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物理牛顿第一定律教案(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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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
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高中物理牛顿第一定律教案篇一

1、知道牛顿第一定律

2、理解力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而是改变物体运动的原
因；

3、理解惯性，认识一切物体都有惯性；

二次备课 新课引入：

物体的运功需要力来维持吗？

教师强调实验中注意事项：同一小车、同一斜面、同一高度
由静止下放，滑到底端的速度相同，不同的是水平面材料。

学生要理解实验要求的一些目的

演示实验：

小车从斜面滑下，在毛巾上滑行后停下

1）教师提问：小车为什么停下来？

（学生回答）

小车在水平的毛巾面上受到了阻力．



小车从斜面滑下，在木板上滑行后停下

2)教师提问：

小车滑行的距离怎么长了？

（学生回答）

小车受到的摩擦力变小了

3)教师提问

能让小车在水平面上运动的再远些吗？

（学生回答）

减小水平面对小车的阻力．

结论：表面越光滑，小车受阻力越小，小车速度变化越慢，
小车前进越远。

小车应该永远运动下去

也就是物体在不受力的情况下，也能运动，所以物体的运动
不需要力来维持

牛顿第一定律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进一步的科学推理得到
的非实验定律。

大家要学习科学家的刻苦钻研精神，也要向他们学习一种研
究问题的方法——科学推理法。

任何物体都具有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性质，
这种性质叫做惯性。



1、打棋子实验（学生参与演示）将七个象棋子叠放讲台上，
用尺迅速地打出第四个棋子，上面的棋子由于惯性要保持原
来的静止状态，失去了第四个棋子的支持而落在正下方。

2、惯性鸡蛋实验：突然弹击鸡蛋与水杯间的硬纸片，鸡蛋有
惯性，不会随纸片飞出去，而是掉进水杯里。

鼓励学生举例说明：生活中有那些做法是利用了惯性和预防
惯性造成的危害的。（洗衣机脱水的原理，拍打衣服上的灰
尘，抖落伞上的雨点，跳远前的助跑，高速公路上对汽车之
间的车距有限制，在一些拐弯较多的地方限制车速等）

牛顿第一定律

一．牛顿第一定律

1．概念：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总保持匀速
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

2．运动的物体不需要力来维持

二．惯性：是物体的一种属性，

惯性只与物体 质量 有关。

与物体的速度，体积等无关

高中物理牛顿第一定律教案篇二

（1）伽利略理想实验；

（2）惯性概念；

（3）掌握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



（4）理解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5）能用牛顿第一定律解释惯性现象．

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
力．学习科学的实验方法．

对任何现象的发生不能够想当然，要有严谨、认真的科学态
度．

教材分析

3、重点讲述伽利略理想实验的科学思想，让学生学会一种科
学思维方法．

教学重点：对伽利略理想实验的理解；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教学难点：对伽利略理想实验的理解．

示例：

一、历史的回顾

1、人类对力和运动关系的最初认识及亚里士多德其人．（见
扩展资料）

2、伽利略理想实验：

（3）介绍伽利略．

二、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2、惯性：物体保持原来的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的性质．

3、注意：（通过实例分析）



（1）惯性与惯性定律不同．

（2）惯性是物体的固有性质，任何时候物体都具有惯性，这
与物体处于什么状态无关．

（3）力和运动的关系：力不是维持物体速度的原因，而是改
变物体速度的原因．

4、实例参考（要让学生充分参与讨论）：

分析刹车时人往前倾；启动时人往后仰．

做小实验：惯性实验器演示惯性现象，并分析．

让学生举例分析，并指出哪些惯性现象有利，哪些惯性现象
有害．

题目：可以观察的惯性现象

组织：小组或个人

方案：自己设计小实验并展示、讲解，由同学互相评判

评价：具有可操作性，让学生把学过的知识灵活应用

高中物理牛顿第一定律教案篇三

知道牛顿第一定律,常识性了解伽利略理想实验的推理过程.

