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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不飞的毽子”研究报告 
一．问题的研究背景 

又到阳春三月时，随着天气转暖，学校的大课间活动由“跑操”又改为“跳绳、踢毽”啦！学校规定

一、三、五踢毽，二、四跳绳。这不，大课间铃声刚响起，大家就忽散开来，积极投身于“全民健身”活

动。今天是周三，你瞧，整个操场上除了大家灵活的身影，就是那五颜六色、满场飞的鸡毛毽子。看起来

场面壮观，可大家踢毽的热情却与踢毽的技术成了反比。由于踢毽技术的欠缺，大家捡毽子的时间远比踢

毽子的时间长，不一会儿大家就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了。大家直埋怨毽子不听话，到处乱跑……徐晶

晶异想天开：“要是毽子能踢不飞，乖乖听话就好了！”刘灵淇、贺雨轩附和着“是呀，是呀，踢不飞那该

多好！”一旁的李语晨道：“要不，我们来发明一个踢不飞的毽子？”于是，大家一拍即合，决定在班级里

招兵买马，并请教科学老师，尽早展开研究，创造发明。就这样，我们的创造发明研究活动就开始了。 

 

 

                                 “不听话”的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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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1．通过开展创造发明研究活动，培养了我们小学生的创新意识，拓宽了我们小学生的科学知识面。 

2．通过创造发明活动，激发小学生创造发明的动力，培养了小学生创造发明的能力。 

3.通过开展创造发明活动，培养了我们发现和提出问题、获取和使用信息、分析综合等方面的能力。 

4.通过开展活动，培养了我们的团队合作精神，与社会沟通的能力。 

三．研究内容 

1. 对鸡毛毽子结构、原理的研究。（上网查找资料、实地考察） 

2. 鸡毛毽子使用弊端的研究。（问卷调查、亲自体验） 

3. 对鸡毛毽子改装的研究。（采访、实验、亲自体验） 

4. 对鸡毛毽子改装后优势的研究。（推广、体验、评价） 

四．研究过程 

（一）、研究准备阶段。 

1、选题活动。 

我们在科学朱惠敏老师的指导引领下，结合大家的感受和兴趣，提出了我们想要研究的问题，通过问

题的归类和筛选，最后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想要研究的课题：（1）鸡毛毽子的结构与原理；（2）

鸡毛毽子的使用弊端；（3）鸡毛毽子的改装措施；（4）鸡毛毽子改装后实践优势。 

2、团队组建。 

我们 7位同学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组建了一个

“黄金搭档小组”——阳光小队。 

3、方案制定。 

根据我们选定的研究课题，我们精心设计制定了活

动方案计划，还采用了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实地

考察法、采访、亲自实践等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综

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活动。在活动中，我们根

据研究展开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调整了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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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实施阶段 

本次研究活动由我们五（4）班部分同学参与，同学们根据自己的活动兴趣爱好，我们自由组合成了

研究小组，分别来研究鸡毛毽子的结构、原理；鸡毛毽子的使用弊端；鸡毛毽子的改装；鸡毛毽子改装后

实践优势。 

以下是我们研究活动开展之后分为五个综合篇章向大家汇报，分别为实地考察篇、文献研究篇、问卷

调查篇、采访篇、实验篇、体验推广篇。 

 

一、实地考察篇 

（1）制定实地考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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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实地考察活动。 

大课间活动时，我们去操场实地考察同学们踢鸡毛毽子的现状，发现了踢鸡毛毽子的很多问题。 

 

 

 

 

 

 

（3）我们的发现： 

①发现学生在踢鸡毛键时容易踢飞；  

    ②学生捡键子的时间比踢毽子的时间还要多。 

    ③满操场的毽子到处乱飞， 

④会踢毽子的学生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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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研究篇 

1.同学们在网上查找资料 

 

 

 

 

 

 

 

 

 

 

 

 

 

我们查找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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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卷调查篇 

（一）、设计问卷调查表 

（1）华丽萍老师指导我们设计问卷调查表。 

 

 

 

 

 

 

 

 

 

（2）我们各小组在讨论设计问卷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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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鸡毛毽子改装”的调查问卷 

您好，同学！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完成这份调查问卷。此问卷旨在了解大家对鸡毛毽子优、缺

点，以及改装方面的建议，再次感谢! 

