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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螺的秘密 

摘要 

什麼叫陀螺？他有一定的形狀嗎？從小玩到大從來沒有深入去了解陀螺這個隨身的好玩

伴，這次藉由數學課平面圖形中認識圓的學習，讓我們有此次實驗的經驗，詳細地對陀

螺的轉動原理一探究竟。原來陀螺的重量及半徑大小這二個因素，都會影響陀螺旋轉的

時間和穩定度。「生活中處處是學問」經過了這次實驗讓我們大開眼界，想不到日常生活

中很平常的陀螺居然有著這麼大的學問。 

 

壹、研究動機 

康軒版第七冊數學課本第八課是上平面圖形，當老師介紹到圓的圓心時，補充說如果用一

根棒子插在圓心上，那麼這個圓就可以當做陀螺，因為圓心是圓的重心。當時我心裡突然

有了一些疑問，因為我所看到的陀螺有大有小、有重有輕，那麼大小和輕重是否會影響到

陀螺轉的時間和穩定程度呢？還有如果是三角形形是否也可以找到重心，使這種圖形能像

圓形陀螺一樣穩定的旋轉呢？於是我就在星期三的下午邀了幾個同學，在老師的指導下，

做起了我們的有趣陀螺實驗！ 

 

                           照片一 

 

貳、研究目的 

本實驗主要目的是想探討以下五個問題： 

一、陀螺圓面大小是否會影響它轉的時間長短和穩定度。 

二、如果同大小但不同重量它轉的時間長短和穩定度是否會一樣。 

三、如果同重量但不同大小，它轉的時間長短和穩定度是否會一樣。 

四、如果在圓加上同大小的環，它轉的時間長短和穩定度是否會一樣（前三個實驗結束

後追加的實驗）。 

五、如何找到隨意三角形的重心。 



參、研究設備及器材 

厚紙板兩片、薄紙板一片、長竹籤一包（文具行可買到）、瞬間膠一瓶（固定軸心，以

免滑動）、劃圓刀一隻（如果先畫圓再剪，可能不好剪成正圓，因為是紙片的關係）（如

照片二）。 

 

         照片二 

 

肆、研究方法 

一、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分別有轉動陀螺、計時、計旋轉次數、觀察記錄。 

二、 每個盤面都有粗紅線，是為了方便計算轉速。 

 

            照片三 

 

 

 

 

 

 



伍、研究結果 

實驗一 

一、大小不同的實驗： 

    先用劃圓刀在厚的紙板上切出半徑為七公分、六公分、五公分、四公分、三公分的

圓各一（如圖四），然後插上竹籤並用瞬間膠加以固定，並畫上寬紅線，然後大家各自做

自己被分配到的事，觀察後記錄如下表： 

１ ２ ３    計

次 

半徑   

秒 次 秒 次 秒 次 

備註 

 

７公分 １９ ４２ ２３ ５４ ２６ ５２ 起先蛇行，但後來固定在一點上轉

６公分 １６ ４２ ２５ ５７ １８ ４９ 從開始到最後都沒有固定點 

５公分 １３ ３０ １３ ３１ １７ ３８ 從開始到完，像彈簧一樣的運行 

４公分 ９ ３１ １２ ３８ １１ ２５ 頭尾都抖個不停，但中間較平順 

３公分 １１ ３０ ８ ２７ １０ ３１ 轉速很快，但最後說倒就倒 

         表一 

 

 

      照片四（完成圖） 

二、結果： 

    我們所得到的結果發現雖然７公分和６公分的轉的時間差不多，但是穩定度來說７

公分的就較穩定。不過按照實驗的結果可知道（如表一），越小不但穩定度越差，而且即

使轉的速度較快，但轉的時間卻變短。所以我們得到圓面越大，則轉的時間越長；但是

圓的大小卻有兩個變因待定，分別是重量及半徑大小（實驗前我們就知道的，只是不知

影響為何），我們為了要得知是哪一個影響轉的時間和穩定度，所以我們分別設計了以下

實驗來。 

 



    實驗二 

一、重量不同，但圓半徑大小一樣的實驗： 

    我們分別用厚及薄紙板做出重量不同但大小一樣的圓（如照片五），看控制半徑後

得到什麼結果。於是我們得到： 

１ ２ ３    計次 

厚薄    秒 次 秒 次 秒 次 

備註 

 

厚紙板 ２２ ５６ １９ ５１ ２３ ５７ 盤面較穩定 

薄紙板 １５ ４８ １９ ５２ １８ ５６ 盤面晃動較利害 

         表二 

 

       照片五（完成圖，左薄右厚） 

二、結果： 

    由表二可知半徑雖然一樣，但是很明顯的薄的表現和半徑小的表現類似（如表一），

雖轉速加快，但是不但不穩，而且轉的時間變短了,大約是優於半徑５公分，劣於半徑６

公分。可見半徑大小不是唯一影響轉速和穩定度的因素。 

 

    實驗三 

一、同重量但不同半徑的實驗： 

    經老師計算得到二個半徑４．２公分黏合起來的重量，和一個半徑６公分的重量相

當（照片六），我們做好後就開始測量，得到的結論如表三： 

１ ２ ３    計次 

半徑    秒 次 秒 次 秒 次 

備註 

 

４．２公分 １２ ４２ １２ ３９ １３ ４３ 跑的穩定度較差 

６公分 ２０ ５６ ２２ ５７ ２１ ５７ 跑的穩定度較佳 

         表三 



 

