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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執行摘要 
 1.是否為延續性計畫？（請擇一勾選）  □是  ■否 
 2.執行重點項目（請擇一勾選）：  
 □ 環境科學教育推廣活動 

 ■ 科學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之研究發展 

 □ 科學資賦優異學生教育研究及輔導 

 □ 鄉土性科學教材之研發及推廣 

 □ 學生科學創意活動之辦理及題材研發 

 3.辦理活動或研習會等名稱: 「摺紙中學數學」工作坊、「資訊融

入教學」、「正多面體摺紙」、「Cabri 3D」、「摺紙考題探索」、

「從尺規作圖談摺紙」及「摺紙游藝與數學」等外聘講座分享；「摺

紙中學數學 之拼貼篇」到校分享及「從動手操作到創意發想：談摺紙

與數學」全縣研習。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新北市林口國中、新北市暨桃園縣數

學輔導團暨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暨新竹縣市各國中小教師 

 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每次工作坊暨講座約 15 至 30 人，共

舉辦八場研習，並對內外教學、發表與分享逾十場。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8~12 人（含主持人暨研究助理） 
 7.辦理/執行成效：本計畫辦理逾十次的「摺紙中學數學」工作坊

（圖 1），與教學現場老師討論教材的可行性；

透過陳明璋教授與交大 AMA 團隊諮詢（圖 2），

確認數位製作與認知理論應用；期間除了普通

班、社團課與資優營隊（圖 3 至圖 6）的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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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安排對校內外教師分享相關教材檔案（圖

7），並與黎明技術學院蔡宏盛等教授合作參與

資訊融入教學競賽（圖 8）有幸進入複賽。此外，

透過王樹文、陳建誠、彭良禎、吳秉鋒、張榮

和、譚克平（圖 9 至 14）與張世宗教授等學者

專家們諮詢，使相關教師對此議題了解更透

澈。目前共計完成九大類別近兩百個數位檔

案，藉由新北市與桃園縣輔導團協助推動（圖

15、16），期待這個議題讓更多教師重視，進

而願意嘗試在教學上輔助使用，帶給學生們更

多的收穫與感動。 

 

 

 

 

 

 

 

 

 

圖 1  摺紙中學數學工作坊討論   圖 2  交大 AMA 團隊諮詢討論 

 

 

 

 

 

 

  

 圖 3  普通班摺紙教學實作       圖 4  社團課多面體摺紙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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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社團課多面體摺紙推廣     圖 6  資優營多面體摺紙拼貼 

 

 

 

 

 

 

   

 圖 7  國教院摺紙融入數學說明   圖 8  資訊融入教學競賽討論     

 

 

 

 

 

 

  

圖 9  專家學者諮詢(王樹文)     圖 10  專家學者諮詢(陳建誠) 

 

 

 

 

 

 

  

 圖 11  專家學者諮詢(彭良禎)   圖 12  專家學者諮詢(吳秉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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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  專家學者諮詢(張榮和)   圖 14  專家學者諮詢(譚克平)  

 

 

 

 

 

 

  

圖 15  新北市全縣教師研習分享  圖 16 桃園縣輔導團六角芒星分享 
 
 
二、計畫目的 

(一) 製作教材相關數位檔案，整合於網路平台，讓想要使用與討

論的老師與學生們更為方便； 

(二) 將相關模型與數位檔案於社團、課堂或資優營隊中施作，讓

學生從操作與討論中學習； 

(三) 基於資源共享的理念，持續聘請專家學者到本校、社群或輔

導團，針對老師或學生作演講及研討諮詢，積極發展可以實際

運用於課堂的教材，讓教材發展更多元；  

(四) 指導有興趣的學生作專題研究，發表研究心得，並將施作與

研究的心得投稿相關科學期刊，藉以驗證其專業與普及性；  

(五) 製作相關模型，並於教研會與數學輔導團中分享簡報與施作

心得，吸引更多有興趣的老師們投入及參與推廣。 

 
 
