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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上學期期末，老師利用文化走讀的課程帶我

們徒步到附近的社區參觀，走著走著，我們看到

了一座很特別的建築物，遠遠看去好像一座不規

則的魔術方塊，後來發現它是利用不同的面與色

塊設計出與眾不同風格的建築物，我們突然想到

如果增加或減少魔術方塊的面，是不是也可以設

計出更不一樣的建築物，這些漂亮的設計彷彿帶

我們住進了千變萬化的魔術方塊裡面！ 

    於是，我們決定先從最簡單的魔術方塊來探討，看看它如果少了一個方塊、二

個方塊……它的面會有什麼樣的變化？並且找出它的規律！ 

貳、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我們想要藉由實際操作三階、四階、五階魔術方塊中，任取二塊、三塊小方塊

的方法數與面數的增減，進一步尋找出 N階魔術方塊任取 n塊小方塊的計算公式及

面數增減的規律，因此我們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找出三階魔術方塊任取二塊的組合(方法)數與面數的變化 

二、 找出三階魔術方塊任取三塊的組合(方法)數與面數的變化 

三、 找出四階魔術方塊任取二塊的組合(方法)數與面數的變化 

四、 找出四階魔術方塊任取三塊的組合(方法)數與面數的變化 

五、 找出五階魔術方塊任取二塊的組合(方法)數與面數的變化 

六、 找出五階魔術方塊任取三塊的組合(方法)數與面數的變化 

 

 

 

 

 

 

 

 

 

圖 1 



2 
 

參、 解釋名詞 

 

一、三階魔術方塊 

三階魔術方塊是一般最常

見的魔術方塊，是由六個面(正

方形)，八個角，十二個邊所組成

的，其中每個面又再切割成 9個

小正方形；如右圖所示： 

 
 

二、四階魔術方塊 

四階魔術方塊是由六個面

(正方形)，八個角，十二個邊所

組成的。其中每個面又再切割成

16個小正方形；如右圖所示： 

 

 

三、五階魔術方塊 

五階魔術方塊是由六個面

(正方形)，八個角，十二個邊所

組成的。其中每個面又再切割成

25個小正方形；如右圖所示： 

 

 

 
 
 
 
 

 

圖 2 

圖 3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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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塊 

此研究中的角塊是指在魔術方塊中最角落的方塊，如圖所示： 
 

三階魔術方塊角塊 四階魔術方塊角塊 五階魔術方塊角塊 

 
  

 

    五、中塊 

此研究中的中塊是指在魔術方塊中最中心的方塊，如圖所示： 
 

三階魔術方塊中塊 四階魔術方塊中塊 五階魔術方塊中塊 

 
 

 

 

 

 

 

 

 

圖 5 圖 6 圖 7 

圖 8 圖 9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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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邊塊 

此研究中的邊塊是指在魔術方塊中除了角塊與中塊外的方塊，如圖所示： 
 

三階魔術方塊邊塊 四階魔術方塊邊塊 五階魔術方塊邊塊 

   

 

七、面數之變化 

此研究中面數之變化意指在魔術方塊中任意取走兩個或是三個小方塊後的面數

與原本未取走之前裸露在外的面數相比較，觀察其差異情形，以三階魔術方塊取走

二塊(一層、立體)為例，如下圖所示： 

 

三階魔術方塊取前的面數(任一層) 三階魔術方塊取走二塊後的面數(任一層) 

 

 

 

面數的變化＝紅色的部分－藍色的部分＝(3+3)-(3+3)＝0 

 

 

 

藍色的面為原來的裸露在外的面數，

有三面( 包含下面 ) 

紅色的部分為取走之後的面數 

圖 15 圖 14 

圖 11 圖 12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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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魔術方塊取前的面數(立體) 三階魔術方塊取走二塊後的面數(立體) 

  

 

面的變化＝紅色的部分－藍色的部分＝(5+3)-(1+3)＝4 

 

肆、 預備知識 

一、組合(方法)數的取法 

    在研究魔術方塊任意取兩個或是三個方塊時，取的方法如下(以三階魔術方塊取

二-任一層為例)，其餘方法數的取法以此類推。 

任意取兩個 取方塊的方法 方法數  

角塊＋邊塊 ∁
任選一個角塊

總共有四個角塊
× ∁

任選一個不相鄰的邊塊

不相鄰的邊塊有兩個
 ∁1

4 × ∁1
2 

       二、∁m
𝑛 表示從 n種不同的事物中取 m個組合的方法數，其中 

∁m
𝑛 ＝

n×(n−1)×(n−2)×(n−3)⋯⋯⋯⋯×(n−m+1)

m×(m−1)×(m−2)⋯⋯⋯×1
 

 

 

藍色的面為原來的裸露在外的面數 紅色的部分為取走之後的面 

圖 16 
圖 17 

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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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過程或方法 

問題一: 找出三階魔術方塊任取二塊的組合(方法)數與面數的變化 

一、三階魔術方塊中，任一層取兩個小方塊： 

    我們先研究在三階魔術方塊中，任一

層任取兩個小方塊的組合數有幾種。以下

區分為相鄰與不相鄰兩種狀況討論！ 

 

(一)、三階魔術方塊中，任一層取兩個小方塊的組合(方法)數 

    依據三階魔術方塊，我們先拆解一層下來，探討在一層的情況下，若任意取

走兩個小方塊，它會有幾種組合(方法)數？下表分別列出在全相鄰與不相鄰的情

況下，任意取走兩個方塊的組合數。 

表 1：三階魔術方塊取二(任一層)組合數之分析表 

 全相鄰 不相鄰 

角塊＋角塊 × ∁2
4 

角塊＋邊塊 ∁1
4 × ∁1

2 ∁1
4 × ∁1

2 

角塊＋中塊 × ∁1
4 × ∁1

1 

邊塊＋邊塊 × ∁2
4 

邊塊＋中塊 ∁1
4 × ∁1

1 × 

中塊＋中塊 × × 

        (二) 三階魔術方塊中，任一層取兩個小方塊的前後面數變化之分析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再延伸討論面數的變化，單獨取走一個角塊，可以多出二

個面，再扣除原本接觸在外的四個面，所以總面數會減少 2；單獨取走一個邊塊，

可以多出三個面，再扣除原本接觸在外的三個面，所以總面數無增無減；單獨取走

一個中塊，可以多出四個面，再扣除原本接觸在外的二個面，所以總面數會增加

2；由此規律不難發現，在一個三階取二平面的魔術方塊中，任取走一個方塊後，

本來接觸在外的面數與被抽取過後其多出來的面數相加起來會等於六。根據此，我

們做了以下有關於面數的變化之分析，並製成下表... 

