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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們對美的審視，是根據個人的感覺和判斷來決定，有時並無一致的看法。而美的人事

物隨處可見，舉凡建築、服裝、器皿、甚至是人等，都可能存在著你認為美的元素而導致。 

藉由 108 課綱的推行後，提倡將課程融入美感教育等共 19 項議題，我們也試著從數學科

的觀點來進行美感教育的融入課程。數學是人類闡述和解決數量、結構、 變化、空間和關係

等問題的活動或學問， 真實情境可作為學習數學的起始點或切入點。因此，如何協助學生以

數學的觀點觀察周遭的事物，尋找並體驗生活情境與數學的連結，應有助於激發學習數學的 

動機與興趣；其次，培養學生觀察日常生活問題中的數學美感，練習以數學的方式，將這些

問題表徵為數學問題，同時在發展解題策略的過程中， 加深對數學概念之理解，將有助於提

昇學生的數學素養。 

 

壹、前言 

     從數學的角度出發，來探討相關的美感教育課程的融入。以一般性在生活中我們所常聽

到或生活上的經驗，來加以介紹和說明，並期能引起大家的共鳴。在數學中常被人們引用的，

不外乎就是黃金比例了，不管在藝術作品上、在現實環境中的事物、甚至用在人參的比例上，

隨處可見其應用。許多數學教育學者進行一系列相關的研究與探討，試圖在保持學生的學習

成就的同時，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態度，以及讓學生覺得數學在現實生活中是有用的。 

    除了黃金比例原則外，像對稱性也是常被人們拿來做對比的美感，不論是上下對稱或左

右對稱。有些學者則進行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研究，目的是想要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興趣和

態度。研究者則從生活數學連結的角度，希望讓老師、學生了解生活中有很多問題很有趣，

可 以拿來當數學例子進行教學與學習，希望一方面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另一方面培養學生

解決生活中數學問題的能力與素養，讓學生覺得數學在生活中是有用的，進而提升他們的學

習興趣。 

 

貳、正文 

一、黃金比例 

    (一)何謂黃金比例？ 

一般人對於黃金比例這個名詞，是感到非常的陌生而疑惑的。但實際上黃金比例

比π來得有趣且常見，古希臘人認為它是最完美的比例，活用於視覺造形中，而其分

比例的基本方法是把一條線分割成大小二段時，「全段長：長段長＝長段長：短段長」，

這種比例分割方法就是黃金比例，此數據為 1.6180339…是個無窮小數， 而且小數點

後的數字不會重複，一般我們把它簡稱為 1.61803。在專業的數學文獻中，通常以希臘

數字〈τ〉來代表黃金比例，意思是「分割」或「截」。可是到了二十世紀初，美國數

學家巴爾〈Mark Barr〉另外給黃金比例取了這個名字 phi〈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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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黃金比例的求法 

利用《線段法》來進行說明：如下圖，我們把線段分割成長度分別為 x（長）和 y

（短）兩段，依據黃金分割的定義，(x+y)：x＝x：y。為了方便，我們把 y 當作１，

那麼經過運算之後，x 大約等於 1.618，這就是古希臘人發現的「黃金比例」；如果把 x 

當作１，那麼 y 大約等於 0.618！黃金分割奇妙之處，在於其比例與其倒數是一樣的。

例如：1.618 的倒數是 0.618，而 1.618:1 與 1:0.618 是一樣的。  

 

 

 (三)婓波那契數列 

又稱黃金分割數列，因數學家列昂納多·婓波那契以兔子繁殖為例子而引入，故又稱

「兔子數列」。在很多學科上都得到廣泛的應用，其所表現出來的如下的數列存在：

1,1,2,3,5,8,13,21,34,55,89,144,233…等，如同所看到的數列規律，從第 3 項開始的每一個數

字，都等於前面兩個數字之和。數列是無限延伸下去，而當我們將前一數字除以後一數

字時，其比值會越來越接近 0.618，也就是在此探討的黃金比例。 

1÷1=1、1÷2=0.5、2÷3=0.66、3÷5=0.6、5÷8=0.625、…、55÷89=0.617、…、144÷233=0.618… 

一直按此式子下去，其比值為黃金比例的呈現。 

根據婓波那契數列，可以畫出婓波那契螺旋線，也稱為黃金螺旋線。 

 

 

