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电流的磁场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教案应该怎
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
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电流的磁场教案篇一

课时：1课时。

教学要求：

1．知道磁场对电流存在力的作用，知道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
力方向与电流方向，以及磁感线方向有关系。改变电流方向，
或改变磁感线方向，导体的受力方向随着改变。能说明通电
线圈在磁场中转动的道理。

2．知道通电导体和通电线圈在磁场中受力而运动，是消耗了
电能，得到了机械能。

3．培养、训练学生观察能力和从实验事实中，归纳、概括物
理概念与规律的能力。

教学过程

一、引人新课

首先做直流电动机通电转动的演示实验，接着提出问题：

电动机为什么会转动？

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沿着这一逆向思索所形成的猜想，设计实
验，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板书：四、研究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二、演示实验

板书：1．实验研究：

1．介绍实验装置的同时说明为什么选择这些实验器材，渗透
实验的设计思想。

2．用小黑板或幻灯出示观察演示实验的记录表格，如下：

3．按照实验过程，把课本1、2两个实验，用边演示，边指导
观察，边提出问题的方式，连续完成。要求学生完成观察演
示实验的记录和思考回答表中的问题：

“通电铜棒在磁场中，运动的原因是什么？”

这样做，一是引导学生发现磁场对电流也存在力的作用，二
是进一步巩固、深化力的概念。

4．对学生通过观察，归纳概括出的结果，要做小结：（板书
小结如下）

三、应用

板书：2．实验结论的应用：

1．出示线圈在磁场中的演示实验装置，并提出问题让学生思
考：

应用上面实验研究的结论，分析判断通电的线圈在磁场中会
发生什么现象？

2．出示方框线圈在磁场中的直观模型，并用小黑板或幻灯片
把模型的.平面图展示出来，以助学生思考。



3．在学生作出判断的基础上，演示通电线圈在磁场中所发生
的现象，来证验学生的分析，判断是否正确。（关于这个实
验装置见前面的“实验”）

四、讨论

板书：问题讨论

五、小结

板书：课堂小结

学生小结，或师生共同小结，本节课学到了什么？

板书设计

四、研究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1．实验研究2．实验结论的应用3．问题讨论

____________想想议议________4．课堂小结

电流的磁场教案篇二

一.基本要求：

1.通过对日常生活、工业生产中的电器设备的观察，知道电
与磁有密切的联系。

2.知道电流周围存在磁场。

3.通过探究实验，知道通电螺线管对外相当于一条形磁铁。

4.会用右手螺旋定则确定通电螺线管的磁极或螺线管上的电
流方向。



5.在认识通电螺线管特性的基础上了解电磁铁的构造。

6.通过实验探究，体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知道电动机转
动原理。

7.学会安装和制作简单的电动机。

重点内容：通电螺线管的磁场和电动机转动的原理。

难点内容：右手螺旋定则和电动机是如何转动的。

（一）电流的'磁场

1.奥斯特实验

当把小磁针放在条形磁体的周围时，观察到小磁针发生偏转。
因为磁体周围存在着磁场，小磁针受到磁场的磁力作用而发
生偏转。小磁针只有放在磁体周围才会受到磁力作用而发生
偏转吗？或者说，只有磁体周围存在着磁场吗？其他物质能
不能产生磁场呢？我们先来看下面的实验。如图所示，将一
小磁针放于水平桌面上，当其静止后（一端指南，一端指
北），此时拿一根连入电路中的导线平行放于小磁针的上方。
这时我们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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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的磁场教案篇三

【设计理念】

构建“人文・物理・社会”三维课堂，在引导学生探究物理
知识的同时，渗透以人为本的.培养理念。让“研究性学习”
走进课堂，走入学科教学，切实增强课堂教学的开放性、民
主性、生成性。以“随堂探究卷”为桥，架师生互动平台，



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质性评价手段。

【三维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磁体、磁极以及磁极间的相互作用；感知
磁体周围存在磁场并会用磁感线表示磁场的方向和强弱；初
步了解地磁场。

2、技能目标：培养学生用磁感线形象描述磁场这一抽象概念
的思维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了解我国古代的磁文明，激发学习
热情；通过介绍我国近代“磁文明的衰落”提升学生的人文
素养，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重难点】感知磁场，并会用磁感线描述磁场。

【教学器材】条形、u形磁体、小磁针；多媒体课件及相应图
片；探究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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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的磁场教案篇四

成功之处：

1、磁场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在本节课中，用小磁体形象
的描述了磁感线，在学生大脑中建立了一个很牢固的磁场形
象，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本节课重点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课堂上给学生留有
足够的思考探索的空间，让整堂课都充满了学习的氛围。

3、着重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摆脱了传统的说教式教



学模式，让学生通过探究性学习，描绘出各种磁体的磁感线。

有待改善之处：

1、本节课的部分演示实验，操作性简单，可以让学生自己动
手完成，老师在一旁作为指导

2、由于本节课容量较大，时间凸显紧张，导致课堂的练习不
够。

体会：

本节课重点是让学生建立磁场的概念，磁场看不见，摸不着，
对于学生来说，初次接触到这个概念并且在大脑中形成第一
印象非常的重要，这堂课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对于整
个磁概念的认知，尤为重要。在本堂课中，务必要使用最简
便、最直接的办法，在学生的心目中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
让他们永远记住看不见的磁场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为后
面的电生磁、磁生电等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一印象建立得不
好，后面的一系列的电磁学都无法让学生形成知识系统，最
终会导致学习起来，困难重重。所以我们在实验室寻找了很
多能够模拟磁场的形象，最终确定用那种玻璃板里面每一个
圆形空间里放置一个永久性的条形磁石作为演示对象，效果
明显，让学生”大开眼界”。

电流的磁场教案篇五

构建“人文·物理·社会”三维课堂，在引导学生探究物理
知识的同时，渗透以人为本的培养理念，沪科版九年级16.1
《电流的磁场》公开课教案。让“研究性学习”走进课堂，
走入学科教学，切实增强课堂教学的开放性、民主性、生成
性。以“随堂探究卷”为桥，架师生互动平台，提供一种切
实可行的质性评价手段。



【三维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磁体、磁极以及磁极间的相互作用；感知
磁体周围存在磁场并会用磁感线表示磁场的方向和强弱；初
步了解地磁场。

2、技能目标：培养学生用磁感线形象描述磁场这一抽象概念
的思维能力，物理教案《沪科版九年级16.1《电流的磁场》
公开课教案》。

3、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了解我国古代的磁文明，激发学习
热情；通过介绍我国近代“磁文明的衰落”提升学生的人文
素养，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重难点】感知磁场，并会用磁感线描述磁场。

【教学器材】条形、u形磁体、小磁针；多媒体课件及相应图
片；探究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