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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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三階魔術方塊中，任一層取兩個小方塊之面數的變化分析表 

 全相鄰 不相鄰 

組合數 
原有

的面 

後來

的面 

面數

變化 
組合數 

原有

的面 

後來

的面 

面數

變化 

角塊＋角塊 × × × × ∁2
4 8 4 -2-2 

角塊＋邊塊 ∁1
4 × ∁1

2 7 3 -4 ∁1
4 × ∁1

2 7 5 -2+0 

角塊＋中塊 × × × × ∁1
4 × ∁1

1 6 6 -2+2 

邊塊＋邊塊 × × × × ∁2
4 6 6 0+0 

邊塊＋中塊 ∁1
4 × ∁1

1 5 5 0 × × × × 

中塊＋中塊 × × × × × × × × 

 

二、三階魔術方塊取二(立體)     

    我們再研究在三階魔術方塊的

狀況下，任取兩個小方塊的組合數

有幾種？以下區分為相鄰與不相鄰

兩種狀況討論！ 

 

註：此取法以最外面一層為主 

 

 

 

 

 

(一)、三階魔術方塊中，任取兩個小方塊的組合(方法)數 

    依據三階魔術方塊，若任意取走兩個小方塊，它會有幾種組合(方法)數？下

表分別列出在全相鄰與不相鄰的情況下，任意取走兩個方塊的組合數。 

表 3：三階魔術方塊取二(立體)組合數之分析表 

 全相鄰 不相鄰 

角塊＋角塊 × ∁2
8 

角塊＋邊塊 ∁1
8×∁1

3 ∁1
8×∁1

9 
角塊＋中塊 × ∁1

8×∁1
6 

邊塊＋邊塊 × ∁2
12 

邊塊＋中塊 ∁1
12×∁1

2 ∁1
12×∁1

4 
中塊＋中塊 × ∁2

6 
        

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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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階魔術方塊中，取兩個小方塊的前後面數變化之分析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再延伸討論面數的變化，單獨取走一個角塊，可以多出三

個面，再扣除原本接觸在外的三個面，所以總面數無增無減；單獨取走一個邊塊，

可以多出四個面，再扣除原本接觸在外的二個面，所以總面數增加 2；單獨取走一

個中塊，可以多出五個面，再扣除原本接觸在外的面，所以總面數增加 4；由此規

律不難發現，在一個魔術方塊中，本來接觸在外的面數與被抽取過後其多出來的面

數相加起來會等於六。根據此，我們做了以下有關於面數的變化之分析，並製成下

表。 

表 4：三階魔術方塊中，任取兩個小方塊之面數的變化分析表 

 全相鄰 不相鄰 

組合數 原有

的面 

後來

的面 

面數

變化 

組合數 原有

的面 

後來

的面 

面數

變化 

角塊＋角塊 × × × × ∁2
8 6 6 0+0 

角塊＋邊塊 ∁1
8×∁1

3 5 5 0 ∁1
8×∁1

9 5 7 0+2 

角塊＋中塊 × × × × ∁1
8×∁1

6 4 8 0+4 

邊塊＋邊塊 × × × × ∁2
12 4 8 2+2 

邊塊＋中塊 ∁1
12×∁1

2 3 7 +4 ∁1
12×∁1

4 3 9 2+4 

中塊＋中塊 × × × × ∁2
6 2 10 4+4 

 

 

       【結論】 

根據以上的規則，在計算不相鄰情況的時候，取出一個方塊後，所多出的面，

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重點！(如表 5) 
 
        表 5 

平面 立體 

角塊 -2 角塊 0 

邊塊 0 邊塊 +2 

中塊 +2 中塊 +4 

     接下來我們就依此規律依序找出其面數的前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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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 找出三階魔術方塊任取三塊的組合(方法)數與面數的變化 

一、三階魔術方塊中，任一層取三個小方塊： 

    我們先研究在三階魔術方塊中，任一

層任取三個小方塊有幾種組合數。以下區

分為相鄰、部分相鄰與不相鄰三種狀況討

論！ 

 
 

 

表 6：三階魔術方塊取三(任一層)組合數與面數變化之分析表 

 全相鄰 面 部分相鄰 面 不相鄰 面 

角塊＋角塊＋角塊 × × × × ∁3
4 -6 

邊塊＋邊塊＋邊塊 × × × × ∁3
4 0 

角塊＋角塊＋中塊 × × × × ∁2
4×∁1

1 -2 

角塊＋角塊＋邊塊 ∁1
4×∁2

2
 -8 ∁1

4×∁1
2×∁1

2 -6 ∁1
4×∁2

2 -4 

邊塊＋邊塊＋角塊 ∁1
4×∁2

2 +6 ∁1
4×∁1

2×∁1
2 -4 ∁1

4×∁2
2 -2 

邊塊＋邊塊＋中塊 ∁2
4×∁1

1 -2 × × × × 

角塊＋邊塊＋中塊 ∁1
4×∁1

2×∁1
1 -4 ∁1

4×∁1
2×∁1

1 -2 × × 

中塊＋中塊＋中塊 × × × × × × 

中塊＋中塊＋角塊 × × × × × × 

中塊＋中塊＋邊塊 × × × × × × 

 

 

二、三階魔術方塊取三(立體)： 

    我們再研究在三階魔術方塊

立體的狀況下，任取三個小方塊有

幾種組合數。以下區分為相鄰、部

分相鄰與不相鄰三種狀況討論！ 

    註：此取法以最外面一層為主 

 

圖 20 

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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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三階魔術方塊取三(立體)組合數與面數變化之分析表 

 全相鄰 面 部分相鄰 面 不相鄰 面 

角塊＋角塊＋角塊 × × × × ∁3
8 0 

邊塊＋邊塊＋邊塊 × × × × ∁3
12 +6 

中塊＋中塊＋中塊 × × × × ∁3
6 +12 

角塊＋角塊＋中塊 × × × × ∁2
8×∁1

6 +4 

角塊＋角塊＋邊塊 ∁1
12×∁2

2 -2 ∁1
8×∁1

3×∁1
6 0 ∁1

12×∁2
6 +2 

邊塊＋邊塊＋角塊 ∁1
8×∁2

3 0 ∁1
12×∁1

2×∁1
9 +2 ∁1

8×∁2
9 +4 

邊塊＋邊塊＋中塊 ∁1
6×∁2

4 +4 ∁1
6×∁1

4×∁1
8 +6 ∁1

6×∁2
8 +8 

中塊＋中塊＋角塊 × × × × ∁2
6×∁1

8 +8 

中塊＋中塊＋邊塊 ∁1
12×∁2

2 +6 ∁1
6×∁1

4×∁1
4 +8 ∁1

12×∁2
4 +10 

角塊＋邊塊＋中塊 ∁1
8×∁1

3×∁1
2 

+2 

∁1
6×∁1

4×

∁1
6+∁1

8×∁1
3

×∁1
4 

+4 

∁1
8×∁1

9×∁1
4 

+6 

 

