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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我要成為抽獎王 

摘要 

在參加各項抽獎或摸彩活動時，總是沒被抽中，有些人卻經常抽中很多獎，有人說可以

把抽獎券揉一揉或折一下，就會比較容易被抽中，讓我想要研究怎樣才能在摸彩活動中被抽

中，得到獎品。於是我用五種顏色的影印紙切成一樣大小當成抽獎券，再分別用五種不同方

法處理，經過實際模擬抽獎後，我得到以下的結論，被抽中的機會是：先捏皺再攤開＞左上

角折角＞未經任何處理＞由短的一側對折＞由長的一側對折。總結來說，在這次研究中，最

容易被抽中的是先捏皺再攤開的抽獎券，因為很蓬鬆、不容易黏住或夾在一起、面積又不會

變小，經過這次研究，我終於知道怎樣讓自己的抽獎券容易被抽中，下次參加摸彩活動時，

我一定要試試看，我一定會成為～抽～獎～王！ 

 

壹、 研究動機 

百貨公司、廟會或一些節慶晚會，常會舉辦抽獎或摸彩活動，有時候，我和媽媽、爸爸、

弟弟會去參加，剛開始總是懷抱著希望，結果常常都是沒抽到任何東西。可是我發現有些人

卻會被抽中很多次，得到很多獎品，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呢？有一次，我們將抽獎券交給一位

常常中獎的親戚，請他幫我們去參加摸彩，沒想到卻中了大獎，這又是為什麼呢？有人說要

把抽獎券揉一揉、有人說要折一下，到底要怎麼做呢？我覺得越來越好奇了！ 

當我三年級的時候，開始上自然課，自然老師常常會讓我們自己動手做實驗來得到答案；

四年級時，自然老師也說過：「要自己想辦法解決生活上的問題」，這樣才是自然科希望我們

學習的精神，所以我決定要自己想辦法來研究看看，到底怎麼樣才容易被抽中，我想要成為

～抽～獎～王！ 

 

貳、 研究目的 

一、探討抽獎活動時，不同顏色的抽獎券，何種容易抽中？ 

二、探討抽獎活動時，投入抽獎券的先後順序，何種容易抽中？ 

三、探討抽獎活動時，將抽獎券捏皺再攤開之後，是否容易抽中？ 

四、探討抽獎活動時，將抽獎券由長的一側對折之後，是否容易抽中？ 

五、探討抽獎活動時，將抽獎券由短的一側對折之後，是否容易抽中？ 

六、探討抽獎活動時，將抽獎券折角之後，是否容易抽中？ 

七、探討抽獎活動時，將抽獎券用不同方式處理之後，同時放入摸彩箱中，何種容易抽中？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A4 影印紙 200 張  29.7cm × 21.0cm（白色 100 張，紅色、黃色、綠色、藍色四種顏色，

各 25 張）（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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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明四方形摸彩箱 1 個 長 35cm × 寬 35cm × 高 30cm（如圖二） 

三、自製不透明紙箱 1 個(大小剛好可以完全套住摸彩箱)（如圖三） 

 

 

 

 

 

 

 

 

 

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探討抽獎活動時，不同顏色的抽獎券，何種容易抽中？ 

(一) 將白色、紅色、黃色、綠色及藍色，共五種顏色的 A4 影印紙裁切為 1/8 大小（10.5cm 

× 7.4cm），作為實驗時使用的抽獎券。（如圖四及圖五） 

(二) 將五種顏色、未經過處理的抽獎券各 200 張，投入摸彩箱中。（如圖六） 

(三) 將摸彩箱上下左右搖晃，使抽獎券混合均勻。 

(四) 將摸彩箱套上不透明紙箱，使實驗者無法看到抽獎箱內部。（如圖七） 

(五) 請實驗者抽出 50 張抽獎券，將抽出的抽獎券顏色記錄下來。（如圖八及圖九） 

(六) 將抽獎券放回摸彩箱中，重複步驟一(三)～(四)，再由另一位實驗者重複步驟一(五)，

共計 5 次。 

(七) 比較五種顏色的抽獎券，何種容易被抽中。 

 

 

 

 

 

 

 

 

 

 

 

 

 

 

 

 

   

 圖一、五種顏色的影印紙  圖二、透明四方形摸彩箱  圖三、不透明紙箱 

 

   

 圖四、將影印紙裁切為 1/8

大小 

 圖五、裁切為 1/8 大小的五

種顏色影印紙 

 圖六、將抽獎券投入摸彩箱 

   

