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案例 

數學簡報系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輔助教師製作實用的教學素材，以供教師實際

在教學現場實施，在此將提供教學案例並利用自製系統以快速的方法來製作教學素

材，以作為教師在準備教學活動參考之用。而在介紹實際案例之前，在此利用畢氏

紹，在此以分解動作方式說明整個定位與複製的機制運作情形。 

5-1  線定位機制之解說 
線定位的機制是，先繪出樣式（pattern）與基準線（base line），然後是目標線

段（target line），如圖 5.1.1 所示。在圖中可以看出左邊有一條虛線，該條虛線即為

基準線，而虛線上的正方形與三角形即為樣式，樣式的物件超過 2 個以上時要將它

們群組起來。接下來介紹定位與複製的過程： 

1. 如圖 5.1.2 所示，選取基準線與樣式，然後將這兩物件作複製，系統會將他們放

入剪貼簿當中。 
2. 如圖 5.1.3 所示，選取目標線段，然後選擇「線定位」功能。 

3. 當選用

樹來說明本系統當中的一個重要定位複製功能，那就是「線定位」，前面的章節有

簡單介

圖 5.1.1 線定 制之 1位機 圖 5.1.2 線定位機制之 2 

 

 
「線定位」功能之後，系統會將剪

圖 5.1.3 線定位機制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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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簿內的物件群都貼上，並且貼在原來

圖 5.1.4 線定位機制之 4 



該物件群被複製時所在的座標上，因為我們沒有將原先的物件群都移開，所以

物件群會重疊在一起，後面的物件群會在上一層，如圖 5.1.4 所示，左邊其實有

兩組一樣的物件群。 
4. 在圖 5.1.4 和圖 5.1.5 之間有動作未被顯示，但其實系統已經將樣式物件作縮放與

旋轉，只是恰好目前基底線段與目標線段角度相同長短一致，所以沒看到有所

變化，後面的步驟會較為明顯。而圖 5.1.5 所示，剛才貼上的樣式物件已移動到

目標線段所在的位置，同時將目標物件線段以及多餘的基底線段刪除。 
5. 如圖 5.1.6.所示，選取兩條目標線段，然後進行「線定位」。 
6. 如圖 5.1.7 所示，將剪貼簿內的物件群貼上，並且貼在原來該物件群被複製時所

在的座標上。再 ，如圖 5.1.8 所示，樣式物件與基底線段一起作旋轉到與目標

線段相同的角度。接著在圖 5.1.9 所示則是基底線段與樣式物件一起依目標物件

尺寸作縮放。然後如圖 5.1 移動到目標線段所在的位置，同

時將目標物件線段以及多餘的基底線段刪除。結果就成為圖 5.1.11 所示。

 

7. 目標物件有兩條，到上一個步驟為止完成一條線的定位複製，現在來看另外一

條

圖 5.1.16
所示。 

來

.10 所示將樣式物件

 

，如圖 5.1.12 所示將剪貼簿內的物件群都貼上，並且貼在原來該物件群被複

製時所在的座標上。再來，如圖 5.1.13 所示，樣式物件與基底線段一起作旋轉

到與目標線段相同的角度。接著在圖 5.1.14 所示則是基底線段與樣式物件一起

依目標物件尺寸作縮放。然後如圖 5.1.16 所示將樣式物件移動到目標線段所在

的位置，同時將目標物件線段以及多餘的基底線段刪除。結果就成為

圖 5.1.5 線定位機制之 5 圖 5.1.6 線定位機制之 6 圖 5.1.7 線定位機制之 7 

圖 5.1.8 線定位機制之 8 圖 5.1.9 線定位機制之 9 圖 5.1.10 線定位機制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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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圖 5.1.17 所示，選取 4 條目標線段，然後依照該線段形成的順序作出樣式，先

作出右半邊，如圖 5.1.18 所示。再來是作出左半邊，如圖 5.1.19 所示。 

 

放與

轉、

樣式 碎步

從以上幾個詳細的步驟可以看出來，「線定位」功能可以提供複製、旋轉、縮

定位等四種功能依序一次完成。操作此功能的教師可以完全不必再慢慢去旋

縮放與對齊物件，因為此功能都幫老師作完了。使用的教師只需定出基底線段、

物件與目標線段即可，剩下的交給系統處理，如此可以省去許多複雜的瑣

驟。 

 
  

圖 5.1.17 線定位機制之 17 圖 5.1.18 線定位機制之 18

 
 

圖 5.1.19 線定位機制之 19 

  

圖 5.1.11 線定位機制之 11 圖 5.1.12 線定位機制之 12 

 

 

圖 5.1.13 線定位機制之 13 

圖 5.1.14 線定位機制之 14 

  

圖 5.1.15 線定位機制之 15 圖 5.1.16 線定位機制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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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線定位機制之方法本質 
此處研究者針對線定位操作過程當中目標線段的產生方式作個說明，因為目標

線段的定位會決定最後形成的圖形結構變化趨勢，也會影響操作模式與方法，研究

者將

物件

上，

製定

5-2-1  由樣式內含目標線段     
使用此種操作模式以及方法所產生的圖形以畢氏樹為代表，在圖 5.2.1 當中從

子圖 a 到子圖 f，呈現畢氏樹生長過程，除了初始的線段之外，其餘的目標物件都

是在樣式上的等腰三角形的兩邊當作目標物件，然後下一次的複製就只需要選取這

些目標線段即可，從圖形形成過程可以看出，只要幾個步驟圖形就很快成形。 

 

 

 

