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万有定律教案中班(优秀8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问
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万有定律教案中班篇一

（一）知识与技能

1．知道两种电荷及其相互作用．知道点电荷量的概念．

2．了解静电现象及其产生原因；知道原子结构,掌握电荷守
恒定律

3．知道什么是元电荷．

（二）过程与方法

2、通过对原子核式结构的学习使学生明确摩擦起电和感应起
电不是创造了电荷，而是使物体中的电荷分开．但对一个与
外界没有电荷交换的系统，电荷的代数和不变。

3、类比质点理解点电荷，通过实验探究库仑定律并能灵活运
用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电荷守恒定律，库仑定律和库仑力

利用电荷守恒定律分析解决相关问题摩擦起电和感应起电的
相关问题，库仑定律的理解与应用。



第1节电荷库仑定律（第1课时）

（一）引入新课：

多媒体展示：闪电撕裂天空，雷霆震撼着大地。

师：在这惊心动魄的自然现象背后，蕴藏着许多物理原理，
吸引了不少科学家进行探究。在科学史上，从最早发现电现
象，到认识闪电本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一些人还为此付
出过惨痛的代价。下面请同学们认真阅读果本第2页“接引雷
电下九天”这一节，了解我们人类对闪电的研究历史，并完
成下述填空：

电闪雷鸣是自然界常见的现象，蒙昧时期的人们认为那
是“天神之火”，是天神对罪恶的惩罚，直到1752年，伟大
的科学家___________冒着生命危险在美国费城进行了著名的
风筝实验，把天电引了下来，发现天电和摩擦产生的电是一
样的，才使人类摆脱了对雷电现象的迷信。

师强调：以美国科学家的富兰克林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冒着
生命危险去捕捉闪电，证实了闪电与实验室中的电是相同的。

雷电是怎样形成的？（大气中冷暖气流上下急剧翻滚，相互
摩擦，云层就会积聚电荷，当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瞬间发
生大规模的放电，就产生了雷电）物体带电是怎么回事？电
荷有哪些特性？电荷间的相互作用遵从什么规律？人类应该
怎样利用这些规律？这些问题正是本章要探究并做出解答的。

师：本节课我们重点研究了解几种静电现象及其产生原因，
电荷守恒定律

（二）新课教学

复习初中知识：



师：根据初中自然的学习，用摩擦的方法可使物体带电，请
举例说明。

生：用摩擦的方法。如：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玻璃棒带
正电；用毛皮摩擦过的硬橡胶棒，橡胶棒带负电。

演示实验１：先用玻璃棒、橡胶棒靠近碎纸屑，看有什么现
象？然后用绸子摩擦玻璃棒或用毛皮摩擦橡胶棒，再靠近碎
纸屑看有什么现象？让学生分析两次实验现象的异同；并分
析原因。

教师总结：摩擦过的物体性质有了变化，带电了或者说带了
电荷。带电后，能吸引轻小物体，而且带电越多，吸引力就
越大，能够吸引轻小物体，我们说此时物体带了电。而用摩
擦的方法使物体带电就叫做摩擦起电。

人类从很早就认识了摩擦起电的现象，例如公元1世纪，我国
学者王充在《论衡》一书中就写下了“顿牟掇芥”一语，指
的是用玳琩的壳吸引轻小物体。

后来人们认识到摩擦后的物体所带的电荷有两种：用丝绸摩
擦过的玻璃棒的所带的电荷是一种，用毛皮摩擦过的硬橡胶
棒所带的电荷是另一种。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异种电荷相互
吸引。

万有定律教案中班篇二

焦耳定律是九年级物理第十八章第四节的内容，是本章的重
点，是初中物理学习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能量守恒定律在电
能与内能之间转化的具体体现。教材在电功、电功率之后安
排焦耳定律，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本节由“电流的热效应、
焦耳定律和电热的利用与防止”三部分组成，研究电热与电
阻、电流、通电时间的定性关系，焦耳定律的理解及应用既
是教学重点又是教学难点。教学中，做好实验及分析实验现



象是关键。

同时，考虑到教学过程中实验时的不确定因素导致难于掌控
时间和教学内容太多，我把本节内容教学设计为2课时，第1
课时内容：电流的热效应和焦耳定律。本节课的设计体现从
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基本理念，注重科学的探
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

