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數律
國王的棋盤

單 元

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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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目標

1認識次方的記錄方法，理解 an 的意義，其中指數 n 為自然數，底數 a 為任意數。
2透過運算發現同底數相乘或相除的指數律。

3藉由計算機的操作，認識科學記號（指數為自然數）。

4 知道 10n 中的 n，其實是一種刻畫數字大小與用做比較的有效指標（即所謂的「數量
級」）。

7-n-10 能理解指數為非負整數的次方，並能運用到算式中。
7-n-11  能理解同底數的相乘或相除的指數律。
7-n-12  能用科學記號表示法表達很大的數或很小的數。

在教材中希望透過教材的呈現，讓生活經驗與數學知識相連結。藉由故事的引入，

協助學生探索數學內容。在故事中，引發學生協助國王解決紀錄的問題，因而發現次方

的意義；藉由學生熟悉的十進位的位值與位名，在個、十、百、千、萬、億及兆的位值

關係理解基礎下，進行以 10 為底數的乘法、除法運算，引導學生發現同底數的相乘或
相除的指數律；最後，透過計算機的使用，讓學生認識科學記號，並藉由前面學到的指

數律，用以比較數字大小。

本教材與以往教材設計不同處，在於我們希望整個課程是以國王的棋盤故事貫連，

因此第一節與最後一節都是在討論米粒數的計算（以 2 為底數）；課程中的活動目標透過
學生熟悉的內容，以 10 為底的正整數、生活的用語、計算過程與結果的對照，發現指
數律的記錄與方便性，而非抽象地呈現代數符號的計算或記錄。

教學過程是先讓學生自我發覺現象，再做性質的討論與說明，所以 an 的意義，會
限制在指數 n 為自然數，底數 a 為正數的範圍內。

以往部分教材會將指數律與科學記號分在不同的兩個單元，但是由於我們限制指

數 n 為自然數，有利於呈現很大的數，以科學記號表示的優點，且能讓學生藉由以 2、
10 為底數間不同的轉換來做大小的估算與比較。

對照分年細目

教材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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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說明

◎ 第一節課（P2∼5）
 藉由閱讀文章及討論來思考大臣們與國王在想什麼？讓同學發表他們的看法，以引
起動機。透過大臣們想出解決的方法，來找出有效的記錄方式。如 5 連乘 3 次，可
以表示成 53，其中 53 讀作五的三次方，5 稱為底數，右上角的 3 稱為指數，用來表
示連乘的次數。

◎ 第二節課（P6∼8）
 以實際數值例子作為學習主要的媒介，不過度強調抽象化的表徵方式。利用新聞中
的「兆」是多大，與清朝《數理精蘊》的文句「萬億為兆」來進行以 10 為底數的乘法運
算，再藉由許多生活中的案例，經由運算練習，來發現乘法指數律 am

×an
＝am＋n

、

除法指數律 am
÷an
＝am－n

。

◎ 第三節課（P9∼10）
 透過運算練習，引入另外一個跟指數有關的運算規律（am

）
n
＝am×n 。並藉由一個被

創造出來的大數，10100，古戈爾（英語：googol），及 GOOGLE 相關的小故事，以
討論這個數有多大，再利用指數有關的運算規律，進行數的計算與比較。

◎ 第四節課（P11∼15）
 透過計算機的使用，協助學生使用計算機計算次方的值。常見的計算機有簡易型與
工程型，可以兩種都讓學生試試看，使學生進而感受生活中非常大的數，以用科學

記號表示的需求性（註）。並練習將一些生活或科學中的大數字用科學記號表示。

 最後的活動連結回第一節課的故事，藉由以 2 為底數和以 10 為底數的兩種表示
法，找出一種估算的方式以解決問題。

註： 計算機運算結果的顯示，由於機件顯示器的欄位限制，業者引用科學記號，並由於
各廠牌設計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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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架構

（一）教學模組架構概述。
1 教材僅處理到指數為正整數的次方，指數為 0 或負整數則另外討論，或作為延伸學習
的內容。

2 教材介紹 ab
×ac
＝ab＋c

、ab
÷ac
＝ab－c

、（am
）

n
＝am×n  三種同底數時的指數律。

 將（a×b）m
＝am
×bm 視為延伸學習的內容，未放入此次教材中。

3 在此利用計算機來算指數為正整數的次方的值，並藉以介紹出科學記號表示法。本教

材僅用以表達很大的數，很小的數待學過指數為 0 或負整數的次方時，再進行教學即
可。

4利用 210＝1024≒1000＝103  來估算以 2 為底數次方值的大小。

（二）   課程前後安排的銜接說明，與相關之能力指標分年細
目。

1. 前置經驗
1-n-01 能認識 100 以內的數及「個位」、「十位」的位名，並進行位值單位的換算。
2-n-01 能認識 1000 以內的數及「百位」的位名，並進行位值單位換算。
2-n-03 能用＜、＝與＞表示數量大小關係，並在具體情境中認識遞移律。（同 2-a-01）
2-n-06 能理解乘法的意義，使用×、＝做橫式紀錄與直式紀錄，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2-a-03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乘法交換律。
3-n-01 能認識 10000 以內的數及「千位」的位名，並進行位值單位換算。
4-n-01  能透過位值概念，延伸整數的認識到大數（含「億」、「兆」之位名），並做位值單

位的換算。

4-n-06  能在具體情境中，對大數在指定位數取概數（含四捨五入法），並做加、減之估
算。

4-n-07 能理解分數之「整數相除」的意涵。
5-n-01 能熟練整數乘、除的直式計算。
5-n-03 能熟練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5-n-06 能用約分、擴分處理等值分數的換算。
6-a-03 能用符號表示常用的公式。
7-n-07 能熟練數的運算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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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銜接概念
7-n-12 能用科學記號表示法表達很大的數或很小的數。
7-n-02  能理解因數、質因數、倍數、公因數、公倍數及互質的概念，並熟練質因數分

解的計算方法。

8-a-01 能熟練二次式的乘法公式。
8-a-04 能熟練多項式的加、減、乘、除四則運算。
8-a-05 能理解畢氏定理（Pythagorean Theorem）及其應用。（同 8-s-08）
8-a-06 能理解二次多項式因式分解的意義。
8-a-07 能利用提公因式法分解二次多項式。

（三）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自然領域

連結自然領域 2-4-4-6 瞭解原子量、分子量、碳氫化合物的概念。
例如：八年級下學期理化介紹「原子量與莫耳」內容之中，即有使用科學記號。

數-J-A2
能執行基本的有理數、根式、平面坐標系之操作，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執行基

本的運算與推論，並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問題。

數-J-B1
能熟練地操作代數式，認識數量或幾何中的數學關係，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在經

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理解生活中的不確定性，並

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其程度。

數-J-B2
知道計算器的數學運算功能，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並

能用以執行數學程序。能認識統計資料的基本特徵。

數-J-C3
在適當的課題與時機，知道數學發展的全球性歷史與地理背景。

核心素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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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記錄方法1

很久以前，在現今的印度，住著一位很有智慧的人。這個智者創造西洋

棋的遊戲，國王非常喜愛智者所發明的遊戲。

國王對智者說：「你想要什麼作為獎賞？」 

智者鞠躬並說道：「 能為陛下您服務，這件事對我來說就已經是獎賞

了。」 

「但是我希望你能得到實質的獎賞。」國王用嚴厲的聲音說。「你得選擇

一個獎賞！」

智者沉默了很久，「好的，陛下」智者終於說了：「我僅有一個要求，就

是明天時，請國王您在棋盤的第 1 個方格上，賜給我 2 粒米；隔天，在第 2 個

方格上，賜給我 4 粒米；第 3 天，在第 3 個方格上，賜給我 8 粒米；第 4 天，

在第 4 個方格上，賜給我 16 粒米；⋯⋯。就這樣每 1 個方格上，都賜給我前

一天 2 倍的米粒，直到棋盤所有格子上都放了米為止。」

2

學生手冊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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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學生手冊 P2

■   本篇故事取自網路內容並經改寫，主要變更在於將第 1 天放的米粒數由 1 粒米
改為 2 粒米，讓孩子在後面的內容可以跟 21 對應，第 2 天的 4 粒米可以和 22 
對應，⋯⋯，避免學生記錄天數與米粒數時產生混淆。這段五百多字的文字可

以讓學生在上課前 5 分鐘，自行閱讀。

■  「國王的棋盤」是一個關於一粒米的古老故事，也是一個充滿數學驚奇與趣
味的故事 。探討級數倍增的威力到底有多驚人？除了數學趣味外，作者 David 
Birch 還突顯了人性的優缺點，帶上了施捨的真義，賦與這個故事可愛的結
局。

■  參考網址為網路上翻譯的內容：
 http://story999.pixnet.net/blog/post/5051445-%E5%9C%8B%E7%8E%8B%
 E7%9A%84%E6%A3%8B%E7%9B%A4

某種記錄方法1

很久以前，在現今的印度，住著一位很有智慧的人。這個智者創造西洋

棋的遊戲，國王非常喜愛智者所發明的遊戲。

國王對智者說：「你想要什麼作為獎賞？」 

智者鞠躬並說道：「 能為陛下您服務，這件事對我來說就已經是獎賞

了。」 

「但是我希望你能得到實質的獎賞。」國王用嚴厲的聲音說。「你得選擇

一個獎賞！」

智者沉默了很久，「好的，陛下」智者終於說了：「我僅有一個要求，就

是明天時，請國王您在棋盤的第 1 個方格上，賜給我 2 粒米；隔天，在第 2 個

方格上，賜給我 4 粒米；第 3 天，在第 3 個方格上，賜給我 8 粒米；第 4 天，

在第 4 個方格上，賜給我 16 粒米；⋯⋯。就這樣每 1 個方格上，都賜給我前

一天 2 倍的米粒，直到棋盤所有格子上都放了米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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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與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感到很好

