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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主分土地─將正方形切割為四個全等的圖形之方法 

 

摘要 

 

要將正方形切割成四個全等圖形，一般最直接的方式為「全是橫向切割」，或「全為縱向

切割」，或「中間十字形的切割」，如： 。 

本研究以小學三、四年級所學「面積」概念為基礎，再積極找出將正方形切割為四個全

等圖形的其他切割方法，進而求出規律。 

首先，我們用「切半法」將原正方形分為左右兩半，將左半邊分割成全等的二個圖形後，

再複製到右半邊，如此可得到四個等分且全等的圖形。 

其次，我們發現「回字形分割法」，由中心向外切割成數層，做排列組合，扣除同構的圖

形後，和「切半法」做比對，再扣除相同圖形，可得窮盡的結果。 

此外，我們更簡化出「火車法」，找出部分規律，可推算將邊長為 n單位的正方形做四等

份切割的方法數。 

 

壹、研究動機 

 

某一次，同學帶了一道坊間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的試題來問老師，老師將這道題目用故事

口吻改編，公布如下，並徵求同學們的答案：「有位大地主請三個兒子來，要將一塊邊長為 6

公里的正方形土地，平均分為四個全等的區塊，若誰能想得出最多種分割方法來，將可得到

其中的二份土地，其餘二人則各得一份。你能幫他們找出幾種方法呢？」 

剛開始，老師先解釋「全等」的意思，要同學在正方形中切割出四個一模一樣的圖形，

大家找出的圖形不外是  、  或 ，後來，漸漸有了

比較複雜的切割方式，如： 、 、或  ……等。很明顯

的，如果用不規則方式來切割，必定還有許多待求的方法。 

這時，我們不禁思索：到底全部的答案有幾種？能不能找出所有的切割方法呢？ 

隨著同學們一個一個新方法的出現，老師也覺得很有意思，索性印給每個人幾張不同邊

長（2×2、4×4、6×6…）的正方形方格紙，讓大家嘗試去畫，看能不能從已經找出的圖形裡，

發現一些蛛絲馬跡，並從中歸納出可以依循的規則來。 

摸索一段長時間後，大家發現可以將正方形先分成兩半，先做半個正方形的二等份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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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複製成二份，即可得到四等份切割圖如： ；而有些同學則不停的從中心點出發，

進而找出更多不規則、但形狀一模一樣的四等份圖形，如： 、 ……。 

由於大家興致高昂，於是我們決定本著三、四年級所學的面積概念，著手做進一步的延

伸探討，希望能發現規律性，繼而窮盡所有的切割方法。 

 

貳、研究目的 

 

一、由不同邊長的正方形，探討將其全等四等分切割的方法。 

二、探討 2×2、4×4、6×6、8×8正方形在研究目的一所得之切割方法下，各種切割法的方法數。 

三、推算出將 n×n正方形全等四等分切割的方法數。 

 

參、 研究工具 

 

透明膠片、博士膜、尺、美工刀、點對稱習單、立體方塊。 

 

肆、名詞解釋及研究限制 

 

一、解釋 

（一）同構 

切割的區塊，經旋轉、翻轉後，所得到的圖形若相同，在本實驗稱之為同構。 

（二）線對稱 

將一個圖形沿一條直線摺疊，直線兩旁的部分都能夠互相重合，這種對稱方

式稱為線對稱。 

（三）點對稱 

若一個圖形可以找到一點 P，滿足對此圖形上的任意點 A 都存在著圖形上的

另一點 B，使 P 點介於 A、B 兩點之間，且  ̅̅ ̅̅    ̅̅ ̅̅ ，這種圖形稱為以 P 為中心

的點對稱圖形。 

（四）全等 

若兩個幾何圖形的形狀、大小完全相同，則稱這兩個圖形是全等的圖形。 

（五）方法數 

本實驗所言方法數，指的是將組合後的區塊圖形數，再扣掉同構圖數量而言，

不會重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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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制 

本研究在切割時，基本單位必須是正方形方格，不作對角線或斜線切割；且因為要

做四等份切割的關係，本實驗的正方形邊長必需為偶數。 

 

伍、實驗過程 

 

剛開始，我們提出了「先將正方形切成兩半來看」的想法。只要能在正方形的其中一半，

找出二個全等的圖形，再複製到另一半，就可以得到四個全等圖形了！另外，我們也從許多

草圖發現，有些同學直接從 6×6正方形最中心那一點出發，以十字形做區隔，大至可分成上、

下、左、右四個區域，同樣也找出了許多四等份的圖形來。 

 

我們先簡化從 2×2的正方形開始，依序擴大，並分別基於這兩種方法加以延伸探討。 

 

一、 探討將 2×2的正方形做全等四等分切割的規律性 

（一）試驗一：將 2×2正方形先切半再二等分，所得結果只有 1種方法─是 ；複製後

成 。 

（二）試驗二：從中心點切割，僅有 1種情形，如圖： 。 

發現：試驗一和試驗二均屬於同一種方法。故將邊長 2×2正方形做四等份切割，只有

1種方法。 

 

二、 探討將 4×4的正方形做全等四等分切割的規律性 

（一）試驗一：將 4×4正方形切半再二等分，在此我們命名為「切半二等分法」。找出

的方法共 3種： 、 和 ；複製成 、 和 。 

（二）試驗二：從中心點向外切割。在此我們稱之為「回字形四分法」。為了操作上的

方便，我們還製作了內、外層所有區塊排列方式的透明膠片。外層 3 格位置的排

列，可以有如下五種情形（其中圖ㄈ和ㄉ是不連續的方格，其產生方式請參考附

錄一）： 

外層：

ㄅ1 ㄅ2

ㄅ4 ㄅ3   

ㄆ1 ㄆ2

ㄆ4 ㄆ3  

ㄇ1 ㄇ2

 

ㄇ4 ㄇ3  

ㄈ1 ㄈ2

 ㄈ4 ㄈ3  

ㄉ2

ㄉ1

ㄉ3

ㄉ4  

再利用 2×2正方形的 4等份圖 置於中間空白處，加以旋轉、組合，且以

左上方文字命名，所得結果如下，有 5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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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ㄅ 1甲     2.ㄅ 1丁 

ㄅ1 ㄅ2

ㄅ4 ㄅ3與內層

甲 乙

丁 丙

組合結果有

ㄅ1 ㄅ2

甲 乙

丁 丙

ㄅ4 ㄅ3、 

ㄅ1 ㄅ2

丁 甲

丙 乙

ㄅ4 ㄅ3  

 

