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章  树和二叉树 

5.1  本章教学要点 

5.1.1  知识点的组织结构 

树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非线性结构，具有严格的层次特征，是本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内容由

树和二叉树两部分组成，并且以二叉链表存储结构为媒介，实现了树和二叉树之间的转换，知识点的组织

结构如图 5-1 所示。 
 

 

图 5-1  本章知识点的组织结构   

5.1.2  教学提示 

本章的教学重点是：①二叉树的性质；②二叉树和树的存储表示；③二叉树的遍历及算法实现；         
④树与二叉树的转换关系；⑤哈夫曼树及应用。 

本章的教学难点是：①二叉树遍历算法的非递归实现；②基于二叉树的遍历实现二叉树的其他操作；

③树的基本操作的实现。 
对于树的教学要抓住一条明线：树的逻辑结构→树的存储结构，一个重点：树的遍历操作。对于树

的逻辑结构，要从树的定义出发，在与线性表定义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把握要点理解树的定义及其逻辑



第 5 章  树和二叉树 127

特征，通过具体实例理解树的基本术语，从逻辑上理解树的遍历操作，最后给出树的抽象数据类型定义。

对于树的存储结构，要以如何表示树中结点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出发点，掌握树的不同存储方法以及它们

之间的关系。 
对于二叉树的教学要抓住一条明线：二叉树的逻辑结构→二叉树的存储结构→二叉树的实现，一个

重点：二叉树的遍历操作及其实现。对于二叉树的逻辑结构，要从二叉树的定义出发，在与树的定义进

行比较的基础上，理解树和二叉树是两种树结构，通过二叉树的性质加深对二叉树逻辑结构的理解，从

逻辑上掌握二叉树的遍历方法，最后给出二叉树的抽象数据类型定义。对于二叉树的存储结构，要从二

叉树的逻辑特征和基本性质出发，掌握二叉树的不同存储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基于二叉链表存储

结构讨论二叉树遍历操作的实现。 

5.2  教学专题 1——引言 

5.2.1  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专题 树的提出 授课学时 15 分钟 
教学章节 5.1 授课对象 计算机专业本科生 
教学课型 理论课 授课形式 课堂讲授 
教学重点 树结构作为数据模型的应用实例 
教学难点 无 

教学内容 
和 

教学目标 

知识点 
学习要求 

了解 理解 掌握 熟练掌握

实际问题中树结构的例子  √   
计算机系统中树结构的例子  √   
生活中树结构的例子 √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设计 

1. 以操作系统的文件目录结构为例，说明树在计算机系统中的使用。 
2. 介绍二叉表示树，给出一个表达式转换为二叉表示树的例子。 
3. 介绍计算机系统中树结构的经典实例。  
4. 介绍日常生活中树结构的经典实例 

时间分配

3 分钟 
6 分钟 
3 分钟 
3 分钟 

教学提示 
很多实际问题抽象的数据模型是树结构，最简单的树结构是二叉树，说明有必要忽略

具体的数据类型，讨论如何存储和实现树和二叉树 

媒体使用 
多媒体课件：借助视觉通道，用图片及动画形象展示实际问题中、计算机系统和日常

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树结构 

教学后记 教学感想、意外发现、点滴收获、个别疏漏及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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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课件及及教学设计

数据结构（从概念到 C++实实现）教师用书

     
 

树结

或层次关

和日常生

二叉树是

操作

文件，因

文件。

    1929
种前缀表

接计算，

+3×42，从
后的两个

算机处理

了后缀表

    每个

右键的弹

单树结构

结构通常用来描

关系的数据模型

生活中都有很多

是本课程的难点

作系统用树结构

因此，不同文件

9 年波兰数学家

表示法，可以不

例如，3+4×2
从前向后扫描遇

个操作数进行计

理，避免重复扫

表达式，也称逆

个菜单与其下拉

弹出菜单也是树

构的层数最多是

 

 

描述具有包含关

型，在计算机系

多应用实例。树

点和重点。 
构来组织文件夹

件夹下可以有同

家提出表达式的

不用考虑优先级

的前缀表达式

遇到运算符就与

计算。为了便于

扫描表达式，提

逆波兰式。 

拉菜单是树结构

树结构。你认为

是多少？ 

关系

系统

树与

夹和

同名

的一

级直

式是

与随

于计

提出

构，

为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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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因特网名字空间对应的树结构

中，一条路径构成一个实际网址，例如，

tsinghua.edu.cn。 

对于一本书或一篇论文，什么是结

构合理？首先看目录，不存在度为 1 的

分支结点，章和章之间、节和节之间、

小节和小节之间是并列或递进关系，章、

节和小节之间是包含关系。 
    读小说时，复杂的家族关系用树结

构来描述就清楚多了。 

    树结构在行政管理中有很多应用，

例如，一个单位的组织机构、行政区域

的划分等。 

    中小学生都用知识树来梳理知识单

元，使零散的知识用树结构串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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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教学过

