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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三』道『四』,【大】哉正方！ 

摘要 

本作品是探討:在已知三角形內部中,如何利用尺規作圖找出最大的正方形(含內接與偏接),並導

出最大正方形邊長與三角形元素的關係。進而推廣出在已知四邊形內部中,如何利用尺規作圖找出最

大的正方形,並導出最大正方形邊長與四邊形元素的關係。 

壹.研究動機:  

在學校聯課社團「數研社」的課程中,我們學習了《比例線段與相似形》:其中有一道題目,引起

了我莫大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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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最大的面積為何方形是否也有如此的內接正在直角或鈍角三角形中

是否為最大又此正方形是否唯一這正方形

」則且

於內接正方形銳角「如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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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就利用課餘時間,作了以下的研究。 

貳.研究目的: 

(一).在銳角三角形中,如何利用尺規作圖,作出最大內接或偏接正方形？又如何導出最大正方形

的邊長？ 
(二).在直角三角形中,如何利用尺規作圖,作出最大內接或偏接正方形？又如何導出最大正方形

的邊長？ 
(三).在鈍角三角形中,如何利用尺規作圖,作出最大內接或偏接正方形？又如何導出最大正方形

的邊長？ 
(四).在特殊四邊形中,如何利用尺規作圖,作出最大內接或偏接正方形或對接正方形？又如何導

出最大正方形的邊長？ 

參.研究器材: 直尺、圓規、GSP繪圖軟體 

肆.解釋名詞: 

(一).內接正方形：指一正方形的四頂點全部位於多邊形邊界上時，我們稱其為『內接正方形』。

(如右上圖) 
(二).偏接正方形：指一正方形的四頂點中，其中三頂點位於多邊形邊界上，而另一頂點位於多

邊形內部之正方形；我們就暫稱其為『偏接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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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暫稱為偏接正方形

此時所形成的正方形的內部位於而

重合與或上在上點在右圖中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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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接正方形：指一正方形的四頂點中，其中恰有兩對角頂點位於多邊形邊界上，而另兩對

角頂點位於多邊形內部之正方形；我們就暫稱其為『對接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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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暫稱為對接正方形

此時所形成的正方形的內部

位於與而上點在在上點在右圖中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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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備知識: 

(一).密克(Miquel)定理:(如右圖) 

OYXCZXBZYA
ABCABCZYXABC

共同交於一點三點之圓、、三點之圓及過、、三點之圓與過、、過求証

上的點、、分別是、、中已知

,:][
,:][ Δ  

 2

OYXC
ZXBZYA

YOZABZOAYO
BZOCXOAYOOZOY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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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交於一點三點之圓、、及過三點之圓

、、三點之圓與過、、故過

四點共圓、、、

則可連

時故當有第二交點已有一交點

三點之圓、、三點之圓與過、、過

証明

,

,.2
;,,

,,
,.1

:][

∴∠=∠
∠=∠=∠

Q

 

(二).半角公式: 為銳角若 θ (証明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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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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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則

令的三邊長若
 

陸.研究方法與過程: 

[第一部份]：三角形 
在“在已知三角形內,求作一個最大的正方形＂,首先,此題設中所求的正方形,顯然必須允許正

方形的某些頂點或全部頂點都在已知三角形的周界上,否則將無最大可言！這是可以想見的。 

因此,一個正方形在已知三角形內,可分成(一).正方形中,有一頂點在已知三角形周界上。(二).正方

形中,有兩頂點在已知三角形周界上。(三).正方形中,有三頂點在已知三角形周界上。(四).正方形

中,四頂點皆在已知三角形周界上等四部分。 

(一).正方形中,有一頂點在已知三角形周界上: 
相似中心 

針對此一問題,我們只需以此正方形頂點做為相似中心,總可以把 
正方形放大使它至少再有另一頂點在已知三角形的周界上。 
因此,顯而易見正方形中,只有一頂點在已知三角形周界上時, 
必不為已知三角形內的最大正方形。(如右上圖) 

(二).正方形中,有兩頂點在已知三角形周界上:它可能有三種情況： 

(1).正方形相鄰兩頂點同在已知三角形的一邊上(含正方形的一頂點與三角形頂點重合) (如圖 2.1) 



(2).正方形相鄰兩頂點分在已知三角形的兩邊上(如圖 2.2) 
(3).正方形有一組相對的兩頂點同在已知三角形的兩邊上(含正方形的一頂點與之三角形頂點重

合(除相似中心 O 外)) (如圖 2.3) 
而此三種情形，我們也都可找得一適當點(可能為正方形的已知兩頂點或已知三角形頂點)來作相

似中心，而把正方形放大。(如圖 2.1) (如圖 2.2) (如圖 2.3),使它至少再有一頂點在已知三角形的

周界上;因此正方形中,只有兩頂點在已知三角形周界上時,也必不為已知三角形內的最大正方形。 

(圖 2.3) (圖 2.2) (圖 2.1) 

相似中心 O 

相似中心 O 相似中心 O 

 
 
 
 
 

(三).正方形中,有三頂點在已知三角形周界上:它可依三角形類型分 

上。落於又大比

內且顯然在作得正方形相似中心

點為我們可以如圖上在上點在例如

的另一邊上

另一頂點落在的一邊上有一邊落在

可分如下兩種情形周界上的位置位於

中三頂點依正方形為銳角三角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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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

此三個圓必交於一點密克定理

依據的三個圓、、我們分別作過

如圖上點在上點在上點在例如

的三邊上三頂點分別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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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也就是說其位置也是一個定點。來說點對於正方形故是一個定點說

來因此對於也均為定角所以

也因為次永遠不改變其位置。其所得的點

上移動時各在其正方形的頂點看成一個會動的正方形們把

當我說是一個定點。這也就是來說對於所以而言均為定角對於些角

等這、、、、、、、、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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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跡定理點也跟著作直線運動所以點都作直線運動

三點而運動。又因為會繞著正方形上作移動時三點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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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部並不是最大的。在

明正方形二者之一。由此便已証與正方形至少小於正方形

故知正方形二者之一與至少小於但

所以正方形正方形。也由於正方形的相似圖形

方形為相似中心所作的與正是以正方形亦即正方形的正方形

都是內接於與正方形而正方形的位置與正方形

便到達正方形於是正方形點的位置與上的運動至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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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省略。情況與銳角三角形類似為直角三角形時 ,:).( ABCB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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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兩種狀況

