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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2： 正整指數的二項式定理 

 特定目標： 
 1. 認識 n! 及 n

rC 的符號。 
 2. 利用二項式定理展開正整指數的二項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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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n! 及 n
rC 的符號 

 
 
 
 
 
 
 
 
 
 

2.2  帕斯卡三角形 
 
 
 
 
 
 

1 
 
 
 
 
 
 
 
 
 
 

1 
 

 
 教師應介紹 n! 和 n

rC 的定義。排列和組合的概念只宜向能力較高的學生提

及。0!=1亦應以定義方式提出。教師應讓學生認識nrC 的其他記號法，如 rn C 及
 

(r
n
) 。
 

 學生應能驗證 n
rC = n

rnC − 及
n

1rC − +
n
rC = 1n

rC + 。在證明後者時，教師宜指

導學生由左方開始證明至右方為止。 

 類似下面的例子可供參考： 

例 

若 18
1nC + =

18
1n2C −
，試求 n的可能值。 

 教師可著學生以直接乘法展開 (a+b)2、 (a+b)3、 (a+b)4 和 (a+b)5。然後將

各展開式中的係數填入下面的空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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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利用帕斯卡三角形展開二項式 
 

 

 

 

 

 

 

 

2.4  正整指數的二項式定理 

 
 

 
  2   

 
 
 
 
 
 
 
 
 

  4  
  7 

  教師應引導學生發現每個係數都可以用 n
rC 的形式寫出及帕斯卡三角形的特

性如 n
rC = n

rnC − ，
n
0C =1，n

nC = 1及n 1rC − +
n
rC = 1n

rC + 。 

 學生應可利用帕斯卡三角形去展開(a+b)n，其中正整數 n ≤ 5。教師可提供
以下的例子： 

例一 

(a) 按x的升冪序展開  (2x+3)4， 
(b) 按 x的降冪序展開  (3x2-1)5。 

例二 

試求 ( 2
3

x3

1x2 − )
5
展開式中的常數項。 

 教師可用帕斯卡三角形證明正整指數的二項式定理。這個定理的證明方法應

是一個讓學生重溫數學歸納法的好機會。 

在(x+y)n的展開式中，學生應可發現 
(a) 總共有(n + 1)項及 

(b) 按 x的降冪表達時，第(r + 1)項是 rrnn
r yxC − 。 

 在二項式的展開式中，教師無須引入最大值項和係數間的關係。教師可用以

下的例子： 

例一   
展開   (a)  (2x+3y)4 

       (b)  (3x－
x
2 )5 

例二 

試求  (3−
2
x )6(1+x)5

展開式中 3x 的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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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實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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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三 
在 6)bx1)(ax1( ++ 的展開式中，x和 x2的係數分別是 0和 

4
21

− ，試求 a和 b的

值。 

 雖然多項式的展開可重複應用二項式定理，但教師不宜教授三項以上的展開

方法。以下的例子可給予學生作為練習： 

例四 

按 x的升冪，展開 32 )x3x21( +− 。 

例五 

試求 ( x3
x2

11 −+ )
4
展開式中的常數項。 

 

  教師可向能力較高的學生指出，負整指數的二項展開式亦有一類似的二項式

定理，惟不宜再深入探討。. 

  
  8  
  11 

  

 

 

 

 

     

     

 單元 3：二次方程及二次函數 
 特定目標： 

 1. 學習以配方法及求根公式解二次方程的技巧。 
 2. 確定二次方程的根的性質。 
 3. 求二次函數的極大值和極小值。 

 
內容  時間  

分配  
 教學建議  

                     19 
3.1 二次方程的解法 
 
 
  
 
 
 
 
 
 
 
 
 
 

3.2  根的性質 

 

  8 * 
  9* 
 
 
 
 
 

 
 
 
 
 
 
 
 

  4  
  5 

 
 教師應先利用例子如x2–8x + 9=0，後再利用 x2係數不等於 1的其他例子
如 3x2−6x−14=0去介紹配方法解二次方程。當學生已熟習這技巧後，教師可
嘗試利用同一方法去推導出二次方程 ax2 + bx + c = 0 (a ≠ 0) 求根公式： 

a2
ac4bbx

2 −±−
= 。 

 學生應沒有運用求根公式的困難，並應探究二次方程的兩根α、β的和及積

與其係數 a、 b、 c的關係。學生應牢記
a
b

−=β+α 與
a
c

=αβ 這兩個關系，然後再

應用於其他計算方面，如求 β
+

α
11
、 22 β+α 和 33 β+α 的值、及依據已知條件作出二

次方程的練習。 

  教師應討論由一線性方程及一二次方程組成的聯立方程的解法，代數方法與

圖解法也要同時介紹。圖解法最能有效地解釋為何二次方程會有兩個相異根或是
兩個相同根、甚至無實根。教師應強調圖解法帶出的幾何意義。 

 教師應引導學生去發現二次方程ax2+bx+c=0 的根的性質是由它的判別式
D = b2 − 4ac所確定。學生應能清楚分辨二次方程的根是否實數、還是複數；是
相同、還是相異；是有理數、還是無理數。 

例如：二次方程  (b−c)x2+(c−a)x+(a−b)=0，其中 a、b、c 是相異整數，它
的判別式是  (c−a)2−4(b−c)(a−b)=(a+c−2b)2。這可引出方程的兩根是有理

數。同樣，學生應看出那兩根在 0b2ca =−+ 的情況下是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