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物理课本人教版 人教版八年级物
理弹力教案(实用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八年级物理课本人教版篇一

§11.3滑轮

一、复习

二、定量认识滑轮

杠杆平衡条件特点

f1l1=f2l2定滑轮：f=g能改变动力方向不省力二、定性认识滑
轮动滑轮：f=1/2(g物+g滑轮)

滑轮的分类不能改变动力方向可省力费距离动滑轮：使用时
滑轮位置固定不变四、运用

定滑轮：使用时滑轮位置跟被拉动滑轮组

物体一起运动

八年级物理课本人教版篇二

一、电能

1、电能可能同其它形式的能量转化而来，也可以转化为其它



形式的能量。

2、电能用w表示，常用单位是千瓦时(kwh)，在物理学中能量
的通用单位是焦耳(j)，简称焦。1kwh=3.6106j。

3、电能表是测量一段时间内消耗的电能多少的仪
器。a、“220v”是指这个电能表应该在220v的电路中使
用;b、“10(20)a”指这个电能表的额定电流为10安，在短时间
内最大电流不超过20安;c、“50hz”指这个电能表在50赫兹的交
流电路中使用;d、“600revs/kwh”指这个电能表的每消耗一千
瓦时的电能，转盘转过600转。

4、电能转化为其他形式能的过程是做功的过程，有多少电能
发生了转化，就说电流做了多少功。实质上，电功就是电能，
也用w表示，通用单位也是焦耳，常用单位是千瓦时。

二、电功率

1、电功率是表示消耗电能的快慢的物理量，用p表示，单位
是瓦特，简称瓦，符号是w。常用单位有千
瓦(kw)。1kw=103w1马力=735瓦。电功率的定义也可以理解
为：用电器在1秒内消耗的电能。

2、电功率与电能、时间的关系：p=w/t在使用时，单位要统
一，单位有两种可用：(1)、电功率用瓦(w)，电能用焦耳(j)，
时间用秒(s);(2)、电功率用千瓦(kw)，电能用千瓦时(kwh，度)，
时间用小时(h)。

3、1千瓦时是功率为1kw的用电器使用1h所消耗的电能。

4、电功率与电压、电流的关系公式：p=iu单位：电功率用
瓦(w)，电流用安(a)，电压用伏(v)。



5、用电器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时的电功率(或者说用电器正常
工作时的电功率)，叫做额定功率。

三、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

1、测量小灯泡电功率的电路图与测电阻的电路图一样。

2、进行测量时，一般要分别测量小灯泡过暗、正常发光、过
亮时三次的电功率，但不能用求平均值的方法计算电功率，
只能用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的电功率。

四、电和热

1、电流通过导体时电能要转化成热，这个现象叫电流的热效
应。

2、根据电功率公式和欧姆定律，可以得到：p=i2r这个公式表
示：在电流相同的条件下，电能转化成热时的功率跟导体的
电阻成正比。

3、当发电厂电功率一定，送电电压与送电电流成反比，输电
时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小。此时因为输电线路上有电阻，根
据p=i2r可知，电流越小时，在电线上消耗的电能就会越少。
所以电厂在输电时提高送电电压，减少电能在输电线路上的
损失。

4、电流的热效应对人们有有利的一面(如电炉、电热水器、
电热毯等)，也有不利的一面(如电视机、电脑、电动机在工
作时产生的热量)。我们要利用有利电热，减少或防止不利电热
(如电视机的散热窗，电脑中的散热风扇，电动机的外壳铁片
等)。

五、电功率和安全用电



根据公式i=p/u可知，家庭电路电压一定时，电功率越大，电
流i也就越大。所以在家庭电路中：a、不要同时使用很多大功
率用电器;b、不要在同一插座上接入太多的大功率用电器;c、不
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而且保险丝应该在可用范围内
尽量使用细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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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出示玩具弓箭或弹弓)这是同学们小时候玩过的玩具.拉
橡皮筋，橡皮筋变长，发生形变，松手后，橡皮筋又恢复了
原状.请同学们利用你身边的东西试一试，看还有哪些物体有
类似橡皮筋的特性.

(学生活动后汇报)

[生]钢尺或钢锯条，在用力弯时发生形变，撤去外力后恢复
原状，

[生]我们平时用的橡皮用力扭时也会发生形变，松开手后又
会恢复原状.

[生]女同学扎辫子用的橡皮筋也是用力拉时能变长，松手后
恢复原状.

[生]用力按皮球时，球会凹下一个坑，松手后恢复原状.