也可分周界上且有三頂點在三角形的內部在正方形為鈍角三角形時 ABCPQRSABCC Δ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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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Q 。正方形而形成我們特稱的偏接如圖

重合與也許這當中上在上點在例如

的另一邊上

另一頂點落在的一邊上有一邊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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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部。且在正方形則正方形並交於然後再引於

交與的平行線引再自於的垂線交引則可自的比值較小中圖在

又如的內部且在正方形則正方形與於分別交

再作於的平行線交作則可自的比值較小中圖在

必有一者較小。如的二比值中與則在於交延長重合不與現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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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 

運動過程顯然為與正方形而正方形運動繞不動點形

使得正方找出不動點的方法情形中之的內部。可按正方形一定都在

這樣的兩個重合與上在上在令又作正方形上在上

在上在令我們作正方形為鈍角故可假定

因為它必小於一定為銳角這時如圖上點在上點在上點在例如

的三邊上中有三頂點分別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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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是共線的。故中的兩個位置 21 ,,, PPP                 

二者之一。與正方形但不能超出正方形可以繼續擴大方形

二者之一。這說明了正與正方形至少小於正方形故正方形

二者之一與至少小於的範圍之外了。也因為便超出正方形

則之外時越出若點的內部顯然恆在正方形上運動時在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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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探討中,我們得知:想要在已知三角形內求一個最大的正方形時,(a)當已知三角形為銳

角或直角三角形的時候,只需從銳角或直角三角形中,去尋找它的內接正方形即可;而(b)當已知

三角形為鈍角三角形的時候,則須從鈍角三角形中,去尋找它的內接正方形或偏接正方形。 
       我們都知道:內接正方形在銳角三角形中共有三個,直角三角形中則有兩個,而鈍角三角形中只

一個,但鈍角三角形中另有兩個偏接正方形;(如下圖) 
 
 
 
 
 
 

       但在已知三角形內各種的內接正方形與偏接正方形中,何者為最大呢？為了簡潔達到目的,我
們証明了以下兩個定理: 

[定理一]:三角形中,大邊與其上高之和,必大於小邊與其上高之和。([証明][討論]見[附件二])  

[定理二]:一正方形有一邊落在三角形的底邊或底邊的延長線上,而另兩頂點分別落在三角

形另兩邊之上;設正方形邊長為 n,三角形的底邊為 a,底邊之高為 h1;則有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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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了[定理一]與[定理二]後,我們就可討論出「在已知三角形內各種的內接正方形與偏接正方

形中,何者面積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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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銳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鈍角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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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銳角三角形時:(如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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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理二那麼根據上的內接正方形邊長

依序代表在三邊上之高依序代表

的三邊依序代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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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右圖邊長。

長方形同時都為最大且邊則以三邊的三個內接正角形而若為三邊相等的正三

如下左圖。

方形同時為最大且邊長則以腰邊上之兩內接正時頂角且亦即銳角等腰三角形中

方形同時為最大則立於等邊上的內接正邊時有兩邊相等且小於第三但若銳角三角形中

。
和最短邊與最短邊之高的

乘積最短邊與最短邊之高的
形為最大且邊長於最短邊上的內接正方

以立正方形銳角三角形之內的所有就說明了。如此知定理一則由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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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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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見正方形銳角三角形內部的最大尺規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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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直角三角形時: 

亦是如此。。而等腰直角三角形
兩股之和

兩股之積
長內接正方形為最大且邊

以立於兩股上的之內的所有正方形中其結論為在直角三角形似其情形與銳角三角形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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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見正方形直角三角形內部的最大尺規作圖  
       (C).鈍角三角形時:(如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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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我們先作出兩個偏接正為鈍角的設

222111

21

2112

222

111

4545
;,);4.5(;

,

RQAPSRAQ
AQAR

QARBCRAQ
BCACABRQAP

SRAQAABC

≥
≥

∠=°+∠≥°+∠=∠
∠≥∠≥

∠Δ

 

正方形較大。則立於較大邊上的偏接

如夾鈍角的兩邊不等大小兩個偏接正方形是一樣在等腰的鈍角三角形中這就是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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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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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只須要再比較較大的偏接正方形與僅有的內接正方形的大小,就可以找出 
鈍角三角形內部中的最大正方形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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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於正方形

上的偏接與立於正方形再作鈍角三角形的內接令

與並分別相交於我們作如圖當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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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偏接正方形故內接正方形

知定理二又由前述或由

於是有令於交延長

 

(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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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理當
和角三角形鄰邊與對邊之最短邊所對銳角所成直

積角三角形鄰邊與對邊之最短邊所對銳角所成直
即偏接正方形邊長

fb
bfl
+

==  

。
鈍角對邊與其高之和

鈍角對邊與其高之積
即內接正方形邊長

且偏接正方形內接正方形

面積偏接正方形面積內接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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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得到以下的結論: :,則為鈍角為鈍角三角形且若 AABC ∠Δ  

。
形鄰邊與對邊之和指定銳角所成直角三角

形鄰邊與對邊之積指定銳角所成直角三角
且邊長

為最大上的偏接正方形的面積以立於時當

另一銳角對邊指定銳角對邊若

fb
b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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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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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鈍角尺規作圖 CTan
BC

ACBCACABAABC ∠<
−

<°>∠Δ
2
1,,90,:][  



 ])[(111 附件五見內部的最大偏接正方形作鈍角 SRAQABCΔ

。
鈍角對邊與其高之和

鈍角對邊與其高之積
為最大且邊長偏接正方形的面積同時

上的上的內接正方形和立於以時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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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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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見下而內接正方形的作法如

故省略。如圖仿照偏接正方形的作法尺規作圖
 

。
鈍角對邊與其高之和

鈍角對邊與其高之積
且邊長

為最大上的內接正方形的面積以時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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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省略。如圖仿照尺規作圖 ),6.5(:][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作了如下的討論: 

BCABOOCOBCBOB

COACB

cba
ABACCAAABAC

′′⊥

∠

>°>∠∠

於交作於並交作過

平分線作作法

結論的範圍、、上述求作

如圖上之動點為中鈍角已知

;,.2

.1:][

)()()(:][
)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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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QCQBCBBO

連於交作中點取

則連於

交畫弧為圓心為半徑以於交畫弧為圓心為半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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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垂線為

