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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曾經在數形關係的章節中，遇到了數列 1，1，2，3，5，8…，覺得這數列真是與眾

不同，詢問老師後才知道這數列的名稱是斐波那契數列，且這數列是在 13 世紀初的數學

著作中被提出的，更有趣的是一開始其實這是個生小兔的問題，於是決定與同學一起研

究這特別的數列------斐波那契數列。 

貳、研究目的：  

ㄧ、可用斐波那契數列解釋的應用問題是否具有一定形式？ 

二、斐波那契數列項數與該項的值是否具有因倍數的關係？ 

叁、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存在日常生活中的斐波那契數列的應用問題： 

（一）由兔子的繁衍看斐波那契數列 

13 世紀初，義大利人倫納德，綽號斐波那契的數學家在 書 中 提 出 一 個 有

趣 的 題 目 ：「 假 設 有 一 對 雄 兔 與 雌 兔 ， 需 花 一 個 月 從 幼 兔 長 成 成

兔，再 一 個 月 時 便 可 以 生 下 一 對 (一 雌 一 雄 )兔 子。以 後，每 過 足

一 個 月 可 以 生 下 另 一 對 兔 子 ， 如 果 每 隻 兔 子 都 能 健 康 存 活 ， 一

年 之 後 ， 會 有 多 少 對 兔 子 呢 ？ 」  

＊  小 兔 子 經 過 一 個 月 可 成 長 成 大 兔 子 ， 只 有 大 兔 子 才 可 以 生 育

小 兔 子 。  

◎ 第 1 個 月 ： 只 有 一 對 兔 子 a。（ 幼 兔 ）  

◎ 第 2 個 月 ： 仍 只 一 對 兔 子 a。（ 長 大 為 成 兔 ）  

◎ 第 3 個 月 ： 成 兔 a 生 下 一 對 兔 子 b， 共 有 2 對 兔 子 。  

◎ 第 4 個 月 ： a 又 生 下 一 對 兔 子 c， 加 上 一 對 兔 子 b， 共 有 3

對 兔 子 。  

◎ 第 5 個 月 ： a 又 生 下 一 對 兔 子 d， 而 兔 子 b 也 生 下 一 對 兔 子

e， 加 上 一 對 兔 子 c， 共 有 5 對 兔 子 。  

◎ 第 6 個 月 ： a 又 生 下 一 對 兔 子 f， 而 這 對 兔 子 c 也 生 下 一 對

兔 子 g， 同 時 這 對 兔 子 b 也 生 下 一 對 兔 子 h， 加 上 一 對 兔 子 d

和 一 對 兔 子 e， 共 有 8 對 兔 子 。  

如 此 下 去，每 個 月 兔 子 的 成 對 個 數 分 別 是 1，1，2，3，5，8，

13， 21， ... . . . .。 這 數 列 我 們 稱 之 為 斐波那契數 列 。  

我 們 將 生 小 兔 的 問 題 整 理 成 表 格 如 下 ：  



 

（表 1） 

 1 2 3 4 5 6 7 

大兔子 0 對 1 對 1 對 2 對 3 對 5 對 8 對 

小兔子 1 對 0 對 1 對 1 對 2 對 3 對 5 對 

總數 1 對 1 對 2 對 3 對 5 對 8 對 13 對 

＊總數即為前 2 項的和相加，稱之斐波那契數 列 。  

（ 二 ） 由樓梯問題看斐波那契數列 

上 樓 梯 的 走 法 可 以 ㄧ 次 一 級 或 一 次 兩 級 ， 若 一 次 三 級 則 太 過

危 險 ， 為 了 安 全 起 見 ， ， 我 們 限 定 一 步 只 可 走 一 級 或 兩 級 。

因 此 如 果 樓 梯 只 有 一 級 ， 上 樓 梯 的 方 法 當 然 只 有 一 種 ； 樓 梯

有 兩 級 ， 可 以 一 步 一 級 ， 也 可 以 一 步 兩 級 ， 如 此 上 樓 梯 的 方

法 有 兩 種 。 但 是 樓 梯 三 級 以 上 ， 會 有 多 少 種 走 法 呢 ？  

我 們 將 三 級 樓 梯 的 走 法，圖 示 如 下，可 以 得 到 較 清 楚 的 概 念 ，

至於其他級數樓梯的走法，用表格討論如下，是否能夠像『生小兔』的

問題般，得到一個通論性的結論呢? 

