这么想的，哈哈。

如果(a大于0) 显示yes

接下来，我们尝试用C语言来替换。

其中“如果”在C语言中用“if”来表示。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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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0)  printf("yes");

当然，如果你觉得写在一行不爽，写两行也是可以的。

if(a>0)

printf("yes");

更好的写法应该是在printf("yes");前面空“两格”或者空一个

“tab”①。表示printf("yes");是if (a>0)的一部分，当条件(a>0)成立

的时候才执行printf("yes");这条语句。

if (a>0)

printf("yes");

正数 正数

@tab表示一个制表符，在编程中用tab来代替空格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可以让你的代码看起来更

美。tab键在字母q键的左遍，赶快试一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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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scanf("号d",&a);

if(a>0)  printf("yes");

sleep(5000);

return O;

好了，赶快试一试吧。

假如我希望输入的数为正数显示yes,如果输入的数为负数或者0显示

no,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第三部分则改为

如果(a大于0) 显示yes

如果(a小于等于0) 显示no

对应的C语言代码是：

if (a>0) printf("yes");

if(a<=0) printf("no");

完整的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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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scanf("sd",&a);

if(a>0)     printf("yes");

if (a<=0)   printf("no");

sleep(5000);

return O;

强调一下语法，if后面的一对圆括号中，是一个关系表达式。

if语句的语法格式

if (条件)    语句；

当条件为真的时候执行后面的语句。

好了，赶快试一试吧。

一起来找茬

1.下面这段代码是用来判断一个数是否小与等于100,如果是则输出

“yes”。其中有3个错误，快来改正吧^_^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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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f("'d",a);

if(a<100); printf("yes");

sleep(5000);

return O;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假如我希望输入的是正数显示yes,输入的是负数显示no,输入的是0

则显示0。应该怎么办呢?

十 这一节，你学到了什么

1.if语句的基本格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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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偶数怎么判断

通过上一节的学习，我们知道了计算机是通过if语句来进行判断的。现在

我们来尝试一下如何判断一个数是否为偶数。首先，我们还是先写出算法。

①计算机需要有一个小房子(即变量)来存储这个数。

②你需要告诉计算机这个数是什么?

③计算机需要判断这个数是否为偶数。

④计算机输出判断结果。

其中在第三步可能你遇到了一点点小麻烦。我们想一下，什么是偶数呢?

偶数就是能够被2整除的数，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数除以2的余数为0,那么这

个数就是偶数。

那么我们现在只需要判断这个数除以2的余数是不是0就可以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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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a除以2的余数和0相等)   输出yes

如果(a除以2的余数和O不相等)  输出no

%2

==0 偶数 偶数

%2

奇数 奇数

C语言中求余数的运算符号是。所以判断一个数是否为偶数的C语言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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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if(a号2 ==0) printf("yes");

if (a号2 != 0) printf("no");

完整的c语言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请注意：在C语言中用两个等号

=表示判断是否相等，一个等号

=表示赋值。

int   a;

scanf("?,&a);

if (a82==0) printf("yes");

if (a!=0) printf("no");

sleep(5000);

return O;

好了，应该去尝试一下了。

一起来找茬

1.下面这段代码是用来判断一个数是7的倍数。其中有4个错误，快来改

正吧^^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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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f("sd号d",&a);

if a号7=0  printf(yes);

sleep(5000);

return O;

→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如何判断一个数的末尾是不是O呢?如果是则输出yes(比如120),

如果不是则输出no(比如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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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用else来简化你的代码

在上一节中我们使用了两个if语句来让计算机判断一个数是否为偶数，如

果不出意外的话，我想你已经成功了。本节我们将学习另外一个语句来简化之前

的代码—那就是神奇的“else”。

else的意思表示否则，只能和if配合使用。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如何让计算机来判断一个数是否为偶数这个问题，回顾

一下上一节的算法如下：

如果(a除以2的余数和0相等)    输出yes

如果(a除以2的余数和0不相等)  输出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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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面第二个“如果”中的条件“a除以2的余数和O不相等”正好就

是第一个如果中的条件“a除以2的余数和0相等“的相反情况，因此我们

用“否则”来代替，从而简化我们的代码。

如果(a除以2的余数和0相等)    输出yes

否则  输出no

%2

奇数 奇数 偶数 偶数

这里的“如果”在C语言中仍然是用if来表示，这里的“否则”就是else

来表示。好，转换为代码如下。

if(a号2==0)    printf("yes");

else  printf("no");

其实，更加漂亮的写法是像下面这样：

if (a ÷ 2==0)

printf("yes");

else

printf("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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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键盘读入一个整数判断他是否为偶数的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scanf("?,&a);

if(a÷2==0)printf("yes");

else printf("no");

sleep(5000);

return O;

if-else语句的语法格式

if(条件) 语句；

else  语句；

当条件为真的时候执行if后面一对花括号内的语句，条件为假的时候执行

else后面一对花括号内的语句。

一起来找茬

1.下面这段代码是用来判断一个数末尾是否为7,例如7,17,127...如

果是打印yes,否则打印no。其中有5个错误，快来改正吧^_^。

#include <stdi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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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lib.h>

int mian()

int  a;

scanf("gd",&a);

if (as10=7)  printf("yes")

else  ;  prinf("no")

sleep(5000)

return O;

十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从键盘输入一个正整数，让计算机判断这个数是否为一个“一位数”

(1~9之间)。如果是则输出yes,不是输出no。

这一节，你学到了什么

1.if-else语句的基本格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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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计算机请告诉我谁大

上一节我们学习了使用if-else语句来判断一个整数是否为偶数。这一节

我们将学习如何从键盘输入两个整数，让计算机来判断哪一个较大，把较大的那

个整数输出来。例如：如果我们输入的是5和8,计算机就输出8。

在学习“如何让计算机判断两个数中，谁更大一点”这个问题之前，我们

先回顾一下第一章中，如何从键盘读入两个整数，算出他们的和的问题。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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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a,b,c;

scanf("ed号d",&a,&b);

c=a+b:

printf("d+'d=gd",a,b,c);

在上面这个代码中，我们输出的是“和”。那如何让计算机输出较大的一个

的数呢?我们仍然使用“如果”的方法。

首先还是定义3个变量，a和b用来存输入的两个数，c用来存a和b中

较大的那个。

int a,b,c;

然后读入从键盘读入2个数，分贝存放到变量a和b中。

scanf("ed号d",&a,&b);

接下来要注意了，我们将通过之前学过的“如果”“否则”的方法，来进行

分情况讨论来判断谁更大。

如果(a>b)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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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三 a

上面这两行代码是说明如果条件(a>b)成立的情况下，我们将a的值给c。

但是条件(a>b)并不一定成立啊，所以我们还要告诉计算机不成立的情况下，应

该怎么办。

所以还要写

否则   c=b;

那么完整的代码如下：

如果(a>b) c=a;
否则 c=b;

总结一下，如果(a>b)成立，就将a的值给c,执行c=a。如果不成立，就

执行否则的部分，将b的值给c,执行c=b。

计算机通过“如果”和“否则”的方法，来进行分情况讨论。当(a>b)成立

的时候，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即执行某一个语句，这里是c=a;,当时假设不成立

的时候(即否则),给出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即执行另外一个语句，这里是c=b。

完整代码如下，赶快尝试一下吧。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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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f("sd号d",&a,&b);

if(a>b) c=a;

else  c=b;

printf("d",c);

sleep(5000);

return 0;

一起来找茬

1.下面的程序的功能是从键盘读入两个整数，判断他们是否相等，如果相

等输出yes,否则输出no。其中有5个错误，快来改正吧^_^。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scanf("?,&a,&b);

if(a=b);

printf("yes");

else ;

prinf("no");

sleep(5000);

retu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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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从键盘输入两个正整数，让计算机判断第2个数是不是第1个数的约

数。如果是则输出yes,不是输出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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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三个数怎么办

在上一节我们学习了如何在两个数中寻找较大的一个，那么三个数该怎么

办呢?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回忆一下，我们人类是如何在三个中数寻找

出最大的一个的呢，例如1322,4534,1201这三个数中哪个数最大?