問題三: 找出四階魔術方塊取二的組合(方法)數與面數的變化 

一、四階魔術方塊中，任一層取兩個小方塊： 

    我們先研究在四階魔術方塊中，任一

層任取兩個小方塊有幾種組合數。以下區

分為相鄰與不相鄰兩種狀況討論！ 

 

表 8：四階魔術方塊取二(任一層)組合數與面數變化之分析表 

 全相鄰 面數 不相鄰 面數 

角塊＋角塊 × × ∁2
4 -2-2 

角塊＋邊塊 ∁1
4×∁1

2 -4 ∁1
4×∁1

6 -2+0 

角塊＋中塊 × × ∁1
4×∁1

4 -2+2 

邊塊＋邊塊 ∁1
8×∁1

1÷2 -2 ∁1
8×∁1

6÷2 +0+0 

邊塊＋中塊 ∁1
4×∁1

2 +0 ∁1
8×∁1

3 +0+2 

中塊＋中塊 ∁1
4×∁1

2÷2 +2 ∁1
4×∁1

1÷2 +2+2 

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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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階魔術方塊取二(立體)： 

    我們再研究在四階魔術方塊的

狀況下，任取兩個小方塊的組合數

有幾種？以下區分為相鄰與不相鄰

兩種狀況討論！ 

 

    註：此取法以最外面一層為主  

 

表 9：四階魔術方塊取二(立體)組合數與面數變化之分析表 

 全相鄰 面 不相鄰 面 

角塊＋角塊 × × ∁2
8 +0+0 

角塊＋邊塊 ∁1
8×∁1

3 +0 ∁1
8×∁1

21 +0+2 

角塊＋中塊 × × ∁1
8×∁1

24 +0+4 

邊塊＋邊塊 ∁1
24×∁1

1÷2 +2 ∁1
24×∁1

22÷2 +2+2 

邊塊＋中塊 ∁1
24×∁1

2 +4 ∁1
24×∁1

22 +2+4 

中塊＋中塊 ∁1
24×∁1

2÷2 +6 ∁1
24×∁1

21÷2 +4+4 

 

問題四: 找出四階魔術方塊取三的組合(方法)數與面數的變化 

一、四階魔術方塊中，任一層取三個小方塊： 

    我們先研究在四階魔術方塊中，任一

層任取三個小方塊有幾種組合數。以下區

分為相鄰、部分相鄰與不相鄰三種狀況討

論！ 

 

 

圖 23 

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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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四階魔術方塊取三(任一層)組合數與面數變化之分析表 

 全相鄰 面 部分相鄰 面 不相鄰 面 

角塊＋角塊＋角塊 × × × × ∁3
4 -6 

角塊＋角塊＋邊塊 × × ∁2
4×∁1

4 -6 ∁2
4×∁1

4 -4 

角塊＋角塊＋中塊 × × × × ∁2
4×∁1

4 -2 

邊塊＋邊塊＋邊塊 × × ∁1
8×∁1

1÷2×∁1
6 -2 ∁1

8×∁1
6×∁1

4÷6 +0 

邊塊＋邊塊＋角塊 ∁1
4×∁2

2+∁1
4

×∁1
2×∁1

1 -6 

∁1
8×∁1

1÷2×∁1
2+ 

∁1
4×∁1

2×∁1
5 -4 

∁1
4×∁2

2+∁1
4×∁1

2×

∁1
4+∁1

4×∁1
4×

∁1
2÷2 

-2 

邊塊＋邊塊＋中塊 ∁1
4×∁2

2+∁1
4

×∁1
2×∁1

1 -2 

∁1
8×∁1

1÷2×∁1
2+ 

∁1
4×∁1

2×∁1
5 +0 

∁1
4×∁2

2+∁1
4×∁1

2×

∁1
4+∁1

4×∁1
4×

∁1
2÷2 

+2 

中塊＋中塊＋中塊 ∁3
4 +2 × × × × 

中塊＋中塊＋邊塊 ∁1
4×∁1

2÷2×

∁1
4 +0 

∁1
4×∁1

1÷2× ∁1
4

＋∁1
4×∁1

2÷2×

∁1
4 

+2 

∁1
4×∁1

1÷2× ∁1
4 

+4 

中塊＋中塊＋角塊 × × ∁1
4×∁1

2×∁1
4÷2 +0 ∁1

4×∁1
1÷2× ∁1

4 +2 

角塊＋邊塊＋中塊 ∁1
4×∁1

2×∁1
1 

-4 
∁1

4×∁1
2×∁1

3＋

∁1
4×∁1

2×∁1
3 

-2 
∁1

8×∁1
3×∁1

3 
+0 

 

二、四階魔術方塊取三(立體)： 

    我們再研究在四階魔術方塊立

體的狀況下，任取三個小方塊有幾種

組合數。以下區分為相鄰、部分相鄰

與不相鄰三種狀況討論！ 

 

    註：此取法以最外面一層為主 
 

 

 

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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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四階魔術方塊取三(立體)組合數與面數變化之分析表 

 全相鄰 面 部分相鄰 面 不相鄰 面 

角塊＋角塊＋角塊 × × × × ∁3
8 +0 

角塊＋角塊＋邊塊 × × ∁1
8×∁1

3×∁1
7 0 ∁1

24×∁2
7 +2 

角塊＋角塊＋中塊 × × × × ∁2
8×∁1

24 +4 

邊塊＋邊塊＋邊塊 × × ∁1
24×∁1

1÷2×∁1
22 +4 ∁1

24×∁1
22×∁1

20÷6 +6 

邊塊＋邊塊＋角塊 ∁1
8 ×

∁2
3+∁1

8×

∁1
3×∁1

1 

0 

∁1
24×∁1

1÷2×

∁1
6+∁1

8×∁1
3×∁1

20 +2 

∁1
24×∁1

2÷2×

∁1
7+∁1

24×∁1
20÷2×

∁1
6 

+4 

邊塊＋邊塊＋中塊 ∁1
24×∁2

2 

+4 

∁1
24×∁1

1÷2×

∁1
20+∁1

24×∁1
2×∁1

21 +6 

∁1
24×∁1

2÷2×

∁1
21+∁1

24×∁1
20÷2×

∁1
20 

+8 

中塊＋中塊＋中塊 ∁1
24×∁2

2 

+8 

∁1
24×∁1

2÷2×∁1
20 

+10 

∁1
24×∁1

1÷2×

∁1
20+∁1

24×∁1
20×

∁1
16 

+12 

中塊＋中塊＋角塊 × × ∁1
24×∁1

2÷2×∁1
8 +6 ∁1

24×∁1
21÷2×∁1

8 +8 

中塊＋中塊＋邊塊 ∁1
24×

∁2
2+∁1

24

×∁1
2×∁1

2 

+6 

∁1
24×∁1

2÷2×∁1
20＋

∁1
24×∁1

2×∁1
20 +8 

∁1
24×∁1

2×∁1
21 ÷

2+∁1
24×∁1

20÷2×

∁1
19 

+10 

角塊＋中塊＋邊塊 ∁1
8×∁1

3×

∁1
2 

+2 
∁1

8×∁1
3×∁1

22＋∁1
24

×∁1
2×∁1

7 
+4 

∁1
8×∁1

21×∁1
22 

+6 

 

