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运动会(精选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
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读后感运动会篇一

1、一个跳伞运动员在伞未打开之前加速下落，他所受到的空
气阻力他和伞的重力。当打开伞后，如果他和伞受到的空气
阻力他和伞的重力时，则可以匀速下落。(填大于小于等于)

2、运动员抛出的铅球由于，则能在水平地面上向前继续运
动;但它的速度渐渐变小，这又是由于。

(静止、匀速直线运动)

4、行驶的车上向下跳是非常危险的，跳车人由于惯性，在脚
落地时身体要向倾倒。

n;当推力为18n时,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则摩擦力为n。

n;物体b重30n，受到f等于20n的水平推力静止不动，则物体b
所受的摩擦力是n。

读后感运动会篇二

“力及其作用效果”一节课是“力和运动”一章的起始内容，
由于本节课内容比较多，故而将本节课分为两课时来学习。
其中第一课时主要学习：力的概念，力的符号和单位，物体
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力的作用效果；第二课时主要学习：
力的三要素，力的示意图。



得：本节课是由运动向力的过渡，故而在开始力的学习之前，
首先对于以前学过的有关运动的知识进行复习，然后通过引
导学生进行小实验，讨论举例得出了力的概念。由于力是一
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既看不到又摸不着，因此在处理教材时
先引出力的概念，指出力的存在离不开物体，考虑到有利于
记忆和逻辑上的问题，引出力后马上让学生感受“力的作用
是相互的”这一知识，最后才分析力的作用效果这一学生非
常熟悉的现象。

失：（1）由于学生刚开始新学期的学习生活，还没有尽快进
入兴奋的状态，在课堂讨论举例的时候显得兴奋度不够；（2）
对于力的作用效果学生掌握情况不太好，主要表现在于
对“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的理解不够透彻，出现了
概念辨析不清的现象。

措施：对于力的作用效果之一——“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
状态”，首先给学生辨析“运动状态”，运动状态是指运动
快慢和运动方向，不变的运动状态是指：静止和匀速直线运
动，变化的运动状态是指：匀速曲线运动，变速直线运动，
变速曲线运动。

读后感运动会篇三

一、教材分析：环节一，地位与作用。

地位：牛顿第一定律是经典力学中三大定律之一，是整个力
学中的基础。如果我们把所有力学现象看作一座大厦，那么
牛顿三大定律则是这个大厦的奠基石，牛顿第二定律又是在
牛顿第一定律定义的惯性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牛顿第二定
律建立在牛顿第一定律基础上。因此牛顿第一定律又是三大
定律基础的基础，是否领会这一物理规律，不仅影响学生对
这一章的学习，而且会影响整个物理课程中力学部分的学习。

作用：前面我们学习了简单的运动，又知道力学一些简单知



识，牛顿第一定律正是基于此基础上将运动和力联系起来的
一条纽带一座桥梁，是进一步分析和处理直线运动和力学问
题的基础，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本册书中的一个重要内
容，也是本节、本章的重点。

环节一：学习状况分析：牛顿第一定律是由部分实验结果，
部分外推假设、部分定义所构成的一个复合体，就其定义本
身的表述学生不难记住，但初二学生由于接触物理时间比较
短，学生平均年龄比较低，抽象思维能力及认知结构上尚不
成熟，因此在接受牛顿第一定律上有一定的难度，怎样形成
对牛顿第一定律的理解及这一概念的建立使其认识由直观的
感觉上升到科学理性认识则是本节的'难点。

环节二、目标、重点、难点确定：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教材
和大纲。

本节重点：牛顿第一定律及理解，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要求，
确定本节教学目标、难点：了解理想实验推得物理规律方法。

目标：1、知识目标。2、能力德育目标。

（1）知道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

牛顿第一定律不是实验定律，而是在大量经验事实基础上，
通过进一步概括，推理总结出的一条规律。

（2）理解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而不是维持物体运
动的原因。

（3）了解理想实验推得物理规律的方法。

牛顿第一定律是一节物理规律教学课。

3、情感目标：注意师生间沟通，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在知



识目标上针对本节特点对学生提出，了解、理解、知道三个
层次，以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理清脉络，把握重点部分。以
往教学实践中证明，物理规律是物理基础知识部分比较难学
的部分，学生往往只注意背定义、记公式、做习题而忽视了
对物理概念及规律的理解，以至于丰富的物理含义被形形色
色的数学符号所淹没。面对这一现象在这一节教学中突破重
点上我主要采取了如下方法。

（1）首先在引题上创设情境，以毛主席诗词“坐地是行八万
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为开端，引导学生从宏观上复习运动
现象，故而知新，提供新旧知识联系的支点，使学生感到新
知识并不陌生，便于将新知识纳入原有的认识结构中，降低
了学习的难度，有利于引导学生参与学习过程。

（2）通过物理实验进行启发诱导/

a：做课本中小车演示实验，让学生对此实验进行认真、仔细
观察以获得足够的感性材料。

每次实验前向学生交代清楚实验的条件和做法，使学生找出
实验中哪些条件不变，变化的是什么条件，不变：同一小车、
同一斜面、让它从斜面的同一高度上滑下，变化：三种粗糙
程度不同的表面，再针对实验结果，提出问题，让学生运用
渗透比较，分析综合等研究方法，引导学生分析引导起变化
的原因，使学生明确实验目的，动脑筋思考问题，根据实验
结果得出结论“同样条件下，平面越光滑，小车前进得越
远”为牛顿第一定律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感性材料。

b：其次通过上面的演示实验，简单介绍伽利略的推理方法和
得出的结论。突出他的理想化实验和推理方法，理想化实验
虽然不能实现，但都有可靠的事实基础，因而推理是合理的。

c：在此基础指出牛顿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以事实为
依据总结出一条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一条真理，牛顿第