（圖 1） 

樓 梯 級 數  各 級 樓 梯 走 法 的 組合數 組合數 

3 

(1,1,1) (2,1)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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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1,1) (1,2,1) (2,1,1) 

(1,1,2）(2,2) 

4 階＝3 階＋1 階＝2 階＋2 階

3 種組合＋2 種組合＝5 種 

5 

5 

(1,1,1,1,1) (1,2,1,1) (2,1,1,1) 

(1,1,2,1) (2,2,1) 

(1,1,1,2) (1,2,2)(2,1,2) 

5 階＝4 階＋1 階＝3 階＋2 階 

5 種組合＋3 種組合＝8 種 

8 

6 

(1,1,1,1,1,1) (1,2,1,1,1) (2,1,1,1,1)

(1,1,2,1,1) (2,2,1,1) (1,1,1,2,1) 

(1,2,2,1) (2,1,2,1) 

(1,1,1,1,2) (1,2,1,2)（2,1,1,2） 

(1,1,2,2) (2,2,2) 

6 階＝5 階＋1 階＝4 階＋2 階

8 種組合＋5 種組合＝13 種 

13 

（表 2） 

＊組合方法即為斐波那契數 列  

1. 討 論 過 程 ：  

因 為 上 樓 梯 的 級 數 規 定 只 能 一 級 或 兩 級 ， 所 以 在 討 論 題 目 時 ，

先 將 最 後 的 走 法 固 定，再 討 論 其 餘 階 梯 的 走 法 譬 如 走 3 級 樓 梯 ，

如 果 固 定 最 後 只 能 走 1 階 ， 那 前 面 的 2 階 可 以 任 意 走 ， 則 為 2

級 樓 梯 的 走 法；如 果 固 定 最 後 走 2 階，那 前 面 的 1 階 走 法 即 為 1

級 樓 梯 的 走 法；因 此 3 級 樓 梯 的 走 法 就 是 2 級 樓 梯 的 走 法 加 上 1



級 樓 梯 的 走 法。同 樣 地，4 級 樓 梯 固 定 最 後 的 2 種 走 法 時，即 可

拆 為 3 級 樓 梯 和 2 級 樓 梯 的 走 法 ，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從 這 個 應 用 問

題 得 到 一 個 通 論 ：  

每一級樓梯（n）＝（n－1）級＋1 層 

                                                 ＝（n－2）級＋2 層 

                 所以每一級樓梯的走法，即為前兩級樓梯走法的總合。而這正是一個斐波          

那契數列。 

（三）由小蜜蜂回家看斐波那契數列 

有一種小蜜蜂回蜂巢的路徑走法如圖所示，那麼從第一格走到至第二格有

幾種方法？從第二格走到第三格又有幾種方法？是否能如上的應用問題，

得到一個通論，討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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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圖 3） 

             

 

 

蜂巢編號 走法 組合數 

1 1 1 

2 1 1 

3 

由 1 號向右進：1 種 

由 2 號向上進：1 種 

1+1=2 

2 

4 

由 2 號向右進：1 種 

由 3 號向下進：2 種 

1+2=3 

3 

5 

由 3 號向右進：2 種 

由 4 號向上進：3 種 

2+3=5 

5 

6 由 4 號向右進：3 種 8 

n-1 

n-2  n 

 2 

 1  3 

1  3  5 

 4 6 

 7 

2 

   



由 5 號向下進：5 種 

3+5=8 

7 

由 5 號向右進：5 種 

由 6 號向上進：8 種 

5+8=13 

13 

（ 表 3）   

      ＊組合方法即為斐波那契數 列  

1. 討 論 過 程 ：  

小 蜜 蜂 回 蜂 巢 的 走 法 ， 只 受 前 2 個 編 號 蜂 巢 走 法 的 影 響 ，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從 這 個 應 用 問 題 得 到 一 個 通 論 ：  