1.通过斜面小车实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2.通过实验分析,初步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分析、概括、
推理).

1.通过科学史的简介,对学生进行严谨的科学态度教育.



2.通过伽利略的理想实验,给学生以科学方法论的教育.

教材首先通过回忆思考的形式提出问题：如果物体不受力，
将会怎样？通过小车在不同表面运动的演示实验，使学生直
观的看到物体运动距离与阻力大小的关系，为讲解伽利略的
推理作准备。然后讲述伽利略的推理方法和通过推理得出的
结论，再介绍迪卡儿对伽利略结论的补充，牛顿最后总结得
出的牛顿第一定律。通过这些使学生了解定律的得出是建立
在许多人研究的基础上的，正如牛顿所说：“如果说我所看
的更远一点，那是因为站在巨人肩上的缘故”。最后指出牛
顿第一定律不是实验定律，而是用科学推理的方法概括出来
的，定律是否正确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给学生以科学方法论
的教育。

本节课的重点是揭示物体不受力时的运动规律，即牛顿第一
运动定律。

1.学生学习牛顿第一定律的困难在于从生活经验中得到的一
种被现象掩盖了本质的错误观念，认为物体的运动是力作用
的结果。如推一个物体，它就动，不再推它时，它便静止。
为使学生摆脱这种错误观念，首先要把运动和运动的变化区
别开，树立从静到动和从动到静都是“运动状态改变”的概
念，这是为了揭示力和运动的关系做的重要铺垫。其次，通
过实验确立“力是改变运动状态的原因”的概念。再通过推
理建立“不受力运动状态不变”的概念。

2.通过图9-1演示实验的比较、分析、综合、推理是本节课的
核心，可对学生进行简单的科学推理方法的教育。在此演示
实验中可通过设计不同的问题渗透研究方法。

3.本节课可按着人类对知识的认识顺序组织教学，让学生体
会规律的认识过程，对学生进行学史教育。从亚里士多德的
观点——伽利略的研究——笛卡尔的补充——牛顿的总结。



教学重点:通过对小车实验的分析比较得出牛顿第一定律。

1．明确“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观点是错误的。

2．伽利略理想实验的推理过程

斜面，小车，毛巾，棉布，玻璃板，微机,实物投影，大倍投
电视。

一、实验引入：批驳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演示1]在桌面上推动木块（或板擦）从静止开始慢慢向前运
动，撤掉推力,木块立即停止。

分析: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类似的现象，（如推桌子）。这些
现象从表面上看,“必须有力作用在物体上,才能使物体继续
运动,没有力的作用,物体就要停下来.”即：板擦的运动需要
推力去维持。于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根据这些现象
总结出“物体的运动需要力去维持”。这种观点在历史上曾
被沿用两千多年,但时沿用两千年是否就一定正确呢？也可能
有人曾表示过怀疑或有人认为就是错误的,但没某能说服别人
的理由。

[演示2] 在桌面上推动木块（或板擦）从静止使之向前运动，
用力推出,木块向前运动一段距离后停止。

分析：推力撤掉，还要向前运动，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符。

二、 讲授新课:

1.规律总结过程

方法1.教师引导

伽利略的贡献：理想实验



[演示]（通过实物投影仪把实验过程反映在大倍投电视上）

介绍器材

实验前提条件：每次实验都需从斜面上的同一高度下滑，为
什么？

实验过程：让小球从同一斜面的同一位置滚下后分别在毛巾
表面、棉布表面、玻璃表面上运动，每次记下小球停下时的
位置。做标记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停下来的位置）

