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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引言

我們手上有一套兩件的三角尺，這兩個三角尺本身是有一定的關係。如果我們把這兩件三

角尺重疊起來，那這重疊的面積該如何找出來？在不同的移動情況和過程下，重疊面積的

變化又是如何的？每個情況下，當我們把其中一把三角尺固定，另一把則水平地移動，那

會重疊到甚麼位置，才可得到最大重疊面積？那個位置又該如何推算和表達出來？又在綜

合不同情況下，哪個情況的最大重疊面積中的最大？我們會在這個研習中逐一探究並找出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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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簡介 

一套兩件的三角尺，眾所周知他們都是直角三角形，其中一個更是等腰三角形，另外一個

亦是有特定角度的。最重要的特性：這兩個三角形中有一組邊（不是對應邊），是相等的。

整個研習是由一篇文章開始：兩個三角尺疊起來，那兩個三角尺重疊的部分是如何弄出來

的？重疊部分是甚麼樣子（圖形）？重疊面積面積該如何計算？三角尺的移出移入，重疊

的樣子和面積變化是怎樣的？本身文章是用三角學（包括三角關係式）的方法去求得，然

而這些三角關係式，對我們這些只學過簡單三角比的中二學生來說，未免過於抽象；即使

能勉強理解其算式，若換了其他重疊方式就無法入手作計算。 

經過老師提點之下，我們轉用另一方法：利用座標幾何的方法，如此一來，所有三角尺的

邊轉換成座標系統中的直線──因為三角尺的角度就只有那幾個，長度高度亦是固定的，

所以相關斜率及Ｙ截距（Y-intercept）亦只不過來來去去那幾個數值，因此這些直線的方程

相當容易便可計算出來。當三角形重疊的時候，那麼這些座標上的直線（邊）就會相交，

那些相交點是兩條相關方程的共同解，剛好我們學會如何用代數來求得這些解，當找到所

有相交點的時候，那面積就變得不難計算了（因中一學過相關知識）。不同的重疊方式會使

相交點的解有所不同，更甚至連重疊出來的圖形也不同，因此面積計算方式亦會有所不同。 

於是，我們可利用座標幾何的方法，找出不同情況下，三角尺的擺放和重疊方式所得出的

方程組，找出相關的相交點，從而找出重疊面積，而且更可通過線的移位找出最大面積是

如何重疊出來，以及整個重疊面積的變化。 

之後更進一步找出在哪個情況下，可得出最大面積中的最大。 



216 

第 8 章 總結 

各個三角尺擺放方式可得出的最大面積： 

方式 最大面積 

64.56 

73.205 

64.44 

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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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組員感想 

2A 潘詠茹 

這次的研習，令我有機會與同學及老師，一起討論不同而互相關連的數學課題，當然令我

增長了不少知識之餘，更對數學更加認識，更從中了解原來一條數學問題可以跨課題至這

種地步。此外，我更從中學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首先，這個研習的内容有部分對我們一

開始來説是非常的陌生的，但幸好有老師的循循善誘，教授我們數學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方

法。令我們對研究的兩個三角尺瞭解得更深入。而且，除了勞苦功高的負責老師外，同學

之間也會一起探討計算方法。當我遇到難題的時候，同學們都會義不容辭地幫助我或是一

起探討答案。這是一個人研究不會嘗到的。今次真的十分榮幸能與同學及老師一起探討數

學。 

2A 曾凱兒 

在這次專題研習中，計算三角尺的重疊面積原本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形狀、角度都不

是我們平時面對的，不是簡單幾何學和三角學可以處理的問題。結果，我學會了用可以把

三角尺的邊，轉換成座標幾何來處理，一下子就變成代數（解方程）的問題，我們要學的，

變成是線性方程，一元二次函數等代數課題。雖然過程中仍然遇到不少難題和不明白的地

方，但得到老師和組員悉心的教導，最終也能順利完成，這也令我明白組員之間互相幫助

的重要，這次專題研習亦令我知道原來三角和幾何題目都能以代數方法或者圖解的方法來

解決。起初我認為這個專題研習一定非常無聊， 但過程中慢慢發現其實也蠻有趣的。 

2A 黃沛燐 

數學專題報告，讓我學習了很多東西，當我還沒有參加這個數學專題報告時，我認為三角

尺只是一個量度角的工具，不知道有其它用途，直到我參加了這個數學專題報告，我才發

現三角尺有一定的特性，而它們更可組成多種重疊面積，我發現其實生活中有很多微不足

道的事情，看似十分簡單，或很平凡，卻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發現其中無窮樂趣，我忽然

發現我們可以在學習的知識舉一反三，在生活中多作練習，便可以把自己的知識昇華至另

外一個階級，當遇到問題時，問題也會迎刃而解，在參加這個數學專題報告途中，我們運

用了不少電腦程式去幫助自己，我明白到我們應在有須要的情況下靈活運用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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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 羅明悅 

我會參加這個專題研習比賽，是因為同學邀請而加入的。本身我對數學都有一定的興趣，

所以我便懷著輕鬆的心情參加。怎知，這些數的題目和相關課題都是我一竅不通的，我們

也都十分擔心能否完成報告。但經過老師很悉心地教導我們和同學們互相幫助，又經過方

法上的一些轉變，使我們不但應用到學過的數學，就算需要學習的新課題都不至於太過深

奧難明，不但自覺有足夠的能力完成計算，互補不足這樣令我對這個項目有更深一層的認

識。其實我一開始也有後悔過參加這項活動，因為涉及的數學實在有些難度，但完成後卻

發現學到不少新課題、和跨課題的數學方法，高興之餘，還很有成功感。因此，我十分感

謝學校給我這次獲益良多的機會。 

2E 尹思程 

在本次研習中，我獲益良多。在研習的最初，老師向我們說明了，並要我們驗算一些三角

尺的特性，和各種不同的擺法導致的不同重疊圖案。這讓我大開眼界，了解到原來平平無

奇的三角尺也可以玩弄的如此花巧，把我學會的學更深入。然後在計算的時候，我一開始

以為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做起來卻遇到重重困難。我發現在找每重疊三角尺的邊（線）

和交點的時候，其實都很難，更不用說之後還要涉及橫移及計算面積，幸好得到老師的幫

助才能稍為解困，總算能以適當方向推算下去，而且學會如何把知識使用得更靈活。之後

在計算過後才發現自己還是做錯了許多，我仔細的檢查和改正，才驚覺許多都是不小心而

導致的，這都不過是自己平日常犯的錯誤，只不過平日作業未算太深，亦甚少處理這類規

模的問題，才一直不太正視，這正好警惕自己以後得加倍小心，以免再犯同樣的錯誤。 

2E 姚卓琳 

經過這次的專題研習，我認識到三角尺的另一種「玩法」。我由原本的一頭霚水直到總算能

理解整個運算思路，給我帶來了滿足感和成就感。過程中，當我們解出數學難題的每部分，

腦袋雖有點疲憊，可是內心卻是激動不已，畢竟花了那麼多時間，絞盡腦汁小心翼翼去計

算，終於得出了結果。當遇到頸瓶位時，面對眼前一堆圖，加上其中的數字、代數、符號，

挑戰欲就慢慢燃起，會馬不停蹄地運算驗算，直至得出結果。同時，自己比人更早接觸這

些未來將會學到的知識時，他日可以比人更深入理解，從而更容易解題，對未來的數學課

都算是打下了一定基礎。從這次的專題研習，除了知識上的吸取，在團隊合作方面，只要

組裡有人不懂某些程序，隊員都會為他講解和共同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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