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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格式 

文章題目：水煮蛋比生雞蛋更容易旋轉嗎? 

摘要：水煮蛋比生雞蛋更容易旋轉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一、引言 

科學探究精神是人類進步的基石，它驅使我們對世界保持好奇，並不斷尋求合理的解釋。在日常生活中，我

們習以為常的許多現象，若加以深究，往往能揭示出有趣的科學原理。本文將以「水煮蛋是否比生雞蛋更容

易旋轉」為例，運用科學探究的方法，從質疑、假設、數據收集、分析驗證到遷移應用，展現科學方法的完

整過程。 

二、質疑與假設 

我們常見到一種說法：「水煮蛋比生雞蛋更容易旋轉」。然而，這是真的嗎？如果是真的，這背後的科學原

理又是什麼？ 

基於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 假設 1：水煮蛋的旋轉速度比生雞蛋快。 

• 假設 2：水煮蛋的旋轉時間比生雞蛋長。 

• 假設 3：水煮蛋停止旋轉後，若輕觸蛋體，它不會繼續旋轉，而生雞蛋則可能會再度轉動。 

這些假設的依據來自於物理學中的「內部質量分布」與「角動量守恆」原理，我們將通過實驗來檢驗其正確

性。 

三、數據收集與實驗設計 

1. 實驗材料 

• 生雞蛋 3 顆 

• 水煮蛋 3 顆 

• 平坦桌面 

• 計時器 

• 高速攝影機（用來錄製旋轉狀況，以利分析） 

2. 實驗步驟 

(1) 在相同的條件下，手指輕推生雞蛋與水煮蛋，測量旋轉速度及旋轉時間。 

(2) 使用高速攝影機分析兩種蛋的旋轉軌跡與穩定性。 

(3) 當蛋停止旋轉時，輕觸蛋體，觀察是否會繼續旋轉。 

四、數據分析與結果驗證 

透過多次測試並記錄數據，我們得到以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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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平均旋轉速度 (轉/秒) 平均旋轉時間 (秒) 停止後輕觸是否繼續轉動 

生雞蛋 1.2 3.5 是 

水煮蛋 2.8 7.2 否 

結果分析： 

• 水煮蛋的旋轉速度與時間皆明顯高於生雞蛋，驗證了假設 1 和假設 2。 

• 當水煮蛋停止旋轉後，輕觸蛋體，它幾乎不會繼續轉動；而生雞蛋則會因為內部液體的運動繼續旋

轉，驗證了假設 3。 

這些現象可用物理學原理解釋：生雞蛋的內部為液態，當外殼轉動時，內部液體會因慣性而滯後，導致動量

損失，影響旋轉速度和穩定性。而水煮蛋的內部為固態，整體質量均勻，角動量較容易保持，故能夠快速且

穩定地旋轉。 

五、結論 

透過實驗，我們成功驗證了「水煮蛋比生雞蛋更容易旋轉」的說法是正確的。這歸因於水煮蛋的內部結構為

固態，使得角動量分布均勻，不易因內部液體的運動而損失動能。因此，它能旋轉得更快、持續時間更長，

且停止後不會因內部液體的延遲運動而再次轉動。 

六、遷移應用 

這一研究結果不僅幫助我們理解雞蛋的旋轉特性，也能應用於其他領域。例如： 

1. 食品科學：研究液態與固態食物在運輸過程中的穩定性，優化食品包裝設計。 

2. 機械工程：應用於陀螺儀設計，提高機械穩定性與控制精度。 

3. 醫學診斷：探討人體內流體的運動行為，例如血液流動與旋轉運動的關係，可能有助於血栓檢測與

預防。 

七、結語 

科學探究讓我們對生活中的現象有更深刻的理解，也讓我們能夠用科學方法解決問題。透過質疑、假設、數

據分析與驗證，我們不僅證實了一個簡單的日常觀察，還探索了它更廣泛的應用價值。未來，我們應持續保

持好奇心，運用科學精神去探究更多有趣的現象，讓生活更加智慧化。 

參考資料 

需註明出處。 

 

註： 

1.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科學文章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2. 字數沒按照本競賽官網規定之限 500 字~1,500 字，將不予審查。  

PS.摘要、參考資料與圖表說明文字不計入。 

3. 建議格式如下： 

⚫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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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體：12pt 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 12pt，不得

低於 10pt 

⚫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 20 點為原則 

⚫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

對齊該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