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杠杆教学设计与反思(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杠杆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一

这是第一课时，在设计上以探究实验为基础，通过实验探究
杠杆的平衡条件，体现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
提倡学习方式的多样化，努力构建一种自主、合作、探究的
课程文化，让研究性学习走进物理课堂，走进物理教学。教
学过程中体现了小组互助合作，并在物理教学中体现物理的
艺术性、语言的激励性。坊子区教研室王局长对本节课评价
中提到备课、讲课、学生互动常态高效、老师学生主动思考，
教师环卫思想为了学生去指导，教师把学生思维过程中遇到
的障碍当作自己解决问题的重点。在学生的活动方面小组的
活动不够大胆，学生的心声未能充分、大胆、积极的表达出
来。对杠杆的平衡条件的结论未能充分的落实。通过全区物
理教师同仁们帮助和指点我对本节课中存在的问题逐一思考
并进行缜密的思考特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1、关注与高中课堂知识的连贯如力臂的概念理解，支点的理
解与高中的轴联系。

2、在对杠杆的概念进行总结使用“模型法概念”时，多给学
生准备点可以动手操作的器械工具，如铁丝、钉子板、剪纸、
细线等可以用杠杆器具操作时用到的一些材料。

3、在强化力臂的画法时结合中考，让学生对照实物进行练习。

4、杠杆的平衡条件探究实验过程中要充分引导学生讨论，引



导学生充分对结论的分析进行讨论，对于结论中出现的问题
如力与力臂相加的情况可以让学生去分析它的巧合性不要教
师代办。（如果学生没有得到这样的数据教师可以举例动力
等于阻力时的特殊情况）

杠杆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二

本课从认识简单机械中的撬棍引出杠杆的概念，让学生了解
杠杆的三个点：支点、用力点、阻力点。接着，引导学生区
分杠杆类工具和非杠杆类工具。最后，用杠杆尺做实验，从
而进一步探究杠杆什么时候省力，什么时候费力，什么时候
不省力也不费力。

教学时，我就是按照这样的步骤来的。结果，每个环节进行
都很顺利，特别是一班的学生做杠杆尺的实验时非常有序，
对操作步骤也是一点就明。课堂提问中，也是一班的学生对
杠杆和非杠杆的认识最准确。而二班的学生，四个组中有两
个组的学生操作中出现违规行为，有三个组在往杠杆尺上挂
钩码时，竟然在支点两边挂了几处，相当于找出了很多个阻
力点和用力点，没能准确理解杠杆的定义。而且，在距支点
的距离把握上，不能发散思维，导致每次杠杆平衡时支点两
边的距离和钩码的个数都是一样的，都成了不省力也不费力
杠杆，给接下来的探究规律带来难度。

分析一下原因，与学生的素质有关，也与班级的教学环境有
关。科学就应该让每一个学生大胆推测大胆动手，可是有些
学生却习惯于啃书本，读死书，这样就不利于科学的学习了。
另外，二班上课的时候竟然还有一个学生在人家做实验的时
候玩悠悠球被我逮到了，可见学习习惯的养成很重要，当然，
我以后也应该注意科学实验时的引导，应该让每一个学生都
能积极地参与进来，让每一个学生都乐于做实验，会做实验。

最后一点不满意的地方时，课堂结尾总结杠杆省力、费力、
不省力也不费力的规律时，下课了，没能把这个让学生研究



透，只能留到下节课。以后应该注意课堂时间的把握！

杠杆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三

本课教学是在上节课通过杠杆尺的研究得出杠杆如何省力、
费力、不省力也不费力的前提下，探究生活中的.各类杠杆类
工具。对于此课教学，简单枯燥的说教起不了多大效果，要
尽可能多的通过实物，通过学生的动手操作激发学习兴趣，
在游戏中体会科学的奥秘，掌握相应的科学知识。

1、先要找到杠杆类工具的支点、用力点、阻力点;