3.ㄆ 1甲 

ㄆ1 ㄆ2

ㄆ4 ㄆ3與內層

甲 乙

丁 丙

組合結果有

ㄆ1 ㄆ2

甲 乙

丁 丙

ㄆ4 ㄆ3 

4.ㄇ 1甲    5.ㄇ 1乙 

ㄇ1 ㄇ2

 

ㄇ4 ㄇ3與內層

甲 乙

丁 丙

組合結果有

ㄇ1 ㄇ2

甲 乙

丁 丙

ㄇ4 ㄇ3、

ㄇ1 ㄇ2

乙 丙

甲 丁

ㄇ4 ㄇ3 

圖ㄈ和ㄉ與內層組合後產生中斷，無法搭配成立，由此也可知：最外層方格

要連續。 

然而經比對可知其中產生「同構」的區塊圖有 2種：圖ㄅ 1甲和圖ㄇ 1 甲；圖

ㄅ 1丁和圖ㄇ 1 乙。所以扣除相同的區塊圖，最後要將 2×2正方形以「回字形四分

法」切割，所得圖形共有 5-2＝3種： 

ㄅ1 ㄅ2

甲 乙

丁 丙

ㄅ4 ㄅ3、 

ㄅ1 ㄅ2

丁 甲

丙 乙

ㄅ4 ㄅ3、和

ㄆ1 ㄆ2

甲 乙

丁 丙

ㄆ4 ㄆ3。 

 

發現：將 2×2正方形用「切半二等分法」所得的 3個圖，與用「回字形四分法」所得

的 3個圖相加，再扣除「口」字形和「L」形 2種同構圖，可知將 4×4正方形做

全等四等份切割，最後共有 3+3-2＝4種方法，如下圖： 

ㄅ 1甲        ㄅ 1丁        ㄆ 1 甲 

、

ㄅ1 ㄅ2

甲 乙

丁 丙

ㄅ4 ㄅ3、 

ㄅ1 ㄅ2

丁 甲

丙 乙

ㄅ4 ㄅ3、和

ㄆ1 ㄆ2

甲 乙

丁 丙

ㄆ4 ㄆ3。 

（三）試驗三：我們發現也可以利用 2×2正方形的 4等份圖 ，置於 4×4正方形中間，

而外層會有 3 格像火車一樣以順時針方向沿外層移動，並與內層四等分那 1格接

觸，形成完整切割圖，在此稱之「火車法」。為求簡單明瞭，我們只取其中一等

份的切割圖示（圖中黃色方格），如此也可以得到 3種切割圖： 

甲

   

甲

  

甲

   

註：「火車法」外層那 3格要連續。 

 

三、 探討將 6×6的正方形做全等四等分切割的規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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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試驗一～1：用「切半法」將 6×6正方形做切半二等分。除了最簡單的分割法

外，我們找了初始瞎子摸象時的草圖做比對，發現 跟 很像。 是從

圖 經箭頭方向互相交換一個方格得來；而 也是由圖 依箭頭方向

互相交換一個方格得來。  由 繼續依箭頭再交換一格，也可做成全等圖

。然而 依箭頭可做成 ， 依箭頭卻不能做成 ，因

為產生中斷不連貫的圖形，不能稱為同一區塊。 

（二）媒介觀念的建立：老師得知這些結果後，沈思了一下，告訴我們，這很像「點對稱」

的對應。由於老師認為我們是學校資優方案班的學生，應可以試著理解，便切入「點

對稱」的概念當我們進一步演繹的媒介。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從任一點 A，通過對稱

中心 P，找到對稱點 A’，使  ̅̅ ̅̅    ′̅̅ ̅̅ ̅。觀念建立過程的習單如下：                                   

 

                                    

 

（三）試驗一～2：果然，利用「點對稱」的方法，只要將半個正方形上面的方格，以圖

上的藍色點作為對稱中心，每次一至數格做規律性交換位置，又可以做出一組點對

稱全等圖，而且從已找出的全等圖再繼續用點對稱的方式交換方格，只要圖形不產

生中斷，還可以做出更多全等圖來。這真是個迷人的收穫！ 

 

方法： 

用「切半法」將 6×3方格做二等份切割的規律如下： 

1.先做出正方形一半 6×3的上、下二等份切割圖，並在其第一欄和第三欄方格加入

編號 a,b,c,a’,b’,c’(如圖 1)，圖的中心即為「對稱中心」。 

A 
B 

B’ 

C 

A’ 
C’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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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圖 1之方格 a和方格 a’互調形成圖 2，由圖 1之方格 a,b和方格 a’,b’互

調形成圖 3，由圖 1的方格 a,b,c和方格 a’,b’,c’互調形成圖 4。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c'

b'

a'

a

b

c         

a

a'

         

b

a

a'

b'

         

c

b

a

a'

b'

c'         

3. 將圖 2、圖 3、圖 4的第 2欄均加入編號 1,2,3,及 1’,2’,3’， 

                     圖 2           圖 3           圖 4 

3'

2'

1'

1

2

3          

3'

2'

1'

1

2

3          

3'

2'

1'

1

2

3  

圖 2規律做變換得圖 2~1、2~2，圖 3規律做變換得圖 3~1、3~2、3~3， 

圖 4規律做變換得圖 4~1、4~2、4~3，        

圖 2~1          圖 3~1         圖 4~1 

(1,1'互換)      (1,1'互換)     (1,1'互換) 

        

1

1'

         

1

1'

         

1

1'

  
                               圖 2~2          圖 3~2          圖 4~2 

   (12, 1'2’互換)      (2,2'互換)     (2,2'互換)  

2

1

1'

2'

          

2

2'

         

2

2'

 

圖 3~3          圖 4~3 

(12,1'2’互換) (12,1'2’互換)   

                 

2

1

1'

2'

         

2

1

1'

2'

 

4.將「點對稱」後所得以上這 12個切割法複製，可以得到 6×6正方形以「切半二

等分法」求得的 12種切割圖。列於下表一： 

表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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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圖3  圖4            

  2~1   3~1  4~1 

 

        2~2   3~2  4~2 

 

圖一  3~3  4~3 

   

 

