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九年级物理内能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
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九年级物理内能教案篇一

又进入初三物理总复习阶段，复习课的教学一直是令许多老
师感到头疼的一个问题，在复习课上，学生感觉很沉闷，老
师的教学热情也因此大受挫伤。如何提高复习课中学生的学
习热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即让学生轻松而愉快的上好
每一节课，又做好知识的回顾与归纳?如何让学生通过复习课
的教学不仅能将知识进行一个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又能在原
有基础上对知识的理解有一个升华，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得到
进一步的提高?我根据各部分知识的不同特征，多次地尝试着
各种不同的教学方式，试图优化复习课的教学。我始终认为，
上好复习课的难点之一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能把旧知
识当新问题来思考，我针对不同课的内容，充分利用活动课、
小组互动课、自学课等，在每一节课中，绝大部分的学生都
积极地参与了讨论与思考，他们的观察能力得到了一次考察
也得到了加强和提高，分析推理的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尤其
重要的是，使他们更加意识到生活中的物理无处不在，在教
育学生观察和思考生活实践中所包含的科学知识与道理方面
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学生和老师都在一种极其愉快和兴奋的
状态中经历了这堂复习课的教与学。这堂课总体来说是很成
功的，但仔细思考后觉得也有一些不足，有些学生的观察能
力尚不够强，他们不善于抓住一些要害和细节，不少环节只
是在同学们说出来之后，-一些模糊的印象来支持。不过话说
回来，这也不失为一次观察能力的训练。



我想，如果老师对一堂课的设计能令老师自己都兴奋起来，
又何尝担心学生不兴奋、不兴趣呢?那样的课学生又怎会感
到“厌”呢?真希望老师能不厌教，设法优化每一次的课堂教
学，从而使学生乐意学、愿意学。

又进入初三物理总复习阶段，复习课的教学一直是令"许多"
许多老师感到头疼的一个问题，在复习课上，学生感觉很沉
闷，老师的教学热情也因此大受挫伤。如何提高复习课中学
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即让学生轻松而愉快
的上好每一节课，又做好知识的回顾与归纳?如何让学生通过
复习课的教学不仅能将知识进行一个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又
能在原有基础上对知识的理解有一个升华，对知识的应用能
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我根据各部分知识的不同特征，多次地
尝试着各种不同的教学方式，试图优化复习课的教学。我始
终认为，上好复习课的难点之一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能把旧知
识当新问题来思考，我针对不同课的内容，充分利用活动课、
小组互动课、自学课等，在每一节课中，绝大部分的学生都
积极地参与了讨论与思考，他们的观察能力得到了一次考察
也得到了加强和提高，分析推理的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尤其
重要的是，使他们更加意识到生活中的物理无处不在，在教
育学生观察和思考生活实践中所包含的科学知识与道理方面
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学生和老师都在一种极其愉快和兴奋的
状态中经历了这堂复习课的教与学。这堂课总体来说是很成
功的，但仔细思考后觉得也有一些不足，有些学生的观察能
力尚不够强，他们不善于抓住一些要害和细节，不少环节只
是在同学们说出来之后，一些模糊的印象来支持。不过话说
回来，这也不失为一次观察能力的训练计能令老师自己都兴
奋起来，又何尝担心学生不兴奋、不兴趣呢?那样的课学生又
怎会感到厌呢?真希望老师能不厌教，设法优化每一次的课堂
教学，从而使学生乐意学、愿意学。



九年级物理内能教案篇二

初三物理复习应注重大面积提高学生成绩，全面综合提高学
生素质教育水平，落实新课标的同时，体现中考知识应用，
合理安排复习课设计符合学生学习的基本规律，启发学生探
究为重点，反思如下：

1、建立有效的学生互助合作学习机制，这样做可以让后进生
都能参与。

2、注重基础知识的巩固与梳理。

3、分析学生学习情况，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分层学习。

4、找到知识梳理中的死角并急时解决。

5、关注中考题中的插图，全面复习课本插图。

6、课堂中复习的知识点，后面应跟相应的练习题，来加深学
生记忆。

7、可以对物理知识分块学习，如力、热、电、磁、声、光。

8、在学生梳理知识过程中老师可以指导学生用读、写、背多
种方式来记忆知识。

九年级物理内能教案篇三

第一，面向全体学生，兼顾两头。班级授课是面向全体学生
的，能照顾到绝大多数同学的因"班"施教，课后还要因人施
教，对学习能力强的同学要提优，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加
强课后辅导。教师要特别注意不要让所谓的差生成为被"遗忘
的角落"。



第二，注重学法指导。中学阶段形成物理概念，一是在大量
的物理现象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来的;其次是在已有的概念，
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演绎出来的。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
该改变以往那种讲解知识为主的传授者的'角色，应努力成为
一个善于倾听学生想法的聆听者。而在教学过程中，要想改
变以往那种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就必须加强学生在教学
这一师生双边活动中的主体参与。要注重科学探究，多让学
生参与探究，经历探究过程，体验获得探究结论的喜悦。

