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士
數學狂熱者，擅長將數學
套入各種生活情境中。

威利
個性憨厚，但其實是電
玩高手，號稱電玩狂人。

妙麗
數學一級棒，說話很犀
利，是博士的小助手。

安琪
個子嬌小天真爛漫，有點
小迷糊，愛問問題，心中
永遠有十萬個為什麼？

洛基
喜歡吃美食，但又愛漂
亮，藉由運動維持身材。

傑克
幽默風趣愛搞笑，喜歡
出風頭。

艾美
外表是氣質美少女，但是
愛耍冷，喜歡各種藝術類
活動。

人物介紹

3  一元一次方程式 147 4  線對稱與三視圖 199
   3-1 式子的運算 151
   3-2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168
   3-3 應用問題 184

   教學附件 231
   計算機介紹 255



課中標示說明

診斷學生是否已建立先備知識。

學習前哨站

與課文相關的基本題目，以實例產

生呼應或作為對照說明。附有詳

解，並於題號旁標示其題目類型。

教學例題例1

通常於例題後，安排類似的題目，增

加同學自我演算的機會。不附解答。

隨堂練習

透過步驟化的學習，加強同學的思考

邏輯能力，並能觀察出數學的原理原

則。

探索活動

在課程內容中融入各項議題，培養學

生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議題

數學的應用是跨領域的，結合其他科

目的學習，幫助學生統整所學。

跨領域

根據該節主題切割成若干教學活動，

以利同學形成階段性的數學觀念，並

穩固學習的內涵。

1 學習主題

提供相關的延伸或生活常識補充，

作為延伸思考及課外參考資料。

補給站 

將特別值得同學思索及探討的問題，

用另一個段落來呈現，以便和課文與

例題有所區隔。

Thinking

搭配計算機的使用教學，培養學生使

用計算機的正確態度。看到 ，代

表可使用計算機協助計算。

計算機

針對較為困難或易產生錯誤的地

方，作為提示或提醒學生注意。

補充說明

於一段概念學習之後，將重點條列

化整理，讓同學更容易掌握重點。

重點摘要

配合課本教學內容，透過附件實際操

作，動手也動腦，加深學習成效。

教學附件

提供與該章節相關的補充知識等，作

為課外的參考資料。

本單元為統整課程，由學生自行挑

戰，教師視班級情況決定如何運用。

數學萬花筒

自我挑戰

結合教學內容，透過簡單、有趣的數

學問題，啟發學習樂趣。

趣學數學

課後標示說明

每一節後面均安排相關的複習題目，

以利於該節結束時，可以加強演練。

自我評量

將該節中重要的學習內容，作條列化

的統整，方便同學作有系統的複習。

重點回顧

提供相關的資訊教學補充，培養學生

正確使用工具的素養。

資訊普拉斯



‧7 上
　2-4  分數的乘除運

算與指數律

‧8 下
　1-1 數列﹙等比﹚

1-1  正數與負數

 1.認識負數
 2.數線
 3.數的大小
 4.相反數
 5.絕對值

1-2  正負數的加減

 1.正負數的加法
 2.正負數的減法
 3.正負數加減混合運算
 4.數線上兩點間的距離

1-3  正負數的乘除

 1.正負數的乘法
 2.正負數的除法
 3.正負數的四則運算

1-4  指數記法與 
科學記號

 1.指數記法
 2.科學記號

‧國小 3 年級

　整數數線

‧國小 4 年級 
　數線與分數、小數

‧8 上
　2-3  畢氏定理
　　　﹙平面上兩點間的距離﹚

‧7 上
　2-3 分數的加減運算

‧國小 4、5 年級

　四則運算規律

‧國小 5 年級

　 乘法對加減法的分
配律

‧國小 6 年級

　 整數、小數的四則
應用問題

‧國小 4、5 年級

　加減混合運算

‧國小 5 年級

　位值表

‧7 上
　3-1 式子的運算

‧8 上
　1-2 多項式的加減

‧7 上
　2-4  分數的乘除運

算與指數律

‧8 上
　2-2 根式的運算

‧高中 1 年級

　對數函數

數與數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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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時曾經學過如何利用「數」來表示溫度、長短、大小等數量，而生活中除

了比 0 大的數外，也有像零下 4∼5 度這樣比 0 度還低的溫度，又該如何記錄呢？

　　本章將從溫度開始，逐步帶大家認識「數」與其運算的規則。

話說 2016 年 1 月，臺灣出現了霸王級寒流，冷得大家直發抖，原來是雪怪和老孫在作怪⋯⋯

北極震盪賽

READY 〜

北極寒風大雪怪 極鋒噴流孫悟空

臺灣

寒冷地區

北極

溫暖地區

※臺灣位處於溫暖地區。

第一章 數與數線4



像零下 4∼5 度這樣比 0 度還低的溫度，該如何記錄呢？

北極寒風   大雪怪威力太強，連位處於溫暖地區的臺灣也冷爆了！

穿這麼多，還是
覺得快凍僵了！

這個冬天
好溫暖喔！

看我的厲害！

不要小看我！

北極震盪賽
ROUND 1

北
極

震
盪

賽

ROUND 2

低溫下探 3∼ 4 度，
體感溫度零下 4∼ 5 度。

北極寒風大雪怪

北極寒風大雪怪 極鋒噴流孫悟空

極鋒噴流孫悟空

社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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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前哨站
本單元為學生自我複習，

教師可視班級情況決定如何運用。

解答：1123　217    201234 2
3

10
3

15－6÷3×2＋7

＝15－2×2＋7

＝15－4＋7

＝11＋7

＝18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  13＋3×4－2＝　　　　。 226－9÷3×（2＋1）＝　　　　。

整數的四則運算回顧 1

回顧 2 數線

在數線上標示 2 1
4 、3、

15
4 。

0 1 2 3 4
2 1

4

15
4

在數線上標示 2
3 、2、 10

3 。

0 1 2 3 4

課前練習

課前練習

國小 5 年級

國小 4 年級

第一章 數與數線6



正數與負數1-1

　　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相反或相對的量，可以用「＋」（讀作正）號與「－」（讀作

負）號來表示。例如：以攝氏 0 度為基準，高於攝氏 0 度為正，低於攝氏 0 度為負。

上圖中，紐西蘭 皇后鎮的氣溫為「－4 度」，就是指「零下 4 度」；臺北的氣溫為「35 

度」，就是「＋35 度」的簡記。

　　除了氣溫之外，賺錢與賠錢、成績進步與退步、上升與下降等性質相反或相對

的量，也可以用「＋」與「－」來表示。

－4 度！也太冷了吧∼

今天紐西蘭的皇后鎮這裡只有－4 度！

臺北現在是幾度啊？

臺北現在是 35 度喔，超熱的！

「
財
政
赤
字
」
，
猜

 2
 個
字
的
數
學
名
詞
。

1 認識負數

1–1   正數與負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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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里亞納海溝的最大深度為海平面下方 11034 公尺，可記為－11034 公尺。

2 以全班平均成績 70 分為基準，

 因為心平考 85 分，比全班平均成績多 15 分，記為＋15 分；

 所以書愷考 50 分，比全班平均成績少 20 分，應記為－20 分。

1  東方與西方是相對的，小新以車站為基準，向東走 2 公里記為＋2 公里，那麼 

小新由車站向西走 1 公里，可記為　　　　公里。

2  七年九班在園遊會擺設攤位，其成本為 6000 元，如果總收入 4000 元，記為 

－2000 元，那麼總收入為 9000 元，可記為 　　　　元。

1  以海平面為基準，如果臺灣最高峰玉山的高度 3952 公尺，記為＋3952 公尺；

目前所知全球最深的海溝為馬里亞納海溝，其最大深度為海平面下方 11034 

公尺，該如何表示？

2  以全班的數學平均成績 70 分為基準，心平這次數學考 85 分，記為＋15 分，

而書愷這次數學考 50 分，該如何表示？

例 相對的量1 自評 P21 第 1、2 題

解

隨堂練習

第一章 數與數線8



　　我們將比 0 大的數稱為正數，比 0 小的數則稱為負數，而 0 不是正數，也不是

負數。例如：＋2、＋5.2、＋ 1
3  等數都是正數，－4、－3.6、－ 2

5  等數都是負數。

此時「＋」、「－」用來表示「正」、「負」的特性，稱為性質符號。

　　性質符號相同的兩數稱為同 號 數，例如：＋ 5 . 2  與 

＋2 是同號數、－4 與－3.6 是同號數。性質符號相異的兩數稱為

異號數，例如：＋5.2 與－4 是異號數、－3.6 與＋15 是異號數。

　　正數中，像 1、2、3、4、5、⋯⋯這樣的數，稱為正整數，也稱為自然數。負

數中，像－1、－2、－3、－4、－5、⋯⋯這樣的數，稱為負整數。我們將 0、正整

數、負整數合稱為整數。

　　習慣上，我們會把正數的性質符號省略，例如：＋7  記作  7，＋3 .1  記作

3.1，⋯⋯；但是負數的性質符號不可以省略。

判別下列各小題中的兩數是同號數或異號數，並且在適當的空格內打「L」：

17 和－2
 □同號數

  □異號數
2－15 和－9 

□同號數

  □異號數

解
答
：
負
數
。

隨堂練習

整數

整數

零負整數

⋯⋯ 、 －3 、 －2 、 －1 、 0 、 1 、 2 、 3 、 ⋯⋯

正整數
（自然數）

當「＋」、「－」表

示「加」、「減」運

算時，稱為運算

符號。

1–1   正數與負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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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是以 0 為起點，將正數標示在向右延伸的數線上。在學過負數後，我們是