一定律。

一、没有力的作用，运动物体就要静止下来（错误）

二、运动物体如果不受任何外力作用，它的速度将保持不变，
永远运动下去。（正确）

三、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外力作用的时候，总保持匀速直线运
动或静止状态。（完善）

环节五：难点突破

牛顿第一定律虽已建立，但学生对其建立过程仍比较生蔬，
常不能予以接受因此造成了对牛顿第一定律理解不深入，不
透彻，形成难点针对此现象采取了，实验和定性分析相结合
的原则，使直观实验与抽象受力分析相结合的起来，这样做
到了使其难点先简后繁，先定性，后定量；先具体后抽象；
先特殊后一般的解决方法，使其难点被逐步得以解决，从而
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样有利于培养其思维能力和理想
实验推得物理规律方法。

二程序安排

本节课在程序安排上针对学生特点主要采取了如下程安排：

1、引题，创新情境，复习提问导入新课。形成新旧知识互相
联系、互相渗透。

2、重视物理实验，引导学生观察、分析、猜想，推导得出牛
顿第一定律。

3、重视各种变成恰当的应用，对其定律中学生不易接受的地
方和关键词语进行解释，使牛顿第一定律得以巩固，理解定
义、特定的含义。



4、在此引导说明，对其进行加深，从而形成深刻印象，通过
不同层次联系，加强基础与习题的配备，能够及时反馈学生
认知情况，从而调整教学加经改进，体现以学生为主、教师
为主导的作用。

5、归纳总结。由学生回忆本节学到了什么为主线，使学生对
所学的新知识更加清晰，明确、系统，从知识结构上把握新
内容，达到巩固和提高的目的，经过这一回顾，让学生会用
科学方法去研究问题，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思维能力设计。

6、定量作用：让学有余力的同学进一步提高，学习困难的同
学加深对本节特点及基础知识理解认识，为之创造良好的外
部条件以促进学生的学习进行如下设计。

（1）明确目标，激发动机（在复习运动和力基础上）

（2）新旧联系，指引注意。

（3）创设情境，提供感性材料（实物、小车实验）

（4）讨论分析形成结论。如果物体不受摩擦力作用，那么物
体运动情况又会怎样呢？让学生思考，讲座得出结论，从而
养成学生动口，动手的能力。

（5）反馈强化，通过对定律本身说明及习题配备，使定律得
以巩固和深化。

确定教学目标

导入课题

提供感性材料

分析推理



形成定律

反馈强化

巩固应用

小结综合

读后感运动会篇四

（1）知识目标：认识力能使物体发生形变或运动状态发生改
变，知道物体不受力作用时运动状态不变;b了解物体受平衡
力的作用时运动状态也不变，了解物体受非平衡力的作用时
运动状态改变。

（2）能力目标：通过实验观察和对事例的分析，概括出力的
作用效果。从对牛顿第一定律的探究活动中发展观察能力、
分析能力、归纳论证的能力.

（3）情感目标：树立宇宙万物之间都存在着力的作用、力无
所不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力和运动的关系

[过程和方法]

一力的作用效果

教师提问：物体间的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怎样判断
物体受到力的作用呢？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分析讨论课本p69图9－7



学生1：图9－7a火箭发射时，在推力作用下由静止变为运动，
而且越来越快；

图9－7b列车进站时，在阻力作用下由快变慢，最后停下来；

图9－7c足球在运动员的作用下改变了运动方向，这些变化都
是在力的作用下发生的。

教师：由此可见，当人们观察到物体发生形变或运动状态改
变时，就可以判断物体受到力的作用。这里提到一个新概
念“运动状态的改变”，请同学们看书p.54“信息快递”

力的作用效果是：（1）力可以使物体发生形变（2）力可以
使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

大量的实验和研究表明，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二现实世界中力与运动的关系

（1）定律所说的物体不受外力的情况是一种理想情况，在现
实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在现实在不存在不受力的物体。

（2）定律说明了力和运动的关系：力并不是物体运动的原因，
而是物体运动状态发生改变的原因。物体的运动并不需要力
来维持，力可以使物体从快变慢，从慢变快，或者改变运动
的方向。

2当物体受两个力而平衡时，为什么运动状态改变呢？这是因
为这两个力从相反的方向力图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它们的
作用效果相互抵消了。例如，行驶中的汽车，如果受到的牵
引力和阻力大小相等等，它将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3如果物体受到的力不满足平衡条件，物体的运动状态就会发
生改变。例如，行驶中的汽车，如果受到的牵引力大于阻力，



汽车就加速行驶；如果受到的牵引力小于阻力，汽车就减速
行驶。

4用多媒体展示物体在平衡力作用下的运动情况和在非平衡力
作用下的运动情况。

5分析跳伞运动员从飞机上跳下时在各个阶段的受力情况。

三、知识网络

全章知识网络：

读后感运动会篇五

福柯明确把康德启蒙运动观视为自己随身佩带的徽章与护符.
在启蒙运动问题上,我们看到了哲学研究方式的一种最初表现,
这种表现已经具有两个世纪的漫长历史.我们可以从19世纪至
今日来考察这种方式的.轨迹.福柯指出,“什么是启蒙运动?
什么是法国大革命?”这两个问题是康德提出他自己的现实性
问题所依从的两种形式,从而认为我们目前的哲学选择是我们
要为批判哲学作出的选择,进一步研究这种选择所建立的反思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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