三、研究方法 

接下來分為幾個向度與方式，說明本計畫目前的實施狀況： 

(一) 相關資料蒐集： 



/31 5 

結合筆者已有相關資料，添購所需書籍，配合網路資料，整合

一套有系統的教材。目前累積已添購的相關書籍近百本（如參

考資料書籍部份）。 

(二) 摺紙簡報製作： 

藉由相關文獻之補齊，設計發展一套關於摺紙與數學之數位教

材，以下將相關資料完成簡報分幾何性質、正多邊形、平面造

型、正多面體、立體造型、摺紙作品、教學心得、中學數學與

幼兒教學九類近 200 種（如附件光碟），並針對以下國中課程

內容加以探討： 

1. 摺紙的對稱性：含線對稱與點對稱與摺法的相關探討（八

下、延伸）； 

2. 摺紙的定量探討：含角度、線段與面積關係的相關計算（八

下、九上、延伸）； 

3. 摺紙的全等與相似：摺紙完成圖與展開圖的比較，探討多

邊形的全等及相似關係（八下、九上、延伸）； 

4. 摺紙與多邊形：摺紙完成正多邊形的準確性及相似性探

討，進一步探討其拼貼與密鋪的可能性（八下、延伸）； 

5. 摺紙與立體圖形：透過摺紙完成正多面體，進一步探討其

數學性質（八下、九上、延伸）； 

6. 摺紙與尺規作圖：探討摺紙與尺規作圖的相關性與差異性

（八下）； 

7. 其他摺紙與數學：如摺紙考題及造型摺紙等（綜合、延

伸）； 

8. 摺紙與幾何公設：探討幾何公設如何應用於摺紙中，以及

摺紙中的不變性（延伸）。 

(三) 摺紙教材施作： 

就以上完成的教材簡報及數位檔案，挑選部份教材，藉由小眾、

社團或資優營隊，分享所設計之教材與製作成果，吸引更多學

生對這個議題有所興趣，進而投入研究。筆者並於今年針對部

份內容先後完成以下教材： 

1. 上課簡報部份：如附件一至十，相關簡報均已建置完成，

並放置於林中生命藝數殿堂網站：

http://163.20.9.8/dyna/menu/index.php?account=math中，接下

來將針對其他年級及需求設計更完整的課程與簡報。 

2. 摺紙作品部份：如附件十一至十四，以及接下來陸續要完

成的國畫正六面體模型與正十二面體科學家模型等。 

http://163.20.9.8/dyna/menu/index.php?account=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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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指導學生專題研究： 

