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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旨趣 

    為什麼用力推，箱子都不動？是誰偷走我的力氣？ 喔!原來是摩擦力！生

活中摩擦力無處不在！寫字、走路、騎車…都需要摩擦力才能進行。你能想像

沒有摩擦力的世界嗎？沒有摩擦力，筷子夾不住東西，連走路也走不了！你知

道哪些方法可以增加摩擦力？又有哪些方法可以減少摩擦力嗎？讓我們一起認

識摩擦力的”摩”力世界吧！ 

 

二、器材 

（活動一）竹筷子、開口小的瓶子、米 

（活動二）氣球棒、菜瓜布、玩偶 

（活動三）塑膠盒、螺帽、透明膠帶、砂紙、木板、彈簧秤 

（活動四）紙盒、曬衣夾、棉線 

 
三、活動過程 

 ( 活動一)~~~ 一柱擎天 

1.將瓶子裝滿米，用手蓋住瓶口輕敲，使米粒紮實。（如圖一） 

2.待米粒下降，再繼續加入米粒，反覆幾次，直到無法再加米。 

 

 

 

 

 

          圖一                 圖二                   圖三          

 
3.把筷子插入，並壓米使米粒更紮實。（亦可裝到八分滿時插入筷子，再繼

續加米使米粒紮實。（如圖二）。 

4.握住筷子，即可把整杯米跟著筷子一起提上來。（如圖三） 



原理 

    米粒和米粒間、米粒和筷子間及米粒和容器間都可能因上述原因而產生摩

擦力，當米粒被壓得越紮實，則米粒、筷子及容器三者間的摩擦力就可能越大，

阻止彼此間的相對運動，使得插在容器中的筷子可以將整杯的米都提上來。 

 

（活動二）~~~誰爬得快 

1. 在氣球棒或木棒底端綁上菜瓜布或不織布（不可太緊或太鬆）（如圖一）。 

2. 敲打氣球棒或木棒上端則菜瓜布或不織布會上升。（如圖二） 

3. 可在菜瓜布或不織布上黏上可愛的玩偶增加趣味性! （如圖三） 

原理 

 菜瓜布或不織布因為與氣球棒或木棒間的摩擦力會停留在棒上。在敲打的瞬間

因棒子向下滑落一小段，而布因慣性幾乎會停留在原位，造成布向上爬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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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 ｢它｣ 抓得住我 

1. 在塑膠盒中放幾個螺帽增加重量（如圖一），並在不同面上（面積相同）

分別貼上膠帶（平滑）及砂紙（粗糙）並貼上鐵鉤（如圖二、三）。 

2. 把塑膠盒貼上膠帶的那一面放在光滑木板上以彈簧秤拉動，並記錄塑膠盒

剛被拉動時彈簧秤上的數據（最大靜摩擦力）。（如圖四） 

3. 換塑膠盒上貼砂紙的另一面放在光滑木板上再操作一次。並與步驟 2做比

較。（如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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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理 

    拉動塑膠盒時，塑膠盒和木板之間會產生一種阻力，使一開始拉不動塑膠 

  盒，這一阻力稱為摩擦力。在材質愈光滑的面上（摩擦力較小），拉動塑膠 

  盒的瞬間，彈簧秤上顯示的數據較小；當面的材質愈粗糙的時候（摩擦力較 

  大），拉動塑膠盒的瞬間，彈簧秤上顯示的數據較大。 

   討論 

  操作變因改為重量不同，那摩擦力如何﹖ 

 

(活動四) ~~~懸崖勒馬 

1. 取一紙盒（例如牛奶盒），拿掉底部的紙面，使成為一中空的紙盒，當為馬

的身體。並取四個曬衣夾夾在紙盒底部，當為馬的四隻腳。（如圖一） 

2. 在紙盒上方鑽一小洞，穿過一棉線並固定。（如圖二）。注意：棉線的長度

必須小於桌子的高度。 

3. 抓住紙馬，然後在棉線尾端夾住幾個曬衣夾，以使紙馬在鬆手後可以因為曬

衣夾往下拉的重量而開始往前運動。注意：棉線尾端曬衣夾不能太多（太重），

否則紙馬會持續往前衝出桌子，而掉落地面。（如圖三） 

4. 調整曬衣夾的數量，能使紙馬在鬆手後煞車停在指定線的範圍內即過關。（如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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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紙馬會懸崖勒馬的原因，主要包括二個因素：(1)紙馬的腳（曬衣夾）與桌