（一）知识与技能

1．能通过实例，认识电流的热效应。

2．能在实验的基础上得出电热的大小与电流、电阻和通电时
间有关，知道焦耳定律；

3.会用焦耳定律解决实际问题和进行简单计算。

（二）过程与方法

体验科学探究过程，了解控制变量的物理方法，提高实验探
究能力和思维能力。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通过对焦耳生平的学习，培养热爱科学、勇于克服困难的信
念。

重点：通过实验研究电热与电流、电阻和通电时间的关系，
并确定研究方法及实验操作中各个环节应注意的问题。

难点：对焦耳定律的理解及焦耳定律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实验探究法、讨论法

多媒体课件 、焦耳定律演示器、电流表、电源、开关、导线、



滑动变阻器等。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激趣

引入

新课

生活中，还有哪些用电器通电后，都伴有热现象产生？举例
说明。

讨论回答

交流说出常见用电器工作有热产生的实例。

创造课堂情景，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

联系实际，引入新课。

主题

合作

学习

一、电流的热效应



投影：电烤箱、电熨斗电饭锅、电炉丝、电烙铁、电热水
器……

这些用电器工作时有什么共同特点？

归纳并板书：一、电流的热效应

电流通过导体时电能转化成内能，这种现象叫做电流的热效
应。

思考：导线和电炉丝串联，为什么电炉丝热得发红而导线几
乎不热？说明什么？

提出问题：

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热的多少跟什么因素有关？

【研究】电热大小的影响因素

1.猜想：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热量的多少与______有关。

你能结合实例说出这三个因素对电热的影响吗？

2．设计实验

展示实验装置：

讨论：

1.当大家猜想电热与多个因素有关，实验研究时应用什么方
法去研究？

2.实验时怎样来反映和比较电流产生的热量的多少？

（提示：左右两透明密闭容器中装有等质量的空气）



演示实验（一）研究电热与电阻大小的关系

展示实验装置1：

观察本实验装置，讨论：

1．应控制哪几因素相同？

2．两电阻为什么要串联？

电路接通，进行实验，观察u形管中液柱的上升情况。

分析实验现象可以得到什么结论？

演示实验二：研究电热与电流大小的关系

展示装置2：

观察本实验装置，讨论：

1．应控制哪几因素相同？

2．右边电阻上为什么要再并联一个电阻？

电路接通，进行实验，观察u形管中液柱的上升情况。

分析实验现象，可以得到什么结论？

对于某一个电阻，在电流和电阻相同的情况下，通电时间越
长，这个电阻产生的热量越多。这个结论可以通过刚才的实
验中看出来，某一个电阻通电时间越长，液柱上升越高，说
明放出热量越多。

3、分析论证，得出结论



对以上两个实验进行总结：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热量多少与电
流、电阻和通电时间的关系。

总结：

这些用电器工作时都是把电能转化成内能。

（得出电流的热效应的概念）

提出问题

结合生活实际进行猜想:

电流、电压、电阻、通电时间……

举例证明猜想的合理性。

学讨论得出：

1.控制变量法

2.通过空气受热膨胀程度，观察产生热量的多少;

实验中，通过观察两个u形管中染色水柱液面高度的变化来判
断产生热量的多少。

观察装置讨论得出：

1．实验时要控制电路中的电流和通电时间相同，改变电阻。

2．电阻串联，可以使流过两个电阻的电流和通电时间相同。

观察记录现象

根据实验现象，得出结论：在电流和通电时间相同时，电阻



越大，这个电阻产生的热量越多。

学生观察实验装置讨论得出：

1．实验时要控制电阻和通电时间相等，改变电流。

2．使右边容器中的电阻丝中的电流与左边容器中的电阻丝不等
（左边电流大于右边电流）。

观察记录现象

根据实验现象得出结论：在电阻和通电时间相同时，电流越
大，这个电阻产生的热量越多。

总结以上两个实验：

电流通过电阻产生热量的多少与电流、电阻和通电时间都有
关，电流越大、电阻越大、通电时间越长，这个电阻产生热
量越多。

培养学生总结问题的能力。

由生活现象培养学生发现并提出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合理猜想，并分析猜想的合理性。学会排除不合理
猜想。