好了，赶快回忆一下，如果我任意给你三个数，你是怎么知道哪个数最大

的呢?

怎么样想出来了没有?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是“一眼”就看出来的，如

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请你在下列数中找出最大的那个来，并且请在“一眼”之后

立即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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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7114172381374360402592742737834656814

56295120352811173151237461064103026619588

1061361113423241637335390246122379066406141

9116315129085288026013924744748131097833694

38697755322747611217104205662911094131012

1491010  356362  132  558373921  128  681165252  60  4
93441603702802035712058433976737561107809
6306151088115260844894926866910334493141088
604134172691119696974307331553752870563309

1179853816  155  361546252197  820  330  975  6791052

8291205107412154348174972011061571058436407

39123218119810611114532303264633530741475
122350511272754339305594907615377800234108
263  1040  1174795497256  60  248  4412131222  135  816
152397034197603927495061826698211131874235

11766371601115578924832452118693316446694

4171777387141326990108498826698112021122770
1034935911928629134820312212752581145747406

9153035035723309279831231230393804911446722

934621507777742116991811604807568171100812

358106943187122314373308437260612575645644

669681106577852835720121061599192585757629
636410166798470264526860679313648806706572

54634121834181811907816911019853369227287

790109729512053901145643550801683111527873
59710411222280  137789  102293  694944199789962

913276246299  3511005  3101124  711  335132  182  185

4964386344626969108015769165251130268397755

8206336964511077023328172123981131185862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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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你“一眼”看出来了没有?最大的是多少?如果你真的可以在一秒

之内看出来，那你一定不是地球人(    )。最大的数是1233。

现在回归正题，我们正常的人类在一个数列中寻找最大的一个数的时候，

大致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快速的扫描(当然古代的中国人可能是从上到下，从

右到左),在快速扫描的过程之中，我们首先会记住第一个数，然后继续往下

看，一直看到一个数比之前记住最大的数还要大的时候，就转为记住这个更大的

数，然后一直快速扫描完毕，找出最大的一个。下面我们来模拟一个这个过程。

○)

a C

a吡较大，我要a的!

哟，c中的更大，
我还是要c的吧~

O
0

d
同理(我上学的时候最怕看到这个词语-_-!,没有办法，这里我也借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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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因为我一时半会想也不到更好的词语了额),我们来找出三个数中最大的那

个也是相同的道理。

计算机要想找出三个数中的最大数，其实就是模仿我们人类的思维过程。

首先，用三个变量a,b,c分别用来存放键盘读进来的三个数。

然后，先比较变量a的值和变量b的值，将较大的赋给变量d。

再比较变量d的值和变量c的值，如果变量c的值大于变量d的

值，则把变量c中的值赋给变量d。

最后输出变量d的值。

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d;

scanf("sd id sd",&a,&b,&c);

if(a>b)  d=a;

else d=b;

if(d<c)   d=c;

printf("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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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5000);

return O;

}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分别比较a和b,a和c的关系..如下

如果a>=b并且a>=c    输出a

如果b>=a并且b>=c    输出b

如果c>=a并且c>=b    输出c

其中“并且”在C语言中用x&表示，顺便说一下在C语言中“或”用||表

示。Ⅱ这个符号你可能在键盘上不太好找，他通常在回车键的上面。在英文输

入法状态下，按住shift键不要松手^_^再按下回车键上面的那个键，就会出

现一个|,重复两次就可以啦。

&&    表示逻辑"并且"

|     表示逻辑”或”

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scanf("ed sd gd",&a,&b,&c);

if(a>=b && a>=c)  printf("号d",a);

if(b>=a && b>=c)  print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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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a && c>=b)  printf("?,c);

sleep(5000);

return O;

使用这种方法虽然代码比较简洁，但是在10个数中找出最大值就很麻烦

了。而介绍的第一种方法则可以很容易的扩展出在10个数中找出最大值的方

法，详见第三章。

一起来找茬

1.下面的程序功能是从键盘读入一个整数，判断这个数是否为7的倍数或

者末尾含7的数，例如7,14,17,21,27,28.⋯如果是则输出yes

不是输出no。其中有5个错误，快来改正吧^_^。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scanf("ed",&a);

if(a}0| a号10=7);

printf("yes");

else

prinf("no")

sleep(5000);

retu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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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从键盘任意读入三个整数，如何从中找出最小的一个?

2.从键盘任意读入四个整数，如何从中找出最大的一个?

3.从键盘输入一个年份(整数),判断这年是否为闰年，是输出yes不是

输出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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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我要排序—更复杂的判断来了

在上一节我们知道如何在三个数中找出最大的一个，现在有一个新的问

题：如何从键盘输入任意三个数，并将这三个数进行从大到小排序呢?例如无论

你是输入213、321、123还是312,计算机都能够输出321,这

该怎么办呢?我想此时你先不要急着往下看，思考一下，通过我们之前学习的内

容你应该可以自己独立完成的，赶快打开“啊哈c”去尝试一下吧!

尝试的如何?我想你应该已经做出来了，即使没有完全正确也应该有了大

概的思路。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请赶快再去尝试一下吧，这样会让你更容易理

解下面的内容，同时也可以比较一下你想的和我所讲的是否一样。顺便说一下，

要想学好编程，最重要的就是要多尝试。

要想把三个数进行从大到校排序，其实有很多种方法，我们这里主要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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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

下面来讲第一种方法，最直接的方法。

如果a>=b并且b>=c    打印a b c

如果a>=c并且c>=b    打印a c b

如果b>=a并且a>=c    打印b a c

如果b>=c并且c>=a    打印b c a

如果c>=a并且a>=b    打印c a b

如果c>=b并且b>=a    打印c b a

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scanf("ed d gd",&a,&b,&c);

if(a>=b && b>=c)  printf("ed ed d",a,b,c);

if(a>=c && c>=b)  printf("ed gd d",a,c,b);

if(b>=a && a>=c)  printf("ed gd d",b,a,c);

if(b>=c && c>=a)  printf("d 'd d",b,c,a);

if (c>=a && a>=b)  printf("ed ed d",c,a,b);

if (c>=b && b>=a)  printf("ed ed d",c,b,a);

sleep(5000);

return O;

第二种，我称之为“换位法”。一共有3个变量，也就是说分别有三个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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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a,b和c。我们的目标是让小房子a中存储最大的，小房子b中存储次大

的，小房子c中存储最小的。

首先，我们先将小房子a中的数与小房子b中的数比较，如果小房子a中

的数小于小房子b的数，我们则将小房子a和小房子b中的数交换。这样我们

就可以确定，在小房子a和小房子b中，一定是小房子a中存的是比较大的

值。关于如何交换两个变量中的值，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已经讨论过了，需要

借助另外一个小房子t作为中转，代码如下：

if (a<b)  {t=a; a=b; b=t;}

在上面的这行代码中，当(a<b)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我们需要连续执行

三句话，此时我们需要这个三句话放在一对{}括号中形成一个语句块，这样当

条件(a<b)成立的时候，计算机才会依次执行t=a;  a=b;  b=t;这三句

话。  如果不加{}这对花括号。形如：

if(a<b)  t=a; a=b; b=t;

