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八年级物理功的教学反思(精选5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八年级物理功的教学反思篇一

成功之处：

1、课前的复习

复习光是怎样传播的和光的反射定律为光的折射规律做好了
铺垫。

2、新课的引入

由学生分组实验先看看碗底深度，再倒入水观察碗底，及插
入水中筷子水中部分向上弯折和筷子竖直插入水中错位现象，
创设问题情景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和求知欲，并且很自然引
入新课。

3、光的折射规律的探究

由于有了激光器，学生在前面演示光由空气进入玻璃，发生
折射及当入射光线逐渐靠近法线、远离法线及垂直射向玻璃
效果极佳，学生很容易总结出光的折射规律。

4、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有些学生去过电厂游泳馆游泳，提问：对游泳池，当你从池



边双脚进入水中，向水底踩去的时候，你的脚有什么感觉？
学生会说脚有踩空的感觉，眼睛受骗了。进而画图用光的折
射规律解释现象，密切联系实际，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
走向社会。

5、整节课的思路清晰，课堂教学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

6、在实验探究过程中由于尊重了学生的猜想，尊重了学生的
认知水平，尊重了学生对规律的认识，使探究教学真正达到
了使学生从学习中收获知识，掌握学习方法的目的。

7、在本节习题中，安排了圆透明玻璃杯中倒入大半杯水，放
入五角硬币，由上至下看到2个或3个硬币。以前的教学中，
由于用的杯底比较薄，看到了2个硬币而现在用的杯底比较厚，
看到了3个硬币，是我在今年这节课教学的最大收获。

不足之处：

1、对光的折射规律的探究，由于器材有限没能做到分组实验。

2、对光的折射规律的的应用，画图说明学生理解的不好，上
课时一定要强调人能看见物体是有光进入眼睛，并且让学生
分辨出光由什么介质进入什么介质。

3、课堂上有个别学生没做实验时乱动器材。

光的折射在生活实际中很常见，是光学教学的重点内容。因
此，通过学习，除了使学生获得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掌握
研究新问题的方法，为学生终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八年级物理功的教学反思篇二

这节课是八年级物理上册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由于学生初
二才开始接触物理，所以如何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



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尤为重要，声音是什么教学反思。上课开
始，我准备了三个能敲出声音的物体，木盒、老师喝水的茶
杯和一个小鼓。老师：请同学们把眼睛闭上，老师用细棍棒
敲击其中任意一个，看谁能分辨出来是什么物体发出的声音？
学生：情绪高昂，在觉得物理课好玩的同时，也小看这样的
游戏！实践证明，学生的判别能力是过关的。老师问：声音
是用什么器官来感知呢？学生答：耳朵嘛！

很简单的道具，很普通的声音，最基本的问题，道出了一个
深刻的道理，效果明显，导入课有质量！

教学进入第二个环节，声音是怎样产生的？老师：请同学们
将大拇指和食指放在喉头上，说：“请自觉遵守课堂纪
律！”你有什么感觉？学生答：有振动感觉。老师继续引导
学生观察鼓面上小纸屑的振动，发现鼓面振动时，纸屑在鼓
面上“跳舞”。由此归纳，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老师
问：我们还能做哪些实验来验证这个结果？学生思考，学生
答：手指弹动琴弦会发声，琴弦在振动；冬天的电线，狂风
吹过会发出“呼呼”的声音，电线在振动（老师：很好！你
能想到这一点，真棒！观察仔细！老师为你骄傲。）……。
老师：老师还补充几个实验，发声的音叉激起水花；二胡拉
动发声。但老师再做一个实验，你们看这是怎么回事。老师
用手触击正在发声的鼓面，鼓声立即停止，这说明了什么？
通过实验进一步证明，声音是由于振动产生的，振动停止，
声音随之停止！

教学的第三个片段，声音是怎么传到我们耳朵的呢？用“声
音传播演示仪”演示声音的传播。演示：（1）声音能在空气
中传播；（2）声音能在水中传播。关于固体传声，请同学们
自己动手做实验。动手实验：同位同学，一位敲击桌面，另
一位将耳朵贴在桌面上听声音。在做这个实验时，调皮的学
生热情高，他们忙于热闹，使劲敲击桌面。但动手实验起到
了调动差生主动参与课堂的积极性，说明物理教学，需要尽
可能地创造物理教学情景，面向全体学生。做此实验值得注



意：抑制学生情绪，保持教室安静，不能误把空气传来的声
音，当作桌面传来的声音。实验需要在教师的主导下，实现
学生自主探究，教学反思《声音是什么教学反思》。接着老
师拿一个事先做好的“土电话”，（两个一次性纸杯和一根
棉线制成的“土电话”），介绍“土电话”的使用，老师问：
谁想上来试一试？。学生个个跃跃欲试，课堂效果不难预测。
就此鼓励学生自制“土电话”。在真空不能传播声音的教学
中！一般情况下，老师是在实验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推理这
个结论（我也是这样做的）。由此联想，太空中宇航员在舱
外的对话途径：利用电子通信设备；用亚语；写字对话等。
舱内有空气，宇航员可以直接对话。