奇，到最後會有多少粒米在棋盤上呢？

他想像著棋盤上的米粒：「 1、2、3、4、

5、⋯⋯、共有 64 個格子。到最後的米

會有 1 公斤重嗎？」國王可不確定。

此時皇后對國王輕聲說：「最簡單的

方式就是直接問智者一共需要多少米？」

國王怎能顯露出他有不確定的事呢？在這樣

的自尊心作祟下，他大方地對智者說：「你的要

求已被允許了。」

這件事引發了大臣與貴族們的一陣笑聲，討

論著智者與他的古怪要求。

如上圖，你認為在一般大賣場可見的每 3 公
斤一袋的米，夠不夠應付智者的要求呢？

3

學生手冊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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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學生手冊 P3

■  教師在學生閱讀時或閱讀後，可以提出以下幾個問題來了解學生是否有閱讀。
 1 這位智者發明什麼遊戲？
  參考答案：西洋棋
 2 他的棋盤有多少個格子？
  參考答案：64 格
 3 智者提出什麼樣的要求？
  參考答案： 每一個格子都賜給我前一天數量兩倍的米粒，直到棋盤上所有格

子都放了米為止。

 4 第 1 天幾粒米？第 2 天幾粒米呢？
  參考答案：第 1 天 2 粒，第 2 天 4 粒
 5 一般大賣場所賣的 3 公斤袋裝米，夠不夠應付智者的要求呢？
  參考答案：此為開放性問題，可讓學生提出自己的想法。
  例如： 智者要的很多嗎？那是多少呢？智者要的很少，你看第 1 天才 2 粒

米。

■   本教材在實驗的班級中，班上只有兩位學生舉手表示夠，約 20 位左右舉手表
示不夠。

■  教具與設備：
  教師如果希望能在課堂中引起學生討論的效果，可準備一袋市售賣場賣的米，
是個有趣的引入。若有其他考量，使用照片呈現即可。

國王與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感到很好

奇，到最後會有多少粒米在棋盤上呢？

他想像著棋盤上的米粒：「 1、2、3、4、

5、⋯⋯、共有 64 個格子。到最後的米

會有 1 公斤重嗎？」國王可不確定。

此時皇后對國王輕聲說：「最簡單的

方式就是直接問智者一共需要多少米？」

國王怎能顯露出他有不確定的事呢？在這樣

的自尊心作祟下，他大方地對智者說：「你的要

求已被允許了。」

這件事引發了大臣與貴族們的一陣笑聲，討

論著智者與他的古怪要求。

如上圖，你認為在一般大賣場可見的每 3 公
斤一袋的米，夠不夠應付智者的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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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手冊  P4

國王為了方便負責的士兵知道每天要拿多少粒米，因此請大臣們一起商量

如何記錄。

甲大臣說：「先幫負責的士兵算好米粒數。第 1 天，2 粒米；第 2 天，4 

粒米；第 3 天，8 粒米；第 4 天，16 粒米，依此記錄下去即可。」

乙大臣說：「只要列出算式，負責的士兵們就可以算出來。第 1 天，2 粒

米；第 2 天，2×2 粒米；第 3 天，2×2×2 粒米；第 4 天，2×2×2×2 粒

米，依此記錄下去即可。」

丙大臣說：「我這邊想到一種記錄方式，只要負責的士兵能了解這個方法

就可以。」

第 1 天，記為 21 粒米；第 2 天，2×2 記為 22 粒米；第 3 天，2×2×2 記

為 23 粒米；第 4 天，2×2×2×2 記為 24 粒米，依此記錄下去。」

 請分別依甲、乙、丙三位大臣建議的方式，完成以下的問題與討論。

1完成以下表格：

第 5 天 第 6 天 第 7 天 第 8 天 第 9 天 第 10 天 第 11 天

甲大臣

乙大臣

丙大臣

2  依甲、乙、丙三位大臣建議的方式，記錄第 20 天時所需要的米粒數。

　請寫出不同記錄方式的優缺點。

　甲大臣：

　乙大臣：

　丙大臣：

3 如果你是國王，你會喜歡哪一種記錄方式呢？請寫出算式或是理由來 

支持你。

任務 1

4

2×2×2×2
2×2×2×2
2×2

1024

210

2×2×2×
2×2×2×
2×2×2

512

29

2×2×2×
2×2×2×
2×2

256

28

2×2×2
2×2×2×2

128

27

2×2×2×
2×2×2

64

26

2×2×2
2×2

32

25

2×2×2×2×
2×2×2×2×
2×2×2

2048

211

（參考答案參見教師手冊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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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學生手冊 P4

■  提供 3 位大臣不同的記錄方式，讓學生討論各方式的優缺點。
 甲大臣：將實際的值計算出來。

 乙大臣：將計算的算式記錄起來。

 丙大臣：想一個較為有效的記錄方法，簡記算式。

■  任務 1
 第 1 題： 藉由表格的完成，可以確定學生是否理解甲、乙、丙三位大臣的記錄

方式，並透過實際的數字計算操作，發現三位大臣的差異。若能讓學

生計算到 2 的 11 次方，對於他們以後在使用 2 的次方相關數值，會
比較熟悉。

     教學注意事項

 1 學生可能不熟悉表格的填寫，教師可以在黑板上先帶領孩子做前面第 5、6 
天的記錄，確認學生理解三位大臣的做法，或須再解釋題意，讓學生能順利

完成表格。

 2 由於表格的格子較小，部分學生寫乙大臣的記錄法時，寫的數字字級可能很

小。

 3 學生在念多個 2 相乘時，可能會少唸或多唸一個 2，建議請他們寫出來。
 第 2 題： 乙、丙大臣的表格算容易完成，甲大臣的表格較具挑戰性。計算的工

作量大，可以讓學生分組分工完成甲、乙、丙三位大臣的任務。

  第 3 題：此題與第 2 題學生的回答可能類似，將前面的優缺點拿來當理由。鼓
勵學生嘗試舉例或用算式說明，以培養學生的數學說理能力。

     教學注意事項

  可以考慮將第 2、3 題合併，部分學生認為到第 20 天時，所需要米粒數，是容
易表示（乙大臣）與計算（甲大臣），鼓勵學生想想最後一天的情形，讓學生

認同丙大臣的方式。

■   學生或許會提出使用計算機，告知將在後續的活動中，學習如何有效地使用計
算機，目前的活動僅在讓學生質疑甲、乙大臣的方法，所以讓學生做計算的練

習有利於後續的學習。

國王為了方便負責的士兵知道每天要拿多少粒米，因此請大臣們一起商量

如何記錄。

甲大臣說：「先幫負責的士兵算好米粒數。第 1 天，2 粒米；第 2 天，4 

粒米；第 3 天，8 粒米；第 4 天，16 粒米，依此記錄下去即可。」

乙大臣說：「只要列出算式，負責的士兵們就可以算出來。第 1 天，2 粒

米；第 2 天，2×2 粒米；第 3 天，2×2×2 粒米；第 4 天，2×2×2×2 粒

米，依此記錄下去即可。」

丙大臣說：「我這邊想到一種記錄方式，只要負責的士兵能了解這個方法

就可以。」

第 1 天，記為 21 粒米；第 2 天，2×2 記為 22 粒米；第 3 天，2×2×2 記

為 23 粒米；第 4 天，2×2×2×2 記為 24 粒米，依此記錄下去。」

 請分別依甲、乙、丙三位大臣建議的方式，完成以下的問題與討論。

1完成以下表格：

第 5 天 第 6 天 第 7 天 第 8 天 第 9 天 第 10 天 第 11 天

甲大臣

乙大臣

丙大臣

2  依甲、乙、丙三位大臣建議的方式，記錄第 20 天時所需要的米粒數。

　請寫出不同記錄方式的優缺點。

　甲大臣：

　乙大臣：

　丙大臣：

3 如果你是國王，你會喜歡哪一種記錄方式呢？請寫出算式或是理由來 

支持你。

任務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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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數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1596∼1650）在 1637 年的著作《幾何

學》中創立了一種與丙大臣相同想法的簡記方式。

一數連加數次時，可用乘法來簡記，例如：5＋5＋5=5×3。

同樣的，一個數連乘數次時，有和丙大臣建議一樣的簡記方法。例

如：5 連乘 3 次，即 5×5×5，可以表示成 53，其中 53 讀作五的三次方， 

5 稱為底數（或簡稱底），右上角的 3 稱為指數，用來表示連乘的次數。

另外，相同數連乘的運算稱為乘方（或次方）。當乘方的指數為 1 時，通常

省略不寫，例如：31  寫成 3。

以下是國王的棋盤，請試著幫丙大臣記錄以下各天所需的米粒數。

1 2 3 4 5 6 7 8

9 0 q w e r t y

u i o p a s d f

g h j k l ; z x

c v b n m , . /

! @ # $ % ^ & *

( ) Q W E R T Y

U I O P A S D F

1 第 4 天，需要 24 粒米，隔天，需要多少粒米？（請以 2 為底數的乘方表

示）

2第 9 天所需要米粒數是第 6 天所需要米粒數的幾倍？ 

任務 2

任務 3

1第 30 天

2第 60 天

3最後一天

　　大臣們一面記錄，一面討論以下的問題。

5

230

260

264

隔天為第 5 天，答案為 25。學生可能答 24×2。

第 9 天為第 6 天的 3 天後，2×2×2＝8 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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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數符號是由法國數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1596∼1650）在1637年的著
作《幾何學》中創立了 x3、x4 等，但他以 xx 表示 x 的二次方。笛卡兒在數學界
的貢獻很多，例如直角座標也是他的重要貢獻，在七年級下學期會有相關內容