当条件(a<b)成立的时候计算机会执行t=a;而a=b;和b=t;计算机

无论如何都会执行。因为if语句后面只能跟随一条语句或者一个语句块。使得

a=b;和b=t;与if(a<b)这个条件没有任何关系了。或许如下的写法更容易

让你理解。

if (a<b)   t=a;

a=b;

b=t;

所以当我们需要在if语句后面执行多条语句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一对花

括号把所有需要执行语句括起来，形成一个语句块，这样计算机就知道他们是一

起的了，要执行就一起执行，要么就都不执行。

接下来，我们需要再比较小房子a中的数和小房子c中的数。如果小房子

a中的数小于小房子c中的数，我们则将小房子a中的数和小房子c中的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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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在小房子a和小房子c中，一定是小房子a中存的

是比较大的值。

if(a<c) {t=a; a=c; c=t;}

经过分别将小房子a与小房子b和小房子c进行比较和交换，我们可以确

定小房子a中存储的值一定是原先3个数中的最大值。至于目前小房子b和小

房子c目前存的是什么值不重要，因为我们待会还要继续比较小房子b和小房

子c。重要是的我们已经确定小房子a中已经存储的是最大值了。

C

a与b进行比较，将较大的一个数放入a中

○

a与c进行比较，将较大的一个数放入a中

C
下面继续比较小房子b中的数和小房子c中的数。将较大的数放在小房子

b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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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b<c)   {t=b; b=c; c=t;}

O

b与c进行比较，将较大的一个数放入b中

O
O O

C
经过三轮比较，我们终于排序完毕，最大的数放在了小房子a中，次大的

数放在了小房子b中，最小的数放在了小房子c中。

下面是完整代码，赶快来试一试吧。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t;

scanf("ed号d gd",&a,&b,&c);

if(a<b)  {t=a;a=b; b=t;}

if(a<c)   {t=a; a=c; c=t;}

if (b<c)   {t=b;b=c; c=t;}

printf("???d号d",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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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5000);

return O:

我们以后在第五章中即将学习的选择排序就是基于这种方法的扩展。

题外话：有的时候像这样的写法，显得过于紧凑

if (a<b) {t=a; a=b; b=t;}

我们可以改为如下较为宽松的写法

if (a<b)

t=a;

a=b;

b=t;

宽松的写法的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t;

scanf("sd id {d",&a,&b,&c);

if (a<b)

t=a;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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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if(a<c)

t=a ;

a=c;
c=t;

if(b<c)

t=b;

b=C;

c=t;

printf("ed号d d",a,b,c);

sleep(5000);

return O;

一起来找茬

1.下面的程序功能是从键盘读入一个整数，如果这个数是奇数就输出这个

数后面的三个数，如果这个数是偶数，就输出这个数前面的三个数。例

如输入的整数是5就输出678,如果输入的整数是4,就输出321其中

有2个错误，快来改正吧^_^。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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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main()

int    a;

scanf("?,&a);

if(a÷2==1)

printf("d",a+1);

printf("d",a+2);

printf("d",a+3);

else

printf("?,a-1);

printf("d",a-2);

printf("?,a-3);

sleep(5000)

return O;

十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从键盘任意读入四个整数，将其从小到大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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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运算符总结

通过前两章的学习，我们了解C语言中的许多运算符，有算术运算符如

“+”、关系运算符如“==”和逻辑运算符如“&&”“I”。下面我们来总结一

下。

如下：

名称 作用

+ 加- 减

★ 乘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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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于

< 小于

== 等于

>= 大于等于

<= 小于等于

!= 不等于

&& 与

l 或

!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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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1>2究竟对不对

l>2 ?0ms!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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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1>2这个关系表达式是不成立，同样对于我们C语

言来讲1>2这个关系表达式也是假的，但是这个表达式的写法并没有任何错

误，只不过他是假的而已。如果你喜欢你也可以写11<10等等，相信你可以写

出很多这样为假的关系表达式。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类似11<10这样为假的表

达式没有任何意义，那么你错了，在第三章你会发现他的大用途。o(n n)O

此外2>=2这个关系表达式也是真的，因为他表示的是2大于2或者等于

2,其中只需要满足其中任意一个就可以。类似1<=2也是真。

请看下面这段代码

if (1>2)

printf("yes");

else

printf("no");

上面的这段代码表示，1>2如果成立，也就是说如果1>2这个关系表达式

为真，则输出“yes”,否则输出“no”。很显然1>2为假，计算机会输出

“no”。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那么下面这段代码你肯定就晕了。

if (1)

printf("yes");

else

printf("no");

你猜计算机会输出什么?去试一试

如果是像下面这样呢?

if (-5)

printf("yes");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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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no");

你在猜计算机输出了什么，再去试一试吧。

如果是像这样呢?如下：

if (0)

printf("yes");

else

printf("no");

计算机又输出了什么呢?

如果你上面的三段代码都尝试过后，你会发现前两段代码都是输出

“yes”,也就是说，计算机认为前两个代码中“if”后面圆括号内的关系表达

式都是成立的，即为真。第三段代码输出的是“no”,即认为第三段if后面一

对圆括号内的关系表达式不成立，为假。

这时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了，关系表达式不应该是一个式子吗，至少也应该

有一个“>”、“<”或“==”之类的运算符才对啊。为什么单独一个数字也有真

假呢?

这个确实很奇怪，我们计算机就是认为1和-5是真的，0是假的。其实在

C语言中，当对于某一个数进行讨论真假的时候，只有0是假的，其余都认为

是真的。很显然，如下三个个程序都是打印出“yes”。

if (8)

printf("yes");

else

printf("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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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1000)

printf("yes");

else

printf("no");

if (-123)

printf("yes");

else

printf("no");

只有下面这个程序才会打印出“no”。

if (0)

printf("yes");

else

printf("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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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讨厌的嵌套

if-else语句的“嵌套”就是在一个if-else语句中在“嵌套”另外一

个if-else语句。在讲“嵌套”之前我们先回忆一下本章第六节中的一个例

子：如何在三个数中找出最大的一个?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scanf("ed ed d",&a,&b,&c);

if(a>=b && a>=c)  printf("d",a);



啊哈C语言|aha-c.com

if(b>=a && b>=c)  printf("号d",b);

if (c>=a && c>=b)  printf("号d",c);

sleep(5000);

return O;

在上面的代码中，我们使用了“aa”并且这个逻辑关系运算符号来解决两

个条件同时“满足”的需求。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if(a>=b && a>=c)

printf("号d",a);

比如上面这段代码，我们可以用去“嵌套”的方式写成：

if(a>=b)

if (a>=c)

printf("ed",a);

上面代码的意思是：当a>=b这条件满足的时候，再来进一步来讨论a与c

的关系。(如果a>=c也成立话，就打印a。)

我们接着往下想，如果此时a>=b已经成立，但是a>=c不成立的话，是不

是就意味着在a、b、c之中，c是最大值呢?答案是肯定的^_^代码如下：

if(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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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c)

printf("d",a);

else

printf("号d",c);

那如第一个条件a>=b就不成立呢?(我们是不是也要讨论a>=b不成立的

情况?)完整的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scanf("sd ??,&a,&b,&c);

if(a>=b)//a>=b成立的情况

if(a>=c)//进一步讨论a与c的关系

printf("sd",a);

else

print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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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a>=b不成立的情况

if(b>=c)//进一步讨论b与c的关系

printf("号d",b);

else

printf("号d",c);

sleep(5000);

return O;

上面的代码中的所有的if-else语句我都加了{},这样看起来很臃肿，我

们之前说过如果if和else后面只有一条语句的话，我们是可以省略{}的。代

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scanf("sd ed号d",&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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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b)

if(a>=c)

printf("d",a);

else

printf("÷d",c);

else

if(b>=c)

printf("d",b);

else

printf("ed",c);

sleep(5000);

return O;