每一個編號（n）蜂巢的走法＝（n－1）號蜂 巢 走 法 +（n－2）號蜂巢走 

由此可知，蜂巢走法即為斐 波 那 契 數 列 。  

（四）由骨牌覆蓋棋盤看斐波那契數列 

以  2×1 的 骨 牌     或       覆蓋 2×2，2×3、2×4、2×5 等棋盤， 

我們可以動手排排看，並紀錄下不同的覆蓋方式。不同棋盤的所有骨牌

覆蓋種類數之間，是否有其特殊關係呢？ 

 

編號 

 

棋盤 骨牌覆蓋方式 種類 

1 2×1 

 

 

 

1 

2 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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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3 

 

 

 

 

固定最後直放     則一 2×3 的矩形成為一 2×2 的矩形， 

 

 

若固定最後橫放         則一 2×3 的矩形成為一 2×1 的矩形，

 

因此方法數則為 2×2 矩形的方法數＋2×1 矩形的方法數    

1+2＝3 

3 

4 
2×4 

 

 

 

 

 

 

 

 

固定最後直放     則一 2×4 的矩形成為一 2×3 的矩形， 

 

， 

若固定最後橫放         則一 2×4 的矩形成為一 2×2 的矩形 

 

因此方法數則為 2×3 矩形的方法數＋2×2 矩形的方法數   

2+3＝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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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5 

 

 

 

 

 

 

 

 

 

固定最後直放     則一 2×5 的矩形成為一 2×4 的矩形， 

 

 

若固定最後橫放         則一 2×5 的矩形成為一 2×3 的矩形，

 

因此方法數則為 2×4 矩形的方法數＋2×3 矩形的方法數    

3+5＝8 

8 

 （ 表 4）   

      ＊組合方法即為斐波那契數 列  

1.討 論 過 程 ：  

上 表 裡 的 不 同 類 型 的 棋 盤 ， 骨 牌 覆 蓋 種 類 數 分 別 是 1、 2、 3、 5、

8、 ... . . . . . . . . .。 而 斐 波 那 契 數 列 為 1、 1、 2、 3、 5、 8、 ... . . . . . . . . .。 骨 牌 的

第 一 項 和 斐 波 那 契 數 列 第 二 項 開 始 一 樣 ， 我 們 發 現 棋 盤 格 子 旋 轉 之 後

的 情 形 和 固 定 不 動 的 情 形 重 複 ， 因 此 棋 盤 格 子 黑 白 顏 色 不 影 響 骨 牌 排

列 的 情 形，所 以 只 要 觀 察 骨 牌 的 變 化 即 可。當我們把每個棋盤方格最後放

上       或        ，其邊長則減少 1 格或 2 格。當其邊長減少 1 格時，就是前 

一項的邊長；當其邊長減少 2 格時，就是前二項的邊長。骨 牌 蓋 棋 盤 的 方 法 ，

只 受 前 2 項 方 格 數 的 影 響 ，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從 這 個 應 用 問 題 得 到 一 個 通

論 ：  

每一種類數（n）骨牌的放法＝（n－1）種放法 +（n－2）種放法 

＊  由此可知，骨牌覆蓋棋盤即為斐 波 那 契 數 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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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此 我 們 發 現 只 要 一 個 應 用 問 題 的 假 設 條 件 是 項 項 相 扣，並 且 只 受 前 2

項 結 果 數 的 影 響 ， 則 這 個 應 用 問 題 即 可 用 斐 波 那 契 數 列 來 解 釋 ， 因 此

我 們 試 著 用 斐 波 那 契 數 列 的 性 質 來 創 造 應 用 問 題 ， 並 觀 察 它 們 種 類 數

的 變 化 ：  

（五）由導盲磚看斐波那契數列 

學校欲興建一條導盲道，所使用的導盲磚只有 2 種規格： 1×1（1 格）和 2

×1（2 格）的 2 種導盲磚，試討論鋪設各種長度導盲道的方法數： 

 

 

 

 

導盲道長度 鋪設方式 方法數 

3×1 導盲道 

 

（1.1.1）（2.1）→最後一塊舖設 1×1（1 格）

的導盲磚 

（1.2）→最後一塊舖設 2×1（2 格）的導盲

磚 

 

3 

4×1 導盲磚 

（1.1.1.1）（2.1.1）（1.2.1）→最後一塊舖設

1×1（1 格）的導盲磚 

（1.1.2）（2.2）→最後一塊舖設 2×1（2 格）

的導盲磚 

 