圖七、將摸彩箱套上不透明

紙箱 

圖八、實驗者抽出抽獎券 圖九、將抽出的顏色記錄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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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抽獎活動時，投入抽獎券的先後順序，何種容易抽中？ 

(一) 將步驟一(一)中五種顏色、未經過處理的抽獎券各 200 張，依照白、紅、黃、綠、藍

的順序先後投入摸彩箱中。（如圖十～圖十五） 

(二) 將摸彩箱套上不透明紙箱，使實驗者無法看到抽獎箱內部。 

(三) 請實驗者將手伸入摸彩獎箱中，以水平畫圈的方式攪拌 5 次，並抽出 50 張抽獎券，將

抽出的抽獎券顏色記錄下來。 

(四) 將抽獎券依顏色分類整理，重複步驟二(一)～(二)，再由另一位實驗者重複步驟二(三)，

共計 5 次。 

(五) 比較投入抽獎券的先後順序，何種容易被抽中。 

 

 

 

 

 

 

 

 

 

 

 

 

 

 

 

 

 

 

三、探討抽獎活動時，將抽獎券捏皺再攤開之後，是否容易抽中？ 

(一) 由於在步驟一的實驗結果中，我知道抽獎結果並不會受到紙張顏色的影響，因此我接

下來使用不同顏色紙張進行步驟三至步驟七。 

(二) 將 200 張紅色抽獎券捏皺再攤開。（如圖十六及圖十七） 

(三) 將為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 800 張及捏皺再攤開的紅色抽獎券 200 張，共計 1000 張抽

獎券投入摸彩箱中。 

(四) 將摸彩箱上下左右搖晃，使抽獎券混合均勻。（如圖十八） 

(五) 將摸彩箱套上不透明紙箱，使實驗者無法看到抽獎箱內部。 

(六) 請實驗者抽出 50 張抽獎券，將抽出的抽獎券顏色記錄下來。 

(七) 將抽獎券放回摸彩箱中，每位實驗者重複進行步驟三(四)～(六)五次，將紀錄下來的結

果求取平均數。(以下每次實驗中的平均數均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一位) 

(八) 共計由 5 位實驗者重複步驟三(四)～(七)。 

   

圖十、將白色抽獎券 200

張，投入摸彩箱 

 圖十一、將紅色抽獎券 200

張，投入摸彩箱 

 圖十二、將黃色抽獎券 200

張，投入摸彩箱 

   

圖十三、將綠色抽獎券 200

張，投入摸彩箱 

圖十四、將藍色抽獎券 200

張，投入摸彩箱 

圖十五、五種顏色抽獎券依

序投入摸彩箱後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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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由不知情的另外 20 位實驗者，每位實驗者進行步驟三(四)～(六)一次 ，將紀錄下來的

結果求取平均數。 

(十) 比較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與捏皺再攤開的紅色抽獎券，何種容易被抽中。 

 

 

 

 

 

 

 

 

 

 

 

 

四、探討抽獎活動時，將抽獎券由長的一側對折之後，是否容易抽中？ 

(一) 將 200 張黃色抽獎券由長的一側對折。（如圖十九及圖二十） 

(二) 將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 800 張及由長的一側對折的黃色抽獎券 200 張，共計 1000

張抽獎券投入摸彩箱中。 

(三) 將摸彩箱上下左右搖晃，使抽獎券混合均勻。（如圖二十一） 

(四) 將摸彩箱套上不透明紙箱，使實驗者無法看到抽獎箱內部。 

(五) 請實驗者抽出 50 張抽獎券，將抽出的抽獎券顏色記錄下來。 

(六) 將抽獎券放回摸彩箱中，每位實驗者重複進行步驟四(三)～(五)五次，將紀錄下來的結

果求取平均數。 

(七) 共計 5 位實驗者重複步驟四(三)～(六)。 

(八) 由不知情的另外 20 位實驗者，每位實驗者進行步驟四(三)～(五)一次，將紀錄下來的

結果求取平均數。 

(九) 比較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與由長的一側對折的黃色抽獎券，何種容易被抽中。 

 

 

 

 

 

 

 

 

 

 

 

   

圖十六、將紅色抽獎券捏皺

之後再攤開 

 圖十七、200 張捏皺之後再

攤開的紅色抽獎券 

 圖十八、將紅色抽獎券 200

張及白色抽獎券 800

張，投入摸彩箱中混

合均勻 

 

   

圖十九、將黃色抽獎券由長

的一側對折 

 圖二十、200 張由長的一側

對折之後的黃色抽

獎券 

 圖二十一、將黃色抽獎券

200 張及白色抽獎券

800 張，投入摸彩箱

中混合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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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探討抽獎活動，將抽獎券由短的一側對折之後，是否容易抽中？ 