 

1.1.您的性别 

O A.男 

O B.女 

 

2.2.您的年龄 

O A.6-8 

O B.9-10 

O C.11-13 

 

3.3.请问您踢过鸡毛毽子吗？ 

O A 踢过 

O B.没踢过 

 

4.4.您觉得鸡毛毽子有什么缺点吗？（没有的话就结束问卷） 

O A.有 

O B.没有 

 

5.5.您觉得鸡毛毽子的缺点是什么？ 

O A.外观不好看 

O B.质量一般 

O C 弹性不够好 

O D 容易踢飞 

O E.其它 

 

6.6.您觉得改装鸡毛毽子最想改装哪部分? 

O A.底座 

O B.-鸡毛 

O C.其它 

 

7.你对鸡毛毽子的改装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2、                                                                            

 

再次感谢您的参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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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围绕研究的内容，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    

 （4）我们小组在进行问卷调查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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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的统计结果 

（一）接触过鸡毛毽子的学生人数统计（单选） 

调查总人数（50） 人数（人） 百分比 

踢过 50 100% 

没踢过 0 0% 

 

 

（二）鸡毛毽子有没有缺点的人数统计（单选） 

调查总人数（50） 人数（人） 百分比 

有缺点 50 100% 

无缺点 0 0% 

 

 

（三）鸡毛毽子的缺点统计（多选） 

调查总人数（50） 人数（人） 百分比 

外观不好看 9 18% 

质量一般 8 16% 

弹性不好 13 26% 

容易踢飞 37 74% 

其他 5 10% 

 

 

（四）鸡毛毽子最想改装的部位情况统计（多选） 

调查总人数（50） 人数（人） 百分比 

底座 42 84% 

鸡毛 16 32% 

其他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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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的问卷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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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访篇 

（一）、制定采访计划（详见采访计划书） 

 

 

 

 

 

 

 

 

（二）、确定采访对象 

  1、采访科学朱老师鸡毛毽子的改装； 

2、采访新诺包装公司孙总有关鸡毛毽子改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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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访李语晨爸爸毽子底座 3D打印技术。 

 

 

 

 

 

 

 

（三）、我们的采访报告 

 

 

 

 

 

 

（四）、采访发现： 

     采访报告（一）发现： 

（1）鸡毛毽子有很多缺点； 

（2）鸡毛键子有很多部件需要改进； 

（3）鸡毛毽子改装需要有很多技术的支持； 

采访报告（二）发现： 

    （1）我们可以改装鸡毛毽子的底座、垫片、鸡毛； 

（2）鸡毛毽子的底座改装可以使用 3D打印技术； 

（3）鸡毛毽子的底座可以添加拉绳； 

（4）鸡毛毽子的底座可以添加霓虹灯； 

（5）鸡毛毽子的垫片可以选择弹性更大的橡胶片。 

采访报告（三）发现： 

（1）鸡毛毽子底座可以进行 3D打印，可以设计得更巧妙。 

 （五）、我们的建议： 

（1）鸡毛毽子底座材料可以选择轻盈、有弹性的材料，踢起来不伤脚。 

    （2）我们采访的建议，能尽快设计成作品。 

    （3）建议学校能给我们提供更多技术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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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篇 

（一）、我们的实验计划分三步走： 

实验计划（一）                                我们的第一稿设计图 

 

 

 

 

 

 

 

 

我们的第一次设计进行中 

 

 

 

 

 

 

 

我们第一次实验的发现：                                我们的第一稿设计作品 

1．毽子不再乱飞； 

2．绳子的长短不能控制； 

3．收放毽子，绳子太麻烦； 

 我们第一次实验后的建议： 

    1．底座有收纳绳子的装置； 

2．能根据需要，锁定绳子的长短； 

（详见实验记录表一） 

第一稿设计原理： 

同学们要学会踢毽子，就要反复探究脚板踢出时毽子的角度、力度，因为初学时控制不好脚板的角度

和毽子的落点，毽子容易踢飞。将毽子捡回来，再踢，再飞……导致捡毽子的时间比练习时间都长。许多

同学因为这种反复捡毽子的过程，产生厌烦情绪，轻易就放弃了练习踢毽子。 

为了达到毽子踢不飞的效果，研究小组同学建议在毽子上系一根绳子。这样，我们只要一手拉着绳子，

用脚踢毽子，如果毽子踢飞时，只要拉回来再踢，就不易将毽子踢飞了，省去了捡毽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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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计划（二）                                我们的第二稿设计图 

 

 

 

 

 

 

我们的第二次实验进行中 

 

 

 

 

 

 

