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1 式子的運算

152

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因為他們是爺爺、父親與兒子，只有�3�個人。

■��7小時

活動 1 能理解一元

一 次 方 程 式 的 意

義，並能將生活情

境的問題記錄成一

元一次方程式。

注意事項

■�� 一元一次方程式
中，「一元」表示

該方程式中僅含有

一種文字符號，此

符號是一個未知

數，而非變數。

趣味數學

■�有兩對父子，一起買了每杯�50�元的咖啡，卻只付了�150�元，為什麼？

教學眉批

■��有關「方程式」及
「一元一次方程

式」，可參考備課

用書� P151-7�之數
學雜談。

■��肱 骨是上肢最大

的長骨，上端和肩

部相連，下端跟尺

骨和橈 骨相連。

配套指示器

■  MPB一元一次方程
式 P2∼9

■ 類題熟練本 P7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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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意義1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數量問題，通常可以用數學式子來表示。

例如：亞軒和 3 位同學去看電影，買了 4 張優待票和 240 元的點心，結果

4人共花了 800元。

如果我們要算出 1 張優待票的價錢時，可以假設 1 張優待票 x 元，然後依

據題意畫出下面的線段圖：

1 張優待票 x 元，則 4 張優待票共 4x 元；加上買點心花了 240 元，所以 4

人總共花了（4x＋240）元。再由題意可知 4 人總共花了 800 元，所以 4x＋240

和 800是相等的，因此 4x＋240＝800。

在上面的式子 4x＋240＝800 中，我們不知道 x 所代表的數是多少，這

時通常稱 x 為未知數；像這樣只含一種未知數（一元），且未知數的最高次方

是一次的等式，稱為一元一次方程式。

圖 3-2

共 800元

優待票 x元 優待票 x元 優待票 x元 優待票 x元 點心 240元

2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燕姿從高處摔下導致肱骨斷裂住院開刀，住單人病房每天要支付病房費

3500 元，住院期間燕姿還需要付健保醫療部分負擔費用 1600 元，出院

時結算共需繳納 12100元。

1病房費每天 3500元，若燕姿住院 x天，需付病房費多少元？

（以含 x的式子表示）

2依據題意「住院 x 天的病房費及醫療部分負擔費用 1600 元一共是

12100元」列出一元一次方程式。

一元一次方程式的列式例題1

對應能力指標7-a-04

搭配習作 P52 基礎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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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x＋7＝23

5x－8＝12
x－20＝30

6x＋17＝－25　　

1
3 �x＝－9

配套指示器

■ 類題熟練本 P73
■  十分鐘輕鬆考基礎篇 
第 39 回

教學眉批

■��此處的目的是要讓
學生透過一些簡單

的敘述來熟悉一元

一次方程式的列

式。

補充問題補充問題

■�將下列各文字敘述改寫成方程式：
 1 �x�加�7�是�23： ��　　

 2 �x�的� 1
3 �倍為－9： �　　

 3 �x�的�5�倍減�8�等於�12： �　　
 4比�x�小�20�的數是�30： ��　　
 5比�x�的�6�倍多�17�的數是－25： ��

1733–2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已知老師的年齡為 41歲，且老師的年齡是黃易年齡的 3倍少 1歲。

1依據題意「老師的年齡是黃易年齡的 3 倍少 1 歲」，若黃易的年齡為 x

歲，則老師的年齡為 歲。（以含 x的式子表示）

2依據題意「老師的年齡為 41歲」列出一元一次方程式為

　 。

1病房費每天 3500元，燕姿住院 x天，需付病房費 3500x元。

2住院 x天的病房費需 3500x元，

部分負擔費用 1600元，

一共是 3500x＋1600元，

所以列出一元一次方程式為 3500x＋1600＝12100。

在前一節提到，如何將一些文字敘述改寫成算式，現在我們再將這些文字

敘述改一改，就可以根據下面新的敘述列出一元一次方程式了：

1

2

3

4

5

文字敘述 可以列出的方程式

x減 8是 10

x的 5倍等於 35

x的 6倍加 7是 37

比 x大 5的數是 3

比 x的 4倍小 3的數是 21

x－8＝10

5x＝35

6x＋7＝37

x＋5＝3

4x－3＝21

3x－1

3x－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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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式子的運算