的介紹。本段文字引自 http://web.cc.ntnu.edu.tw/~495401219/page5.htm

■   此頁正式引入指數的符號記錄方式，並介紹底數和指數。
 教學注意事項：

 1為加深學生對指數的印象，教師可以用拇指為譬喻說明「指數」。

 2 利用同學們在討論甲、乙、丙大臣第 1 天的寫法時，指出 21 中的指數 1 通常
省略不寫，即 21＝2。

■  任務 2
  透過棋盤的實物，讓學生了解棋盤的格子數，但本活動旨在讓學生練習次方的
表示法。因此只要學生回答幾個小題即可。

■  任務 3
 1此部分的學習，在加深加廣學生對指數性質的認識問題。

 2 若時間允許，這兩題視為指數記法的延伸，以做為下一節「指數律」的課前

準備，且此兩題跟後續的指數律乘法與除法也有相關。

 第 1 題：

     教學注意事項

 1 學生常見錯誤會寫 24＋21，教師可以追問學生，是寫錯或是不懂其中 2 倍的
概念。

 2另一種常見錯誤是將 25 說成 24 的 5 倍。
 第 2 題：

     教學注意事項

 1學生也可能會用任務 1 第 9 天、第 6 天記錄所得的值做除法運算。
 2完成這個任務後，可以讓學生注意下列算式，

      
29

26＝
2×2×2×2×2×2×2×2×2

2×2×2×2×2×2 ＝
512
64 ＝8

  這樣的紀錄對於後面指數律的學習會有幫助。
 3 學生雖然能使用指數的記錄方式，但運算時仍回到實際數字運算，提醒老師

要關注學生的指數運算能力發展，避免進階過快，造成學習困難。

 4 請留意學生手冊第 4 頁與第 5 頁的任務中，是否能順利使用指數進行運算，
若學生有困難，請再回到具體數字的計算。

法國數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1596∼1650）在 1637 年的著作《幾何

學》中創立了一種與丙大臣相同想法的簡記方式。

一數連加數次時，可用乘法來簡記，例如：5＋5＋5=5×3。

同樣的，一個數連乘數次時，有和丙大臣建議一樣的簡記方法。例

如：5 連乘 3 次，即 5×5×5，可以表示成 53，其中 53 讀作五的三次方， 

5 稱為底數（或簡稱底），右上角的 3 稱為指數，用來表示連乘的次數。

另外，相同數連乘的運算稱為乘方（或次方）。當乘方的指數為 1 時，通常

省略不寫，例如：31  寫成 3。

以下是國王的棋盤，請試著幫丙大臣記錄以下各天所需的米粒數。

1 2 3 4 5 6 7 8

9 0 q w e r t y

u i o p a s d f

g h j k l ; z x

c v b n m , . /

! @ # $ % ^ & *

( ) Q W E R T Y

U I O P A S D F

1 第 4 天，需要 24 粒米，隔天，需要多少粒米？（請以 2 為底數的乘方表

示）

2第 9 天所需要米粒數是第 6 天所需要米粒數的幾倍？ 

任務 2

任務 3

1第 30 天

2第 60 天

3最後一天

　　大臣們一面記錄，一面討論以下的問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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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方的運算 2

名詞 實際數字 算式（以 10 連乘的運算）
以 10 為底數
的乘方記錄

個 1 ？

十 10 10 101

百 100 10×10 102

千 1000 10×10×10 103

萬 10000 10×10×10×10 104

十萬 100000 10×10×10×10×10 105

百萬 1000000 10×10×10×10×10×10 106

千萬 10000000 10×10×10×10×10×10×10 107

億 100000000 10×10×10×10×10×10×10×10 108

十億 1000000000 10×10×10×10×10×10×10×10×10 109

百億 10000000000 10×10×10×10×10×10×10×10×10×10 1010

千億 100000000000 10×10×10×10×10×10×10×10×10×10×10 1011

兆 1000000000000

1108 是幾位數？是 1 後面幾個 0？

21012 是幾位數？是 1 後面幾個 0？

任務 1

【2014 年 7 月 30 日新聞】
審計部 29 日公布「102 年度
中央政府總決算」報告書，

經審計部審核，民國 102 年
度審定歲入決算 1 兆 7304 
億餘元。兆有多大呢？

在臺灣，數字的位值由小到大

會用到個、十、百、千、萬、億等

名詞，這些名詞其實可以和 10 為底

數的乘方相對應，在後續的學習中

我們會討論。

表一

6

10×10×10×10×10×10×10×10×10×10×10×10 1012

九位數，8 個 0。

十三位數，12 個 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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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可先引導學生閱讀圖框中的新聞內容，討論「兆」的實際大小意義。

■   在臺灣，數字的表達常用到個、十、百、千、萬、億等，整理這些名詞與實際
數字的對照、讓學生理解他們與「以 10 為底數的乘方」的關係。本教材顧及
學生剛升上國一，才學完整數的四則運算，希望學生從第 6、7 頁的指數記錄
樣式中，先練習以 10 為底數的記錄方法，再發現可以用指數來處理相同底數
的乘法與除法，而非讓學生直接以一般化的符號，得到運算規律。

■  任務 0
  讓學生透過表格的觀察，找到以 10 為底數的乘法和大的數字位值的對應關
係，課堂中留下最後一行的「兆」，讓學生依前面發現的規律完成。

■  任務 1
 讓學生透過表格，發現大數以 10 為底數的乘方及位數的關係。

次方的運算 2

名詞 實際數字 算式（以 10 連乘的運算）
以 10 為底數
的乘方記錄

個 1 ？

十 10 10 101

百 100 10×10 102

千 1000 10×10×10 103

萬 10000 10×10×10×10 104

十萬 100000 10×10×10×10×10 105

百萬 1000000 10×10×10×10×10×10 106

千萬 10000000 10×10×10×10×10×10×10 107

億 100000000 10×10×10×10×10×10×10×10 108

十億 1000000000 10×10×10×10×10×10×10×10×10 109

百億 10000000000 10×10×10×10×10×10×10×10×10×10 1010

千億 100000000000 10×10×10×10×10×10×10×10×10×10×10 1011

兆 1000000000000

1108 是幾位數？是 1 後面幾個 0？

21012 是幾位數？是 1 後面幾個 0？

任務 1

【2014 年 7 月 30 日新聞】
審計部 29 日公布「102 年度
中央政府總決算」報告書，

經審計部審核，民國 102 年
度審定歲入決算 1 兆 7304 
億餘元。兆有多大呢？

在臺灣，數字的位值由小到大

會用到個、十、百、千、萬、億等

名詞，這些名詞其實可以和 10 為底

數的乘方相對應，在後續的學習中

我們會討論。

表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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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數理精蘊》記載的數字單位，由小到大依次為一、十、百、千、

萬、億、兆、京、垓。萬以下是十進位，萬以後則為萬進位，即「萬萬為億、

萬億為兆、萬兆為京、萬京為垓」。

在小學時，3 個 2 相加與 4 個 2 相加，總共有 7 個 2 相加。可記作

        （2＋2＋2）＋（2＋2＋2＋2）＝2＋2＋2＋2＋2＋2＋2

或者　　　　　　　　　 2×3＋2×4＝2×7 

那麼，3 個 2 相乘再與 4 個 2 相乘，總共有 7 個 2 相乘。可以怎麼記，想一想？

        （2×2×2）×（2×2×2×2）＝2×2×2×2×2×2×2

或者　　　　　　　　　　　23×24＝27 

你有發現什麼比較好的計算方法？

「萬萬為億」是指 1 萬的 1 萬倍為億，即 10000×10000=100000000，

也可利用以 10 為底數的乘方，參考上方的表格，記作 104×104=108。

請將下列各題的文字描述與運算，以 10 為底數的乘方記錄下來，並將

「兆」、「京」、「垓」以 10 為底數的乘方表示。

1 萬億為兆： 100000000×10000＝1000000000000，可記作 108×104＝1012。

2萬兆為京：

3萬京為垓：

試著計算下列以3為底數的乘法運算，並將答案以3為底數表示。

132×32

235×36

33×34

4當兩個底數相同的乘方相乘時，指數之間有什麼關係嗎？

任務 2

任務 3

7

兆：100000000000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2

                      1000000000000×10000＝10000000000000000，記作 1012×104＝1016

京：10000000000000000、
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6

                      
10000000000000000×1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記作 1016×104＝1020

垓：100000000000000000000、10×10×10×10×10×10×10×10×10×10×10
×10×10×10×10×10×10×10×10×10、1020

34

311

35

指數乘法中得到的結果，其底數仍是一樣，指數是兩個指數的相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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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 2
 透過清朝《數理精蘊》的文句，引入以 10 為底數的乘法運算。

■   目前對「兆」的定義仍有爭議。中華民國的《法定度量衡單位及其使用之倍
  數、分數之名稱、定義及代號》中，將代表一萬億（1012）的「國際單位制」

詞頭 tera 譯成「兆」。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計量單位》一書，將代表一百
萬（106）的詞頭 mega 譯成「兆」；另《新華字典》中，「兆」的定義是「① 
百萬，② 古代指萬億」。

■   萬億：清朝《數理精蘊》記載的數字由小到大依次為一、十、百、千、萬、
億、兆、京、垓、秭、穰、溝、澗、正、載、極、恆河沙、阿僧祇、那由他、

不可思議、無量大數，萬以下是十進位，萬以後則為萬進位，即「萬萬為

億、萬億為兆、萬兆為京、萬京為垓」。本段文字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
wiki/%E5%85%86