上面的代码其实还可以更简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scanf("ed ed吕d",&a,&b,&c);

if(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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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c)

printf("号d",a);

else

printf("d",c);

else

if(b>=c)

printf("号d",b);

else

printf("d",c);

sleep(5000);

return O;

你发现没有，上面的代码中，我们把最外层if-else语句的{}也去掉了。

有的同学可能就有问题了?

if (a>=b)

if(a>=c)

printf("号d",a);

问题1:这里可不只一句话哦

else

printf("gd",c);

else

问题2:这个else

是哪个if的呢

if(b>=c)

printf("d",b);

else

print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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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解决问题2。问题2比较简单，else的匹配采用就近原则，离那

个if最近，就是属于那个if的。所以问题2所指向的那个else是属于

if(b>=c)这个if的。

问题1说起来比较麻烦，但是原理很简单，请听我慢慢道来。其实上面虚

线框中的代码是一个语句。是一个if-else语句，且是一个很完整的if-else

语句，因为他不但有if部分还有else部分。只不过很特别的是，if部分和

else部分都分别有自己的子语句printf部分，所以看起来就显得很多了。其

本质上就是一条语句if-else语句，一个“复合语句”。不过在外层的

if(a>=b)看来，他就是一条if-else语句，至于这条语句内部长什么样子

if(a>=b)并不关心，其实就像大盒子里面套小盒子一样，if(a>=b)是搞不清

楚if(a>=c)里面是长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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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if-else语法总结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当if()括号内的关系表达式成立的时候，执行if()

后面的{}中的内容，不成立的时候执行else后面{}中的内容。当{}内的语句

只有一条的时候{}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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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关系表达式)

语句；

语句；

else

语句；

语句；

当{}内的语句只有一条的时候，可以省略{}。

if(关系表达式)

语句；

else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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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重复的事情我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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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永不停止的哭声

在第一章我们就知道，如果让计算机开口说话使用的是printf语句，例

如让计算机说“wa”则是printf("wa");那如果让计算机说10遍wa呢?你

可以尝试这样写：

printf("wa wa wa wa wa wa wa wa wa wa");

或者你也可以这样写：

printf("wa");

printf("wa");

printf("wa");

printf("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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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wa");

printf("wa");

printf("wa");

printf("wa");

printf("wa");

printf("wa");

如果要让计算机说10000遍"wa"呢?那该怎么办?我想你肯定要疯了吧。

在本节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让计算机做重复的事情。

好，首先我们先来学习如何让计算机“永无止境”的说“wa”。这个很简

单，如下：

while(1>0)

printf("wa");

赶快去尝试一下，你是不是发现计算机开始无止境的说“wa”了。

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while(1>0)

printf("w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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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5000);

return 0;

一定要尝试啊，尝试出来了在往下看。

当然了，你也可以让计算机无止境的说任何一个内容。例如

while(1>0)

printf("bie wa");

回到正题。在上面的代码中，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while()另一个是一

对{}花括号的中的内容。他表示的意思是，当while后面()中的关系表达式

为真，也就是关系表达式成立的时候才执行{}中的内容。

那么很显然(1>0)这个关系是永远成立的，所以计算机会一直执行{}中的

内容，而上面的例子{}中只有输出一句话，所以计算机就会不停的输出。

判断1>0是否成立

成立 不成立

printf("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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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顺便说一下，如果{}中只有一条语句，那么这一对{}花括号可以省

略。也就是说可以简写成

while(1>0)

printf("wa");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问了while后面圆括号中的1>0是否可以写成2>1或

者3>0等等?

当然可以，如果想让计算机永无停止的执行，你可以写任何一个关系表达

式为真的式子。甚至，你可以写while(1),还记得吗我们在第二章说过，如果

对于某个数字来判断真假，只要这个数不为0就是真的，例如下面段代码也可

以永不停止的在屏幕上打印wa

while(1)

printf("wa");

下面我来实现一个很炫的效果，“黑客帝国”来啦○(n_ n)○哈哈哈~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while(1>0)

printf("01");

sleep(5000);

retu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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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上面的代码后计算机就会不停的在屏幕上打印0和1。

当然你可以改变一下打印的背景与字的颜色，例如改为黑色的背景，绿色

的字。

还记得吗?是使用system("color 0a");这个语句。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system("cclor Oa");

while(1>0'

printf("01");

sleep(5000);

return O;

是不是很像黑客帝国，哈哈。

猜一猜，运行下面这段代码计算机会有什么反应?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whi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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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wa");

sleep(5000);

return O;

我想你应该猜到了，计算机一句wa都没有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1<0

这个关系表达式不成立，所以计算机没有执行后面花括号中的内容。

此时此刻你会发现计算机要么就打印无数遍永不停止，要么就一次都不打

印。如果想打印指定的次数该怎么办?例如我们之前遗留下来的问题：打印

1000遍wa,一次不能多一次也不能少该怎么办?不要着急，让我们一起进入

下一节。

一起来找茬

1.下面这段代码是让计算机“永无止境”的打印hello。其中有2个错

误，快来改正吧^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while(1>0);

print("hello");

sleep(5000);

retu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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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让计算机“永无止境”的再屏幕上显示中文汉字“你好”。

这一节，你学到了什么

1.在C语言中我们用什么语句来实现循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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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我说几遍就几遍

请说十遍wa,

一遍不许多，

一遍也不许少哦~

在上一节中，我们学习了如何使用while来让计算机做重复的事情，本节

我们将揭晓如何重复指定的次数。

我们知道如果while后面()中的关系表达式成立的话，那么计算机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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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中的内容。如果()括号中的关系表达式永远成立，那么计算机机会

“永无止境”的去重复的执行{}中的内容。

假如我们想让计算机打印100次“wa”,我们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让

while()中的关系表达式在前100次是成立，然后在第101次的时候就不成

立了。想一想根据我们之前学的知识，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很显然while后面的()中的关系表达式，像2>1或者1<=100等等都

不行的，因为像这样用固定的数字组合成的关系表达式，一旦被你写出，那么这

个式子是否成立就已经是板上订钉啦，非真即假，而且永远不会改变。例如

1<=100这个关系表达式是永远成立，这样并不能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需要创

造怎样一个新的关系表达式，才能有这个式子有时候成立，有时候不成立?该怎

么呢?

我猜你已经想到了!那就是⋯⋯

伟大的“变量”。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带有变量的关系表达式，例如a<=100。因为a是一个

变量，a这个小房子里面所装的数是可以变化的。当小房子a中的数是1的时

候，此时a<=100是成立的；当小房子a中的数是101,那么a<=100就不成

立了，这正好满足了我们对于表达式a<=100有时候成立有时候不成立的要

求。对于a<=100这个关系表达式是否成立的关键就在于a这个变量的所装的

数是多少，也就是变量a的值。

如果我们想让a<=100在前100次成立，在101次不成立的话。我们只需

要让变量a中的值从1变化到101就可以了。那么如何让变量a中的值从1变

化到101呢?我们只需要在最开始的时候将变量a的值赋为1,然后while每

循环一次，就将变量a的值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1就可以了。当变量a的值加

到101的时候a<=100就不成立了，就会结束循环。代码如下：



啊哈C语言| aha-c.com

int a;

a=1;

while(a<=100)

printf("wa");

a=a+1;

再来分析一下上面的代码：a=a+1;这条语句的作用是把小房子a中的值在

原本的基础上增加1(第一章第四节有详细解释，如果还没有搞懂还是回去看看

吧)。变量a最开始的时候的值为1,每执行一次while循环后，变量a的值

机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1,变为2,然后依次变成3,4,5,6,7,8,9⋯⋯

100,101。直到变量a的值为101的时候a<=100条件不成立，退出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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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判断a<=100是否成立

成立 不成立

printf("wa");
a=a+1;

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1;

while(a<=100)

printf("wa");

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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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5000);

return O;

赶快尝试一下吧。如果要输出100个“wa”该怎么办?又或者输出10个

“hello”呢?赶快去尝试一下吧。

接下来一个问题：如果要打印1~100该怎么办?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1;

while(a<100)

printf("wa");

a=a+1;

sleep(5000);

return O;

在这段代码中，我们打印了100个wa,那么打印1~100也很简单，只需

要修改printf语句就可以了。那么如何修改printf语句呢。之前的printf

语句的作用是输出wa,现在需要输出1~100,正巧变量a的值就是从1一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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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100的。我们只需要每次循环的时候把a的值输出就好了。即把

printf("wa");改为printf("d",a);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1;

while(a<=100)

printf("d",a);

a=a+1;

sleep(5000);

return O;

赶快尝试一下把。

如果我们想倒序输出呢?就是让计算机先输出100再输出99接着

98,97,96,95....1。该怎么办?