152

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x�＋140
4 ＝65

10x＋300＝4500

配套指示器

■ 類題熟練本 P73

活動 2 能理解一元

一次方程式解的意

義，並能以代入法

或枚舉法求出一元

一次方程式的解。

教學眉批

■���利用枚舉法或代入
法找出一元一次方

程式的解。

注意事項

■�� 算術處理的是具體
的數目，代數處理

的是抽象的數字。

學代數要學會代數

的思維方式，代數

的運算才會有意

思。

補充問題補充問題

1 �� 琳琳和�3�位同學去郊遊，買車票共花了�x�元，買點心共花了�140�元，平均每人應分
攤�65�元，則可列出一元一次方程式為 。

2 �� 將每個重�x�克的罐頭�10�個，裝入重�300�克的禮盒裡，連同盒子共重�4500�克，則可
列出一元一次方程式為 。

第 3 章．一元一次方程式174

將各數分別代入方程式 4x＋80＝8x＋20，檢驗等號是否成立：

所以 x＝15是一元一次方程式 4x＋80＝8x＋20的解。

5、12、15、18四數中，何者為一元一次方程式 4x＋80＝8x＋20的解？

當我們依據題意列出一元一次方程式後，接著

就是要找出這個方程式中未知數所代表的數。如果

一個數代入方程式後能使等號兩邊的值相等，則我

們稱這個數為方程式的解或方程式的根。

例如在例題 1中：

住院 1天表示 x＝1，費用一共是 3500×1＋1600＝5100（元）

住院 2天表示 x＝2，費用一共是 3500×2＋1600＝8600（元）

住院 3天表示 x＝3，費用一共是 3500×3＋1600＝12100（元）

所以燕姿住院 3天。

也就是說，x＝3就是一元一次方程式 3500x＋1600＝12100的解；

又如一元一次方程式 x＋5＝13中，用 8代替未知數 x時，

等號左邊 x＋5成為 8＋5

8＋5的結果是 13 等號右邊

所以 x＝8是方程式 x＋5＝13的解。

「將一個數代入方程式」就

是「以該數取代方程式中的

未知數」的意思。

解的檢驗例題2

左式：4x＋80 右式：8x＋20 是否為解

4× 5＋80＝100 8× 5＋20＝60 否

4×12＋80＝128 8×12＋20＝116 否

4×15＋80＝140 8×15＋20＝140 是

4×18＋80＝152 8×18＋20＝164 否

5

12

15

18

x

一元一次方程式的解2 對應能力指標7-a-02

搭配習作 P52 基礎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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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式子的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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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配套指示器

■ 類題熟練本 P73
■  十分鐘輕鬆考基礎篇 
第 40 回

教學眉批

■��解的概念對未來學
習二元一次（聯立）

方程式、一元一次

不等式、一元二次

方程式都有關聯，

建議教師在學生初

學方程式時，能讓

學生將解逐一代入

檢驗。

1753– 2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將 x 分別以 1、2、3、4、5、6 代入方程式 3x＋2＝20 逐一檢驗，試問何

者為該方程式的解？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時，如果每次都要逐一代入檢驗，通常不易找出方程式

的解。例如當方程式的解為分數時，我們用整數的值代入，就無法求出此方程

式的解。因此，我們將介紹等量公理與移項法則來求一元一次方程式的解。

100克 300克

用什麼方法可以很快

求出 是多少克？

想像遠比知識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力卻可以遨遊世界。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

數學小語錄

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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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活動 3 能理解等量

公理「等式左右同

加、減、乘、除一

數（除數不為0）時，
等式仍然成立」的概

念。

教學眉批

■���學生在直觀上易於
接受等量公理，教

師應避免為了導出

一般式，而做過於

繁複的解說。
■���若學生對於將等量
公理應用於未知數

感到困擾，教師可

利用天平、砂袋及

砝碼的圖卡，以操

作方式說明。

第 3 章．一元一次方程式176

要有效的求出一元一次方程式的解，我們必須對方程式作運算，因此接下

來我們要先學習一些運算規則。

世嘉與鳳儀各有一包糖果，這兩包糖果的個數相同，如果將兩包糖果同時

加入或取出相同數量的糖果，那麼兩包糖果的個數還是一樣多。

＝ ＝

如果世嘉與鳳儀的糖果數同時變成原來的某個倍數（例如 3 倍），那麼世嘉

與鳳儀的糖果數還是一樣多。

如果把世嘉與鳳儀的糖果各自分成幾等分（例如 4 等分），那麼世嘉與鳳儀

的每份糖果數還是一樣多。

如同上面的情境，

＝

＝

在等號左右同時加、減、乘、除一數（除數不為 0），等號仍然成立。這個概

念我們稱為等量公理。

等量公理與移項法則3 對應能力指標7-a-04、7-a-05、7-a-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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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1 �x＝－2�����2 �x＝－3�����3 �x＝48