      （四）試驗二：用「回字形四分法」做 6×6的正方形的全等四等分切割。由 4×4的四等份切

割所得到的靈感，我們在做 6×6正方形的四等份切割時，也將它分為內層（1格）、

中層（3格）、外層（5格）來分別考慮（6×6正方形各層的四分之一）。且此 9格須

互相連接才能形成完整切割圖；同時由 4×4正方形的切割發現，最外層的方格必須連

續不中斷，才能產生所需的切割圖。 

由於加上了外層連接的關係，可知中層即使有中斷，也可以與內、外層連接，

因此中層便多了ㄈ、ㄉ這兩種組合。我們將外層 5格的位置加以排列，可以有如下 A、

B、C三種組合方式。為求操作簡單明瞭，先各取其中 1等份視之（圖中黃色方格）。 

以下列出外、中、內層所有可能的情形，並命名在左上角：  

 

 



 8 

外層：

A

 

B

 

C

 

中層：

ㄅ

   

ㄆ

  

ㄇ

  

ㄈ

  

ㄉ

 

 內層：

甲 乙

丁 丙

  

接著，經由各層組合、旋轉，一一找出所有的組合，結果可得到以「回字形

法」切割 6×6正方形有 30種四等分圖形，再以各層左上角名稱命名，如表二。 

表二 

1.A1ㄅ 1 甲        2.A1ㄅ 1丁      3. A1ㄅ 4丁      4.A1ㄅ 4丙       5. A1ㄆ 1甲 

          

6. A1ㄆ 4丁       7. A1ㄇ 1甲     8.A1ㄇ 1乙       9. A1ㄇ 4甲      10. A1ㄇ 4丁 

            

11. B1ㄅ 1甲      12.B1ㄅ 1丁      13.B1ㄆ 1甲     14. B1ㄆ 4 丁      15 B1ㄇ 1甲          

          

16.B1ㄇ 1乙      17. B1ㄇ 4甲      18.B1ㄇ 4丁     19. C1ㄅ 1 甲     20.C1ㄅ 1丁 

       

 21. C1ㄅ 2 甲      22.C1 ㄅ 2 乙      23. C1 ㄆ 1甲     24.C1ㄇ 1甲      25.C1ㄇ 1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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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1ㄇ 4甲      27. C1 ㄇ 4 丁    28.A1 ㄈ 1丁    29.A1ㄉ 1甲      30.B1 ㄈ 1 丁    

    

A

ㄈ1

  

A

  

B

 

其中視為同構者有：編號 19和編號 24; 編號 20和編號 25;編號 21和編號 26; 

編號 22和編號 27。（切割區塊經翻轉、旋轉後為相同的圖形，我們將之視為同一

種方法）。 

故 6×6 的正方形以「回字形四分法」切割，可得 30-4＝26種方法。 

發現：在 6×6的正方形裡，「切半法」中表二的圖二，與「回字形四分法」的編號 23

圖，又為相同圖形 ;所以將 6×6的正方形做四等分切割時，總共有 12＋

26-1＝37種分方法。 

註：圖ㄈ、ㄉ雖然看似不同，事實上是翻轉的結果，組合出來的區塊，互為同構，故

圖ㄈ、ㄉ屬於同構圖。 

 

（四）試驗三～1：用「火車法」推算切割圖，可以很快算出有幾種方法；若再加上「切

半法」及內層不連續情形，再扣除同構圖，一樣可以窮盡切割法。 

 

方法： 

1. 將 4×4方格的正方形利用「回字形四分法」所得的 3種四等份圖 

、 、和 ，分別置於 6×6正方形中間；為求操作簡單

明瞭，只取其中一等分的切割圖(L圖,T圖,口圖)來操作。 

 取 L圖 ，             

 

 取 T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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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口圖              

2. 外層 5格像開火車般沿順時針方向移動，至少要有一格與內層方格接觸，即形

成完整切割圖，如下圖 a到圖 w，整理如下表三： 

表三 

  

a

   

b

   

c

 

d

    

e

   

f

   

g

 

h

   

i

  ∴由 L圖延伸出 a圖到 i圖共 9種 

  

j

   

k

   

l

 

m

    

n

   

o

   

p

 

q

    

r

  ∴由 T圖延伸出 j圖到 r圖共 9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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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u

   

v

   

w

 由口圖延伸出 s圖到 w圖共 5種 

由表三，總計從圖 a到圖 w，總共有 9+9+5＝23種方法 

 

（六）試驗三～2：再將 4×4正方形之「不連續圖形」納入： 

將

ㄈ

  

ㄉ

置於 6×6正方形中央，形成  

和 ，（ㄈ、ㄉ實為同構圖）再利用「火車法」，扣除同構圖，可得圖

x、圖 y、圖 z三種切割圖： 

 

x

   

y

   

z

 

發現：利用「火車法」，只要加上「下一層有不連續方格組合出來的方法數」，得到的

結果和「回字形四分法」一樣，共有 23+3＝26種方法。如此得到印證。 

「火車法」速算分析： 

 1. 外層 5個方格如火車般沿順時針方向移動，與內層切割圖（L圖及 T圖）接

觸的方格，就像火車與月台的關係一樣，從「火車頭」接觸到「第一個月台」

時開始數，直到「火車尾」接觸到「最後一個月台」為止，數出其總數即可

知目前切割圖的方法數。 

2. 特殊情形（1）：當內層切割圖為如下「口圖」時，「火車頭」一駛離「最後

一個月台」就會開始產生「同構圖」,故「口圖」只衍生出 5種方法。 

3. 特殊情形（2）：當內層切割圖為不連續圖時，火車必須同時連接到第一月台

和第二月台，才能形成分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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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圖               T圖              口圖             不連續圖 

2 3 4 5 6 7

1 L 8

9

  

4 5 6 7 8 9

3 T

2

1

  

3 4 5

2 口

1

  

3

2

1

  
將這四個圖納入，即可清楚理解到 26種切割圖的算法來自：9+9+5+3＝26。 

 

四、 探討 8×8的正方形做全等四等分切割的規律性 

 

至此仍不易看出數字間的關連性，於是我們又大膽的挑戰了 8×8正方形的全等四等

分法。 

（一）試驗一：用「切半法」將 8×8正方形先切半再做二等分。以「點對稱」法找出的切

半分割法如附錄二，共 218 種。 

（二）試驗二：利用「火車法」計算。先將 6×6正方形利用「火車法」所得之 26種等份

切割圖，置於 8×8正方形的正中間，配合最外層 7小格形成四等分切割圖。 

 