問題五: 找出五階魔術方塊取二的組合(方法)數與面數的變化 

一、五階魔術方塊中，任一層取兩個小方塊： 

    我們先研究在五階魔術方塊中，任

一層任取兩個小方塊的組合數有幾種？

以下區分為相鄰與不相鄰兩種狀況討

論！ 

 
 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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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進入五階之後，方塊數變多了，扣除最外面的一圈方塊數，裡面其實就是

一個小小的三階平面，所以，我們再將五階平面做以下的內部分析，綠色代表外

角，紫色代表外邊，紅色代表中塊，我們又進而將紅色中塊的部分分成內角、內

邊、中塊逐一分析！如下圖所示： 

 

外角 外邊 外邊 外邊 外角 

外邊 內角 內邊 內角 外邊 

外邊 內邊 中 內邊 外邊 

外邊 內角 內邊 內角 外邊 

外角 外邊 外邊 外邊 外角 

 

  表 12：五階魔術方塊取二內部之組合數與面數變化之分析表 

 
  相鄰 面 不相鄰 面 

角塊＋角塊 外角、外角 × × ∁2
4 -4 

角塊＋邊塊 外角、外邊 ∁1
4×∁1

2 -4 ∁1
4×∁1

10 -2 

角塊＋中塊 外角、內角 × × ∁1
4×∁1

4 0 

外角、內邊 × × ∁1
4×∁1

4 0 

外角、中 × × ∁1
4×∁1

1 0 

邊塊＋邊塊 外邊、外邊 ∁1
4×∁1

2 -2 ∁1
4×∁1

9÷2+∁1
8×∁1

10÷2 0 

邊塊＋中塊 外邊、內角 ∁1
4×∁1

2 0 ∁1
4×∁1

10 +2 

外邊、內邊 ∁1
4×∁1

1 0 ∁1
4×∁1

11 +2 

外邊、中 × × ∁1
12×∁1

1 +2 

中塊＋中塊 內角、內角 × × ∁2
4 +4 

內角、內邊 ∁1
4×∁1

2 +2 ∁1
4×∁1

2 +4 

內角、中 × × ∁1
4×∁1

1 +4 

內邊、內邊 × × ∁2
4 +4 

內邊、中 ∁1
4×∁1

1 +2 × × 

 

將表 12中，相同的條件情形下，彙整成下表 

 

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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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五階魔術方塊取二(任一層)組合數與面數變化之分析表 

 相鄰 面 不相鄰 面 

角塊＋角塊 × × ∁2
4 -4 

角塊＋邊塊 ∁1
4×∁1

2 -4 ∁1
4×∁1

10 -2 

角塊＋中塊 × × ∁1
4×∁1

4+∁1
4×∁1

1+∁1
4×∁1

4 0 

邊塊＋邊塊 ∁1
4×∁1

2 -2 ∁1
4×∁1

9÷2+∁1
8×∁1

10÷2 0 

邊塊＋中塊 ∁1
4×∁1

2+∁1
4×∁1

1 0 ∁1
4×∁1

10+∁1
12×∁1

1+∁1
4×∁1

11 +2 

中塊＋中塊 ∁1
4×∁1

1+∁1
4×∁1

2 +2 ∁2
4+∁1

4×∁1
1+∁1

4×∁1
2+∁2

4 +4 

 

二、五階魔術方塊取二(立體)： 

    我們再研究在五階魔術方塊的狀況

下，任取兩個小方塊有幾種組合數。以下

區分為相鄰與不相鄰兩種狀況討論！ 

 

註：此取法以最外面一層為主 
 

 

因為進入五階之後，方塊數變多了，扣除最外面的一圈方塊數，裡面其實就是

一個小小的三階平面，所以，我們再將五階平面做以下的內部分析，綠色代表外

角，紫色代表外邊，紅色代表中塊，我們又進而將紅色中塊的部分分成內角、內

邊、中塊逐一分析！如下圖所示： 

 

外角 外邊 外邊 外邊 外角 

外邊 內角 內邊 內角 外邊 

外邊 內邊 中 內邊 外邊 

外邊 內角 內邊 內角 外邊 

外角 外邊 外邊 外邊 外角 

 

 

圖 28 

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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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五階魔術方塊取二內部組合數與面數變化之分析表 

  相鄰 面 不相鄰 面 

角塊＋角塊 外角、外角 × × ∁2
8 +0 

角塊＋邊塊 外角、外邊 ∁1
8×∁1

3 0 ∁1
8×∁1

33 +2 

角塊＋中塊 外角、內角 × × ∁1
8×∁1

24 +4 

外角、內邊 × × ∁1
8×∁1

24 +4 

外角、中 × × ∁1
8×∁1

6 +4 

邊塊＋邊塊 外邊、外邊 ∁1
12×∁1

2 +2 ∁2
12+∁1

12×∁1
22+∁2

24 +4 

邊塊＋中塊 外邊、內角 ∁1
24×∁1

2 +4 ∁1
24×∁1

34 +6 

外邊、內邊 ∁1
24×∁1

1 +4 ∁1
24×∁1

35 +6 

外邊、中 × × ∁1
36×∁1

6 +6 

中塊＋中塊 內角、內角 × × ∁2
24 +8 

內角、內邊 ∁1
24×∁1

2 +6 ∁1
24×∁1

22 +8 

內角、中 × × ∁1
24×∁1

6 +8 

內邊、內邊 × × ∁2
24 +8 

內邊、中 ∁1
24×∁1

1 +6 ∁1
24×∁1

5 +8 

中、中 × × ∁2
6 +8 

 

將表 14中，相同的條件情形下，彙整成下表 

表 15：五階魔術方塊取二(立體)組合數與面數變化之分析表 

 相鄰 面 不相鄰 面 

角塊＋角塊 × × ∁2
8 0 

角塊＋邊塊 ∁1
8×∁1

3 0 ∁1
8×∁1

33 +2 

角塊＋中塊 × × ∁1
8×∁1

24+∁1
8×∁1

6+∁1
8×∁1

24 +4 

邊塊＋邊塊 ∁1
12×∁1

2 +2 ∁2
12+∁1

12×∁1
22+∁2

24 +4 

邊塊＋中塊 ∁1
24×∁1

2+∁1
24×∁1

1 +4 ∁1
24×∁1

34+∁1
36×∁1

6+∁1
24×∁1

34 +6 

中塊＋中塊 ∁1
24×∁1

1+∁1
24×∁1

2 +6 ∁2
24+∁1

24×∁1
22+∁1

24×∁1
6+∁2

24+∁1
24×∁1

5+∁2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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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六: 找出五階魔術方塊取三的組合(方法)數與面數的變化 

