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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小小火箭，大大原理 

一、摘要： 

    在籃球比賽時球員將球用不同的角度投出球會有不同的飛行距離，而且球的飛行軌跡會

是一個完美的拋物線，又如我們在學斜拋運動時會算到的砲彈問題，生活中會常常不經意的

運用到斜拋運動這個運動定律。 

    我想利用這次所設計的實驗，來驗證斜拋運動中角度與飛行距離之間的關聯。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小時候跟家人玩球時，大人常常會問要如何丟球球才可以丟得最遠，被問了問題的我們會

為 

了找出答案而嘗試不同的丟球方式或角度。如今長大了不再只是玩球，也開始觀看運動員的

精采表演，以及學習。更多的知識。 

  在高二的物理有教到斜拋運動，學習到這個課題後我便開始思考小時候的問題以及我們所

觀看的球類運動是否跟斜拋運動有關聯，我能否設計一個小實驗來驗證小時候的丟球問題的

答案，於是設計出這個實驗。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 假設空氣火箭發發射角度越大，火箭發射距離越遠

(二)、 固定發射平台的擺放位置與捲尺的測量位置與單位

改變發射角度，探討角度大小飛行距離關係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研究設備與器材:

1.發射器 2.火箭 3.橡膠槌 4.捲尺 5.重物

6.膠帶 7.顏料 8.鐵尺(30cm) 9.木板 10.紙板

(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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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火箭沾上顏料並放上發射器 

2. 調整發射角度，從 0 度開始每次增加 10 度，並測量 45 度 

3. 將橡皮槌用手固定在定點，放手使其自然倒下，按壓火箭發射氣囊 

4. 使用鐵尺對準捲尺刻度，後記錄結果 

(三)、實驗驗證: 

測量不同角度的飛行距離 

         (表一) 不同角度的飛行距離 

 

     （圖二）火箭飛行距離與角度關係圖 

 

斜拋運動 

定義： 

1. 物體以一定的初速度斜向射出去，在忽略空氣阻力的情況下，物體所做的運動為斜拋運

2. 根據運動獨立性原理,可以將 V0 分解成水平方向的等速運動和垂直方向的等加速運動來

處     理，斜拋運動的三要素為射程、角度和飛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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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斜向拋射的軌跡圖 

 

公式推導: 

A 起始條件： 

(1)  初速 V0，斜角 θ 

       水平初速V0x=V0cosθ 

       鉛直初速 V0y＝V0sinθ 

 

(2)   受力情形： 

        水平方向不受力  [ 等速度運動] 

        鉛直方向受重力  [ 等加速度運動] 

若忽略空氣阻力，則 

1. 垂直:鉛直上拋 

   令向上為正，向下為負 

   -V0y= V0y+(-g)t 

 

2.水平:不受外力故等速度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ㄧ)、 結論: 

    1. 透過實驗我們可以發現結論並不是如我們所設的假設一般 

    2. 以 45 度為界，45 度內角度越大，距離越遠， 45 度到 90 度角度越小，距離越遠 

(二)、 生活中常見的斜拋運動 

ㄈ生活中的拋體運動處處可見，拋體在空氣中作用後，與在真空中有大大的不同。這邊舉了

三個生活中常見的拋體，並做了基本簡單的介紹。 

 (1) 砲彈：砲彈的阻力與外型和速度有密切關係，空氣阻力在 1.2 倍音速時達到最大，隨後

阻力會減少到一常數值。精準度方面，火砲砲口初速的誤差越大則造成射程精準度誤差越大。 

 (2) 棒球：棒球拋體部份，先利用能量散失來說明棒球與球棒之間的碰撞，以及球棒和球之

彈性的影響，最後利用手指使球斜側旋、橫旋，造成 Magnus force 讓球的軌跡改變，投出

滑球、曲球…等常見的變化球，可擾亂打者打擊的視覺。 

 (3) 槍械：膛線角度固定，子彈初速越大，槍身本身的質量越大，後座力會越小。若旋轉的

角速度也越大，則子彈穩定性與精準性也隨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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