指導有興趣的學生（如社團課、資優營、數學步道等）針對其

有興趣議題加以研究，進一步發表相關其研究心得，讓更多的

學生與老師分享相關研究成果。目前已完成「名片紙模型組

裝」、「正多面體相關討論」（附件十五、十六）等議題。 

(五) 投稿相關期刊： 

整理數位教材施作後的研究心得，投稿相關科學期刊，確認其

內容的學術性以及普及性，目前投稿累積計三篇，其中「『摺

紙中學數學』社群經營與專業成長」與「摺紙中學之紅包花花」

兩篇文章已確認發表並陸續刊登（附件十七、十八），並陸續

針對其他研究議題發表相關文章。 

(六) 充實數學步道： 

近兩年由於本校兩位數學老師相繼退休，加上數學資優營實施

連續三年，使本校有固定一群願意為數學教育與環境投入的人

力，加上本校教務處的大力支持，使得包含數學家步道與數學

實體佈景陸續建置完成。藉由上述多面向的研究發表，將可更

加充實相關呈現內容，培養本校這個鄉下地方孩子們更多對數

學的感覺；曾與參與步道同學及老師們討論了「對稱摺紙」與

「摺出畢氏數」相關議題研究，並將相關結果施作於資優營隊

與專文討論或科展報告中（附件十九）。 

(七) 摺紙模型製作印刷： 

藉由相關資料的蒐集與題目的設計，印製相關出版品，藉以於

社團、營隊及本校教研會、數學科輔導團中作分享與討論，目

前共計完成「林口國中紙鶴展開圖」、「Escher 正四面體」及

「新北市輔導團正八面體模型」模型，其他設計稿陸續設計中

（附件二十至二十二）。 

(八) 舉辦相關講座、研習與專家研討： 

邀請對摺紙議題學有專長的老師到校分享，讓更多的孩子與老

師們針對這方面的知識吸收來源更多元，想法更豐富；並與相

關專家學者討論，探討與學生施作完的後續成效，以及實際適

合運用於一般課堂上的教材。目前計邀請陳明璋教授分享「資

訊融入教學」，彭良禎老師分享「正多面體摺紙」，吳秉鋒老

師分享「Cabri 3D」軟體教學，張榮和老師分享「摺紙相關考

題」與譚克平教授分享「摺紙與尺規作圖」內容，以及接下來

預計於 7/21、22 由張世宗教授分享的「摺紙遊藝與數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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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三至二十八）。 

(九) 數學科教研會與數學輔導團分享： 

藉由本校的數學科教研會與數學輔導團，分享相關簡報與施作

心得，吸引更多學有專精的老師們願意投入開發與推廣這個議

題。除上學期針對本校數學領域完成「摺紙中學數學」報告，

並獲新北市秀峰高中邀約分享「摺紙中學數學之拼貼篇」，至

新北市樟樹國中分享「資優營/普通班數位教材分享」，桃園縣

武漢國中分享「資訊融入教學」，宜蘭縣佛光大學分享「垂直

與平行教學示例」，新北市中山國中針對新北市數學科教師分

享「從動手操作到創意發想」議題，吸引更多有興趣的數學老

師們一同參與；也嘗試於台北醫學大學演講「『數學，其實也

可以很浪漫』──博士熱愛的算式映後分享」與新北市麗林國

小進行摺紙教學時製作相關多面體以分享互動（附件二十九至

三十五），讓更多年齡層的學生們感受摺紙的感動。並已於今

年持續申請此計畫，而新的計畫也將視進度與研究議題與本

校、輔導團甚至是其他縣市的老師們繼續分享。 

(十) 網頁交流互動： 

網路的影響無遠弗屆，藉由網路互動也使得人與人的溝通沒有

時間與地域性的限制。目前陸續將以上的相關資料整合於本校

數學科網站「林中生命藝數殿堂」中，期待使得更多的教師與

孩子們得以受益，進一步應用於課堂上，提昇對數學的熱愛與

興趣，營造討論的風氣，將使得建置的資料能更有效地應用於

教育現場中。如普通班及加強班課堂的正式教學、資優營隊與

數學步道互動以及校內外老師取經等，均能透過網頁及電子郵

件作直接與間接教學及溝通。 

 
 
四、研究成果 
  從前年筆者第一次參加師大數學系洪萬生教授所舉辦的「摺紙
學數學」工作坊，對摺紙融入數學產生興趣，期中曾指導學生作摺
紙融入數學「顛覆柏拉圖－探討如何由單張正方形摺成正多面體」
參與科展獲得本鄉鄉展特優殊榮，一直到本年度開始進行科教計
畫，目前所蒐集到的書籍逾百本，加上參考相關的網站數十個，目
前已累積了相當的參考資訊，實際教學逾二十堂課，施作心得三篇，
針對校內外數學教師舉辦相關研習近十場等內容，都是筆者的研究
計畫與經營的社群，積極對校內外推廣摺紙融入數學與實際教學，
歷歷在目的證明，而針對研究目的，已達到的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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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製作的教材配合課程進度，目前計完成了八年級課程
「摺紙學乘法公式」、「摺紙學無理數」、「摺紙學商高
定理」、「摺紙剪五角星」、「摺紙拼貼五角星」、「摺
紙拼貼平行八角星」等簡報，並於社群討論後，於課堂陸
續實施，且在本校「林中生命藝數殿堂」網站進行上傳。
而學生也在學習過後普遍反應良好，並能運用於解題應用
及教室佈置等情境；例如「摺紙學商高定理」即是透過摺
紙方式，學習證明商高定理時尚未具備的全等概念；而「摺
紙剪五角星」則是透過學生親手操作，觀察圖形的結構，
進一步學習對稱的概念。而除了本人與在校教師們於林口
國中與新北市輔導團的推動，桃園縣山腳國中謝熹鈐老師
（目前為桃園縣數學輔導團團員）針對相關教材的實作與
對外推動也不遺餘力，除在校曾進行乘法公式教學、正六
面體模型展開圖與多面體摺紙氣球等討論，並於輔導團至
福豐國中、大崗國中、草漯國中與觀音國中等學校分享摺
紙學乘法公式、摺紙學無理數、正六面體與六角芒星等摺
紙簡報與數學討論。 

