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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旨在以數學的角度觀察周邊的事物，從而培養學生數學素養。本書共有

十一個章節，每一個章節都記載著作者將數學融入自己生活的小故事。 

    第2章「某天下午」記述作者與數學教師朋友到一家香菇粥店進食午餐。香

菇粥小碗售30元，大碗售45元，價錢比例是3：2。他們討論到一個問題：其分量

與價錢是否否按這個比例呢？ 店裏使用的容器是一種逐漸稍微收窄的圓柱體，

數學稱之爲「圓平台」。爲免把粥倒出來，粥面都會離碗的上沿約0.8厘米。因

此爲確保結果與真實情況類同，他們邀請老闆親自實驗。結果三小碗水的分量是

與兩大碗水的分量相等。得到 結論后，他們便推導到計算圓平台的體積（如圖）： 



                   

 

因爲粥面與碗上沿的距離導致難以利用此公式得到大碗粥和小碗的比例是否2：3。

因此在章節結尾，乙女士運用圓柱體體積公式推論。卻遭到甲先生反對，認爲兩

大碗的總和大於三小碗。我則認同乙女士的説法。以我的理解，圓柱體是保持圓

平台的體積和高度，而底面積就是上底面積加下底面積除以二。因此可得出減去

相差的0.8厘米時，大碗粥的體積大碗粥的體積和小碗粥的體積仍然是2：3。 

這個有趣的生活應用題看似複雜，但其實只結合自己已有知識便能解答，讓我知

道其實每一條公式都有背後的原理，無需死記硬背，亦激發我以不同角度解答一

樣的問題。 

    第7章 「詩與數學的交會」講到假面算術，有些是以英文字母取代數字，有

的是中文字，十分有趣。其中有一道題沒有任何字，只有空格和一個8，因此被

命名爲「孤獨的八」（如圖）： 



               

一開始嘗試解答時，一度因爲沒有太多資料而一頭霧水，但逐漸找到方法，提起

我對這類型題目的興趣。我解答的方法很簡單，因爲沒有在千位和十位進行乘法，

所以商的十位與千位皆是「0」。因爲8除了乘以1都是大於個位數，由於8乘以除

數是雙位數，可推斷出除數的十位只能是「1」，個位數需要>3。考慮到商的萬

位乘以乘數是三位數，因此商的萬位數爲「9」。然而9乘以1或0都不能進位，因

此乘數可以確定爲「12」。9乘以12是108而且能夠除盡，可得出被除數的頭三個

數字是「108」。12乘以8是96，由於有餘數，所以被除數的千位和百位有「97」、

「98」和「99」。然後，只有12乘以9能得出三位數，因此商的個位數是「9」，

且沒有餘數，所以被除數的百位需要是「7」，十位和個位是「08」才能成立。

於是能得到下圖的答案： 



              

    第9章 「親愛的，我把數學題目變簡單了」舉出了幾個同類型的數學文字題。

由最簡單也爲人熟悉的「雞兔同籠，問雞兔各有幾隻？」到「買了鉛筆與原子筆，

各買了多少枝？」不難看見，這些都是同樣的題型。這種題目不少人都會想到以

代數解答，但原來有更簡單的方法。例如書中其中一道例題：鉛筆每枝4元，原

子筆每支7元，花156元共買了30枝，問各買了多少枝？假如以代數計算，便要設

鉛筆和原子筆的數量 

                           4x+7y=156 

分別爲x和y，列出兩條等式：⎨x+y=30   雖然最終能夠計算出答案，但誰不會

運用一個更快的方法呢？去除掉每枝筆4元找出有多少元剩，由於7-4=3元，因此

除以3便能找到原子筆的數量：(156-4×30)/3=12枝，我的推論和書中舉出的公式 

一樣，因此我同那是正確的公式。然後將總數減去原子筆的數量就能找到鉛筆的



數量：30-12=18枝。從這個章節中，我學會數學題不會只有一種解法，並知道每

一種公式都含有意義，在不徹底理解下，我們只會誤用或混淆所提供的公式，也

解除了數學是一門只能死背公式的學科的誤解。 

    第11章 「從乘法交換律談起」談論到我們可否將乘數與被乘數交換。假如

是普通算數，當然是可以的，因爲結果不受影響。但是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數學題

就會顛倒了題目的原意，因此作者提出「教學從嚴，考試從寬的看法」。我是贊

同這個觀點的，學生學習數學的目的就是將其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如果連乘數和

被乘數的分別是什麽都弄不清楚時，即使得到的答案一樣，都是不透徹瞭解一條

公式的原理。既然學生有機會接受教育，就應該有分辨兩者關係的能力，也有助

提升學生的理解能力。至於爲什麽考試不需要執著於這種問題，我認爲數學是不

應該被嚴格的格式捆綁，加上學生已從平日課堂瞭解到乘法的原理，無需因這種

失誤而在考試失分。這也讓我發現能在各方面變通，吸收新知識的速度也會隨之

提高。 

    總結來説，具體的生活例子有助我們理解抽象的數學題，這本書也鼓勵我們

經常利用自己在數學的知識，用之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