刚刚我们才学过的“让计算机输出1~100”,就是让变量a从1开始，然

后通过while循环每次把变量a的值输出来，并且每次循环的时候将变量a的

值增加1。这样就会打印出1~100。而此时的要求是从100打印到1。很显然

我们需要让变量a从100开始，然后也是通过while循环每次把变量a的值

输出来，不过每次需要递减1,一直递减到1为止。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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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100;  //初始值从100开始

while(a>=1)//请注意这里的循环条件变为>=1

printf("8d",a);

a=a-1;  //每循环一次将a的值递减1

sleep(5000);

return O;

问题又来啦，那如果希望打印的是1~100之内的偶数呢?自己想一想吧。

怎么样有没有思路，其实要输出1~100之间的偶数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

我们之前变量a是从1开始的，之后每次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增加1,那么a就

会从1到2再到3再到4⋯⋯一直到101,当变量a的值增加到101的时候，

不满足条件a<=100,就会退出while循环。那现在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思路，

让变量a的值从2开始，每次增加2,这样变量a就会从2增加到4再增加到

6以此类推⋯⋯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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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while(a<=100)

printf("?,a);

a=a+2;

sleep(5000);

return O;

}

好了又到了尝试的时候了。

我想如何让计算机打印1~100以内3的倍数，你应该也会了，就是先将变

量a的初始值赋为3,然后每次增加3。赶快再去尝试一下吧。

上面的写法固然是好，但是却不是万能的，假如我希望的不是输出1~100

以内3倍数，而是输出1~100以内除去所有3的倍数的数该怎么办呢?例如

1,2,4,5,7,8,10.⋯97,98,100。那又该怎么办呢?不要着急，我们将在第四

节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一起来找茬

1.下面这段代码是让计算机从100打印到200。其中有3个错误，快来

改正吧^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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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0;

while(a<200);

printf("号d",a);

sleep(5000):

return O;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让计算机1打印到100再回到1,例如：123 ⋯⋯ 989910099

98  ⋯⋯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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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if对while说我对你很重要

在上一节，我们学习了while循环的基本使用方法，但是我们遗留了一个

问题：如何让计算机输出1~100以内除去所有3的倍数的数。例如：

1,2,4,5,7⋯⋯97,98,100。

通过第二节的内容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写出让计算机一次打印1,2,3..⋯一直

到100,只需要让变量a从1开始每次增加1就可以了。如果想每次遇到3的

倍数就不打印的话，我们只需要在每次打印之前对变量a的值进行判断就OK

了，即：当变量a的值是3的倍数时就不输出，否则就输出。那么怎么来判断

变量a的值是否是为3的倍数呢?这就需要我们在第二章学习的if语句。我们

只需要通过if语句来判断变量a的值除以3的余数是否为0就可以了。如果

余数不为0,说明变量a中的值不是3的倍数，就将变量a中的值打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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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就说明变量a中的值是3的倍数，不能打印。

那么怎么解决变量a的值除以3的余数是否为0呢，我需要使用“号”这

个运算符，在第二章中我们介绍过，读作mod,也可以叫做取模，作用就是获取

余数。这里另外说一下这个运算法的左右两边必须为整数。而/这个符号表示

除号，作用是获取商，/这个运算符的左右两边既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小数。好

了废话少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1;

while(a<=100)

if(a号3!=0)

printf("号d",a);

a=a+1;

)

sleep(5000);

return O;

}

赶快去尝试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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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判断a<=100是否成立

成立
不成立

判断a==0是否成立 成，
立 printf("wa");

a=a+1;

如果要输出1~100之间是能被3整除但是不能被5整除的所有数，又该怎

么办?

这个数是3的倍数但不是5的倍数，也就是需要变量a除以3的余数为0

但除以5的余数不为0。这里逻辑关系“并且”在C语言中的表示方法我们在

第二章已经学习过，用“&&”表示，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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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a<=100)

if(a83==0 &α a85!=0)

printf("号d",a);

a=a+1;

sleep(5000);

return O;

}

更复杂的来啦!

你有没有和同学玩过一个游戏：大家围成一圈从1开始报数，但是每逢遇

到7的倍数或者末尾含7的数，例如7,14,17,21,27,28等等，就要拍手并

且不能报出，谁出错了，谁就要受到惩罚。

现在我想知道1~100以内有多少想这样的数，请你写这样一个程序，输出

1~100之间所有7的倍数和末尾含7的数。

很简单，我们先参照以往的程序，利用while循环，让变量a从1递增到

100,不过我们每次在输出变量a的值的之前需要对变量a进行判断。根据题

目的要求，如果变量a的值是7的倍数或者变量a的值末尾含有7就打印出

来。判断一个变量是否为7的倍数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只需要判断变量a除以

7的余数是否为0就可以，即如果a÷7==0这个关系表达式成立就输出。那怎

么解决变量a的值末尾是否含7呢?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末尾含7的数其

实就是这个数的个位为7,也就是这个数除以10的余数为7。有了这个性质就

好办了，即a�==7这个关系表达式成立的时候也输出就可以啦。

好了现在有两个关系表达式a?7==0和a?10==7,分别表示这个数是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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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的倍数以及末尾是否含7。这两个式子是“或者”的关系，只要有一个成立，

就将这个数输出。这里逻辑关系“或者”在C语言中的表示方法我们在第二章

也学习过，用“|I”表示，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1;

while(a<=100)

if(a号7==0 ll a号10==7)

printf("ed",a);

a=a+1;

sleep(5000);

return O;



啊哈C语言| aha-c.com

第四节

求和!求和!求和!

在上一节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让计算机打印1~100,那如何让计算机求

1~100之间所有数的和?

你可能会说，首项加尾项的和乘以项数然后再除以2,就可以了。没错你可

以这样做，但是如果要求1~100以内所有7的倍数或者末尾含7的数的总和又

该怎么办呢?