否能將負數標示在數線上呢？

　　如上圖，將溫度計橫放，使高於 0 度的溫度刻度都在 0 的右邊，則低於 0 度的

溫度刻度會在 0 的左邊。

　　在畫數線時，我們可以仿照上圖，步驟如下：

步驟 1： 畫一條水平直線，並在直線上任取一點作為基準點，稱為原點。

　　　   原點所對應的數是 0。

步驟 2：在直線的右邊標上箭頭表示正向，反方向為負向。

步驟 3： 選取適當的固定長度，當成 1 個單位，稱為單位長。以原點為起點，往右邊

每隔 1 個單位長畫一刻度，依序標示 1、2、3、4、⋯⋯。

步驟 4：再由原點為起點，往左邊每隔 1 個單位長畫一刻度，依序標示－1、－2、

　　　   －3、－4、⋯⋯。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2 數線 可搭配附件 2

數線的畫法

數線

0 1 2 3 4－1－2－3－4

原點 正向

單
位
長

數線的三要素：1原點　2正向（箭頭）　3單位長

第一章 數與數線10



完成下面空格，並寫出數線上 A、B 兩點的坐標。

A 點坐標為　　　　 ，記為　　　　 。

B 點坐標為　　　　 ，記為　　　　 。

　　學會數線的畫法後，可以利用數線上的點來對應數，此數稱為該點的坐標。原

點所對應的數是 0，原點右邊所有的點對應的數都是正數，原點左邊所有的點對應的

數都是負數。如下圖，O 點在原點的位置，我們稱 O 點的坐標為 0，記為 O （0）。

O

0－1－2－3 1 2 3

AB

－2.7

2.7 個單位長 1 2
3  個單位長

B 點在原點往左 2.7 個單位
長的位置，稱 B 點的坐標
為－2.7，記為 B （－2.7）。

A 點在原點往右 1 2 
3

 個單位
長的位置，稱 A 點的坐標
為 1 2 

3
 ，記為 A （1 2 

3
 ）。

1 2
3

40 1

B
﹙　﹚個單位長 ﹙　﹚個單位長O A

2 3－1－2－3－4

如果數線上 A 點所對應的數是 a，則 A 點的坐標為 a，記為 A（a）。

數線上的坐標

坐標記法

自評 P21 第 3 題隨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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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面的學習可知，數線上每一個「點」都對應一個「數」；反過來說，每一個

「數」在數線上都可以找到一個對應這個數的「點」。

在數線上標示出 A （ 1
4 ）、B （－1.7）兩點。

在數線上標示出 A （ 3
4 ）、 B （－2）、 C （1.4）和 D （－ 3

4
 ）四點。

A （ 1
4 ）表示 A 點在原點往右 1

4
 個單位長的位置，將數線上 0 到 1 之間的長度

分成 4 等分，則自原點往右邊的第 1 個等分點即為 A （ 1
4 ）。

B （－1.7）表示 B 點在原點往左 1.7 個單位長的位置，將數線上－1 到－2 之間的

長度分成 10 等分，則自－1 往左邊的第 7 個等分點即為 B （－1.7）。

0

1 2

1－1

0

－2－3

－2 －1

－1.7

B A

我們將 A （ 1
4 ）、B （－1.7）兩點標示如下：

1
4

例 標示數線上點的位置2

解

隨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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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是比 0 小 2 的數，－5 是比 0 小 5 的數，因此－2＞－5。如果把它標示在數

線上，可以發現－2 所對應的點在－5 的右邊。

　　事實上，在數線上我們將負數標記在原點的左邊，正數標記在原點的右邊，數

線上愈右邊的數愈大，愈左邊的數愈小，如下圖。

　　在上圖中，將 5、－5、2、－2 與 0 這些數所對應的點都標示在數線上，可以發

現其位置由左至右依序為－5、－2、0、2 與 5，因此－5＜－2＜0＜2＜5。

0 1 2 3 4 5－1－2－3－4－5

1最小的正整數是　　　　，最大的負整數是　　　　。

2比較下列各數的大小關係，在空格中填入「＞、＝或＜」：

 13　　　－4 2－6　　　0 3－7　　　－2

3 數的大小

數的比較大小

數的比較

1 數線上愈右邊的點所對應的數愈大，愈左邊的點所對應的數愈小。

2  在數線上，負數所對應的點皆在原點的左邊，而正數所對應的點皆在原點的

右邊，因此「負數＜0＜正數」。

隨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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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線上標示出 A （－3）、B （－1.2）、C （－2 1
2 ）、D （1 3

4 ）四點，並將各點所

對應的數由小到大排列。

1在數線上標示出 A （－4）、B （－1.3）、C （1 1
3 ）、D （－2 2

5 ）四點。

因為 A、B、C、D 這四點在數線上的

位置由左至右依序為 A、C、B、D，

所以－3＜－2 1
2 ＜－1.2＜1 3

4 。

A B D

0 1 2 3－1－2－3－4

－1.2

C

－2 1
2 1 3

4

數線上愈右邊的點

所對應的數愈大。

2將－4、－1.3、1 1
3 、－2 2

5  由小到大排列。

0 1 2－1－2－3－4

例 利用數線比較數的大小3 自評 P21 第 4 題

解

隨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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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圖，數線上 A （3）、B （－3）兩點分別在原點的左右兩側，且與原點的距離

相等（都是 3 個單位長），因此稱 3 與－3 互為相反數，即 3 的相反數是－3，－3 的

相反數是 3，並規定 0 的相反數是 0。

3 個單位長

0 1 2 3－1－2－3

B A3 個單位長

回答下列問題：

112.5 的相反數為

　　　　　　。 　　　　　　。

3－（－6）

　＝　　　　。

　　將一個正數的前面加上「－」號，就得到此正數的相反數，例如：在 3 的前面加

上「－」號，就得到 3 的相反數－3。

　　將一個負數的前面加上「－」號，也可用來表示此負數的相反數，例如：

－3 的相反數可用－（－3）表示。由於－3 的相反數就是 3，因此－（－3）＝3。

　　同理，－（－2 4
5 ）＝2 4

5 ，－（－4.3）＝4.3。

　　事實上，不論 a 為正數或負數，a 和－a 互為相反數，－（－a）＝a。

2－2 1
3

 的相反數為

4 相反數

相反數

1 在數線上，位於原點左右兩側，且與原點距離相等的兩個點，所對應的數互
為相反數。

2不論 a 為正數或負數，a 與－a 互為相反數，－（－a）＝a。
30 的相反數為 0。

自評 P22 第 5 題隨堂練習

1–1   正數與負數 15

第

　

章
1



　　在數線上，一個數 a 所對應的點 A （a）與原點的距離，稱為這個數 a 的絕對值，

以符號｜a｜表示。

例如： 1數線上，點 A （3）與原點的距離是「3 的絕對值」，以｜3｜表示。

 　 因為 A （3）與原點的距離為 3，所以｜3｜＝3。

  2 數線上，點 B （－2）與原點的距離是「－2 的絕對值」，以｜－2｜表示。

 　 因為 B （－2）與原點的距離為 2，所以｜－2｜＝2。

B A

0 1 2 3－1－2－3

2 個單位長 3 個單位長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4∣＝　　　　。  2∣－5 1
3 ∣＝　　　　。  3∣－3.1∣＝　　　　。

1有沒有絕對值等於－2.7 的數？

2有沒有絕對值等於 0 的數？

　　從上面的例子可知，一個正數的絕對值就是它自己，一個負數的絕對值就是把

它的負號去掉後所得的數。

5 絕對值

Thinking

隨堂練習 自評 P22 第 8 題1

第一章 數與數線16



「
貨
真
價
實
」
，
猜

 3
 個
字
的
數
學
名
詞
。

如果∣a∣＝3.5，則 a 是多少？

0 1 2 3 4 5 6 7－1－2－3－4－5－6－7

5 個單位長 5 個單位長

∣甲數∣＝5 ，表示在數線上甲數所對應的點與原點的距離為 5 個單位長，

如下圖所示：

所以甲數＝5 或甲數＝－5。

如果︱甲數︱＝5，則甲數是多少？

　　由 例4  可知，5 和－5 互為相反數，它們在數線上所對應的點與原點的距離都

是 5 個單位長，所以∣5∣＝∣－5∣＝5。也就是說，互為相反數的兩數，其絕對值

相等，即∣a∣＝∣－a∣。

自評 P22 第 6 題

絕對值

1數線上，點 A（a）與原點的距離稱為 a 的絕對值，以∣a∣表示。
2任意數 a 的絕對值會大於或等於 0。

例 某數的絕對值4

隨堂練習

解

1–1   正數與負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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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數線上標示出絕對值為 4 的所有整數點，並將這些點所對應的數寫出來。

2  在數線上標示出絕對值小於 4 的所有整數點，並將這些點所對應的數寫出來。

0 1 2 3 4 5 6－1－2－3－4－5－6

0 1 2 3 4 5 6－1－2－3－4－5－6

絕對值小於 6 的整數就是與原點距離小於 6 的整數點，

如下圖所示：

0 1 2 3 4 5 6 7－1－2－3－4－5－6－7

這些點所對應的數為：－5、－4、－3、－2、－1、0、1、2、3、4、5。

在數線上標示出絕對值小於 6 的所有整數點，並將這些點所對應的數寫出來。

自評 P22 第 7 題例 絕對值小於某數的整數點5

解

隨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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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答
：
絕
對
值
。

數線上，在原點的右邊，離原點愈遠的點所代表的正數愈大。因此，如果 a、b 

為兩個正數，且∣a∣＞∣b∣（代表 a 的點離原點較遠），則 a＞b。

例如：∣5∣＞∣3∣，則 5＞3。

數線上，在原點的左邊，離原點愈遠的點所代表的負數愈小。因此，如果 c、d 

為兩個負數，且∣c∣＞∣d∣（代表 c 的點離原點較遠），則 c＜d。

例如：∣－5∣＞∣－3∣，則－5＜－3。

數線上，－123 與－456 均在原點左邊，

∣－123∣＝123，∣－456∣＝456。

因為∣－456∣＞∣－123∣，表示－456 離原點較遠，

所以－456＜－123。

在下列各題中，填入「＞」或「＜」的符號：

1由∣－136∣　　　　∣－291∣，可得－136　　　　－291。

2－645　　　　－654。

利用絕對值比較－123 與－456 的大小。

b a0

d 0c

例 利用絕對值比較負數的大小6 自評 P22 第 8 題

解

隨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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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回顧重點回顧