配套指示器

■ 類題熟練本 P73

教學眉批

■���由�a＋c＝b＋c
��或�a－c＝b－c�
��或�a×c＝b×c
�（c�不為�0）
��或�a÷c＝b÷c
�� �推得�a＝b，在將來
處理一元一次方程

式時更有其意義。

活動 4 能利用等量

公理解一元一次方

程式，並做驗算。

教學眉批

■���教學時建議教師每
一步驟都要學生說

出理由。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的目的是要求出方

程式中未知數（x）
的值。

■����教師宜鼓勵學生思
考如何運用等量公

理求出未知數（x）
的值。

■����解方程式時須強調
根的檢驗步驟，若

是方程式的根，則

左式＝右式。

補充問題補充問題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 �x＋18＝16������������������2 �x－7＝－10������������������3 �x－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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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所舉的情境都是正數，但實際上，不論是正數或負數，等量公理

都是成立的。

我們可以將等量公理寫成：

反過來說，

例如：由1a＋4＝b＋4或2a－4＝b－4或34a＝4b或4
a
4 ＝

b
4 都可以

推得 a＝b。

接下來，我們就利用等量公理來求方程式的解。求出解之後，一定要將解

代入原方程式驗算，以確定答案是正確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3–2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a、b、c為任意給定的三數，若 a＝b，則

1a＋c＝b＋c 2a－c＝b－c

3a×c＝b×c 4a÷c＝b÷c（此時 c不為 0）

當1a＋c＝b＋c 或2a－c＝b－c

或3a×c＝b×c（此時 c不為 0） 或4a÷c＝b÷c

則可推得 a＝b的結論。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x＋38＝－27 2x－19＝25

以等量公理解方程式例題3

1為了要求出 x的值，所以需將等號左邊的「x＋38」消去 38。

x＋38＝－27

x＋38－38＝－27－38

x＝－65

同減 38等號兩邊
＜驗算＞ 

把 x＝－65代入原方程式：

左式＝ x＋38＝（－65）＋38＝－27＝右式

所以 x＝－65是原方程式的解（根）。

2為了要求出 x的值，所以需將等號左邊的「x－19」加上 19。

x－19＝25

x－19＋19＝25＋19

x＝44

同加 19等號兩邊

＜驗算＞ 

把 x＝44代入原方程式：

左式＝ x－19＝44－19＝25＝右式

所以 x＝44是原方程式的解（根）。

搭配習作 P52 基礎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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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式子的運算

152

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1 �x＝－17�����2 �x＝2.6�����3 �x＝－19

活動 5 能利用等量

公理的概念理解移

項法則，並察覺兩

者的對應關係。

注意事項

■�� 初學解一元一次方
程式時，宜先讓學

生觀察，並說出解

題的策略，如何利

用等量公理解題。

補充問題補充問題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 �－7x＝119������������������2 �x÷0.2＝13������������������3 �x×3＝－57

