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重力势能的教学反思 初中物理动
能和势能教学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重力势能的教学反思篇一

1、在学生探究电荷间的`相互作用时应该让学生先讨论一下
实验方法。在这点上没有设计好，应该事先用小黑板列成表
格，在做完实验后让学生把实验现象填写下来。上课过程中
的实验现象较多，学生记不住，归纳起来就显得乱了些，也
容易出现表达不清。

2、这次讲课中用丝绸摩擦玻璃棒效果不好，这主要是跟温度
有关，实验效果还算不错。

3、课堂讲学稿内容不够好。

4、语言上速度快了些，要给学生一定的思考和表达的时间。

5、板书书写不够工整，有点零乱。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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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势能的教学反思篇二

本节是在前一章学过的力的一般知识的基础上，利用这些知
识来研究最常见的一种力——重力。教材中先通过学生熟悉
的例子使学生认识了重力的存在，然后通过学生的探究实验，
研究物体所受重力的大小跟什么因素有关。用在坐标上作图
的`方法得出了重力跟质量的关系，这种做法思路简捷。学生
容易掌握，同时学会了利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的一种方
法——图象法。关于重力的方向，教材中首先说明用线将物
体悬挂起来后物体静止时线的方向就是重力的方向，这个方
向叫竖直方向，所以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的，并通过想想
议议让学生明白竖直向下的“下”指的是什么。通过实际的
例子说明竖直向下的重力方向在实际中的应用，培养学生运
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和能力。最后告诉学生地球吸引
物体的每一部分，但物体受到的重力可以认为是集中在一个
点上，这个点叫物体的重心，渗透了“等效法”。

生活中物体在重力作用下竖直下落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教
学中应注意通过学生熟悉的例子创设问题情景。以观察思考
开路，培养学生观察思考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乐
于探究问题的积极性。通过探究解决本书中“力的大小跟质
量关系”的重点问题，通过让学生利用重垂线观察窗台、桌
面是否水平，通过一系列有趣的活动利用重心的知识解释生
活中的简单现象，解决力的方向及作用点的难点问题，实现
教学目标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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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势能的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是在前一章学过的力的一般知识的基础上，利用这些知
识来研究最常见的一种力——重力.教材中先通过学生熟悉的
例子使学生认识了重力的存在，然后通过学生的探究实验，
研究物体所受重力的大小跟什么因素有关.用在坐标上作图的
方法得出了重力跟质量的关系，这种做法思路简捷.学生容易
掌握，同时学会了利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的一种方
法——图象法.关于重力的方向，教材中首先说明用线将物体
悬挂起来后物体静止时线的方向就是重力的方向，这个方向
叫竖直方向，所以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的，并通过想想议
议让学生明白竖直向下的“下”指的是什么.通过实际的例子
说明竖直向下的重力方向在实际中的应用，培养学生运用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和能力.最后告诉学生地球吸引物体的
每一部分，但物体受到的重力可以认为是集中在一个点上，
这个点叫物体的重心，渗透了“等效法”.

重力教学反思：

1、课程标准中关于本节内容的要求为“通过常见事例或实验，
了解重力”，因此在教学设计中以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提出问
题，在学习了重力，重力势能的知识后，又让学生利用所学



知识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相关现象，体现了“从生活走向物理，
从物理走向社会”新课程理念。

2、“科学探究”既是教学内容又是教学方法，因此在本节课
中安排了两个探究活动，以通过探究活动让学生在了解重力
大小的同时进一步熟悉和掌握科学探究的`方法。

3、苏科版教材第八章《力》的设计思想是先学习特殊现象，
再学习一般现象，即先学习弹力、重力、摩擦力，再学习力，
因此本节课的除了完成基本知识教学以外，还指导学生掌握
研究的力的常见方法即通过力的三要素去研究力，并在第四
节的教学中有良好的反馈。

4、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生活物理社会的内容，拓展介绍了万
户飞天和神舟飞船相关内容，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献
身科学的激情，成功地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