[师]同学们举出了这么多的例子，这些例子中物体的共同特
性是什么?

[生]受力时会发生形变.不受力时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生]玩橡皮泥时，橡皮泥变形后就不能恢复原状.

[生]玩泥巴时也是一样，撤去外力泥巴也不会变回原来的样



子.

[师]像橡皮泥和泥巴这样变形后不能自动恢复原来形状的特
性叫做塑性，今天我们重点研究有塑性的物体.

二、进行新课

1.弹力

[师]刚才同学们在弯钢尺、拉橡皮筋(或弹簧)时，有什么感
觉呢?

[生]我拉弹簧时，感觉到它对手也有力的作用.

[师]我们把这种力就叫做弹力(elasticforcc)，弹力是怎样产生
的?它的施力物体是谁呢?请同学们讨论.

[生]我们不拉弹簧也不压弹簧时，弹簧对手就没有作用力，
如果用手去压或拉弹簧时，弹簧的形状改变，对手就会有力
的作用，所以弹力是由于物体发生形变而产生的力，弹力的
施力物体是发生形变的物体.

[生]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只要你对别的物体施力，物体肯定
也会对你有力的作用，所以我认为物体不发生形变也会有力
的作用.

[师](积极鼓励同学们互相辩论，发表不同的意见引导同学们
通过实验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请同学们一起来观察下面的实
验.

[演示]

(1)放在平面上静止的小车，用手推动后运动起来，力改变了
小车的运动状态.



(2)将小车和一端固定、处于自由伸缩状态的弹簧挨放在一起，
小车的运动状态不会改变.

(3)将小车和一端固定且被压缩的弹簧挨放在一起，松开弹簧
后，弹簧恢复原状，小车向右运动(如右上图)

[师]分析上面的实验，你有什么收获吗?

[生]小车受到力以后运动状态才会改变.和自由伸缩的弹簧挨
靠在一起的小车运动状态没有改变，说明弹簧不发生形变时，
对车没有力的作用;和被压缩的弹簧靠在一起的小车在弹簧被
松开后，在弹簧的作用下运动状态改变，说明受到了弹簧的
弹力，说明只有弹簧发生形变，才能产生弹力.

[师]进一步向同学们说明，任何物体只要发生形变就一定会
产生弹力，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支持物的压力、绳的拉力
等，其实质都是弹力.

(同学们讨论后汇报交流)

[生]我们用的自动铅笔和一些圆珠笔里面要利用弹簧的弹力.

[生]跳水运动中1m板和3m板的跳水都是利用了弹力.

[生]射箭运动员利用了弓的弹力才能把箭射出去.

[生]撑杆跳高运动员利用了杆形变后产生的弹力.

[生]体操比赛中.跳马运动员利用踏板的弹力才能腾空，跳远
运动员也要利用踏板的弹力.

[生]自行车的支架上也有利用弹簧的弹力.

[生]拉力器也是利用了弹簧的弹力.



(请一名女生和一名男生上台拉动拉力器，提醒全体同学注意
观察)

[师]在他们拉这个拉力器的时候，你有什么发现?

[生]他们拉得不一样长，女同学拉得较短，男同学拉得较长.

[师]拉力器被拉的长短不同，说明了什么问题?

[生]长短不同，说明了两个同学力的大小不同.

[生]可以根据弹簧伸长的长度来判定力的大小.

[师]同学们可不可以根据这样的原理来自己制作一个测力计
呢?请同学们利用你们桌子上的材料试一试.

2.[探究]弹簧测力计的制作和使用

(学生操作，老师巡视并参与学生的活动，然后各组交流)

[师]请一组同学上台来展示一下你们制作的过程.

[生](1)将一块光洁平整的硬纸板竖直地固定在铁架上.再将
一根带有挂钩的弹簧的上端固定.在纸板上.弹簧自然下垂时
记下弹簧最下端的位置，在纸板上作好记号.

(2)将0.5n的钩码挂在弹簧上，记下弹簧最下端的位置并在纸
板上作上记号.

(3)分别将1n、1.5n、2n的钩码依次挂在弹簧上，并在硬纸板
上分别记下弹簧最下端对应的位置.

(4)在对应的位置上标出所用钩码的重量.这样就做成了一个
弹簧测力计.



[师]其他组的同学有不同的地方吗?

[生]将0.5n、1n、1.5n、2n的钩码挂在弹簧下端时，用刻度尺
测量硬纸板上相邻两个记号间的距离是相等的，所以弹簧伸
长的长度和所受的力是成正比的，因此我们把每相邻的两个
记号间又平均分成了5等份，这样测量可以更精确.