故

邊長正方形上之高設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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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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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則與不含上點落於若

不成立。含上點落於所以產生矛盾為鈍角條件

而與含上點落於若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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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形可作得一個最大的偏接點點移至如

接正方形。故可作得一個最大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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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接正方形等的最大偏接正方形而各可作得一個面積相

且則點重合點恰落於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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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形可作得一個最大的偏接點點移至如

接正方形。而可作得一個最大的偏且

不含上點落於若

。正方形可作得一個最大的內接點點移至如

接正方形。而可作得一個最大的內且

則重合與即上點落於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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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的討論與證明，我們亦可利用[定理一]及[定理二]與《海龍(Heron’s  Formula)
公式》推導出鈍角三角形的內接正方形邊長公式及偏接正方形邊長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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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得到鈍角三角形內接正方形邊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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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在鈍角三角形已知三邊長時,就可直接推算比較出內接或偏接正方形面積的大小而決

定出該繪製內接或偏接正方形。 

;

,
2
1)().(

)().2(

方形的面積為最大

上的兩個偏接正上及立於以立於時當

兩銳角的對邊相等若

ABACC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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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如圖。
形鄰邊與對邊之和任一銳角所成直角三角

形鄰邊與對邊之積任一銳角所成直角三角
且邊長 =  

222111,
,:][

SRAQSRAQ
BCA

與大偏接正方形可得相等兩邊的兩個最在上述的結論

但仍存因而非尺規所能作圖。確實的大小無法確定尺規作圖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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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BAC = 101.68°
OB = 2.15厘米

AL = 2.15厘米

∠CAB = 97.22°
OB = 2.29厘米

AF = 2.02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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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鈍角對邊與其高之和

鈍角對邊與其高之積

且邊長積同時為最大上的偏接正方形三者面偏接正方形及立於

上的上的內接正方形和立於以時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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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偏接正方形

與兩等邊的兩個最大正方形可得相等面積的內接最在上述的結論

但仍存因而非尺規所能作圖。確實的大小無法確定尺規作圖 Q

 



。
鈍角對邊與其高之和

鈍角對邊與其高之積
且邊長

為最大上的內接正方形的面積仍以時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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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接正方形。

個最大故作法省略。而可得一中的圖就是因為尺規作圖 ,)7.5(:][ NBCABC ΔΔ
 

故不再贅述。同討論証明作法的因與時若至於 ,]][][[,,).3( ABACABAC ><  

[第二部份]：特殊四邊形 
在“在已知特殊四邊形內,求作一個最大的正方形＂。首先，此題設中所求的正方形，顯然必

須允許正方形的某些頂點或全部頂點都在已知四邊形的周界上,否則將無最大可言！這是可以

想見的。因此，一個正方形在特殊四邊形內，可分成(一).在正方形內部中，作出最大的正方形。

(二). 在長方形內部中，作出最大的正方形。(三).在菱形內部中，作出最大的正方形。(四).在
平行四邊形內部中，作出最大的正方形。(五).在梯形內部中，作出最大的正方形等五部分。 

(一).在正方形中，作出最大的正方形： 

針對此一問題，顯而易見的在內接正方形中，已知的最大正方形就是自己本身。 

(二).在長方形中，做出最大的正方形： 
E

F

D

B C

A
在長方形中，已知的內接最大正方形就是利用短邊為正方形邊長， 

所作成的正方形為最大。如右圖：在長方形 中，最大的正

方形就是以

ABCD

AB 為正方形邊長，所作出的正方形 為最大。 ABFE

(三).在菱形中，作出最大的正方形： 

在菱形內部中，求作最大正方形,其圖狀有如下的三種情形: 
(1).對接正方形：正方形有一組相對的兩頂點同在菱形的邊界上(如圖 6.1) 
(2).偏接正方形：正方形有三頂點在菱形的邊界上(如圖 6.2) 
(3).內接正方形：正方形有四頂點在菱形的邊界上(如圖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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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三種情形中，第(2).種情形當動點 落在 點時(如右圖)， E B

則 <BG BD，故此時所做出的偏接正方形 EPGQ 必定小於 

對接正方形 BJDI,因此，菱形中的偏接正方形必定不是最大的正方形。 

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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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圖 6.2) (圖 6.3)



然而,正方形中最大者到底是對接正方形還是內接正方形呢？ 
依據[定理一]與[定理二]可知，當菱形較小的內角 

 12

°=∠ 45BAD 時，則 ,452,5.221,5.67 °=∠°=∠°=∠O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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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OOFBOBFOOFC

2,
2
2;2,

;,5.67,5.112

==∴=====

==°=∠∴°=∠

又則

設

 

因此可得:在菱形中,若較小內角為 時,此時對接正方形面積等於 °45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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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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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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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 2 

內接正方形面積且最大正方形邊長= 25.225.222 菱形邊長×°×°× CosSin  

=
菱形對角線之和

菱形對角線之積
菱形邊長菱形邊長 ==×

+
×

−
× 22

2
1

2
22

2
222 。 

同理:當菱形較小內角 時，則°>∠ 45BAD OFBO > ,此時對接正方形面積大於內接正方形面

積，且對接正方形邊長= 2

2
1

2
12 菱形邊長×∠×∠× BADCosBADSin (如圖 7.2);又當菱形較小的

內角 時，則°<∠ 45BAD OFBO < ,此時對接正方形面積小於內接正方形面積;且內接正方形邊

長=
菱形對角線之和

菱形對角線之積
。(如圖 7.1) 

 
 
 
 
 
 
 
 
 
  而至於尺規作圖,我們可比照前述作法,故省略。 

∠BAD = 41.35°
EHGF的面積 = 21.25463 厘米2
BIDJ的面積 = 20.16125 厘米2

G

F

H

E

JI

D

A C

B

(圖 7.1) 

∠BAD = 50.51°
EHGF的面積 = 29.08908 厘米2
BIDJ的面積 = 31.50195 厘米2

G

F

H

E

JI

D

A C

B

(圖 7.2) 