在求1~100的和之前，我们先来解决如何求1+2+3的和。

没错你可以这样写：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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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main()

int a;

a=1+2+3;

printf("号d",a);

sleep(5000);

return O;

但是如果计算1~100之间所有数的和，也这样写岂不是太麻烦了。我们可

以尝试另一种写法，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0;//想一想为什么a的初始值要为0呢?

a=a+1;

a=a+2;

a=a+3;

printf("号d",a);

sleep(5000);

return O;

你可能会说这样写岂不是更麻烦⋯⋯但是我们发现在上面的这段代码中，

a=a+1;a=a+2;a=a+3;这三句话，基本想相同，第一次加1,第二次加2,

第三次加3。我们可以把这三条语句用a=a+i;来表示。然后让变量i从1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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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就可以了。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i;

a=0;

i=1;

while(i<=3)

a=a+i;

i=i+1;

printf("d",a);

sleep(5000);

return O;

如果需要算1~100以内的和，我们只需要将上面代码中i<=3修改为

i<=100就可以了，赶快去尝试一下吧。

如果要求1~100以内所有7的倍数或者末尾含7的数的总和又该怎么办

呢?先来回顾一下刚刚才学会的求1~100之间所有数的和，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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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

i=1;

while(i<=100)

a=a+i;

i=i+1;

printf("ed",a);

sleep(5000);

return O;

代码中变量i会从1到100每次递增1,然后每次将变量i的值累加到变

量a上。这个变量i就像是一个搬运苹果的，  刚开始他只拿1个苹果，之后拿

2个苹果，再之后又拿3个苹果⋯⋯最后一次一下拿了100个苹果。变量a就

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水果篮子，用来装这些苹果。每次拿来的苹果统统地被装进

篮子里面，第一次放1个苹果进去，第二次放2个苹果，第三次放3个苹果进

去⋯⋯最后一次放100个苹果进去。最后篮子a中苹果的总数目就是1~100的

和。所以我们最后输出了变量a的值，就是答案啦。

如果求1~100以内所有7的倍数或者末尾含7的数的和。此时我们不再是

每次都把苹果扔进篮子里面啦。只有当苹果个数是7的倍数或者末尾含7的时

候，这堆苹果才能被扔进篮子里面，所以就不能每次都执行a=a+i。此时我们

需要借助if语句，来完成我们的目标。其中变量i就是每次苹果的数量，代码

如下：

if(i号7==0 ll i号10==7)

a=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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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

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i;

a=0;

i=1;

while(i<=100)

if(i87==0 l| ig10==7)

a=a+i;

j=i+1;

printf("d",a);

sleep(5000);

return O;

一起来找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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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面这段代码是求1×2×3×4×5×6×7×8×9×10的乘积。其中有

3个错误，快来改正吧^^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i;

a=0;

i=1;

while(i<10)

a=a*i;

printf("?,a);

sleep(5000);

return O;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求1~100之间所有偶数的和。

2.输入一个整数n(1<=n<=9),求n的阶乘④。

正整数阶乘指从1乘以2乘以3乘以4一直乘到所要求的数。例如所要求的数是4,则阶乘式
是1×2×3×4,得到的积是24,24就是4的阶乘。  例如所要求的数是6,则阶乘式是
1×2×3×⋯⋯×6,得到的积是720,720就是6的阶乘。例如所要求的数是n,则阶乘式是
1×2×3×⋯⋯xn,设得到的积是x,x就是n的阶乘。

160



|啊哈C语言| aha-c.com

第五节

60秒倒计时开始

2

你是否曾经看过60秒倒计时，就是从60到59,58,57,56⋯⋯然后一直

到0,如果我们现在也能做出这种效果来是不是很帅，不要走开，我从不插播广

告，精彩马上开始。(+_+)～狂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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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尝试做60秒倒计时之前，我们先学习如何做3秒倒计时，就是让计算机

输出3,2,1,0。这个很简单，就是使用4次printf语句就可以了。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printf("3");

printf("2");

printf("1");

printf("0")

sleep(5000);

return O;

但是计算机一下子就显示出3210,丝毫没有倒计时的感觉，我们希望计算

机先打印出3,一秒之后打印出2,再过1秒之后打印出1,再过一秒打印0。

如果要实现每过1秒打印一个数，我们就需要用到“暂停”这个语句，这个语

句我们之前已经学习过，就是sleep()。让计算机每打印一个数就暂停一秒，

也就是每执行printf()一次就sleep(1000),我们之前已经讲过，sleep后

面一对圆括号中的数值单位是毫秒，1000毫秒等于1秒。修改之后的代码如

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printf("3");

sleep(1000);

print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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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1000);

printf("1");

sleep(1000);

printf("O");

sleep(5000);

return 0;

尝试过之后，你是不是已经发现计算机开始每过一秒打印一个数了呢，但

是计算机每次打印新的数之前，并没有把之前打印出来的数清除，离我们所希望

的倒计时还差那么一点点。这里介绍一个“清屏”语句，就是把现在屏幕上所有

的内容清除干净，这个语句是system("cls");好了，我们现在就把

system("cls");加在每一个printf()语句的前面。这样就可以起到在每次

打印新的内容之前先把屏幕清除干净，代码如下，赶快尝试一下吧。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system("cls");

printf("3");

sleep(1000);

system("cls");

printf("2");

sleep(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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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cls");

printf("1");

sleep(1000);

system("cls");

printf("O");

sleep(1000);

sleep(5000);

return O;

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有点意思了啊。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做出60~0的

倒计时，不过像上面这样写的话，10以内的倒计时还可以接受，60~0的倒计

时写起来就太麻烦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上面的这段代码，就会发现上面的这段

代码由四个小部分组成(代码中已经用空行隔开),这四个小部分，除了

printf()语句中的数字不一样之外，其余都是一样的，而且数字也是有规律的

是从3~0。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利用我们之前学习的while循环来代替这4句

printf()语句。

我们之前学习过如何输出从100到1,是让变量a从100开始，然后通过

while循环每次把变量a的值输出来，同时每次循环时候还需要将变量a的值

减少1。这样就会打印出100~1。显然让计算机从3打印到0也是一样的，只

不过是让变量a从3开始，然后也是通过while循环每次把变量a的值输出

来，同时每次需要递减1,一直递减到0为止。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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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a;

a=3;

while(a>=0)

printf("d",a);

a=a-1;

sleep(5000);

return O;

然后再在这个代码的基础上，在printf()语句前加上清屏语句

system("cls"),在printf()语句之后加上暂停语句sleep(1000)就可以

了。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3;

while(a>=0)

system("cls");

printf("号d",a);

sleep(1000);

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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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5000);

return O;

如果要从60秒开始倒计时，只需要将变量a的初始值改为60就可以了。

另外你可以让这个倒计时看起来更好看一点，我们可以修改一下输出屏幕的背景

以及字的颜色，例如下面这段代码改为了黑底绿字，看起来是不是更酷啦。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60;

system("color Oa");

while(a>=0)

system("cls");

printf("d",a);

sleep(1000);

a=a-1;

sleep(5000);

return O;

好了现在你可以做100秒甚至1000秒的倒计时了，尝试将sleep括号内

的数值改小一点，例如改为sleep(50)你会发现不同的效果，赶快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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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少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请尝试编写一个2分钟的倒计时。形如：2:00  1:59  1:58  ⋯⋯

1:00  0:59  0:58    ⋯⋯    0:02  0:01  0:00

这一节，你学到了什么
1.清屏的命令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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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循环嵌套来了

首先，我们先来尝试这样一个图形：

大★大大大

**★★★

★★★★★

上面这个图形，由3行星号组成，每行有5个星号，也就是说一共

3*5=15个星号。如果我们想打印出这个图形，有很多种办法。最简单的方法如

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168



啊哈C语言| aha-c.com

int main()

printf("******\n");

printf("******\n");

printf("******\n");

sleep(5000);

return 0;

上面的这样的写法当然可以，但是如果要输出100行，每行100个星号的

话就太麻烦了。

利用我们已经学习过的while循环，可以改进一下：

a=1;

while(a<=15)

printf("*");

if(a÷5==0)

printf("\n");

a=a+1;

上面这段代码的思想是：我们知道一共需要输出15个星号，所以我们只需

要循环15次(每循环一次就输出一个星号)。但是每行只能有5个星号，也就

意味着，每打印5个星号就需要换一行，我们可以用通过if语句来控制打印换

行。那如何控制呢?我们知道每循环一次就会打印一个星号，变量a的值也会

递增1,也就是说目前变量a的值其实就是已经打印星号的个数。如果变量a

的值恰好是5的倍数，就说明此时需要换行了，if(a}=0)

printf("\n");正是起到了这个作用。完整的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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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1;

while(a<=15)

printf("*");

if(a号5==0!