实验纪录：

实验次数 表面材料 阻力大小 滑行距离

1 毛巾 最大 最短

2 棉布 较大 较长

3 玻璃 较小 长

推理想象 光滑表面 阻力为零 无限长

实验分析：

三次实验，小车最终都静止，为什么？

三次实验，小车运动的距离不同，这说明什么问题？

小球运动距离的长短跟它受到的阻力有什么关系？

若使小车运动时受到的阻力进一步减小，小车运动的距离将
变长还是变短？

根据上面的实验及推理的思想，还可以推理出什么结论？



推理：小球在光滑的阻力为零的表面，将会怎样运动？

实验结论：通过伽利略的实验和科学推理得出“运动的物体，
如果受到的阻力为零，它的速度将不会减慢，将以恒定不变
的速度永远运动下去。”即作匀速运动。

[微机模拟实验]:简介伽利略理想实验

迪卡儿的补充

如果运动物体不受任何力的作用，不仅速度大小不变，而且
运动方向也不变，将沿原来的方向匀速运动下去。

牛顿的成果：补充与概括

师:物体除了运动的以外,还有静止的。那么，静止的物体在
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保持什么状态呢？（牛顿补充：将保
持静止状态）

师（引导学生概括）: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伽利略的研究成果,
又有了迪卡儿和牛顿的补充,把两者进行一下概括：一切物体
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将如何呢？（对概括出来大致意思
的同学给予鼓励）

介绍：牛顿抓住时机,概括总结得出著名的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方法2：学生探究式学习

针对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由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完成
斜面小车实验，根据现象学生分组讨论,明确亚里士多德的观
点的问题根源．由学生互相补充确定实验结论。

2.定律分析

定律成立条件：不受外力作用



运动规律：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

三、巩固练习

1． 一物体放在桌上静止,假若某瞬间撤掉所有的外力,物体
将怎么样?

2． 对于牛顿第一定律的看法，下列观点正确的是( )

a．验证牛顿第一定律的实验可以做出来，所以惯性定律是正
确的

b．验证牛顿第一定律的实验做不出来，所以惯性定律不能肯
定是正确的

d．验证牛顿第一定律的实验虽然现在做不出来，但总有一天
可以用实验来验证。

四、小结

人们对物体的运动规律的认识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物体
在不受力时的运动规律，它是经过亚里士多德对人们近两千
年的思想束缚，伽利略的科学推理，才最终由牛顿总结出来
的。牛一的重要贡献是：

1）力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2）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五、作业 :阅读本节教材

探究活动

牛顿力学的建立



个人或自由结组

牛顿力学的建立不是牛顿一个人的功劳，而是许多科学家努
力研究的最终结果，查阅资料了解牛顿力学的建立过程，及
牛顿力学的体系。

制订查阅和查找方式；收集相关的材料；分析材料并得出一
些结论；写出论文；与其他组交流。

1、网上查找的资料要有学习的过程记录。

2、和其他成员交流。

斜面小车实验的再研究

个人或自由结组

运用不同的物体表面，通过实验探究，加深对伽利略推理思
维的理解。

制订实验方案；准备器材；实验并记录现象，分析材料并得
出一些结论；与老师所做实验比较优缺点；与其他组交流。

1、要有完整的过程记录。

2、和其他成员交流。

高中物理牛顿第一定律教案篇四

1、知道惯性定律，常识性了解伽利略理想实验的推理过程。

2、通过实验分析，初步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

重点：牛顿第一定律



难点：伽利略理想实验的推理过程。

1、引入新理

师：力能使静止的物体运动起来，力又能使运动物体速度增
大或减小，还可以改变物体运动的方向，物体不受力又怎样
呢？从这节课开始，我们就来研究有关力和运动的一系列问
题。