配套指示器

■ 類題熟練本 P74

第 3 章．一元一次方程式178

1為了要求出 x的值，所以需將等號左邊的「－3x」除以－3。

－3x＝63

－3x
－3 ＝

63
－3

x＝－21

同除以－3等號兩邊

2為了要求出 x的值，所以需將等號左邊的「x÷7＝
x
7 」乘以 7。

x÷7＝14
x
7 ＝14

x
7 ×7＝14×7

x＝98

同乘以 7等號兩邊

＜驗算＞ 

把 x＝－21代入原方程式：
左式＝－3x＝（－3）×（－21）＝ 63＝右式
所以 x＝－21是原方程式的解（根）。

＜驗算＞ 

把 x＝98代入原方程式：
左式＝x÷7＝98÷7＝14＝右式
所以 x＝98是原方程式的解（根）。

在例題 3 第1題的解題過程中，如果我們省略寫出應用等量公理的步驟

（等號兩邊同減 38），那麼看起來就相當於我們把原先等號左邊的「＋38」，移

到等號的右邊變成「－38」。像這樣的運算方式，我們稱為移項法則。

等號兩邊同減 38

等號兩邊同加 19

看起來相當於把等號左邊的「＋38」

移到等號的右邊變成「－38」。

看起來相當於把等號左邊的「－19」

移到等號的右邊變成「＋19」。

1   x＋38＝－27

x＋38－38＝－27－38

x＝－27－38

x＝－65

同樣地，在例題 3 第2題中，省略應用等量公理的步驟後，我們可以看到

等號左邊的「－19」，移到等號右邊變成「＋19」。

2    x－19＝25

x－19＋19＝25＋19

x＝25＋19

x＝44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3x＝63 2x÷7＝14

以等量公理解方程式例題4 搭配習作 P52 基礎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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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式子的運算

152

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1 �x＝ 10
3 �����2 �x＝－15�����3 �x＝80

配套指示器

■ 類題熟練本 P74

補充問題補充問題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 �6x＝20������������������2 �－ 2

3 x＝10������������������3 �x÷（－2）＝－40

教學眉批

■���從等量公理到移項
法則只是省略了一

個方程式的步驟，

但通常解一個多元

（或高次）的方程

式，就可省略好幾

個步驟，這才是移

項法則的效率。
■���初學者建議還是以
等量公理解題為

主。

注意事項

■�� 以等量公理解方程
式一直是初學者解

題的最佳方法，教

師在教學時，建議

在學生完全理解等

量公理的解題原理

後，再由式子的簡

化自然形成移項法

則。

179

1 －3x＝63

－3x
－3 ＝

63
－3

x＝
63
－3

x＝－21

2 x÷7＝14
x
7 ＝14

x
7 ×7＝14×7

x＝14×7

x＝98

接下來的例題中，我們將等量公理與移項法則的解題過程並列，希望同學

們能仔細觀察這兩種解法中的對應關係。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x＋8＝－9 2y－6＝7

37x＝－105 43x＝11

5x÷6＝－18 6－
1
4 t＝6

3–2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等號兩邊同除以－3

等號兩邊同乘以 7

看起來相當於把等號左邊的「乘以－ 3」

移到等號的右邊變成「除以－ 3」。

看起來相當於把等號左邊的「除以 7」

移到等號的右邊變成「乘以 7」。

在例題 4中，也可以看到移項法則的其他運算方式。

x＝－17 y＝13

x＝－15 x＝
11
3

x＝－108 t＝－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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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式子的運算

152

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1 �x＝2�����2 �y＝3�����3 �x＝3�����4 �x＝－2�����5 �y＝－11�����6 �x＝7�

配套指示器

■ 類題熟練本 P74

活動 6 能利用移項

法則解一元一次方

程式，並做驗算。

教學眉批

■��利用移項法則解
題，應視學生學習

的理解程度，適時

進行。

補充問題補充問題

� ■��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 �8x＋4＝20�����������������������2 ���－7＋6y＝11
 3 �4x－3＝9�������������������������4 �x－3＝－5
 5 �121＝－11y���������������������6 �15＝36－3x

第 3 章．一元一次方程式180

移項法則的解題過程

3x－20＝30

3x＝30＋20

3x＝50

x＝ 50
3

＜驗算＞把 x＝ 50
3 代入原方程式：

左式＝3x－20＝3× 50
3 －20＝50－20＝30＝右式

所以 x＝ 50
3 是原方程式的解（根）。

等量公理的解題過程

3x－20＝30

3x－20＋20＝30＋20

3x＝50

3x
3 ＝

50
3

x＝ 50
3

等號兩邊同加20

整理

等號兩邊同除以 3

整理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3x－20＝30。

等量公理與移項法則例題5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2x＋8＝14 2－6＋4y＝7

3
3
5 x＋6＝21 44－5t＝－6

搭配習作 P52 基礎題 4

x＝3 y＝ 13
4

x＝25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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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式子的運算

152

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C

配套指示器

■ 類題熟練本 P74

補充問題補充問題

■�（��   ）�若利用等量公理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1
3 x＋9＝21，則下列四個步驟