5、本节课教学中适当的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化解了教学重难
点，并获得了成功。

重力势能的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主要学习研究最常见的一种力——重力。教材中先通过
学生熟悉的例子使学生认识了重力的存在，然后通过学生的
探究实验，研究物体所受重力的大小跟什么因素有关，并引
导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关于重力的方向，教材
中首先说明用线将物体悬挂起来后物体静止时线的方向就是
重力的方向，这个方向叫竖直方向，所以重力的方向是竖直
向下的，并通过想想议议让学生明白竖直向下的“下”指的
是什么。通过实际的例子说明竖直向下的重力方向在实际中
的应用，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和能。．最
后告诉学生地球吸引物体的每一部分，但物体受到的重力可
以认为是集中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叫物体的`重心，渗透
了“等效法”。



生活中物体在重力作用下竖直下落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教
学中应注意通过学生熟悉的例子创设问题情景。以观察思考
开路，培养学生观察思考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乐
于探究问题的积极性。通过探究解决本书中“重力的大小跟
质量关系”的重点问题，通过让学生利用重垂线观察窗台、
桌面是否水平，通过一系列有趣的活动利用重心的知识解释
生活中的简单现象，解决力的方向及作用点的难点问题。需
要注意的是，本节课要运用到本章第二节和第三节中力的三
要素和弹簧测力计的有关知识，要在课堂上进行适当的复习，
以便于学生能够更容易的掌握本节课的知识。

重力势能的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实验探究影响重力大小的因素。在这个
环节中，书上只要求探究重力的大小与质量的关系，而我考
虑到学生会对“影响重力大小的因素”提出各种不同的猜想，
这时就应该教会学生进行合理的猜想，而去除一些不合理的
猜想，最后提出由于条件的限制，本节课只对“质量、形状
和体积”这三个可能对重力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分组探究。
为了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所以在整个探究的过程中，
方案的设计、器材的选取、实验步骤的制定以及实验数据的
记录方式等全部由学生自行讨论决定，教师只起组织引导的
作用。通过第一个环节的探究，学生总结得出“物体所受到
的重力与它的形状、体积等无关”的结论。

进一步探究“物体所受到的重力与质量的关系”，仍然采取
上述的探究思想，通过自主合作实验探究，表格归纳总结
出“物体所受到的重力与它的质量成正比”的结论。在由此
结论推导出重力与质量关系式的过程中，采取了引导学生利
用得到的“重力/质量的比值为10n/kg”的结论和科学家定
义g=9.8n/kg，得出关系式g/m=g，再将公式变形为g=mg的方
法，这样可能更为直接，易于学生接受。同时,通过建立重力
与质量的图像关系,进一步理解“物体所受到的重力与它的质



量成正比”的结论.通过读一读的形式，让学生了解重力与地
理位置的关系，进一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本节课的教学难点是重力的方向竖直向下，如何来突破 “竖
直向下”这个教学难点？我设计了一个自制的教具，用一个
水槽装入一些水，把重垂线吊入水中，再用一把直角三角板
配合使用，直观显示重力的方向与水平面垂直，称之为竖直
向下，若倾斜水槽底部，发现还是与水平面垂直，但与倾斜
的底面不垂直。通过这个演示实验，学生就能理解重力的方
向竖直向下，而不是垂直向下，从而有效突破本节课的教学
难点，这也是本节课的创新亮点之一。

充分体现新课程理念 根据物理课程标准的要求，根据本节课
的教材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主体思想
应是：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性探究和学习，所以，我采用的教
学方法是：自主、合作、探究式教学。在这一节内容的教学
中，充分体现新课程的理念，体现出学生作为学习活动的主
体，教师要有效地组织课堂教学；充分利用学生的探究实验
来得出物体的重力和物体的质量的关系；同时要体现新教材
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生活的特点，密切联系学生的
日常生活经验，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物理知识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