1正數與負數

 比 0 大的數稱為正數，比 0 小的數稱為負數。0 不是正數，也不是負數。

2數線

 1數線的基本要素：原點、正向（箭頭）、單位長。

 2 數線上向右為正向，愈右邊的點所對應的數愈大， 

 愈左邊的點所對應的數愈小。

3相反數

 1 在數線上，位於原點左右兩側，且與原點距離相等的兩個點，所對應的數互為 

 相反數。

 　例   因為 4 與－4 位於原點左右兩側，且與原點距離相等，故 4 與－4 互為相反
數。

 2不論 a 為正數或負數，a 與－a 互為相反數。

 　例    5 與－5 互為相反數。

 30 的相反數是 0。

4絕對值

 1一個數的絕對值，就是在數線上，對應這個數的點與原點的距離。

 2a 為任意數，∣a∣會大於或等於 0。

 3互為相反數的兩數，其絕對值相等，即∣a∣＝∣－a∣。

 　例     ｜－2｜＝｜2｜＝2。

0 1 2 3 4－1－2－3－4

4 個單位長 4 個單位長

0 1

原點

單
位
長

2－1

正向

第一章 數與數線20



1-1自我評量

1 高爾夫球賽中，以標準桿為基準，Triple Bogey （三柏忌）為高於
標準桿 3 桿，記為＋3，Eagle （老鷹）為低於標準桿 2 桿，可記為

　　　　。

2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顯示，國中七年級學生平均身高 156 公分，以此為基準，
若士洋身高 161 公分，記為＋5 公分，則冠儀身高 153 公分，可記為　　　　 

公分。

3 寫出數線上 A、B、C、D、E、F 各點的坐標。

4 在數線上標示出 A （－ 1
3

 ）、B （－1.7）、C （ 3 1
2

 ）、D （－3）、E （－3 1
2

 ）這五

點，並比較各點所對應的數之大小。

0 1 2 3 4－1－2－3－4

0 1 2 3 4 5 6 7－1－2－3－4－5－6－7

A B C DE F

課 P8 例 1

課 P8 例 1

課 P11 隨堂

課 P14 例 3

1–1   正數與負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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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的相反數為　　　　。

 40 的相反數為　　　　。

5 回答下列問題：

 1－2.5 的相反數為　　　　。

 3－
5
3

 的相反數為　　　　。

 1｜－4｜＝　　　　，｜5｜＝　　　　，－｜－6｜＝　　　　。

 2將－2 1
3 、∣－4∣、∣5∣、－∣－6∣、3 由小到大排列：

 　　　　　　　　　　　　　　　　　　　　　　　　　　　　　

6 如果∣甲數∣＝3，則甲數是多少？在數線上標示出這些數所對應的點。

7在數線上標示出絕對值小於 7 的所有整數點，並將這些點所對應的數寫出來。

8 回答下列問題：

0 1 2 3 4－1－2－3－4

課 P15 隨堂

課 P17 例 4

課 P18 例 5

課 P16 隨堂

0 1 2 3 4 5 6 7－1－2－3－4－5－6－7

課 P19 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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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負數的加減1-2

2 如下圖，安琪自校門口向西走 3 公里，記作 －3 公里，再向西走 5 公里，記作  

－5 公里，則安琪最後的位置相當於自校門口向西走了 3＋5＝8 公里，記作 －8 公

里。

　　本節將利用數線的概念，逐步發展加法運算的規則，再利用溫差的情境與加法

運算規則，學習正負數的減法，並適當使用計算機協助計算、驗算及進行數學探究。

　　以校門口為基準，向東為正向，下列是傑克與安琪走路的情況：

1 如下圖，傑克自校門口向東走 2 公里，記作 ＋2 公里，再向東走 3 公里，記作  

＋3 公里，則傑克最後的位置相當於自校門口向東走了 2＋3＝5 公里，記作 ＋5 公

里。

上例也可以用算式表示為（－3）＋（－5）＝－（3＋5）＝－8。

32

西 東

起點 終點

35

西 東

起點終點

上例也可以用算式表示為（＋2）＋（＋3）＝＋（2＋3）＝＋5，習慣上可將正號省

略，記為 2＋3＝5。 兩數的絕對值相加

兩數的絕對值相加

兩正數相加，計算結果為正。

兩負數相加，計算結果為負。

同號數相加

1 正負數的加法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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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9＋21）

＝－30

將起點定為原點，從原點向左 3 個單位長後，再向左 4 個單位長。

 

最後的結果相當於從原點向左 3＋4＝7 個單位長。

算式：（－3）＋（－4）＝－（3＋4）＝－7

起點終點

3
4

－7 －6 －5 －4 －3 －2 －1 0 1

在數線上圖示（－4）＋（－2），並計算其結果。

0 1

在數線上圖示（－3）＋（－4）的結果，再用算式計算其值。

自評 P44 第 1 題1例 圖示同號數相加1

解

隨堂練習

同號數相加

兩同號數相加等於兩數的絕對值相加，再冠上原來的性質符號。

計算（－9）＋（－21）的值。

自評 P44 第 1 題1例 同號數相加2

解

9
21

－30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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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圖，威利自校門口向東走 6 公里，記作＋6 公里，再向西走 6 公里，記作 

－6 公里，則威利最後的位置，就在校門口。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29）＋（－41） 2（－52）＋（－19）

　　以校門口為基準，向東為正向，下列是洛基與艾美走路的情況： 

1 如下圖，洛基自校門口向東走 6 公里，記作＋6 公里，再向西走 4 公里，記作 

－4 公里，則洛基最後的位置相當於自校門口向東走了 6－4＝2 公里，記作＋2 公

里。

　上例可以用算式表示為 6＋（－4）＝＋（6－4）＝＋2。

4

西 東

6

起點 終點

上例可以用算式表示為 6 ＋（－6）＝0。同理，任意數與其相反數的和為 0 。

西 東
起點
（終點）

6
6

較大的絕對值－較小的絕對值

 6 比 4 大，抵消後的結果與 6 的性質符號相同。

自評 P44 第 1 題6

兩相反數的和

無論 a 為正數、0 或負數，a 與其相反數的和為 0，即 a＋（－a）＝0。

隨堂練習

異號數相加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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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算式：（－3）＋7＝＋（7－3）

　　　　　　　　＝4

3
7

－3  －2   －1   0 1 2 3 4

   7＞3，抵消後的結果與 7 的性質符號相同。

較大的絕對值－較小的絕對值

2 如下圖，艾美自校門口向西走 5 公里，記作－5 公里，再向東走 2 公里，記作 

＋2 公里，則艾美最後的位置相當於自校門口向西走了 5－2＝3 公里，記作－3 公

里。

　上例可以用算式表示為（－5）＋（＋2）＝－（5－2）＝－3。

5 比 2 大，抵消後的結果與－5 的性質符號相同。

2

西 東

5

起點終點

2

　算式：3＋（－5）＝－（5－3）

　　　　　　　　 ＝－2

－2   －1   0 1 2 3 4

3
5

   5＞3 ，抵消後的結果與－5 的性質符號相同。

在數線上圖示下列各式的結果，再用算式計算其值。

1（－3）＋7 23＋（－5）

自評 P44 第 1 題2∼5例 圖示異號數相加3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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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數為正數，乙數為負數，則：

1 如果｜甲數｜＞｜乙數｜，則甲數＋乙數的結果是正數或負數？

　試舉出一個例子。

2 如果｜甲數｜＜｜乙數｜，則甲數＋乙數的結果是正數或負數？

　試舉出一個例子。

算式：9＋（－2）＝□（9－2）
　　　　　　　 ＝　　　　。

算式：（－7）＋2＝□（7－2）
　　　　　　　＝　　　　。

 0    1  0    1

在數線上圖示下列各式的結果，並在□中填入性質符號，且求出其值：

19＋（－2） 2（－7）＋2

「
1＋
（
－

44
）
」
，
猜
一
座
山
的
名
稱
。

Thinking

隨堂練習

異號數相加

兩異號數相加的結果，等於較大的絕對值減去較小的絕對值，再冠上絕對值較

大者的性質符號。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27＋（－38） 2（－11）＋36

127＋（－38）

 ＝ －（38－27）

 ＝－11

2（－11）＋36

 ＝＋（36－11）

 ＝25

  38＞27，計算
結果為負。

  36＞11，計算
結果為正。

自評 P44 第 1 題2∼5例 異號數相加4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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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填入性質符號，並求出其值：

2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30＋（－18） 2（－17）＋15

 14＋（－42）＝□（42－4）
 　　　　　　＝　　　　。

2（－40）＋60＝□（60－40）
 　　　　　＝　　　　。

將數字牌分為正數、0 與負數三堆，完成下列空格：

1先在心中想一個數，此數是　　　　。

2 從正數牌堆中任選一張牌，此牌的數為　　　　，則心中想的數與此數相加的

結果　　　　心中想的數。（填大於、小於或等於）

3 從負數牌堆中任選一張牌，此牌的數為　　　　，則心中想的數與此數相加的

結果　　　　心中想的數。（填大於、小於或等於）

4 將心中想的數與 0 相加的結果　　　　心中想的數。（填大於、小於或等於）。

0

0

0

0

0

0

0

0
0

0 正數

  事實上，若 a 為任意數，則1a＋正數，其結果比 a 大；

 2a＋負數，其結果比 a 小；

 3a＋ 0，其結果與 a 相等。

負數

-8

-3

-4

-5

-1

-7

-6

-9
-2

3

7

8

1

6

4

5

9

2

隨堂練習

探索活動 被加數與和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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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正數相加合乎加法交換律，例如：3＋8＝8＋3。事實上，對於任意兩數相

加時也合乎加法交換律。例如：3＋（－2）＝（－2）＋3＝1。

　　三個正數相加合乎加法結合律，例如：（5＋7）＋9＝5＋（7＋9）。事實上，對於

任意三數相加時也合乎加法結合律。

例如：〔2＋（－3）〕＋（－4）＝（－1）＋（－4）＝－5，

　　   2＋〔（－3）＋（－4）〕＝2＋（－7）＝－5，

　　   所以〔2＋（－3）〕＋（－4）＝2＋〔（－3）＋（－4）〕。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256）＋478＋256 2（－49）＋（－49.7）＋59.7

解
答
：
富
士
山
（
－

43
）
。

加法交換律

加法結合律

加法交換律與結合律

1如果 a、b 為任意兩數，則 a＋b＝b＋a。（交換律）
2如果 a、b、c 為任意三數，則（a＋b）＋c＝a＋（b＋c）。（結合律） 

隨堂練習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410）＋52＋410 2300＋（－3.2）＋（－6.8）