一、五階魔術方塊中，任一層取三個小方塊： 

    我們先研究在五階魔術方塊中，任一

層任取三個小方塊有幾種組合數。以下區

分為相鄰、部分相鄰與不相鄰三種狀況討

論！ 
 

  

 

因為進入五階之後，方塊數變多了，扣除最外面的一圈方塊數，裡面其實就是

一個小小的三階平面，所以，我們再將五階平面做以下的內部分析，綠色代表外

角，紫色代表外邊，紅色代表中塊，我們又進而將紅色中塊的部分分成內角、內

邊、中塊逐一分析！如下圖所示： 

 

外角 外邊 外邊 外邊 外角 

外邊 內角 內邊 內角 外邊 

外邊 內邊 中 內邊 外邊 

外邊 內角 內邊 內角 外邊 

外角 外邊 外邊 外邊 外角 

表 16：五階魔術方塊取三內部組合數與面數變化之分析表 

  全相鄰 面 部份相鄰 面 不相鄰 面 

角角角 外角+外角+外角 × × × × ∁3
4 -6 

邊邊邊 外邊+外邊+外邊 ∁1
4×∁2

2 -4 ∁1
4×∁1

2×∁1
9 -2 ∁3

4+∁2
4×∁1

4 + ∁1
4

×∁2
6+∁3

8 

0 

中中中 

內邊+內邊+內邊 × × × × ∁3
4 +6 

內角+內角+內角 × × × × ∁3
4 +6 

內角+內角+內邊 ∁1
4×∁2

2 +2 ∁1
4×∁1

2×∁1
2 +4 ∁1

4×∁2
2 +6 

內角+內角+中 × × × × ∁2
4×∁1

1 +6 

內邊+內邊+內角 ∁1
4×∁2

2 +2 ∁1
4×∁1

2×∁1
2 +4 ∁1

4×∁2
2 +6 

內邊+內邊+中 ∁2
4×∁1

1 +2 × × × × 

內角+內邊+中 ∁1
4×∁1

2×

∁1
1 

+2 ∁1
4×∁1

1×∁1
2 +4 × × 

角角邊 外角+外角+外邊 × × ∁2
4×∁1

4 -6 ∁2
4×∁1

8 -4 

圖 29 

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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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角中 外角+外角+內角 × × × × ∁2
4×∁1

4 -2 

外角+外角+內邊 × × × × ∁2
4×∁1

4 -2 

外角+外角+中 × × × × ∁2
4×∁1

1 -2 

邊邊中 外邊+外邊+內角 ∁1
4×

∁2
2+∁1

4×

∁1
2×∁1

1 

-2 ∁1
4×∁1

2×

∁1
9+∁1

4×∁1
2×

∁1
3 

0 ∁2
4×∁1

4+∁1
4×∁1

6×

∁1
3+∁1

4×∁2
6 

+2 

外邊+外邊+內邊 ∁1
4×∁1

2×

∁1
1 

-2 ∁1
4×∁1

1×

∁1
9+∁1

4×∁1
2×

∁1
3 

0 ∁2
8×∁1

4+∁1
4×∁1

6×

∁1
3+∁2

4×∁1
2 

+2 

外邊+外邊+中 × × ∁1
4×∁1

2×∁1
1 0 ∁2

4×∁1
1+∁1

4×∁1
6×

∁1
1+∁2

8×∁1
1 

+2 

邊邊角 外邊+外邊+外角 ∁1
4×

∁2
2+∁1

4×

∁1
2×∁1

1 

-6 ∁1
4×∁1

2×

∁1
9+∁1

4×∁1
2×

∁1
3 

-4 ∁2
4×∁1

4+∁1
4×∁1

6×

∁1
3+∁1

4×∁2
6 

-2 

角中中 外角+內角+內邊 × × ∁1
4×∁1

2×∁1
4 0 ∁1

4×∁1
4×∁1

2 +2 

外角+內角+中 × × × × ∁1
4×∁1

4×∁1
1 +2 

外角+內邊+中 × × ∁1
4×∁1

4×∁1
1 0 × × 

內角+內角+外角 × × × × ∁2
4×∁1

4 +2 

內邊+內邊+外角 × × × × ∁2
4×∁1

4 +2 

中中邊 內角+內角+外邊 × × ∁1
4×∁1

2×∁1
3 +2 ∁2

4×∁1
8 +4 

內邊+內邊+外邊 × × ∁2
4×∁1

2 +2 ∁2
4×∁1

10 +4 

外邊+內角+內邊 ∁1
4×∁1

2×

∁1
3 

+0 ∁1
4×∁1

2×

∁1
2 + ∁1

4×

∁1
1×∁1

2+∁1
4×

∁1
2×∁1

9 

+2 ∁1
4×∁1

2×∁1
9 +4 

外邊+內角+中 × × ∁1
4×∁1

1×∁1
2 0 ∁1

4×∁1
1×∁1

10 +4 

外邊+內邊+中 ∁1
4×∁1

1×

∁1
1 

+0 ∁1
4×∁1

1×∁1
11 +2 × × 

角邊中 

外角+外邊+內角 

 

∁1
4×∁1

2×

∁1
1 

-4 ∁1
4×∁1

2×

∁1
3+∁1

4×∁1
2

×∁1
3 

-2 ∁1
4×∁1

4×∁1
4+∁1

4×

∁1
6×∁1

3 

0 

外角+外邊+內邊 × × ∁1
4×∁1

1×

∁1
4+∁1

4×∁1
2

×∁1
4 

-2 ∁1
4×∁1

4×∁1
3+∁1

4×

∁1
6×∁1

4 

0 

外角+外邊+中 × × ∁1
4×∁1

2×∁1
1 -2 ∁1

4×∁1
10×∁1

1 0 

將表 16中，相同的條件情形下，彙整成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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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五階魔術方塊取三(任一層)組合數與面數變化之分析表 

