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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居家虎克秤 

一、摘要： 

    本實驗藉由兩種的橡皮筋條數，三種測量物，運用 F =kΔx 的原理，得出一條橡皮筋每

個 10 元硬幣可伸長 0.85cm，每個一元硬幣伸長 0.3cm 的關係式，並測量出自製秤的最高

上限與最佳測量範圍；再改良出五條橡皮筋的高載重版本，可得每 20 克重會伸長 0.5cm，

在家需要測量物品時，可以使用手邊的材料，做出一個自製虎克秤。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在去年五月全台採用線上課程時，老師帶著我們進行一個居家實作”使用橡皮筋測量物

質的重量”，我們想進一步探討實驗的準確性，以及背後的原理，並作出一個居家使用的

自製測重工具。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查資料時，我們找到虎克定律與此現象有關，亦即”彈性限度內，伸長量與外力成正

比”，以此為基礎，探討伸長量與外力之間的關係，滿足 F =kΔx 的關係。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1.製作實作器材 

   以紙折成紙袋，將硬幣放入紙帶中如圖(一)，並把紙袋黏上橡皮筋如圖(二)   

         

           (圖一)                   (圖二) 

2. 測量測量一條橡皮筋以十元硬幣作為砝碼 

    已知 10 元硬幣重量為 7.5 克的情況下，分別測量 0~5 個十元硬幣時，硬幣數目與橡

皮筋長度關係圖如圖(三)，可發現一枚十元硬幣伸長約 1.2cm；觀察數據發現測量第四個硬

幣時，數據有較大的變化，若只取測量 0~3 個硬幣數據，可得關係圖如圖(四)，而一枚硬

幣的伸長量為 0.85cm，若採用十元硬幣當砝碼的上限應為三枚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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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圖四) 

3. 測量一條橡皮筋以一元硬幣作為砝碼 

    一元硬幣的質量為 3.8 克，第一次取 0~10 個一元測量發現:在八個時，膠帶就會承受

不住而使橡皮筋脫離紙袋，如圖(五)。觀察數據發現在五個硬幣之後，數據也會誤差過大，

修正為觀察 0~5 個硬幣數據如圖(六)。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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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 

為了增加實驗準確性，我們重做了實驗，數據如圖(七)，同樣發現在五枚硬幣後，誤差加

大。 

 

                        (圖七) 

可發現在測量 0~5 枚一元硬幣時，硬幣數目與橡皮筋的伸長量符合虎克定律。 

 

                       (圖八) 

    我們推測，橡皮筋的彈性限度是五個一元硬幣(19g)，並非三個十元硬幣(22.5g)。由於

19g 實在太小，連手邊的耳機都無法測量，因此著手改良設備，將五條橡皮筋綁在一起如

圖(九)，期盼能提高測量的上限，並找到對應的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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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九) 

4. 五條橡皮筋以 20 克砝碼測量 

     將五條橡皮筋綁在一起，並使用實驗室的砝碼，一個 20g，並測量數據，可發現發現伸

長量相對穩定如圖(十)，無論重做幾次，每 20g的砝碼都是多伸長 0.5cm，但到了 80g時，

即便未到彈性限度，膠帶也支撐不住，橡皮筋便會與紙袋分離如圖(十一)。 

  

                      (圖十) 

 (圖十一) 

    由圖十與圖十一數據可知:使用五條橡皮筋製成的虎克秤，在 60 克以內，砝碼的數量

與橡皮筋的伸長量符合虎克定律，並能以每 20 公克伸長 0.5 公分的規律推估，所測物品的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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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經過實驗後我們得知，在生活中，想要測量身邊物品，卻沒有可用秤時，可以準備與物

品相符的橡皮筋數量，自製一個”虎克秤”帶入關係式，即可得出該物品的重量，如需要測

量咖啡粉末重量可取一條橡皮筋測量，而烹煮綠豆湯時，可以利用五條橡皮筋測量綠豆與糖

的重量，精準的調配出「黃金比例」，享用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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