■   清 康熙皇帝（1654∼1722）是一位很有作為且關心科學技術的君主，不僅熱心
學習新的科技知識，而且親自參加科學研究和實驗，這在封建帝王中可說是絕

無僅有的。1712 年他命梅瑴成等編撰《律歷淵源》100 卷，於 1723 年編成印
行。其中數學部分為《數理精蘊》共 53 卷。

     教學注意事項

 1 為讓學生理解「萬萬為億」，教師可以用九九乘法表來類比解釋「萬萬為

億」的意思，再寫下10000×10000＝100000000，並利用 104×104＝108 的記
錄方式做對照，參考第 1 小題的過程以方便任務 2 與其它小題的進行。

 2 學生對「垓」（讀音為ㄍㄞ）是怎麼念會很有興趣，既然提到，老師可以指

導其正確念法。

■  利用任務 2 的紀錄與國小所學乘法的經驗，瞭解
 （2＋2＋2）＋（2＋2＋2＋2）＝2＋2＋2＋2＋2＋2＋2，
 可記作 2×3＋2×4＝2×7，再過渡到
 （2×2×2）×（2×2×2×2）＝2×2×2×2×2×2×2，
 可記作 23×24＝27。

■  任務 3

     教學注意事項

 1 由於學生可以得到「底數仍是一樣，指數則是兩個指數的相加」的結論，此

處可再做抽象化的記錄「ab×ac＝ab＋c」，並請學生記錄在旁邊。

 2 部分學生對於「3×34＝35」算式的理解較易有困難，其難處通常沒有想到 3 
是 3 的 1 次方，建議在教學中布題讓學生討論。

清朝《數理精蘊》記載的數字單位，由小到大依次為一、十、百、千、

萬、億、兆、京、垓。萬以下是十進位，萬以後則為萬進位，即「萬萬為億、

萬億為兆、萬兆為京、萬京為垓」。

在小學時，3 個 2 相加與 4 個 2 相加，總共有 7 個 2 相加。可記作

        （2＋2＋2）＋（2＋2＋2＋2）＝2＋2＋2＋2＋2＋2＋2

或者　　　　　　　　　 2×3＋2×4＝2×7 

那麼，3 個 2 相乘再與 4 個 2 相乘，總共有 7 個 2 相乘。可以怎麼記，想一想？

        （2×2×2）×（2×2×2×2）＝2×2×2×2×2×2×2

或者　　　　　　　　　　　23×24＝27 

你有發現什麼比較好的計算方法？

「萬萬為億」是指 1 萬的 1 萬倍為億，即 10000×10000=100000000，

也可利用以 10 為底數的乘方，參考上方的表格，記作 104×104=108。

請將下列各題的文字描述與運算，以 10 為底數的乘方記錄下來，並將

「兆」、「京」、「垓」以 10 為底數的乘方表示。

1 萬億為兆： 100000000×10000＝1000000000000，可記作 108×104＝1012。

2萬兆為京：

3萬京為垓：

試著計算下列以3為底數的乘法運算，並將答案以3為底數表示。

132×32

235×36

33×34

4當兩個底數相同的乘方相乘時，指數之間有什麼關係嗎？

任務 2

任務 3

7

                      
10000000000000000×1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記作 1016×104＝1020

垓：100000000000000000000、10×10×10×10×10×10×10×10×10×10×10
×10×10×10×10×10×10×10×10×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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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新聞報導中，曾出現很大且需運算的數，下面是利用以 10 為底數的

記錄方式，請試著完成任務。

例如：某公司將半年的業績獎金  100000  元均分給  100  位員工，即 

100000÷100＝1000（元），記作 105÷102＝103（元）。

在小學時，6 個 3 相加減掉 2 個 3 相加，會剩下 4 個 3 相加。可記作

　　（3＋3＋3＋3＋3＋3）－（3＋3）＝3＋3＋3＋3

或者　　　　　　　　3×6－3×2＝3×4 

那麼，6 個 3 相乘除以 2 個 3 相乘，會剩下幾個 3 相乘呢？可以怎麼記

錄？

　　（3×3×3×3×3×3）÷（3×3）＝ 3×3×3×3×3×3
3×3 ＝3×3×3×3

或者　　　　　　　　　　　36÷32＝34 

你有發現什麼比較好的計算方法？

試著計算下列以 5 為底數的除法運算，並將答案以 5 為底數表示。

156÷52

2512÷54

3當兩個底數相同的乘方相除時，指數之間有什麼關係嗎？

1 新聞報導，這次威力彩頭獎金為 1 億元，由一家工廠的 100 位同事共同

獲得，請問每人可分得多少元？

2  A 國目前國民人數約有 1000 萬人，如果 A 國負債約一兆元，請問 A 國

平均每個人負債多少元？

任務 4

任務 5

8

100,000,000÷100＝1000,000，108÷102＝106

1000,000,000,000÷10,000,000＝100,000，1012÷107＝105

56－2＝54

512－4＝58

同底數兩數相除得到的結果，當底數一樣時，指數部分則是兩個指數相減。

18



19

搭配學生手冊 P8

■  任務 4

     教學注意事項

 1 題目要求「以 10 為底數的乘方來做運算，並將答案以 10 為底數的乘方表示。」但
是建議教師先以實際數字運算，再改用以 10 為底數的乘方做運算並表示結果。

 2 與任務 2 的用意相同，利用 100000÷100＝1000 與 105÷102＝103 的相互對照來呈
現指數律，因此，這兩題都要提醒學生，寫下指數除法的記錄。

 3 都是除法的概念，以學生的反應來看，從加法指數律進到減法指數律要有充分的

鋪陳，並給學生足夠的時間去熟練。

■  利用任務 4 的紀錄與小學階段所習得的除法的知識，
 （3＋3＋3＋3＋3＋3）－（3＋3）＝3＋3＋3＋3，可記作 3×6－3×2＝3×4，過渡到

 （3×3×3×3×3×3）÷（3×3）＝
3×3×3×3×3×3

3×3 ＝3×3×3×3，
 可記作 36÷32＝34。

■  任務 5

     教學注意事項

 1 當學生得到「底數仍是一樣，指數部分則是兩個指數相減」的結論時，再做

  「ab ÷ ac＝ab－c」的抽象化記錄，並請學生記錄在旁邊。

 2 因為學生若能掌握指數的乘、除法，就足以解決國王的問題，故本教材未處理指

數為 0、指數為負整數等情況。若學生能快速操作兩個同底數的數的乘除運算，
或許可討論本教材沒呈現的部分，如以下加深加廣的任務。

加深與加廣任務
 1請計算 53÷53。53÷53＝1（同數相除等於1），53÷53＝50（依據前面學過的指數律）

 2依照前面所發現的運算規律，53÷53＝53－3＝50，和你運算的結果相等嗎？

 3依照前面所發現的運算規律，104×100＝104＋0＝104，你認為 100 的值為多少？
 4請計算 52÷53。5－1

 教學注意事項

 1 學生的答案可能有以下兩類，53÷53＝1（同數相除等於 1），53÷53＝50（依據前面

學過的指數律），這都是正確，只是考慮角度不同。

 2 53÷53＝51（認為兩數除法時，其指數也要相除而得到 1），教師需要再提醒指數律
的使用。

 3 建議讓學生將前兩類結果並置比較，引導他們發現 1=50，且都是可同時存在的正

確表示方式。例如：2＝21 也是類似的例子。
 4 第3題也是讓學生再一次發現 104×100＝104+0＝104，104×1＝104，來強化 
  100＝1，但是若學生的理解力較弱，教師也可以採用其他的策略來說明。
 5 其他策略：建議提供 10 的次方表格，讓學生一路從 10 的 3 次方、2 次方、1 次

方的數值變化規則，去推論 10 的 0 次方，甚至到負整數次方。
 6 指數為 0 的情況及指數為負整數的討論比較抽象，對學生的學習較為困難，需要

較多的時間討論與體會，可留待學生對指數除法熟悉時，再來處理。

過去新聞報導中，曾出現很大且需運算的數，下面是利用以 10 為底數的

記錄方式，請試著完成任務。

例如：某公司將半年的業績獎金  100000  元均分給  100  位員工，即 

100000÷100＝1000（元），記作 105÷102＝103（元）。

在小學時，6 個 3 相加減掉 2 個 3 相加，會剩下 4 個 3 相加。可記作

　　（3＋3＋3＋3＋3＋3）－（3＋3）＝3＋3＋3＋3

或者　　　　　　　　3×6－3×2＝3×4 

那麼，6 個 3 相乘除以 2 個 3 相乘，會剩下幾個 3 相乘呢？可以怎麼記

錄？

　　（3×3×3×3×3×3）÷（3×3）＝ 3×3×3×3×3×3
3×3 ＝3×3×3×3

或者　　　　　　　　　　　36÷32＝34 

你有發現什麼比較好的計算方法？

試著計算下列以 5 為底數的除法運算，並將答案以 5 為底數表示。

156÷52

2512÷54

3當兩個底數相同的乘方相除時，指數之間有什麼關係嗎？

1 新聞報導，這次威力彩頭獎金為 1 億元，由一家工廠的 100 位同事共同

獲得，請問每人可分得多少元？

2  A 國目前國民人數約有 1000 萬人，如果 A 國負債約一兆元，請問 A 國

平均每個人負債多少元？

任務 4

任務 5

8



在 14 世紀，歐洲數學家雷姆（Nicole Oresme，1323∼1382）引用指數律中

的加法律和乘法律來處理幾何和物理的問題。透過前面學習的指數律，對以下

問題嘗試作運算。

試計算下列算式，並在各式的（   ）與□中，填入正確的數：

1（54）2＝（  ）×（  ）＝5□

2（23）4＝（  ）×（  ）×（  ）×（  ）＝2□

3 觀察以上的運算，你發現了什麼？請你舉例說明。

4（105）3＝10□

5（103）5＝10□

6（105）3 與（103）5 的計算結果是否相同，請寫出算式或理由來說明。

任務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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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54）×（54）＝5×5×5×5×5×5×5×5＝58

