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浮力教学反思与自我评价 浮力教
学反思(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浮力教学反思与自我评价篇一

本课是在前一课《浮力》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通过前一课
的研究，同学们已经初步认识了什么是浮力，也发现了物体
在水中受到的浮力大小与物体排开的水量有关系。

上这一课时，我直接入题，读课题，发表自己的想法。大部
分学生认为“下沉的物体同样会受到水的浮力。”问其理由，
有些是在电视节目上看到过相关知识的介绍；有些则是在书
本或是科普类书上看到过；也有的纯粹是猜的。当然也有一
小部分学生显得很难确定，少数则认为下沉物体是不会受到
浮力的。如何让学生看到下沉物体在水中受到的“浮力”呢？
我把重点放在引导学生设计实验上。有了前一堂课的实验经
历，稍一点拨，学生便能观察实验器材，设计一个实验比较
观察同一个钩码在空气中和水中的“重力”大小。如果在水
中测得的“重力”小于在空气中的重力，则说明物体受到了
水的浮力。引导学生在设计实验的过程中，充分讨论实验的
科学性、注意事项，意在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思考习惯及一
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在实验数据的分析中，我有目的地挑选
了3个小组的数据板书在黑板上，进行全班性的讨论。

1个钩码2个钩码3个钩码

在空气中的重力0.50.51.11.11.51.6



在水中的重力0.40.51.011.41.4

通过数据的比较，学生很快就能发现物体浸入水中的体积越
大，受到的浮力就越大。1个钩码在空气的重力是0.5n，而在
水中受到的重力也是0.5n。那么它真的没有受到水的浮力吗？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实验数据相等呢？对于实验中产生的一些
特殊数据的`观察、思考与讨论，我认为是很必要的。抛出这
个问题后，教室里的氛围有一些沉闷，不过慢慢地零星的小
手开始举起来了。“可能是他们组读数时视线没有与刻度线
平视。”“可能是1个钩码受到的浮力很小，还不到0.1n，他
们读数时就没记上去。”“有可能他们的弹簧秤没有校
零。”……“看来，我们以后进行科学实验应该要怎样？”
学生畅谈。对于实验数据不够准确的小组，我还会邀请他们
课后与老师一块重做刚才的实验，进行再次研究，使学生在
反复多次的实验中寻找客观规律，在实验中体会收集科学数
据的重要性。

浮力教学反思与自我评价篇二

密度是力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物理量，对密度的认识，应是对
物质性质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同学们对密度的概念和公式
的认识还算可以，但对密度的测定就不自信了，特别是特殊
法测密度，尤其是利用浮力的方法测密度，学生更是无从下
手，因为利用浮力法测密度，它纠集了质量、密度、重力、
合力、平衡力和压强等许多物理概念。

学生将这些概念综合到一起，就力不从心了。因为不同的方
法测密度要求学生对实验原理、实验器材、实验步骤、需要
测量的物理量都了如指掌。要做到这些，必须从根本上理解
密度的概念及公式的应用。我们知道，=m/v，要知道密度，就
要测出质量m和体积v，常规法利用天平和量筒测密度同学们
还可以，但利用弹簧测力计、细绳、水、烧杯、小石块等测
出小石块的密度，学生就无从下手了。这时候在课堂上就要



看老师的点拨和指导性了。那么教师还要从根本上引导学生
怎样测出质量、体积下手让学生们讨论，最后得出：质量要
从重力得出，就要用弹簧测力计测出小石块的重力，利
用g=mg求出小石块的质量；然后根据浮力的知识f浮=gv排，
使物体的体积等于v排，就要利用弹簧测力计测出小石块浸没
（v物=v排）在水中所受的浮力，求出v物，就可以测出物体的
密度了。

所以利用浮力的方法测密度，无论利用那些器材，都要设法
从根本上找到质量和体积，密度就迎刃而解了。

浮力教学反思与自我评价篇三

《浮力》是五年级第二学期第一单元“沉与浮”中的一个内
容。感受浮力的存在、浮力的基本特点，掌握“物体浸入水
中的体积越大，受到的浮力也就越大”的科学概念。

1．以“生活化”作为主线贯穿整个环节。在导入环节就以常
见的生活场景——河面上漂浮的垃圾，引出水的浮力，感受
一些物体（塑料袋、泡沫块、瓶子、木块等生活中丢弃的物
品）在水中受到的浮力。在探究环节，最后教学总结环节运
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2．放手让学生操作。学生在实验中只要测量拉力，计算出浮
力就可以了。意图就是想让学生多进行测力计的使用操作，
达到锻炼操作技能的目的，虽然这样多耗费了一些时间，而
且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使用混乱，但还是值得的。

