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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我的車飛起來囉！~磁浮摩托車 

 

 

摘要 

        本研究想透過磁懸浮的原理來打造磁懸浮摩托車，也是為了解決石危機，進而減少空氣

汙染，進而打造零汙染的生活環境品質，提升整體環境的淨化，並且在道路兩旁鋪設磁鐵來

使摩托車車輪上的磁鐵能和道路旁的磁鐵生異極相吸的效果，進而達到懸浮的效果。根據上

述原理，打造模型，並進行實驗。 

 

 

壹、研究動機 

一、我們觀察到的現象 

在六年級上學期自然科第四單元的課程以及實驗當中，提到磁懸浮和磁浮列車的原理，

經過我們上網查詢研究後，想到還可以利用磁懸浮原理做其他交通工具，甚至能連結於生活

所需的物品，於是想到了摩托車；摩托車作為台灣人每天都在用的交通工具，如果能更加環

保且節能減碳，就能減少對能源的依賴及消耗。 

二、研究背景 

在實驗之前，我們回想電與磁的課程，並上網查詢相關資訊進行了解，以讓我們對於實

驗內容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磁懸浮的原理：磁懸浮，又稱為磁浮，是一種利用磁的吸力和排斥力來使物件在空中浮

動，而不依靠其他外力的方法。透過利用電磁力來對抗重力，可以使物件不受重力束縛，從

而自由浮動。 

 

研究目的 

        透過本研究，希望回答以下問題： 

一、磁懸浮摩托車能否解決地球能源短缺； 

二、能否大量運用於道路上； 

三、能否解決空氣汙染問題。 

 

 



3 
 

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時間與地點 

        2023 年 2 月 22 日下午，於學校三樓自然教室。當天氣溫約為 16-17 度。 

 

二、實驗儀器與材料 

       輕黏土、紙盤子、圓形磁鐵、長條磁鐵、剪刀、白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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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肆、研究結果 

 一、此模型的原理 

磁浮摩托車不同於磁浮列車同極相斥的原理，我們是利用磁鐵異極相吸的特性來使摩

托車懸浮於地面上，所以必須額外設置與磁鐵(輪胎)直徑相同的磁鐵道路才能使摩托車正常

運行。 

 

 

 

                  決定研究主題 

                  討論研究目的 

                 確定實驗器材 

                    模型製作 

           細部調整 

將長條磁鐵黏在紙盤子上充當

軌道。用輕黏土製作摩托車模

型，把兩顆圓型磁鐵黏上摩托

車底部當輪子，並放上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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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磁懸浮摩托車的優缺點 

(一)優點:速度快，安全性高；不會產生廢氣，也不會消耗石油等能源。 

 

(二)缺點:建造成本龐大，若要實行造價應不斐；磁場可能對周遭居民產生影響；在技

術方面也有實行上的困難。 

 

二、應用於道路上的可能性 

        依據我們所作出的模型，必須設置專屬磁鐵道路，此摩托車才能運行，因此會花費大量

經費額外增設磁鐵道路；在技術層面來說，沒有辦法在每條街道或巷子設置磁鐵，也並非每

個區都能增設額外道路，要大量應用也有困難。 

 

 

陸、結論 

透過本次製作模型、研究與討論，我們瞭解磁浮的相關知識與原理，並製造出了磁浮

摩托車的模型；經過多次修改與調整，我們必須確保摩托車與軌道有著合理配置才能使摩托

車正常運作；其次，由於此項技術尚未成熟，所以能大量應用在街道的可行性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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