(二) 將相關模型與數位檔案於社團、課堂或資優營隊中施作，
目前陸續完成了「正十二面體模型製作」、「正四面體模
型製作」、「正八面體模型製作」、「正二十面體模型製
作」、「紙鶴造型設計」、「黃金比例摺紙」，以及「從
正多邊形對稱到多角星形設計」及「『立體摺學』課程～
當柏拉圖遇到阿基米德」等簡報，都是透過摺紙融入生活
學習與數學教學的極佳方式； 

(三) 基於資源共享的理念，持續聘請專家學者到本校、社群或
輔導團，針對老師或學生作演講及研討諮詢，積極發展可
以實際運用於課堂的教材，讓教材發展更多元；目前計邀
請交大陳明璋教授分享「資訊融入教學」，師大科教所譚
克平教授分享「摺紙與尺規作圖」，華僑高中吳秉鋒老師
進行 Cabri3D 軟體研習，麗山高中彭良禎老師分享「正多
面體摺紙教學」以及麗山國中張榮和老師進行「摺紙考題
分享」，以及接下來預計於 7/21、22 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張世宗教授分享的「摺紙遊藝與數學」議題。 

(四) 指導有興趣的學生作專題研究，發表研究心得，並將施作
與研究的心得投稿相關科學期刊，藉以驗證其專業與普及
性；而目前雖然僅完成三篇實施文章心得，但預計於這兩
年陸續針對其餘教學簡報，於實施完成後書寫相關完成心
得，再行投稿相關期刊；目前「『摺紙中學數學』社群經
營與專業成長」投稿「『數學領域輔導團永續經營論文集
－分享與傳承』論文」並已發表；「摺紙中學數學之紅包
花花」已投稿科學教育月刊並獲刊登；並將陸續針對其他
生活中的摺紙發表相關文章。 

(五) 製作相關模型，並於教研會與數學輔導團中分享簡報與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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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心得，吸引更多有興趣的老師們投入及參與推廣，這一
次在校慶園遊會與林口鄉改制園遊會成功的推廣，將是今
年要再行推動時的借鏡。目前與廠商洽談「AMA 國畫擬真正
八面體」及「科學家正十二面體」等模型製作中。 

 
 
五、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然而綜觀這半年多的推廣，在推動摺紙相關教學時仍有其限制
存在；由於個人的推動不易，在去年暑假與幾位現場老師互動後，
毅然而然決定成立「摺紙中學數學」專業社群，利用週三上下午的
空堂時間，結合 AMA 數位製作學習工作坊，討論相關數位檔案，並
確認教材之可行性。而社群組成除力邀本校退休教師王樹文老師，
尚有王雪芬、余明興、楊梓、陳玲吟、葉麗珠及姚逸韻等老師加入，
加上本校賴韻竹老師提供班級試教並給予模型製作意見；而經交通
大學陳明璋教授指導成立桃園區 AMA 工作坊，力邀山腳國中謝熹鈐
老師，南崁國中曾椿惠、吳帝瑩老師加入。此外，透過新北市輔導
團的資源，力邀台北市教育大學張世宗教授、明志技術學院陳建誠
老師、台北市麗山國中張榮和老師、新北市數學輔導團專輔李進福
老師，以及江翠國中退休教師陳彩鳳老師等老師加入；加上本校資
優營隊的經營與資源，得以與麗山高中彭良禎老師以及基隆中學楊
子漪老師作互動；期間尚透過華江高中退休教師吳秉鋒老師及師大
科教所譚克平教授與社群老師們作分享。而經與社群相關老師討論
後，本計畫主要會遇到的困境及解決的對策有以下幾點： 