(四).在平行四邊形中，作出最大的正方形： 

在平行四邊形內部中，要作出最大正方形的情形與菱形相似(亦即平行四邊形內部中,所有存

在的偏接正方形,都不可能為平行四邊形內部中的最大正方形);然而，又因為平行四邊形又受

限制於鄰邊不一定等長，因此，欲作出的正方形亦會受到鄰邊長與對角線長的限制。故在 

平行四邊形 內部中，欲作出最大正方形與下列線段的長度有關： ABCD
1.長邊 AD (或BC )      2.短邊 AB (或CD ) 
3.長邊高 )( BEh 即長 與短邊高 )( DHh 即短  

4.短對角線BD或長對角線 AC  

(1).若長邊BC 大於短邊 AB ，且短對角線BD與長邊高 )( BEh 即長  

A 

B C G 

E D(F) 

O 



恰形成一等腰直角 時,則只可作得一個最大的內接 )(FBEDΔ
正方形 BEDG,且其邊長  EFGB
又 2:1:1:)(: =BDFED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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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若長邊BC 大於短邊 AB ，且短對角線BD與長邊高 

)( BEh 即長 所形成的直角 中,BEDΔ BEDE > ,則 

EFGB
EFGBEEFF
DOOEODFOFFO

接正方形故對接正方形必小於內

的外部而落於四邊形移動至則時移動至當

且之間介於作又

,,,
,,,,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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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F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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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因此,在此情形下可作得無窮個最大的內接正方形且其邊長=平行四邊形的長邊上之高。 

(3). 若長邊BC 大於短邊 AB ，且短對角線BD與 

長邊高 )( BEh 即長 所形成的直角 BEDΔ 中, 

BEDE < ,則可以作出以短對角線BD為對角線之對接 

正方形為最大且其邊長= )
2
2(

2
2 BD=短對角線長 。 

A 

B C 
G1 

E D(F1) 

O 

E1 

同理，若平行四邊形的長短邊互換，仍可依上述規則找出內部的最大正方形。而至於尺規 
          作圖,我們可比照前述作法,故省略。 

 (五).在梯形中，作出最大的正方形： 

在梯形內部中，欲作得最大正方形時,我們可延長梯形的兩腰以形成一個三角形而加以分

類討論;其可分成下列幾種情況： 

(A).當梯形兩底角為一銳角一鈍角(即圖中的 BAC∠ )且延長兩腰形成一個鈍角三角形又

CTan
a

ba
∠<

−
2
1  

時: 

 (1).若 時,可分:  cb >

 (i).顯而易見,當梯形之高≤立於 b 邊上(即 )AC 所作之偏接正方形邊長時,則以梯形之高

為邊長所作之內接正方形為最大(如圖 8.1)且可作得無限多個內接正方形。 

(ii).當梯形之高 立於 b 邊上(即> )AC 所作之偏接正方形邊長時,則以立於 邊上(即b )AC

所作之的偏接正方形 ARST 為最大。

。
對邊之和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

對邊之積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
且邊長

2

2

hkb
bh

fb
bf

C
Cl

++
=

+
=

∠
∠

=  (如圖 8.2) 

 
 
 
 
 
 
 
 
 (圖 8.2) (圖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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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若 時,可分: cb =

(i).當梯形之高 立於 b 邊上(即≤ )AC 所作之偏接正方形邊長時,則以梯形之高為邊長所

作之內接正方形為最大(如圖 8.3)且可作得無限多個內接正方形。 

(ii).當梯形之高 立於 b 邊上(即> )AC 所作之偏接正方形邊長時,則以立於 邊上(即b )AC

所作之的偏接正方形 ARST 及立於 邊上的偏接正方形 AUVY 同時為最大。為最大。c

。
對邊之和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或

對邊之積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或
或且邊長

2

2

)(
)()(

hkb
bh

fb
bf

BC
BCml

++
=

+
=

∠∠
∠∠

=  (如

圖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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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若 時,可分: cb <

CB = 8.11厘米

∠ACB = 41.28°
AB = 5.40厘米

CA = 5.40厘米

NORA的面積 = 6.37 厘米2

UAYV的面積 = 6.37 厘米2

ST

U

VYP

B

R CA

Q a 

b 

c 

(圖 8.4) 

l 
m 

f f 

g 

P Q
S

R

T

B

CA
(圖 8.3) 

b 

a 
c 

(i).當梯形之高 立於 b 邊上(即≤ )AC 所作之偏接正方形邊長時,則以梯形之高為邊長所

作之內接正方形為最大且可作得無限多個內接正方形。 

(ii).為了找到梯形上底的範圍,必須求出立於 c 邊上(即 )BC 之偏接正方形的臨界點 

 (最高點)(即各內接(或偏接)正方形與梯形下底的最長距離)。 

如右圖中的DE :  

YAGCosAYYAGSinAYDED

AUDYAB

YAGCosAYYAGSinAYGAYGDE

YAGCosAYAGYAGSinAYYG

GAYGFGDEGAFYYGFD

GFCAPQPQYFYACDE

AUDV
ABBCQAPACPQ

∠×+∠×=

∠×+∠×=+=∴

∠×=∠×=

+==∴==

⊥⊥

,

,

,,

,,

;,,,,.2

,,;//.1

的距離最高點

與梯形下底之所作得的偏接正方形故以

又

則

於分別交作過作

之偏接正方形

邊上作立於交於延長

Q

Q

 

(註:在以下推論中,我們常會使用此法,找出各內接(或偏接)正方形與梯形下底的最

長距離(臨界距離);因而我們暫稱此法為“臨界值＂法) 

Q 

U 
 Y

P 

D 

G 

F 

C 

B 

A E 

(iii).當 梯形之高≤DE , 則以立於 c邊上的偏接正方形 AUVY 為最大,且僅有一個。(如圖

8.5) (如圖 8.6)  



 

a 

b 

A|U|Q(V)|Y的面積 = 6.39 厘米2

ARST的面積 = 6.37 厘米2

BA = 5.54厘米

BC = 8.31厘米CA = 5.40厘米

∠ACB = 41.28°

Y

U

Q(V)P
S

R

T

A C

B

c 

F c 

b 

a 

SR = 2.53厘米
DE = 2.88厘米
HQ = 2.69厘米

BA = 5.54厘米

CA = 5.40厘米

H

T

R

SP
K

G E

Y

U

D

B

CA

Q

(圖 8.6) (圖 8.5) 

 
 
 
 
 
 
 

 
 
 
(B).當梯形兩底角為一銳角一鈍角(即圖中的 BAC∠ )且延長兩腰形成一個鈍角三角形又

CTan
a

ba
∠=

−
2
1  

時:  