中，哪一個步驟開始發生錯誤？

� A步驟一：－
1
3 x＋9－9＝21－9

� B步驟二：－
1
3 x＝12

� C步驟三：（－
1
3 x）÷（－3）＝12÷（－3）

� D步驟四：x＝－4

教學眉批

■��教師可藉由例題�6�
讓學生理解等號的

對稱性（若a＝b，
則�b＝a）。

���若�2＋3＝5，
則�5＝2＋3，即為
數量的等號對稱性�
之表現。

若�2＝3x，
則�3x＝2，即為式
子的等號對稱性之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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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算＞把 x＝ 11
3 分別代入原方程式的左式與右式：

左式＝3x＋7

＝3× 11
3 ＋7

＝18

左式＝右式，所以 x＝ 11
3 是原方程式的解。

右式＝6x－4

＝6× 11
3 －4

＝18

3–2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當我們解一元一次方程式時，最終的目的是要求出未知數的值，得到形如

x＝3 的式子，所以若方程式的等號兩邊都含有未知數 x ，則我們應當設法使等

號一邊的每項都含未知數 x，而另一邊不含未知數 x。

我們說過，以文字符號代表數的時候，可以將它視為數來做運算，並與數

有相同的運算規則。因此，在方程式的等號兩邊加、減相同的未知數，或是對

未知數進行移項，並不影響所求出方程式的解。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3x＋7＝6x－4。

等量公理與移項法則例題6

等量公理的解題過程

3x＋7＝6x－4

3x－3x＋7＝6x－3x－4

7＝3x－4

7＋4＝3x－4＋4

11＝3x

11
3 ＝

3x
3

11
3 ＝x（習慣上寫成 x＝ 11

3 ）

移項法則的解題過程

3x＋7＝6x－4

7＝6x－3x－4

7＝3x－4

7＋4＝3x

11＝3x

3x＝11

x＝ 11
3

等號兩邊同減3x

整理

等號兩邊同加4

等號兩邊同除以3

整理

搭配習作 P52 基礎題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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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式子的運算

152

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1 �x＝2�����2 �x＝5�����3 �x＝－ 1
2 �����4 �x＝ 12

7

教學眉批

■��隨堂練習第2小

題可以利用等量公

理，直接將方程式

兩邊同減�5x。
■��驗算是解方程式重
要的過程，教師可

以提醒學生自行檢

驗，以確保答案的

正確�。

注意事項

■��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時，宜先讓學生觀

察，並說出解題的

策略，貴在學生解

題的心理準備，不

要一開始就規定學

生將未知數�x�移到
等號左邊，已知數

移到等號右邊。

補充問題補充問題

� ■��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 �4x＋5＝x＋11
 2 ���8x＋4＝3x＋29
 3 �4－5x＝8＋3x
 4 �－4x＋5＝3x－7

配套指示器

■ 類題熟練本 P75

第 3 章．一元一次方程式182

在例題 6 中，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3x＋7＝6x－4 時，如果先將 6x 移到等號

的左邊，再將＋7移到等號的右邊，則解方程式的過程就變成：

3x－6x＋7＝－4

－3x＋7＝－4

－3x＝－4－7

－3x＝－11

x＝ －11
－3

x＝ 11
3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26＋3x＝50－9x 25x＋24＝5x＋8＋4x

33（2x－4）＝30 4－2（3x－1）＋2＝41

55（2x＋3）＝4x＋69 6－10＝3x－4（2x－5）

驗算的步驟很重要，但我們可以自行檢驗，通常不用將驗算過程寫出來。

x＝2 x＝4

x＝7 x＝－ 37
6

x＝9 x＝6

182



3 1 式子的運算

152

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 1 �x＝ 45
8 �����2 �x＝－8

配套指示器

■ 類題熟練本 P75

教學眉批

■��例題�7�提供兩種不
同的解題方法，教

學時，建議教師能

讓學生先行觀察，

有了解題的心理準

備與想法後，鼓勵

學生自行解解看，

教師再補充說明。

補充問題補充問題

� ■��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 � 8
9 x－3＝2

 2 �3x－18＝5 1
4 x

183

分數直接移項

2x＝ 2
3 x－16

2x－ 2
3 x＝－16

 

4
3 x＝－16

x＝（－16）÷ 4
3  

 

x＝（－16）× 3
4  

x＝－12

2x＝ 2
3 x－16

6x＝3（ 2
3 x－16）

6x＝2x－48

6x－2x＝－48

4x＝－48

x＝ －48
4

x＝－12

等號兩邊同乘以 3

將右式化簡

先去分母再移項

3–2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2x＝ 2
3 x－16。

以移項法則解方程式例題7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
1
4 x－4＝x＋3 2－x＋16＝ 5