5 

5×1 導盲磚 

（1.1.1.1.1）（2.1.1.1）（1.2.1.1）（1.1.2.1）

（2.2.1）→最後一塊舖設 1×1（1 格）的導

盲磚 

（1.1.1.2）（2.1.2）（1.2.2）→最後一塊舖設

2×1（2 格）的導盲磚 

 

3+5＝8 

6×1 導盲磚 

若固定最後一塊舖設 1×1（1 格）的導盲磚

則成為一 5×1 導盲磚 

若固定最後兩塊舖設 2×1（2 格）的導盲磚

則成為一 4×1 導盲磚 

因此方法數是 5+8＝13 

 

5+8＝13 

（表 5） 

＊排列方法總數即為斐波那契數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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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討 論 過 程 ：  

因 為 導盲磚 的 種 類 規 定 只 有 兩 種，所 以 在 討 論 題 目 時，先 將 最 後

使 用 的 導盲磚 固 定 ， 再 討 論 其 餘 格 子 數 的 排 法 ， 譬 如 排 3×1 導盲

道，如 果 固 定 最 後 只 能 排 1 塊，那 前 面 的 2 塊 可 以 任 意 排，則 為

2×1 導盲道的 排 法 ； 如 果 固 定 最 後 排 2 塊 ， 那 前 面 的 1 塊 走 法 即

為 1×1 導盲道的 排 法 ； 因 此 3×1 導盲道的 排 法 就 是 2×1 導盲道的 排

法 加 上 1×1 導盲道的 排 法 。 同 樣 地 ， 4×1 導盲道若固 定 最 後 的 2 種

排 法 時，即 可 拆 為 3×1 導盲道和 2×1 導盲道的 排 法，所 以 我 們 可 以

從 這 個 應 用 問 題 得 到 一 個 通 論 ：  

不管是幾乘幾的導盲道都只有 2 種選擇來排列最後一塊導盲磚。     

n×1 的導盲道＝（n－1）的導盲道＋1 塊導盲磚 

                                 ＝（n－2）的導盲道＋2 塊導盲磚 

（六）由小蜜蜂的繁衍看斐波那契數列 

假 設 雄 蜂 與 雌 峰 的 交 配 方 式 不 同 ， 一 隻 雄 蜂 的 親 代 只 需 要 一 隻

雌 蜂 ， 而 一 隻 雌 峰 的 親 代 需 要 一 隻 雄 蜂 和 一 隻 雌 蜂 。 那 請 問 一

隻 雄 蜂 的 第 2、 3、 8 親 代 分 別 有 幾 隻 呢 ？  

親代 雌蜂與雄蜂的數目 親代蜜蜂總數 

3 一隻雄蜂        0 雄 1 雌 

一隻雌蜂        1 雄 1 雌 

 

0+1+1+1=3 

 

3 

4 一隻雄蜂        0 雄 1 雌 

二隻雌蜂        2 雄 2 雌 

 

0+1+2+2=5 

 

5 

5 二隻雄蜂        0 雄 2 雌 

三隻雌蜂        3 雄 3 雌 

 

0+2+3+3=8 

 

8 

6 三隻雄蜂        0 雄 3 雌 

五隻雌蜂        5 雄 5 雌 

 

0+3+5+5=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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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五隻雄蜂        0 雄 5 雌 

八隻雌蜂        8 雄 8 雌 

 

0+5+8+8=21 

 

21 

8 八隻雄蜂        0 雄 8 雌 

十三隻雌蜂        13 雄 13 雌 

 

0+8+13+13=34 

 

34 

9 十三隻雄蜂        0 雄 13 雌 

二十一隻雌蜂        21 雄 21 雌 

 

0+13+21+21=55 

 

55 

（表 6） 

1.討 論 過 程 ：  

因 為 第 n 親 代 的 雄 蜂 數 目 為 第 (n-1)親 代 的 雌 蜂 數 量 ， 亦 等 於 第

(n-2)親 代 的 蜜 蜂 總 數 ， 而 第 n 親 代 的 雌 蜂 等 於 第 (n-1)親 代 的 蜜

蜂 總 數 。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 

第 n 親 代 的 蜜 蜂 總 數  

=第 n 親 代 的 雄 蜂 數 目 +第 n 親 代 的 雌 蜂 數 目  

=第 (n-1)親 代 的 蜜 蜂 總 數 +第 (n-2)親 代 的 蜜 蜂 總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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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斐波那契數列項數與該項的值是否具有因倍數的關係？ 

( 以下我們將分成兩種斐波那契數列來討論) 

（一）第一種斐波那契數列： 

1. 11 =a ； 2a ＝1； 3a ＝2； 4a ＝3； 5a ＝5； 6a ＝8； 7a ＝13； 8a ＝21； 9a  ＝34； 

   10a ＝55; 11a =89; 12a ＝144…….. 