教学的第四个片段，也可称为教学知识和技能，激发学生兴
趣的片段。首先带领学生学习声音在不同物质中传播速度，
查看课本提供的速度数据，比较说明声音在不同物质的传播
速度是不同的，声音在液体中的传播速度大于在空气中的传
播速度，小于在固体中的传播速度。其次，介绍信息窗，
《天坛回音壁》。本环节主要是通过信息窗中的信息激发学
生对声学的好奇心，唤起学生对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自然文
化、声学水平的赞许和敬佩，引领学生认真学习物理学，树
立科学学习文化知识的思想。

反思本节课教学，有以下几点：

：物理教学要巧用身边的器具、生活中的器材，利用坛坛罐
罐做实验，一来实验器材学生能找到、有亲近感，做物理实
验不难；二来物理实验就在身边，可以在玩中学，学中玩，
学生兴趣高。这不仅符合新课改思想，也符合学生的年龄特
点和兴趣爱好。作为希望学生喜欢上物理课的老师，何乐而
不惟呢！

：提出问题是物理课堂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学生有问题提
出，说明学生动脑筋了，是对老师教学内容思考的结果。本
节课的成功之处，就是充分张扬了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并通



过师生互动，肯定了学生的思考。使学生把物理和生活有机、
自然联系起来了，拉近了物理与生活、物理与学生的距离。

声音是由鼓面的振动产生的，用手按住振动的鼓面，声音立
即停止，进一步证明声音是由鼓面的振动产生的。培养了学
生思维的全面性和逆向思维的能力。

本节教学也有不够满意之处：如：真空不能传播声音，“声
音传播演示仪”的抽气效果不太好，结论几乎是教师口说和
引导出来的。可以改为其他实验方式。如：用注射器对密闭
的试管抽气，听音乐芯片的声音变化。

通过这节课教学实录，使笔者感觉到：教学的过程是师生互
动的过程，启发、引领的过程，教学的过程也是教师不断反
思的过程。关注并充实教学过程，能有效提高教师对教材的
处理水平、情境设置能力，教学效果自然能得到长足的提高。

八年级物理功的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滑轮这一课的时候，我在课上发现许多的问题。我进行
很长时间的思考，我想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下面的问
题――多鼓励我的学生。学生的在活动研究的过程出现许多
的问题，有很多的我没有预料的到的。比如象滑轮的轮槽穿
线，使用测力计方法等。我想出现这些的问题，主要是学生
的没有接触过，动手的能力不好。一开始学生出现这些问题
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的时候，老师应该多加的给予鼓励，
这样学生就会有兴趣和信心的进行进行探究活动。但是我当
时发现学生在我演示了一遍之后，还是没有学会方法，我非
常的生气，进而训斥了几个学生。然而这一训斥的后果出现
了，学生对于活动就比较的懒散了，没有兴趣进行操作及探
究。

我想在以后的教学中，老师我应该注意自己的教学心态，在
心态上进行磨练自己。从而更好的进行学习和教学，激发学



生的探究的积极的兴趣。对于学生在活动和探究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应该予以谅解和鼓励，这才是比较正确的处理方式。
教学和学习，就是学生在错误中，在失误中进行探究，进行
学习知识和技能，进行积累经验，进行磨练学习心态，进行
提高学习兴趣的。

我想学生在学习中，一些简单问题和事项，他们不会操作或
者是不知道，还是因为他们有个别的同学没有认真去听。因
此我想在学习中，我要再引导学生进行听的方面进行想法设
法的进行引导。

八年级物理《滑轮》教学反思4

本课将研究“滑轮”这一新的简单机械，通过教学，研究定
滑轮、动滑轮工作时是否改变用力的方向、是否省力两个特
征。此课教学，同样应让同学分组动手操作，可将原来机械
实验盒中的有关器材作为分组实验资料供同学使用。

1、在研究“定滑轮是否省力”的实验中，一边挂着钩码当重
物，一边挂上钩码当所用的力。有同学会认为定滑轮费力，
因为要用三个钩码的力才干提起两个钩码的重物，教师应对
此予以引导，可在两边各挂两个，重物在上，用力在下，说
明使用均等的力，也能使重物坚持在一定位置上，从而使两
边的力量达到均衡状态，说明定滑轮即不省力也不费力。
（假如算上摩擦因素，那还是有些些费力的）

2、在研究“动滑轮是否省力”的实验中，当重物只为一个钩
码时，重物的重量最好也算上动滑轮的重量，尤其是那种铁
质的动滑轮，不然会发生较大的实验误差而误导同学。在这
个实验中，钩码数越多，直观认识中的省力效果越明显，甚
至有同学在汇报时，能发现用了一个动滑轮后，一般能省上
一半的力，予以肯定。