目標線段的產生大致分為兩類，第一種是由樣式（pattern）複製帶過去到目標

處，然後留在該處當作下一次複製定位的目標線段。另外一種則是在現有物件

透過顯示物件各邊線段的功能產生目標線段，再以此目標線段來當作下一次複

位之用。接著就分兩個例子加以說明。 

 

 
a b 

 
c 

 
d e 

 
f 

圖 5.2.1 目標線段由樣式物件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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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由現有物件產生目標線段        
使用此種操作模式以及方法所產生的圖形以圖形的鑲嵌為代表，在圖 5.2.2 當

中從子圖 a 到子圖 e，除了初始的線段之外，其餘的目標線段都是在物件上利用顯

示物件各邊線段產生。 

 

5-3  線定位的應用 
線定位在應用上有兩種不同方式，第一種是全部由線段形成，第二種則是有非

線段的物件當作樣式，這兩類應用的作法不盡相同，操作上也有些許不同，這兩個

方式所呈現出的圖形結果也不相同，研究者各取一個範例加以說明。 

5-3-1  純線段的線定位複製    
雪花的生成過程以及其本身的結構都是由線段組成，所以此範例算是經典圖

形，在圖 5.3.1 當中從子圖 a 到子圖 d 呈現，由三角形三邊替換成樣式線段，經過

三次線定位複製動作，雪花圖形很快就成形。       

 
a 

 
b 

 
c 

  
d e 

圖 5.2.2 目標線段由現有物件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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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線段搭配其他物件的線定位複製          
光是線段就可以形成不少特別的圖形，若加上其他物件變化就更多，在圖 5.3.2

當中，可以看出來正方形搭配線段就可以不斷利用線定位來複製正方形並加以旋轉

與縮放，形成一個漩渦狀，正方形就由外向內漸漸縮小。 

 

a b 

c 

 

d 

圖 5.3.1 純線段的線定位複製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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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5-4  教案與設計說明 
此處設計一份教學教案，採用內容的國中數學版本是南一陳版民 92 年出版，

七年級上學期第三章第二節圖形的樣式與規律當中的第二個重點「有規律的數

列」，當中有提到一些特別的圖形恰好很適合使用研究者所做的這套系統來作圖，

並且可以展示給學生看或是讓學生操作探索。以下就將整個教案作個完整的呈現。 

1. 教學目標： 
規律。 

（2）發覺探索數列的規律。 
（3）透過數列或圖形的規律，快速找出某項所在的數。

（ ）學生自行發展規律圖案。

2. 分段能力指標： 
9 

3. 教

教學設備：

筆記型電腦、單槍液晶投影機、布幕、黑板、粉筆、電腦教室。 
 
 

（1）覺察圖形當中隱含的

 
4  

A-3-7、A-3-8、N-3-2、N-3-11、N-3-1

學時間： 
90 分鐘，也就是兩堂課。 

4.  

 
d e 

 
f 

圖 5.3.2 線段搭配其他物件的線定位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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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學過程： 
             內容                                       時間    
    （1）展示圖形，將具有規律性的圖案播放給學生看。    5  分鐘   
    （2）介紹圖形形成過程。                            20 分鐘   
    （3）開放時間給學生製作有規律的圖形                20 分鐘   
    （4）介紹有規律的數列，先以賈憲三角為例            5  分鐘 
    （5）說明賈憲三角形成過程                          5  分鐘 
    （6）列出數個等差數列並找尋公差                    10 分鐘  
    （7）學生練習找出數列的規律與找出數列的特定項      10 分鐘 
    （8）課後評量                                      10 分鐘 
    （9）檢討課後評量                                  5  分鐘 

6. 教材： 
（1）有規律的圖案共展示五個，分別如圖 5.1.20 到圖 5.1.24 所示。 

 

 

  

圖 5.4.3 雪花 圖 5.4.4 正三角形鑲嵌 

 

圖 5.4.1 正方形 圖 5.4.2 正六邊形鑲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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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五個有規律的圖案呈現過程，分別如圖 5.1.25 到圖 5.1.29 所示。 

 
 

     
圖 a          圖 b 

 
 

圖 c 

 
圖 d 

 
圖 e 

圖 5.4.6 小正方形拼成大正方形的過程

 

圖 5.4.5 正八邊形與正方形鑲嵌

 82



 

      
 

圖

 

b a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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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 

 
圖 b 

 
圖 d 

圖 5.4.8 四個等長線段拼成雪花的過程

 
圖 e 

 
圖 c 

 
c 圖

 
d 圖

圖 5.4.7 正六邊形拼成平面圖形的過程



 
 

 
 
 
 
 

 

 
 

   
   

圖 a 
 

圖 b 

圖 c 
 

圖 d 

圖 5.4.10 正八邊形與正方形拼成平面圖形的過程

 

  
 
 

圖 a         圖 b 

 

 
圖 c 

 
圖 d 

 
圖 e 

圖 5.4.9 正三角形拼成平面圖形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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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賈憲三角的圖形以及形成過程如圖 5.4.11 所示。 

 
7. 學生在學習過這兩堂課程之後對於拼貼平面的觀念有基礎的認識，

也先從賈憲三角給學生基本概念之後再加入等差的觀念，引起學生興趣之後學

習會更有效果。 
 
 
 
 
 
 
 
 
 
 
 
 

 
圖 a 

 
圖 b 

 
圖 c 

1

1 1

1 2 1

1 3 3 1

1 4 6 4 1

1 5 10 10 5 1

1 6 15 20 15 6 1  
圖 d 

圖 5.4.11 賈憲三角形成的過程 

1

1 1

1 2 1

1 3 3 1

1 4 6

1 5 10 10 5 1

1 6 15 20 15 6 1

4 1

 
圖 e 

而數列的規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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