这一课上完，感觉有以下几个不足：

1．时间还是控制不好，解决问题环节一个如何使皮球浮起来
的问题没有提出，只解决了一个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学生在
进行实验时，耗费时间过多，实验操作不熟练，实验程序不
明确引起的。



2．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还有待于提高。测力计的操作上学期
上过一课，现在使用感觉还不熟练，一些学生实验记录表格
也看不明白，不知要采集哪些实验数据，实验时，小组成员
协作意识不强，没有进行很好的实验分工。

针对这次实验暴露出来的问题，让我更加深切的感觉到一定
要加强学生的实验技能操作，在平时的实验中，多放手让学
生去操作，在一次次的失误和失败中锻炼操作技能，同时学
会实验数据的`采集和分析，真正让实验成为得出科学结论、
总结科学规律的一个有效历程。

浮力教学反思与自我评价篇四

浮力教学中分为5个课时进行学习，第一课时浮力的产生条件，
重点得出阿基米德原理；第二课时阿基米德原理的基本应用，
计算质量体积和密度的一般综合应用，第三课时浮沉条件及
其推论和较综合练习，第四课时，浮力的典型例题，第五课
时，浮力的应用，轮船、潜水艇、气球和飞艇的应用。

第一课时中我由原来不讲解浮力产生条件，现在又讲解，时
间显得有点仓促，尤其是阿基米德原理的得出，本来想然学
生自己完成，时间不够，只有变成自己演示了。其中的几个
实验，引入用的浮沉子引入，物体受到的浮力和重力的关系，
觉得引入没有什么吸引力。让学生体会浮力，用瓶子按入水
中，越按越费力，同时排出的水越多，说明受到的浮力跟排
开液体有关。用乒乓球演示了浮力的方向，其中最好用大瓶
的可乐瓶，系住乒乓球的绳子的颜色要显眼。倒是研究物体
的受到浮力的条件时，用乒乓球和塑料瓶演示浮力产生条件
还引起了学生很大的兴趣。阿基米德原理备有学生实验器材。

浮力教学反思与自我评价篇五

今天讲浮力公式应用时，教学效果不是很好，课堂上学生表
现出一种无奈、麻木和厌烦的情绪，针对这种现象，下课后



我找了几个学生了解情况，得知学生基础较差，尤其是遇到
计算时，心理上就感到害怕，望而却步，连看都不愿去看一
眼。

因此，这节课上课时我首先给学生讲了有关计算题的重要性，
又从心理角度分析了学生的抵触情绪，得到学生的共鸣后，
然后说这节课我们从最简单的题入手，大家好好听，体验一
下做计算题的乐趣，并订下和约，如果大家觉得听不懂，没
有信心，我今后就决不讲计算题。

这使得部分学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进入了课堂。讲课时，我
先将浮力的计算公式重新讲了一遍，把每个字母的意义、单
位、作用又进行细致地讲解，而后只选择了两道非常简单且
具有代表性的例题，效果明显提高，尤其在讲漂浮在液面上
的物体密度与液体密度的关系时，我拿出了以往中考考过的
一道题，就是利用这道例题得出的.结论进行运算的，当时就
有几个同学争先恐后地口算出了物体的密度，得到了教师和
同学们的赞扬。顿时同学们的兴趣高涨，课堂气氛活跃起来。
其中一个同学感慨地说：“这么容易就得了3分，原来都吓得
不敢做”。于是我便因势利导告诉他们，只要上课认真听讲，
掌握住方法和规律，计算题并不可怕。这些话立刻得到学生
的赞同，教学效果非常好。

通过这节课我感到教师要深入学生，了解情况，及时发现问
题，想办法解决；同时感到学生的信心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
性，教学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使他们有
成功感，这样课堂教学才会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