(一) 將 200 張綠色抽獎券由短的一側對折。（如圖二十二及圖二十三） 

(二) 將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 800 張及由短的一側對折的綠色抽獎券 200 張，共計 1000

張抽獎券投入摸彩箱中。 

(三) 將摸彩箱上下左右搖晃，使抽獎券混合均勻。（如圖二十四） 

(四) 將摸彩箱套上不透明紙箱，使實驗者無法看到抽獎箱內部。 

(五) 請實驗者抽出 50 張抽獎券，將抽出的抽獎券顏色記錄下來。 

(六) 將抽獎券放回摸彩箱中，每位實驗者重複進行步驟五(三)～(五)五次，將紀錄下來的結

果求取平均數。 

(七) 共計 5 位實驗者重複步驟五(三)～(六)。 

(八) 由不知情的另外 20 位實驗者，每位實驗者進行步驟五(三)～(五)一次 ，將紀錄下來的

結果求取平均數。 

(九) 比較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與由短的一側對折的綠色抽獎券，何種容易被抽中。 

 

 

 

 

 

 

 

 

 

 

 

 

六、探討抽獎活動，將抽獎券折角之後，是否容易抽中？  

(一) 將 200 張藍色抽獎券由左上角 4 cm 處往下折。（如圖二十五及圖二十六） 

(二) 將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 800 張及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的藍色抽獎券 200 張，共計

1000 張抽獎券投入摸彩箱中。 

(三) 將摸彩箱上下左右搖晃，使抽獎券混合均勻。（如圖二十七） 

(四) 將摸彩箱套上不透明紙箱，使實驗者無法看到抽獎箱內部。 

(五) 請實驗者抽出 50 張抽獎券，將抽出的抽獎券顏色記錄下來。 

(六) 將抽獎券放回摸彩箱中，每位實驗者重複進行步驟六(三)～(五)五次，將紀錄下來的結

果求取平均數。 

(七) 共計 5 位實驗者重複步驟六(三)～(六)。 

(八) 由不知情的另外 20 位實驗者，每位實驗者進行步驟六(三)～(五)一次 ，將紀錄下來的

結果求取平均數。 

(九) 比較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與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過的藍色抽獎券，何種容易被抽

中。 

   

圖二十二、將綠色抽獎券由

短的一側對折 

 圖二十三、200 張由短的一

側對折之後的綠色

抽獎券 

 圖二十四、將綠色抽獎券

200 張及白色抽獎券

800 張，投入摸彩箱

中混合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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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探討抽獎活動，將抽獎券用不同方式處理之後，同時放入摸彩箱中，哪一種容易抽中？   

(一) 將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捏皺再攤平的紅色抽獎券、由長的一側對折的黃色抽獎

券、由短的一側對折的綠色抽獎券及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的藍色抽獎券各 200 張，共

計 1000 張抽獎券投入摸彩箱中。 

(二) 將摸彩箱上下左右搖晃，使抽獎券混合均勻。(如圖二十八) 

(三) 將摸彩箱套上不透明紙箱，使實驗者無法看到抽獎箱內部。 

(四) 請實驗者抽出 50 張抽獎券，將抽出的抽獎券顏色記錄下來。 

(五) 將抽獎券放回摸彩箱中，每位實驗者重複進行步驟七(三)～(四)五次，將紀錄下來的結

果求取平均數。  

(六) 共計 5 位實驗者重複步驟七(三)～(五)。 

(七) 由不知情的另外 20 位實驗者，每位實驗者進行步驟七(三)～(四)一次 ，將紀錄下來的

結果求取平均數。 

(八) 比較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與不同處理方式的四種顏色抽獎券，何種容易被抽中。 

 

 

 

 

 

 

 

 

 

 

 

 

 

   

圖二十五、將藍色抽獎券由

左上角 4 cm 處往下

折 

 圖二十六、200 張由左上角

4 cm 處往下折的藍

色抽獎券 

 圖二十七、將藍色抽獎券

200 張及白色抽獎券

800 張，投入摸彩箱

中混合均勻 

 

  

圖二十八、將五種不同顏色

抽獎券共 1000 張，投

入摸彩箱中混合均勻 

 圖二十九、由實驗者抽出抽

獎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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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不同顏色抽獎券抽獎結果統計表（單位：張） 