3 x

x＝－ 28
3 x＝6

搭配習作 P53 基礎題 55

183



3 1 式子的運算

152

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1 �x＝ 9
2 �����2 �x＝－3�����3 �x＝30�����4 �x＝－3�����5 �x＝2

配套指示器

■ 類題熟練本 P75、76

教學眉批

■��學生熟練移項法則
的運用後，教師可

鼓勵學生擴充移項

法則的使用方式，

不再限於一次只移

一項，而可能兩

項、三項同時進行

移項的動作。但要

注意乘除的移項仍

以單獨進行為宜。
■��先讓學生說出解題
的想法，再進行解

題。
■��要學生練習解一元
一次方程式時，貴

不在多樣，而是如

何達到正確快捷。

因此同一套題目，

反覆多做幾次，

並注意到個別學生

的「特殊」錯誤模�
式。

補充問題補充問題

� ■��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 �3（x－2）＝x＋3
 2 ���5（2x＋3）＝4x－3
 3 �6x＋2（－3x＋15）＝2x－30
 4 �2（x－3）－3（2x＋1）＝3
 5 �3（x＋1）－（x－4）＝5x＋1

第 3 章．一元一次方程式184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2（3－x）＝－4（x＋5） 22（x－4）－（3x＋4）＝－20＋7x

2
3 x－ 3

2 ＝
1
4 x－ 3

4

2
3 x－ 1

4 x＝－ 3
4 ＋

3
2  

  

8
12 x－

3
12 x＝－ 3

4 ＋
6
4  

  

5
12 x＝ 3

4  
  

x＝ 3
4 ÷

5
12 ＝

3
4 ×

12
5 ＝

9
5  

  

分數直接移項

1

3

3（－2x－5）＋3x＝9＋4（x＋2）

－6x－15＋3x＝9＋4x＋8

－6x＋3x－4x＝9＋8＋15

－7x＝32

x＝－ 32
7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3（－2x－5）＋3x＝9＋4（x＋2）。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例題8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2
3 x－ 3

2 ＝
1
4 x－ 3

4 。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例題9

x＝－13 x＝1

搭配習作 P52 基礎題 52∼4／
P53 基礎題57∼8、66∼8

搭配習作 P53 基礎題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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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式子的運算

152

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1 �x＝6�����2 �x＝36�����3 �x＝2�����4 �x＝16

配套指示器

■ 類題熟練本 P76

補充問題補充問題

� ■��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 � 2
3 x－ 3

2 ＝
1
4 x＋1��������������������2 ��� x6 －

x
9 ＝2

 3 �x－ 5－x
3 ＝1�����������������������������4 �x＝1＋ x

2 ＋
x
4 ＋

x
8 ＋

x
16

185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3
2 x－2＝2x＋ 2

5 。
 

 

2
3 x－ 3

2 ＝
1
4 x－ 3

4   

8x－18＝3x－9

8x－3x＝－9＋18
5x＝9

x＝ 9
5

等號兩邊同乘以 12

2
3 x－

3
2 ＝

1
4 x－

3
4

等號兩邊同乘以 12

（
2
3 x－

3
2 ）×12＝（

1
4 x－

3
4 ）×12

2
3 x×12－

3
2 ×12＝

1
4 x×12－

3
4 ×12

8x－18＝ 3x－9

先去分母再移項

2x＋1
4 －

x－4
6 ＝2

2x＋1
4 ×12－ x－4

6 ×12＝ 2×12

3（2x＋1）－2（x－4）＝24

6x＋3－2x＋8＝24

4x＋11＝24

4x＝13

x＝ 13
4

等號兩邊同乘以 12

要記得加括號

才不會算錯哦！

1 1

3 2

3–2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2x＋1

4 －
x－4

6 ＝2。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例題10

x＝－
24
5

搭配習作 P53 基礎題 5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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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式子的運算