[生]我们组把弹簧下面加了一根线，可以方便挂上物体测量.

[生]我们组在弹簧的最大端固定了一根指针，可以使读数更
方便.

[师]老师再在你们共同制作的测力计上加一个拉环，就变成
了实验室常用的弹簧测力计.(出示弹簧测力计)，同学们来观
察一下常用的弹簧测力计的结构.

[生]实验室常用的弹簧测力计由弹簧、挂钩、拉环、刻度、
指针等几部分组成.

[师]实验室常用的弹簧测力计和同学们自己制作的测力计比
较，有什么不同?

[生]实验室常用的测力计刻度盘是活动的，使用前，如果测
力计的指针没有指在零点，可以方便地调整.

[师]现在请一位同学给我们演示一下用弹簧测力计测一个物
体的重力，同学们注意观察，看他使用的对不对.

(学生演示，结束后同学们交流)

[生]读数时视线应该和刻度线正对(学生示范).

[生]拿弹簧秤的时候，一般用手拉住吊环而不应该用手抓着
外壳.



[生]使用前要先估计被测物重力，以免被测物重力太大，损
坏弹簧秤.

[演示]一根弹簧在持续增加的外力作用下被拉直.

[师]刚才同学们看到的演示实验，说明了什么问题?

[生]弹簧的弹性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即使撤销
外力，弹簧也不会恢复原状，所以，使用弹簧时不能超过它
的弹性限度，否则会使弹簧损坏.

[师]现在请同学们利用弹簧秤测量文具盒及课本的重力，然
后归纳弹簧秤的使用规则.使用测力计应注意下面几点：

(1)所测的力不能大于测力计的测量限度，以免损坏测力计.

(2)使用前，如果测力计的指针没有指在零点，那么应该将弹
簧秤的指针调到零点.

(3)使用时力的方向必须和弹簧的轴线方向一致，使弹簧秤能
自由伸缩而不受阻碍、若指针与外壳有摩擦，应及时消除.

(4)观察弹簧秤的量程与最小刻度值，以便正确读数.

(5)弹簧秤稳定时才可读数，读数时视线应正对刻度线，与刻
度板面垂直.

[师]生活中除了弹簧测力计外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测力计.

[投影]形形色色的测力计.

八年级物理课本人教版篇四

1.知道什么是弹力，弹力产生的条件是什么.



2.能正确使用弹簧测力计.

3.知道形变越大，弹力越大.

二、能力目标

1.通过观察和实验了解弹簧测力计的结构，培养一定的观察
能力和初步的分析能力.

2.通过自制测力计及弹簧测力计的使用，掌握弹簧测力计的
使用方法.

三、德育目标

通过本节内容的学习，初步认识科学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增
强学习物理知识、探究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学道理
的兴趣.

教学重点

弹簧测力计的正确使用.

教学难点

弹力的概念及产生条件.

教学方法

实验法：通过学生实验，感悟弹力的概念，了解测力计的原
理.

分析归纳法：通过观察及实际使用测力计归纳出正确使用测
力计的一般方法，并学会使用测力计.

教具准备



弹弓、钢尺、钢锯条、拉力器、弹簧、木板、钩码、铁架台、
投影仪等.

课时安排

1课时

八年级物理课本人教版篇五

1.知识与技能

(1)结合实例知道机械功的概念。

(2)能用生活、生产中的实例解释机械功的含义。

(3)理解功的概念，知道使用任何机械功都不省功。

2.过程与方法：通过观察和实验了解功的物理意义。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具有对科学的求知欲，乐于探索自
然现象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学道理，有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日
常生活、社会实践的意识。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功的概念和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功的计算公式。

教学难点：功的概念。

教学工具

多媒体设备

教学过程



一、引人新课：

提问：平时，我们常用力去移动物体，使其位置改变。下面
请同学们一起做三个小实验。

1.学生实验：用手匀速将放在桌旁地面上的书包和4本书分别
提到桌面上。

问：两次移动的距离怎样?哪次“累”一些呢?为什么?

2.学生实验：用手将放在桌旁地面上的书包分别匀速提到凳
子上和桌面上。

问：哪次“累”一些呢?为什么?

3 .学生实验：用手将书包提 5厘米左右和将 4本书从地面提
到桌面上。

讲述：由此，人提物体“累”的程度，不 能仅仅单独由力的
大小或单独由移动的距离大小来比较或表示，所以我们引人
一个新的物理量—— 机械功(简称功)。

二、讲授新课：

功这个物理量和 什么因素有关呢?