（一） 多數操作需具備基礎數學先備知識：由於國中幾何課程安
排於八年級下學期，而不少幾何量的計算，則需用到八年級
上學期的勾股定理，以及九年級上學期的相似形。在初期學
生尚未具備相關先備知識基礎時，可採取的應變策略如下： 
1. 選擇適當教材設計相關教案：如筆者曾設計的「摺紙組

合十字星」以及幼稚園趣味摺紙教學相關簡報，能針對
學生程度作不同題目的延伸設計並加以說明討論。一方
面寓教於樂，並讓學生應用於教室佈置中；另一方面也
從做中學，加深對數學知識的理解與應用； 

2. 挑選難度適中或局部重要步驟講解：如在 AMA 研習中分
享的「摺紙五等份」教學簡報，即透過簡單的摺紙動作，
討論了二元二次方程式，甚至可發展至三角函數的數學
概念，進一步引發社群老師們討論，並實際應用於正六
面體摺紙模型中； 

3. 利用適當的簡報發展其數學概念：如針對八年級學生進
行的「摺紙學根式化簡」簡報，則是透過摺紙，學習不
易了解的根式化簡概念；並曾在師大「促進學生主動思
考」工作坊由台北市成德國中莊國彰老師分享相關簡報
與教學心得，獲得參與老師們的踴躍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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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學數學學習易受進度暨考試壓力限制：目前國中數學
配課時數各校不一，而受限於每次段考進度壓力，若要給
學生進行摺紙實作，便容易影響原本的課程進度。目前針
對此一困境，可以調整的方式如下： 
1. 於營隊、輔導課或社團課施作：如筆者在林口鄉國小科

學營所安排的「從正多邊形對稱到多角星形設計」摺紙
教學，能在完整的四節課，介紹對稱、多邊形與多角星
型的相關概念，進一步作造型設計，既不受進度限制，
更能視學生程度進行適當的教材補充與調整； 

2. 選擇與課程相關性高，操作容易課程設計課程：如「摺
紙學乘法公式」教學，透過不一樣的方式學習乘法公
式，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也能達到同樣的教學效
果，而在教學完畢後，也普遍能獲得社群內的老師與任
教學生們的肯定； 

3. 透過學習單由學生回家操作，老師於課堂再行討論：如
「商高定理」摺紙教學，可配合相關設計的學習單，搭
配網路資源上傳，由學生於課前先行施作，以減少教師
的授課時間，並讓學生先行思考後，造成課堂上能有更
多的互動，充份達到預定達到的教學目標； 

（三） 講解與操作不易同步學習：摺紙教學最易遇到的問題是
講解與操作無法同步，學生無法對照教師步驟完成，進一
步學習與討論，而教師可採取以下的方式調整上課模式： 
1. 配合多元彈性開關，設計容易閱讀簡報：如「六角芒星

互動式簡報」的設計，能因教學者的不同需求，作摺紙
教學的前後對照與相關問題討論等，同一簡報適用於摺
紙教學、數學討論與綜合比較。而「太陽花相框摺法」
更針對中學與小學學生在同一簡報內設計不同難度題
目，可依學生程度與教學進行作彈性呈現； 

2. 利用大型教具或搭配實物單槍投影機相輔相成：如大型
色紙的運用與實物單槍、視訊攝影機的運用，能讓教學
時與學生同步進行，不致造成教師巡堂的時間浪費與數
位落差等；或是透過電腦教室的自行操作或統一廣播，
讓學生一人一機可對照參考，注意力更易集中。 