二、幾何圖形之美 

 幾何圖形在我們生活中隨處可見，不論是學校的尺規作圖作業時使用到，在建築上在平

面書刊海報上，生活大小事務中定能看到幾何圖形的融入。幾何圖形不受鏡射、平移、縮

放、旋轉等影響，並且許多圖形保有其對稱性，在數學上更是一門專業的學科。 

對於美的審視隨各人觀點不同而有所不同看法，在此針對一些現實中常見的圖形所展

現的美感來簡單描述，也加入了些建築方面設計出的美感來探討。或許未必得到人人認可，

但我們就以研討的角度來看待之。 

 

(一) 湖南長沙龍王港中國結大橋—數學中的「莫比烏斯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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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建築事務所為湖南長沙龍王港設計的人行橋樑同樣以莫比烏斯帶為原型，與

鳳凰國際傳媒中心不同的是，大橋還融入了中國結元素。其獨特的莫比烏斯帶(中

國結)造型為堅固的橋樑注入柔美氣質，如緞帶般優美柔和的人行橋，仿佛舞者

的水袖掠過梅西河。設計採用多種工藝，行人可在不同高度選取路線過橋。其實

此橋設計不只是雜糅中國結和莫比烏斯帶，行人在行走路線的選擇中，也在向著

名的七橋問題致敬。 

 

(二) 胡夫金字塔——圓周率、勾股定理 

 
埃及大金字塔高 146.6M，它的 10億倍正好等於地球到太陽的距離.塔底周長 920M,

如果把塔底周長除以 2 倍的塔高那就接近於圓周率. 胡夫大金字塔的塔心正好是

地球上各大陸的引力中心,通過塔底的中心的子午線,正好把地球上海洋和陸地分

成相等的兩半.把正方形的塔底的兩條對角線延長，正好可以把尼羅河三角洲夾

在裡面。在胡夫大金字塔中,最神秘的還是塔中的墓室,它的長,寬,高之比恰好是

3:4:5，體現了勾股定理的數值。 

 

(三) 泰姬陵——幾何的對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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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泰姬陵建築是完美的對稱。從遠處看泰姬陵園區的大門，你會發現，河道、

水渠、建築物，木板小道，樹木的種植的位置、品種、高度，乃至那小道上磚塊

構成的紋路都沿著中軸線完全對稱。園區之外的集市中商鋪的位置，以及亞穆納

河對岸的月影花園都遵循著這個規律完全對稱。進入建築物中，一切仍然對稱。 

 

(四) 數學中常見的幾何圖形 

 

 

    

 

 

   

 

 

 

 

三、生活隨處可見數學美感 

    (一)居家設施 

      像房屋外觀的設計，無論是對稱性的亦或是傳統人們的審美觀點的，一 

        些菱菱角角之處都有其用心所在。然而在家庭當中，我們常見的日常用 

        品及陳設，也都可看見數學美感融入其中。最常使用到數學美感的部 

        分，除了比例方面的考量設計外，就是幾何美學的構圖設計了。在這裡， 

       從下圖當中讓各位體會一下上述的概念，並可思考看看還有哪些居家的 

       物品也有美學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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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美學 

     向日葵種子的生長螺紋是左旋和右旋的兩組交錯等角螺線，右 21 道與 

        左旋 34 道，1:1.619 趨近黃金比例。也有較大的向日葵，左旋數和右 

        旋數各為 34 和 55，更大的向日葵則有 89 和 144，甚至 144 和 233 的排 

        列數。 

                       
 

(三)奈米碳球 

       奈米碳球是由多層石墨層以球中球的結構所組成的多面體碳簇。粒徑約 

       為 1~100奈米、尺度約是奈米碳管的直徑，內部可以是中空或可填充金 

       屬。奈米碳球外殼的石墨層，中央部分都是六圓環，邊角或轉折部分則 

       由五圓環組 成。奈米碳球的特殊石墨結構使其具有熱傳導性、導電性、 

       強度佳及化學性穩定等優點。結構上展現許多數學方面的力與美，目前 

       也常被科學家使用於日常生活中。 

 

 

 

  

叄、結論 

 數學家兼哲學家羅素說：「數學，從正確的觀點來看，它不僅是真理，而且是至上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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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大師羅丹所言：「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對於數學之美，又有幾個人

能真心去發現呢？ 

 也許一直以來我們都為著升學而努力求得數學知識，在成長過後，不妨從新的角度來思

考數學與生活或藝術的聯結性，試著去觀察欣賞和體會，並且融入我們的生活之中，或許能

對各類事物有新一層的感受，能更發覺數學趣味所在，也讓我們的生命更加豐富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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