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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io.h>
l d dl b 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int i,n,j;

t h * t d [12] {"fi t" " d" "thi d" "f th"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0;

}

const char* const day[12]={"first","second","third","fourth",
"fifth","sixth","seventh","eighth",
"ninth","tenth","eleventh","twelfth"};

const char* const line[11]={"2 Turtle Doves" "3 French Hens"const char* const line[11]={ 2 Turtle Doves , 3 French Hens ,
"4 Calling Birds","5 Golden Rings","6 Geese a Laying",
"7 Swans a Swimming","8 Maids a Milking","9 Ladies Dancing",
"10 Lords a Leaping" "11 Pipers Piping" "12 Drummers Drumming"};10 Lords a Leaping , 11 Pipers Piping , 12 Drummers Drumming };

scanf("%d",&n);
for (i=0;i<n;i++) {
if (i>0) printf("\n");if (i>0) printf( \n );
printf("On the %s day of Christmas\n", day[i]);
printf("my true love sent to me:\n");
for (j=12‐i; j<12; j++) printf("%s\n", line[11‐j]);(j ; j ; j ) p ( \ , [ j]);
if(i==0) printf("A"); else printf("and a");
printf(" Partridge in a Pear Tree\n");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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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digit[MAXNUMBER];char digit[MAXNUMBER];
scanf("%d%d", &num,&K);
for (i=0; i<num; i++) digit[i] = i;
d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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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Permutation(num, digit);

while (rotate_n_check(num, digit));( _ _ ( , g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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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n");char digit[MAX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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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0; i<num; i++) digit[i] = i;
do

int rotate_n_check(int size, char data[])
{
int i;
for (i=size; i>=2; i‐‐)

p ( \ );
}

int checkOutOfOrderCountsK(int size, char data[], int K)do
if (checkOutOfOrderCountsK(num, digit, K))
printPermutation(num, digit);

while (rotate_n_check(num, digit));

for (i size; i> 2; i )
{
rotate(i, data);
if (data[i‐1] != i‐1) return 1;

{
int i, j, count=0;
for (i=0; i<size; i++)( _ _ ( , g ));

return 0;
}

( [ ] ) ;
}
return 0;

}

for (j=i+1; j<size; j++)
if (data[i]>data[j])
count++;

return count%K==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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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同樣的效果!! 這麼多怎麼背
你玩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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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背
白居易的「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
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
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
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千呼萬喚始出來 猶抱琵琶半遮面

…
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
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弦弦轉急；
淒淒不似向前聲 滿座重聞皆掩泣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
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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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的內容, 一旦你照著資料抄, 甚至用複製貼上, 的
確可以省下很多時間 但是常常也分不清楚什麼是格確可以省下很多時間, 但是常常也分不清楚什麼是格

式、什麼是內容了, 通常你只會記得跟誰抄的, 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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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就開始跟資訊業說 bye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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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就開始跟資訊業說 byebye



• 程式有固定的格式: 每一段程式功能可以不同, 但
是需要遵循一定的規則 –有些部份是規定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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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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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語法簡單得多,規則少 沒有背不完的單
字、也沒有因為習慣而產生許許多多的例外



• 你需要練習到不需要查書、不需要查資料, 就可以

正確使用基本的語法 你的腦筋才能夠專注在該放正確使用基本的語法, 你的腦筋才能夠專注在該放

什麼命令, 該以什麼順序來下達命令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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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int, 是 (, 是 }, 是 return, 還是其它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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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int, 是 (, 是 }, 是 return, 還是其它敘述?
想清楚了, 確定是什麼了, 驗證一下, 才拷貝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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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不好: 辨識不出它的架構

#include <stdi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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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ma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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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p=(char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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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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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沒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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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k [ k ][ k [ k ] ] d [ ]buckets[iBucket][nBucket[iBucket]++] = data[j];

}
index = 0;
f (j 0 j<8 j++)for (j=0; j<8; j++)
for (k=0; k<nBucket[j]; k++)
data[index++] = buckets[j][k];

mult *= 8;mult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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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一個想法是否寫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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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程式發生錯誤時, 
正確答案在課本上, 換成正確的就好, 省時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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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非常大的用途的 debug: 分析目前的程式

以為程式發生錯誤時

• 考試型的學習, 效率掛帥:
可是有非常大的用途的 debug: 分析目前的程式

和結果, 一點一點修改
程式來得到想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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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程式發生錯誤時, 
正確答案在課本上, 換成正確的就好, 省時省力

程式來得到想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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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讓你看到程式碼,目的不在吊你胃 ,也不是不考慮
你其他課程的負擔, 而是希望問題在你的腦中成型, 由多個
角度去辨認這個問題, 抽象化這個問題, 從而思考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