 實驗者 1 實驗者 2 實驗者 3 實驗者 4 實驗者 5 
五位實驗者 

平均值 

白色 9 15 12 8 9 10.6 

紅色 7 8 8 11 12 9.2 

黃色 8 8 13 8 13 10.0 

綠色 9 12 10 12 9 10.4 

藍色 17 7 7 11 7 9.8 

總計 50 50 50 50 50 50 
 

表二、不同順序投入抽獎券抽獎結果統計表（單位：張） 

顏色 投入順位 實驗者 1 實驗者 2 實驗者 3 實驗者 4 實驗者 5 
五位實驗者 

平均值 

白色 1 6 4 0 2 8 4.0 

紅色 2 3 11 4 14 11 8.6 

黃色 3 19 10 8 9 6 10.4 

綠色 4 14 14 11 12 10 12.2 

藍色 5 8 11 27 13 15 14.8 

總計 50 50 50 50 50 50 
 

伍、 研究結果 

一、 探討抽獎活動時，不同顏色的抽獎券，何種容易抽中？ 

(一) 實驗結果如表一 

 

 

 

 

 

 

 

 

 

 

 

(二) 根據表一的結果，五種不同顏色抽獎券抽中張數的平均值分別為：白色抽獎券 10.6 張、

紅色抽獎券 9.2 張、黃色抽獎券 10.0 張、綠色抽獎券 10.4 張和藍色抽獎券 9.8 張。 

(三) 根據表一的結果可以知道，五種不同顏色抽獎券抽中張數的平均值差不多，代表五種

不同顏色抽獎券抽中的機會相近，並沒有哪一種顏色特別容易抽中。 

 

二、 探討抽獎活動時，投入抽獎券的先後順序，何種容易抽中？ 

(一) 實驗結果如表二 

 

 

 

 

 

 

 

 

 

 

 

(二) 根據表二，白色抽獎券最早投入，抽中張數的平均值為 4.0 張；紅色抽獎券為第二順

位投入，平均值為 8.6 張；黃色抽獎券為第三順位投入，平均值為 10.4 張；綠色抽獎

券為第四順位投入，平均值為 12.2 張；藍色抽獎券為最後投入，平均值為 14.8 張。 

(三) 根據表二的結果，可以知道投入抽獎券的先後順序和抽中的機會有關，越慢投入的抽

獎券，被抽中張數的平均值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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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抽獎券捏皺再攤開，每位實驗者第一次進行實驗，各抽出 50 張，抽獎結果統計表 

       （單位：張） 

   實驗者 1 實驗者 2 實驗者 3 實驗者 4 實驗者 5 
五位實驗者 

平均值 

未處理的 

白色抽獎券 
35 30 32 34 28 31.8 

捏皺攤開的 

紅色抽獎券 
15 20 18 16 22 18.2 

總計 50 50 50 50 50 50 

 

表三-2、抽獎券捏皺再攤開，每位實驗者各進行五次實驗，每次抽出 50 張，抽獎結果平均

張數統計表（單位：張） 

 實驗者 1 實驗者 2 實驗者 3 實驗者 4 實驗者 5 
五位實驗者 

平均值 

未處理的 

白色抽獎券 
31.4 31.6 32.2 31.6 29.6 31.3 

捏皺攤開的 

紅色抽獎券 
18.6 18.4 17.8 18.4 20.4 18.7 

總計 50 50 50 50 50 50 

 

表三-3、抽獎券捏皺再攤開，20 位實驗者各進行一次實驗，各

抽出 50 張，抽獎結果平均張數統計表（單位：張） 

 20 位實驗者平均值 

未處理的白色抽獎券 35.1 

捏皺攤開的紅色抽獎券 14.9 

總計 50 

 

三、 探討抽獎活動時，將抽獎券捏皺再攤開之後，是否容易抽中？ 

(一) 實驗結果如表三-1～表三-3，每次實驗投入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 800 張，捏皺再

攤開的紅色抽獎券 200 張。 

 

 

 

 

 

 

 

 

 

 

 

 

   

 

 

 

 

 

 

 

 

 

 

 

  

 

 

 

 

(二) 在表三-1 中，捏皺再攤開的紅色抽獎券平均抽中 18.2 張；在表三-2 中平均抽中 18.7

張，在表三-3 中平均抽中 14.9 張。 

(三) 在研究中，我用 800 張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和 200 張捏皺再攤開的紅色抽獎券，

紅色抽獎券被抽中的機會應該有 1/5，也就是每一位實驗者 10 張。可是我發現紅色抽

獎券抽中的平均張數，在每一項實驗中都超過 10 張很多，約在 14.9～18.7 之間，所以

抽獎時將抽獎券捏皺再攤開較容易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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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抽獎券由長的一側對折，每位實驗者第一次進行實驗，各抽出 50 張，抽獎結果統

