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八年级物理重力教案(实用14篇)
教学效果是指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活动和思考达到的学习
目标和学习成果。掌握好教学大纲和教材目标，编写出一份
有针对性的教案。

八年级物理重力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1知识与技能：

知道什么叫重力，了解重力产生的原因;

知道重力的方向以及重垂线的应用;

理解重力的大小与质量的关系。

1.2过程与方法：

通过学生探究实验得出影响重力的因素;

通过“实验分析”强化理解重力方向及重心。

1.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乐于探究自然现象，物理规律的兴趣，提高学生辩
证的分析物理知识的意识;

培养学生的交流意识与团队协作精神。

教学重难点

2.1教学重点重力的概念、重力的大小与质量的关系及重力方



向。

2.2教学难点重力的大小与质量的关系及重垂线的应用。

教学工具

多媒体，教学用直尺、弹簧秤等

教学过程

6教学过程

6.1引入新课

八年级物理重力教案篇二

1、知识与技能目标：

（1）知道重力的产生

（2）知道重力的大小、方向、重心

（3）通过实验探究，了解重力大小跟物体的质量的关系

2、过程和方法目标：

(1)通过探究了解重力与质量的关系

（2）尝试根据已有经验提出科学的猜想

（3）体会用图象处理实验数据、根据图象研究实验结论的方
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对重力的存在及应用有浓厚的学习兴趣，主动分析日常
生活中的有关重力的现象

（2）通过对用重垂线校准的操作产生提高自己能力和应用知
识的愿望

（3）培养学生乐于参与科科学实践的情感，在实验中养成严
谨的科学态度

重力的方向、大小

重力的方向

探究学习法、观察分析法

弹簧测力计、钩码若干、重垂线、制作的不倒翁、乒乓球

一、引入课题

二、新授：

（一）重力的来由

天上的月亮能绕地球转动也不会跑掉，它们之间有没有力的
作用呢？再看课件，宇宙中的各个星体的运动都有一定的轨
道，它们之间有没有力的作用呢？这些力都是万有引力。

重力的施力物体是谁？地球上的物体是否都受到了重力的作
用呢？

3、假如重力突然消失，会出现哪些合理的场景呢？请讨论。

（二）、重力的方向

前面学习我们知道力作用效果与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3个



要素有关。下面我们就对重力的三个要素进行研究。首先，
我们来研究重力的方向。

2、重垂线的应用：我们利用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的这个性
质，常用重垂线来做什么？看课件。

（三）、重力的作用点

1、质地均匀、外形规则的物体的重心，如何确定呢？看课件。

2、如何找到形状不规则的物体的重心，请大家课后尝试着去
做一做？

3、再看前面的不倒翁，不倒翁被扳倒后又会自动立起来，为
什么呢？看课件。

（四）、重力的大小

1、请大家做出猜想，并说出猜想的依据？

（上面的几种猜想中，其中体积和密度对重力的'影响都可归
纳到质量当中。同种物质，体积越大，质量越大，。相同体
积的不同物质，密度越大，质量越大，所以只研究重力与质
量的关系即可。其它的以后再去探讨。）

2、设计实验

要研究重力与质量的关系，需要哪些测量工具呢？如何来做
实验呢？

3、进行实验

4、分组实验，并完成书中的表格、数据

5、展示：



6、结论

看课件，根据表中的数据与图象，你可得出什么结论？

7、用公式表示为：出示课件

物体所受的重力和它的质量成正比。

用公式表示为：g=mgg——重力——单位（n）

m——质量——单位（kg）

g=9.8n/kg质量为一千克的物体受到的重力是9.8n。

看课件。本节课你学到了哪些知识？有哪些收获？

1、推出去的铅球仍能在空中飞行，是因为铅球具有，在空中
飞行时，如果不考虑空气阻力，则铅球受到的作用，这个力
是由施加的。

2、由于地球吸引而使物体受到的力，叫做；地球上的所有物
体都受到的作用。

3、玩具“不倒翁”被扳倒后会自动立起来的奥妙是（）

a、重力太小，可以忽略

b、重心较低，不易倾倒

c、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的

d、里面有自动升降的装置

4、下面关于重力说法中正确的是（）



a、重力的方向是垂直向下的

b、只有与地面接触的物体才受到重力的作用

c、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

八年级物理重力教案篇三

本节课是本章的一个重点内容。重力是一种最常见的力，它
在力学学习中有广泛的应用，在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时，都
必须先研究重力对物体的运动有无影响，因此，重力在力学
中处于基础的地位。本节课主要通过实验探究，采用引导发
现、直观演示、和讲解法，使学生了解重力产生的原因；重
力的大小和质量的关系；重力的方向等知识。