培养学生利用控制变量的方法来设计实验。

培养学生利用转换法把不易观察的量转换为易观察的现象。

通过分析实验装置的合理性来培养学生的设计实验的能力。

会根据实验现象得出结论，利用控制变量法准确的描述结论。



培养学生分析实验、总结实验、描述实验结论的能力。

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归纳的能力。

二、焦耳定律

介绍科学家焦耳：

英国科学家做了大量实验于1840年最先精确地确定了电流产
生的热量跟电流、电阻和通电时间的关系，即焦耳定律。

【自学讨论】焦耳定律的有关内容

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跟电流的二次方成正比，跟电阻成
正比，跟通电时间成正。（板书）

如果热量用q表示，电流用i表示，电阻用r表示，时间用t表示，
则焦耳定律为 q=i 2rt。（板书）

强调：电流对电热大小的影响更显著。

[理论推导焦耳定律]

当电流做的功全部转化为内能时： q = w

由于 w =uit，u=ir 得

q =w =i 2rt

（板书）

【电功与电热的关系】

请比较电炉与电风扇的的工作特点（课件出示）



电功与电热的联系与区别

1．纯电阻电路中q =w

2．非纯电阻电路中qw

电热q=i 2rt

了解焦耳在电热上的成就

了解焦耳定律的内容，记住公式和单位。

讨论比较：

1.电炉工作时把电能全部转化为内能。

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学习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培养学生自学、交流的能力。

加强知识的联系，培养学生比较分析、系统学习的能力。

【利用焦耳定律解决问题】

2.例题：一根60?的电阻丝接在36v的电源上，在5min内共产
生多少热量？

交流订正、强调: 公式的书写

及单位的统一。

讨论：

电线与电炉丝串联，电流相等，根据焦耳定律，导线的电阻
比电炉丝小得多，相同时间内放出热量也少。



学生计算（一同学上台板演）

讨论、补充订正

培养学生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学习和交往能力。

培养学生利用公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熟悉公式。

小结

知识梳理：

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知识？

1.电流的热效应

电流的热效应与哪些因素有关？

2．焦耳定律：q=i 2rt

梳理本节课知识内容，形成知识体系。

利用问题引领的方法培养学生总结归纳的能力。

过关检测

1.某导体的电阻是2ω，通过2а 的电流时，1min产生多少焦耳
的热量？

2.标有“220v 40w”电热器安装在220v的电路中，工作 100s
后，所消耗的电能是 j，通过电热器的电流是 a，产生的热量是
j。

解答



讨论、交流

巩固提高

课后作业

1.课后“动手动脑学物理”第2、3、4小题；

2.思考：课本101页 “想想议议”，下节课交流；

3．查阅生活中“电热的利用和防止”。

学生按要求完成作业，查阅生活实际问题。

巩固本课学习内容，同时增加课作业，使物理走向社会、走
向生活。

第4节 焦耳定律

一、电流的热效应

电流通过导体时电能转化成内能，这种现象叫做电流的热效
应。

电热大小的影响因素：电流 i

电阻 r

通电时间 t

二、焦耳定律

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跟电流的二次方成正比，跟电阻成
正比，跟通电时间成正。



公式：q=i 2rt

万有定律教案中班篇三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所以我把学情分析作为本次说课的
第一部分。

在心理方面：九年级学生思维活跃，求知欲强，对物理实验
较感兴趣。但缺乏理性思维能力，实验设计能力及观察能力
有待提高。 知识能力方面，通过前面的学习，学生已了解了
欧姆定律，电能、电功率知识。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实验操
作能力。这些都为本节课的学习提供了基础。

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依据，一名教师不仅要备好学生，更要备
好教材。下面我将从内容定位和教学重难点来对教材进行分
析。焦耳定律是能量守恒定律在电能和热能转换中的体现，
在整个初中物理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从本章结构来看，电
与热是对电能、电功率的应用总结，也是从电热角度认识安
全用电的理论基础。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电热利用
和防止的内容，很贴近学生生活，充分体现了“从生活走向
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教育理念。