3、此课实验，包括6、7课实验，均需要使用弹簧测力计，因



此，教师课前应好好检查一下弹簧秤能否正常使用，不然将
极大影响课堂同学实验活动的开展。我在课前准备弹簧秤时，
发现20多个弹簧秤居然只有两三个能正常使用，其他的都因
螺母松动而导致弹簧脱离，不得不一一拆开进行修复，花了
一个中午的时间。还好极早准备极早发现，不然上课时就只
能做演示实验了。这次经历也提醒我，上课所需的资料应提
前准备，并进行细致检查，以免误事。

4、最后一个考虑“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定滑轮，在什么情
况下使用动滑轮？”即是对本课教学的总结，也是为下节课
做的铺垫，不能走过场，应让同学在充沛讨论考虑的.基础上
进行交流。

八年级物理功的教学反思篇四

《家庭电路》一节主要讲述家庭电路的组成部分及各部分的
作用。其中，重点是试电笔的使用及开关、插座的接法。我
在讲授本节内容时紧紧抓住这个重点来开展我的教学，通过
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使学生掌握重点，突破难点。首先，通
过播放触电的视频，使学生明白安全用电的重要性，体现物
理的课程基本理念“从生活走向物理”，从而激起学生的学
习和探究兴趣，引入新课课题。

其次，通过让学生知道触电是因为碰了火线，所以我们很有
必要找出火线，并让学生上台找出火线。这过程中，充分让
学生动手，去体验物理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培养了学
生的动手能力，还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胆量。

再次，引导学生分析为什么保险丝要接在火线上，而且只能
接在火线上，教师从旁指导，并用接在零线上的图进行对比，
方便学生认识比较，在学习三孔插座中间的孔接地时，用了
实物图进行分析，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物理从生活中来，到
生活中去”学以致用的思想。



总体而言，本堂课是在充分理解新课标对本节内容的要求基
础上设计的，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在练习的设计，
也充分抓住了中考的考点，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得学生明白
家庭电路的组成及各部分的作用，进而会利用这些知识为我
们的生活服务，同时能利用这个知识来规避危险。

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虽然课前有较充足的准备，也很仔
细的考虑了各个环节。但是，上完课发现有的地方还是可以
做得更好的，比如，教学过程中语言还是过于平淡，没有抑
扬顿挫，还得加强训练。在让学生动手的环节中，还可以让
更加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探究，语言方面可以更加精炼，课堂
气氛可以进一步的调动，这些地方略有遗憾，在今后的教学
中我会多多注意，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八年级物理功的教学反思篇五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使学生
的学习更有主动性，而这方面教学方法起着很关键的作用，
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会使课堂更有趣!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
基础的学科，因此我们应该利用学校以有的条件，尽量多做
实验。在研究光的色散现象时，我利用三棱镜让同学们观察
白色光的色散现象。我还从生物实验室借用了试管，让同学
们研究敲击装有水的试管时，到底是不是空气的振动发出了
声音。还有，在讲究凸透镜的习题时，我利用实验室里的凸
透镜让学生们自己观察，并总结实验的结果。这样既完成了
教学任务，又加深了同学们的印象、和对物理学习的兴趣。

课外，我还要求同学们利用身边的材料，自己多做物理实验。
在学习色光的三原色时，我就要求同学们，利用自制的放大镜
(装有水的圆形塑料瓶)观察自己家的电视机的颜色，是否是
由红、绿、蓝这三种颜色的色光组合而成的。

首先，我上课时尽量多做演示实验，让同学们仔细的观察。



并积极的思考总结实验结论。对错误的结论，并不是马上指
出，而是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但是课堂上
的演示实验，毕竟是有限的，而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却是很多
的。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多联系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并
表扬那些善于观察，对生活中的物理现象仔细观察过的学生，
加以表扬，以鼓励同学们多去观察一些生活中的物理现象。
并用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去解决一些问题。如果没有学到过的
知识，就通过自己查阅资料，同学间的相互讨论，还有问老
师来解决。让同学们在自我学习的过程中体会物理的乐趣。

看看我们的生活环境中有哪些例子。通过学生自己的参与，
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将
我们所学的知识，再用来去解决一些生活中的物理。在我们
的生活中有很多噪声，同学们可以利用我们所学过的减弱噪
声的三个环节来控制噪声。也可以利用回声，来估测一些生
活中的距离。这样，同学们既可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又会
加深同学们对知识的热爱，对拥有知识的自豪感，也进一步
加深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刚接触物理，在带给同学们新的知识的同时，也让有些同学
产生了恐惧。教师要了解学生对物理的学习状况,要求他们写
物理总结，及时了解学生学习物理的动向。对感到物理有困
难的同学，及时进行问题的解决。不让他们的困难和疑惑，
越积越多，从而感到物理很难，一点都不懂。从而逐渐失去
学习物理的兴趣。

总之，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如何时刻提起学生们学习的
兴趣，是每一个老师，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思考的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