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將「創意」帶入「幾何」課程？  

我的經驗－「盡可能少用代數！」 

                   虎林國中  孟阿姨 

有人說你想得到而別人想不到的叫「創意」。New idea 是一個簡單的說法，但是創意要能讓

許多人驚豔，才算數，否則就變成醜人多作怪了。 

創意的來源很多，欣賞大師級的作品一直是被人津津樂道的方式，如果我們也能藉此涵養

出那種欣賞生活周遭事物的獨特眼光，那麼，有一天當你突然從「尋常」的事物上看到「不尋

常」的畫面時，那份令人感動的「一瞬間」好似「天意」，這樣的偶然，讓我不禁聯想到傳說中

的「美感經驗」。倘若進一步捕捉住「剎那的靈光」，再化為具體的事與物，所謂的「創意」作

品於是誕生。 

身為一個老師，最幸運的事莫過於常常透過孩子們「純真」的眼光「直接」看到創意。以我

個人為例，第一次看到「大大大」的天文科學教育館全天域劇院時（圖 1），驚為天人，妄想把

它搬回家，此後有了孩子們的支持，儘管未達理想目標，卻意外的「發想」出許多「創意」，例

如： 

首先我們做了才知道不容易（圖 2），但還是巧妙的製作出了一些複雜的星體展開圖 [1]。

不過這種巧妙(「靈光」)「非普遍性」（圖 3），所以適用有限，例如：C60 就無法做出，更不

用說那個「大大大」的結構。失敗也讓我們從頭開始問：「『多面體』中，最基本的對稱結構是

什麼？」、「是『正多面體』。」、「『正多面體』是什麼？」、「為什麼只有五個？」（圖 4）、「它

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2] 、「可做出『最大內包正多面體』嗎？ 」[3] （圖 5）、「哪一個

最接近球體？」[4]、「剛學的『尺規作圖』可做出它們嗎？」[5] 

（圖 4）中正多面體的每個頂點我們不妨訪把它是看成同一個單位（簡稱組態）的重複，這

個結構化的節奏最原始也最簡單。若將這個組態變得複雜一點，混著兩種以上的正多邊形，但

仍維持同一個組態的重複，則結果「會是什麼樣的結構呢？」、「有些會封閉，有些不封閉（封

閉的才稱『多面體』）！」、「哪些是封閉的？」、「如何判斷？」、「每組至少做出十三個會封閉

的組態，並排成一個家族樹。」（圖 6）、實作、變化（圖 7）[6]、「除了這十三個，還有嗎？」、

「很神奇，不多不少只有十三個！」（圖 8）[7] 、「這類多面體看起來好像與正多面體有些關

係？」、「讓我們切切看！」（圖 9）[8]。 

如果我們將以上這些對稱的多面體看成一個主輪廓，然後在每個面上作出次輪廓的錐體（簡

稱光芒），則能生出很多星體。然而從（圖 3）中可以看出製作複雜星體的展開圖，很容易重疊，

「『妙切法』失靈時，一定得先猜成部分，再組合嗎？」、「不！我們繼續找到了一種有趣且具有

『普遍性』的方法 －－『削皮法』。它像削柳丁皮一條到底，可以做出各式複雜的星體展開圖，

例如：有三百個面的星體（3,3,3,3,5）。」（圖 10）[9] 結果我們做出了「全等面星體」（圖

11）與「等高光芒星體」（圖 12），但它們都並非球狀，所以我們終極努力的目標仍在：揭開

那大大大「球狀星體」閃爍的面紗。 

「多面體」尚有好多問題值得我們繼續探討，例如：「如何判斷『封閉』？」、「擴大組態變

化的節奏！」……等。最後，我要說的是：我們一大堆的問題都是在「操作」中不期而遇，然

後在「觀察」模型時一邊解決，一邊又再生問題，創意幾何就這樣好似無止境的繁衍延下去。 



    

                                                

 

 

 

 

 

  
 

 

                                             

 

 

 

 

                                                     

 
圖圖圖圖 5555  內包的各種正多面體有無限多個，就像

「俄羅斯娃娃」這種玩具，但若要求內部必需

皆為最大時，這個玩具就必需仰賴「數學」了。 

 

圖圖圖圖 6666        重複這些頂點組態我們可得 14個多面體，其

中 13 個如（圖 8），多一個如左圖與 (3,4,4,4) 

           組態相同，但拼法不同。若將頂點組 

           態排成家族樹，因為彼此有關連，排 

           完後也就「自然」的記住了這 13 種！ 

圖圖圖圖 1111  天文科學教育館全天域劇院 圖圖圖圖 2222  從下往上看，看到的盡是六邊形的凸起，由於尚未研

究過多面體，所以我們直接以六邊形去拼湊，結果發現六邊

形的角度無論怎麼調整都無法收成球狀，故決定從基礎探討

起。累積了一些相關知識後我們便大膽的猜測：它必含有五

邊形，且有六個，很幸運意外的拍到了這張照片證明！ 

圖圖圖圖 3333  「分解」後不會重疊，是個成功

的例子，但有些怎麼分解都沒用。 

圖圖圖圖 4444  取代直接從「定義」認識「正多面體」，我們改

用「重複頂點組態」的方式來建構，規定每個頂點需接

個數一樣的全等正多邊形且是凸的，結果這五個（不多

不少）正多面體就「自然」的誕生了，接著又衍生出（圖

6） 的十三種頂點組態，我們還在繼續分類中。 

哇!都是一個個正

六邊形的凸起，好

像一顆大星星。 



    

 

 

 

 

 

 

 

 

 

 

                                                 

圖圖圖圖 8888 會有問題的是奇數邊的正多邊形，所以 

                       奇偶是關鍵。此類 

                       多面體又稱為「阿 

                       基米德多面體」。 

圖圖圖圖 7777        展開圖設計完畢後，利用鏡射、平

移與旋轉在 GSP 軟體上繪出、印出、剪下、

黏合，就是一個可千變萬化的玩具。 

圖圖圖圖 9  9  9  9  用 Cabri 3D 軟體做出。「阿基米德多面體」可用不             

同種的「正多面體」切出！稜需切成正方形時常切成如右            

圖，於是我們利用：相似、比例與簡單的代數發明出了「k           

值法」。目前我們只剩(3,3,3,3,4)與(3,3,3,3,5)尚未完美切出。          

圖圖圖圖 10 10 10 10  光芒中的三角形

角度可變，頂角越小時

看起來越尖，圖中實作

的模型頂角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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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1 11 11 11  可以做出「全等面星體」

就可以做「等高光芒星體」。

 

圖圖圖圖 12 12 12 12  「等高光芒星體」 由左下 

圖可知頂點不共球面，由右下圖則 

可得「大大大」結構是另一種新星 

體，不妨稱之為「球狀星體」，它 

是我們最初也是最終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