  最後感謝本校曾富明校長與鍾兆晉、劉義龍主任全力支持
與肯定，讓本計畫在校內外的推動，得以順利進行。而承蒙期
中報告時師大陳昭地教授的指導，以及參與跨縣市「促進學生
主動思考」工作坊時林福來教授的建議，接下來本計畫要做的，
除了將目前現有的教材進一步整理，並求其完整性外（目前筆
者僅任教國中二年級並針對國中第三、四冊設計相關課程），
另外還要做的是針對已完成課程相關的教材，進一步去作傳統
授課與摺紙教學的實測與比較學習，確認摺紙融入數學的教學
除了有趣與實用外，更能取代傳統的課堂教學，讓所設計的教
材，發揮更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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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摺紙與乘法公式「完全平方和」篇 

 
 

附件二 摺紙與乘法公式「完全平方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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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摺紙與乘法公式「差的平方公式」篇 

 
 

附件四 摺紙認識無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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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摺紙與根式化簡 

 
 

附件六 摺紙證明勾股定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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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摺紙證明勾股定理 II 

 
 

附件八 摺紙與基本尺規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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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摺紙與尺規作圖學習單 I 

《中垂線與線對稱》 
1. 請依底下說明完成規定動作，並回答相關問題： 
  正方形色紙左右對摺產生中線，則此中線是否為正方形的對稱軸？ 

 
  在對摺後的底邊與摺線上各找一個點，兩點以直線連接後剪下此直角三角

形，請問此直角三角形攤開後為何種三角形？為什麼？ 

 
  攤開後的三角形摺痕與底邊有何關係？與頂角有何關係？如果對摺後的底邊

與摺線上再各找一點，同樣以直線連接後剪下，請問剩下的圖形特性與之前

的答案有何不同？ 

  
  請問透過以上的操作，你發現了什麼規律？ 
 
 
 
 
2. 請畫出以下圖形的所有對稱軸： 
 
 
 
 
 
3. 如圖，∆ABC 為等腰三角形，且 ACAB = ，請問你要如何找出∆ABC 的對稱軸？

你又如何確認這條對稱軸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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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國中數學摺紙相關考題彙整 
【92a-14】會求三角形面積即可以練習這題。 

14. 如圖(五)，將長為 50 公分、寬為 2 公分的矩形，折成圖(六)的圖形並著上灰色，

灰色部分的面積為多少平方公分？ 

 
  (A) 94     (B) 96    (C) 98     (D) 100 

答：(A) 

 
【96b-17】知道正方形四邊等長與簡單的代數即可以練習這題。 

17. 如圖(八)，將兩個邊長為 12 的正方形 ABCD、EFGH 的部分

區 域 重 疊 在 一 起 ， 形 成 一 多 邊 形 區 域 （ 即 多 邊 形

ABPFGHQD）。若此多邊形區域的周長為 70，則四邊形 EPCQ
的周長為何？ 

(A) 35 (B) 26 
(C) 24 (D) 22 

答：(B) 
 
【張榮和提供】B2-Ch1 二元一次方程式。 

3. △ABC = 6， 以DE 為摺痕，若△ABC：山字型 ADECB’ = 7：5，求灰色

部份面積=_______。 

答：
7

12
 

 
 
 
【張榮和提供】B3-Ch2 根式的運算。 

2. 已知： nA 或 nB 影印紙的長比寬均為 2 :1， nA 之對角線長 nB= 之

邊長，求 0B 紙張面積是 0A 紙張面積的_______倍。 

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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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正四面體摺紙模型 

 

 

附件十二 正六面體摺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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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正八面體摺紙模型 

 

 

附件十四 數學家正十二面體摺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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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正多面體摺紙延伸思考 

《正四面體》 

1. 請問照片與留白處，何者面積較大？為什麼？ 

 

2. 給定一正方形，請問如何以尺規作圖， 完成圖中照片所在的正

三角形？ 

 