方法： 

1. 將 6×6方格的正方形用「火車法」所得的 a～z26種四等分圖， 置於 8×8方格

的正方形中間。為求操作簡單明瞭，只取一等分的切割圖來操作。 

2. 8×8正方形外層部分，有 8-1＝7小格 

3. 再利用「火車法」，將外層 7方格如火車般以順時針方向移動，從「火車頭」接

觸到「第一個月台」時開始數，一直數到「火車尾」接觸到「最後一個月台」

止，數出的總數即為切割方法數目。 

4.以下計算出「火車」開在 6×6正方形之 a～z 分割圖裡，共可產生多少分割圖。

並列為表四： 

表四 

13 a

12

11

10 1

9 8 7 6 5 4 3 2    

13

12

11

10 b

9

8

7

6 5 4 3 2 1    

12 13

11

10

9 c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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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0

9

8 d

7

6

5

4 3 2 1    

10 11 12 13

9

8

7 e

6

5

4

3 2 1    

9 10 11 12 13

8

7

6 f

5

4

3

2 1    

6 7 8 9 10 11 12 13

5

4

3 g

2

1

  

5 6 7 8 9 10 11 12

4 13

3

2 h

1

  

4 5 6 7 8 9 10 11

3 12

2 13

1 i

   

11 12 13

10

9 j

8

7

6

5

4 3 2 1   

10 11 12 13

9

8 k

7

6

5

4

3 2 1   

9 10 11 12 13

8

7 l

6

5

4

3

2 1  

6 7 8 9 10 11 12 13

5

4 m

3

2

1

 

5 6 7 8 9 10 11 12

4 13

3 n

2

1

  

4 5 6 7 8 9 10 11

3 12

2 o 13

1

 

3 4 5 6 7 8 9 10

2 11

1 p 12

13

 

2 3 4 5 6 7 8 9

1 10

q 11

12

13

 

1 2 3 4 5 6

7

r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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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9

8 s

7

6

5

4

3 2 1   

9 10 11 12 13

8

7 t

6

5

4

3

2 1  

6 7 8 9 10 11 12 13

5

4 u

3

2

1

 

5 6 7 8 9 11 12 13

4

3 v

2

1

  

4 5 6 7

3

2 w

1

 

13

9  

8

7 x

6

5

4

3 2 1  

9 10 11 12 13

8

7

6 y

5

4

3

2 1   

6 7 8 9 10 11 12 13

5

4

3 z

2

1

 
 

4.特殊情形：「圖 W」內層為 3×3正方形區塊，只能數到「火車頭」接觸到「最後一

個月台」止，只有 7種方法。在圖 a到圖 z這 26個分割圖中，均各有 13種分割

法，唯圖 w只有 7種分割法。所以利用「火車法」做 8×8正方形之全等四等分切

割，總共有 13 × 25 + 7 = 332 種方法。 

註： 關於 8×8正方形之「下一層」（邊長為 6那一層），其不連貫圖形方法數為

57，本實驗將在附錄中詳加探討，不在此篇幅贅述，欲知詳細情況，請參閱

附錄一。  

發現： 8×8正方形以「切半法」分割，有 218種方法；另用「火車法」分割有 332種方

法；此時需再加上「下一層有不連續方格組合出來的方法數」（在 8×8正方形時，

其方法數為 57種），再扣除「1」個同構圖（「切半法」和「火車法」總會有一個

「田」字形同構圖），即為總數。故將 8×8正方形做全等四等份切割，總方法數

為：218+332+57-1＝606種。 

五、歸納出公式─由(2×2)，(4×4)，(6×6)…各正方形，來推出「火車法」的切割方法數： 

先定義如下：𝑆n,火 ─以「火車法」操作，所得之(n×n)正方形全等四等分切割的方法數。 

𝑆n-2,火─以「火車法」操作，所得之(n-2)×（n-2)正方形全等四等分切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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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數。 

Sn,半─以「切半法」操作，所得之(n×n)正方形全等四等分切割的方法數。 

𝑆n,不─用「回字形法」組合「下一層(n-2層)有不連續方格」，組出的方法數。 

例如： 8×8正方形中，邊長為 6之內層，其不連續方格組合出來的方法

或  

𝑆n,同─用「切半二等分法」和用「火車法」所得的同構圖。由實驗知，當    

n≧6時，𝑆n,同＝1。n 為偶數 2,4,6,8,10,…… 

𝑆n ─ 將(n×n)正方形做全等四等分切割的總方法數。 

討論： 

（一）我們知道，因為操作時內層會放置(n -2) ×( n -2) 正方形的切割圖，所以𝑆n,火與(n -2)×

(n -2)正方形的切割方法數𝑆n-2,火有關。 

（二）內層(n -2)×(n -2)正方形的切割圖（就是月台）中，只有「口字形」那一個會產生同構，

我們獨立討論之：「口字形」外層會有(n -1)個方格如火車般以順時針方向移動，從「火

車頭」接觸到「第一個月台」開始數，到「最後一個月台」止，共有 (n -1) 格，此

時火車若再繼續移動只會產生同構圖形，所以其方法數為 ( n - 1）。（如表四中圖 w) 

（三）除了上述「口字形」切割圖外，剩餘內層切割區塊圖，就剩下（𝑆n-2,火– 1）個（減

掉的”1”是「口字圖」）。當外圍(n -1)個方格如火車般順時針移動時，從「火車頭」

接觸到「第一個月台」開始，數到「最後一個月台」止，共有 (n -1) 格，火車繼續

移動到「火車尾」接觸到「最後一個月台」止，又增加 [ (n -1) -1 ] 格，故每一切割

圖可產生的方法數為(n -1)+ [ (n -1) - 1 ]＝[2（n -1）- 1]種，而這些（𝑺n-2,火– 1）個

切割圖，就有[2 (n ﹣1) – 1] ×(𝑺n-2,火 – 1 )種方法。 

（四）將上述 2.3.相加，故以「火車法」求得的切割方法數為： 

𝑺n,火 =  [2 (n ﹣1) – 1] ×(𝑺n-2,火– 1 )+ ( n ﹣1 ) 

（五）而 n×n 正方形之全等四等分切割的方法數就是 

𝑺n =Sn,半+ 𝑺n,火  + 𝑺n,不﹣𝑺n,同      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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𝑺n= Sn,半+ [2 (n ﹣1) – 1] ×(𝑺n-2,火– 1 )+ ( n ﹣1 )+ 𝑺n,不﹣𝑺n,同  

其中 Sn,半 與 𝑺n,不 均需另計。 

 

陸、研究結果 

 

