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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數學是一種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課程內容或日常生活中，我們總會使用上其內涵 

，甚至有些加上數學符號的相關連結，也可能是圖形或表格的形式來呈現出更多的數學表達

方式，語言等各種數學概念表達方式，以使人們增進對數學概念的理解與應用，同時也讓數

學觀念存在各個地方顯得出其重要性。 所蘊含的知識層面非常廣泛，在此我們只針對生活

中較常使用到的一些數學概念來作探討，尤其像在家庭中比較常見的事，像電量的使用與計

算方式等。 

 

貳、正文 

    一、高鐵時刻表 

     不知您是否有坐過高鐵，在高鐵的車票上呈現著有趣的數學概念。 

         一般來說，列車通常分為南下跟北上兩種車次，而為了方便區分，在車次的使 

        用上這兩種事有所不同的。車票前面的車次的編號中的個位數字，若是奇數則代表 

        南下車，若偶數則代表北上；再者，百位數如果是 1或 2的車次，代表著新竹、桃 

        園、嘉義、臺南等站不停的快速車次。 

         根據李源順教授所發表過的一篇文章，當中將對高鐵時刻表所做的研究發表了 

        以下的結論： 

     1.南下的車次都是奇數號 （未位數是奇數）。 

        2.車次編號是三位數或者四位數。 

        3.三位數中 1或 2字頭（百位數）的是快速車次（只停臺北、板橋、臺中和左營）； 

          三位 

          數中 4字頭（百位數）的是普通車次（每站都停）。 

        4.車次四位數的是加班車（不是每天 都開的車次）。 

        5.快速車次從臺北到左營的時 間都是 96分鐘，普通車次都是 2小時。 

        6.從臺 北到板橋的行車時間都固定是 9分鐘。 

        7.每站之間的行車時間都不相同。 

        8.臺北的開車時間（分）是 6的倍數。 

        9.周一到周四、周六都有打折，只有周五和周日沒有打折。 

       10.周二到周日較早的三個車次打 65折。 

        下次您有機會去坐一趟高鐵時，不妨可以多留意看看，或許您也可以看出端倪。 

    二、居家生活的實用數學 

            電量的使用和電費的計算，是我們生活不可或缺極其重要的一部分。而要了解 

        用電及費用計算，必須先了解『耗電程度』與『用電量』，這兩種是不一樣的。 

            耗電程度就是電器使用時，每一小時用掉的電量。同樣的一小時，使用愈多電 

        的電器當然就愈耗電。耗電程度也就是電器上所標示的消耗電功率，就是每一小時 

        會用掉多少瓦特。經濟部規定每一個電器用品的標示，都必須含「消耗電功率」這 

        項目，單位是以瓦特數(Watt)來計算，簡稱 W。 

            消耗電功率只是耗電程度而已，並不代表用電量，「用電量」必須加入使用時



間 

        才有意義。電力公司的電費是依多少「用電量」來計算，是以度數為單位。一度相 

        當於 1,000瓦(W)的電器使用一小時，也就是 1000瓦-小時。可是電器上標示的都

是 

        消耗電功率，所以將消耗電功率換算成使用度數的簡易公式如下： 

                     

        例如 1,200W耗電量的吹風機，使用了 20分鐘，等於使用了 1/3小時，使用電量 

        =1200*(20/60)/1000 = 0.4 度一個 1,000W的電器使用一小時用電量為一度，跟另 

        一個 200W的電器使用 5小時也是一度，兩者用電量都是一度，所要繳的電費是一

樣 

        的。一個是比較耗電，用的時間短；一個是比較省電，用電的時間長。不過兩者的 

        用電量都是一度，需要繳交的電費是一樣的。 

            有些電器耗電量較大，通常消耗電功率會以千瓦(KW)來標示，這時上面『使用 

        度數』公式就不需要再除上 1000了。例如 1.2KW的電器，使用 5小時，使用度數=  

        1.2*5 = 6度。 

 

    三、數字在生活上的應用 

            因為生活中太多可用上數字之處，在這裡我們只針對我國的國民身分證內容進 

        行探討。身份證是每位國民的重要證件，而隨身攜帶的習慣，使它成為我們生活的 

        一部份。但在眾多身份證字號中，我們如何確定別人跟我們說的身份證字號是正確 

        的呢？其實我們的身份證字號中的最後一個數字是一個很神奇的數字，它可以用來 

        做為檢查的功能。而我們身份證的各碼有其不同的意義，在英文字方面，是代表出 

        生縣市的代號(如下表)，而在數字第一個數字 1 是指男生，2 指女生。 

          
            「身份證字號」之驗證規則為何呢？若想知道「身份證字號」是否正確， 只

要    

        按照下列檢驗方法即可知道  

        1.先將英文字母代號換為數字  

        2.所有數字由左至右依序寫出(不含最後一碼)  

        3.由左至右，第一位乘一，第二位乘九，第三位乘八，第四位乘七以此類推  

        4.將各位相對數字所乘之積相加  



        5.將上式 4 所得之和除以十求得餘數  

        6.以十減去上式 5 所得餘數即為檢查號 

 

        以下就一案例來說明如何驗證其編號  A123456789 

        1.先將 A(台北市)換為數字 10  

        2.所有數字由左至右依序寫出(不含最後一碼) 1012345678  

        3.由左至右，第一位乘一，第二位乘九，第三位乘八，第四位乘七以此類推  

        4.將各數字所乘之積相加 1×1+0×9+1×8+2×7+3×6+4×5+5×4+6×3+7×2+8×1=121 

        5.將上式所得之和除以十求得餘數 121÷10=12 餘 1  

        6.以十減去上式所得餘數即為檢查號(最後一碼) 10-1=9 

 

    四、生活中的代數應用 

            我們時常在網路上看見許多有趣的問題，好比下列圖 2所列，你能算出答案為 

        何嗎？從小時候開始我們在課程中融入了代數的觀念，只是因為學生還小，所以會 

        利用其他方式來表達。而隨著網路世代的來臨，許多有創意有趣味性的題目隨之被 

        人們上傳網路，漸漸地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更明確的教導學生，有關代數的原理與 

        應用，甚至更增添許多樂趣，使得在代數的學習上更能提升想學的態度。 

 

                       

                                        

            下列的圖形也是類似的題目，這類型的益智題也常在人們間討論著，種類繁多 

        就不一一介紹了。 



                     

                                   

參、結論 

    生活中隨處可見數學的觀念在其中，或許所呈現在眼前的未必都是計算才稱得上數學，

包含像需要邏輯思考或者觀察或者表格製作等，都是相關的數學內涵。 

對於學生們而言，也許一聽到數學課就有點膽怯。在我國的教育上從小就教導不斷接觸

數學相關的運算、符號，對於整體生活環境也能用數學相關的圖形、數字或符號表徵出來，

數學是一個橋梁，是一種大眾溝通的語言。所以，身為教學者的我們，更要不斷的去思考如

何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並且能有效的發揮所學於日常生活中。 

利用實用性的生活例子來導入教學，且有機會讓學生去體驗觀察所知所學，也能讓其了

解到他所學的一定是有用的有感的，而非總覺得學了沒用又難學。何況在新課綱的素養導向

教學提倡下，都是以跟生活息息相關的教學內容來進行著，相信不久的將來，定能逐漸改變

過去學生錯誤的學習觀念，也期盼他們能在學習數學方面更加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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