根据教材内容，结合学生特点。我确定本节课的重点为：电
流热效应的影响因素，焦耳定律的理解。教学难点为如何引
导学生设计实验并分析得出电流热效应的影响因素。

为加深学生对电流热效应影响因素的认识，通过探究实验得
出决定性的结论，给出焦耳定律后，再引导学生用学过的物
理公式进行推导，以此突出本节课的教学重点。通过在教师
引导下，学生合作进行探究的方式来突破本节课的教学难点。

根据新课标和素质教育的要求，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确定如
下教学目标



1、知道电流的热效应，知道焦耳定律的内容，并能用焦耳定
律说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2、通过探究，知道电流的热效应与哪些因素有关.，体会物
理探究的过程和方法

3、通过交流和讨论培养合作学习的态度和意识。

4、知道利用和防止电热的场合和方法。

5、通过电热的利用和防止知识的学习，认识科学是有用的。

如何将教学活动进行的轻松，有效，教法学法的选择是关键。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 我打算运用如下4种教法：

1．探究教学法

本节课探究的问题是：在电流相同时，电能转化成热能的功
率跟电阻有什么关系，这里我将采取了探究教学法。创设情
境，让学生提出问题，提出猜想或假设，设计实验，进行实
验，得出结论等，教学中完全遵循科学探究的步骤，采取这
种教学方法的好处首先是问题是学生自己提出来的，学生很
愿意针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一系列探究，或者说这样能迎合学
生心理，其次采用探究教学法，教学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教
学总体思路明析。当然在探究教学中，也不能做到面面俱到，
而应有所侧重，提出问题和进行实验设计是本次探究实验应
侧重的两个环节。

2．演示实验法

演示实验好处是形象、直观，能快速切入主题，深受学生欢
迎。同时演示实验也可揭露事物的来龙去脉，引发学生思考
等。电流的热效应学生是有生活体验的，教师若能把学生的
生活体验搬到课堂来，展现在学生的面前，那么学生将产生



浓厚的兴趣，学习欲望将有所提高。此外，电流相同时，电
流产生热的功率跟什么有关，这个本节课将要探究的问题如
果要学生提出来，简直太难了，怎么办呢？要解决这个矛盾，
最好的办法是借助实验演示。当然教师还要运用巧妙的语言
进行启发和引导。

3．谈话教学法

谈话就是坦诚地面对面的交流，本节课中，创设情境，引入
新课需要谈话，实验探究需要谈话，学生自我展示需要说话，
课堂探究需要谈话，教学中恰当地运用谈话教学法，能营造
一种宽松、和谐的、民主的课堂气氛，符合新课程倡导的师
生互动、生生互动，共同发展的教学理念。

4、合作学习法

合作学习是学生在小组中为完成共同任务，从而形成一种协
作互助的学习方式。本节课探究电流相等时，电流通过导体
产生热的功率跟电阻有什么关系，探究过程涉及几个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群策群力，因此很有必要形成合作小组进
行协作学习，同时通过有效的合作学习，培养学生学会交往，
学会参与，学会倾听，学会尊重。

5、理论联系实际 ，在学习了焦耳定律后，启发学生联系实
际，举出身边电热的利用和防止的例子，使学生体会到从生
活走向物理的新课标理念。

本节课可设为如下五大环节：1创设情境，诱导思维 2师生互
动，全员探究。3分析推理，规律应用 4知识迁移，拓展延伸，
5总结提炼，当堂检测。

一）创设情境 诱导思维

（二）师生互动，全员探究



教师给电炉丝通电，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电炉丝和导线通过
的电流相同，为什么电炉丝热得发红，导线却几乎不热? 从
而引出要研究的课题：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热量的多少跟什么
因素有关？这也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完成的探究任务。

鼓励学生积极发言，说出自己的猜想。然后教师进行分组，
让学生分组讨论：设计实验方案。引导学生思考：要研究多
个变量与一个量的关系，我们应该用哪种方法呢？另外怎样
来显示通电导体，产生的热量。 提醒学生控制变量法和转化
法在实验中的运用。比如：将通电导体产生热量的多少转化
为烧瓶中煤油温度升高的多少。学生集思广益，画出实验电
路图。

出示实验器材后，要学生根据设计好的电路图，连接实物，
进行实验。实验一 探究热量与电阻关系，要保证电流，通电
时间相同，比较不同电阻的铜丝和镍铬合金丝产生热量的多
少。实验二探究热量与电流关系时，去掉一个烧瓶，改变滑
动变阻器滑片位置，以改变通过导体的电流，保证电压。通
电时间一定时，观察现象。实验三，探究热量与通电时间的
关系时，也要控制电压和电流相等。