八年级的学生正处在青少年时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较强
的观察能力。通过八年级上学期的物理学习，已经具备一定
的实验探究能力以及多种物理研究方法。初步了解矛盾对立
统一的辩证思维规律，正处于逻辑思维能力发展的最佳时期。
并且具备了一定的生活体验，如熟透的苹果要落向地面等有
关事例，但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实施探究式教学模式，进
而使学生由对生活现象的初步了解，通过实验探究，观察现
象逻辑推断，最后上升为理论认识。有效的锻炼了学生的逻
辑思维能力。

1、知识与技能目标：

(1)知道由于地球吸引而使物体受到的力叫重力

(2)知道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

(3)理解重力的大小与质量成正比，会用弹簧测力计测量物体
的重力



4)知道被举高的物体具有重力势能

2、过程与方法目标：

(2)经历探究过程得到重力与质量的关系g=mg，培养学生的
实验、归纳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节学习，培养学生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习
惯，增强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意识，激发起较高的求知
欲和探索自然的兴趣。

1、教学重点：重力的方向和大小

2、教学难点：重力概念的建立

通过对实际现象的观察，在教师引导下进行分析讨论，找出
其共同原因是地球对物体的吸引作用，从而引出重力概念；
指导学生经历重力的大小和方向的探究活动，得出重力大小
与质量成正比及重力的方向竖直向下的结论；通过联系实际，
知道重力方向的实际应用；引导学生观察被举高物体能对其
他物体“工作”，感受重力势能的存在。

1、学生实验器材：弹簧测力计、钩码、橡皮泥、线、小球、
铁架台。

2、演示器材：重物一个，沙箱一个，小木桩一个。

3、课件：瀑布、跳伞、水力发电站、打夯机等视频资料及练
习。

4、多媒体教学设备一套：可供实物投影、放像、课件播放等。



一、情景引入

观察教材三幅图的视频课件，然后学生再亲手操作，观察重
物下落。

师问：这些现象有何共同原因？

学生观察现象，思考。（小组讨论后）回答问题，得出物体
都受地球的吸引的共同点。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引出重力课题

（设计意图：通过观察实际现象创设情境加深学生对重物下
落原因的认识，激发学生兴趣，引发求知欲。由于学生日常
生活中有很多重力现象的体验，并且在小学时就知道牛顿发
现万有引力的故事，因此他们对课件所展示的物理情景是很
熟悉的，知道重物的落地是由于重物的吸引，即重力的作用。
所以这样引入新课很自然，体现了物理知识是来源于生活的。
）

二、讲授新课

1、关于重力

根据以上分析教师板书重力概念

[板书]：重力：由于地球的吸引而使物体受到的力

强调指出重力的产生是由于地球的吸引，物体受到的重力也
叫物重，物重可用弹簧测力计测量。

师问：如何测出物重？

学生回答：将物体挂在弹簧测力计下，读出示数



[做一做]：（学生分组活动，测出重物的重力。教师可强调
测力计要竖直，至于为什么，告诉学生与下面要学习的重力
方向有关。）

[交流与合作]：让学生将测得的数据进行交流。

（设计意图：让学生自行复习弹簧测力计的使用并测量物重，
同时感知重力的方向。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加
深对重力概念的理解）

2、探究物体所受重力大小与质量的关系

（1）提出问题

师问：物体所受重力的大小与质量有什么关系？

学生进行猜想。

猜想1：可能与物体的质量有关

猜想2：可能与物体的质量无关

（2）设计实验

学生分组进行实验设计，教师巡回指导，指导学生对实验方
案进一步修正。

（3）进行实验、收集证据、得出结论

先用弹簧秤分别称出质量为100克、200克、300克的钩码分别
受到的重力，填入自己设计的表格，然后算出每次测得的重
力跟质量的比值，使学生自己“发现”，在误差允许的范围
内，物体的重力跟质量成正比，其比值是一个定值为9.8牛／
千克，由板书结论：物体所受重力的大小与形状无关，与它
的质量成正比。