printf("\n");

a=a+1;

sleep(5000);

return O;

当然还有别的方法，就是使用嵌套循环。我们再来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图。

★★★★★

★★★★大

火大大大大

一共有三行，可以用while循环3次，每行只需要打印一个“\n”来解决

3行的问题，如下：

a=1:

while(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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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n");

a=a+1;

然后，每行需要打印5个星号，我们在刚才写好的while循环中再嵌套一

个while循环用来打印5个星号，代码如下：

a=1;

while(a<=3)  //while a循环用来控制换行

b=1;

while(b<=5)  //while b循环用来控制输出每行5个星号

printf("*");

b=b+1;

printf("\n");

a=a+1;

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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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a<=3)

b=1;

while(b<=5)

printf("*");

b=b+1;

printf("\n");

a=a+1;

sleep(5000);

return O;

在上面的代码中，有两个while循环，一个是外循环，一个是内循环，内

循环嵌套在外循环中。其实内循环是外循环的一部分。外循环循环一次，内循环

就会整体从头到尾循环一遍。其中用来控制外循环的循环次数的变量是a,因此

我们称这个外循环为while a循环。用来控制内循环的循环次数的变量是b,

因此我们称这个内循环为while b循环。

想一想如果想要完成这样的图形该怎么办?

*

*★

**★

大★★★大

大大大大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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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个图形有5行，仍然先用while a循环来解决5

行的问题，代码如下：

a=1;

while(a<=5)

printf("\n");

a=a+1;

但是如何解决每行的星号的个数不同呢?回想一下我们之前打印3行每行

5个星号的代码，其中while b循环的作用是在每一行上面打印5个星号，所

以变量b是从1递增到5同时每次都打印5个星号。可是现在的要求变了，每

行不都是5个星号，而是第一行1个星号，第二行2个星号⋯⋯我们这里只需

要将while b循环的条件修改一下，不再是b<=5,改为b<=a就可以了(b的

初始值不变仍然是1)。while a循环中的变量a是用来控制每一行的，变量a

等于1时就是第一行，就打印1个星号，变量a等于2时就是第二行，就打印

2个星号，所以变量a的值恰好就是这行所需要的星号数，代码如下：

a=1;

while(a<=5)

b=1;

while(b<=a)

printf("*");

b=b+1;

printf("\n");

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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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

a=1;

while(a<=5)

b=1;

while(b<=a)

printf("*");

b=b+1;

printf("\n");

a=a+1;

sleep(5000);

return O;

→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请尝试用while循环打印下面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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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

333

4444

55555

2.请尝试用while循环打印下面图形

1

23

456

78910

1112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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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奔跑的字母

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通过while循环，并结合暂停命令sleep和清

屏幕命令system("cls")来做“倒计时”的程序，本节我们将通过这些命令来

写出一个“奔跑的字母”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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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想一下，如果希望一个字母(假设这个字母是H)从屏幕的左边往

右边跑，即第一秒的时候字母H在屏幕的第一行的最左边(也就是第一行第一

列),第二秒的时候字母H在屏幕第一行的第二列，第三秒的时候字母H在屏幕

第一行的第三列，以此类推，你该怎么实现呢?

我们知道，如果直接使用printf("H");字母H就会出现在屏幕的第一行

第一列即最靠左右上角的位置。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字母H在屏幕的第一

行第二列呢?我们可以用“空格”来占位。也就是说，我们在输出的时候先输出

一个空格，再输出字母H,即printf("H");(在H左边加一个空格来填充第
一列，这样H就会出现在第二列)。同样，如果我们希望字母H在第一行第三列

的话，我们只需要在输出的时候，在H左边多加两个空格就可以了，即

printf(" H");好了我们来尝试一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system("cls");

printf("H");

sleep(1000);

system("cls");

printf(" H");

sleep(1000);

system("cls");

print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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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5000);

return o

怎么样字母H是不是在从左边向右边移动了三步。用这种方法，我们也可

以让字母移动50步，但是如果像上面这样写，是不是太麻烦了，我们需要复制

粘贴50次，然后每一次都要修改printf语句中字母H前面空格的个数，真是

太麻烦了。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上面这段代码，有三个部分基本上相同的，只有printf

语句中字母H前面的“空格”的个数不同，在第一个部分中字母H前面有0个

空格，在第二部分中字母前面H前面有1个空格，在第三部中分字母H前面有

2个空格。我们便想到了用while循环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仔细观察之前的代码你就会发现，其中有3段代码是差不多的。我们

可以用while循环3次来解决重复的问题，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a=0;

while(a<=2)

system("cls");

printf("H");

sleep(1000);

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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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0;

运行一下你会发现，字母H并没有向右移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上面

while循环中，虽然循环了3遍，但是每次循环输出的都是printf("H");字

母H的左边并没有空格，所以字母H并没有向右边跑。要是把printf("H");

改为printf("H");也不行，那样每次就都输出的是字母H在第一行第二列的

位置，字母H会一直停留在第一行第二列，同样不会往右边跑。我们需要解决

的是在循环第一次的时候H在第一列，循环第二次的时候H在第二列即H前面

有1个空格，循环第三次的时候H在第三列即H前面有2个空格。

我们发现每次循环空格的变换规律的是0,1,2,这恰好和我们比变量a的

变化规律是一样的。第一次循环的时候变量a的值为0,第二次循环的时候变量

a的值为1,第三次循环的时候变量a的值为2。也就是说每次循环的时候，在

打印在字母“H”之前，打印a个空格就可以了。可是我们怎么样每次循环输出

a个空格呢?这里我们需要用到while循环的嵌套。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

a=0;

while(a<=2)

system("cls");

b=1;

whil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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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

b=b+1;

printf("H");

sleep(1000);

a=a+1;

sleep(5000);

return O;

在上面的代码中，我们利用while a循环来的控制字母H一共需要走多

少步，利用while b循环来控制字母H每走一步需要在字母H前面打印多少个

空格。

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上面的代码。

计算机自顶向下一步步执行，

首先a的初始值为0,

a<=0成立，进入外循环，

清屏

b的初始值被赋为1

b<=a不成立(此时a为0,b为1),不进入内循环，不会打印空格

打印字母日

暂停1秒

a=a+1(a从O变为1)

外循环末尾，跳转到外循环的开始部分，重新判断a<=2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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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成立(此时a为1),进入外循环，

清屏幕

b的初始值被赋为1

b<=a成立(此时a为1,b为1),进入内循环

打印空格

b=b+1(b从1变为2)

内循环末尾，跳转到内循环的开始部分，重新判断b<=a是否成立

b<=a不成立，(此时a为1,b为2),退出内循环

打印字母H

暂停1秒

a=a+1(a从1变为2)

外循环末尾，跳转到外循环的开始部分，重新判断a<=2是否成立

a<=2成立(此时a为2),进入外循环，

清屏幕

b的初始值被赋为1

b<=a成立(此时a为2,b为1),进入内循环

打印空格

b=b+1(b从1变为2)

内循环末尾，跳转到内循环的开始部分，重新判断b<=a是否成立

b<=a成立，(此时a为2,b为2),再次进入内循环

打印空格

b=b+1(b从2变为3)

内循环末尾，跳转到内循环的开始部分，重新判断b<=a是否成立

b<=a不成立，(此时a为2,b为3),退出内循环

打印字母H

暂停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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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a从2变为3)

外循环末尾，跳转到外循环的开始部分，重新判断a<=2是否成立

a<=2不成立(此时a为3),退出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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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竟循环了多少次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

a=1;

while(a<=2)

b=1;

while(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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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ok");

b=b+1;

a=a+1;

sleep(5000);

return O;

猜猜看，计算机执行上面的代码，会打印出多少次OK?