一、我們在嘗試的過程中，發現可先將正方形切一半，用點對稱的方式，找出其中兩個等分

區塊，再複製到正方形的另一半，於是產生了「切半二等分法」；另外，不斷的從「田」

字形的四個區塊去延伸，也發現可藉由「回字形四分法」找出另一組完全不同的切割圖

來；最後經由 2×2 正方形擴展到 4×4 正方形、6×6 正方形、再擴展為 8×8 正方形的繪

圖過程中，我們還想出以火車靠月台的「火車法」，加以邏輯式計算方法數；同時我們

還發現了當內層有不連續方格時，也能產生一些不同的切割圖，所以要將「內層有不連

續方格的組合法」所產生的方法數一起考慮，才是最後的總方法數。 

 

二、經由輾轉反覆的探討，我們可以求出 2×2、4×4、6×6、8×8等不同大小正方形，在各種切

割方法下所得的方法數，如下表： 

 

 「切半二

等分法」

方法數 

𝑺n,半 

「火車法」

方法數 

 

𝑺n,火 

「內層有不

連續方格」

的組合法 

𝑺n,不 

「切半二等分

法」和「火車法」

的同構數 

𝑺n,同 

正方形做全等四等份切

割方法的總數 

𝑺n 

2×2正方形 1 0 0 0 
𝑺2＝1 

4×4 正方形 3 3 0 2 
𝑺4＝3+3+0-2＝4 

6×6 正方形 12 23 3 1 
𝑺6＝12+23+3-1＝37 

8×8正方形 218 13×25+7

＝332 

57 1 
𝑺8＝218+332+57-1＝606 

 

三、根據觀察歸納整理，可知 n×n 正方形在「切半二等分法」、「火車法」、及「內層有不連

續方格的組合法」之下所產生的方法數，可以用遞迴方式，得到求總方法數的公式如下： 

𝑺n ＝Sn,半+ 𝑺n,火 + 𝑺n,不─𝑺n,同 

＝Sn,半+ [2 (n ﹣1) – 1] ×(𝑺n-2,火– 1 ) + ( n ﹣1 )+ 𝑺n,不─𝑺n,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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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為偶數，且 n＝2時，𝑆n,同＝0；n＝4時，𝑆n,同＝2； n≧6時, 𝑆n,同＝1 

 

柒、討論 

 

一、為什麼要從「回字法」進階到「火車法」？ 

利用「回字形四分法」和利用「火車法」所找出的方法數是一樣的，只是使利「火

車法」很容易發現同構圖，但是用「回字法」產生的同構圖多、且當邊長大時又難以發

現，故簡化為「火車法」，可避免困擾；要注意的是「內層有不連續方格」的情況，其

組合方法要納入另計。 

 

二、任一正方形用「切半二等分法」和「火車法」所產生的同構數，都一樣多嗎？又「內層

有不連續方格的組合法」的方法數，是如何產生的？ 

在 2×2正方形中，此二法的同構圖𝑆n,同＝0；在 4×4正方形中，𝑆n,同＝2；而在 6×6

正方形或更大時, 𝑆n,同＝1，n必為偶數。本實驗所考慮到「內層有不連續方格的組合法」，

其方法數將在附錄一中詳加分析說明。 

 

三、研究結果的公式之推論。 

在本研究中，「火車法」公式之推論，只適用在每一層的分割圖形均為連續方格的情

況，如果要窮盡所有的分割圖，將必須再進一步研究「內層有不連續方格的組合法」，

並將所得方法數和「切半法」方法數同時納入考慮即可。 

 

本來以為可以在網路上找到相關解法，沒想到遍尋不著，讓人直覺解題是要碰運氣的。

然而大家發揮創意的結果，竟發現解法可以有規律、而且就隱藏在每個同學試畫出來的許多

圖形中！ 

這次的實驗只是個開始，未來，我們期待能繼續探討 8×8以上的正方形在「回字形」切

割下，每一層的不連續圖形切割方法數，也想知道本實驗的方法是否也能適用在「長方形在

不同長、寬比例之下的 N等分切割方法數」，希望也能發現一些數字上的關聯性。 

 

捌、結論 

 

一、要將正方形做全等四等分切割，本研究找出的方法有：「切半二等分法」、「回字形四分法」、

「火車法」、以及「內層有不連續方格的組合法」。 

 

二、將 2×2正方形做全等四等分切割，總方法數為「1」；將 4×4正方形做全等四等分切割，

總方法數為「4」；將 6×6正方形做全等四等分切割，總方法數為「37」；將 8×8正方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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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等四等分切割，總方法數為「606」。 

 

三、要將 n×n正方形做全等四等分切割，其總方法數可用遞迴方式求得，公式如下： 

先以「火車法」求得切割方法數為： 

𝑺n,火 =  [2 (n ﹣1) – 1] ×(𝑺n-2,火– 1 )+ ( n ﹣1 ) 

再求總方法數為： 

𝑺n＝Sn,半 + 𝑺n,火 + 𝑺n,不─𝑺n,同 

其中 n為偶數，且 n＝2時，𝑆n,同＝0；n＝4時，𝑆n,同＝2； n≧6時, 𝑆n,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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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內層為不連續方格情況之探討 

 

壹、6×6 正方形的內層—4×4 正方形—是不連續情況之探討 

一、作法 

首先，四個角的方格必為四個不同顏色，需注意：內層每一顏色的方格，不可佔

用到其他顏色的相對應位置。例如下圖中，黃色若在 P1，則其相對位置 P2 就不應為黃

色；此時再設 Q1 為黃色，其相對位置 Q2 就不應為黃色；最後一個黃色就只能在 R1 的

位置上。於是圖一就形成 4×4 正方形外層的不連續圖。此架構也是往下推論的藍本。 

接著將此 4×4 不連續圖置於 6×6 正方形中央，利用「火車法」，將外層 3 格以順時

針方向沿外層移動，火車只要能與內層的月台 M、N 接觸，就可形成完整切割圖。最後

得到如下圖一-1～圖一-3 三種結果： 

 

圖一       圖一-1      圖一-2       圖一-3 

P2 R1 Q2

Q1 R2

P1      

M

N

  

M

N

  

M

N

 

 

二、其他不連續圖之討論 

在 4×4 正方形中，同一顏色所在的位置，必定是相鄰的兩邊，不可能延伸到相鄰三

邊，且必須為外層火車 5 格所連接,如下圖是不成立的。故除了圖一以外，4×4 正方形外

層已經沒有任何不連續圖了！  

 

           

貳、8×8 正方形的內層—6×6 正方形—是不連續情況之探討 

 