（4）交流与评价

让学生学会总结实验结果，并加强相互交流，相互改进。并
对学生的探究结果给予一定的评价。

[板书]：重力与质量的关系式：g=mg（g=9.8n/kg）

（设计意图：利用学生探究来完成这部分知识的教学，好处
有两个：一是使学生有机会参与课堂教学，自主地进行物理
规律的探究，体现自主性原则；二是再次练习使用弹簧秤测
量力的大小，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3、重力的方向

（这样又一次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
下的。）

[归纳]：重力的方向竖直向下。

[强调]：竖直向下不能说成垂直向下，竖直向下指的是与水
平地面相垂直，不能笼统指垂直方向。

[练一练]：（出示课件）请画出下列物体所受的重力的方向：

1）空中飞行的飞机

2)正在爬坡的汽车

（学生板演完成）

[应用]：重垂线

[做一做]：如何用重垂线来检查桌面是否水平？

（学生分组动手探究，加深对重力方向的理解。教师



巡回指导。并要求学生课后去检查教室的墙角是否竖直，窗
台是否水平？）

（设计意图：这一部分的教学，充分体现了学生为主体的教
学理念，遵循了由易到难，层层深入的方法，让学生通过观
察自己去发现重力的方向，再通过练习和应用加深对知识的
理解。）

4、重力势能

[课件演示]：从大坝流下的水发电和正在工作的打夯机。

学生们展开丰富的联想讨论、交流，从中归纳出被举高的物
体具有能量，即重力势能。

[归纳]：被举高的物体具有能量。物理上把这种能量叫重力
势能。

（设计意图：通过生活中的事例展示，让学生联系生活，从
中归纳出知识，也体现了“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
会”的基本理念。）

八年级物理重力教案篇四

1。知道什么是重力、重力的方向、重心。

2。理解重力的大小跟质量成正比，会用公式计算重力。

1。通过上节力的三要素的学习引入重力的三要素，培养学生
学习的迁移能力。

2。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讲解重垂线和重心，培养学生尊重物理事实，应用物理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探究精神。

教材分析

本节是在前三节内容的基础上，研究最常见的力——重力。
教材通过“苹果落地”和“抛出去的石块向地面下落”两个
例子使学生认识重力的存在。然后用实验研究物体所受重力
的大小跟质量的关系，方法是用弹簧测力计测出质量成倍数
关系的钩码所受到的重力的大小，算出每次测得的重力的大
小跟质量的比值，由此得出重力跟质量成正比，质量增大几
倍，重力也增大几倍。并由此关系，得出重力的计算公式。

关于重力的方向，教材说明用一根线把物体悬挂起来，物体
静止时，线的方向就是重力的方向，所以重力的方向总是竖
直向下的。这种讲法比直接告诉学生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
的更符合逻辑。

由于物体重心的位置跟形状、质量分布情况有关，教材关于
重心的问题只做了简单介绍。

本节后面的“想想议议”中的问题，目的在于让学生正确理
解地球上不同地方的重力方向是不同的，都是指向地球中心
的。

可让学生通过观察并认识物体自由下落的方向、悬挂物体的
线自由下垂的方向就是重力的方向。人们把这个方向叫做竖
直方向，所以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的。

为了让学生了解重垂线在建筑中的作用，课后可以让学生利
用重垂线校准墙壁是否竖直（看重垂线是否与墙壁平行），
窗台、桌面是否水平（看重垂线是否与窗台、桌面垂直）。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观察思考能力，建议教学中
可以演示下面的小实验：手中的小球离开手以后，竖直下落；



杯中的水从高处流往低处；小球在桌面上滚到桌边后要落
地……等等，让学生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通过讨论，
学生不难得出，物体都是由高处落到低处，产生这些现象的
原因是由于它们都受到地球的吸引力。这时再总结出：地面
上的一切物体，都要受到地球的引力，由于地球吸引而使物
体受到的力叫做重力。再让学生列举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观
察到的物体受到重力的种种现象。这样既可加深学生对重力
的理解，又可培养学生观察思考的习惯。