教学专题 
教学章节 
教学课型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学内容 
和 

教学目标 

5

过程设计 

树的逻辑结构

5.2 
理论课 
树的定义和基

树的遍历操作

树的定义 
树的基本术语

树的抽象数据

树的遍历操作

数据结构

.3  教学专

构 

基本术语；树的

作 

知识点

语 
据类型定义 
作 

 

（从概念到 C++实

专题 2——

授课

授课

授课

的遍历操作 

实现）教师用书

    近年

构，能够

情，例如

维导图写

也便于迅

树结

的基本术

    二叉

以转换为

包括逻辑

基本操作

—树的逻辑结

课学时 45 分

课对象 计算机

课形式 课堂讲

了解 
 
 
 
 

年来流行的思维

够很好地梳理思

如，找工作时投

写到一页纸上，

迅速了解求职者

结构较复杂，需

术语。 
叉树是最简单的

为二叉树，因此

辑结构、基本性

作的实现。 

结构 

分钟 
机专业本科生 
讲授 

学习要求

理解 掌

 
 
√ 
 

维导图也是树

思路和要表达的

投递的简历，用

既方便 HR 阅

者。 

需要介绍一些常

的树结构，且树

重点讨论二叉树

性质、存储结构

求 
掌握 熟练掌

 √

√ 
 
 √

树结

的事

用思

阅读

常见

树可

树，

构、

掌握



 

教学过程 

教学提示 

媒体使用 

课后导读 

教学后记 
 

5.3.2  课件及

1. 给出树的定

深刻理解树

2. 结合实例分

3. 小结：将树

4. 复习 ADT
5. 理解什么是

6. 由树的组成

得到另一种

7. 树的遍历操

应地，求解

8. 结合树的实

树结构在计算

界面中的多级

述判定过程的

体实例引起学

对于树的遍历

这也体现了抽

多媒体课件：

扫描二维码获

树结构更复杂

清华大学出版

据结构（C 语

教学感想、意

及教学设计

定义，在与线性

树的逻辑特征。

分类讲授树的基

树结构和线性结

T 的三个视图，

是遍历，重点解

成得到两种遍历

种遍历次序：层

操作定义采用递

解问题常常采用

实例练习各种遍

算机软件系统中

级下拉菜单，另

的判定树、编译

学生对本章的重

历，首先要从逻

抽象分级的观点

用动画辅助讲

获得多媒体课件

杂的抽象数据类

版社）P119；除

语言版）》（严蔚

意外发现、点滴

第 5 章  树和二

教学过程设

性表定义比较的

。 
基本术语。 
结构从逻辑结构

给出树的 ADT
解释两点：访问

历次序：前序遍

层序遍历。 
递归方法。引申

用递归的方法。

遍历方法 
中的应用较多，

另外，比较典型

译程序中进行语

重视。 
逻辑上理解遍历

点 
讲授基本术语，

件和程序源代码

类型定义，请参

除了逻辑关系图

蔚敏编著，清华

滴收获、个别疏

二叉树 

设计 

的基础上，抓住要

构上做比较。

T 定义。 
问的含义和遍历

遍历和后序遍历

申：树结构本身

。 

比较直观的有

型的应用还有描

语法检查的语法

历操作的执行过

形象展示树的

码 
参见《数据结构

图，树结构还有其

华大学出版社）

疏漏及补救 

 
 

要点——互不相

历次序。 
历，由树的层次

身具有递归特性

有操作系统中的

描述递归执行过

法树等。注意从

过程，然后再基

的遍历过程。 

构（C 语言版）

其他逻辑表示方

P120 

相交，

次特征

性，相

时间分

5 分钟

20 分钟

3 分钟

5 分钟

3 分钟

2 分钟

4 分钟

3 分钟

的文件组织、软

过程的递归树、

从应用的角度以

于存储结构实现

》（严蔚敏编著

方法，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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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

钟 

钟 
钟 
钟 
钟 
钟 

钟 

钟 
软件

描

以具

现，

著，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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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的

住）的程

    本讲

于树的遍

注意是在

也就是“

与线

什么？序

树的

特征，相应

方法。递归

的一种程

解和掌握

 

如何

图 2 中，

图 3 中，

    略微

交，树中必

层次性。

理解

发的分枝

    叶子

些？根结

的基本术语要达

程度，注意理解

讲在不涉及存储

遍历讨论其操作

在逻辑结构上讨

问题→想法”

线性表的定义比

序列——集合，

的定义表明树结

应地，求解问题

归技术是一些同

程序设计技术，本

握递归技术。 

何理解子集的互

结点 F 属于哪

结点 B 和 E 是

微观察就会发现

必然没有回路，

 

解起来，结点的度

枝数（即边数）。

子结点有哪些？

结点是分支结点

到识记（认识并

而不是死记硬背

结构的前提下

定义并运行实例

论树的遍历操作

阶段。 

较，最大的差别

逻辑结构不同

结构本身具有递

题常常采用递归

同学尚未很好掌

本课程将进一步

不相交？（1）
棵子树？（2）

是什么关系？

，由于子树互不

，因此树结构具

度就是从该结点

 
？分支结点有

吗？ 

并记

背。

，对

例，

作，

别是

。 
递归

归的

掌握

步理

在

在

不相

具有

点出

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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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