3. 承上題，請問圖中照片所在的正三角形，是否為正方形內的最

大正三角形？為什麼？ 

 

《正六面體》 

4. 請問完成作品後，a.邊旁的兩個面分別是哪幾個？請畫圖註明

其相對位置。 

 

5. 請問完成作品後，哪一個面所重疊的面積為最大？請畫圖註明

其相對位置。 

 

6. 請問如何利用一張正方形紙張（或 A4 紙張），透過摺紙完成如

圖長寬比的長方形？ 

 

《正八面體》 

7. 請問所完成的作品，每一個頂點接到的面與邊各有幾個？ 

 

8. 若已知此作品的長寬比值為 A4 紙張長寬比值的兩倍，請計算最

左側等腰三角形的面積與最右側等腰三角形面積比為多少？ 

 

9. 承上題，請問透過這種摺紙方式所完成的作品，所需紙張最大

與最小的長寬比分別是多少？請說明你的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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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延伸思考學生作業 

1. 請問照片與留白處，何者面積較大？為什麼？ 

留白處。如右圖，可將右上之空白處與右側之

照片處，組合成一長方形，左側亦可重複此動

作，因為兩側長方型為線對稱圖形。而下方又

多了一塊空白處，所以空白處較多。 

  

 

 

 

2. 給定一正方形，請問如何以尺規作圖， 

完成圖中照片所在的正三角形？ 

已知尺規作圖可繪出角平分線、角 3 等分、垂

直線。 

1.利用正方形的角畫出角三等分，即可畫出右

圖紅線。 

2.利用紅線交點畫出與正方形邊垂直的藍線。 

3.將藍色端點連接（綠線）。 

4.將紅線與綠線之焦點連接（褐線）。 

5.作剩餘角之角平分線、角 3 等分（黑線）。 

3. 承上題，請問圖中照片所在的正三角形，是否為正方形內的最

大正三角形？為什麼？ 

否。如右圖，若橘線為三角形之邊長，即可繪製出較大之正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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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七 「摺紙中學數學」之紅包花花 

  過年剛過，不曉得你看到琳琅滿目的紅包袋，可曾想過它們的數學性質及應

用？筆者今年蒐集了兩個女兒過年所拿到的紅包袋（如附圖一），想到去年曾經

帶過學生操作過相關的課程，並討論其中的數學；將所完成的作品送給兩個女兒

被她們稱為「紅包花花」，在此簡單跟大家作分享相關作法與數學性質。 

 
附圖一 紅包袋列舉排列 

壹、傳統紅包袋長寬比討論： 
  在變化之前，我們先討論紅包袋的長寬比，事實上我們將紅包袋封口摺入後，

可以得到一個長寬比約２：１的長方形（目前的紅包袋花樣種類繁多，在此介紹

主要以傳統尺寸的紅包袋為主），至於如何證明它，我們只要以摺紙的方式就可

以簡單的作說明： 
一、將封口摺入後的紅包袋長邊對摺（建議選取紙質較厚的紅包袋以利後續操作

的成型，如附圖二）； 
二、再沿左方（或右方）矩形的對角線對摺（如附圖三）。 

  
附圖二 封口摺入後的紅包袋長邊對摺 附圖三 沿左方矩形的對角線對摺 

如何？簡單的兩個步驟，我們將原來的矩形對摺後成了重疊的兩個三角形，由於

兩個三角形均為直角三角形，故對角線恰為其對稱軸，加上矩形的兩雙對邊等長，

故這兩個直角三角形均為等腰直角三角形，攤開後即為正方形，也就是原紅包袋

的長寬比為２：１。（這裏的說明用到了一些包含的概念，事實上就筆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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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八 「摺紙中學數學」社群經營與專業成長 

壹、緣起： 

  去年三月，筆者偶然參與了一次教育部所舉辦「科教專案計畫」申請的研

習，油然而生幾個議題可以研究，經家中內人的鼓勵參與，加上本校曾富明校

長、鍾兆晉、劉義龍主任的支持與協助，毅然而然決定針對「摺紙數學與資訊

融入教學之課程研發、實作與推廣」申請九十九學年度的科教專案計畫，經北

師大科教中心羅珮華教授的指導修正，有幸的在八月份確認計畫通過，得以執

行。 

 