例 利用交換律與結合律解題5

1（－410）＋52＋410

 ＝（－410）＋410＋52

 ＝0＋52

 ＝52

2300＋（－3.2）＋（－6.8）

 ＝300＋〔（－3.2）＋（－6.8）〕

 ＝300＋（－10）

 ＝290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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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面的例子來說明：

　　合歡山某日早晨的氣溫為 3℃，中午的氣溫為 7℃。因此，中午的氣溫比早晨的

氣溫高 4℃，可記為 7－3＝4，即：

　　「最後溫度減原來溫度等於溫度的變化量」。

　　因此，若合歡山某日中午的氣溫為 7℃，傍晚的

氣溫為 3℃，則溫度的變化量為 3－7。由溫度計的標

示可知，傍晚的氣溫比中午的氣溫低 4℃，可記為

　　3－   　7  ＝－4⋯⋯⋯⋯1

另外從加法的計算可得：

　　3＋（－7）＝－4⋯⋯⋯⋯2

由1、2兩式可知 3－7＝3＋（－7）

國小學過 7－3＝4，
那麼 3－7 要如何計
算呢？ 3－7＝？

「減 7」看成「加（－7）」

原來溫度（中午）

最後溫度（傍晚）

6
4
2

   0
－2
－4
－6
－8

8

4

2 正負數的減法

減去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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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合歡山某日中午的氣溫為 4℃，下午的氣溫

為－2℃。因此，溫度的變化量可記為

　　（－2）－　　4  ＝－6⋯⋯⋯⋯1

另外，從加法的計算可得：

　　（－2）＋（－4）＝－6⋯⋯⋯⋯2

由1、2兩式可知（－2）－4＝（－2）＋（－4）。

由上面的討論可知：減去一個正數就相當於加上這個正數的相反數。

「減 4」看成「加（－4）」

原來溫度（中午）

最後溫度（下午）

6

6
4
2

   0
－2
－4
－6
－8

8

「
7－

EL
EV

EN
」
，
猜
一
種
職
業
。

125－87

 ＝25＋（－87）

 ＝－（87－25）

 ＝－62

2（－23）－56

 ＝（－23）＋（－56）

 ＝－（23＋56）

 ＝－79

填入適當的數，以完成下列各式的計算：

1（－38）－4＝（－38）＋　　　　＝　　　　。

2（－73）－19＝（－73）＋　　　　＝　　　　。

 「減 87」
看成「加

（－87）」。

 「減 56」 
看成「加

（－56）」。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25－87 2（－23）－56

自評 P44 第 2 題 1∼3例 減去正數6

解

隨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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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一個數減去負數，例如：4－（－2）、（－2）－（－6），要如何計算呢？

可利用「最後溫度減原來溫度等於溫度的變化量」說明如下：

　　若合歡山某日早晨的氣溫為－2℃，中午的

氣溫為 4℃。因此，溫度的變化量可記為

　　4－（－2）＝6⋯⋯⋯⋯1

另外，從加法的計算可得：

　　4＋  　2   ＝6⋯⋯⋯⋯2

由1、2兩式可知 4－（－2）＝4＋2。

　　若合歡山某日早晨的氣溫為－6℃，中午的

氣溫為－2℃。因此，溫度的變化量可記為

　　（－2）－（－6）＝4⋯⋯⋯⋯1

另外，從加法的計算可得：

　　（－2）＋     6   ＝4⋯⋯⋯⋯2

由1、2兩式可知（－2）－（－6）＝（－2）＋6。

由上面的討論可知：減去一個負數就相當於加上這個負數的相反數。

「減（－6）」看成「加 6」

最後溫度（中午）

原來溫度（早晨）

6
4
2

   0
－2
－4
－6
－8

8

4

最後溫度（中午）

原來溫度（早晨）

6

6
4
2

   0
－2
－4
－6
－8

8

「減（－2）」看成「加 2」

16－（－15）

 ＝6＋15

 ＝21

2（－25）－（－3）

 ＝（－25）＋3

 ＝－（25－3）

 ＝－22

 「減（－15）」
看成「加 15」。

 「減（－3）」
看成「加 3」。

減去負數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6－（－15） 2（－25）－（－3）

自評 P44 第 2 題4例 減去負數7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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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數字牌分為正數、0 與負數三堆，完成下列空格：

1先在心中想一個數，此數是　　　　。

2 從正數牌堆中任選一張牌，此牌的數為　　　　，則心中想的數減去此數的結

果　　　　心中想的數。（填大於、小於或等於）

3 從負數牌堆中任選一張牌，此牌的數為　　　　，則心中想的數減去此數的結

果　　　　心中想的數。（填大於、小於或等於）

4 將心中想的數減去 0 的結果　　　　心中想的數。（填大於、小於或等於）

  事實上，若 a 為任意數，則1a－正數，其結果比 a 小；

 2a－負數，其結果比 a 大；

 3a－  0 ，其結果與 a 相等。

0

0

0

0

0

0

0

0
0

0 正數

-8

-3

-4

-5

-1

-7

-6

-9
-2

負數

3

7

8

1

6

4

5

9

2

解
答
：
護
士
（
－

4）
。

隨堂練習

填入適當的數，以完成下列各式的計算：

18－（－8）＝8＋　　　　＝　　　　。

2（－11）－（－87）＝（－11）＋　　　　＝　　　　。

30－（－13.5）＝0＋　　　　＝　　　　。

探索活動 被減數與差的大小

正負數的減法

若 a、b 為任意兩數，則1a－b＝a＋（－b）； 2a－（－b）＝a＋b。
相反數 相反數

即減去一個數就相當於加上這個數的相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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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正負數加減，我們可使用計算機協助計算或驗算，以下介紹計算機的基本

功能與操作方法。

　　不同計算機的介面與操作流程並不一致，使用時請參考相關說明書。

1計算機的基本功能：

　1 按下  可開啟電源﹔  可刪除螢幕顯示的數
值，並重新執行計算。

　2 計算機上的按鍵有數字 0 到 9、小數點、加減乘

除及功能鍵等，其中  鍵用於顯示計算結果。

　3 按下  可更改螢幕中數值的正負號，例如：

　　輸入 5  ，則顯示　　　　　　　　。DEG

5.

2計算機操作：

算式 按法 螢幕顯示

1 （－9）＋（－21） 9   21  

2 （－23.5）－56.3 23.5   56.3   

3 （－25）－（－3） 25   3    

DEG

30.

DEG

79.8

DEG

22.

正負數的加減

3 正負數加減混合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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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負數加減混合運算的過程中，可先轉化為「連加運算」，再運用加法交換律

與加法結合律調整運算次序，以提升運算效率。

1（－72）－18＋43

 ＝（－72）＋（－18）＋43

 ＝（－90）＋43

 ＝－（90－43）

 ＝－47

2（－52）－23＋52

 ＝（－52）＋（－23）＋52

 ＝（－52）＋52＋（－23）

 ＝0＋（－23）

 ＝－23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51－（－27）－36 2（－39）＋12.7－（－39）

輸入 72   18  43  ，

螢幕顯示　　　　　　　　。
DEG

47.

隨堂練習

例8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72）－18＋43 2（－52）－23＋52

自評 P45 第 3 題1∼3

解

正負數的加減混合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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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正負數的加減運算中含有絕對值時，應優先計算絕對值內的值，再做其它

的運算。

10－｜－6｜和 10－（－6）的結果是否相同？請計算看看你想的是否正確。

Thinking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20）＋｜－8｜＋（－15） 2｜7－8｜－（－2）＋（5－9）

1｜－15｜－｜－20｜＋13

 ＝15－20＋13

 ＝（－5）＋13

 ＝8

2（－30）－｜5－8｜－（－2）

 ＝（－30）－｜－3｜＋2

 ＝（－30）－3＋2

 ＝－31

例 含絕對值的加減運算9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15｜－｜－20｜＋13 2（－30）－｜5－8｜－（－2）

自評 P45 第 3 題4

隨堂練習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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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的相反數為－（a＋b），而－（a＋b）＝－a－b，因此

 a＋b 和－a－b 互為相反數。

　　同樣的，a－b 的相反數為－（a－b），而－（a－b）＝－a＋b，因此

 a－b 和－a＋b 互為相反數。

去括號

如果 a、b 為任意兩數，則1－（a＋b）＝－a－b。
　　　　　　　　　　 2－（a－b）＝－a＋b。

1－（8＋3）

 ＝－11

1、2兩式的值相等。

2－8－3

 ＝（－8）＋（－3）

 ＝－11

隨堂練習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並由其值比較1、2兩式有何關係？

1－（8＋3） 2－8－3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並由其值比較1、2兩式有何關係？

1－（41－19） 2－41＋19

例 －（a＋b）與－a－b 的比較10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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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算（－25）＋（70＋30）與（－25）＋70＋30 的值，並比較兩者是否相等。

（－25）＋（70＋30） （－25）＋70＋30

2計算 40＋（60－20）與 40＋60－20 的值，並比較兩者是否相等。

40＋（60－20） 40＋60－20

3計算 25－（50＋30）與 25－50－30 的值，並比較兩者是否相等。

25－（50＋30） 25－50－30

4計算（－40）－（70－20）與（－40）－70＋20 的值，並比較兩者是否相等。

（－40）－（70－20） （－40）－70＋20

 □相等

 □不相等

 □相等

 □不相等

 □相等

 □不相等

 □相等

 □不相等

由 探索活動 可知：

如果括號前為「＋」，去括號時，括號內的每一個數都不用變號，

如果括號前為「－」，去括號時，括號內的每一個數都要變號。

即 a＋（b＋c）＝a＋b＋c，a＋（b－c）＝a＋b－c，

　 a－（b＋c）＝a－b－c，a－（b－c）＝a－b＋c。

去括號的運算

探索活動 去括號的運算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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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961＋（－298）〕

 ＝298＋961＋（－298）

 ＝298＋（－298）＋961

 ＝961

2（－92）－（761－92）

 ＝（－92）－761＋92

 ＝（－92）＋（－761）＋92

 ＝（－92）＋92＋（－761）

 ＝0＋（－761）

 ＝－761

括號前為「＋」，去括號時，

括號內的每一個數都不用變號。

括號前為「－」，去括號時，

括號內的每一個數都要變號。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283＋〔（－614）－283〕 21254－（69＋1254）