八年级物理重力教案篇五

1．知道什么是重力、重力的方向、重心．

2．理解重力的大小跟质量成正比，会用公式计算重力．

1．通过上节力的三要素的学习引入重力的三要素，培养学生
学习的迁移能力．

2．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材分析

由于物体重心的位置跟形状、质量分布情况有关，教材关于
重心的问题只做了简单介绍．

八年级物理重力教案篇六

1、推出去的铅球仍能在空中飞行，是因为铅球具有，在空中
飞行时，如果不考虑空气阻力，则铅球受到的作用，这个力
是由施加的。

2、由于地球吸引而使物体受到的力，叫做万有引力；地球上
的所有物体都受到万有引力的作用。



3、玩具“不倒翁”被扳倒后会自动立起来的奥妙是（）

a、重力太小，可以忽略

b、重心较低，不易倾倒

c、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的

d、里面有自动升降的装置

4、下面关于重力说法中正确的是（）

a、重力的方向是垂直向下的

b、只有与地面接触的物体才受到重力的作用

c、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

八年级物理重力教案篇七

1、知识与技能

（1）知道重力是如何产生的。

（2）知道重力的大小和方向。

2、过程与方法

（1）探究了解重力和质量的关系。培养一定的实验能力，利
用数学模型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

（2）了解重垂线及重心的应用，培养应用物理知识解释简单
生活现象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

（1）了解生活实际中物理知识的应用，增强学习物理、学习
科学知识的兴趣。

（2）激发学生对于科学探究的兴趣，养成与同学合作交流的
意识，体验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喜悦，培养创新意识。

1、教学重点：重力的概念及重力与质量的关系。

2、教学难点：重力的方向，观察分析明确重力的方向是竖直
向下的，理解重心的概念。

钩码、弹簧测力计、重垂线、粗细均匀的木棒、方形薄板、
木球、投影仪。

（一）导入

教师进行如下演示：

（1）将一只木球举到一定的高度让其自由落下。

（2）把一只木球斜向上抛出，观察其运动路线。

（3）让一只木球在讲台上沿直线运动，滚到讲台边后落向地
面，观察其运动路线。

在演示的几种情况中，球的运动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不论小
球的运动状态如何。它最终都落回了地面。产生这些现象的
原因是什么呢？球运动过程中运动状态的改变是因为受到了
力的作用，球都落回了地面一定是受到了指向地面的力的作
用。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个指向地面的力——重力的
知识。

（二）新课讲授



1、重力的概念

a.请同学们用一根细线拴住自己的橡皮，做如书中图所示的
实验，说说你的感受。

[投影]苹果落地和万有引力。

引出万有引力的概念：地球和月亮之间存在着相互吸引的力，
这就是万有引力(universalgravity)，万有引力是伟大的物理学
家牛顿发现的，他是看到苹果落地受到启发而发现了万有引
力。地面附近的物体也会受到地球的吸引，地面附近的物体
由于地球的吸引而受到的力叫重力(gravity)。通常还把重力的
大小叫做重量。

c.想一想、你还看到过什么现像是物体受到重力的作用而产
生的。比如现在流行的蹦极、美丽的瀑布、荡秋千等，还有
课前的实验，木球无论怎样运动都最终落到地面，就是受到
了重力的作用。

2、重力的大小

b.思考并实验：同学们可以先大胆猜想一下物体的重力和什
么有关？然后可以参考教材中的提示，用实验验证自己的想
法，然后交流实验的情况。

谁知道重力用什么测量？怎样测量？用弹簧测力计来测量重
力。使用弹簧测力计时要先观察量程和分度值，如果指标没
有指零还要先进行调零，然后将被测物体挂在弹簧测力计下
方，物体静止时，根据指针的位置读出指示的值即为被测物
体的重力。学生实验，教师巡视指导，并参与学生的活动。

根据测量数据做出的重力与质量关系的图像是一条过原点的
直线。



根据实验结果，我们知道每一次测出的重力与其对应质量的
比值基本上是一个不变的值，这个比值大约是9.8。实验结果
说明物体所受的重力跟它的质量成正比。我们用g表示重力，g
表示重力和质量的比值，同学们实验的结论就可以用一个公
式表示。请大家自己表示出来，并想一想单位是什么。

g的单位可根据重力g(n)和质量m(kg)的单位得出：g=9.8n/kg。
在使用公式计算时，质量(m)的单位必须用kg。重力(g)的单位
必须用n。粗略计算时，g的值可取10n/kg。