2. 斐波那契數列的定義： 

a 1=a      ； ＝1；  ＋ ＝a    n≥3 2 11 =a 2a 1−na 2−na n

3. 項數與因倍數的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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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 n

 （1）斐波那契數列 a 當 n＝3k ，k 為任意正整數時 a 為偶數。 

11 =a ，                  奇數 

2a =1，                   奇數 

3a =1+1=2，               偶數 

4a =2+1=3，               奇數 

5a =3+2=5，               奇數 

 

設  當 n＝3k， a n = 為偶數 ( 與 為奇數) ka3 13 −ka 13 +ka
    則  

n＝3(k+1) ， a n =  33 +ka
= +  13 +ka 23 +ka

                    = + + +  ka3 13 −ka 13 +ka ka3

                    =2 + +  ka3 13 −ka 13 +ka
                    =偶數+奇數+奇數   

    故 當 n＝3(k+1)，  a n =為偶數   得證 

（2）斐波那契數列 ，當 n＝4k，k 為任意正整數時a a m3∈ ， 

     為任意正整數。 m

   ， 11 =a
   =1， 2a
   =1+1=2， 3a
   =2+1=3，        4a
   =3+2=5， 5a

6a =8， =13 7a

且     ＝1 ＋1 ＝1 ＋2 ＝2 ＋3  =21  8a 6a 7a 5a 6a 4a 5a

 a 12 ＝1a 10 ＋1a 11 ＝1a ＋2 a ＝2 a ＋3 a （其中 2 a  9 10 8 9 8 3，3 a 9 3） 

 a 16 ＝1a 14 ＋1a 15 ＝1a ＋2 a 14 ＝2 a 12 ＋3 a 13  13

依照相同的討論法則，我們發現 

 a ＝1a ＋1a  k4 24 −k 14 −k

＝1a ＋2a  34 −K 24 −k

＝2a ＋3a  44 −k 34 −K



→ a ＝2a ＋3a ， k4 44 −k 34 −K

→2a ，3a44 −k p3∈ 34 −K q3∈  

∴ p3 +    q3 m3∈  

故   a     k4 m3∈  

 

（3）斐波那契數列 a  ，當 n＝5k，k 為任意正整數時 a ， 5n n a  n

                ， 11 =a

2a =1， 

3a =1+1=2， 

4a =2+1=3， 

  =3+2=5，  ( 即  5 5a a   ) 5

 

 

  =5+3=8 6a

且 a 10 ＝1a 8 ＋1a ＝1 ＋2a ＝2a 6 ＋3 ＝3a ＋5a  =55 9 7a 8 7a 5 6

                 a 15 ＝1a 13 ＋1a 14 ＝1a ＋2a 13 ＝2a 11 ＋3a12 ＝3a 10 ＋5a11  12

                 a 20 ＝1a 18 ＋1a 19 ＝1a 17 ＋2a 18 ＝2a 16 ＋3a 17 ＝3a 15 ＋5a 16  

 

依照相同的討論法則，我們發現 

 a ＝1a ＋1a  k5 25 −k 15 −k

＝1a ＋2a  35 −k 25 −k

＝2a ＋3a  45 −k 35 −k

＝3a ＋5 a  55 −k 45 −k

→ a ＝3a ＋5 a ， k5 55 −k 45 −k

Q5 3a ，5 55 −k 5 a 。 45 −k

∴  5  a 。 k5

4.  因此我們推想著那麼昰不昰當 n＝6k，k 為任意正整數時 a n m8∈ ， m 為任意正整

數?我們發現將斐波那契數列中的任ㄧ數拆解為前幾項的和時，係數本身也昰一個斐

波那契數列。 

        例如： 

             a ＝1a ＋1a 3 ＝1a ＋2 a 3        k3 23 −k 1−k −k33 −k 2

             拆解為前 2 項時，係數昰（1，1）；拆解為更前 2 項時，係數昰（1，2）；_ a _， 3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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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a _，_ a _，_ a _（1，2）（1，1） 23 −k 13 −k k3