隨堂練習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298＋〔961＋（－298）〕 2（－92）－（761－92）

自評 P45 第 3 題 5∼6例 去括號的運算11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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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數線上點 A （a）到原點 O （0）的距離為∣a∣，

點 A （a）到點 B （b）的距離記作 AB，那麼該如何求得 AB 

呢？以下面的例子說明。

數線上兩點 A （a）、B （b）的位置如下，完成下面表格：

數線 AB a－b b－a

兩點坐標
皆為正數

 3 4－1＝3 1－4＝－3

兩點坐標
為異號數

 

兩點坐標
皆為負數

0 1 4 4

B A1
？

0 4 4

A

2

B

－2

？

－1 0

AB 1

5－5

？

　　由 探索活動 發現，a－b 與 b－a 互為相反數，而兩相反數的絕對值相等，

所以｜a－b｜＝｜b－a｜。數線上 A （a）、B （b）兩點間的距離，可用｜a－b｜或

｜b－a｜表示，即 AB ＝∣a－b∣＝∣b－a∣。

例如：數線上有 A （－2）、B （－5）兩點，

　　　則 AB ＝｜（－2）－（－5）｜＝｜（－5）－（－2）｜＝3。

4 數線上兩點間的距離

探索活動 數線上兩點間的距離

AB 讀作「線段 AB」。

距離的表示

數線上 A（a）、B（b）兩點間的距離可記作 AB ， AB ＝∣a－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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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B＝｜2－（－5）｜

 ＝｜2＋5｜

 ＝7

2BC＝｜（－5）－（－7）｜

 ＝｜（－5）＋7｜

 ＝2

數線上有 A （－3）、B （－8）、C （9）三點，求 AB、  AC。

數線上有 A （2）、B （－5）、C （－7）三點，求 AB、BC。

自評 P45 第 4 題例 數線上兩點間的距離12

解

5＋3＝8     B （5）向右 3 個單位長。

5－3＝2     B （5）向左 3 個單位長。

所以 A 點的坐標為 8 或 2。

數線上有 A、B 兩點，其中 A 點的坐標為－2，且 AB＝9.5，求 B 點的坐標。

數線上有 A、B 兩點，其中 B 點的坐標為 5，且 AB＝3，求 A 點的坐標。

自評 P45 第 5 題例 與定點等距離的坐標13

思路分析

AB＝3，表示 A、B 兩點的距離為 3，
A 點可能在 B 點的左邊或是右邊。 ? 5 ?

3 3B

43210 5 6 7 8

3 3B

隨堂練習

隨堂練習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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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線上有 A、B、M 相異三點，如果 M 點與 A、B 兩點的距離相等，則稱 M 點

為 A、B 兩點的中點。

AB＝︱（－2）－10︱＝12

因為 M 點為 A、B 兩點的中點，

所以 AM ＝ BM ＝12÷2

　　　　　　　＝6

由 A 點坐標往右 6 個單位長可得（－2）＋6＝4，

即 M 點坐標為 4。

如果 A （－25）、B （－5）為數線上兩點，求 A、B 兩點的中點坐標。

0 1 2 3 4

12

M

－1－2－3－4－5 5 6 7 8 9 10 11

BA 6 6

若 A 點坐標為－2，B 點坐標為 10，M 點為 A、B 兩點的中點，求 M 點坐標。

自評 P45 第 6 題例 求中點坐標14

解

M 點坐標也可以由 B 點往左 6 
個單位長求得，即 10－6＝4。

隨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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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回顧

1加法交換律

 如果 a、b 為任意兩數，則 a＋b＝b＋a。 

 例   3＋（－5）＝（－5）＋3

2加法結合律

 如果 a、b、c 為任意三數，則（a＋b）＋c＝a＋（b＋c）。

 例   （7＋2）＋（－4）＝7＋〔2＋（－4）〕

3正負數的減法

 減去一個數就相當於加上這個數的相反數。

 例   1（－5）－9＝（－5）＋（－9）

 　   28－（－3）＝8＋3

4去括號

 1如果括號前為「＋」，去括號時，括號內的每一個數都不用變號。

 2如果括號前為「－」，去括號時，括號內的每一個數都要變號。

 例  1  （－6）＋（9＋2）＝（－6）＋9＋2
 　 24－（3＋2）＝4－3－2

5數線上兩點間的距離

 數線上，A （a）、B （b）兩點間的距離記作 AB，AB＝∣a－b∣＝∣b－a∣。

 例   如果 A （4）、B （－1）為數線上兩點，則 AB＝∣4－（－1）∣＝5。

相反數

相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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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自我評量

1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27）＋（－83）

 3（－37）＋68

 56.9＋（－1.9）

2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25－38

 313－∣－83∣

 2（－37）＋25

 4115＋（－79）

 6（－81）＋81

 2（－85）－85

 457－（－25）

課 P24∼27 例 1∼4

課 P31、32 例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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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數線上有 A （6）、B （－9）、C （－11.6）三點，求 AB、AC、BC。

5 數線上有 A、B 兩點，其中 A 點坐標為 18，且 AB＝30，求 B 點的坐標。

6 已知數線上 A 點坐標為 3，B 點坐標為－9，求 A、B 兩點的中點坐標。

3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21）－11＋30

 3（－36）－（－14）－5

 575－（823＋75）

 242－（－75）＋（－75）

 4∣（－21）－7∣＋（－11）

 6（532－123）－（32－123）

課 P35∼39 例 8∼11

課 P41 例 12

課 P41 例 13

課 P42 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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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數×正數

正數×正數

　　臺灣每年約在 5、6 月間進入梅雨期，7 月到 10 月則為颱風季節，每年的 10 月

到隔年 4 月則為缺水期，節約用水可避免缺水的情況發生。接下來，我們從水庫在

梅雨期與缺水期的水位變化說明正負數的乘法運算。

3 天後的水位： 2×3＝6

2 天後的水位：2×2＝4

1 天後的水位：2×1＝2

今天的水位
上升 2 公尺

上升 2 公尺

上升 2 公尺

6

4

2

0

將 1 天後記為「＋1」天。

將 1 天後記為「＋1」天。

今天的水位

1 天後的水位：（－2）×1＝－2

2 天後的水位：（－2）×2＝－4

3 天後的水位：（－2）×3＝－6
下降 2 公尺

下降 2 公尺

下降 2 公尺

0

– 2

– 4

– 6

缺水季節時，水庫的水

位平均每天下降  2  公

尺，因此將水位的每日

變化量記為－2 公尺。

如果以今天的水位為基

準，水位變化如右：

梅雨期間，水庫的水位

平均每天上升 2 公尺，

因此將水位的每日變化

量記為＋2 公尺。以今

天的水位為基準，水位

變化如右：

正負數的乘除1-3
1 正負數的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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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數×負數

今天的水位

1 天前的水位：2×（－1）＝－2

2 天前的水位：2×（－2）＝－4

3 天前的水位：2×（－3）＝－6
上升 2 公尺

上升 2 公尺

上升 2 公尺

0

將 1 天前記為「－1」天。

梅雨期間，水庫的水位

平均每天上升 2 公尺，

因此將水位的每日變化

量記為＋2 公尺。如果

以今天的水位為基準，

水位變化如右： 

負數×負數

3 天前的水位：（－2）×（－3）＝6

2 天前的水位：（－2）×（－2）＝4

1 天前的水位：（－2）×（－1）＝2

今天的水位
下降 2 公尺

下降 2 公尺

下降 2 公尺

6

4

2

0

將 1 天前記為「－1」天。

缺水季節時，水庫的水

位平均每天下降  2  公

尺，因此將水位的每日

變化量記為－2 公尺。

如果以今天的水位為基

準，水位變化如右：

– 2

– 4

– 6

1（正數）×（正數）得到正數

2（負數）×（負數）得到正數

3（負數）×（正數）得到負數

4（正數）×（負數）得到負數

兩個同號數相乘，結果為正數。

兩個異號數相乘，結果為負數。

正負數的乘法

47

第

　

章
1

1 –3 正負數的乘除



　　兩數相乘時，可先判別答案的正負號，再計算其結果。

125×6＝150

2（－31）×4＝－（31×4）＝－124

35×（－19）＝－（5×19）＝－95

4（－22）×（－6）＝＋（22×6）＝132

求下列各式的值：

15×17

313×（－7）

2（－23）×8

4（－21）×（－10）

例 正負數的乘法1
求下列各式的值：

125×6

35×（－19）

2（－31）×4

4（－22）×（－6）

解

（＋）×（＋）＝（＋）

（－）×（＋）＝（－）

（＋）×（－）＝（－）

（－）×（－）＝（＋）

隨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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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有「1、－1 或 0」的乘法，具有下列特性：

1 1 與任何數的乘積都等於這個數本身。

　例如：1×6＝6，1×（－2）＝－2。

2－1 與任何數的乘積都等於這個數的相反數。

　例如：（－1）×7＝－（1×7）＝－7，（－1）×（－8）＝＋（1×8）＝8。

30 與任何數的乘積都是 0。

　例如：0×3＝0，3×0＝0，0×（－9）＝0，（－9）×0＝0。

求下列各式的值：

1（－1）×（－14）＝　　　　。 2（－20）×0＝　　　　。

隨堂練習

如果 a 為任意數，則
11×a＝a×1＝a
2（－1）×a＝a×（－1）＝－a
30×a＝a×0＝0

含 1、－1 或 0 的乘法

　　在人類的歷史上，0 這個數的概念比其他的數更晚出現，因為古代的人認為 

0 就是空無，並不需要有 0 這樣的數。

　　0 的表示記號之所以重要，在於它可以用來確定各數字的位值。例如：古代

的記數，1 個一百加上 2 個十及 3 個一的和會以 123 記錄；而 1 個一百加上 3 個

一的和會以 1  3 記錄，很容易與 13 混淆。有了 0 之後，可以記為 103，就不會

混淆了。

補給站 數字 0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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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6）×3

 ＝－18

2（－1）×2×（－3）

 ＝（－2）×（－3）

 ＝6

3（－2）×（－2）×（－2）

 ＝4 ×（－2）

 ＝－8

4（－3）×0×（－31）

 ＝0×（－31）

 ＝0

已知 2×3×4×5＝120，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2）×3×4×5＝　　　　　　。