(1).若 時,可分:  cb >

 (i).顯而易見,當梯形之高≤立於 b 邊上(即 )AC 所作之偏接正方形邊長時,則以梯形之高

為邊長所作之內接正方形為最大(如圖 9.1)且可作得無限多個內接正方形。 

(ii).當梯形之高 立於 b 邊上(即> )AC 所作之偏接正方形邊長時,則以立於 邊上(即b )AC

所作之的偏接正方形 ARST 為最大。

。
對邊之和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

對邊之積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
且邊長

2

2

hkb
bh

fb
bf

C
Cl

++
=

+
=

∠
∠

=  (如圖 9.2) 

 

CB = 8.11厘米

∠ACB = 41.28°
AB = 5.40厘米

CA = 5.40厘米

NORA的面積 = 6.37 厘米2

UAYV的面積 = 6.37 厘米2

ST

U

VYP

B

R CA

Q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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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若 時: cb =
   首先,我們仍然使用“臨界值＂法 
   分別計算出各內接(或偏接)正方形 
“臨界距離＂(即 ) 321, hhh 與

   其中,因為  EDFDCF ΔΔ ~

)(

22

3

2

1

θθ
θ

θθ

SinCosbh
Cosbh

CosaSinah

+×=
×=

×+×=∴
 

a 

b 
(圖 9.2) 

c 
l 

m 

f f 

g 

P Q
S

R

T
a 

c 

A
(圖 9.1) 

b C

a
c

b

F 

D 

E

h1 θ 

A

B

C

θ

θ 

h3

2θ
h2 



 (i).顯而易見,當梯形之高 ≤ 立於 b 邊上(即 )AC 所作之偏接正方形邊長時,則以梯形之高

為邊長所作之內接正方形為最大(如圖 10.1)且可作得無限多個內接正方形。 

(ii).當立於 b 邊上(即 )AC 所作之偏接正方形邊長≤梯形之高 時,則以立於b 邊上(即1h<

)AC 所作之的偏接正方形 ARST 為最大,且僅有一個。

。
對邊之和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

對邊之積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
且邊長

2

2

hkb
bh

fb
bf

C
Cl

++
=

+
=

∠
∠

=  (如圖 10.2) 

 

A C 

B 

P Q 

a 
c 

b 
(圖 10.1) 

c 

A C 

B 

P S(Q) 
Q1 P1 

b 

a 

(圖 10.2) 

T 

R 

 
 
 
 
 
 
 
 
 

(iii).當 梯形之高 時,則以立於b 邊上(即1h ≤ < 2h )AC 所作之的偏接正方形 ARST 與立於

邊上(即

c

)AB 所作之的偏接正方形 AIJL 同時為最大,計有兩個。(如圖 10.3)  

(iv).當 梯形之高時,則以立於b 邊上(即2h ≤ )AC 所作之的偏接正方形ARST與立於 邊上

(即

c

)AB 所作之的偏接正方形 AIJL 及立於 邊上(即a )BC 所作之的內接正方形 

VWXY 同時為最大,計有三個。(如圖 10.4) 

V 

X A C 

B 

a 

I 

L 
S(Q) 

J(Q1) 
W(Q2) 

Y 

P2 

bR  
(圖 10.3) 

c 

A C 

B 

I 

S(Q) 
J(Q1) P1 

a 

T L 

P2 Q2 

 
 

 
 

c  
 
 
 
 b 

(圖 10.4)  
 (C).當梯形兩底角為一銳角一鈍角(即圖中的 BAC∠ )且延長兩腰形成一個鈍角三角形

又 CTan
a

ba
∠>

−
2
1  

時與(A).當梯形兩底角為一銳角一鈍角(即圖中的 )且延長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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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腰形成一個鈍角三角形時雷同;故省略。 
(D).當梯形兩底角為銳角且延長兩邊形成之三角形為銳角三角形時: (令 rqp >> ) 

(1).以 )( ACr 即邊 為梯形下底時 

(i)若 )( ACr 即邊立於梯形高≤ 上之內接正方形邊長時，則以梯形高為正方形邊長所 

作立於 )( ACr 即邊 上的內接正方形為最大,且有無限多個。(如圖 11.1) 

(ii)若 )( ACr 即邊立於梯形高≥ 上之內接正方形邊長時，則以立於 )( ACr 即邊 上所作 

的內接正方形 IJKL 為最大,且僅有一個。(如圖 11.2) 

(圖 11.1) 
A 

B 

C 

q p 

r 

P Q 

q 

r 

p 

A 
(圖 11.2) 

B 

C 

P Q 

I J 

K L 

 
 
 
 
 
 
 

q 

r 
p 

A 

B 

C 
R 

S 
E 

T F G 

P Q 
U 

(2).以 )( ACq 即邊 為梯形下底時: (如右圖) 

我們使用“臨界值＂法,計算出內接正方形 RSTU 

的“臨界距離 SG ＂:  

     (i)若 )( ACq 即邊立於梯形高≤ 上之內接正方形 

邊長時，則以梯形高為正方形邊長所作立於 )( ACq 即邊 上的內接正方形為最大,且 

有無限多個。 

(ii)若 AGBCr <<梯形之高上之內接正方形邊長即邊立於 )( 時,則以立於 )( ACq 即邊

上的內接正方形 IJKL 為最大,且僅有一個。(如圖 11.3) 

(iii)若 梯形之高<AG 時,則以立於 )( ABp 即邊 上的內接正方形 WXTZ 為最大,且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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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如圖 11.4) 
 
 
 
 
 
 

(圖 11.3) 

A 

B 

C q 

p 
r 

P Q 

I J 

K L 

P Q 

W 

X 

Y 

Z 

A C 

B 

p 
r 

q 
(圖 11.4) 



柒.最後心得與結論: 我們將其研究結果,整理成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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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

可分成

 
 

A'B'C'D'的“臨界距離＂

(i)若

(ii)

(iii)

)( ACp 即邊

(a).若

為梯形下底時: 則須先求出內接正方形 A1B1C1D1 與內接正方形 

:11 EDEB ′′與

: 

(如下圖) 

)( ACp 即邊立於梯形高≤ 上之內接正方形邊長時，則以梯形高為正方形邊長

所作立於

(a).若

(b).若

(c).若

(b).若

)AC(p 即邊 上的內接正方形為最大,且有無限多個。 

時EDEB ′′>11當 : 