（三）巩固练习

1、一块钢锭的品质是4t，计算它所受到的重力。

=4x1000kgx9.8n/kg=39200n

注意：质量的单位必须用kg。

2、质量是50g的鸡蛋，重是多少牛（取g=10n/kg）？

=50÷1000kgx10n/kg=0.5n

注意：质量的单位必须用kg。

3、根据自己的体重，估算受到的重力的大小。

通常把重力的大小叫做重量。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
将质量称为重量，同学们应注意区别。

（四）小结

让学生总结本节学习到了哪些知识。

1、地面附近的物体，由于受到地球的吸引而受到的力叫重力，



重力的施力物体是地球。

2、重力是一种常见的力，重力的大小跟物体的质量到底是什
么关系，我们可以实验来研究一下。重力和质量的关系曲线
图做出来。

我们研究发现，重力和质量成正比，用来计算大
小，g=9.8n/kg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的，重力的作用点叫重
心。

（五）作业：

找出身边的重力现象，并使用所学知识尝试出三道题。

八年级物理重力教案篇八

1、知识与技能

（1）知道重力是如何产生的。

（2）知道重力的大小和方向。

2、过程与方法

（1）探究了解重力和质量的关系。培养一定的实验能力，利
用数学模型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

（2）了解重垂线及重心的应用，培养应用物理知识解释简单
生活现象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

（1）了解生活实际中物理知识的应用，增强学习物理、学习
科学知识的兴趣。



（2）激发学生对于科学探究的兴趣，养成与同学合作交流的
意识，体验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喜悦，培养创新意识。

1、教学重点：重力的概念及重力与质量的关系。

2、教学难点：重力的方向，观察分析明确重力的方向是竖直
向下的，理解重心的概念。

钩码、弹簧测力计、重垂线、粗细均匀的木棒、方形薄板、
木球、投影仪。

（一）导入

教师进行如下演示：

（1）将一只木球举到一定的高度让其自由落下。

（2）把一只木球斜向上抛出，观察其运动路线。

（3）让一只木球在讲台上沿直线运动，滚到讲台边后落向地
面，观察其运动路线。

在演示的几种情况中，球的运动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不论小
球的运动状态如何。它最终都落回了地面。产生这些现象的
原因是什么呢？球运动过程中运动状态的改变是因为受到了
力的作用，球都落回了地面一定是受到了指向地面的力的作
用。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个指向地面的力——重力的
知识。

（二）新课讲授

1、重力的概念

a.请同学们用一根细线拴住自己的橡皮，做如书中图所示的



实验，说说你的感受。

[投影]苹果落地和万有引力。

引出万有引力的概念：地球和月亮之间存在着相互吸引的力，
这就是万有引力(universal gravity)，万有引力是伟大的物理
学家牛顿发现的，他是看到苹果落地受到启发而发现了万有
引力。地面附近的物体也会受到地球的吸引，地面附近的物
体由于地球的吸引而受到的力叫重力(gravity)。通常还把重力
的大小叫做重量。

c.想一想、你还看到过什么现像是物体受到重力的作用而产
生的。比如现在流行的蹦极、美丽的瀑布、荡秋千等，还有
课前的实验，木球无论怎样运动都最终落到地面，就是受到
了重力的作用。

2、重力的大小

b.思考并实验：同学们可以先大胆猜想一下物体的重力和什
么有关？然后可以参考教材中的提示，用实验验证自己的想
法，然后交流实验的情况。

谁知道重力用什么测量？怎样测量？用弹簧测力计来测量重
力。使用弹簧测力计时要先观察量程和分度值，如果指标没
有指零还要先进行调零，然后将被测物体挂在弹簧测力计下
方，物体静止时，根据指针的位置读出指示的值即为被测物
体的重力。学生实验，教师巡视指导，并参与学生的活动。