22×（－3）×（－4）×5＝　　　　　　。

32×（－3）×（－4）×（－5）＝　　　　　　。

4（－2）×（－3）×（－4）×（－5）＝　　　　　　。

5（－2）×3×0×（－4）×（－5）＝　　　　　　。 

解

求下列各式的值：

1（－2）×3×3

3（－2）×（－2）×（－2）

2（－1）×2×（－3）

4（－3）×0×（－31）

自評 P61 第 1 題 1例 數的連乘2

0 乘以任
何數其值

均為 0。

隨堂練習 自評 P61 第 2 題

正負數的連乘

1偶數個負數相乘，其乘積為正數。

2奇數個負數相乘，其乘積為負數。

3在連乘的算式中，如果有任一個數為 0，其乘積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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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時學過，三個正數連乘時，先乘前面兩數或先乘後面兩數，結果是相等

的，也就是合乎乘法結合律，例如：（2×3）×5＝2×（3×5）。那麼含有負號的三數

連乘時，是否也合乎乘法結合律呢？

因為〔（－2）×（－3）〕×（－5）＝（2×3）×（－5）＝－（2×3×5），

　　 （－2）×〔（－3）×（－5）〕＝（－2）×（3×5）＝－（2×3×5），

所以〔（－2）×（－3）〕×（－5）＝（－2）×〔（－3）×（－5）〕。

由上述可知，對於任意數連乘時，無論先算哪兩數，其連乘積仍然相等，即任意數

連乘合乎乘法結合律。

　　兩個正數相乘時合乎乘法交換律，例如：8×9＝9×8。那麼含有負號的兩數相

乘時，是否仍合乎乘法交換律呢？

1因為（－8）×9＝－72，9×（－8）＝－72

 所以（－8）×9 　＝　 9×（－8）。

2因為（－5）×（－3）＝15，（－3）×（－5）＝15

 所以（－5）×（－3）　＝ 　（－3）×（－5）。

由1、2可知，任意兩數相乘合乎乘法交換律。

乘法交換律

如果 a、b 為任意兩數，則 a×b＝b×a。

乘法交換律

乘法結合律

乘法結合律

如果 a、b、c 為任意三數，則（a×b）×c ＝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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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連乘的計算過程中，利用乘法交換律或乘法結合律調整運算次序，可以提升

運算效率。

1（－25）×（－17）×4

 ＝（－25）×4×（－17） 

 ＝（－100）×（－17）

 ＝1700

2（－125）×1.3×8

 ＝（－125）×8×1.3 

 ＝（－1000）×1.3

 ＝－1300

   （－25）×4＝－100，所以將（－17）和 4 交換。

   （－125）×8＝－1000，所以將 1.3 和 8 交換。

5×2＝10
25×4＝100
125×8＝1000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  （－25）×（－17）× 4 2（－125）×1.3×8

自評 P61 第 1 題 2例 利用交換律或結合律解題3

解

隨堂練習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20×31×（－50） 2（－125）× 6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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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5）×（－3）＝15

　 可得 15÷（－3）＝－5，又－（15÷3）＝－5

　 所以 15÷（－3）   　＝　   －（15÷3）

　 由 8×（－9）＝－72

　 可得（－72）÷（－9）＝8，又 72÷9＝8

　 所以（－72）÷（－9）  　＝　  72÷9

　　國小時學過乘法與除法之間的關係，例如：5×3＝15，則 15÷3＝5。

以下將利用此關係說明負數除法的意義。

　 由（－2）×3＝－6

　 可得（－6）÷3＝－2，又－（6÷3）＝－2

　 所以（－6）÷3   　＝　   －（6÷3）

「
理
光
頭
」
，
猜

 2
 個
字
的
數
學
名
詞
。

2 正負數的除法

負數÷正數

正數÷負數

負數÷負數

正負數的除法

1（正數）÷（正數）得到正數　
兩個同號數相除，結果為正數。

2（負數）÷（負數）得到正數

3（正數）÷（負數）得到負數　
兩個異號數相除，結果為負數。

4（負數）÷（正數）得到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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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0÷2＝0，0÷（－5）＝0，因此可得：

0 除以任何一個不等於 0 的數，結果都是 0。

1（－3.6）÷9

　＝－（3.6÷9）

　＝－0.4

2（－42）÷（－6）

　＝＋（42÷6） 

　＝7

30÷（－9）＝0

求下列各式的值：

1（－81）÷（－3）

　＝　　　　　　。

236÷（－4）

　＝　　　　　　。

30÷（－24）

　＝　　　　　　。

算式 按法 螢幕顯示

1 （－2.2）×6 2.2   6 

2 （－42）÷（－6） 42   6   

DEG

3.2

DEG

7.

被除數為 0

如果 a 是不等於 0 的數，則 0÷a＝0。

除數不可為 0。

0 除以任何一個不等於 
0 的數，其商為 0。

例 正負數的除法4
求下列各式的值：

1（－3.6）÷9 2（－42）÷（－6） 30÷（－9）

解

隨堂練習

關於數的乘除運算，我們也可以使用計算機協助計算或驗算，操作方法如下：

自評 P61 第 1 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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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有負數的四則運算，其優先順序與正數的四則運算相同，如果式子中含有

加、減、乘、除混合運算，要由左而右，先算乘（除），後算加（減），但有括號時，

則優先計算括號內的算式。

解
答
：
除
法
（
除
掉
頭
髮
）
。

15×（－3）－（－8）

　＝（－15）－（－8）

　＝（－15）＋8

　＝－（15－8）

　＝－7

251－21÷（2－9）

 ＝51－21÷（－7）

 ＝51－（－3）

 ＝51＋3

 ＝54

有括號時，優先計

算括號內的算式。

3 正負數的四則運算

求下列各式的值：

15×（－3）－（－8） 251－21÷（2－9）

自評 P61 第 3 題例 正負數的四則運算5

解

輸入 51  21   2  9  ，

螢幕顯示　　　　　　　　。
DEG

54.

隨堂練習

求下列各式的值：

1（－30）÷5×2 2（－30）÷（5×2） 339－（－4）×（－25）

自評 P61 第 3 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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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小時曾經學過正數的運算合乎分配律，例如：

（5＋6）×7＝5×7＋6×7，7×（5＋6）＝7×5＋7×6，

即（a＋b）×c＝a×c＋b×c，c×（a＋b）＝c×a＋c×b。

　　含有負號的運算是否也合乎分配律呢？

1計算 12 ×〔（－5）＋3〕與 12×（－5）＋12×3 的值，並比較兩者是否相等。

12×〔（－5）＋3〕 12×（－5）＋12×3

2計算〔（－8）－6〕×3 與（－8）×3－6×3 的值，並比較兩者是否相等。

〔（－8）－6〕×3 （－8）×3－6×3

3 計算〔10＋（－3）〕×（－6）與 10×（－6）＋（－3）×（－6）的值，

    並比較兩者是否相等。

〔10＋（－3）〕×（－6） 　10×（－6）＋（－3）×（－6）

4計算 5×〔2－（－8）〕與 5×2－5×（－8）的值，並比較兩者是否相等。

5×〔2－（－8）〕 5×2－5×（－8）

 □相等

 □不相等

 □相等

 □不相等

 □相等

 □不相等

 □相等

 □不相等

探索活動 乘法對加、減法的分配律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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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0＋20）÷4 的值與 80÷4＋20÷4 的值是否相等？

2 80÷〔（－2）＋10〕的值與 80÷（－2）＋80÷10 的值是否相等？

　　由 Thinking  可知：如果 a、b、c 為任意三數，且除數不為 0，則

1（a＋b）÷c ＝ a÷c＋b÷c。

2 a÷（b＋c）≠a÷b＋a÷c。

如果 a、b、c 為任意三數，則

2（a－b）×c＝a×c－b×c ， c×（a－b）＝c×a－c×b 。

1（a＋b）×c＝a×c＋b×c ， c×（a＋b）＝c×a＋c×b 。

完成下列空格：

1（50＋7）×13

　＝50×13＋7×　　　　

　＝650＋　　　　

　＝　　　　

225×（60－3）

　＝25×60－25×　　　　

　＝1500－　　　　

　＝　　　　

乘法分配律

隨堂練習

Thinking

≠表示不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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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99

 ＝（－37）×（100－1）   99 可以想成 100－1

 ＝（－37）×100－（－37）×1

 ＝（－3700）＋37

 ＝－3663

2（－14.7）×62＋（－14.7）×38  c×a＋c×b＝c×（a＋b）

 ＝（－14.7）×（62＋38）

 ＝（－14.7）×100

 ＝－1470

在四則運算過程中，

適時運用分配律，可

以提升運算的效率。

隨堂練習

求下列各式的值：

1（－37）×99 2（－14.7）×62＋（－14.7）×38

自評 P62 第 4 題例 正負數的四則運算6

利用計算機驗算：

輸入 37   99  ，

螢幕顯示　　　　　　　　。
DEG

3663.