2、分析三个点之间的位置关系，依据杠杆尺实验的结论来区
分。对于铁片撬开铁桶盖、夹子夹东西、开瓶器开啤酒瓶三
个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进行分析，前两项较易掌握，在开
酒瓶盖时有的学生找不准阻力点和支点，这里需要老师加以
引导分析。

杠杆教学设计与反思篇四

一、学生动手体验使用杠杆撬钉子的过程从实例中抽取杠杆
模型理论学习后再次体验生活中的杠杆，从生活走向物理，
又从物理走向生活的理念。

这节课课本是通过实例直接给出杠杆的.五要素，然后探究杠
杆的平衡条件。而此我采取了大胆创新的教学方式：首先由
撬钉子的实验介绍杠杆的定义及学生容易理解的支点、动力、
阻力三个要素（暗留力臂两要素），接着用的撬棍撬石头
（雷同撬钉子）及孩子们坐过的跷跷板（孩子们经常坐有经
验）来强化杠杆的定义及三个要素。

选用这两种杠杆是基于学生经验易理解的基础上，所以学生
会有感而发。同时也为下面用跷跷板引平衡的探究做了铺垫。
接着通过一组优美的《生活中杠杆》的画面让学生再次感受



体验杠杆及三要素。让学生知道杠杆形形色色，不简单是一
根直棒。也为下节课杠杆的分类做铺垫。

二、杠杆水平平衡实验的探究环节设计思想：

让学生首先由压跷跷板的生活情景，进行猜想杠杆的平衡跟
什么因素有关。（孩子们对跷跷板熟悉，所以进行猜想时有
依据有感而发，经课堂检验选择这个是正确的）。这个过程
设计目的有二个：

1、让我们的学生经历一个一般的探究过程：猜想、设计实验
方案、进行实验、得结论、评估等这些环节。

2、评估时，教师用反例推翻了他们的结论，也让他们知道了
科学不是一两次实验就可以成功的，有好多伪科学也是存在
的。

所以我们的科学家在研究成功一条规律时，是经过几千次的
实验和生活的检验，教育学生要细致分细，进行科学探究时
要认真，对学生进行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教育。

三、杠杆平衡条件的探究：

1、首先自制了一个教具----杠杆在任意位置平衡演示器，教
具从构思到制作可以说中间也有很多难点，有些东西理论上
说的过去，但实际要是去做可以说难上加难，或做出来的东
西与理论上相违背，所以做这个教具时试验了好多材料，最
后选用有机玻璃用数控机床等精密工具加工而成，保证了实
验的结论的准确性。

2、教师在前面学生思维火花碰撞的瞬间，引导学生分析杠杆
的平衡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为力臂的生成做铺垫。

3、创新实验设计是对教材杠杆平衡条件实验的一个补充，是



对教材的一个弥补。这个环节采用师生共同实验的方法进行，
有利于节省时间，并对器材加以控制。

4、力臂概念引入水到渠成，突破了本节课的教学难点。

5、回过头来和学生一起分析讨论：这个平衡条件是否适合杠
杆水平平衡。又使学生明白杠杆水平平衡是个特例，此时，
动力臂恰好与支点到动力作用点的距离重合，阻力臂与支点
到阻力作用点的距离重合。当杠杆水平平衡时比在其它位置
平衡时的优点：可以使力臂落在杠杆上，直接测出力臂。

杠杆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五

本课教学是在上节课通过杠杆尺的研究得出杠杆如何省力、
费力、不省力也不费力的前提下，探究生活中的各类杠杆类
工具。对于此课教学，简单枯燥的说教起不了多大效果，要
尽可能多的通过实物，通过学生的动手操作激发学习兴趣，
在游戏中体会科学的奥秘，掌握相应的科学知识。

1、先要找到杠杆类工具的支点、用力点、阻力点;

2、分析三个点之间的位置关系，依据杠杆尺实验的结论来区
分。对于铁片撬开铁桶盖、夹子夹东西、开瓶器开啤酒瓶三
个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进行分析，前两项较易掌握，在开
酒瓶盖时有的学生找不准阻力点和支点，这里需要老师加以
引导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