（23）4 ＝（23）×（23）×（23）×（23）

          ＝（2×2×2）×（2×2×2）×（2×2×2）×（2×2×2）＝212 

得到的數，當底數一樣時，指數則是兩個相乘。

（105）3＝1015

（103）5＝1015

105×105×105＝1015＝103×103×103×103×10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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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指數律中的運算規律可以簡化我們的計算，並用來處理幾何和物理的問
題。本頁的活動是為了引入另一個跟指數有關的運算規律。

■    到了十四世紀，歐洲的數學家奧雷姆（Nicole Oresme，1323∼1382）在指
數方面的研究已有有理指數和實數指數的概念，他並引用指數律中的加法

律和乘法律來處理幾何和物理的問題。本段文字引自 http://web.cc.ntnu.edu.
tw/~495401219/page5.htm

■  任務 6

     教學注意事項

 1 直接讓學生自行探索任務 6，他們會無法理解括號要填什麼？教師在第1小

題，可以引導學生一起完成，例如：問（  ）×（  ），哪兩個一樣的數自己乘
自己，這樣最後幾個 5 連乘，所以 5□ 的□要填多少。

 2  再讓他們自行挑戰第2小題。並且引導學生觀察（54）2 ＝（54）×（54）＝58、

  （23）4＝（23）×（23）×（23）×（23）＝212 的紀錄來回答第3小題。

 3 學生會將 54 讀作五的四倍，教師要提醒次方的讀法，並釐清四倍與乘四次的
不同。

 4 由於學生可以得到「底數仍是一樣，指數則是兩個相乘」的結論，此處可再

做抽象化的記錄「（am）n＝am×n」，並請學生記錄在旁邊。

在 14 世紀，歐洲數學家雷姆（Nicole Oresme，1323∼1382）引用指數律中

的加法律和乘法律來處理幾何和物理的問題。透過前面學習的指數律，對以下

問題嘗試作運算。

試計算下列算式，並在各式的（   ）與□中，填入正確的數：

1（54）2＝（  ）×（  ）＝5□

2（23）4＝（  ）×（  ）×（  ）×（  ）＝2□

3 觀察以上的運算，你發現了什麼？請你舉例說明。

4（105）3＝10□

5（103）5＝10□

6（105）3 與（103）5 的計算結果是否相同，請寫出算式或理由來說明。

任務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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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資訊科學和網路通訊，與指數律也息息相關。

美國數學家愛德華‧卡斯納（Edward Kasner）在 1940 年創造 Googol 這

個名詞，代表 10100。根據網際網路搜索引擎谷歌（Google）公司公布的資料，

Google 在 Googol 這個名詞上稍作微小的改變，藉以反映 Google 公司的使

命，用以表示該公司在網路上擁有無邊無際的訊息資源儲存量。

1 某網路公司所做的統計，發現平均每天在網際網路上約新增加 1015 位

元的訊息量。若依此速度多久才會累積到 1 Googol 位元的訊息量？

2 我們認識 1 Googol＝10100，小華聲稱他創造一個很大的數叫做10010，   

請比較 10100 與 10010 的大小？並寫出算式或理由來說明。

任務 7

10

10100÷1015＝1085， 
10100

1015＝1085（天）

10010＝（10×10）10＝（102）10＝1020

1020 與 10100 比較，10010＜1010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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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 7與本頁最後的問題，目標在認識一個發明出來的大數，古戈爾
（googol），10100，而且透過一些計算與比較來討論這個數有多大。

■   古戈爾（googol），又譯估勾兒、古高爾，指自然數 10100，用電子計算器顯示

是 1e100，即數字 1 後掛 100 個 0。這個單字是在 1938 年美國數學家愛德華•卡
斯納（Edward Kasner）九歲的侄子米爾頓•西羅蒂（Milton Sirotta）所創造出來
的。卡斯納在他的《數學與想像》（Mathematics and the Imagination）一書中
寫下了這一概念。

 本段文字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9%AB%98%E7%88%BE

■  任務 7
 可以視為這部分指數運算規律的挑戰任務。

     教學注意事項

 1 第 1 題可以用 facebook 為例解釋訊息量的增加，此處需確認學生是否理解
題意，因為學生對於訊息量、位元等名詞很陌生。也可以換成「有個人很有

錢，但是他的目標是有 1 Googol 的新臺幣，他的收入一年有 1015 新臺幣，請

問他要多少年可以達成願望？」這樣的問題學生會比較知道用除法概念來解

題。

 2 大部分學生認為 10 的 100 次方較大，少數認為一樣大，不少學生具體列出
很多 0，然後做判斷，可請學生說明以確定是否能運用指數律解題。

 3建議可以提示相關運算規律（am
）

n
＝am×n 來解決這一題。

 4提醒：1020 遠小於 10100，可以讓學生討論兩個相差多大。

■   到本頁結束，解決國王難題所需要的指數律都介紹完，考量時間及教材的連貫
性，因此本教材沒有處理（a×b）m

＝am
×bm 的內容。

加深加廣任務
 請嘗試計算下列算式，在下列的□中，填入正確的數：

 1（3×7）3＝（   ）×（   ）×（   ）＝〔     〕×〔     〕＝3□×7□

  （3×7）3＝（3×7）×（3×7）×（3×7）＝〔3×3×3〕×〔7×7×7〕＝33×73

 2 26×56＝〔     〕×〔     〕＝（   ）×（   ）×（   ）×（   ）×（   ）×（   ）＝□6

  26×56 ＝〔2×2×2×2×2×2〕×〔5×5×5×5×5×5〕
             ＝（2×5）×（2×5）×（2×5）×（2×5）×（2×5）×（2×5）
     ＝（2×5）6=106

 3說說看，你們發現什麼事？請你舉例說明。

  （a×b）m
＝am
×bm 

現在的資訊科學和網路通訊，與指數律也息息相關。

美國數學家愛德華‧卡斯納（Edward Kasner）在 1940 年創造 Googol 這

個名詞，代表 10100。根據網際網路搜索引擎谷歌（Google）公司公布的資料，

Google 在 Googol 這個名詞上稍作微小的改變，藉以反映 Google 公司的使

命，用以表示該公司在網路上擁有無邊無際的訊息資源儲存量。

1 某網路公司所做的統計，發現平均每天在網際網路上約新增加 1015 位

元的訊息量。若依此速度多久才會累積到 1 Googol 位元的訊息量？

2 我們認識 1 Googol＝10100，小華聲稱他創造一個很大的數叫做10010，   

請比較 10100 與 10010 的大小？並寫出算式或理由來說明。

任務 7

10



計算機的使用3
因為科技上的進步，以往複雜的

計算現在可透過方便取得的計算機幫

忙完成，請使用計算機，依指示做些

小計算。（每臺計算機按鍵功能會有差

異，可以請任課教師協助你。 ）

拿出計算機，

1 先按 10，再按 ×，接著按 =  1 次，你的計算機上顯示多少呢？  
能說說看這是怎麼算出來的？

2 歸零後，先按 10，再按 ×，接著按 =  6 次，你的計算機上顯示多
少呢？能說說看這是怎麼算出來的？

3 歸零後，先按 10，再按 ×，接著按 =  25 次，你的計算機上顯示多
少呢？能說說看這是怎麼算出來的？

任務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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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參見教師手冊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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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頁的活動目標在計算機的使用，主要是指導孩子計算乘方的值。由於計算機
有簡易型與工程型，可以兩種都讓學生試試看。

■  教具與設備：電腦的小算盤，單槍投影機及手機中的計算機軟體。

■  任務 1
  在這個活動中可以讓學生了解自己的計算機是否方便使用，也可以確認功能是
否合適我們的討論。

參考答案： 1   因為計算機的不同，按照學生手冊第 11 頁的指示操作計算機，
8 位學生的計算機出現 100，  2 位出現 error，12 位出現 10。 

     2 出現 10,000,000，請學生寫成 107，討論按 ＝ 幾次的意義。
     3  可以先請學生猜猜看，出現的結果。請同學上台操作小算盤，

可以看到數字的變化，  螢幕顯示 1‧e+26，與同學討論 1‧e+26 
與 1026 的關係。

     教學注意事項

 1 因每臺計算機按鍵功能會有差異，任課老師可以個別瞭解學生的按鍵使用方式。 
在第 1 題討論可以跟學生溝通，我們採用的計算機要出現 100 的才可以。

 2 按＝幾次等同×10 幾次，那學生可能會覺得少乘一個 10，那個 10 在一開始
就輸入。

 3 需提醒學生把手機轉成靜音，以免影響上課。

 4 有的計算機可能得到 error，那是位數不夠顯示，這種計算機在完成我們的任
務就會產生問題。

 5 這個活動希望每位學生都可以操作自己的計算機，但是由於各個不同型號計

算機的按鍵功能不同，顯示位置視窗的大小及計算機內部的計算也會影響到

螢幕顯示的情況，請老師酌情使用。若有困難，建議取電腦或手機兩種計算

機呈現即可。

 6 電腦裡小算盤程式：做乘方的運算，可以先按底數，按×，接著按＝的次數

少一得到。若選擇工程型，可以先按底數，再按 xy 與指數來得到運算結果。
由於電腦可以顯示的位置較多，所以除非到 20 位數以上，否則還不會有次
方的符號出現，均會計算出正確的值。

 7 手機的計算機：先按底數，再按×及 2，重複次數（螢幕呈現如 2×2×2×
⋯×2），按＝得到乘方的值。若選擇工程型，可以先按底數，按 ^ 與指數來
得到運算結果。顯示的位置較少，因此在 13 位數後，就會顯示次方，並且
作四捨五入的動作。