6次!为什么计算机会打印6次OK?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上面的代码，我们发现有两个while循环，while a

循环和while b循环，  while b循环嵌套在while a循环里面。

这里while a循环每循环一次，while b循环就会被完整的从头到尾的

执行一遍(循环3次，打印3个OK)。这里的while a循环会循环2次，所以

while b循环就会被完整执行的两遍(每遍打印3个OK)。所以一共会打印出6

个OK,我们可以这样计算循环次数2*3=6。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段代码循环了多少次。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

a=1;

while(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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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while(b<=2)

printf("ok ");

b=b+1;

a=a+1;

sleep(5000);

return O;

实验过后你会发现计算机一共打印出了8个OK,我们可以这样计算循环次

数4*2=8。

再来看看更复杂的，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c;

a=1;

while(a<=2)

b=1;

while(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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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while(c<=3)

printf("ok ");

c=c+1;

b=b+1;

a=a+1;

sleep(5000);

return 0;

上面这段代码，有三层的循环嵌套，while a循环中嵌套了while b循

环，while b循环中又嵌套了while c循环。while a循环会循环2次，

while b循环会循环4次，while c循环会循环3次。也就说，while a循

环每循环1次，while b循环就会循环4次，while b循环每循环1次，

while c循环就会循环3次，所以一共循环了2*4*3=24次，打印了24个

OK。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请问下面这段代码会打印多少个“OK”呢?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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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i,j;

i=1;

while(i<=10)

j=1;

while(j<=i)

printf("OK ");

j++;

i++;

sleep(5000);

retu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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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奔跑的小人

工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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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第七节中我们学会了如何让字母奔跑起来，本节我们将在“奔跑的

字母”的基础上，让一个小人奔跑起来。而且我们还可以控制小人奔跑的速度。

首先我们来设计一下这个小人

O

<H>

I I

这个小人分三个部分，

第一行用一个大写的“o”来表示小人的脑袋。

第二行用左尖括号“<”来表示小人的左手，用大写字母“H”来表示小人

的身体，用右尖括号“>”来表示小人的右手。

第三行用两个大写字母“I”来表示小人的两条腿，为了对称，两个工之间

用一个“空格”隔开。

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printf("O\n");

printf("<H>\n");

printf("I I\n");

system("pause");

retu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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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让小人动起来。首先回顾一下让字母奔跑起来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

a=0;

while(a<=2)

system("cls");

b=1;

while(b<=a)

printf("");

b=b+1;

printf("H");

sleep(1000);

a=a+1;

sleep(5000);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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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上面代码中

printf("H");

改为

printf("O\n");

printf("<H>\n");

printf("I I\n");

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

a=0;

while(a<=2)

system("cls");

b=1;

while(b<=a)

printf("");

b=b+1;

printf("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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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H>\n");

printf("I I\n");

sleep(1000);

a=a+1;

return O;

运行之后你会发现，只有小人的脑袋在往右边移动，身体和腿在呆在原

地，这是为什么呢?

分析之后我们发现，让小人往右移动主要通过在小人的左边不停的打印空

格来实现的。但是我们只在第一行的左边打印了空格。而在第二行和第三行都没

有打印空格的语句。因此我们要将打印空格的while循环再复制一遍分别放在

printf("<H>\n");和printf("I I\n");前面，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b;

a=0;

while(a<=2)

system("cls");

b=1;

whil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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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

b=b+1;

printf("O\n");

b=1;

while(b<=a)

printf("");

b=b+1;

printf("<H>\n");

b=1;

while(b<=a)

printf("");

b=b+1;

printf("I I\n");

sleep(1000);

a=a+1;

}

sleep(5000);

retu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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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小人是不是奔跑起来啦：P

如果我们希望小人跑的更远的话我们只需要，把while(a<=2)改为

while(a<=80)。如果让小人跑的更快一点的话，我们之前已经学习过只需要把

sleep(1000);改为较小的值就可以，越小越快，例如改为sleep(100);赶快

试一试吧。

十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你可以设计一个“小人”让他从右边向左边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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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for隆重登场

通过之前的学习，如果要让计算机做重复的事情，我们可以使用while循

环。本节介绍另一种循环——“for循环”。有时他要比while循环使用起来

更加方便。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如果让计算机从1循环到10,并且把1到10都打

印出来，用while循环的写法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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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a;

a=1;

while(a<=10'

printf("号d ",a);

a=a+1;

sleep(5000);

return o;

在上面的代码中的while循环，我们一共用了3个部分控制while循环

从1到10,一共执行10次。

第一部分：设置a的初始值为1,即a=1

第二部分：设置循环条件，即a<=10

第三部分：a每次增加1,即a=a+1

上面3个部分的共同作用，才使得让while循环从1到10循环了10

次。如果上面3个部分忘记写了任意一个部分，根据我的经验，很多同学都会

忘记写a=1或a=a+1。这样while循环就不能正常运行了。因为这3句话在3

个不同的地方，确实容易让人漏写。不要紧，粗心的我们可以使用for循环来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用for循环如何来解决让计算机从1循环到

10,并且把1到10都打印出来。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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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a;

for(a=1;a<=10;a=a+1)

printf("sd ",a);

sleep(5000);

return O;

你发现了没有，在for循环后面的括号中，把while循环的3个部分都

统统写在了括号内，并且用“分号”隔开，请注意只有两个分号，最后的

a=a+1后面没有分号。他表达的意思仍然是从1循环到10。这样是不是写起来

方便了很多。现在我们只需要看for后面的括号内的三个式子就可以知道，这

个循环是从几开始，到几结束，每次增加几。

另外说一下，a=a+1可以简写为a++。因此上面的for循环

for(a=1;a<=10;a=a+1)

可以简写为

for(a=1;a<=10;a++)

关于其他的简写方法我们将在第四章进一步说明。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利用for循环来实现1~100所有数的和，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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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a, sum;

sum=0;

for(a=1;a<=100;a++)

sum=sum+a;

printf("÷d",sum);

sleep(5000);

return O;

打印1~100所有偶数的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for(a=2;a<=100;a=a+2)

printf("d ",a);

sleep(5000)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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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for循环输出1~100之间所有7的倍数或者末尾含7的数，代码如

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a;

for(a=1;a<=100;a++)

if(a号7==0 ll a号10==7)

printf("号d ",a);

sleep(5000);

return o:

怎么样for循环是不是比while要简洁很多，那很多同学可能要问，既然

for循环要比while循环要好，那为什么还要学习while循环呢?其实，在控

制已知循环次数的时候，例如需要循环10次或者循环1000次，for循环确实

要比while循环好使，但是并不是任何情况下for循环都要优越于while循

环，还是要看我们对于循环的需求。随着编程学习慢慢深入，你会了解什么时候

该用for循环，什么时候该用while循环。其实还有一种叫做do-while()循

环，这里不再做介绍，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百度或者谷歌一下，去获得更多的知

识。这里插一句，随着搜索引擎的广泛使用，现在获取新知识和解决问题变得越

来越简单和便捷了，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多使用搜索引擎来解决

问题，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才是学习的本质(*@o@*)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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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找茬

1.下面这段代码是求1×2×3×4×5×6×7×8×9×10的乘积。其中有

4个错误，快来改正吧^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int i,sum;

sum=0;

for(i=1,i<=10,i++);

sum=sum*i;

printf("÷d",sum);

sleep(5000);

return O;

分 更进一步，动手试一试

1.请尝试用for循环打印下面的图形。

★

★★★

★大大大大

★大★★大★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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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

★★★

★

2.请尝试用for循环来打印一个九九乘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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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开始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