一、基本藍圖 

內層 6×6 正方形的最外層是 5 格，區塊雖不連續，但能與外層 8*8 區塊結合構成連

續的圖形。 

其基本不連續方格分佈的藍圖，是由如下圖二的 4 個紅格所形成，區分為 2 個獨立

區塊：3 格的月台 M 及 1 格的月台 N；另需要再尋找 2 個紅格來搭配，這 2 個紅格不能

選打 X 區域，因為打 X 區域是紅色月台 M 及 N 在其他顏色的相對應位置，所以搭配的 2

個紅格須在 a 到 h 當中尋找，使火車（橘色格子）可以同時連接Ｍ、Ｎ兩月台即可。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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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h g X X

X X X X

a f

b e

X X

X M c d X N

  

X X h g X X

X X X X

a f

b e

X X

X M c d X N

 

 

二、另外兩格可能的位置及其與內層的搭配情形 

 

（一）當這 2 個紅格落在(a,b)時，搭配內層 4×4 正方形的「L圖」、「T 圖」、「口圖」、和「不連

續圖」來操作，分別可以形成： 

1. (a,b)和「L圖」搭配，且必須與月台 M 連成一體（例如下最右邊的圖是錯的），有 2 種

方式；火車開在每一個圖形上，也都有 3 種方法；故(a,b)和「L圖」搭配，所產生的方

法數有：3×2＝6 種。 

a

b

M N

3 2 1  

a

b

M N

3 2 1   

a

b

M N

----X    

2. (a,b)和「T 圖」搭配有 2 種方式；所產生的方法數有：3×2＝6 種 

a

b

M N

3 2 1  

a

b

M N

3 2 1  

a

b

M N

----X 

3. (a,b)和「口圖」搭配，有 1 種方式；所產生的方法數有：3×1＝3 種 

a

b

M N

3 2 1   

a

b

M N

----X 

4. (a,b)和「不連續圖」搭配，有 1 種方式；所產生的方法數有：3×1＝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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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M N

3 2 1      
由以上得知，以(a,b)位置搭配內層 4×4 正方形的「L圖」、「T圖」、「口圖」、和「不

連續圖」來操作，共有：6+6+3+3＝18種方法。 

（二）當這 2 個紅格落在(a,c)時，a 和 c 為相對位置，故不成立。 

X X h g X X

X X X X

a f

b e

X X

X M cc d X N

 

（三）當這 2 個紅格落在 (a,d) 時，搭配內層操作，分別可以形成：  

1. (a,d)和「L圖」搭配，有 1 種方式；所產生的方法數有：3×1＝3 種。 

a

b

M d N

3 2 1    

a

M c d N

----X 

2. (a,d)和「T 圖」搭配，有 1 種方式；所產生的方法數有：3×1＝3 種方法 

   

a

b

M c d N

3 2 1  

a

b

M c d N

 ----X 

3. (a,d)和「口圖」搭配，我們可從下圖看出，產生的方法數有 0 種。 

a

b

M c d N

----X   

4. (a,d)和「不連續圖」搭配，所產生的方法數有 0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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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M c d N

----X    

a

b

M c d N

----X 

由以上得知，以(a,d)位置搭配內層操作，共有： 3+3+0+0＝6種方法。 

（四）當這 2 個紅格落在(b,c)時，搭配內層 4×4 正方形的「L圖」、「T圖」、「口圖」、和「不連

續圖」來操作，分別可以形成： 

1. (b,c)和「L圖」搭配，有 2 種方式；所產生的方法數有：3×2＝6 種。 

a

b

M c N

3 2 1   

a

b

M c N

3 2 1  

b

M c N

----Ｘ 

2. (b,c)和「T 圖」搭配，有 2 種方式；所產生的方法數有：3×2＝6 種。 

a

b

M c N

3 2 1  

a

b

M c N

3 2 1  

b

M c N

----Ｘ 

3. (b,c)和「口圖」搭配，只有 1 種方式；所產生的方法數有：3×1＝3 種。 

a

b

M c N

3 2 1    

4. (b,c)和「不連續圖」搭配，均不成立；所產生的方法數為 0。 

a

b

M c N

----Ｘ 

b

M c N

----Ｘ 

b

M c N

----Ｘ 

由以上得知，以(b,c)位置搭配內層操作，共有：6+6+3+0＝15種方法。 

（五）當這 2 個紅格落在(b,d) 時，我們可看出 b 為 d 的相對位置，故分割圖也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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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h g X X

X X X X

a f

b e

X X

X M c dd X N

----Ｘ 

（六）當這 2 個紅格落在(c,d)時，搭配內層操作，分別可以形成： 

1. (c,d)和「L圖」搭配，有 2 種方式；所產生的方法數有：3×2＝6 種。 

a

b

M c d N

3 2 1   

a

M c d N

3 2 1  

2. (c,d)和「T 圖」搭配，有 2 種方式；所產生的方法數有：3×2＝6 種。 

a

b

M c d N

3 2 1  

a

b

M c d N

3 2 1   

3. (c,d)和「口圖」搭配，只有 1 種方式；所產生的方法數有：3×1＝3 種。 

a

b

M c d N

3 2 1    

4. (c,d)和「不連續圖」搭配，只有 1 種方式；所產生的方法數有：3×1＝3 種。。 

  

a

b

M c d N

3 2 1  

由以上得知，以(c,d)位置搭配內層操作，共有：6+6+3+3＝18種方法。 

 

綜合(一)～(六)， 8×8 正方形的內層—6×6 正方形—是不連續的情況，共有

18+6+15+18=57 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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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8×8正方形的「切半法」點對稱切割圖 

 

一、作法─將 8×8正方形先切半，以 4×8正方形做點對稱，找切割圖 
1. 先做 4×8 圖的基本二等分圖 A，並標出可變動的格子代號 a,b,c,d 和 a’,b’,c’,d’  
2. 互換原則：圖 A 中 2,3 欄先不動，先將 1,4 欄以中心點為對稱點，依序互換。（即 a,a’互

換，b,b’互換，c,c’互換，d,d’互換） 
3. 圖Ａ中 a 與 a’互換形成圖 B 。 
4. 圖 B 中 b 與 b’互換形成圖 C；圖 C 中 c 與 c’互換形成圖 D；圖 D 中 d 與 d’互換形成圖 E 

A d'

c'

b'

a'

a

b

c

d    

B

a

a'

   

C

b

a

a'

b'

     

D

c

b

a

a'

b'

c'

  

E d

c

b

a

a'

b'

c'

d'   

5. 以圖Ａ、Ｂ、Ｃ、Ｄ、E 為藍圖，開始做欄與欄間的點對稱。 
6. 圖 A 中 2、3 欄標上座標代號 1,2,3,4,5,6,7,8，1’,2’,3’,4’,5’,6’,7’,8’ (如下圖) 
7. 圖 A 中 1、4 欄不動，2、3 欄以中心點為對稱，依序互換（即 1,1’互換，2,2’互換，3,3’

