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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活中看似與數學無關的事物其實都與數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舉凡所有

能夠想的到的事物，包括食、衣、住、行、育、樂等，其實都與數學有關，端看

個人用何種角度觀看而已。  

  數學存在我們身邊的各項細節各個角落中，以數學的角度來分析日常中活，

可以讓工作變得更有效率，可以發掘最完美的狀態，只要能體會其中的奧妙，便

能愛上數學之美。 

 

 

 

 

 

 

 

 

 

 

 

 

 



壹、前言 

很多學生常問，學數學的用處在哪裡?好像除了加減乘除在買東西時會用到

之外，就想不出還有什麼用途了。其實，生活中有許多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由

數學的角度去分析，找出最完美的結果，只是我們有沒有另一個角度去體會而

已。 

 

貳、正文 

一、本利和的估計 

    除了買東西所運用到的加減乘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見與數學有關的事

件就是投資，不論是買保險、基金、股票，或是儲蓄，甚至是借貸，都屬於投資

的一種類型，然而投資會用到的是去計算自己投入的資本額與後來可能獲利的情

形，舉例來說，若是選擇要儲蓄的銀行，就會去參考各家的利率情形來做比較，

這時就可以運用我們所學的等比級數與對數查表一同來估算各家所獲利的多寡

來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銀行來做儲蓄。以下為相關範例： 

       設本金為 A，年利率為 r，一個月一期 n個年的本利和為 A(1+
r
12
)12n 

       如何估計(1+
r
12
)12n？ 

    首先利用等比級數的概念，𝑆𝑛 =
𝑎1(1−𝑟

𝑛)

1−𝑟
，將(1+

r
12
)12n 代入設定的數值，並 

    將(1+
r
12
)12n 用對數查表方式找出相對應的近似值，在估算出最後的結果。 

     

二、造物者的密率 

   (一) 自然界與數學  

   1.樹枝是按數學規律生長 。 

   (二) 人體與數學  

   1.美，是一種感覺，本應沒有什麼客觀的標準。但在自然界裏，物體形狀 

     的比 例卻提供了在勻稱與協調上的一種美感的參考。在數學上，這個 

     比例稱之為黃金分割 (Golden Section)。 

   2.牙齒之寬度成黃金比。  



      3.鼻心到上齒間到下巴之寬度成黃金比。  

      4.兩眼之距離與眼寬成黃金比。  

      5.正常人的心電圖。 

   (三) 人體 DNA 與數學 

   (四) 美術與數學  

  1.蒙娜麗莎的微笑  

  2.帕德嫩神廟雕塑  

  3.達文西 Madonna with Child and Saints  

  4.塞拉(Seurat,1859-1891,法國) Golden Dots  

  5.米開蘭基羅(Michelangelo,1475-1564,義大利) Holy Family  

   (五) 音樂與數學  

   (六) 穿高跟鞋真的使人覺得比較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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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佳化 

(一)超市中罐頭應如何放置，才會最有效率 

 



此種問題我所要去思考的問題是如何使中間所佔的空白面積最小，因為 

空白區域越小，則擺放最不佔面積，因此效率最好。 

因而需使用到數學中幾何與面積的概念，正方形罐頭中心點所圍成的 

區域中，總罐頭面積數為一罐。正三角形罐頭中心點所圍成的區域中， 

所佔的罐頭總面積為半罐。 

假設罐頭的半徑 r=2，則一罐所占的面積為2 × 2 × π = 4π 

若擺成方形，正方形面積為(2 + 2)2 = 16 

       中間空白區域面積為4π − 16 

       若擺成三角形，正三角形面積為(2 + 2) × 2√3 ÷ 2 = 4√3 趨近於 6.9282 

       中間空白區域面積為2π − 6.9282 

由於6.9282 × 2 ≈ 14 < 16 

因此三角形中所佔之空白面積<正方形中所佔之空白面積 

故排成三角形較有效率。 

   (二)某公司在二個不同的工廠(廠一與廠二)生產 F型號的喇叭 系統。廠一的 

       月產能是 400組，而廠二是 600組。目前打算 運送這些喇叭系統到公司 

       三個配銷中心的倉庫。根據各倉 庫的訂單需求，A, B, C三個倉庫的每 

       月最低需求量分別為 200, 300 與 400組。已知一組喇叭由廠一運送到 

       A, B, C 三個 倉庫的運輸成本分別為 20, 8與 10 元；由廠二運送到 A, B,  

       C 三個倉庫的運輸成本分別為 12, 22與 18元。試問某公司該 如何擬 

       定運輸計劃，才能每足三個配銷中心的需求，並使 運輸成本最低？ 

將此線性規劃問題公式化但不必求解 依據題意，我們可以整理出下表：  

 
令廠一運送到 A、B、C 三個倉庫的數量分別為𝑥1、𝑥2、𝑥3  

  廠二運送到 A、B、C 三個倉庫的數量分別為𝑦1、𝑦2、𝑦3 

則總運輸成本為C = 20𝑥1 + 8𝑥2 + 10𝑥3 + 12𝑦1 + 22𝑦2 + 18𝑦3 

廠一與廠二有產能限制 𝑥1 + 𝑥2 + 𝑥3 ≤ 400，𝑦1 + 𝑦2 + 𝑦3 ≤ 600 

要滿足倉庫最低需求 𝑥1 + 𝑦1 ≤ 200，𝑥2 + 𝑦2 ≤ 300，𝑥3 + 𝑦3 ≤ 400 

運輸量不可能為負的 𝑥1，𝑥2、𝑥3、𝑦1、𝑦2、𝑦3皆≥ 0 

線性規劃問題的圖形解 

 

 

 

 



四、文學與數學  

   (一)飲酒數學詩 -- 程大位 (明)  

       “肆中飲客亂紛紛，薄酒名醨厚酒醇。厚酒一瓶醉三客，薄酒三瓶醉一 

         人。共同 飲了一十九，三十三客醉顏生。試問高明能算士，幾多醨酒 

         幾多醇？”  

  (二)百鳥歸巢圖題詩--倫文敘  

       相傳明朝廣東省有一位神童--倫文敘--出身寒微，幫父母賣菜維生，卻 

       身懷文才， 鄉紳頗欣賞他的才華，請他為私藏的蘇東坡真跡名畫「百鳥 

       歸巢圖」題詩。他揮毫題 書一句「天生一隻又一隻，三四五六七八隻」。 

       這句令一旁圍觀的人都大失所望，認 為文辭毫無韻味，平凡無奇。倫文 

       敘氣定神閒的再下筆題書「鳳凰何少，鳥何多，啄 盡人間千萬石」。 「天 

       生一隻又一隻，三四五六七八隻」 一隻又一隻，共有 2 隻。 三四五六 

       七八隻，3×4=12，5×6=30，7×8=56。 而 2 + 12 + 30 + 56 = 100，剛 

       好符合蘇東坡的百鳥歸巢圖，圖中有 100 隻鳥。 

 

叁、結語 

由上述的那些例子可以發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不論是休閒、自然、文學、

藝術、擺設、財務、音樂等等，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由數學的角度來分析，找

出其中的規律與最完美的結果。 

因此學習數學不單單只是為了計算，而是奠基在計算的基礎上，來發現生活

周遭各方面事物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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