 全相鄰 面 部份相鄰 面 不相鄰 面 

角角角 × × × × ∁3
4 -6 

邊邊邊 ∁1
4×∁2

2 -4 ∁1
4×∁1

2×∁1
9 -2 ∁3

4+∁2
4×∁1

4 + ∁1
4×

∁2
6+∁3

8 

0 

中中中 ∁1
4×∁2

2+∁1
4×

∁2
2+∁2

4×∁1
1+∁1

4

×∁1
2×∁1

1 

+2 ∁1
4×∁1

2×∁1
2+∁1

4×

∁1
2×∁1

2+∁1
4×∁1

1×

∁1
2 

+4 ∁3
4+∁3

4+∁1
4×∁2

2+∁2
4×

∁1
1+∁1

4×∁2
2 

+6 

角角邊 × × ∁2
4×∁1

4 -6 ∁2
4×∁1

8 -4 

角角中 × × × × ∁2
4×∁1

4+∁2
4×∁1

4+∁2
4×

∁1
1 

-2 

邊邊角 ∁1
4×∁2

2+∁1
4×∁1

2

×∁1
1 

-6 ∁1
4×∁1

2×∁1
9+∁1

4×

∁1
2×∁1

3 

-4 ∁2
4×∁1

4+∁1
4×∁1

6×

∁1
3+∁1

4×∁2
6 

-2 

邊邊中 ∁1
4×∁2

2+∁1
4×∁1

2

×∁1
1+∁1

4×∁1
2×

∁1
1 

-2 ∁1
4×∁1

2×∁1
9+∁1

4×

∁1
2×∁1

3+∁1
4×∁1

1×

∁1
9+∁1

4×∁1
2×

∁1
3+∁1

4×∁1
2×∁1

1 

0 ∁2
4×∁1

4+∁1
4×∁1

6×

∁1
3+∁1

4×∁2
6+∁2

8×

∁1
4+∁1

4×∁1
6×∁1

3+∁2
4×

∁1
2+∁2

4×∁1
1+∁1

4×∁1
6×

∁1
1+∁2

8×∁1
1 

+2 

中中角 × × ∁1
4×∁1

2×∁1
4+∁1

4×

∁1
4×∁1

1 

+6 ∁2
4×∁1

4+∁2
4×∁1

4+∁1
4×

∁1
4×∁1

2+∁1
4×∁1

4×∁1
1 

+2 

中中邊 ∁1
4×∁1

2×∁1
3+∁1

4

×∁1
1×∁1

1 

0 ∁1
4×∁1

2×∁1
3+∁2

4×

∁1
2+∁1

4×∁1
2×∁1

2 +

∁1
4×∁1

1×∁1
2+∁1

4×

∁1
2×∁1

9+∁1
4×∁1

1×

∁1
2+∁1

4×∁1
1×∁1

11 

+2 ∁2
4×∁1

8+∁2
4×∁1

10+∁1
4×

∁1
2×∁1

9+∁1
4×∁1

1×∁1
10 

+4 

角邊中 × × ∁1
4×∁1

2×∁1
3+∁1

4×

∁1
2×∁1

3+∁1
4×∁1

1×

∁1
4+∁1

4×∁1
2×

∁1
4+∁1

4×∁1
2×∁1

1 

-2 ∁1
4×∁1

4×∁1
4+∁1

4×∁1
6×

∁1
3+∁1

4×∁1
4×∁1

3+∁1
4×

∁1
6×∁1

4+∁1
4×∁1

10×∁1
1 

0 

 

 

 



20 
 

二、五階魔術方塊取三(立體)： 

    我們再研究在五階魔術方塊

立體的狀況下，任取三個小方塊有

幾種組合數。以下區分為相鄰、部

分相鄰與不相鄰三種狀況討論！ 

    註：此取法以最外面一層為主 

 

 

因為進入五階之後，方塊數變多了，扣除最外面的一圈方塊數，裡面其實就是

一個小小的三階平面，所以，我們再將五階平面做以下的內部分析，綠色代表外

角，紫色代表外邊，紅色代表中塊，我們又進而將紅色中塊的部分分成內角、內

邊、中塊逐一分析！如下圖所示： 

 

外角 外邊 外邊 外邊 外角 

外邊 內角 內邊 內角 外邊 

外邊 內邊 中 內邊 外邊 

外邊 內角 內邊 內角 外邊 

外角 外邊 外邊 外邊 外角 

表 18：五階魔術方塊取三內部組合數與面數變化之分析表 

  全相鄰 面 部份相鄰 面 不相鄰 面 

角角角 外角+外角+外角 × × × × ∁3
8 0 

邊邊邊 外邊+外邊+外邊 ∁1
12×∁2

2 +2 ∁1
12×∁1

2×∁1
33 +4 ∁3

12+∁2
12∁1

20+

∁1
12×∁2

22+∁3
24 

+6 

中中中 內邊+內邊+內邊 × × × × ∁3
24 +12 

內角+內角+內角 × × × × ∁3
24 +12 

中+中+中 × × × × ∁3
6 +12 

內角+內角+內邊 ∁1
24×∁2

2 +8 ∁1
24×∁1

2×∁1
22 +10 ∁1

24×∁2
22 +12 

內角+內角+中 × × × × ∁2
24×∁1

6 +12 

內邊+內邊+內角 ∁1
24×∁2

2 +8 ∁1
24×∁1

2×∁1
22 +10 ∁1

24×∁2
22 +12 

內邊+內邊+中 ∁1
6×∁2

4 +8 ∁1
6×∁1

4×∁1
20 +10 ∁1

6×∁2
20 +12 

中+中+內角 × × × × ∁2
6×∁1

24 +12 

中+中+內邊 × × ∁2
6×∁1

8 +10 ∁2
6×∁1

16 +12 

圖 30 

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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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角+內邊+中 ∁1
6×∁1