互換，餘此類推）。可得以下Ａ～Ａ1237 共 9 個的點對稱圖形。並以互換的欄位為編號。 
A 8' 4'

7' 3'

6' 2'

5' 1'

1 5

2 6

3 7

4 8

A1

1

1'

A12

2

1

1'

2'

A123

3

2

1

1'

2'

3'

A126

6 2

1

1'

2' 6'

A1236

3

6 2

1

1'

2' 6'

3'

A1267

7

6 2

1

1'

2' 6'

7'

A12367

7 3

6 2

1

1'

2' 6'

3' 7'

A1237

7 3

2

1

1'

2'

3' 7'

 
8. 依此類推，可得圖 B 中Ｂ～Ｂ3567 共 24 個的點對稱圖形。 

B 8' 4'

7' 3'

6' 2'

5' 1'

1 5

2 6

3 7

4 8

B1

1

1'

B12

2

1

1'

2'

B123

3

2

1

1'

2'

3'

B5

5

5'

B56

6

5

5'

6'

B567

7

6

5

5'

6'

7'

B15

5 1

1' 5'

B156

6

5 1

1' 5'

6

B1567

7

6

5 1

1' 5'

6'

7'

B125

2

5 1

1' 5'

2'

B1256

6 2

5 1

1' 5'

2' 6'

B12567

7

6 2

5 1

1' 5'

2' 6'

7'

B126

6 2

1

1'

2' 6'

B1267

7

6 2

1

1'

2' 6'

7'

B1235

3

2

5 1

1' 5'

2'

3'

B12356

3

6 2

5 1

1' 5'

2' 6'

3'

B12357

7 3

2

5 1

1' 5'

2'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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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3567

7 3

6 2

5 1

1' 5'

2' 6'

3' 7'

B1236

3

6 2

1

1'

2' 6'

3'

B12367

7 3

6 2

1

1'

2' 6'

3' 7'

B1237

7 3

2

1

1'

2'

3' 7'

B13567

7 3

6

5 1

1' 5'

6'

3' 7'

B3567

7 3

6

5

5'

6'

3' 7'

 
9. 圖 C 中Ｃ～Ｃ23567 共 32 個的點對稱圖形。 
C 8' 4'

7' 3'

6' 2'

5' 1'

1 5

2 6

3 7

4 8

C1

1

1'

C12

2

1

1'

2'

C123

3

2

1

1'

2'

3'

C2

2

2'

C23

3

2

2'

3'

C5

5

5'

C56

6

5

5'

6'

C567

7

6

5

5'

6'

7'

C156

6

5 1

1' 5'

6'

C1567

7

6

5 1

1' 5'

6'

7'

C125

2

5 1

1' 5'

2'

C1256

6 2

5 1

1' 5'

2' 6'

C12567

7

6 2

5 1

1' 5'

2' 6'

7'

C126

6 2

1

1'

2' 6'

C1267

7

6 2

1

1'

2' 6'

7'

C1235

3

2

5 1

1' 5'

2'

3'

C12356

3

6 2

5 1

1' 5'

2' 6'

3'

C12357

7 3

2

5 1

1' 5'

2'

3' 7'

C123567

7 3

6 2

5 1

1' 5'

2' 6'

3' 7'

C1236

3

6 2

1

1'

2' 6'

3'

C12367

7 3

6 2

1

1'

2' 6'

3' 7'

C1237

7 3

2

1

1'

2'

3' 7'

C256

6 2

5

5'

2' 6'

C2567

7

6 2

5

5'

2' 6'

7'

C26

6 2

2' 6'

C267

7

6 2

2' 6'

7'

C2356

3

6 2

5

5'

2' 6'

3'

C236

3

6 2

2' 6'

3'

C237

7 3

2

2'

3' 7'

C2367

7 3

6 2

2' 6'

3' 7'

C23567

7 3

6 2

5

5'

2' 6'

3' 7'

 
10. 圖 D 中 D～D3567 共 42 個的點對稱圖形。 
D 8' 4'

7' 3'

6' 2'

5' 1'

1 5

2 6

3 7

4 8

D1

1

1'

D12

2

1

1'

2'

D13

3

1

1'

3'

D123

3

2

1

1'

2'

3'

D2

2

2'

D3

3

3'

D5

5

5'

 

D23

3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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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6

6

5

5'

6'

D567

7

6

5

5'

6'

7'

D156

6

5

1' 5'

6'

D1567

7

6

5 1

1' 5'

6'

7'

D125

2

5 1

1' 5'

2'

D1256

6 2

5 1

1' 5'

2' 6'

D12567

7

6 2

5 1

1' 5'

2' 6'

7'

D126

6 2

1

1'

2' 6'

 
D1267

7

6 2

1

1'

2' 6'

7'

D135

3

5 1

1' 5'

3'

D1357

7 3

5 1

1' 5'

3' 7'

D137

7 3

1

1'

3' 7'

D1235

3

2

5 1

1' 5'

2'

3'

D12356

3

6 2

5 1

1' 5'

2' 6'

3'

D12357

7 3

2

5 1

1' 5'

2'

3' 7'

D123567

7 3

6 2

5 1

1' 5'

2' 6'

3' 7'

D1236

3

6 2

1

1'

2' 6'

3'

D12367

7 3

6 2

1

1'

2' 6'

3' 7'

D1237

7 3

2

1

1'

2'

3' 7'

D256

6 2

5

5'

2' 6'

D2567

7

6 2

5

5'

2' 6'

7'

D26

6 2

2' 6'

D2356

3

6 2

5

5'

2' 6'

3'

D23567

7 3

6 2

5

5'

2' 6'

3' 7'

D267

7

6 2

2' 6'

7'

D236

3

6 2

2' 6'

3'

 

D2367

7 3

6 2

2' 6'

3' 7'

D237

7 3

2

2'

3' 7'

D35

3

5

5'

3'

D37

7 3

3' 7'

D367

7

6

6'

3' 7'

D3567

7 3

6

5

5'

6'

3' 7'

  
11.圖 E 中 E～E48 共 111 個的點對稱圖形。 
E 8' 4'

7' 3'

6' 2'

5' 1'

1 5

2 6

3 7

4 8

E1

1

1'

E12

2

1

1'

2'

E13

3

1

1'

3'

E14 4

1

1'

4'

E123

3

2

1

1'

2'

3'

E124 4

2

1

1'

2'

4'