求下列各式的值：

1（－14）×299 2（－39）×4.5＋（－39）×5.5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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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安設計一個在數線上行走的機器人，當按下按鍵 A 時，機器人會往正向走 3 個

單位長的距離；按下按鍵 B 時，機器人會往負向走 2 個單位長的距離。如果機器

人一開始的位置在 P （－7），且乙安先按 12 次按鍵 A，再按 7 次按鍵 B 後，機器

人的位置在 Q 點，求 Q 點的坐標。

（－20）－13＝－33

所以安妤的總分比暉翔的總分少 33 分。

安妤投出的點數總分為

2×2＋4×（－3）＋4×（－3）

＝4＋（－12）＋（－12）

＝（－8）＋（－12）

＝－20

暉翔投出的點數總分為

1×（－3）＋3×2＋5×2

＝（－3）＋6＋10

＝3＋10

＝13

2 的點數
是黑色，

4 的點數
是紅色。

1 的點數是
紅色，3 和 
5的點數是
黑色。

隨堂練習

自評 P62 第 5 題例 正負數的應用問題7
一個骰子的 6 個面分別有 1 到 6 點，其中 1 點及 4 點為紅色，其他點數則為黑

色。安妤與暉翔各丟擲骰子三次，約定紅色點數的得分是點數的－3 倍，黑色

點數的得分是點數的 2 倍。如果安妤投出的點數是 2、4、4，暉翔投出的點數

是 1、3、5，則安妤的總分比暉翔的總分多或少幾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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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回顧

1正負數的連乘

 1偶數個負數相乘，其乘積為正數。

 　例  5×（－3）×（－2）×8 為正數

 2奇數個負數相乘，其乘積為負數。

 　例  （－5）×（－3）×（－2）×8 為負數

2正負數的除法

 1兩個同號數相除，其結果為正數。

 　 例  18÷3＝6，（－18）÷（－3）＝6

 2兩個異號數相除，其結果為負數。

 　 例  （－18）÷3＝－6，18÷（－3）＝－6

3乘法交換律

 如果 a、b 為任意兩數，則 a×b＝b×a。

 例  9×（－15）＝（－15）×9

4乘法結合律

 如果 a、b、c 為任意三數，則（a×b）×c＝a×（b×c）。

 例  〔18×（－25）〕×4＝18×〔（－25）×4〕

5乘法對加、減法的分配律

 如果 a、b、c 為任意三數，則： 

 1（a＋b）×c＝a×c＋b×c，c×（a＋b）＝c×a＋c×b。

 2（a－b）×c＝a×c－b×c，c×（a－b）＝c×a－c×b。

 　例  99×25＝（100－1）×25＝100×2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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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自我評量

1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2）×（－3）×11  24×（－21）×125

 3（－36）÷（－18）÷2  4（－36）÷4 ×（－3）

2已知 5×6×7×8×9＝15120，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5）×（－6）×7×（－8）×9＝　　　　　　。

 2（－5）×（－6）×（－ 7）×0×（－8）× （－9）＝　　　　　　。

3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81）÷3－6 235＋25÷（－7＋2）

課 P50 例 2

課 P54 例 4

課 P52 例 3

課 P55 隨堂

課 P50 隨堂

課 P55 例 5

61

第

　

章
1

1 –3 正負數的乘除



4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15×（－199） 2 （－39）×11＋（－39）×79＋39×（－10）

課 P58 例 6

5 如圖，將臺灣高鐵里程畫在數線上，若以南隧道松山出口為原點，板橋站的里程

為 13.12 公里，南港站的里程為－3.3 公里。假設臺灣高鐵的票價是每公里 4.13 

元，使用計算機計算從板橋站到南港站的票價應該是多少元？（四捨五入取至十

位，例如：213 元四捨五入為 210 元，217 元四捨五入為 220 元。） 課 P59 例 7

板橋站

13.12

南港站
南隧道

松山出口

－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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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記法與科學記號1-4

　　為了讀寫的方便，可以將連續 10 個 

2 相乘簡記成 210，讀作「二的十次方」。

在數學上，當同一個數 a 連乘 m 次時，

可以簡記成 am 的形式，讀作「a 的 m 次

方」，其中 a 稱為底數，m 稱為指數。

am 指數

底數

210 指數

底數

我最喜歡收集閃

亮亮的金幣了！

妳想要什麼樣的

生日禮物啊？

請在生日那天給我 2 個金
幣，接下來每一天都給我

前一天的 2 倍金幣。
　　請問第 10 天，公主會得到多少個金幣呢？

第 10 天所得到的金幣有 2×2×2×2×2×2×2×2×2×2＝1024（個）

第 1 天 2

                  

第 2 天 2×2

                  

第 3 天 2×2×2

                  

第 10 天                                             ？

10  個  2  相乘

1 指數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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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下列各式的值：

1（－4）3 2（－4）4 3－44

自評 P74 第 1、2 題例 指數的值1

　　又如（－3）×（－3）×（－3）×（－3），可以簡記成（－3）4，其中－3 為底數， 

4 為指數。

　　當指數為 1 時，通常省略不寫。例如：51 會記為 5。

　　當底數為 0 時，01、02、03、⋯⋯、0n 的值都是 0。

　　當底數為 1 時，11、12、13、⋯⋯、1n 的值都是 1。

　　又如（－3）×（－3）×（－3）×（－3），可以簡記成（－3）4，其中－3 為底數， 

4 為指數。

　　當指數為 1 時，通常省略不寫。例如：51 會記為 5。

　　當底數為 0 時，01、02、03、⋯⋯、0n 的值都是 0。

　　當底數為 1 時，11、12、13、⋯⋯、1n 的值都是 1。

1以指數記法簡記下列各式：

　17×7×7×7×7＝　　　　　。
2（－6）×（－6）×（－6）＝　　　　。

2求下列各式的值：

　123=2×2×2=　　　　　。 224=　　　　　。

1（－4）3＝（－4）×（－4）×（－4）＝－64

2（－4）4＝（－4）×（－4）×（－4）×（－4）＝256

3－44＝－（4×4×4×4）＝－256

隨堂練習

解

算式 按法 螢幕顯示

2 （－4）4 4   4  

3 －44 4  4   
DEG

256.

DEG

256.
使用計算機計算 
（－4）4 時，需先

輸入底數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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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216 ÷（－22）＋（－5）3 的值。

自評 P74 第 3 題例 含指數的四則運算2

求下列各式的值：

求（－3）2＋（－2）3×2 的值。

216÷（－22）＋（－5）3

＝216÷（－4）＋（－125）

＝（－54）＋（－125）

＝－179

　　在 1-3 節已經學過：在連乘的算式中，如果沒有一個數為 0，算式中有偶數個負

數相乘，其乘積為正數；有奇數個負數相乘，其乘積為負數。因此，當 a＜0 時，如

果 m 為偶數，則 am 為正數；如果 m 為奇數，則 am 為負數。

　　在四則運算的混合算式中，如果含有指數的運算，則應先做完指數的運算，然

後由左而右，先算乘除，後算加減。當有括號時，應優先計算括號內的算式。

1（－2）4＝　　　　　。 2（－2）5＝　　　　　。 3－24＝　　　　　。

「
1n ＝

1，
n 
是
正
整
數
」
，
猜
一
句
成
語
。

隨堂練習

隨堂練習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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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 a＝（1.1）100，b＝（1.1）101，c＝（1.1）102，比較 a、b、c 的大小。

2 設 a＝（0.9）24，b＝（0.9）25，c＝（0.9）26，比較 a、b、c 的大小。

若是勤勉努力，最終會成為很大的力量。

1.01 法則　1.01365≒37.8
相反地，稍微偷懶的話，終究會失去實力。

0.99 法則　0.99365≒0.03

探索活動 比較大小

使用計算機計算，並回答下列問題：

11任意寫下一個大於 1 的數 a，a＝　　　　　。

　2a3＝　　　　　，a4＝　　　　　，a5＝　　　　　。

　3 比較 a3、a4、a5 的大小關係：a3　　　 a4　　　 a5。（填＞或＜）

21任意寫下一個數滿足 0＜b＜1，b＝　　　　　。

　2b3＝　　　　　，b4＝　　　　　，b5＝　　　　　。

　3 比較 b3、b4、b5 的大小關係：b3　　　 b4　　　 b5。（填＞或＜）

隨堂練習

利用指數比較大小

1 如果 a 是比 1 大的正數時， n 愈大，則 an 的值會愈大。
2如果 b 是比 1 小的正數時， n 愈大，則 bn 的值會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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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物的增生與防災自然

解
答
：
始
終
如
一
（
都
是

 1
）
。

　　臺灣每年五月到十一月期間，梅雨及颱風帶來豐沛的雨量，這些豐沛的雨

量是重要的水資源來源，卻也容易發生水患災害。因此需加強排水系統清淤、

截流站安全檢查、抽水機具維護及溪流河川疏濬等防汛整備工作，以降低水患

產生的災害程度。

　　而在各河流中下游水域、池塘及溝渠中常見的布袋蓮及水芙蓉等水生植

物，因為增生快速，在洪水期間常會阻礙河道，所以在防汛整備時會特別加強

這些水生植物的清理。

　　這些水生植物的增生速度有多快呢？以布袋蓮為例，在適合環境下，布袋

蓮大約每 12 天即可快速生長蔓延繁殖為 2 倍，也就是說在 60 天的時間，布袋

蓮約可繁殖成原來株數的 25＝32 倍。

想一想，如果有一個池塘的布袋蓮每 12 天繁殖為 2 倍，且在 120 天會長滿

整個池塘。那麼這個池塘有一半的區域長滿布袋蓮，需要多少的時間呢？

常見水生植物─布袋蓮

如果布袋蓮每 12 天繁殖為 2 倍，那麼 240 天會繁殖為 220 倍，想

知道 220 的數值有多大，我們可以使用計算機來協助計算。

輸入 2  20 ，螢幕顯示　　　　　　　　。
DEG

048576.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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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鄰位值的關係如下表，其中 1000＝103，100＝102，10＝101，那麼其它位值如

何以 10 的次方表示呢？

位名 千位 百位 十位 個位 十分位 百分位 千分位

位值 1000 100 10 1
0.1 0.01 0.001

10 的
次方

103 102 101 100 10－1 10－2 10－3

1以底數為 10 的指數記法表示 0.00000001。

2以小數表示 10－7。

　　科學上常見的長度單位也會以底數為 10 的指數記法表示。

例如：1 毫米（mm）＝0.001 公尺＝10－3 公尺，

　　　1 微米（μm）＝0.000001 公尺＝10－6 公尺，

　　　1 奈米（nm）＝0.000000001 公尺＝10－9 公尺。 

　　國小曾學過位值與位名，在學過指數記法後，我們將以 10 的次方來表示位值。

　　觀察上表中「位值」與「10 的次方」的關係，可以發現：當位值變為 10 倍時，10 

的次方會增加 1；當位值變為 0.1 倍時，10 的次方會減少 1。因為 1 是 10 的 0.1 倍，

我們規定 1＝100。同理，規定 0.1＝10－1，0.01＝10－2，0.001＝10－3。

　　事實上，如果 m 為正整數，則（0.1） m＝10－m。例如：0.000001＝（0.1）6＝10－6。

6位

×10

×0.1

×10

×0.1

×10

×0.1

×10

×0.1

×10

×0.1

次方＋1

次方－1

×10

×0.1

次方＋1

次方－1

2 科學記號

10 的次方與位值

隨堂練習

（＝
1
10） （＝

1
100） （＝

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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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8 
」
，
猜
一
句
成
語
。