点之间的

观察

关系体现

关系。 
从术

树结构，

 

由于

路径都是

HEB 是一

来表达。

    显然

该结点的

为什

相交。 
有些

义不同；有

义为 0。
 

将树

进行比较

 

：双亲和孩子体

的逻辑关系。 
察线性表和树的

现为边，其他关系

术语可以发现，家

结合家谱理解

于限定结点 ni 是

是自上而下的，例

一条路径。强调

 
然，某结点的子树

的子孙。 

什么树可以定义

些教材对于树的

有些教材将根结

树结构和线性结

较，通过对比将

体现了树结构中

逻辑结构图，逻

系如兄弟都是间

家谱是一种典型

树的基本术语

是 ni+1的双亲，因

例如，通常不认

调路径用结点序

树中所有结点都

义层数？子树互

的深度和高度的

结点所在的层数

结构在逻辑结构

知识点串接起来

133

中结

逻辑

间接

型的

。 

因此

认为

序列

都是

互不

的定

数定

构上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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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题，不失一

单的操作

x 增加一个

通过课堂

计结点个

 

由于

继关系，线

数据元素

如何

作，即逻辑

用中可以

抽象的好

    根结

序呢？考

由树

T1, …, Tm

治法求解

进行遍历

    树的

什么？树

    可以

的框架：

再访问第

根结点，

何定义树的 ADT
一般性，只讨论

作（如查找结点

个孩子 y 等）在

堂练习完成，更复

个数）在遍历过

于元素之间具有

线性表可以按序

素。 
何理解访问？访

辑操作、不确定

是对结点进行

好处。 
结点相当于开始

考虑树的组成。 

树的定义出发，分

m），采取问题分

解问题。以子树而

历，引导学生的框

的前序遍历是递

树结构本身具有

看出是直接递

先访问第 1 棵

第 2 棵子树的 2
不要把遍历序

T 呢？为了突出

论遍历操作，更

x 的双亲、为结

在讲授存储结构

复杂的操作（如

程中完成。 

有唯一的前驱和

序号依次访问每

访问是一种抽象

定的操作，实际

的各种处理。体

结点；按照什么

分析树的构成

分解的方法——

而不是结点为单

框架（系统）思维

归的，根本原因

递归特征。 

归，注意访问结

子树的 6 个结点

个结点，最后访

列讲零散了。

出主

更简

结点

构时

如统

和后

每个

象操

际应

体会

么次

（R, 
—分

单位

维。

因是

结点

点，

访问



 

5.3.3  随堂小

1. 在树中

A. 子树

C. 树的

2. 在树结

A. 正确

3. 在树结

A. 正确

4. 在树结

A. 正确

5. 在树的

A. 正确

6. 对图 5-
（1）树的度

A. 2   
（2）结点

是（    ）。 
A. (A) 
D. (F) 
G. (J)  

（3）叶子

A. (D, E
C. (A, B

（4）度为

结点有（    
A. 1   

小测验 

中没有回路，其

树互不相交   
的定义是递归的

结构中，逻辑关

确         B
结构中，路经有

确         B
结构中，根结点

确         B
的前序遍历序列

确         B
-2 所示树，回答

度是（    ），
     B
E 的孩子是（

     B
E

      H
结点是（    ）
E, F, G, H)    
B, D, C, H)    
1 的结点有（ 
）个。 
     B

其根本原因在于

    
的    
关系体现为兄弟

B. 错误 
有时不唯一。（ 

B. 错误 
只有一个，但

B. 错误 
中，任意一个

B. 错误 
答下列问题：

树的深度是（

B. 3        
（    ），兄弟是

B. (B)      
E. (A, B)    
H. (I, J) 
），分支结点是

      
     
   ）个，度为

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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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树是

D. 树只

之间的关系。（

  ） 

是一定有多个

结点均处在其子

（    ），树的宽

C. 4    
是（    ），双

C. (D, F)
F. (I)   

是（    ）。 
B. (D, I, 
D. (A, B

为 2 的结点有

C. 3    

二叉树 

由于

遍历，也

    对树

种对结点

程中对结

是一种层次结构

只有一个根结点

（    ） 

叶子结点。（ 

子女的前面。（

宽度是（    ）
     D

双亲是（    ），

)     
    

J, G, H) 
B, C, E, F) 
（    ）个，度

     D

于树结构具有层

也就是广度优先

树进行遍历的意

点依次处理的方

结点进行各种处

  
 

  ） 

（    ） 

）。 
D. 5 

祖先结点是

度为 3 的

D. 4 

次性，因此有层

。 
义在于，提供了

式，可以在遍历

理。 

（    ），子孙结

图 5-2  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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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序

了一

历过

结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