計算機的使用3
因為科技上的進步，以往複雜的

計算現在可透過方便取得的計算機幫

忙完成，請使用計算機，依指示做些

小計算。（每臺計算機按鍵功能會有差

異，可以請任課教師協助你。 ）

拿出計算機，

1 先按 10，再按 ×，接著按 =  1 次，你的計算機上顯示多少呢？  
能說說看這是怎麼算出來的？

2 歸零後，先按 10，再按 ×，接著按 =  6 次，你的計算機上顯示多
少呢？能說說看這是怎麼算出來的？

3 歸零後，先按 10，再按 ×，接著按 =  25 次，你的計算機上顯示多
少呢？能說說看這是怎麼算出來的？

任務 1

11



你知道第 40 天，國王要放多少粒米在棋盤上嗎？你可以試著用手邊的計

算機，算算看，並嘗試回答下面的問題。（你用的是哪一種計算機呢？電腦中

的小算盤或是手機中的計算機？）

以計算 240（2 的 40 次方）為例：

標準型計算機

先按 2 ，再按 * ，接著按 =  
39 次，即可以得到運算結果。

先按 2 ，再按 ×  及 2 ，
重複 39 次（螢幕呈現如

2×2×2×2×2×2×2×⋯×2），

按 =  即可以得到運算結果。

工程型計算機

先按 2 ，再按 xy ，接著按 40， 

按 = ，即可以得到運算結果。
在此計算機中，先輸入的數字為 x 

（代表底數），後輸入的數字為 y
 （代表指數）。

先按 2 ，再按 ^  ，接著按 40，

按 = ，即可以得到運算結果。

任務 2

1 2

3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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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頁讓學生練習用計算機計算第 40 天國王要放多少粒米在棋盤，但由於運算
的結果因計算機的種類不同，在螢幕上會有不同的結果呈現，藉以引出科學記

號的表示。

■   任務 2

     教學注意事項

 1 電腦上的小算盤可以透過單槍投影在螢幕上，當學生按到出現次方時，會特

別有感覺數字的變化。只是其他計算機或手機的呈現比較困難，若能搭配實

物投影機，學生就能看到兩者間的呈現，會更方便討論。

 2電腦的呈現，小算盤太小，可以把解析度調整。

 3課本提供的四種計算得到的結果。

       1 電腦小算盤（基本型）：按 2× 加上＝39 次，按到不知道自己按幾次啦！
       2 電腦小算盤（工程型）：按 2、xy

、40，得到 1099511627776
       3 手機軟體（基本型）：按 2×2×2×⋯×2，40 個連乘，按太久啦！ 
       4 手機軟體（工程型）：2 ^ 40，可以得到 1.099512e12

你知道第 40 天，國王要放多少粒米在棋盤上嗎？你可以試著用手邊的計

算機，算算看，並嘗試回答下面的問題。（你用的是哪一種計算機呢？電腦中

的小算盤或是手機中的計算機？）

以計算 240（2 的 40 次方）為例：

標準型計算機

先按 2 ，再按 * ，接著按 =  
39 次，即可以得到運算結果。

先按 2 ，再按 ×  及 2 ，
重複 39 次（螢幕呈現如

2×2×2×2×2×2×2×⋯×2），

按 =  即可以得到運算結果。

工程型計算機

先按 2 ，再按 xy ，接著按 40， 

按 = ，即可以得到運算結果。
在此計算機中，先輸入的數字為 x 

（代表底數），後輸入的數字為 y
 （代表指數）。

先按 2 ，再按 ^  ，接著按 40，

按 = ，即可以得到運算結果。

任務 2

1 2

3

4

12



1.099512e12、1.099511627776×1012 與 1099511627776 這三個數字相同

嗎？

不同計算機的顯示方式有所不同，雖然  1 .099511627776×10 12  與 

1099511627776 這個十三位數相同，但受限於不同機型，顯示為 1.099512e12，此

為近似值，數字最右邊的 e12 指的就是乘上 1012（以 10 為底數時，指數為12）。

你可以對一個數取四捨五入到很大的位數，也可以到很小的位數，就看你

想要多準確。240＝1099511627776，這個數字寫在書上容易，但是要記住就很

痛苦。為了讓此類數字容易記憶，可以將它四捨五入。

1099511627776 → 1099512000000 取七位有效數字，在前七位數之後的數

都變成零，精確度99.99999%。

1099511627776 → 1100000000000 取兩位有效數字，在前兩位數之後的數

都變成零，精確度99%。

1099511627776 → 1000000000000 取一位有效數字，在前一位數之後的數

都變成零，精確度90%。

其實  1100000000000  已經很精確，因此通常很大的大數我們會四捨

五入到兩位有效數字。而下表是我們進一步使用指數的記錄方式來呈現 

1100000000000 成為 1.1×1012 的演變過程。
原本數字的簡單運算 指數的記錄方式

1100000000000 × 1 ＝ 1100000000000 × 1

110000000000.0 × 10 ＝ 110000000000.0 × 101

11000000000.00 × 100 ＝ 11000000000.00 × 102

1100000000.000 × 1000 ＝ 1100000000.000 × 103

110000000.0000 × 10000 ＝ 110000000.0000 × 104

11000000.00000 × 100000 ＝ 11000000.00000 × 105

1100000.000000 × 1000000 ＝ 1100000.000000 × 106

110000.0000000 × 10000000 ＝ 110000.0000000 × 107

11000.00000000 × 100000000 ＝ 11000.00000000 × 108

1100.000000000 × 1000000000 ＝ 1100.000000000 × 109

110.0000000000 × 10000000000 ＝ 110.0000000000 × 1010

11.00000000000 × 100000000000 ＝ 11.00000000000 × 1011

1.100000000000 × 1000000000000 ＝ 1.100000000000 × 1012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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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與前面一頁的任務相關，目標在引出科學記號表示法，發現科學記號
與次方的關係。

■    1099511627776，1.099512e12 一樣嗎？學生大部分覺得一樣，但是也有
學生指出  1.099512e12 是已經四捨五入取的近似值。可以讓學生討論對
於 1099511627776 這樣的數，1.099512e12 將 627776 進位是否合適。62 萬
進位到 100 萬，對 1099511627776 來說影響大嗎？以比例來說 627776 占 
1099511627776 比例非常低。

■   當計算機想表達大數目時，通常會發生問題，例如：1.1×1012，計算機不能顯

「×」，也不可能在 10 的右上角顯示一個小數目 12，結果顯示為 1.1E12。E 
後面的數字告訴你要小數點要移動幾位，E12 與 1012 一樣。當然如果你用的是
個運算記憶體不足夠的計算機，也會顯示 E，卻沒有其他數字，這種情況下代
表錯誤 ERROR。

■  延續前一頁的活動，利用計算機得到的結果 1099511627776，1.099512e12 一樣
嗎？對於 1099511627776 這樣的數，1.099512e12 將 627776 進位是否合適。62 
萬進位到 100 萬，對 1099511627776 來說其實影響不大。

■    在表二之前的文字是為了鋪陳科學記號的表示法，並且只要看 1∼2 位的有效數
字。透過表二讓學生觀察 1100000000000 與 1.1×1012 的變化。從圖表的整理討
論科學記號的引入。

     教學注意事項

 1 當遇到像 1100000000000 這種很多 0 的數時，我們如何可以快速確定位數
呢？為了讓我們知道數有多大，我們可以每三數之間加上一小撇，寫成 
1,100,000,000,000，這是個十三位數。

 2 後面乘的數每多一個 0，就要把小數點向左移 1 位，例如：1100000000000，
寫出前幾位數，在第一位數後面加上小數點寫成 1.1，再計算位數為十三，
13－1=12，把它寫起來 1.1×1012。