152

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配套指示器

■ 類題熟練本 P76
■  十分鐘輕鬆考基礎篇
第 41 回

■  無敵大補帖基礎篇 
P41、42

第 3 章．一元一次方程式186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3x－1

2 －
2x＋5

3 ＝1。

!一元一次方程式：只含一種未知數，且未知數的次方是一次的等式，

稱為一元一次方程式。

@方程式的解（根）：若一數代入一元一次方程式可使等號兩邊的值相等，

此時這個數滿足此方程式，是這個方程式的解（根）。

#等量公理：當等號左右兩邊相等時，在等號左右同時加、減、乘、除

一數（除數不為 0），等號仍然成立。

   也就是說，a、b、c為任意三數，若 a＝b，則

   1a＋c＝ b＋c 2a－c＝ b－c

   3a×c＝ b×c 4a÷c＝ b÷c（c不為 0）

   反過來說，

   當1a＋c＝ b＋c 或2a－c＝ b－c

   或3a×c＝ b×c（c不為 0） 或4a÷c＝ b÷c

   則可推得 a＝b的結論。

$移項法則：解一元一次方程式的過程中，省略寫出應用等量公理的步

驟，看起來相當於把等號一側的某數（或項）移到另一側，但要變號，

「＋」會變成「－」，

「－」會變成「＋」，

「×」會變成「÷」，

「÷」會變成「×」。

x＝ 1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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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式子的運算

152

小學時，我們曾經學過用□、△、○、「甲」、「乙」、「丙」或「ㄅ」、

「ㄆ」、「ㄇ」等文字符號來代表未知的數，然後根據題意列出算式來解題。後

來又用英文字母 a、b、c、⋯⋯、x、y、z等來代表未知的數。

例如爸爸今年 42歲，經過 x年後，爸爸就是（42＋x）歲；

又如買一枝鋼珠筆要 25元，買 y枝則要（25×y）元，

通常我們可以將 25×y 的數字和英文字母中間的乘號「×」改寫成「‧」，或

者省略不寫，並把數字寫在英文字母的前面。例如：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1.5 或 1.5×x 簡記成 1.5x

x×（－6） 或 （－6）×x 簡記成（－6）x或－6x

x× 4
7 或

4
7 ×x 簡記成

4
7 x

因為任意數除以 1的結果仍是該數本身，所以我們可以把 x記成 x
1 ，

因而
4
7 x＝ 4

7 ×x＝ 4
7 ×

x
1 ＝

4×x
7×1 ＝

4x
7 ，也就是可以把

4
7 x記成 4x

7 。

15×x可以寫成 15‧x，

通常都簡記為 15x。

13×x＝3x

2（－4）×x＝（－4）x＝－4x

3x× 5
3 ＝

5
3 ×x＝ 5

3 x（或 5x
3 ）

簡記下列各式：

13×x 2（－4）×x 3x× 5
3

符號的簡記例題1

符號的簡記1 對應能力指標7-a-01、7-a-03

搭配習作 P46 基礎題 11∼4

��1 x＝ 3
2 �����2 x＝－32�����3 x＝－7�����4 x＝1�����5 x＝12

5

配套指示器

■ 類題熟練本 P77
■  十分鐘輕鬆考進階篇 
第 15 回

■  無敵大補帖進階篇  
P26∼27

■  考前衝刺 P22、23
■  考前 100 分 P22、23
■  歷屆基測試題 3-2

補充問題補充問題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5x＋7）－2x＝20－（3x＋4）����������������������2 1
2 �x－ 1

3（2x＋1）＝5

 3
2x－1

3 －
5x－3

4 ＝1－ x
2 ������������������� ������45x－｛1－2〔x＋（x－2）〕｝＝4

 52｛3〔4（5x＋1）－4〕－16｝－7＝249

1873–2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自我評量1-1

3-2
1�依據下列各文字敘述列出一元一次方程式：

1x加 5等於 13 2x的 7倍等於 21

3x的 5倍加 9等於 29 4x的 4倍減 3等於 25

2�（ ）試判斷 x＝－3是下列哪一個方程式的解？

A5x＋2＝2x＋5 B5x－2＝－2x＋5

C5x＋4＝2x－5 D5x＋4＝－2x－5

3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15x＝3x 23x＋1＝2x－5

　3
1
2 x＋3＝ 2

3 x－2 42（x－4）－3（x＋4）＝－2

　53（2x＋1）－（x＋2）＝（7x＋1）－4（x－3）

　6
3x－3

4 ＋
x－8

3 ＝2

x＋5＝13 7x＝21

5x＋9＝29 4x－3＝25

x＝0 x＝－6

x＝30 x＝－18

x＝6

x＝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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