計表（單位：張） 

       實驗者 1 實驗者 2 實驗者 3 實驗者 4 實驗者 5 
五位實驗者 

平均值 

未處理的 

白色抽獎券 
38 38 36 41 43 39.2 

對折的 

黃色抽獎券 
12 12 14 9 7 10.8 

總計 50 50 50 50 50 50 

 

表四-2、抽獎券由長的一側對折，每位實驗者各進行五次實驗，每次抽出 50 張，抽獎結果

平均張數統計表（單位：張） 

 實驗者 1 實驗者 2 實驗者 3 實驗者 4 實驗者 5 
五位實驗者 

平均值 

未處理的 

白色抽獎券 
38.8 35.6 42.8 43.4 43.2 40.8 

對折的 

黃色抽獎券 
11.2 14.4 7.2 6.6 6.8 9.2 

總計 50 50 50 50 50 50 

 

表四-3、抽獎券由長的一側對折，20 位實驗者各進行一次實驗，

各抽出 50 張，抽獎結果平均張數統計表（單位：張） 

 20 位實驗者平均值 

未處理的白色抽獎券 36.82 

對折的黃色抽獎券 9.06 

總計 50 

 

四、 探討抽獎活動時，將抽獎券由長的一側對折之後，是否容易抽中？ 

(一) 實驗結果如表四-1～表四-3，每次實驗投入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 800 張，由長的

一側對折的黃色抽獎券 200 張。 

 

  

 

 

 

 

 

 

 

 

 

   

 

 

 

 

 

 

 

 

 

 

 

 

 

 

 

 

 

 

(二) 在表四-1 中，由長的一側對折的黃色抽獎券平均抽中 10.8 張；在表四-2 中平均抽中

9.2 張，在表四-3 中平均抽中 9.1 張。 

(三) 在研究中，我用 800 張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和 200 張由長的一側對折的黃色抽獎

券，黃色抽獎券被抽中的機會應該有 1/5，也就是每一位實驗者 10 張。我發現黃色抽

獎券抽中的平均張數，約在 9.1～10.1 之間，差不多在 10 張左右，所以抽獎時將抽獎

券由長的一側對折並不會比較容易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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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抽獎券由短的一側對折，每位實驗者各進行五次實驗，每次抽出 50 張，抽獎結果

平均張數統計表（單位：張） 

 實驗者 1 實驗者 2 實驗者 3 實驗者 4 實驗者 5 
五位實驗者 

平均值 

未處理的 

白色抽獎券 
38.2 38.2 37.8 39.4 38.4 38.4 

對折的 

綠色抽獎券 
11.8 11.8 12.2 10.6 11.6 11.6 

總計 50 50 50 50 50 50 

 

表五-3、抽獎券由短的一側對折，20 位實驗者各進行一次實驗，

各抽出 50 張，抽獎結果平均張數統計表（單位：張） 

 20 位實驗者平均值 

未處理的白色抽獎券 39.8 

對折的綠色抽獎券 10.2 

總計 50 

 

五、 探討抽獎活動時，將抽獎券由短的一側對折之後，是否容易抽中？ 

(一) 實驗結果如表五-1～表五-3，每次實驗投入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 800 張，由短的

一側對折的綠色抽獎券 200 張。 

 

 

 

 

 

 

 

 

 

 

  

 

 

 

 

 

 

 

 

 

 

 

 

 

 

 

  

 

 

 

(二) 在表五-1 中，綠色抽獎券平均抽中 11.4 張；在表五-2 中平均抽中 11.6 張，在表五-3

中平均抽中 10.2 張。 

(三) 在研究中，我用 800 張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和 200 張由短的一側對折的綠色抽獎

券，綠色抽獎券被抽中的機會應該有 1/5，也就是每一位實驗者 10 張。我發現綠色抽

獎券抽中的平均張數，約在 10.2～11.6 之間，差不多在 10 張左右，所以抽獎時將抽獎

券由短的一側對折並不會比較容易抽中。 

表五-1、抽獎券由短的一側對折，每位實驗者第一次進行實驗，各抽出 50 張，抽獎結果統

計表（單位：張）      

 實驗者 1 實驗者 2 實驗者 3 實驗者 4 實驗者 5 
五位實驗者 

平均值 

未處理的 

白色抽獎券 
38 39 38 37 41 38.6 

對折的 

綠色抽獎券 
12 11 12 13 9 11.4 

總計 50 50 50 5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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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2、抽獎券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每位實驗者各進行五次實驗，每次抽出 50 張，抽