4×

∁1
2 

+8 ∁1
24×∁1

2×

∁1
5+∁1

6×∁1
4×

∁1
22 

+10 ∁1
6×∁1

20×∁1
22 +12 

角角邊 外角+外角+外邊 × × ∁2
8×∁1

6 0 ∁2
8×∁1

30 +2 

角角中 外角+外角+內角 × × × × ∁2
8×∁1

24 +4 

外角+外角+內邊 × × × × ∁2
8×∁1

24 +4 

外角+外角+中 × × × × ∁2
8×∁1

6 +4 

邊邊角 外邊+外邊+外角 ∁1
8×

∁2
3+∁1

8×

∁1
3×∁1

1 

+0 ∁1
8×∁1

3×

∁1
32+∁1

12×∁1
2

×∁1
7 

+2 ∁2
12×∁1

8+∁1
12×

∁1
22×∁1

7+∁1
8×

∁2
21 

+4 

邊邊中 外邊+外邊+內角 ∁1
12×∁1

2×

∁1
2 

+4 ∁1
24×∁1

2×

∁1
33+∁1

12×∁1
2

×∁1
22 

+6 ∁2
12×∁1

24+∁1
12×

∁1
22×∁1

22+∁1
24×

∁2
22 

+8 

外邊+外邊+內邊 ∁1
24×∁1

1×

∁1
2 

+4 ∁1
12×∁1

2×

∁1
22+∁1

24×∁1
1

×∁1
33 

+6 ∁2
24×∁1

24+∁1
12×

∁1
22×∁1

22+∁1
24×

∁2
11 

+8 

外邊+外邊+中 × × ∁1
12×∁1

2×∁1
6 +6 ∁2

12×∁1
6+∁1

12×

∁1
22×∁1

6+∁2
24×

∁1
6 

+8 

中中角 內角+內角+外角 × × × × ∁2
24×∁1

8 +8 

內邊+內邊+外角 × × × × ∁2
24×∁1

8 +8 

中+中+外角 × × × × ∁2
6×∁1

8 +8 

外角+內角+內邊 × × ∁1
24×∁1

2×∁1
8 +6 ∁1

8×∁1
24×∁1

22 +8 

外角+內角+中 × × × × ∁1
8×∁1

24×∁1
6 +8 

外角+內邊+中 × × ∁1
8×∁1

6×∁1
4 +6 ∁1

8×∁1
24×∁1

5 +8 

中中邊 內角+內角+外邊 ∁1
24×∁2

2 +6 ∁1
24×∁1

2×∁1
22 +8 ∁1

12×∁2
24+∁1

24×

∁2
22 

+10 

內邊+內邊+外邊 ∁1
12×∁2

2 +6 ∁1
12×∁1

2×∁1
22 +8 ∁1

12×∁2
22+∁1

24×

∁2
24 

+10 

中+中+外邊 × × × × ∁2
6×∁1

36 +10 

外邊+內角+內邊 ∁1
36×∁1

2×

∁1
2 

+6 ∁1
24×∁1

2×

∁1
22+∁1

24×∁1
2

×∁1
33+∁1

24×

∁1
1×∁1

22 

+8 ∁1
24×∁1

22×∁1
33 +10 

外邊+內角+中 × × ∁1
24×∁1

2×∁1
6 +8 ∁1

6×∁1
24×∁1

34 +10 

外邊+內邊+中 ∁1
6×∁1

4×

∁1
1 

+6 ∁1
24×∁1

1×

∁1
5+∁1

6×∁1
4×

∁1
35 

+8 ∁1
6×∁1

20×∁1
3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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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邊中 外角+外邊+內角 ∁1
8×∁1

3×

∁1
2 

+2 ∁1
8×∁1

3×

∁1
22+∁1

24×∁1
2

×∁1
7 

+4 ∁1
8×∁1

12×

∁1
24+∁1

8×∁1
21×

∁1
22 

+6 

外角+外邊+內邊 × × ∁1
8×∁1

3×

∁1
24+∁1

24×∁1
1

×∁1
8 

+4 ∁1
8×∁1

24×∁1
32 +6 

外角+外邊+中 × × ∁1
8×∁1

3×∁1
6 +4 ∁1

8×∁1
33×∁1

6 +6 

 

將表 16中，相同的條件情形下，彙整成下表 

表 19：五階魔術方塊取三(立體)組合數與面數變化之分析表 

 全相鄰 面 部份相鄰 面 不相鄰 面 

角角角 × × × × ∁3
8 0 

邊邊邊 ∁1
12×∁2

2 +2 ∁1
12×∁1

2×∁1
33 +4 ∁3

12+∁2
12×∁1

20+∁1
12×

∁2
22+∁3

24 

+6 

角角中 × × × × ∁2
8×∁1

24+∁2
8×∁1

24+∁2
8×

∁1
6 

+4 

邊邊角 ∁1
8×∁2

3+∁1
8×∁1

3

×∁1
1 

 0 ∁1
8×∁1

3×∁1
32+∁1

12×

∁1
2×∁1

7 

+2 ∁2
12×∁1

8+∁1
12×∁1

22×

∁1
7+∁1

8×∁2
21 

+4 

邊邊中 ∁1
12×∁1

2×∁1
2+ 

∁1
24×∁1

1×∁1
2 

 

+4 ∁1
24×∁1

2×∁1
33+∁1

12×

∁1
2×∁1

22+∁1
12×∁1

2×

∁1
22+∁1

24×∁1
1×

∁1
33+∁1

12×∁1
2×∁1

6 

 

+6 ∁2
12×∁1

24+∁1
12×∁1

22×

∁1
22+∁1

24×∁2
22+∁2

24×

∁1
24+∁1

12×∁1
22×∁1

22+∁1
24

×∁2
11+∁2

12×∁1
6+∁1

12×∁1
22

×∁1
6+∁2

24×∁1
6 

+8 

中中角 × × ∁1
24×∁1

2×∁1
8+∁1

8×∁1
6

×∁1
4 

+6 ∁2
24×∁1

8+∁2
6×∁1

8+∁2
24×

∁1
8+∁1

8×∁1
24×∁1

22+∁1
8×

∁1
24×∁1

6+∁1
8×∁1

24×∁1
5 

+8 

中中邊 ∁1
24×∁2

2+∁1
12×

∁2
2+∁1

36×∁1
2×

∁1
2+∁1

6×∁1
4×∁1

1 

 

+6 ∁1
24×∁1

2×∁1
22+∁1

12×

∁1
2×∁1

22+∁1
24×∁1

2×

∁1
22+∁1

24×∁1
2×

∁1
33+∁1

24×∁1
1×∁1

22+ 

∁1
24×∁1

2×∁1
6+∁1

24×

∁1
1×∁1

5+∁1
6×∁1

4×∁1
35 

+8 ∁1
12×∁2

24+∁1
24×∁2

22+∁1
12

×∁2
22+∁1

24×∁2
24+∁2

6×

∁1
36+∁1

24×∁1
22×∁1

33+∁1
6×

∁1
24×∁1

34+∁1
6×∁1

20×∁1
35 

+10 

角邊中 ∁1
8×∁1

3×∁1
2 +2 ∁1

8×∁1
3×∁1

22+∁1
24×

∁1
2×∁1

7+∁1
8×∁1

3×

∁1
6+∁1

8×∁1
3×

∁1
24+∁1

24×∁1
1×∁1

8 

+4 ∁1
8×∁1

12×∁1
24+∁1

8×∁1
21×

∁1
22+∁1

8×∁1
24×∁1

32∁1
8×

∁1
24×∁1

32+∁1
8×∁1

33×∁1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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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角邊 × × ∁2
8×∁1

6 +2 ∁2
8×∁1

30 +2 

中中中 ∁1
24×∁2

2+∁1
24×

∁2
2+∁1

6×∁2
4+∁1

6

×∁1
4×∁1

2 

 

+8 ∁1
24×∁1

2×∁1
22+∁1

24×

∁1
2×∁1

22+∁1
6×∁1

4×

∁1
20+∁2

6×∁1
8+∁1

24×

∁1
2×∁1

5+∁1
6×∁1

4×∁1
22 

+10 ∁3
24+∁3

24+∁3
6+∁1

24×

∁1
22+∁2

24×∁1
6+∁1

24×

∁2
22+∁1

6×∁2
20+∁2

6×

∁1
24+∁2

6×∁1
16+∁1

6×∁1
20×

∁1
22 

+12 

 

