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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酒新瓶︰初中三角學教學構想 
 

戚文鋒、黃榮貴、楊健文 
中華基督教會譚李麗芬紀念中學 

三角學在初中以至高中的數學課程可以說是舉足輕重，與全等與相

似、畢氏定理等課題又有連結。若處理不當，學生只會依樣畫葫蘆按計算

機作機械式的計算，尤有甚者，以為 sin、cos、tan 是變量，sin θ 等於 sin
乘以 θ！ 

以正弦為例，一般教科書開首就為正弦作嚴謹的定義（不論是否運用

單位圓），而沒有照顧學生的學習心理。y = sin x不像y = x2，能運用代數方

法直接定義，而要運用幾何圖形來定義，對學生來說是很新鮮而又奇怪的。 

以下的教學設計旨在使正弦的引入變得順暢一些： 

1. 派發工作紙，上面印有幾個不同大小的 30° 直角三角形。要求學生利

用直尺量度對邊及斜邊的長度。學生應不難發現「斜邊是對邊的兩倍」

這規律。教師可引導學生歸納出︰角度為 30° 的直角三角形，不論其

大小，對邊與斜邊之比值恆為 0.5。 

2. 教師可追問學生為何會有這樣的規律，以連結相似三角形的課題。 

 

 

 

 

 

 

 

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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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可利用 Sketchpad 等軟件展示相同的結果（見圖一）︰改變直角三

角形的大小不能改變對邊與斜邊之比值。順理成章地，怎樣才能改變

比值？學生應不難說出改變 θ 的值就行了。教師就利用軟件示範改變 
θ 的值。 

4. 接著就可一邊改變 θ 的值，一邊著學生將對邊與斜邊之比值寫下來

（見圖二）。教師可與學生討論這個比值遞增、介乎 0 與 1 之間、與 θ 
不成比例等特性。 

θ 斜邊

對邊  

5° 0.09 
10° 0.18 
15° 0.26 
20° 0.34 
25° 0.43 
30° 0.50 
35° 0.58 
40° 0.64 
45° 0.70 
50° 0.77 

圖 二 

5. 然後學生就可利用上表解直角三角形（見圖三）。 

6. 經過一輪「查表」的操練，學生就自然問︰「考試時沒有這個表怎麼

辦？」教師就可追問學生︰「是否考試時有這個表就能解決所有問

題？」，與學生討論一番。 

7. 既然「查表」有缺憾，借助計算機的幫助就變得合理。此時才引入 

 「sin θ = 
斜邊

對邊
」的記號。sin 就可被看成是對 θ 的一種「操作」，

甚或計算機的一個按鈕而已（起碼不是一個數字）。教師可利用計算機

驗證前面使用過的表，然後才重複解直角三角形的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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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8. 至於餘弦及正切，可一併作相類的引入。學生就可利用「三合一」的

數表解直角三角形。教師可順道比較三個比值隨 θ 的變化。最後才完

整引入 sin θ、cos θ 和 tan θ 記號。 

上述設計的目的是延遲 sin、cos 和 tan 記號的引入，讓學生經歷由粗疏

到精密的學習歷程，使正弦的引入變得「合理」些。筆者曾挑選一些中二

學生就正弦部份作過試驗，效果不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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