獎結果平均張數統計表（單位：張） 

 實驗者 1 實驗者 2 實驗者 3 實驗者 4 實驗者 5 
五位實驗者 

平均值 

未處理的 

白色抽獎券 
31.4 33.6 37.0 35.4 35.4 34. 6 

折角的 

藍色抽獎券 
18.6 16.4 13.0 14.6 14.6 15.4 

總計 50 50 50 50 50 50 

 

表六-3、抽獎券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20 位實驗者各進行一次實

驗，各抽出 50 張，抽獎結果平均張數統計表（單位：張） 

 20 位實驗者平均值 

未處理的白色抽獎券 36.3 

折角的藍色抽獎券 13.7 

總計 50 

 

六、 探討抽獎活動時，將抽獎券折角之後，是否容易抽中？ 

(一) 實驗結果如表六-1～表六-3，每次實驗投入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 800 張，由左上

角 4 cm 處折角的綠色抽獎券 200 張。 

 

 

 

 

 

 

 

 

 

 

 

  

 

 

 

 

 

 

 

 

 

 

 

 

 

 

  

 

 

(二) 在表六-1 中，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的藍色抽獎券平均抽中 15.4 張；在表六-2 中平均

抽中 15.4 張，在表六-3 中平均抽中 13.7 張。 

(三) 在研究中，我用 800 張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和 200 張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的藍色

抽獎券，藍色抽獎券被抽中的機會應該有 1/5，也就是每一位實驗者 10 張。可是我發

現藍色抽獎券抽中的平均張數，在每一項實驗中都超過 10 張很多，約在 13.7～15.4

之間，所以抽獎時將抽獎券折角比較容易抽中。 

 

表六-1、抽獎券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每位實驗者第一次進行實驗，各抽出 50 張，抽獎

結果統計表（單位：張）      

 實驗者 1 實驗者 2 實驗者 3 實驗者 4 實驗者 5 
五位實驗者 

平均值 

未處理的 

白色抽獎券 
39 32 32 37 33 34.6 

折角的 

藍色抽獎券 
11 18 18 13 17 15.4 

總計 50 50 50 5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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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1、五種不同處理方式的抽獎券，每位實驗者第一次進行實驗，各抽出 50 張，抽獎

結果統計表（單位：張） 

 實驗者 1 實驗者 2 實驗者 3 實驗者 4 實驗者 5 
五位實驗者 

平均值 

未處理的 

白色抽獎券 
5 12 4 10 12 8.6 

捏皺的 

紅色抽獎券 
15 7 17 15 21 15.0 

對折的 

黃色抽獎券 
7 11 3 3 3 5.4 

對折的 

綠色抽獎券 
12 8 10 13 6 9.8 

折角的 

藍色抽獎券 
11 12 16 9 8 11.2 

總計 50 50 50 50 50 50 

 

表七-2、五種不同處理方式的抽獎券，每位實驗者各進行五次實驗，每次抽出 50 張，抽

獎結果平均張數統計表（單位：張） 

 實驗者 1 實驗者 2 實驗者 3 實驗者 4 實驗者 5 
五位實驗者 

平均值 

未處理的 

白色抽獎券 
9.2 9.8 6.4 7.6 9.4 8.5 

捏皺的 

紅色抽獎券 
14.0 12.0 18.6 16.2 17.2 15.6 

對折的 

黃色抽獎券 
6.0 9.0 4.2 6.2 5.2 6.1 

對折的 

綠色抽獎券 
10.2 7.6 6.8 9.4 6.6 8.1 

折角的 

藍色抽獎券 
10.6 11.6 14.0 10.6 11.6 11.7 

總計 50 50 50 50 50 50 

 

七、 探討抽獎活動時，將抽獎券用不同方式處理之後，同時放入抽獎箱中，何種容易抽中？ 

(一) 實驗結果如表七-1～表七-3，每次實驗將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捏皺再攤平的紅

色抽獎券、由長的一側對折的黃色抽獎券、由短的一側對折的綠色抽獎券及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的藍色抽獎券各 200 張，共計 1000 張抽獎券投入摸彩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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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3、五種不同處理方式的抽獎券，20 位實驗者各進行一次實

驗，各抽出 50 張，抽獎結果平均次數統計表（單位：張） 

 20 位實驗者平均值 

未處理的白色抽獎券 9.9 

捏皺的紅色抽獎券 14.5 

對折的黃色抽獎券 5.0 

對折的綠色抽獎券 7.5 

折角的藍色抽獎券 13.1 

總計 50 

 

 

 

 

 

 

 

 

 

 

 

 

 