我们第二次实验的发现： 

1．绳子可以隐藏、收纳了；                                我们的第二稿设计模型 

2．控制绳子长短的问题没有解决； 

3. 晚上踢毽子话，看不到毽子； 

4. 毽子上的拉绳太短。 

我们第二次实验后的建议： 

    1. 毽子上的绳子增加到 1 米左右，适合不同人群使用； 

    2. 增加锁定绳子长短的装置； 

    3. 增加彩色 LED发光装置。 

第二稿设计原理： 

    我们发现，3米、5 米长的卷尺，出口处有一个可以移动的锁扣。拉出卷尺，

可以锁定在需要的长度。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效果。 

我们拆解后发现，控制卷尺回缩的是一根发条装置。拉出卷尺，发条卷紧；

松开卷尺，发条的反弹力作用将卷尺拉进卷尺内部。 

而锁扣的一端是一块较软的橡胶片，锁定时，橡胶软片卡紧卷尺，防止回缩。 

如果将卷尺改装成棉线，发条换成 0.5厘米宽的，就能控制我们的改进型鸡毛毽的绳子长度了。 

可是我们因为技术有限，做不出类似带锁扣的、直径 32毫米，厚度 0.5～1厘米的绳子收线装置，只

能利用卷尺代替，制作了“踢不飞的鸡毛毽”效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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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计划（三）                                我们的第三稿设计图 

 

 

 

 

我们的第三次实验进行中 

 

 

 

 

 

 

 

我们第三次实验的发现：                                     我们的第三稿设计作品 

1．鸡毛毽的底座的拉绳增加到了 1.5米； 

    2．绳子长短可自由控制，并能锁定； 

3. 鸡毛毽有较灵敏的闪光装置，便于晚上使用。 

4. 毛毽子的底座更有弹性，踢起来脚不疼。 

第三稿设计原理： 

李语晨同学听班里同学说过，说她开服装店的妈妈有一

个迷你卷尺，卷尺长度 1.5 米，材质是塑料的。于是研究小

组的同学尝试到淘宝搜索。居然找到了！更可喜的是，这款卷尺自带锁扣，拉出一

定长度后，会自动锁定，需要收纳时，按动按钮，卷尺收拢。于是我们买来卷尺，

将卷尺内的发条和卷尺拆解后安装在设计的鸡毛毽底座，作为收纳绳子及控制长度

之用。 

同时，石勇峰拆解了自己的发光溜溜球，研究发现，内部有纽扣电池和 LED

彩灯，开关为一根弹簧，溜溜球转动时，弹簧不停摆动，接通电路，彩灯闪烁。 

我们拆下相关组件，安装在了鸡毛毽上，作为炫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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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广体验篇 

1．推广前的准备 

 

 

 

 

 

 

 

2．推广火热进行中 

3．学生体验谈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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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和建议 

    （一）我们的改装结果： 

通过本次研究性学习活动，我们对鸡毛毽子进行了全面的改装，改装如下： 

1．鸡毛毽子的底座增加了可收纳绳子的装置，绳子长达 1.5米； 

  2．绳子出口增加卡口，长短可自由控制，并能锁定； 

3. 鸡毛毽设计了较灵敏的闪光装置，便于晚上使用，即使白天，外观也更炫酷。 

4. 鸡毛毽子的底座更换弹性减震垫片，鸡毛毽子更有弹性，踢起来脚不疼。 

（二）我们的建议： 

  1．建议能有更多的同学参与到我们的创造发明研究活动中来； 

  2．建议学校能提供给我们学生更多创造发明研究活动的平台。 

   3．建议同学们多学科学知识，培养了我们小学生的创新意识，拓宽小学生的科学知识面。 

4．通过创造发明活动，激发大家创造发明的动力，培养了我们小学生创造发明的能力。 

六．研究反思 

这次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开展，改变了我们的学习观念，大家清醒地认识到要转变学习方式。知识不仅

在课本中，更多的知识蕴藏在社会综合实践活动。大家通过开展创造发明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动手操作能

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的团结协作精神也有更大的提升。在探究和实践中，大家的创新意识有了更大

的改观。呼吁大家学科学、爱科学！  

在活动中我们深深感到：  

1．老师在研究性学习活动中只做适当指导、引领，充分发挥了我们小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2．我们在确定计划时，目标要明确，要深入了解所要调查的对象，不能盲目去做。  

3．研究性学习活动是我们走向生活，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它需要社会多方面的支持与配合。  

4．我们要善于利用身边的资源，为自己的学习服务。  

5．活动要重视实践过程，关注自己的独特体验及获得经验。  

我们在研究性学习活动中还只是在行进的路上，在活动过程中还有许多欠缺与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待

于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