            拆解至前 3 項 a 係數昰 1，前 2 項 a 係數昰 2，前 3 項 a 一定昰 33 −k 23 −k 33 −k

             a 3 ＝2 的倍數，前 2 項 a 係數就昰 2，所以 a 一定昰 a ＝2 的倍數。 23 −k k3 3

             a ＝1a ＋1a ＝1a ＋2a ＝2a ＋3a     k4 24 −k 14 −k 34 −K 24 −k 44 −k 34 −K

             拆解為前 2 項時，係數昰（1，1）；拆解為更前 2 項時，係數昰（1，2）； 

             拆解為更前 2 項時，係數昰（2，3）；_ a _，_ a _，_ a _， 44 −k 34 −K 24 −k

             _ a _，_ a _（2，3）（1，2）（1，1） 14 −k k4

             拆解至前 4 項 a 係數昰 2，前 3 項 a 係數昰 3， 44 −k 34 −K

             前 4 項 a 一定昰 a ＝3 的倍數，前 3 項 a 係數就昰 3， 44 −k 4 34 −K

             所以 a 一定昰 a ＝3 的倍數。 k4 4

             同樣地， 

             a ＝1a ＋1a ＝1a ＋2a ＝2a ＋3a  k6 26 −k 16 −k 36 −k 26 −k 46 −k 36 −k

                ＝3a ＋5 a ＝5a ＋8 a  56 −k 46 −k 66 −k 56 −k

             拆解至前 6 項 a 係數昰 5，前 5 項 a 係數昰 8， 66 −k 56 −k

             前 6 項 a 一定昰 a ＝8 的倍數，前 5 項 a 係數就昰 8， 66 −k 6 56 −k

             所以 a 一定昰 a ＝8 的倍數。 k6 6

             根據拆解的原理，a ＝a ×a ＋a ×a    n,k 皆為正整數 nk 1−n ( )1−kn n ( ) 11 +−kn

              又 a 一定昰 a 的倍數，a ×a 也一定昰 a 的倍數， ( )1−ka n n ( ) 11 +−kn n

              所以 a nk  一定昰 a n 的倍數。 

            ＊斐波那契數列項數與該項的值確實具有因倍數的關係。 

（二）第二種斐波那契數列： 

1. 斐波那契數列的定義： 

a 1 a       a ＋a ＝a    n≥3 ≠ 2 1−n 2−n n

2. 項數與因倍數的關聯： 

（1） 斐波那契數列 a n  ，設 pa =1  ， 2a = q，且 p 為奇數，q 為偶數當 n＝3k+2 ， 

      k=0，1，2，3，4……..時  ， a n 為偶數。 

pa =1 ，        奇數 

2a = ，         偶數 q

3a = qp + ，      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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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n n

4a = ，     奇數 qp 2+

5a = ，    偶數 qp 32 +

6a =3 ，    奇數 qp 5

7a =5 ，    奇數 qp 8

8a =8 ，   偶數 qp 13

9a =13 ，  奇數 qp 21

23 +ka =  133 ++ kk aa
     =奇數+奇數=偶數 

故  當 n＝3k+2  時   a n =為偶數 

      （2）斐波那契數列 a 當 n＝4k，k 為任意正整數時 a m3∉ ， 為任意正整數。 m

      （3）a 當 n＝5k，k 為任意正整數時 a ， a nn n r5∉ ， r 為任意正整數。 

肆、研究結果： 

ㄧ、可用斐波那契數列解釋的應用問題具有一定形式,我 們 發 現 只 要 一 個 應 用 問 題

的 假 設 條 件 是 項 項 相 扣 ， 並 且 只 受 前 2 項 結 果 數 的 影 響 ， 則 這 個 應 用 問

題 即 可 用 斐 波 那 契 數 列 來 解 釋 ，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自 行 設 計 組 合 數 符 合 斐 波