(二) 在研究中，我用五種不同顏色的抽獎券各 200 張，每一種顏色被抽中的機會應該有 1/5，

也就是 10 張。可是我發現： 

1. 捏皺再攤平的紅色抽獎券抽中的平均張數最多，約在 14.5～15.6 之間；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的藍色抽獎券第二高，約在 11.2～13.1 之間；所以抽獎時將抽獎券捏皺再攤開

以及將抽獎券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都比較容易抽中。 

2. 未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抽中的平均張數約在 8.6～9.9 之間；由短的一側對折的綠

色抽獎券抽中的平均張數約在 7.5～9.8 之間；兩種都是少於 10 張一點點，所以抽獎

時將抽獎券不經過處理直接丟入以及將抽獎券由短的一側對折，並不會比較容易抽

中。 

3. 由長的一側對折的黃色抽獎券抽中的平均張數約在 5.0～6.12 之間，比 10 張少很多，

所以抽獎時將抽獎券由長的一邊對折最不容易被抽中。 

(三) 根據表七-1～表七-3 的結果，我發現將抽獎券用不同方式處理之後，被抽中的機會是：

捏皺再攤開＞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未經過處理＞由短的一側對折＞由長的一側對

折 

 

陸、 討論 

一、在這次的研究中，我想要模擬的是小型的社區抽獎，因此我把抽獎券總數定在 1000 張。

再經由實際觀察抽獎時被抽中的抽獎券情形、詢問被抽中的人以及上網搜尋的方式，決

定使用四種不同的抽獎券處理方式，再加上沒有經過任何處理的抽獎券，總共五種，每

種 200 張。 

二、在第一次進行實驗時，由 5 位實驗者各進行一次實驗，每次抽 50 張，比較抽出的結果，

但是得到的數據不夠多，而且 5 位實驗者都已經知道實驗目的，我想確認及排除這一點

對實驗結果的影響，因此我進行第二次的實驗。在第二次的實驗中，我請 5 位實驗者各

再進行四次實驗(每次實驗抽 50 張)，讓實驗數據能夠有足夠的量，更具有公正性；另外，

再請 20 位不知情的實驗者各進行一次實驗，讓實驗更具有客觀性。 

三、在「不同顏色的抽獎券，何種容易抽中？」的研究中，我發現根據表二的結果，可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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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雖然不同顏色的抽獎券抽中的次數不同，但是相差不大，表示抽獎券的顏色對於抽獎

券被抽中的機會沒有影響。 

四、在為了在實驗時方便辨識抽出的抽獎券種類及每次實驗後抽獎券的重新整理較容易，因

此我決定使用不同顏色的紙張來進行研究，並且進行步驟一的實驗，確認不同顏色的紙

張並不會影響抽獎的結果。紙張的顏色則是在市面上找容易看到的五種顏色，並且隨機

進行五種不同方式的處理。 

五、「不同順序投入抽獎券，何種容易抽中？」的研究中，越慢投入的抽獎券越容易被抽中。

我認為可能的原因有： 

(一) 越慢投入的抽獎券堆在越上層，在研究中只有水平攪拌，抽獎券沒有被上下充分混合

均勻，所以越慢投入的抽獎券仍然在上層。 

(二) 仔細觀察各種抽獎活動中，大部分抽獎人會直接從上層抽出抽獎券，比較少會去翻動

下層的抽獎券，所以在越上層的，就越容易被抽中。     

六、在「將抽獎券捏皺再攤開之後，是否比較容易抽中？」的研究中，捏皺再攤開的抽獎券

比較容易被抽中。我認為是因為把抽獎券捏皺再攤開之後，面積不會變小，但是紙張變

皺，不容易和其他抽獎券黏在一起，所以容易被抽中。 

七、在「將抽獎券折角之後，是否比較容易抽中？」的研究中，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的抽獎

券比較容易被抽中。我認為是因為抽獎券只有折角，面積並沒有減少很多，長和寬還是

一樣，但是折角的部位會稍微張開，可以讓折角的抽獎券不容易和其他抽獎券黏在一起，

所以容易被抽中。 

八、在「將抽獎券用不同方式處理之後，同時放入摸彩箱中，何種容易抽中？」的研究中： 

(一) 我認為由這一項研究的結果來看，抽獎券越蓬鬆，越不容易和其他抽獎券黏在一起，

就越容易被抽中。 

(二) 由長的一側對折的黃色抽獎券抽中的次數最少，我認為是因為抽獎券的面積變一半，

寬度不變，長度只剩一半，抽獎時，不容易被手碰到，所以不容易被抽中。而由短的

一側對折的綠抽獎券，雖然面積也變一半，寬度剩一半，但是長度不變，被手碰到的

機會和未處理的抽獎券是相同的，所以被抽中的張數接近正常的 1/5。所以，由這兩種

摺疊方式可以比較出，面積一樣大的時候，長度比較長的容易被抽中。 

九、在研究中，我發現： 

(一) 知道實驗目的的五位實驗者，進行一次實驗，各抽 50 次的平均張數，和進行 5 次實驗

的平均張數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二) 知道實驗目的的五位實驗者所抽出的平均張數，會略高於不知情的 20 位實驗者所抽出

