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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学实验与数学软件》重点介绍了三款数学软件——Mathematica、LINGO和几何画板，对它们
的功能、语法及基本使用方法进行了介绍。
读者阅读《数学实验与数学软件》便能了解软件的基本功能，并能根据实际需求有选择性地学习相关
章节的内容。
　　《数学实验与数学软件》可作为教师、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其他数学爱好者、理工科
学生及参加数学建模竞赛的学生的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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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都不选定。
如果在画板的空白处单击一下（或按Esc键），那么所有选定的标记就都没有了，这时没有对象被选定
了。
 （6）选择所有，如果选择了画板工具箱中的选择工具，这时在“编辑”菜单中就会有一个“全选”
的命令；如果当前工具是画点工具，则这一项就变成选择“所有点”；如果是画线工具或画圆工具，
则这一项就变成“选择所有线段（射线、直线）”或“选择所有圆”。
它的快捷组合键是Ctrl+A（请注意并反复练习这种选择同类对象全体的方式）。
 （7）选择对象的父母和子女。
选定一些对象后，单击菜单“编辑一选择父对象”，就可以把已选定对象的父母选定，如图14—32所
示。
类似地，也可以选择子对象。
如果一个对象没有父母，那么几何画板就认为它自己是自己的父母；同样，如果一个对象没有子女，
那么它自己是自己的子女。
所谓“父母”和“子女”，是指对象之间的派生关系，例如，线段是由两点派生出来的，因此，这两
点的“子女”就是线段，而线段的“父母”就是两个点。
 注意：画板中最后构造的对象处于选择状态。
在选择对象之前最好在画板的空白处单击一下（或按Ese键），否则会影响选择的正确性。
 小技巧：选择多个对象还可以用拖框的方式（和一般的Windows软件相同）。
若想要画图快捷，最好熟悉这种选择方式。
 选择对象的目的是为了对这个对象进行操作。
这是因为在Windows中，所有的操作都只能作用于选定的对象上。
在几何画板中，对选定的对象可以进行的操作有删除、隐藏、拖动、构造、测量、变换等。
在这里，先介绍删除和拖动操作。
 14.3.2删除 删除就是把对象（点、线或圆等图形元素或其组合）从屏幕中清除出去。
方法是：选定要删除的对象，然后单击菜单“编辑→清除”，或按键盘上的Delete键，请注意：这时
与该对象有关的所有“子对象”及子对象的子对象等均会被删除，这一点与一般的Windows软件又不
同，但和数学思想倒很相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4.3.3拖动 当用鼠标拖动已经选定的对象在画板中移动时，这些对象也会跟着移动。
由于几何画板中的几何对象都是通过几何定义构造出来的，而且几何画板的精髓就在于“在运动中保
持几何关系不变”，所以拖动对象时，相关的“父对象”也会相应地移动，但“子对象”只会在保持
几何关系的条件下相应变动。
 当用鼠标拖动画板中的图形时，可以感受到几何画板的动态功能。
 试一试按下面的步骤进行拖动操作，注意观察图形变化的情况。
 例14.7绘制一个以A为圆心，B为圆周上一点的圆，在圆周上任取一点C，分别拖动图形中的点A，B
，C观察图形的变化，如图14—33所示。
 （1）拖动点A时图形的变化。
由于点A是圆的父母，所以圆的大小和圆心的位置随着点A的移动而变化。
由于点B是自由的，不受点A控制，所以圆总保持过点B，点C始终在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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