通过分析实验现象，学生不难得出电热与电流、电阻、通电
时间的定性关系。

在此环节中，运用任务驱动教学法，给学生探究活动制订一
个目标，明确探究目的，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教师引
导下，学生合作完成探究活动。让学生体验科学探究的思维
程序以及与人合作交流的重要性。

三）分析推理，规律应用。

教师向学生说明：由于实验条件有限，我们做的探究实验只
能得出q与i、r、t的定性关系，但早在1840年英国物理学家焦耳，
通过大量实验，已总结出他们的定量关系！这就是焦耳定律、



教师向学生强调各个物理量的单位。

为了加强学生对焦耳定律的认识，引导学生进行公式推导。
向学生强调；在电能全部转化为热能的情况下，可以由电功
率和欧姆定律公式推导得出焦耳定律。在此要强调只有在纯
电阻电路中才可以这样推导，而在非纯电阻电路中，电路消
耗的电能要大于产生的热量。

学生了解焦耳定律的内容后，再讨论前面“炉丝和导线”的
问题，以加深学生对焦耳定律的理解，也让学生体会到探究
知识的成就感。 通过典型例题的分析和讲解，让学生学会运
用焦耳定律，并且规范解题步骤。

四）知识迁移，拓展延伸

引导学生讨论:哪些用电器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为我们服务的
呢？从而将教学内容拓展到电热的利用和防止上。向学生说
明：也有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希望用电器的温度过高，比如
电视机后盖上的散热孔，就是为了避免电热过高，损坏电器
设计的。放映如下视频，热得快也是利用电流热效应来工作
的，它的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但也带来了安全隐患。
用热得快烧水时，如果使用者忘记切断电源或者水被烧干后，
很容易引起火灾。让学生学会辩证得看待问题，加强安全用
电的意识。

五） 总结提炼，当堂检测

最后，让学生讨论总结：本节课学到的知识内容，教师适当
的加以补充，使学生在头脑里建立起清晰的知识系统。 课堂
最后当堂检测。要求学生，课下自制一个 有高低两档的简易
电热器， 另外还要学生上网查找用电安全常识，为第五节安
全用电的学习做好准备。

我的板书分为两块主板书和副板书主板书用于板书 重要知识



点，便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本节知识结构。副板书部分，用
于显示实验电路图，及课堂上随机出现的问题，帮助学生更
好的理解教学内容。

以上是我说课的所有内容，不妥之处恳请各位评委老师多多
指正。

万有定律教案中班篇四

1.知道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电阻的实验原理。

2.会同时使用电压表和电流表测量到体的电阻。

1.通过测量电阻，学习一种应用欧姆定律测量电阻的方法。

2.通过多次测量取平均值进一步体会减小测量误差的方法。

1.通过应用欧姆定律测量电阻体验物理规律在解决实际问题
中的意义。

2.认真完成实验，养成做事严谨的科学态度。

3.在与小组成员合作完成实验过程中，加强与他人的协同、
合作能力。

1.学习应用欧姆定律，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电阻

2.理解电阻是导体本身固有属性，与导体两端的电压及通过
导体的电流无关。

1.实验电路的设计、连接，电流表、电压表量程的选择，滑
动变阻器的使用，实验数据表格的设计。

2.理解电阻是导体本身固有属性，与导体两端的电压及通过



导体的电流无关。了解灯丝（钨丝）的电阻随温度变化的特
性。

学生分组探究实验器材：电流表、电压表、滑动变阻器、电
池、定值电阻（5 ω、 10 ω各1个）、小灯泡+灯座、导线若干。

1.复习：欧姆定律的内容、适用条件及其数学表达式。

2.教师提出问题：用电流表和电压表你能测量出定值电阻的
阻值吗？说明测量原理，并画出测量电路图。

3.学生猜想、假设实验结果：学生探究实验：用电流表和电
压表测量出定值电阻的阻值。

4.学生设计实验电路：

5.学生探究实验：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小灯泡的灯丝电阻。
学生发现问题：在不同电压和电流的情况下，小灯泡的灯丝
的电阻不同。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这节课的收获。