貳、社群組成： 

  得到通過的消息後，一開始先將手中現有的檔案作了整理，在開學前找了

本校退休教師王樹文老師（目前為遠哲基金會種子教師）與江翠國中資優班退

休教師陳彩鳳老師（目前為新北市數學輔導團研究員暨特教輔導團團員）分享

了已製作的簡報與內容（如附圖 1），加上與明志科技大學陳建誠老師、本校王

雪芬老師以及本校畢業校友柳凱宏作討論，有了一些想法，決定接下來的進行

方式與發展方向，遂於開學後按計畫擬定本學期的進度進行，並正式成立了「摺

紙中學數學」社群，透過電子郵件與諸多老師作互動。 

  由於筆者本身是新竹交通大學 AMA團隊一員，為了更清楚資訊融入教學的

使用時機與應用方式，力邀 AMA團隊的指導教授陳明璋教授進入本社群，並透

過週三下午與 AMA團隊的成員們固定作討論，確認教材製作的可行性與互動性；

此外為了將資訊融入教學推廣至本校，更邀請陳教授至本校作「數位教材設計」

的演講（如附圖 2），藉此拋磚引玉，邀集本校更多的數學老師們作討論。 

 

參、社群運作方式與專家學者指導： 

  經協調筆者與本校有意願參與本社群教師的時間，確認固定的參與老師為

王樹文老師、本校王雪芬老師、余明興老師、陳玲吟老師與楊梓老師，討論時

間為每週三上午的第二節課（如附圖 3）；加上週三下午新竹的 AMA討論改為每

月乙次，其餘日期則由分區自辦，因林口地近桃園，經與桃園區山腳國中謝熹

鈐老師（目前為桃園縣輔導團團員）、南崁國中吳帝瑩、曾樁惠等教師確認，

決定討論地點為山腳國中與林口國中兩地輪流，遂決定本社群的運作方式；本

學期更新增了新屋國中的周皇谷老師與本校的葉麗珠老師，與我們一起作討

論。以上這些加入社群的老師們，除了本身願意為了自己數學的專業成長而精

進外，也多能在教材的設計與施作上有自己獨特的想法，更會在筆者需要幫忙

時主動提供協助，完成更完整且適合學生使用的教材；而平時社群的運作模式，

主要是由筆者提供適當的數位作品，由與會老師提供意見，或透過網路方式互

動，修正為更適合課堂教學的教材；同時也會針對較龐大的教材內容（如摺紙

考題等），廣徵社群內的老師協助整理修改，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由於麗山高中彭良禎老師對於摺紙教學素有研究，除了固定於遠哲基金會發

表摺紙相關文章，更於國內研習與營隊對於相關教學與推廣不遺餘力，在透過電

話、E-mail與到校親自拜訪確認後，有幸地邀請加入本社群，並到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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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九 從正多邊形對稱到多角星形設計 

 

 

  附件二十 林口國中「四色紙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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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十一 Escher 正四面體模型 

 

 

  附件二十二 新北市輔導團正八面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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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十三 資訊融入教學概論 

 
 

  附件二十四 正多面體摺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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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十五 Cabri3D 教學 

 
 

  附件二十六 摺紙命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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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十七 「摺摺」稱奇—從摺紙遊戲學習尺規作圖 

 
 

  附件二十八 [創意游藝樂育教材-數學]林口國中講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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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十九 「摺紙中學數學」期中報告 

 
 

  附件三十 摺紙中學數學 之拼貼篇 



/31 29 

附件三十一 黃金矩形摺紙 

 
 

附件三十二 宜蘭縣佛光大學風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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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十三 輔導團摺紙 

 
 

附件三十四 台北醫學大學正四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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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十五 新北市麗林幼稚園正四面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