面有摩擦力。(2)紙馬靠近桌緣的過程，往前的力逐漸變小。 



   第(1)點紙馬的腳（曬衣夾）與桌面有摩擦力，提供阻力，讓紙馬的往前的

速度變小。但是速度變小不一定保證紙馬可以停下來，更重要的是「紙馬越靠

近桌緣，往前的力就越小，而且摩擦力也越大」，為什麼呢？ 

   如下圖，紙馬受到紙杯與重物的拉力 F（紅色線），此 F力可分解為往前的

拉力 f1（綠色線）以及往下的力 f2。 

   在紙馬往桌緣運動的過程中，由於紙杯與重物的重量不變，因此拉力 F不變，

但是角度逐漸往下！因此，一剛始時，往前的 f1最大，往下的 f2最小。隨著

紙馬往桌緣靠近，往前的 f1變小，往下的 f2變大。換言之，紙馬受到往前牽

引的力 f1越來越小，而往下的力 f2越來越大（往下的力越大，亦即正壓力越

大，與桌面的摩擦力 Ff也就越大），紙馬自然就停下來了。 

 

 

 

 

 

四、原理探討 

摩擦力介紹： 

摩擦力：存在接觸面上阻止物體運動的力。可分為靜摩擦力與動摩擦力。 

靜摩擦力：物體受到外力推動仍靜止時的摩擦力。 

最大靜摩擦力：當施外力於物體，使物體恰可運動前的瞬間已達到最大值的靜 

              摩擦力。 

動摩擦力：物體在運動時的摩擦力。 

欲使靜止的物體沿水平面開始移動，施力一定要超過最大靜摩擦力。 

 

 

 

 

 

 

 



影響摩擦力大小的原因 

1、 接觸面的性質：接觸面粗糙則摩擦力大，接觸面光滑則摩擦力小。例如：物 

   體在平滑的表面會比粗糙的表面容易滑動，這是因為粗糙的表面會增加摩擦 

   力，而摩擦力會使得物體的移動變慢。 

2、作用於接觸面的力：接觸面的力愈大，摩擦力愈大，接觸面的力愈小，摩 

   擦力愈小。例如：卡車的重量比小汽車重，所於和地面的作用也相對較大， 

   故卡車較不容易起動。     

摩擦力的應用： 

(1)減少摩擦力的方法：因摩擦力會減少工作效率，所以減少摩擦有助於提高效 

率。 

a. 門鉸及腳踏車鏈條等添加潤滑油：可減少機械零件的摩擦。 

b. 以滾動代替滑動。 

c. 降低接觸面的緊密程度。 

d. 平滑的地面，直排輪較易滑動。 

e. 採用流線型的設計，減少連動體和流體（水、空氣等）的摩擦，例如：魚的 

   外形、車子的外形。 

(2)增加摩擦力的方法：因摩擦力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是只有缺點，有時也需要 

有適度的摩擦力才能讓生活更安全或便利。 

a. 浴室鋪上具有顆粒的地面，避免地面過於溼滑。 

b. 腳踏車的煞車器利用橡膠塊接觸輪圈，以降低車輪速度。 

c. 上山賞雪時，車子輪胎上加掛鐵鍊以增加摩擦力，避免車輪在雪地上空轉而 

無法前進。 

d. 筷子前端有紋路，使食物夾起後不易滑落。 

e. 瓶蓋有紋路，增加摩擦力容易打開。 

f. 籃球表面有紋路或顆粒，球在手中不易滑掉。 

g. 鞋底塑膠材質，增加摩擦力；鞋底紋路，可以排水，預防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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