EDACp ′′<≤梯形之高上之內接正方形邊長即邊 )(立於 ,則以立於 

)( ACp 即邊 上的所作的內接正方形為最大,且僅有一個。 

梯形之高≤′′ED ,則以立於 )即邊( BCr 上的所作的內接正方形為最大,且僅 

有一個。 

時EDEB ′′<11當 : 

大,且僅有一個。 

有一個。 

11)( EBACp <≤梯形之高上之內接正方形邊長即邊立於 ,則以立於 

)( ACp 即邊 上的所作的內接正方形為最大,且僅有一個。 

EEB ≤梯形之高11 D ′′< ,則以立於 )( ABq 即邊 上的所作的內接正方形為最 

梯形之高≤′′ED ,則以立於 )( BCr 即邊

p 

q r 

p 
A 

B 

C 

F1 

A1 C1 

D1 

B1 

G1 E1 

上的所作的內接正方形為最大,且僅 

r 
q 

B 

A C B' 

C' 

D' 

E' 

A' 

F' 

G' 



[第一部份]:三角形 
三角形 

類型 

條 

件 

最大正方形 

種類 

個 

數 

邊 

長 

圖 

狀 

 
 
(a) 三邊不等的 

銳角三角形 

 
 
 

 

 

立於最短邊上的 

內接正方形 

 

1 

 

。

和最短邊與最短邊之高的

乘積最短邊與最短邊之高的

邊長

2

2

hb
bh

l

+
=

=  

 

 
 
(b) 銳角等腰三角形 

         且
°<<° 9060 頂角  

 
 

 

 

立於腰邊上的 

內接正方形 

 

2 

 

。或

腰邊與腰邊之高的和

腰邊與腰邊之高的乘積

或邊長

)(

)(

3

3

2

2

hc
ch

hb
bh

m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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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 

 

角 

 

三 

 

角 

 

形 

 
 
(c) 正三角形 

          
 
 

 

 

立於各邊上的 

內接正方形 

 

3 

 

。

各邊與其各邊之高的和

積各邊與其各邊之高的乘

與或邊長

13
)334(

)(

a

nml

−
=

=  

 

A 

b 

h2 l 

B C 

 

m l 
h3 h2 

c 

A 

b 

B C 

a 

a 

a 

A 

m 

  

 

h3
n 

h2

h1 l C B 



直角 

三角形 

 
 

立於兩股上的 

內接正方形 

 
 

 

。
兩股之和

兩股之積

或邊長

cb
bc

m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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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c b 

m l 
B 

CTan
BC

ACBC

BCcb
ABACa

2
1

))((
:).(

<
−

∠<∠>
>

且

若

 

 

 

立於 AC 邊上 

的偏接正方形 

 

1 
。

對邊之和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

對邊之積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

邊長

2

2

hkb
bh

fb
bf
C
C
l

++
=

+
=

∠
∠

=

 

 
 
 

CTan
BC

ACBC

BCcb
ABACb

2
1

))((
:).(

=
−

∠<∠>
>

且

若

 
 

 

立於 AC 邊上 

的偏接正方形

與立於BC 邊

上的內接正方

形 

 

 

 

 
 

或。

對邊之和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

對邊之積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

邊長

2

2

hkb
bh

fb
bf
C
C
l

++
=

+
=

∠
∠

=

。

對邊與此邊之高的和

對邊與此邊之高之積

邊長

2
2

2

1

1

bha
abh

ha
ah
A
A
n

+
=

+
=

∠
∠

=  

 
 

 

鈍 

 

角 

A 

三  

部 

角 

份 

形 
 
 
 

 

CTan
BC

ACBC

BCcb
ABACc

2
1

))((
:).(

>
−

∠<∠>
>

且

若

          
 

 

 

立於BC 邊上

的內接正方形 

 

 

1 

 

。

對邊與此邊之高的和

對邊與此邊之高之積

邊長

2
2

2

1

1

bha
abh

ha
ah
A
A
n

+
=

+
=

∠
∠

=  

 

C 

E A k (∠A 為鈍角) 

b 

f
c h2  

l 
C B 

F 

2 

a n 

h2 

A 

l h1 

b 

B 
C 

f 

E 

c 

F 

k 

a 

b 

E 

c 

f 

h2 

A 

B C 

h1 

n F 

k 



 
 

CTan
BC

ACBC

BCcb
ABACa

2
1

))((
:).(

<
−

∠=∠=
=

且

若

 

 

立於

ABAC與 邊

上的偏接 

正方形 

 

2 

 

。

對邊之和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或

對邊之積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或

或邊長

2

2

)(
)(

)(

hkb
bh

fb
bf

BC
BC

ml

++
=

+
=

∠∠
∠∠

=

 

 

 
 
 

CTan
BC

ACBC

BCcb
ABACb

2
1

))((
:).(

=
−

∠=∠=
=

且

若

 

 
 

 

立於

ABAC與 邊

上的偏接 

正方形與立

於BC 邊上的

內接正方形 

 

 

 

 
 

或。

對邊之和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或

對邊之積所成直角三角形鄰邊與或

或邊長

2

2

)(
)(

)(

hkb
bh

fb
bf

BC
BC

ml

++
=

+
=

∠∠
∠∠

=

。

對邊與此邊之高的和

對邊與此邊之高之積

邊長

2
2

1

1

bha
abh

ha
ah
A
A
n

+
=

+
=

∠
∠

=  

 
 

 

鈍 

 

角 

B 

三  

部 

角 

份 

形 
 
 

 

CTan
BC

ACBC

BCcb
ABACc

2
1

))((
:).(

>
−

∠<∠>
>

且

若

 

          

 

 

立於BC 邊上

的內接正方

形 

 

 

1

 

。

對邊與此邊之高的和

對邊與此邊之高之積

邊長

2
2

1

1

bha
abh

ha
ah
A
A
n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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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 

b 

f 

E 

c 

∠CAB = 97.22°

OB = 2.29厘米
AF = 2.02厘米

O
A

CB

F

k 

h2 

(∠A 為鈍角) 

a n 

h1 

E 

∠BAC = 101.68°
OB = 2.15厘米
AL = 2.15厘米

O A

B C

L

m l 
b 

f c 

k 

h2 
3 

a 

b 

E 

c 

h2 
A 

B C 

h1 

n 

k 

 
 