 

陸、 結論 

(一)在三階魔術方塊任取二塊，在兩方塊不相鄰的狀況下發現面數的變化量是中塊

＞邊塊＞角塊，而且都是取中塊會比取邊塊多 2個面，取邊塊又會比取角塊多

2個面！ 

(二)選擇中塊會多出較多可以利用的面！ 

(三)如果選取的方塊皆為角塊時，其組合數不會有全相鄰或是部分相鄰的情況發生。 

(四)角塊和中塊永遠不可能相鄰，所以在計算組合數與面數時，直接計算不相鄰的

部分即可。 

(五) N階魔術方塊任取 2方塊之組合數 (任一層) ，如下表 

表 20 

 相鄰 不相鄰 

角塊＋角塊 無此組合 ∁2
4 

角塊＋邊塊 ∁1
4 × ∁1

2 ∁1
4 × ∁1

(N−2)×4−2 

角塊＋中塊 無此組合 ∁1
4 × ∁1

(N−2)2

 

邊塊＋邊塊 (N-2-1)×4  

邊塊＋中塊 ∁1
(N−2)×4

× ∁1
1 ∁1

(N−2)×4
× ∁1

(N−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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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N階魔術方塊任取 2方塊之組合數(立體) ，如下表 

表 21 

 相鄰 不相鄰 

角塊＋角塊 無此組合 ∁2
8 

角塊＋邊塊 ∁1
8 × ∁1

3 ∁1
8 × ∁1

(N−2)×4−3 

角塊＋中塊 無此組合 ∁1
8 × ∁1

(N−2)2×6
 

邊塊＋邊塊 (N-2-1)×12  

邊塊＋中塊 ∁1
(N−2)×4

× ∁1
2 ∁1

(N−2)×12
× ∁1

(N−2)2×6−2
 

 

(七) N階魔術方塊任取 3方塊之組合數(任一層) ，如下表 

表 22 

 相鄰 不相鄰 

角塊＋角塊＋角塊 無此組合 ∁3
4 

邊塊＋邊塊＋邊塊 (N-2-2)×4  

角塊＋角塊＋中塊 無此組合  

邊塊＋邊塊＋角塊 ∁1
4 × ∁1

2 × ∁1
1  

邊塊＋邊塊＋中塊 (N-2-1)×12× ∁1
2  

 

(八) N階魔術方塊任取 3方塊之組合數(立體) ，如下表 

表 23 

 相鄰 不相鄰 

角塊＋角塊＋角塊 無此組合 ∁3
8 

邊塊＋邊塊＋邊塊 (N-2-2)×12  

角塊＋角塊＋中塊 無此組合  

中塊＋中塊＋角塊 無此組合  

角塊＋中塊＋邊塊 ∁1
8 × ∁1

3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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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方塊取走後，面數的變化之分析 

1、同時取走角塊、角塊或是同時取走角塊、中塊時，面數的變化互不影響，

因為這些方塊永遠不可能相鄰。 

2、五階以上，任意取兩個方塊或是三個方塊，其面數的變化量都是固定的。

整理成下列表格： 

         表 24：N (N≧5) 階魔術方塊任取二方塊(任一層)面數變化量增減表 

 相鄰 不相鄰 

角塊＋角塊 × -4 

角塊＋邊塊 -4 -2 

角塊＋中塊 × 0 

邊塊＋邊塊 -2 0 

邊塊＋中塊 0 +2 

中塊＋中塊 +2 +4 

 

             表 25：N (N≧5) 階魔術方塊任取二方塊(立體)面數變化量增減表 

 相鄰 不相鄰 

角塊＋角塊 × 0 

角塊＋邊塊 0 +2 

角塊＋中塊 × +4 

邊塊＋邊塊 +2 +4 

邊塊＋中塊 +4 +6 

中塊＋中塊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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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6：N (N≧5) 階魔術方塊任取三方塊(任一層)面數變化量增減表 

 全相鄰 部份相鄰 不相鄰 

角角角 × × -6 

角角邊 × -6 -4 

角角中 × × -2 

邊邊角 -6 -4 -2 

邊邊邊 -4 -2 0 

邊邊中 -2 0 +2 

中中角 × +6 +2 

中中邊 0 +2 +4 

中中中 +2 +4 +6 

角邊中 × -2 0 

     

 表 27：N (N≧5) 階魔術方塊任取三方塊(立體)面數變化量增減表 

 全相鄰 部份相鄰 不相鄰 

角角角 × × 0 

角角邊 × +2 +2 

角角中 × × +4 

邊邊角 0 +2 +4 

邊邊邊 +2 +4 +6 

邊邊中 +4 +6 +8 

中中角 × +6 +8 

中中邊 +6 +8 +10 

中中中 +8 +10 +12 

角邊中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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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心得與感想 

    很高興可以加入數學這個團隊，在將近一年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學會了如何發

現問題、解決問題、驗證答案。又在過程中，我們也常常會遇到很多的瓶頸，但為

了突破瓶頸，我們更學會如何尋求新的數學知識來解決遇到的困境，每當解出問題

答案的那一瞬間，我的心就雀躍不已，那片刻的興奮難以言喻，而我們真的很享受

這種解題的快感！ 

    在過去的這一年，很感謝我的數學團隊好夥伴，雖然我們有時會因為意見不同

而起爭執，但也有時卻為了尋求問題的解答而錯過了用餐時間，無形之中培養了彼

此之間的最佳默契，此次數學探究之旅，感謝一路上有你的陪伴與鼓勵。 

    我們這次研究的主題是「城市魔方」，它不但可以利用不同的面與色塊設計出

與眾不同風格的建築物，在生活當中我們也發現有許多相關的建築物，如圖 31、 

圖 32、圖 33、圖 34，正好與我們的研究相呼應。 

 
 

 

 

               
 

 

 

 

 

圖 31  (台北市信義區的春光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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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高雄四維國小公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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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台中廣三 SOGO) 

翻拍台中觀光旅遊網 

圖 34  (鹿特丹，方塊屋) 

翻拍 Little Bear’s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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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研究結果可以提供廠商作為參考： 

(一)廠商在造景時，若因材料成本的考量，可以變換其中的幾個面的材質或是少幾

個方塊，就會有不一樣的新面貌。 

(二)色彩繽紛的幾何圖形，就像正在翻轉中的魔術方塊，只要任選幾塊，變化其顏

色，也可以呈現變化多端的視覺效果。 

(三)取走某些方塊後，可以做成兒童的書架、或是遊樂場、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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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騰出版社(2007)。高中數學第四冊  第二章 排列、組合  

圖 35  (兒童的夢想樂園) 

翻拍 grimshaw 建築事務所 

圖 36  (兒童的夢想樂園) 

翻拍 grimshaw建築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