第三，教学方式形式多样，恰当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提
高教学效率。科技的发展，为新时代的教育提供了现代化的
教学平台，为"一支粉笔，一张嘴，一块黑板加墨水"的传统
教学模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新形势下，教师也要对自身
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高教师的科学素养和教学技能，提高自
己的计算机水平，特别是加强一些常用教学软件的学习和使
用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在教学过程中应有意向学生渗透物理学的常用研究方
法。例如理想实验法，控制变量法，转换法等。学生如果对
物理问题的研究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将对物理知识领会的
更加深刻，同时也学到了一些研究物理问题的思维方法，增
强了学习物理的能力。

九年级物理内能教案篇四

新的物理课程标准提出了新的教学理念：“从生活走向物
理”要求贴近生活实际，贴近学生的亲身体验，激发学生自
主探究物理现象，揭示物理的本质和规律；突出强调认知过
程对学生发展的必要性和形成科技素质的重要作用；注重科
学探究，提倡课堂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根据这种教学理念在教授“变阻器”这个内容时，我就充分
注意到应该放手让学生大胆的开展实验探究，从自身的实验
探究中寻找科学的理论，科学的方法。



滑动变阻器是初中物理中的一个基本电学元件，重点在于了
解滑动变阻器的原理，熟悉滑动变阻器的使用方法。我认为
本节课的教学指导思想应该按照人的认知规律，从感性到理
性、从形象到抽象、由浅入深的一步步认识。在能力培养方
面，教师要善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让学生自己想、自己
说；在演示实验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在对实
验结果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的分析、归
纳能力的培养。

1、在教学的引入中，新的物理课程是要符合“从生活走向物
理”的教学理念，联系到生活中天天都能看到的调光台灯，
所以更加激发学生想了解调光台灯的原理的热情度，同时拉
近了课程与生活的距离。在教学中先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
情，是每一位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到课堂中，这是每一位教师
教学的义务和责任。

用电阻丝改变灯的亮度。学生根据前面学过电阻与长度有关，
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学生能体验自身实验探究成功的快乐
的同时确实理解了滑动变阻器的原理：靠改变接入电路中电
阻丝的长度来改变电阻，从而改变电流。在课堂的实验探究
中应该充分让学生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教师的包
办代替，学生自己享受成功的快乐是教师所包办不出来的。

（1）今天这堂课你最有兴趣研究的问题的是什么？

（2）在今天的实验探究中你最得意的表现是什么？提出这两
个问题能够体现善于欣赏自己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激励自己
在学习中的不断进步。

总之，本节课通过创设问题情景，调动学生实验探究的积极
性，激发学生的兴趣，自主学习的责任感。让学生亲自动手
实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营造一个活跃合作的课堂气氛，
给学生的主动探究，创造性的学习，自主提高留有充足的空
间，帮助学生尝试自己探究感受成功的喜悦，优化课堂教学，



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

九年级物理内能教案篇五

一、教学效果反思。

1、本节课的教学任务是：会用电功率的公式p=ui及其变形公
式u=p/i和i=p/u进行简单的计算和能综合运用学过的电学知
识解决简单的关于电功率计算问题。实际教学效果与备课设
想的差距不算太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完成了学习目标，
知识导学的效果很明显。大多数学生在知识迁移中公式选择
十分准确。

2、本节课教师在课堂中对教学难点进行讲解，对教学重点进
行点拨;学生通过阅读教材，配合适量练习，进行自主学习，
较好地完成了学习目标。教法与学法浑然一体，可谓一石双
鸟。

二、教学过程反思。

课堂的教学核心是达标教学过程。本节课教师借鉴郭思乐
的“生本教育”和韩立福的“有效教学”理论，设计了较适
合学生自主学习的导学案。

通过读学习目标，学生以感知了知识与技能目标，使学生真
正对新课内容及学习要求一目了然，做到学习目标明确，有
的放矢。在巩固旧知识环节中，使学生通过温故旧知识，为
学习新知识夯实了基础。这样将所有学生，拉到先前知识点
的同一起跑线上。然后，学生带着导学案中设计的问题，自
主阅读教材，经教师在课堂中巡视获悉大多数学生能自主获
取新知解决问题。紧接着大多数学生能运用新知很好地完成
新知训练题，当堂达标率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这之后，通过
新旧知识的综合运用，大多数学生也较容易地再次获取新的
知识，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也真正地达到知识的升华;最后学生基本完成了针对
性、典型性、梯度性较强的新知识巩固训练。由于学生在其
他环节中计算能力低，解决问题有障碍，导致课堂尾声处时
间略有不足，于是“新知识巩固训练”和“知识点归纳”两
个环节落实得不是太好。教师也只好挂出早已准备的小黑板，
要求学生课下将板书设计抄写在导学案中。

三、教学启示反思。

教学中只因出现小小的失误，主要原因是教师对学生了解不
透彻，对学生知识基础估计得太高。我要很好地吸纳诸位评
课教师对我关心而呵护的建议，以使自己今后的课堂教学更
趋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