的平均張數。但是抽中平均張數由高到低一樣都是：捏皺再攤開＞由左上角 4 cm 處折

角＞未經過處理＞由短的一側對折＞由長的一側對折 

十、在研究中，我發現有些抽獎券會夾在一起，我認為這樣會讓抽獎券比較不容易被抽中，

而捏皺再攤開的紅色抽獎券則完全不會黏住或夾在一起，所以最容易被抽中。 

(三) 沒有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雖然是一張張分開投進摸彩箱中，但是抽獎的時候和倒

出來整理的時候，都發現白色抽獎券常常會幾張黏在一起。(如圖三十) 

(四) 由長的一側對折的黃色抽獎券，雖然是一張張分開投進摸彩箱中，但是抽獎的時候和

倒出來整理的時候，都發現黃色抽獎券常常會夾在一起。(如圖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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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由短的一側對折的綠色抽獎券，雖然是一張張分開投進摸彩箱中，但是抽獎的時候和

倒出來整理的時候，都發現綠色抽獎券有些會夾在一起。(如圖三十二) 

(六) 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的藍色抽獎券，只有少數會夾在一起。(如圖三十三) 

(七) 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的藍色抽獎券、由短的一側對折的綠色抽獎券、由長的一側對折

的黃色抽獎券和沒有經過處理的白色抽獎券有時也會在攪拌過程中夾在一起。 

(如圖三十四及圖三十五) 

(八) 夾在一起的機會由高到低分別是： 

由長的一側對折＞由短的一側對折＞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 

 

 

 

 

 

 

 

 

 

 

 

 

 

 

 

 

 

 

十一、 做完研究後，所有使用的抽獎券我都會整理收起來，當作便條紙和計算紙，這樣才

不會浪費紙張，也比較環保。 

 

柒、 結論 

在參加各項抽獎或摸彩活動時，我總是不會被抽中，而有些人卻會經常抽中很多獎，有

人說可以把抽獎券揉一揉或折一下，就會比較容易被抽中，聽到人家這樣說，讓我想要研究

怎樣才能在摸彩活動中被抽中，得到獎品。我用五種不同顏色的 A4 影印紙切成 1/8 大小當成

抽獎券，再分別用五種不同方法處理：白色抽獎券不做任何處理、紅色抽獎券先捏皺再攤開、

黃色抽獎券由長的一側對折、綠色抽獎券由短的一側對折以及藍色抽獎券由左上角 4 cm 處折

角。將抽獎券放到摸彩箱中，由五位知道實驗目的的實驗者進行 5 次實驗，每次各抽出 50 張

抽獎券，統計抽出的各種抽獎券張數，並算出平均值；再由不知情的 20 位實驗者，各進行一

次實驗，每人抽出 50 張抽獎券，統計抽出的各種抽獎券張數，並算出平均值；比較哪種處理

   

圖三十、白色抽獎券黏在一

起 

 圖三十一、黃色抽獎券夾在

一起 

 圖三十二、綠色抽獎券夾在

一起 

   

圖三十三、藍色抽獎券夾在

一起 

 圖三十四、綠色和黃色抽獎

券夾在一起 

 圖三十五、藍色、綠色和白

色抽獎券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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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比較容易抽中。 

經過實際模擬抽獎之後，可以知道將抽獎券用不同方式處理之後，被抽中的機會是：捏

皺再攤開＞由左上角 4 cm 處折角＞未經過處理＞由短的一側對折＞由長的一側對折。我認為

面積一樣大的時候，比較長的抽獎券比較容易被抽中；比較蓬鬆不會黏住或夾在一起的抽獎

券比較容易被抽中；面積小、長度短的抽獎券最不容易被抽中。總結來說，在這次研究中，

最容易被抽中的是先捏皺再攤開的紅色抽獎券，因為很蓬鬆、不容易黏住或夾在一起、面積

又不會變小，是參加抽獎活動時，五種處理方式中最理想的一種！經過這次研究，我終於知

道怎樣讓自己的抽獎券容易被抽中，下次參加摸彩活動時，我一定要試試看，我一定會成為

～抽～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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