 



[第二部份]：特殊四邊形 
四邊形 

類型 

條 

件 

最大正方形 

種類 

個 

數 

邊 

長 

圖 

狀 

正方形 四邊等長 正方形本身 1 正方形邊長邊長 =l  

C

D

B

A

 

長方形 長邊與寬邊 
以短邊作出之 

內接正方形 
∞ 長方形短邊長邊長 =l  

FH

EG

C

A

B

D

 

 

菱 

 

 

)(a 較小內角

°<∠ 45BAD  
內接正方形 1 l邊長 =

菱形對角線之和

菱形對角線之積
 

∠BAD = 38.80°
EHGF的面積 = 19.21049 厘米2
BIDJ的面積 = 17.56269 厘米2

G

F

H

E

JI

D

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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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較小內角

°=∠ 45BAD  

內接正方形或 

對接正方形 
2 

l邊長 ＝

2

2
45

2
452 菱形邊長×

°
×

°
× CosSin

 

＝
菱形對角線之和

菱形對角線之積
 

∠BAD = 45.00000°
BJDI的面積 = 24.29170 厘米2
EFGH的面積 = 24.29170 厘米2

H

E

G

F

IJ

D

B

A C

 

 

 

 

形 

)(c 較小內角

°>∠ 45BAD  
對接正方形 1 

l邊長 ＝

2

2
45

2
452 菱形邊長×

°
×

°
× CosSin

 

 

∠BAD = 52.55°
EHGF的面積 = 30.93508 厘米2
BIDJ的面積 = 34.51074 厘米2

G

F

H

E

JI

D

A C

B

 

平 

 

行 

 

)(a 若長邊 BC 大

於短邊 AB ，且短

對角線 BD 與長邊

高 BE 恰形成一等

腰直角 )(FBEDΔ  

內接正方形 1 l邊長 =平行四邊形長邊上之高 

C

O

GB

D(F)EA

 

 23



)(b 若長邊 BC 大

於短邊 AB ，且短

對角線 BD 與長邊

高 BE 所形成的直

角 BEDΔ 中, 

BEDE >  

內接正方形 ∞ l邊長 =平行四邊形長邊上之高 

E'

B'

F'

G'

O'O

CGB

FE DA

 

四 

 

邊 

 

形 )(c 若長邊 BC 大

於短邊 AB ，且短

對角線 BD 與長邊

高 BE 所形成的直

角 BEDΔ 中, 

BEDE <  

對接正方形 1 l邊長 = )
2
2(

2
2 BD短對角線長  

G1

E1

O

CB

E
A

D(F1)

 

梯 

 

 

 

 

Ａ 

部 

分 
： 

兩底角

為一銳

角一鈍

角，延

長腰邊

形成鈍

角三角

(1)若  cb >
(i)梯形高 立於

邊上之偏接正方

形邊長(

≤
b

AC ) 

梯形高所作之 

內接正方形 
∞ l邊長 =梯形 邊上之高 b

b

a
c ST

R

B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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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若  cb >
(ii)梯形高 立

於b 邊上之偏接正

方形邊長(

>

AC ) 

立於 邊上之 b
偏接正方形 

1 

2

2

hkb
bh

fb
bf

C
C

l

++
=

+
=

Δ∠
Δ∠

=

鄰邊與對邊之和所成直角

鄰邊與對邊之積所成直角

邊長

 

b

a

l

c
P

ST

R

F
B

CA

Q

 

(2)若 cb =  
(i)梯形高 立於

邊上之偏接正方

形邊長(

≤
b

AC ) 

梯形高所作之 

內接正方形 
∞ l邊長 =梯形 邊上之高 b

b

a
c
P Q

S

R

T

CA
 

 

 

 

形 

形且

C

Tan
a

∠

<

2
1

 ba −  

 

(2)若 cb =  
(ii)梯形高 立

於b 邊上之偏接正

方形邊長(

>

AC ) 

立於 邊上之偏接

正方形與立於 邊

上之偏接正方形 

b
c 2 

2

2

)(
)(

)(

hkb
bh

fb
bf

BC
BC

ml

++
=

+
=

Δ∠∠
Δ∠∠

=

鄰邊與對邊之和所成直角

鄰邊與對邊之積所成直角

或邊長

 

b

a
c

CB = 8.11厘米

∠ACB = 41.28°

AB = 5.40厘米

CA = 5.40厘米

NORA的面積 = 6.37 厘米2

UAYV的面積 = 6.37 厘米2

ST

U

V
Y
P

B

R CA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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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若  cb <
(i)梯形高 立於

邊上之偏接正方

形邊長(

≤
b

AC ) 

梯形高所作之 

內接正方形 
∞ l邊長 =梯形 邊上之高 b

a

b

c

SR = 2.53厘米

DE = 2.88厘米

HQ = 2.69厘米

BA = 5.54厘米

CA = 5.40厘米

H

T

R

P
K

G E

Y

U

D
S

CA

B

QF

 

(3)若  cb <
(ii)c 邊偏接正方

形之臨界距離

DE ≤梯形高 

立於 邊上之 c
偏接正方形 

1 
l邊長 ＝梯形 邊上之臨界距離 c

YAGCosAYYAGSinAYDE ∠×+∠×=

 

b

ac

A|U|Q(V)|Y的面積 = 6.39 厘米2

ARST的面積 = 6.37 厘米2

BA = 5.54厘米

BC = 8.31厘米

CA = 5.40厘米

∠ACB = 41.28°
Y

U

Q(V)P
S

R

T

A C

B

 

Ｂ 

部 

分 
： 

兩底角

為一銳

角一鈍

角，延

長腰邊

(1)若  cb >
(i)梯形高 立於

邊上之偏接正方

形邊長(

≤
b

AC ) 

梯形高所作之 

內接正方形 
∞ l邊長 =梯形 邊上之高 b

b

a
c
P Q

S

R

T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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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若  cb >
(ii)梯形高 立

於b 邊上之偏接正

方形邊長(

>

AC ) 

立於 邊上之 b
偏接正方形 

1 

2

2

hkb
bh

fb
bf

C
C

l

++
=

+
=

Δ∠
Δ∠

=

鄰邊與對邊之和所成直角

鄰邊與對邊之積所成直角

邊長

 

b

a
lc

m

CB = 8.11厘米

∠ACB = 41.28°

AB = 5.40厘米

CA = 5.40厘米

NORA的面積 = 6.37 厘米2

UAYV的面積 = 6.37 厘米2

ST

U

V
Y
P

B

R CA

Q

 