请同学们看图：课本104页图15.1-1：

这两幅图中有什么共同的地方或者共同的要素。

答：都有力，物体都移动了一段距离。

问：移动的距离和力之间有何关系?

答：是在力的作用下，沿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



讲述：在物理学中就说图中的力对物体做了功。

请同 学们看图：课本104页图15.1-2：

甲：用力而未移动距离;

乙：水平方向移动的距离但水平方向上却没有力。

分析得出：

1.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

(1)作用在物体上的力;

(2)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

[演示1]手提着钩码在空中静止不动，问拉力是否对钧码做
功?为什么?

[演示2]手提着钩码匀速水平移动一段距离，问拉力是否对物
体做功?为什么?

[演示3]手提着钧码匀速上升，问拉力是否对物体做功?为什
么?

功的大小与力和距离这两个因素有何关系呢?

力越大，使物体移动的距离越大，这个力的成效越显著，说
明力所做的功越多。

2.物理学中，力与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的乘积叫做
功。

即功=力×距离用



功的公式：w=fs。

w-功-焦耳(j)，f-力-牛顿(n)，s-距离-米(m)。

3.功的单位：焦耳(j)

1焦耳=1牛顿o米 1j=1nom

分析：因为马在水平路面上前进，竖直方向上没有通过的距
离，所 以车受的重力不做功 。求马的水平拉力，可从已知
拉力做功和车前进的距离，由w=fos公式求得。

答：车受的重力没有做功，马的水平拉力是750牛。

学生阅读课本106页，小结 ：使用机械时，人们所做的功，
都不会少于不用机械时所做的功，也就是功的原理：使用任
何机械都不省功。

三、巩固检测：

[例题 3]回忆上课起始做的三个实验，若匀速提书包和 4本
书所需的力分别为30牛和5牛，课桌高80厘米，计算下面情况
下拉力做功的大小：

(1)把书包和4本书从地面提 到桌面上， 拉力分别做功多少?

(2)把书包提高5厘米，把4本书从地面提到桌面上，拉力做功
分别为多少?

小结：功的大小是由力和在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大小共同
决定的，作用力大的做的功不一定多，距离长的过程做的功
也不一定多。解题时要注意单位统一。

[例题4]小刚把重为1000牛的箱子沿着水平地板推动1米，小



刚对箱产做的功()

a.1000焦 b.1焦 c.0焦 d.无法确定

引导学生分析物体受到几个力， 画出力的示意图

课后小结

强调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功的计算公式w=f·s及单位1焦
耳=1牛·米。

八年级物理课本人教版篇六

style="color:#125b86"> §2—1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学习目标：1、知道声音是由振动产生的。

2、知道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知道声音在不同介质的传播

速度不同。

3、能分析一些常见的声现象。

重、难点：(重)1、学生对声音的产生与传播过程的探究。

(难)2、设计探究的实验。

3、声现象的分析、解释。

关键：指导学生分析实验现象、总结结论。

教学过程：

导学达标：



学生观看第一部分录像——各种各样的声音。引入课题：声
音是怎样产生和传播的?

1、声音的产生

演示实验：(1)、敲打音叉——音叉振动，发声。

(2)、握住振动的音叉，声音马上停止。

(3)、放一段声音的录像。

指导学生分析归纳，得出结论：

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振动停止，发声停止。

(4)、扩展：录制声音

2、声音的传播：

(1)、得出：固体、气体可以传播声音。

(2)、实验14页图1-4示：得出：真空不能传播声音

指导学生分析归纳，得出结论：

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

固体、液体、气体都能传播声音，真空不能传声。

学生活动：月球上的宇航员如何交谈?

学生活动：如何证明液体可以传声?

(3)、声波：利用录像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声波?同水波进行对
比。



3、声速：不同介质中的声速是不同的。

学生活动：(1)、看15页的表格内容

(2)、声音在固体、液体、气体中的速度谁快?

15℃声音在空气中的速度为340m/s。

学生活动：对着远处的高山喊可以听到回声，为什么在教室
里讲话听不回声?

4、回声：声音的反射。0.1秒17米

二、小结：

小结本节内容，明确目标，强调重、难点

三、达标练习：

完成物理时习在线中本节内容，因内容较多，可以留一部分
作课外练习。

四、课后活动：

动手动脑：1、2、3题。

教学后记：

在课堂上对声音的知识不能扩展太多，这只是声音的第一节
课，可降低难点。

要测一测学生的接受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