万有定律教案中班篇五

1．理解掌握部分电路欧姆定律及其表达式。

2．掌握欧姆定律计算有关问题。

3．理解掌握用欧姆定律分析实际问题，解释实际问题。

4．学会用伏安法测量导体电阻的方法。

5．进一步学会电流表、电压表的使用。



6.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欧姆定律。

教学难点：欧姆定律的应用。

三、教学准备

电源，滑动变阻器，定值电阻(5欧、10欧、20欧、40欧各一
只)。

电流表，电压表，开关，导线，例题投影片。

三、课时安排

本节共安排3课时(其中1课时为学生实验)。

四、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引入新课

设问：1．形成持续电流的条件是什么?

2．导体的电阻对电流有什么作用?

学生回答后，教师分析：在电路中，电压是形成电流的条件，
而导体的电阻又要对电流起阻碍作用，电阻越大，电流越小。
那么，在一段电路中的电流、电压、电阻这三个量究竟有什
么关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欧姆定律。(板
书课题)



今天我们研究电流与电压、电阻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保持其
中一个量不变，看电流与另一个量之间的关系。

设问：请同学们根据刚才提出的研究方法，利用我们所学过
的仪器怎样来设计一个实验?(请同学们回答)

学生回答后，教师投影实验电路图，分别介绍电流表。电压
表、滑动变阻器在实验中作用。

演示：按图接好电路，保持r=10欧不变，调节滑动变阻器，
改变r上的电压，请两位同学读出每次实验的电压值和包流值，
记人表1中：

分析：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电阻只保持不变时，随着电阻r
上的电压的增大，通过电阻r的电流也增大，且电压与电流是
同倍数增加，这种关系在数学上叫成正比关系。

结论：在电阻不变时，导体中的电流跟这段导体两端的电压
成正比。[板书) ·

演示：按上图连接电路，更换定值电阻的阻值，调节滑动变
阻器，使只两端的电压始终保持4伏，请两位同学读出电流表、
电压表的读数，并记录在表2中。

分析：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电压相等的情况下，定值电阻
及增大，通过电阻r的电流反而减小，且电阻r增大几倍，通
过电阻的电流反而减小到几分之一，这种关系在数学上叫成
反比关系。

结论：在电压一定时，导体中的电流跟这段导体的电阻成反
比。(板书)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导体中电流跟这段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
比的关系，导体中的电流跟这段导体的电阻成反比的关系。



设问：这两个关系能否用一句话归纳、概括呢?

结论：导体中的电流，跟这段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跟这
段导体的电阻成反比。这个结论叫做欧姆定律。(板书)

说明：在欧姆定律中的两处用到“这段导体”，这两个这段
导体都是指同一导体而言，也就是说欧姆定律中所指的电流、
电压、电阻是同一导体的三个量。(要同学们在“这段导体”
下面加“．”)

例：已知电烙铁的电阻是1210欧姆，如果电烙铁两端的电压
是220伏，求通过电烙铁的电流?[投影)

分析：本题已知的两个量电阻、电压都是针对同一导体电烙
铁而言的，可直接应用欧姆定律的数学表达式计算，但在解
题时，一定要强调解题的规范性。(结果：0．18安)

