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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倍還是多２倍？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混淆「１倍」和「２倍」。現在試判斷以下句子是否 

 符合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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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霖，你每天有多少零用錢？ 

不多，每天只有$100。 

$100 還算少？ 

那是我的 1 倍啊! 
你說 2 倍還是 1 倍？ 

1 倍不也是$100 嗎？ 

 

子仁和小霖每天分別有零用錢 $50 和 $100。 

1. 小霖每天有的零用錢比子仁多 1 倍。 

2. 小霖每天有的零用錢比子仁多 2 倍。 

3. 小霖每天有的零用錢是子仁的 1 倍。 

4. 小霖每天有的零用錢是子仁的 2 倍。 

 



     在以上的 4 種情況中，只有情況 1 和情況 4 才是對的，這２個句子都表達了相同    

  的意思。 

 我們平常和別人溝通時，多數會說「多１倍」或「多２倍」等等的短句，導致我  

  們容易混淆了「１倍」和「２倍」。下次當我們想表達類似情境時，就應該說「比某 

  人多１倍」或「是某人的２倍」了！ 

 此外，「１倍」和「２倍」亦可用百分率表示： 

 

 

 

 
 

 

 

 

    1 倍代表 100%，２倍則代表 200%。如果你曾說過「要比某某人多付出 100 倍的  

  努力」，那麼就等於多付出 10 000%的努力了!不過請留意，若你的參考對象是個「大 

  懶蟲」(努力＝0)，即使你說比他付出多 100 倍的努力，數學上來說你只會和他一樣 

  懶呢！ 

你的努力＝0 x ( 1 + 10 000% ) = 0 

    所以，記得認清對象，就不會再引起倍數的誤會了！ 

 

 

蓉兒有的零用錢比小靖多１倍： 

即蓉兒每天有的零用錢 

＝ $50 X ( 1 + 1 ) 

＝  $50 X ( 1 + 100% ) 

＝ $100 

蓉兒有的零用錢是小靖的 2倍： 

即蓉兒每天有的零用錢 

＝ $50 X 2 

＝  $50 X 200%  

＝ $100 

0的 101倍還是 0 ! 



 

 

 

 

德國數學家—高斯（1777 年～1855 年） 

卡爾·弗里德里希·高斯是一個德國著名數學家、物理學家及

天文學家，被譽為「數學王子」。後世將他和阿基米德、牛頓視

為人類史上最傑出的三位數學家。 

 

 

 

 

 

 高斯是一對普通夫婦的兒子。當高斯三歲時便能夠糾正他父親的借債帳目的事情。

他曾說，他在麥仙翁堆上學會計算，能夠在頭腦中進行複雜的計算，是上帝賜予他一

生的天賦。 

高斯從小就有數學的異稟，據說他 9 歲的時候，有一天，老師要全班同學算出以

下算式︰1 + 2 + 3 + 4 + 5 + …… + 98 + 99 + 100 = ? 

全班同學立刻忙碌起來，將一個個數相加，此時高斯卻在座位上思考着，老師以

為他在發白日夢，催促他努力。怎料高斯竟然回答說：我已經解出這道題了。老師問

他是怎樣解的，高斯便用下面的圖說明了自己的方法。 

 

數學家介紹 



  

 

 

 

 高斯讓數與數配對，使每對數的和都是 101。他算出這裏一共有 50 對數。這樣一 

 來，總和便是 101×50 = 5050。 

以上的計算結果發展成為我們今天常用的公式︰ 

    當 1 + 2 + 3 + 4 + 5 + … + n 時，S 便是這些數的和。 

1801 年高斯在費廸南公爵資助下出版了巨著《整數論研考》(Disquisitiones  

 Arithmeticae)。它是高斯青少年時代的研究心得，共有七章。在書中，高斯介紹了 

 「同餘」、「鐘型曲線」等理論。其中最重要的發現，是高斯以圓規和直尺作出正十 

 七邊形，打破了數學史上二千多年的沈寂。 

他因此感到自豪，並希望死後把十七邊形刻在

墓碑上。但由於十七邊形刻出來後太像一個圓。因

此，雕刻家改為刻上一顆十七角星。 

  1855 年，高斯心臟病發逝世，在過世 22 年後， 

 漢諾威王頒發了一個紀念獎章給他，並稱他為「數 

 學王子」。 

  

 

 

齊來觀看數學家高斯的故事吧！ 



      

 

 

 

 

 

 

 

 

 

 

 

 

 

 

 

 

 

 
 
 
 
 
 
 
 
 

趣味數學 

 

 

 

 

    

尺規作圖 

        如要畫出一個等邊三角形，你有何方法呢？這個任務看似簡單，但要準確畫出 

  一個三條邊及三個角完全相等的等邊三角形，其實並不容易！ 

    在古希臘時期，就有人嘗試利用圓規和直尺，在平面上畫出不同的幾何圖形。  

  雖有工具的幫助，但用尺規作圖，也是當時令人費盡心機的數學難題。 

    現在，就讓我們一同動手動腦試試畫吧！ 

   

  

    只要我們能善用和掌握圓規，直尺的特點，便能在平面上畫出很多既精準又漂 

  亮的幾何圖形。給你一個挑戰：利用圓規和直尺劃出一個正五邊形。快試試看吧！ 

     

 

如何用尺規作圖-正五邊形 

--> 



 
 
 
 
 
    

   今次，我們為同學介紹另一個免費的應用程式，這個程式叫「闖關 24」。遊戲內有不  

 同關卡，同學需要將提供的數字透個加減乘除進行一步計算得出答案去組成新的數字       

 ，新的數字和其他數字再進行一步計算，直至得出「24」這個答案，便成功過關。這絕 

 對是訓練同學心算能力的好遊戲！ 

 

 

 

 

 

 

                    

 

 

 

 

 
 
 
 
 
 
 
 

自主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