照片六（完成圖，左小右大） 

二、結果： 

    由表三可知雖重量一樣，但是盤面較大的不但轉的時間久而且穩定度也佳；而盤面

小的如參考表一可發現，它只和半徑５公分的圓盤轉的時間相當，但穩定度較佳；所以

由實驗二和實驗三可知影響陀螺轉動的二個變因中，二個影響力似乎是相當。所以我們

就又設計了以下的一個實驗。 

 

    實驗四 

一、把圓環加到圓面去的實驗： 

    從實驗二和三我們得到如果把重量和半徑分開來實驗，它們的影響都不是絕對的，

也就是說陀螺的轉的時間長短和穩定度是兩個一起影響的。經過老師提示後，我們就改

良實驗三，把加的重量只加在圓盤的外圈（如照片七）又會有什麼結果？以下是得到的

結果（用半徑五的當原始圓盤，環寬１公分）： 

１ ２ ３    計次 

加環    秒 次 秒 次 秒 次 

備註 

 

未加前 １３ ４３ １４ ４２ １７ ５８ 穩定度和前面的一樣 

加一個 １８ ５３ １７ ５０ ２２ ６４ 比前面好一些 

加二個 ２６ ７７ ２９ ７３ ２８ ７１ 比半徑７公分的還好 

加三個 ３５ ６９ ３７ ８３ ３４ ８３ 比半徑７公分的還好

很多 

         表五 



 
照片七（完成圖） 

二、結果： 

    哇！真是不可思異，加到外圍後居然能得到那麼好的結果，加兩個環的效果就比半

徑７公分還好很多（經老師計算的結果它的重量還比半徑７公分的還小），而且到了加二

個環以後，轉的次數下降但時間卻增長。 

 

    實驗五 

一、隨意三角形的陀螺： 

    用厚紙板描摩了三個相同的隨意三角形（三邊長分別為９公分、９．９公分、１１．

５公分），然後老師提示可從三頂點到三邊做邊的特別處（例如垂直邊或平分邊）連線，

連完後會得到一個交點（如照片八），以此點插木棒看看，以下我們所做的結果： 

１ ２ ３    計次 

取邊關係  秒 次 秒 次 秒 次 

備註 

 

垂直邊時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一轉就馬上倒下 

平分邊時 ７ １９ ５ １５ ６ １６ 轉得比較久，但是速度慢

時易倒下 

５公分圓 ６ １９ ９ ２５ １２ ２６ 轉得三角形更久，且速度

慢時不易倒下 

         表六 



 
照片八（完成圖,左一平分邊，左二垂直邊） 

 

照片九（平分邊三角形轉動圖） 

二、結果： 

    是平分邊的三角形才能轉(照片九)，但轉的時候在速度慢時容易倒下,而對照圓卻不

易倒下。本實驗都是由薄紙板，比較容易切割，所以本處的圓轉得比表一轉得少；而圓

取的方式是由平分邊的三角形中心點到三頂點距離除以３，所得就當圓的半徑。而照片

八右二的三角形本來是要用另一種方法取得重心（用吊起來彈出垂直地面的線的交點取

得），但是因為器材不夠精細所以失敗。 

 

陸、討論 

從小玩到現在，從來沒有深入去了解陀螺，這次的實驗實我們有幾個疑點： 

一、什麼叫陀螺？他有一定的形狀嗎？經老師的說明了解，只要是繞一中心轉動的固體

都可以叫陀螺，不一定是要什麼樣的形狀。 

二、我們在做實驗時發現所有的陀螺在轉時，竹籤頂也在繞圓圈，老師解釋說這種現象



叫陀螺效應，起因是竹籤插入時可能沒有在正中央，或是圓盤沒有垂直竹籤，造成

重量分配不平均產生的。而這種現象經常發生在星球的自轉上，像我們的地球因為

重量分佈不平均就有這種現象，所以會產生北南極的改變，甚至影響到自轉的長短，

進而影響到季節的規律，所以我們的四季通常經過一段時間就要修正。 

三、第四個實驗我們發現重量如果在周圍增加轉速會變慢，老師說這種現象可以解釋溜

冰的人為什麼手一收起來轉得就會很快。這種現象就是因為影響旋轉的因素，就是

由重量和半徑互相作用產生的，而它的名字就叫轉動慣量，它的道理就像坐翹翹板

的道理一樣，翹翹板坐的人越輕，如果坐後面一點就可和較重的人平衡；所以如果

重量集中在外圍，那麼要轉快一點，就要多一些力量，但如果力量一樣，那麼只好

用變慢來補。 

四、在實驗休息的時候，老師讓我們自由玩已做好的陀螺，玩著玩著就把陀螺拿了起來

再放到別的地方，陀螺還是繼續在轉，老師說那也是因為轉動慣量造成的。另外我

們在手時，尤其是實驗四的外加三個環那個，拿起來如果有一個角度，會感覺到有

一個反方向的力量存在。老師說那個也是轉動慣量造成的現象，而且科學家還利用

這種現象做了很多有用的東西，像陀螺儀就是其中的代表；大的陀螺儀可以減輕船

在海浪中的起伏，小的可以幫助太空人在外太空取得方向．．．．．等等功能。 

五、可不可以做其它形狀的陀螺呢？老師說把三角形吊起來，用各頂點接繩子彈上油墨

就是可以用在其它形狀的圖形上找重心，古代的數學家就是用這種方式找重心的。

可惜因為我們的設備太粗糙，沒辦法做出那樣的線，所以這次實驗只能做到這邊。 

 

柒、結論 

經過了這次實驗讓我們大開眼界，想不到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陀螺居然有著這麼大的學

問。難怪會經常聽到生活中到處是學問的說法，經過了這次的實驗，使我深深體會到這

句話的真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