[板书1]第九章力和运动

2、新课教学

师：请同学们观察实验

[实验1]静止在木板面上的小车。

师：小车处于什么状态？

生：静止。

师：静止的小车，水平方向不受推动和拉力的作用，它将会
怎样？

生：永远处于静止。

[实验2]如图1所示，小车受水平拉力作用时。（让小车运动
一段距离后立即用手使它静止下来）

师：观察小车的状态发生怎样变化？

生：由静止到运动。

[实验3]如图1。继续实验2，钩码使小车水平运动后，用手托
住下落的钩码。小车失去水平拉力后，继续向前滑行一段距



离停止。

师：你看到什么现象？

生：小车继续运动一段距离后才静止。

师：小车运动一段距离后，变为静止的原因是什么呢？

生：受到木板的摩擦阻力作用。

师：是不是这样呢？请大家继续观察下面实验。

[实验4]用同一小车分别（三次）从同一斜面不同的高度自由
滑向相同的.平面，记下三次小车静止在相同水平面上的位置。
如图2（a）、（b）、（c）所示。

师：哪一次水平滑行距离最短？

生：第一次。

师：为什么？

生：小车在斜面上高度最小，它在水平面上开始运动时速度
最小（后半句话学生回答不出来，第一次可由老师说）。

师：哪一次水平滑行距离最长？

生：第三次。

师：为什么？

生：小车在斜面上高度最大，它在水平面上开始运动时速度
最大。

生：相同。



师：（介绍牛顿第一定律演示装置）这是一个斜面，把它放
在讲台桌上。（如图3所示。）

[实验5]让小车分别三次从同一斜面的相同高度自由滑下，观
察小车在不同材料的水平面上运动的情况。（在桌面铺上毛
巾、棉布。）

师：哪次小车在水平面上运动距离最短，为什么？

生：第一次（或最上面那一次）。表面材料是毛巾，阻力最
大，滑行距离最短。（在学生回答过程中，填写表1第一行前
三项）

师：很短距离，速度变为零。速度变化快呢，还是慢呢？

生：最快。（填写表1第一行最后一项）

师：第二次实验的情况如何，大家一起填表1的第二行。

生：棉布、阻力较大、滑行距离较长、速度变化较快。（填
写表1第二行）

师：第三次实验的情况如何；大家一起填表的第三行。

生：桌子表面、阻力较小、滑行距离长、速度变化较慢。
（填写表1第三行）

师：假定我们做第四次实验，水平表面用玻璃板，玻璃板的
阻力比木板小，实验结果会怎样呢？（填写表1第四行前两项）

生：小车滑行的距离长，速度变化最慢。（填写表1第四行后
两项）

生：那么小车滑行距离就更长，最最长，速度变化最最慢。



师：大家一起来填表1第五行（见表）

师：假如水平表面对小车没有阻力，实验结果又会怎样呢？

生：小车永不停止地运动下去！

师：一起来填表1的第六行。（见表）

表1

师：大家注意这个表格的前三行我们是做了实验的。第四、
五行没有做实验，只是根据前三行的实验结果，加上逻辑推
理得出来的结论。虽然没有做实验，但是在正确实验的基础
上加上正确的推理，得到的结论也是正确的。

大家再仔细琢磨表的第六行，它和第四、第五行有什么不同。

生：没有阻力，而第四、五行还有阻力，只是一次比一次小。

师：没有阻力的平面叫做理想光滑的平面，实际上并不存在。
第六行的结果就是理想实验，实际上不存在，是在正确实验
的基础上正确推理得出来的。

师：这种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得到理想状况
下的结论，也是研究物理的一种方法。

300多年前著名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就是这样通过实验推理得出
来物体不受阻力将如何运动的。

师：谁给大家朗读书第104页倒数第三段？

生：（读课文略）

师：大家把这段倒数第三行“如果表面绝对光滑……运动下
去”。画下来。



师：法国科学家笛卡儿，又对伽利略的结论作了补充，他是
怎样说的，请一位同学读教材第104页倒数第二段。

生：（读课文略）。

师：大家从此段的倒数第三行“如果运动物体……运动下
去”。画下来。

师：笛卡儿的说法和伽利略的说法有什么不同？不同又说明
了什么？

生：笛卡儿把伽利略的“物体受到的阻力为零”改为“物体
不受任何力的作用。”说明，不是仅仅限于阻力了，而是任
何力。

师：再后来英国的科学家总结了伽利略等人的研究成果，概
括出一条重要的物理定律。叫做牛顿第一定律。

高中物理牛顿第一定律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知道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