教师根据板书小结，突出欧姆定律的内容，强调欧姆定律中的
“这段导体”四个字。

课本第90页第1、3题。

作业本第53页(一)1—4。

万有定律教案中班篇六

1.能知道欧姆定律的内容，并会运用欧姆定律进行简单的计
算。

2.能说出串并联电路的特点，会用串并联电路的特点得出串
并联电路中电阻的关系。

3.会应用欧姆定律解决简单的电路问题



学习重点：理解欧姆定律内容和其表达式、变换式的意义

学习难点：利用欧姆定律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

欧姆定律的内容

2. 欧姆定律的数学表达式及式中各物理量及单位：

i----电流----安培；u----电压---伏特；r----电阻---欧姆

3.欧姆定律中的“导体”指的是 。

4.串联电路中，电流关系：

电压关系：

电阻关系：

比例关系：

5. 串联电路中，电流关系：

电压关系：

电阻关系：

比例关系：

学习小组完成课本29页1—3题，上黑板展示。

教师强调解题格式，“三要”和“三不”。

三要：要写解、答；要有公式；要带单位。

三不：最后结果不准用分数；不准用约等号；不准用除号。



学习小组完成课本29页4题，尽量用多种方法解题，上黑板展
示。

教师归纳：解题步骤：1。根据题意画电路图； 2.在图中标
出已知量和未知量； 3.综合运用电学规律列式求解。三种方法
（单一法、整体法、比例法）。

四、达标拓展：略

五、教学评价：略

六、教学反思：略。

万有定律教案中班篇七

1、阐明点电荷是理想的实验模型和荷电体作为点电荷的条件，
掌握库仑定律的数据和表达式，掌握两电荷相互作用的探索
过程。

2、学习本课后，我将在科研中体验梦模型法。

3、通过静电力和万有引力定律的比较，我们可以感受到自然
规律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要点]库仑定律的理解和应用。

[难点]库仑定律的探究过程。

环节1：新课程介绍

复习介绍：万有引力定律

问题：结合以前的学习材料，万有引力的研究对象

学生：两个粒子之间的`引力作用



继续问：两个电荷之间作用力的影响因素是否与万有引力相
似

引出了本课的主题；库仑定律。

链接2：新课程教学

（i）库仑力的影响因素

（1）猜想与mdash类比推理

教师提问：结合万有引力数据推测电荷间相互作用力的影响
因素

学生：力点间电荷可能与点电荷之间的距离和电荷量有关。

（2）实验原理和控制变量法

老师问：如何通过实验方法进行验证

学生：在研究各种变量时，借助控制变量法进行实验探索。

（3）演示实验间接测量

教师多媒体演示：带电球靠近挂在丝线上，用相同的带电泡
泡球进行实验。并询问学生如何根据所示的实验仪器确定电
荷之间的作用力。

学生：将力转化为球的偏转角度。

老师的问题：实验中改变的量是

学生：当距离或电荷不同时，球的偏转角。

教师进行演示实验，要求学生总结影响因素。



（ii）库仑定律

（1）库仑定律数据

教师将结合多媒体展示向学生解释库仑对物理学史上静电力
定律的探索。

通过阅读教材，引导学生找到并分享库仑定律的资料。

（2）库仑定律的条件

老师：结合上述实验过程推断库仑定律的适用条件。

学生：一个小球可以与之前学过的点电荷概念相比较，最后
的参考是静止时小球的偏转角。猜测条件是静态点电荷。

老师肯定了他的演讲，并增加了静止的条件。

（iii）扭转实验

（1）库仑扭杆实验

老师：如何测量由库仑定律获得的物理量之间的定量关系，
可能有哪些困难，并提醒学生参考之前学过的卡文迪什扭转
量表实验。

学生：挠度太小，无法测量。可以使用放大转换方法。

老师通过多媒体介绍了库仑扭杆实验，让学生们发现力与距
离之间的关系

万有定律教案中班篇八

1.能知道欧姆定律的内容，并会运用欧姆定律进行简单的计



算。

2.能说出串并联电路的.特点，会用串并联电路的特点得出串
并联电路中电阻的关系。

3.会应用欧姆定律解决简单的电路问题

学习重点：理解欧姆定律内容和其表达式、变换式的意义

学习难点：利用欧姆定律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

欧姆定律的内容

2. 欧姆定律的数学表达式及式中各物理量及单位：

i----电流----安培；u----电压---伏特；r----电阻---欧姆

3.欧姆定律中的“导体”指的是 。

4.串联电路中，电流关系：

电压关系：

电阻关系：

比例关系：

5. 串联电路中，电流关系：

电压关系：

电阻关系：

比例关系：



学习小组完成课本29页1―3题，上黑板展示。

教师强调解题格式，“三要”和“三不”。

三要：要写解、答；要有公式；要带单位。

三不：最后结果不准用分数；不准用约等号；不准用除号。

学习小组完成课本29页4题，尽量用多种方法解题，上黑板展
示。

教师归纳：解题步骤：1。根据题意画电路图； 2.在图中标
出已知量和未知量； 3.综合运用电学规律列式求解。三种方法
（单一法、整体法、比例法）。

四、达标拓展：略

五、教学评价：略

六、教学反思：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