(2)若 cb = ，利用臨

界值法 

(i)梯形高 立於

邊上之偏接正方

形邊長(

≤
b

AC ) 

梯形高所作之 

內接正方形 
∞ l邊長 =梯形 邊上之高 b

h3

h2 h1

 

(2)若 cb = ，利用臨

界值法 

(ii)立於 上之

偏接正方形邊長

梯形高<  

b
≤

1h

立於 邊上之 b
偏接正方形 1 

2

2

hkb
bh

fb
bf

C
C

l

++
=

+
=

Δ∠
Δ∠

=

鄰邊與對邊之和所成直角

鄰邊與對邊之積所成直角

邊長

 
 

(2)若 cb = ，利用臨

界值法 

(iii) 梯形高≤1h

2h<  

立於 邊上之偏接

正方形與立於 c邊
上之偏接正方形 

b
2 

l邊長 ＝梯形 邊上之臨界距離 b
＝梯形 邊上之臨界距離 c

 

形成鈍

角三角

形且

C

Tan

a
ba

∠

=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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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若 cb = ，利用臨

界值法 

(iv) 梯形高 ≤2h

l邊長

b
c

立於 上之偏接正

方形與立於 c上之

偏接正方形與立於

b
3 

＝梯形 邊上之臨界距離 a
＝梯形 邊上之臨界距離 

＝梯形 邊上之臨界距離 

 



a 上之偏接正方形

(1)若  cb >
(i)梯形高 立於

邊上之偏接正方

形邊長(

≤
b

AC ) 

梯形高所作之 

內接正方形 
∞ l邊長 =梯形 邊上之高 b 同Ａ部分，故省略 

(1)若  cb >
(ii)梯形高 立

於b 邊上之偏接正

方形邊長(

>

AC ) 

立於 邊上之 b
偏接正方形 

1 

2

2

hkb
bh

fb
bf

C
C

l

++
=

+
=

Δ∠
Δ∠

=

鄰邊與對邊之和所成直角

鄰邊與對邊之積所成直角

邊長

 
同Ａ部分，故省略 

(2)若 cb =  
(i)梯形高 立於

邊上之偏接正方

形邊長(

≤
b

AC ) 

梯形高所作之 

內接正方形 
∞ l邊長 =梯形 邊上之高 b 同Ａ部分，故省略 

(2)若 cb =  
(ii)梯形高 立

於b 邊上之偏接正

方形邊長(

>

AC ) 

立於 邊上之偏接

正方形與立於 邊

上之偏接正方形 

b
c 2 

2

2

)(
)(

)(

hkb
bh

fb
bf

BC
BC

ml

++
=

+
=

Δ∠∠
Δ∠∠

=

鄰邊與對邊之和所成直角

鄰邊與對邊之積所成直角

或邊長

 

同Ａ部分，故省略 

(3)若  cb <
(i)梯形高 立於

邊上之偏接正方

形邊長(

≤
b

AC ) 

梯形高所作之 

內接正方形 
∞ l邊長 =梯形 邊上之高 b 同Ａ部分，故省略 

Ｃ 

部 

分 
： 

兩底角

為一銳

角一鈍

角，延

長腰邊

形成鈍

角三角

形且

C

Tan

a
ba

∠

>
−

2
1

  

 

(3)若  cb <
(ii)c 邊偏接正方

形之臨界距離

DE ≤梯形高 

立於 邊上之 c
偏接正方形 

1 
l邊長 ＝梯形 邊上之臨界距離 c

YAGCosAYYAGSinAYDE ∠×+∠×=
 

同Ａ部分，故省略 

 
Ｄ 

部 (1)以

 28

r 為梯形下底 

≤(i)梯形高 立於
梯形高所作之 

內接正方形 
∞

  



r 邊上之內接正方

形邊長( AC ) 

(1)以 r 為梯形下

底 

(ii)梯形高 立

於

≥
r 邊上之內接正

方形邊長( AC ) 

立於 r 邊上之 

內接正方形 
1   

(2)以 為梯形下

底，使用臨界值法 

≤

q

(i)梯形高 立於

邊上之內接正方

形邊長(

q
AC ) 

立於 邊梯形高 q
之內接正方形 

∞   

(2)以 為梯形下

底，使用臨界值法 

q

(ii)立於 r 上之內

接正方形邊長<梯
形高< AG  

立於 邊之 q
內接正方形 

1   

(2)以 為梯形下

底，使用臨界值法 

q

(iii) AG <梯形

高 

立於 p 邊之 

內接正方形 
1   

(3)以 p 為梯形下

底，使用臨界值法 

≤(i)梯形高 立於

p 邊上之內接正方

形邊長( AC ) 

梯形高所作之 

內接正方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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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兩底角

為兩銳

角，延

長腰邊

形成銳

角三角

形且

r
q
p
>
>

 

(3)以 為梯形下

底，使用臨界值法 

p

(ii) ''11 EDEB >  

a( )立於 p 上之內

立於 p 邊之 

內接正方形 
1 

  



接正方形邊長 梯

形高

≤

< '' ED  

(3)以 p 為梯形下

底，使用臨界值法 

(ii) ''11 EDEB >  

( )b '' ED ≤梯形高 

立於 r 邊之 

內接正方形 
1   

(3)以 p 為梯形下

底，使用臨界值法 

(iii) ''11 EDEB <  

a( )立於 p 邊上之

內接正方形邊長

( AC )≤梯形高  <
'' ED  

立於 p 邊之 

內接正方形 
1   

(3)以 為梯形下

底，使用臨界值法 

p

(iii) ''11 EDEB <  

( )b 11EB ≤梯形高

< '' ED  

立於 邊之 q
內接正方形 

1   

(3)以 p 為梯形下

底，使用臨界值法 

(iii) ''11 EDEB <  

( )b '' ED ≤梯形高 

立於 r 邊之 

內接正方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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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409 

1. 態度積極認真，三位同學顯然花很多心力在此研究，值得嘉

獎。 

2. 以基礎方法獲得許多不錯的結果，但在報告時未能突顯最精彩

的部份，使作品顯平淡，創意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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