过程与方法：探究摩擦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经历比较、分
析、综合和推理的思维过程重点与难点：对牛顿第一定律实
验的比较、分析、综合和推理是本节的核心教学过程：

复习：1、什么是力?2、力的作用效果是什么?(学生回答)

板书:(1)力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2)力改变物体的形状

有生活现象引导学生思考：



板书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有没有不同意见呢?伽利略意见不同：

板书伽利略的观点：运动的物体不需要力来维持

伽利略用一系列的实验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教师演示实验，同时用课件展示次实验。

比较小球在不同的水平面上运动的距离并回答课件中针对实
验提出的几个问题。

1、小球为什么会停下来?受到阻力

2、小球在三种表面运动的距离为什么不同?阻力大小不同

4、在此实验中，怎样做到让小球水平初始速度相同的?让小
球从斜面的同一高度下滑由实验得出的结论：水平面越光滑，
小球受到的阻力越小，则小球水平运动距离越长，速度减小
的越慢。

经过推理有：如果运动物体不受力，它将以恒定不变的速度
永远运动下去。实验结论:物体的运动不需要力来维持!

牛顿总结了前人研究成果，概括出一条重要的物理规律，即：

板书牛顿第一定律：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力的作用时，总保
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

如何理解牛顿第一定律呢?学生阅读课本牛顿第一定律及下面
的内容，回答问题：

1、牛顿第一定律是怎样得出的?是在实验的基础上，经推理
概括得出的一种理想状态。



2、适用范围是什么?一切物体都适用

3、成立的条件是什么?

a、完全不受任何力的作用。

b、物体受多个外力，但效果互相抵消，这种状态等效于不受力
(合力为零)。

4、“总”指：物体不受力时，原来静止的总保持静止，原来
运动的就总保持力消失时的速度和方向一直匀速直线运动下
去。

5、“或”指：两种情况必具其一，不能同时存在。

6、板书牛顿第一定律说明了力和运动的关系：

力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而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
原因。练习：

(1)、正在运动的物体，如果受到的外力突然全部消失，

则它将()。

a.立即停止

b.速度减小，最后停止

c.运动方向变为与原来相反

d.做匀速直线运动

(2)、如果物体不受外力作用，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a.静止的物体永远保持静止

b.运动的物体是不会停下来的

c.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

d.物体将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

(3)、一个物体，在力f的作用下，在水平面上由静止开始运
动，当速度达到3m/s时，作用在它上面的力突然全部消失，
则物体将()。

a、慢慢停下来

b、做匀速直线运动，但速度小于3m/s

c、立即停下来

d、做匀速直线运动，且速度为3m/s

(4)、用绳子栓住一个小球在光滑的水平面上作圆周运动，当
绳子突然断裂，小球将

[].

a.保持原来的圆周运动状态.

b.保持绳断时的速度和方向作匀速直线运动.

c.小球运动速度减小，但保持直线.

d.以上三种都有可能.

(5)、忽略一切阻力，原来静止在水平面上的大石头被另一块



小石头水平撞击，大石头的运动情况是()

(6)判断：

1.物体不受力的作用时运动就一定静止.

2.物体不受力的作用时一定是匀速直线运动.

3.如果物体受到的合力为0n，物体一定静止.

解析：物体原来的运动状态是匀速直线运动，对应的受力情
况是“不受力”或“多个外力互相抵消(即合力为零)”。在
此基础上再施加给此物体一个外力，此时物体受合力一定不
为零，故物体的运动状态一定会发生改变。

作业：1、网上查阅亚里士多德与伽利略的主要功绩和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