 31.1×1012 與 1099511627776 作比較，是否覺得既簡潔又好讀呢？

1.099512e12、1.099511627776×1012 與 1099511627776 這三個數字相同

嗎？

不同計算機的顯示方式有所不同，雖然  1 .099511627776×10 12  與 

1099511627776 這個十三位數相同，但受限於不同機型，顯示為 1.099512e12，此

為近似值，數字最右邊的 e12 指的就是乘上 1012（以 10 為底數時，指數為12）。

你可以對一個數取四捨五入到很大的位數，也可以到很小的位數，就看你

想要多準確。240＝1099511627776，這個數字寫在書上容易，但是要記住就很

痛苦。為了讓此類數字容易記憶，可以將它四捨五入。

1099511627776 → 1099512000000 取七位有效數字，在前七位數之後的數

都變成零，精確度99.99999%。

1099511627776 → 1100000000000 取兩位有效數字，在前兩位數之後的數

都變成零，精確度99%。

1099511627776 → 1000000000000 取一位有效數字，在前一位數之後的數

都變成零，精確度90%。

其實  1100000000000  已經很精確，因此通常很大的大數我們會四捨

五入到兩位有效數字。而下表是我們進一步使用指數的記錄方式來呈現 

1100000000000 成為 1.1×1012 的演變過程。
原本數字的簡單運算 指數的記錄方式

1100000000000 × 1 ＝ 1100000000000 × 1

110000000000.0 × 10 ＝ 110000000000.0 × 101

11000000000.00 × 100 ＝ 11000000000.00 × 102

1100000000.000 × 1000 ＝ 1100000000.000 × 103

110000000.0000 × 10000 ＝ 110000000.0000 × 104

11000000.00000 × 100000 ＝ 11000000.00000 × 105

1100000.000000 × 1000000 ＝ 1100000.000000 × 106

110000.0000000 × 10000000 ＝ 110000.0000000 × 107

11000.00000000 × 100000000 ＝ 11000.00000000 × 108

1100.000000000 × 1000000000 ＝ 1100.000000000 × 109

110.0000000000 × 10000000000 ＝ 110.0000000000 × 1010

11.00000000000 × 100000000000 ＝ 11.00000000000 × 1011

1.100000000000 × 1000000000000 ＝ 1.100000000000 × 1012

表二

13



為了後面的計算與討論，我們將記錄方式以四捨五入取到小數點後一位，

寫成 1.1×1012。而在日常生活中，出現很大的數的情形越來越普遍，能以方

便、精簡的方式去呈現這些數，也顯得越來越重要。

當一個很大的數不易用一般的方式表現時，我們會採用科學記號表示，計

算機亦然。

請將下列科學或生活新聞中的大數字，用科學記號表示：

1 蘋果公司股價在 2014 年 7 月 28 日上漲 1.38%至 99.02 美元，市值達到 

5929.18 億美元，約新臺幣 17.78 兆元。請以科學記號表示 17.78 兆。

2 「富比世」雜誌今天公布臺灣 50 大富豪名單，旺旺集團主席蔡衍明今年

以新臺幣 2784 億元資產，連續第 3 年名列臺灣首富。請以科學記號表

示 2784 億。

　　根據上述資料，比較蘋果公司與旺旺集團主席蔡衍明誰較有錢呢？

任務 3

1請比較 17.78 兆與 2784 億的大小，誰比較大？

2請比較 1.778×1013 與 2.784×1011的大小，誰比較大？

任務 4

把一個正數表示成 a×10n 的形式，其中 1≦ a＜ 10 且 n 為整數，則 a×10n 

就是這個數的科學記號表示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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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1012＝1.778×1013

2784×108＝2.784×1011

兆比億大，2784 比 17.78 多，到底誰比較大，17.78 兆＞2784 億

14 位數比 12 位數大，所以 1.778×1013＞2.784×1011

1013＞1011，所以 1.778×1013＞2.784×101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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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個正數表示成 a×10n 的形式，其中 1≦a＜10 且 n 為整數，則 a×10n 就是
這個數的科學記號表示法。

■  教學注意事項：
  1.1×1012 還是 11×1011 好呢？溝通方便，又容易看到位數，且沒有其他的寫法
造成影響。

■  任務 3

     教學注意事項

 1 這裡的練習，主要是寫成科學記號，其實可以提醒學生善用已經知道的單位

如「兆」、「億」，即可以方便寫出。

 2 處理大數寫成科學記號，可以結合前面談到「個、十、百、千、萬、億」

等，這些名詞以 10 為底數的乘方記錄。
 3 寫成科學記號時，可以輕易地看出位數，在比較大小時，以 10 為底數的指

數來比較。因此任務 3 是為與後面的任務 4 相互連結。

■   任務 4 是銜接前一個任務 3，處理科學記號的比較大小。以下兩個問題是同一
個問題，主要就是想要讓學生感受科學記號在比較大小的實用性。

■ 任務 4

     教學注意事項

 1 寫成科學記號時，可以輕易地看出位數，在比較大小時，可以看以 10 為底
數的指數來比較。

 2 如果任務 4 的數字太大，可以先從 9000 與 10000 誰比較大開始。
  9×103 與 1×104 誰比較大？
  你怎麼判斷呢？ 

為了後面的計算與討論，我們將記錄方式以四捨五入取到小數點後一位，

寫成 1.1×1012。而在日常生活中，出現很大的數的情形越來越普遍，能以方

便、精簡的方式去呈現這些數，也顯得越來越重要。

當一個很大的數不易用一般的方式表現時，我們會採用科學記號表示，計

算機亦然。

請將下列科學或生活新聞中的大數字，用科學記號表示：

1 蘋果公司股價在 2014 年 7 月 28 日上漲 1.38%至 99.02 美元，市值達到 

5929.18 億美元，約新臺幣 17.78 兆元。請以科學記號表示 17.78 兆。

2 「富比世」雜誌今天公布臺灣 50 大富豪名單，旺旺集團主席蔡衍明今年

以新臺幣 2784 億元資產，連續第 3 年名列臺灣首富。請以科學記號表

示 2784 億。

　　根據上述資料，比較蘋果公司與旺旺集團主席蔡衍明誰較有錢呢？

任務 3

1請比較 17.78 兆與 2784 億的大小，誰比較大？

2請比較 1.778×1013 與 2.784×1011的大小，誰比較大？

任務 4

把一個正數表示成 a×10n 的形式，其中 1≦ a＜ 10 且 n 為整數，則 a×10n 

就是這個數的科學記號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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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 20 天，國王跟智者提到說，每天讓他的大臣與士兵們計算米粒數

與搬米，實在太累！一開始，大臣在計算米的數目，十分輕鬆，2 粒米、4 粒

米、8 粒米、16 粒米、⋯，但越來越感到計算的困難。士兵們頭幾天在搬運

米時，僅利用手指拈起數粒米就完成，但過了一、兩星期後光是數出需要的

米粒就非常不耐煩。

大臣們請國王跟智者反應：「每天讓他的大臣與士兵們計算米粒數與搬

米，實在太累！他們已經精疲力竭了，能不能用別的方式代替。」

智者：「既然如此，我只拿最後一天的米就好了。」

第 20 天時，國王要提供多少米粒數？能利用計算機以外的方法來估算第 

20 天的米量嗎？

約 1 萬粒？約 10 萬粒？約 100 萬粒？還是約 1000 萬粒呢？（提示：210＝

1024）

藉由第 20 天的米量，估算最後一天需要米多少粒？

任務 5

任務 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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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00 萬粒

學生可能的反應為

甲：264＝ 210×210×210×210×210×210×24

   ≒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6
            ＝ 1,000,000,000,000,000,000×16＝16×1018＝1.6×1019

乙：264＝ 210×210×210×210×210×210×24

   ≒103×103×103×103×103×103×16＝16×1018＝1.6×1019

丙：264＝ 220×220×220×24＝1,048,5763×16 想說用指數律可以算出精確
    的值。
丁：1.6×1019，20 位數，以 1×1019 代替。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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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本單元剛開始的故事，士兵們覺得無法負荷了，因此提出第 20 天的米到
底有多少？以下的任務與問題就是要解決一開始國王的問題「1、2、3、4、
5、⋯⋯、共有 64 個格子。到最後會有 1 公斤重的米嗎？」或是我們在第 1 頁
文末提的問題「一般大賣場賣 3 公斤一袋的米，夠不夠應付智者的要求呢？」

■  任務 5 是個選擇題，鼓勵學生用估算來處理。

     教學注意事項

 1學生可以回溯前面第 2 頁的計算結果，1,048,576 或 220。

 2 學生也可能因提示誤導而計算，如 220＝210×210＝1024×1024＝1,048,576。
不過算出這個結果後，有學生會自動反應大概 100 萬，詢問他為何這樣。
生：「因為這是個七位數，第一個數字是 1，而且對 100 萬來說，4 萬多還
好。」

 3提醒學生只要估算就好，大概是多少？

 4 這邊其實是一種估算的方式，但是沒有提醒，學生不容易想到。再提醒 
  210＝1024 接近 1000。
  220＝210×210＝1024×1024≒1000×1000＝106。

■  任務 6

     教學注意事項

 1可以提醒用前一題的結果估算就好。

 2提醒： 學生仍喜歡用 1000 去算，才用 1018 記錄。教師宜提醒並鼓勵學生利
用指數的運算，以免學生無法熟練指數律的使用。

過了 20 天，國王跟智者提到說，每天讓他的大臣與士兵們計算米粒數

與搬米，實在太累！一開始，大臣在計算米的數目，十分輕鬆，2 粒米、4 粒

米、8 粒米、16 粒米、⋯，但越來越感到計算的困難。士兵們頭幾天在搬運

米時，僅利用手指拈起數粒米就完成，但過了一、兩星期後光是數出需要的

米粒就非常不耐煩。

大臣們請國王跟智者反應：「每天讓他的大臣與士兵們計算米粒數與搬

米，實在太累！他們已經精疲力竭了，能不能用別的方式代替。」

智者：「既然如此，我只拿最後一天的米就好了。」

第 20 天時，國王要提供多少米粒數？能利用計算機以外的方法來估算第 

20 天的米量嗎？

約 1 萬粒？約 10 萬粒？約 100 萬粒？還是約 1000 萬粒呢？（提示：210＝

1024）

藉由第 20 天的米量，估算最後一天需要米多少粒？

任務 5

任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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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故事最後，國王的疑問嗎？ 「最後會有 1 公斤重的米嗎？」

有一個小兵向國王報告：「 50 粒米約 1 公克重。」

根據這個資料，請計算最後一天的米量有多重？

根據 2012 年統計的結果，全世界的稻作產量高達 7 億公噸。請問這足夠

國王支付最後一天的米量嗎？如果不夠，約幾年才可以提供完畢？

任務 7

任務 8

16

學生手冊  P16

7 億公噸＝7×108公噸，7×108＜3.2×1011，不夠。

（3.2×1011）÷（7×108）＝
3.2×1011

7×108 ＝
32×1010

7×108 ＝
32
7
×

1010

108  

＝4.6×102＝460 年

學生可能的回答；
甲：  利用前一題的米量 16,000,000,000,000,000,000 或 1.6×1019 來估算重量，
  1.6×1019÷50 ＝160×1017÷50＝3.2×1017 公克，3.2×1017÷1000÷1000 
      ＝3.2×1011 公噸。
乙： 利用前一題的米量 10,000,000,000,000,000,000 或 1×1019 來估算重量，
  1×1019÷50 ＝100×1017÷50＝2×1017 公克，2×1017÷1000÷1000
      ＝2×1011 公噸。
丙：轉換成米粒數來比較
  7 億公噸 ＝7×108 公噸＝7×108×103 公斤＝7×108×103×103 公克
      ＝7×1014 公克，
  7×1014×50＝350×1014＝3.5×1016 粒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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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搭配學生手冊 P16