E134 4

3

1

1'

3'

4'

E1234 4

3

2

1

1'

2'

3'

4'  
E2

2

2'

E23

3

2

2'

3'

E24 4

2

2'

4'

E234 4

3

2

2'

3'

4'

E3

3

3'

E34 4

3

3'

4'

E4 4

4'

E5

5

5'

E56

6

5

5'

6'

 

D15

5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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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67

7

6

5

5'

6'

7'

E15

5 1

1' 5'

E156

6

5 1

1' 5'

6'

E1567

7

6

5 1

1' 5'

6'

7'

E125

2

5 1

1' 5'

2'

E1256

6 2

5 1

1' 5'

2' 6'

E12567

7

6 2

5 1

1' 5'

2' 6'

7'

E126

6 2

1

1'

2' 6'

E1267

7

6 2

1

1'

2' 6'

7'

E135

3

5 1

1' 5'

3'

E1357

7 3

5 1

1' 5

3' 7

E137

7 3

1

1'

3' 7'

E145 4

5 1

1' 5'

4'

E1456 4

6

5 1

1' 5'

6'

4'

E1478 8 4

7

1

1'

7'

4' 8'

E148 8 4

1

1'

4' 8'

E1235

3

2

5 1

1' 5'

2'

3'

 
E12356

3

6 2

5 1

1' 5'

2' 6'

3'

E12357

7 3

2

5 1

1' 5'

2'

3' 7'

E123567

7 3

6 2

5 1

1' 5'

2' 6'

3' 7'

E1236

3

6 2

1

1'

2' 6'

3'

E12367

7 3

6 2

1

1'

2' 6'

3' 7'

E1237

7 3

2

1

1'

2'

3' 7'

E1245 4

2

5 1

1' 5'

2'

4'

E12456 4

6 2

5 1

1' 5'

2' 6'

4'

E12458 8 4

2

5 1

1' 5'

2'

4' 8'  
8 4

E124568

6 2

5 1

1' 5'

2' 6'

4' 8'

E1246 4

6 2

1

1'

2' 6'

4'

E12468 8 4

6 2

1

1'

2' 6'

4' 8'

E1248 8 4

2

1

1'

2'

4' 8'

E1345 4

3

5 1

5'

3'

4'

E13457 4

7 3

5 1

1' 5'

3' 7'

4'

E13458 8 4

3

5 1

1' 5'

3'

4' 8'

8 4

7 3

E134578

5 1

1' 5'

3' 7'

4' 8'

E1347 4

7 3

1

1'

3' 7'

4'  
E13478 8 4

7 3

1

1'

3' 7'

4' 8'

E1348 8 4

3

1

1'

3'

4' 8'

E12345 4

3

2

5 1

1' 5'

2'

3'

4'

E123456 4

3

6 2

5 1

1' 5'

2' 6'

3'

4'

E123457 4

7 3

2

5 1

1' 5'

2'

3' 7'

4'

8 4

E123458 3

2

5 1

1' 5'

2'

3'

4' 8'

E1234567 4

7 3

6 2

5 1

1' 5'

2' 6'

3' 7'

4'

8 4

E1234568 3

6 2

5 1

1' 5'

2' 6'

3'

4' 8'

E12346 4

3

6 2

1

1'

2' 6'

3'

4'

E123467 4

7 3

6 2

1

1'

2' 6'

3' 7'

4'

8 4

E1234,2'4' 3

6 2

1

1'

2' 6'

3'

4' 8'

8 4

7 3

6 2

E1234678 1

1'

2' 6'

3' 7'

4' 8'

E12347 4

7 3

2

1

1'

2'

3' 7'

4'

8 4

7 3

E123478 2

1

1'

2'

3' 7'

4' 8'

E256

6 2

5

5'

2' 6'

E2,567

7

6 2

5

5'

2' 6'

7'

E26

6 2

2' 6'

E267

7

6 2

2' 6'

7'

 

E1458 8 4

5 1

1' 5'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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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356

3

6 2

5

5'

2' 6'

3'

E23567

7 3

6 2

5

5'

2' 6'

3' 7'

E236

3

6 2

2' 6'

3'

E2367

7 3

6 2

2' 6'

3' 7'

E237

7 3

2

2'

3' 7'

E2456 4

6 2

5

5'

2' 6'

4'

E246 4

6 2

2' 6'

4'

E248 8 4

2

2'

4' 8'

E2468 8 4

6 2

2' 6'

4' 8'  
E23456 4

3

6 2

5

5'

2' 6'

3'

4'

E234567 4

7 3

6 2

5

5'

2' 6'

3' 7'

4'

E2346 4

3

6 2

2' 6'

3'

4'

E23467 4

7 3

6 2

2' 6'

3' 7'

4'

E23468 8 4

3

6 2

2' 6'

3'

4' 8'

8 4

7 3

6 2

E234678

2' 6'

3' 7'

4' 8'

E2347 4

7 3

2

2'

3' 7'

4'

E2378 8 4

7 3

2

2'

3' 7'

4' 8'

E2348 8 4

3

2

2'

3'

4' 8'  
E35

3

5

5'

3'

E357

7 3

5

5'

3' 7'

E3567

7 3

6

5

5'

6'

3' 7'

E37

7 3

3' 7'

E367

7 3

6

6'

3' 7'

E345 4

3

5

5'

3'

4'

E3457 4

7 3

5

5'

3' 7'

4'

E3458 8 4

3

5

5'

3'

4' 8'

8 4

7 3

E34578

5

5'

3' 7'

4' 8'  
E347 4

7 3

3' 7'

4'

E3467' 4

7 3

6

6'

3' 7'

4'

E3478 8 4

7 3

3' 7'

4' 8'

E34678 8 4

7 3

6

6'

3' 7'

4' 8'

E45 4

5

5'

4'

E456 4

6

5

5'

6'

4'

E458 8 4

5

5'

4' 8'

E4568 8 4

6

5

5'

6'

4' 8'

E4578 8 4

7

5

5'

7'

4' 8'  
E4678 8 4

7

6

6'

7'

4' 8'

E478 8 4

7

7'

4' 8'

E48 8 4

E123,1'2'3' 4' 8'  
以上共有 9+24+32+42+111＝218種方法。 



【評語】080416 

1. 分土地的問題有一定的趣味性，並且在面積越大時，問題的複

雜性也越高。 

2. 問題的處理已有一定的成熟度，但完整性仍有待進一步討論。 

3. 未來可以對面積大時，有進一步的探討或嘗試提出可行的方

法。 

 

080416-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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