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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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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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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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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次函數 
 
 
 
 
 

 
 

 
 
 
 
 
 
 
 

  4  
  5 

 
 
 
 
 

  教師應給予學生有關的練習。以下是一個例子： 

例 
求 m值的範圍，使得以下方程的根為實數。 

 y = m(x+2) 
 y2 = 8x 

  在這例子中，學生應能找出 0m4x)8m4(xm 2222 =+−+ 的方程、及

0m16)8m4( 422 ≥−− 這條件。 

 學生應能運用配方法把代數式ax2+bx+c 寫成 

a4
bac4

a2
bxa

22 −
+








+ 的形式。教師應引導學生去確定二次函數 ax2+bx+c的極

大值 (若a＜0) 或極小值 (若a＞0) 為
a4

bac4 2−
，而 x的對應值為 a2

b
− 。學生也

應知道直線
a2

bx −= 是二次函數 ax2+bx+c 的對稱軸。 

 教師可與學生討論二次函數 cbxax2 ++ 的圖像，同時引導學生總結以下不

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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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上十八個情況下，可能會有一個或三個情況對應於一個或三個判別式的

可能數值。例如，當 a＞0、b＞0、c＞0，下面是三個可能情況： 

    

   但當a＞0、b＜0、c＜0，那時只有如下的一個可能性： 

           

     0ac4b2 >−  
 教師應鼓勵學生於解二次方程或二次不等式時，將有關的二次函數作出簡單

的草圖。 

 有關二次函數的練習，可包括以下例子。 

例一 

求以下代數式的極大值或極小值。 

(a) x2−8x+9 
(b) 6+6x−x2 

(c) 11x6x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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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二 
求 m和 n的值，得使以下數式恆為正數。 
(a) mx2x3 2 ++  
(b)  4x5nx2 +−  
 
 
 
 

 
8* + 8 
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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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4：三角 
 特定目標： 
 1. 理解任意角的六個三角函數及其圖像。 
 2. 理解及應用複角公式及和積互變公式。 
 3. 計算三角方程的通解。 
 4. 掌握解二維及三維空間較難問題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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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弧度法 
 
 
 
4.2  任意角的六個三角函數及其圖形 

 

  2* 
  3* 

 
 
4* + 4 
5* + 5 

 
 學生應已明白弧度的意義。他們應能推導s = r  θ 及 θ= 2r

2
1A 兩條公式和計

算弧長及扇形面積。 

 學生應能掌握角度與弧度的換算。計算三角函數和涉及弧度的公式應有足夠
的練習。 

 學生應已熟習正弦、餘弦和正切函數及其在0至 2π 區間內的圖像。這些函
數的定義域可伸展至實數全集。 

 學生可發現正弦、餘弦和正切都是周期函數而其周期分別是2π、2π 和 π。
教師可用單位圓來定義餘割、正割和餘切。 

 學生應知道 

    
θ

=θ
sin

1 cosec  

    
θ

=θ
cos

1sec  

    
θ

=θ
tan

1cot  

    θ=θ+ 22 sectan1  及 

    θ=θ+ 22 coseccot1   

細項6.5「絕對值」在此引入較為適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