■  任務 7

     教學注意事項

 1 這一題是總結前面最一開始的問題，很有挑戰性，教師宜留下足夠的時間讓

學生討論及發表。

 2 建議讓學生利用前一個任務所得到的米粒數 1.6×1019 表示，或
  10,000,000,000,000,000,000 來估算。
 3這題涉及到科學記號的除法與如何使用科學記號比較大小。

 4 學生對於單位換算需能清楚操作，公克換公斤、公斤換公噸。若需要，教師

可以提醒學生。

■  教具與設備：
  如果想要增加真實的測量，可以跟實驗室借電子秤來試著量量看米的重量，可
視教學時間做調整。

■  任務 8

     教學注意事項

  這題是本單元的延伸討論題，需要處理兩個科學記號的除法，可以視為後續延
伸科學記號乘法與除法的學習。

還記得故事最後，國王的疑問嗎？ 「最後會有 1 公斤重的米嗎？」

有一個小兵向國王報告：「 50 粒米約 1 公克重。」

根據這個資料，請計算最後一天的米量有多重？

根據 2012 年統計的結果，全世界的稻作產量高達 7 億公噸。請問這足夠

國王支付最後一天的米量嗎？如果不夠，約幾年才可以提供完畢？

任務 7

任務 8

16



素養評量題目

※ 基測相關試題

1計算 73＋（－4）3 之值為何？
 A 9　  B 27　 C 279　 D 407      
 《100 基測 1》
 【解析】
 原式＝343－64＝279，故選C

2計算 106 ×（102）3 ÷ 104 之值為何？
 A 108　　 B 109　　 C 1010　　 D 1012      
 《99 基測 1》
 【解析】
 求值式＝106×106÷104＝106＋6－4＝108

 故選A

3 已知 a＝－34，b＝（－3）4，c＝（23）4，d＝（22）6，則下列四數關係的判

斷，何者正確？

 A a＝b，c＝d　 B a＝b，c≠d　 C a≠b，c＝d　 D a≠b，c≠d
 《100 基測 2》
 【解析】
 ∵a＝－34＜0，b＝（－3）4＞0，∴a≠b
 ∵c＝（23）4＝23×4＝212，d＝（22）6＝22×6＝212，∴c＝d
 故選C

4判斷 312 是 96 的幾倍？ 

 A 1　  B（
1
3 ）

2　 C（
1
3 ）

6　 D（－6）2     
 《100 基測 1》
 【解析】

  
312

96 ＝
312

(32)6 ＝
312

312 ＝1，故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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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若 a、b 兩數滿足 102a＋1＝1000b－1＝1000000000，則 a＋b＝？

 A 8　　 B 15　　 C 25
2  　　 D 43

6       
 《97 基測 2》
 【解析】
 ∵ 102a＋1＝1000b－1＝109＝10003

 ∴       得 a＝4，b＝4　

 因此 a＋b＝4＋4＝8，故選A

6用科學符號（即科學記號）可將 1234 表示成「1.234×103」。

 若 A 的科學符號可表示成「1.23456×108」，則 A 為幾位數？
 A 6　　 B 7　　 C 8　　 D 9 
 《94 基測 1》
 【解析】 1.23456×108＝123456000，A 為 9 位數，故選D

7已知某公司去年的營業額為四千零七十億元，則此營業額可用下列何者表示？

 A 4.07×109 元  B 4.07×1010 元
 C 4.07×1011 元  D 4.07×1012 元               《101基測》
 【解析】 四千零七十億可寫成 407000000000，
 407000000000＝4.07×1011，故選C

8下列哪一個數值最小？

 A 9.5×109　　  B 2.5×109　　

 C 9.5×108　　  D 2.5×108 
 修改自《96 基測 1》
 【解析】 2.5＜9.5，108＜109，故選D

9下列哪一個式子計算出來的值最大？

 A 8.53×109－2.17×108　　 B 8.53×1010－2.17×109

 C 9.53×109－2.17×108　　 D 9.53×1010－2.17×109

 《97 基測 1》
 【解析】
 由於減的數都不影響被減數的位數，只要比較被減數即可。
 A 8.53×109－2.17×108 最小
 B 8.53×1010－2.17×109  次大
 C 9.53×109－2.17×108 小
 D 9.53×1010－2.17×109 最大

2a＋1＝9
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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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素養題

1 西元 1202 年，義大利數學家費波那契（L. Fibonacci）在他的《算盤書》
（Liber abaci）中，寫道：「有七個婦人去羅馬旅行，每個人有七匹騾
子，每匹騾子馱七口袋子，每口袋子裝七個麵包，每個麵包插七把小刀，

每把小刀有七層刀鞘。」（以下的答案均請用次方表示）

 1 請問總共有幾匹騾子?
    7×7＝72

 2 請問總共有幾口袋子?
    7×7×7＝73

 3 請問總共有幾個麵包?
    7×7×7×7＝74

 4 請問總共有幾把小刀?
    7×7×7×7×7＝75

 5 請問總共有幾層刀鞘?
    7×7×7×7×7×7＝76

2中國古籍《孫子算經》（約西元 400 年著作）也有類似的記述：
  「今日出門望見九隄，隄有九木，木有九枝，枝有九巢，巢有九禽，禽有
九雛，雛有九毛，毛有九色，問每項各幾何？」

  翻譯：出門時經過 9 座堤防，每座堤防上面種有 9 顆大樹，每棵大樹上
有長出 9 根粗樹枝，每根粗樹枝上築有 9 窩鳥巢，每窩鳥巢裡有 9 隻大
鳥，每隻大鳥育有 9 隻雛鳥，每隻雛鳥身上有 9 根羽毛，每根羽毛上有 9 
種顏色。

 1 請問有幾根粗樹枝？
   【解析】
   9×9×9＝93 根粗樹枝。
 2 如何從粗樹枝的數量求得雛鳥的數量？
   【解析】
   9×9×9＝93 根粗樹枝，93×9×9×9＝93×93＝96 隻雛鳥。
 3 顏色的數量是粗樹枝數量的幾倍？
   【解析】
   9×9×9＝93 根粗樹枝，98 種顏色，98÷93＝9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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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有一百個人合開公司，每個人出資一百萬，請問該公司總共投資多少
錢？

   【解析】
   100×1000000=100000000，102×106=108

 2 公司獲利一千萬元，平分給一百個合夥人，請問每人拿到多少錢？
   【解析】
   10,000,000÷100=100000，107÷102=105

4 在中文裡「大數」這個單位指的是  1072，而「穰」這個單位則指的是 
1028，所以「一穰大數」指的是一穰個大數。

 1 請將「一穰大數」用 10 的次方表示。
   【解析】
   1028×1072＝10100

 2 請問「大數」是「穰」的幾倍？
   【解析】
   1072÷1028＝1072－28＝1044

5 在課文中，我們介紹了美國數學家愛德華．卡斯納（Edward Kasner）在 
1940 年創造的古戈爾 Googol，代表 10100。

 現在我們介紹另一個大數小古戈爾，代表 2100。

 請問 10100 是 2100 的幾倍？
  注意！此題需用到教師手冊中加深加廣任務的概念，需在進行過該任務後
才適合使用此題作為評量題目。

 10100÷2100＝
10100

2100 ＝
10×10×10×⋯

2×2×2×⋯ ＝（
10
2 ）×（

10
2 ）×（

10
2 ）×⋯⋯＝5100

6 在美國數學家愛德華．卡斯納之後，有人發明了一個更大的大數，古戈爾

普勒克斯（googolplex）是 10 的古高爾次方：10googol＝1010100
。

 請討論 1010100 
與（1010）100 的大小關係。

 【解析】
 （1010）100＝1010×100 ＝101000，

 101000 與1010100
比較，因為底數相同，比指數的大小即可，

 10100＞103＝1000，所以1010100
＞（1010）100。

 補充說明：
 乘方的指數運算順序通常由上到下
 正確：abc

＝a（bc）

 錯誤：abc
＝（ab）

c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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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古戈爾，代表 2100；有人仿造古戈爾普勒克斯（googolplex）發明了小
古戈爾普勒克斯代表 22100

。請討論 22100
 與（22）100 的大小關係。

 【解析】
 （22）100＝22×100＝2200，

 2200 與 22100
 比較，因為底數相同，比指數的大小即可，

 2100＞200，所以  22100
＞（22）100。

 補充說明：
 乘方的指數運算順序通常由上到下
 正確：abc

＝a（bc）

 錯誤：abc
＝（ab）

c
＝ab×c

8 根據聯合國公布的資料顯示，全世界人口總數在  2012 年已經超過  70 
億。 古老歐洲有吸血鬼的傳說，如果吸血鬼吸了一個人的血，那個被吸血

  的人，也會變成吸血鬼。我們來試著挑戰一下「世界上有沒有吸血鬼」的
證明。

  假設一個吸血鬼，一個月只吸一個人的血，從 2012 年的 1 月開始，只有 
1 位吸血鬼；2012 年的 2 月，就會有 2 位吸血鬼；2012 年的 3 月，就會
有 4 位吸血鬼。

  1 請將 70 億用科學記號表示？
    【解析】
   70×108＝7×109

  2 請估算一下，幾個月後，全世界的人都變成吸血鬼？
    【解析】
   210＞1000＝103，210×210×210＞103×103×103＝109，   
   210×210×210＝230，需要 30 個月
   2×2×2×230＞7×109，2×2×2×230＝233，故需要 3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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