那 契 數 列 的 應 用 問 題 。 

二、斐波那契數列各項項數之間如為因倍數的關係,則 其值亦必有因倍數的關係。 
伍、討論： 

ㄧ、我們發現可用斐波那契數列解釋的應用問題具有一定形式,縱 然 生 活 中 存 在 許 多

斐 波 那 契 數 列 ,譬 如 ﹕ 花 瓣 ､ 葉 序 ､ 波 蘿 鱗 片 ､ 琴 鍵 … 等 等 ﹐ 其 數 目 都

是 斐 波 那 契 數 列 中 的 各 項 ﹐ 但 是 真 要 像 生 小 兔 那 樣 環 環 相 扣 的 應 用 問

題 ﹐必 須 有 著 嚴 格 的 規 定 ﹐因 此 可 用 斐波那契數列解釋的應用問題實數少數﹐

但是當我們能掌握﹐隱含在應用問題中的此種規律性時﹐便能輕易將看似困難的題

目解決﹐譬如樓梯問題､ 骨 牌 問 題 ､ 甚 或 方 塊 問 題 ﹐ 這 種 發 展 性 看 似 無 法

掌 握 的 應 用 問 題 ﹐如 果 一 項 項 的 做 下 去 ﹐便 會 沒 完 沒 了 ﹐不 得 其 解 ﹐但

是 當 我 們 發 覺 其 間 隱 含 著 斐 波 那 契 數 列 的 寓 意 時 ﹐ 便 能 輕 易 的 解 決 它

了 。在掌握斐波那契數列的屬性之後﹐的 確 更 易 於 觀 察 應 用 問 題 ﹐但 是 由 於

可用斐波那契數列解釋的應用問題具有一定形式,在 我們自行創造應用問題的過程

中﹐ 確 實 容 易 落 入 方 格 問 題 的 窠 臼 。 
  二、因為斐波那契數列的屬性即是下一項為前兩項之和﹐ 所 以 我 們 就 試 著 將 各 項

一 步 步 拆 成 前 2 項 或 相 鄰 的 任 2 項 之 和 ﹐ 驚 奇 地 發 現 拆 解 的 各項係數居

然是斐波那契數列中相鄰的 2 項﹐如 此 的 分 解 下 去 ﹐因 為 間 隔 數 的 關 係 ﹐產

生 了 a nk ＝a ×a ＋a ×a    n,k 皆為正整數﹐這樣的式子﹐所以斐波那契

數列各項之間如為因倍數的關係,則 其值亦必有因倍數的關係。 

1−n ( )1−ka n ( ) 11 +−kn

三、在研究斐波那契數列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後項和前項的比值幾乎都為 1.6 左右,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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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老 師 討 論 是 否 無 論 斐 波 那 契 數 列 發 展 至 何 項 ﹐其 比 值 都 如 是 呢 ﹖ 在 觀

察 過 程 中 學 到 收 斂 及 發 散 的 性 質 ﹐ 也 得 知 其 比 值 的 確 是 趨 近 一 個 定 值 ﹐

更 有 趣 的 是 這 個 比 值 正 是 達 文 西 密 碼 中 所 提 人 體 的 完 美 比 例 ﹐而 以 此 比

值 裁 剪 分 割 的 幾 何 圖 形 ﹐都 能 繼 續 維 持 一 完 美 完 整 的 形 狀 ﹐如 上 我 們 所

討 論 的 應 用 問 題 ﹐當 然 也 包 含 曾 在 課 本 上 看 到 的 黃 金 矩 形 ､黃 金 三 角 形 ﹐

都 依 舊 能 維 持 一 完 美 完 整 的 圖 形 ｡ 

陸、結論： 

   ㄧ、存在日常生活中的斐波那契數列的應用問題： 

(一) 樓梯問題方法數是一斐波那契數列 

(二) 蜂巢路徑方法數是一斐波那契數列 

(三) 骨牌問題方法數是一斐波那契數列 

斐波那契數列的應用問題具有一定形式 

二、斐波那契數列各項項數之間如為因倍數的關係,則 其值亦必有因倍數的關係。 



【評語】030418 

對於可利用遞迴概念求解的問題做一些整理，對於理解這樣

的概念是一個不錯的做法。但過份強調這些內容，反而呈現

不出屬於自己創作的部分。費氏數列其實有許多有趣的性質

（如作者在作品中討論的一些倍數關係）。如果能在這些方

向上多作著墨，將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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