　　在表示長度的單位中，1000 奈米＝1 微米＝0.000001 公尺＝1×10－6 公尺，其

中 1×10－6 是科學記號表示法，可以簡記為 10－6；2.25 億公里＝225000000 公里＝

2.25×108 公里，其中 2.25×108 是科學記號表示法。

　　像 0.000001、225000000 這樣很小或是很大的數，科學家常會用指數的記法記錄

為 a×10m，其中 1N a<10，m 為整數，這樣的記法稱為此數的科學記號表示法，限

制 a 的範圍是為了表示法的唯一性。

　　像 72.4×1018 及 0.47×1015 都不是科學記號表示法，

因為 72.4 比 10 大，而 0.47 比 1 小。

判別下面哪些數是以科學記號表示法記錄。

0.9×105、2.75×10－9、3×108、7.3×210、16×10－23

史上最大病毒  
法國科學家於 2013 年發現有史以來最大的巨型病毒，名為 

潘朵拉病毒（Pandoravirus），一般病毒的直徑約在 10 奈米

∼500 奈米之間，而潘朵拉病毒的直徑達 1 微米，也就是 

1000 奈米。

科學新聞   Hanlin 時報

認識科學記號

符號「1Na＜10」表示 a 
的值大於或等於 1（其
中一種情形成立就可

以）且 a 的值小於 10。

隨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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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學記號表示法記錄下列各數：

1 2 0 0 0 0 .  
12345

0 . 0 0 0 0 0 0 3 7  
1 2 3 4 5 6 7

1120000＝1.2×100000

                ＝1.2×105

20.00000037＝3.7×0.0000001

                       ＝3.7×（0.1）7

                       ＝3.7×10－7

3
3

100000＝3÷100000

　　　　 ＝0.00003

　　　　 ＝3×0.00001

　　　　 ＝3×10－5

6位數 1後面有5個0

3在小數點後第7位

3在小數點後第5位

130000000 20.000002 3
7

1000000

以科學記號表示法記錄下列各數：

自評 P74 第 4 題例 科學記號表示法3
1120000 20.00000037 3

3
100000

解

隨堂練習

0 . 0 0 0 0 3
432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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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答
：
一
心
一
意
（

10
8 ＝
一
億
）
。

　　由 例4  與 隨堂練習 可以發現：

當 n 是正整數，

1 如果某數的科學記號表示法為 a×10n，則該數的整數部分是（n＋1）位數。

2 如果某數的科學記號表示法為 a×10－n，則該數從小數點後第 n 位開始出現不是 0 

的數字。

1因為 3.14×107＝3.14 × 10000000＝31400000

 所以 3.14×107 是 8 位數。

2因為 5.3×10－6＝5.3×0.000001＝0.0000053

 所以 5.3×10－6 從小數點後第 6 位開始出現不是 0 的數字。

1後面有7個0

1在小數點後第6位

1將 3.14×107 化成整數的形式，並判別它是幾位數。

2 將 5.3×10－6 化成小數的形式，並判別它從小數點後第幾位開始出現不是 

 0 的數字。

自評 P75 第 5 題例 科學記號轉換4

隨堂練習

解

1將 7.68×104 化成整數的形式，並判別它是幾位數。

2 將 2.345×10－9 化成小數的形式，並判別它從小數點後第幾位開始出現不

是 0 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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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例5  可以發現：

比較兩個以科學記號表示的數 a×10m 與 b×10n 的大小，

1如果 m＞n，則 a×10m＞b×10n。

 （10 的次方越大，其值越大）

2如果 m＝n，且 a＞b，則 a×10m＞b×10n。

1因為 3.2×1012、1.7×1012 都是 13 位數，且 3.2＞1.7，

 所以 3.2×1012＞1.7×1012。

2因為 6.1×108 是 9 位數，9.35×107 是 8 位數，

 所以 6.1×108＞9.35×107。

3因為 9.5×10－5 從小數點後第 5 位開始出現不是 0 的數字，

 　　 8.7×10－3 從小數點後第 3 位開始出現不是 0 的數字，

 所以 9.5×10－5＜8.7×10－3。

m＝n

比較下列各小題中兩數的大小關係：

17.53×105　　　　5.49×106 22.45×10－4　　　　7.829×10－4

自評 P75 第 6 題例 科學記號的比較大小5
比較各小題兩數的大小關係：

13.2×1012、1.7×1012　26.1×108、9.35×107　39.5×10－5、8.7×10－3

解

比較兩個科學記號 a×10m 與
b×10n 的大小：
1先比較 m 與 n 的大小；
2再比較 a 與 b 的大小。

隨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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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回顧

1指數記法

  同一個數 a 連乘 m 次時，可以簡記成 am 的形式，讀作「a 的 m 次方」，其中 a 為

底數，m 為指數。

 例  5×5×5×5＝54，其中 5 是底數，4 是指數。

2科學記號表示法

 以 a×10 m 表示一個數，其中 1N a＜10，m 為整數，此種記錄方法稱為科學記號

 表示法。

 例  117500000 以科學記號可表示為 1.75×107。

       20.00023 以科學記號可表示為 2.3×10－4。

3科學記號轉換

 1  幾位數的判別：n 是正整數，如果某數的科學記號表示法為 a×10n，則該數的

整數部分是（n＋1）位數。

 　 例   3.5×109 是 10 位數。
 2  小數點後第幾位不為 0 的判別： n 是正整數，如果某數的科學記號表示法為 

a×10－n，則該數從小數點後第 n 位開始出現不是 0 的數字。

 　 例   2.8×10－6 從小數點後第 6 位開始出現不是 0 的數字。

4科學記號的比較大小

 比較兩個以科學記號表示的數 a×10m 與 b×10n 的大小，

 1 如果 m＞n，則 a×10m＞b×10n 。（10 的次方越大，其值越大）

 　 例   2.3×107 ＞ 8.5×104

 2如果 m＝n，且 a＞b，則 a×10m＞b×10n。

 　 例   7.2×105＞3.6×105

m＝n

1N1.75＜10

1N2.3＜10

用
「

0、
1、

2」
組
成
一
個
最
大
的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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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自我評量

1 計算下列各小題的值：

 1（－3）5＝　　　　。

2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23＋（－3）2

3 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5－63÷（－32）

4 以科學記號表示法記錄下列各數：

 132000＝　　　　　　。

 30.000008＝　　　　　　。

 2（－5）4＝　　　　。

 2（－3）3＋（－2）4

 2－24－（－2）6 ÷4

 29340000＝　　　　　　。

 4
5

1000000 ＝　　　　　　。

課 P70 例 3

課 P65 例 2

課 P64 例 1

課 P64 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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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將 7×105 化成整數的形式，並判別它是幾位數。

 2 將 3×10－6 化成小數的形式，並判別它從小數點後第幾位開始出現不是 0 的 

 數字。

6比較下列各小題中兩數的大小關係：

 12.5×107、3.9×107 24.6×10－5、7.3×10－5

課 P71 例 4

課 P72 例 5

 36×104、7.2×103 44.96×10－8、3.21×10－5

解
答
：

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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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指數記法與科學記號



　　心平、心安、重蔚一起玩投擲一枚硬幣的遊戲，若硬幣出現正

面，則將棋子往數線右方移動 2 個單位；若出現反面，則往數線左方

移動 5 個單位，已知他們起初都把棋子放在數線上－3 的位置。請回答

下列問題，並寫出你的計算過程。

1 心平、心安各投擲 5 次，其中心平前 3 次都出現正面，後 2 次出現反面；心安依

序為正面、反面、正面、正面、反面，則兩人的棋子最後落在數線上的位置是否

相同？

解

2 若重蔚總共投擲了 10 次，其中出現 3 次正面，7 次反面，則棋子最後落在數線上 

 的何處？

解

3承2，請問重蔚第 9 次投擲完後，棋子可能落在數線上的何處？

解

0－3

解答P228

自我挑戰 本單元為概念統整課程，由學生自行挑戰，
教師可視班級情況而自行決定如何運用。

第一章 自我挑戰76



趣學數學 本單元為配合此章所設計的趣味問題，由學生自
行練習，教師可視班級情況而自行決定如何運用。

　　4 隻青蛙肚子正餓，虎視眈眈的看著空中的蚊子，可惜牠們只能朝著正確的

答案板吐舌頭。你有發現，哪隻青蛙只能繼續餓肚子？哪隻青蛙又吃最飽呢？

規則：

1從起點開始，每個房間只能經過一次。

2加總經過房間的正、負電荷總和。

3當總和為 0 時，即可順利離開。

挑戰：

1收集 4 個電荷後，順利離開。
2收集 5 個電荷後，順利離開。

　　這是間高壓電室，部分房間中帶有正電荷或負電荷，當走過房間時，電荷會

附著在你的身上，只有當最終電荷加總為 0，才能安全的從出口離開，不遭電擊

喔！如果每個房間只能經過一次，該怎麼走才能安全離開呢？挑戰看看吧！

配合 1-32

規則：

1 將每個算式與正確的答
　 案用直線連接。
2 被直線通過的蚊子，即
　 成為青蛙的食物。

　　　　 號青蛙吃最飽；

　　　　 號青蛙吃最少。

+10

+7

+4

ENTER

EXIT

−5

−6

−3

配合 1-21

7 － 3 － 9 － 15

2×（－7）－（－5）（－12）÷3＋1 4－6÷（1－3）18÷（－6）×5

1 2 3 4

第一章 趣學數學

解答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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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萬花筒

自然地球到太陽的距離 PM2.5

海灘沙粒

人類頭髮70微米

地球到太陽的距離約為 1.5×108 公里。

高鐵的速度為每小時 300 公里。

如果有一台太空列車以高鐵的速度，載著

一位剛出生的小嬰兒，從地球前往太陽。

到達太陽時，這位小嬰兒已經快要 60 歲
了！

漂浮於空中，直徑小於 100 微米的灰塵，
通稱為懸浮微粒，約為海灘沙粒大小。

PM2.5 為直徑小於或等於 2.5 微米的懸浮微

粒 ，其大小約為頭髮直徑的 1
28。

PM2.5 易由呼吸進入人體，會引起各種疾
病。

若有紫爆，要記得戴上口罩。

她戴口罩！要

進入她身體有

難度了！

PM2.5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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