根据测量数据做出的重力与质量关系的图像是一条过原点的
直线。

根据实验结果，我们知道每一次测出的重力与其对应质量的
比值基本上是一个不变的值，这个比值大约是9.8。实验结果
说明物体所受的重力跟它的质量成正比。我们用g表示重力，g



表示重力和质量的比值，同学们实验的结论就可以用一个公
式表示。请大家自己表示出来，并想一想单位是什么。

g的单位可根据重力g(n)和质量m(kg)的单位得出：g=9.8 n/kg。
在使用公式计算时，质量(m)的单位必须用kg。重力(g)的单位
必须用n。粗略计算时，g的值可取10 n/kg。

（三）巩固练习

1、一块钢锭的品质是4t，计算它所受到的重力。

=4x1000kgx9.8 n/kg=39200n

注意：质量的单位必须用kg。

2、质量是50g的鸡蛋，重是多少牛（取g=10 n/kg）？

=50÷1000kgx10 n/kg=0.5n

注意：质量的单位必须用kg。

3、根据自己的体重，估算受到的重力的大小。

通常把重力的大小叫做重量。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
将质量称为重量，同学们应注意区别。

（四）小结

让学生总结本节学习到了哪些知识。

1、地面附近的物体，由于受到地球的吸引而受到的力叫重力，
重力的施力物体是地球。

2、重力是一种常见的力，重力的大小跟物体的质量到底是什



么关系，我们可以实验来研究一下。重力和质量的关系曲线
图做出来。

我们研究发现，重力和质量成正比，用来计算大小，g=9.8
n/kg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的，重力的作用点叫重心。

（五）作业：

找出身边的重力现象，并使用所学知识尝试出三道题。

八年级物理重力教案篇九

升华和凝华是物态变化的两种现象，与前面已讲的熔化和凝
固、汽化和液化四种现象构成完整的物态变化知识体系。尽
管升华和凝华在我们南方并不少见，但却不易被学生注意，
小学自然课本中也没有讲过；且气体不易看见，而难于直接
观察到。

本节是在学生学习了前面四种现象的基础上来进行教学的，
学生可用探究冰的熔化过程、水的汽化过程的方法来探究碘
的升华过程，进一步培养他们的科学探究能力。

如何探究碘的升华过程既是本节的重点，又是本节的难点。
尝试用升华吸热、凝华放热来解释自然界和生活中的一些现
象也是本节的重点。

1、知识与技能

(1).知道升华和凝华的概念；

(2).知道升华要吸热，凝华要放热；

(3).知道生活中的升华和凝华现象。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观察了解升华和凝华现象，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2).通过识别生活中常见的物态变化现象，培养学生运用所
学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关心环境，乐于探索勇于实践
的精神；

(2).通过做碘的升华和凝华实验，培养学生欣赏色彩美的能
力。

重点：认识升华、凝华现象，系统整理本章知识

难点：分析升华、凝华现象

实验探究法、分析讨论法。

实验探究法

教师：试管、铁架台、石棉网、酒精灯、碘、樟脑丸、挂图、
烧杯、热水、新、旧白炽电灯各一只、多媒体。

复习总结，引入新课

前面我们已学习了有关自然界中物质状态及其变化的情况。
下面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忆和归纳。

1、自然界中的物质常见的存在状态有哪些？

2、发生在固态和液态之间的变化过程分别叫什么？是吸热还
是放热？



3、生活中有哪些现象属熔化？哪些现象属于凝固？

4、发生在液态和气态之间的变化过程分别叫什么？是吸热还
是放热？

5、汽化的两种方式是什么？它们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6、那么我们来猜一猜：自然界中，固态与气态之间能否转变
呢？举例说明。

引导学生分析以下自然现象：

1、北方冰冻的衣服在寒冬也会干

2、霜的形成

分析说明：固态与气态之间能转变。

新课教学

升华和凝华

演示碘的升华和凝华，引导学生通过实验、进行观察。

现象：

1、缓缓加热，固态的碘没有熔化，而是直接变成了紫色的碘
蒸气；

2、移去酒精灯，停止加热，冷却，碘蒸气没有液化，直接变
成固态的碘。

由此总结出升华和凝华概念。

升华：物质由固态直接变成气态的现象。凝华：物质由气态



直接变成固态的现象。强调“直接变成”。

练：下列现象中属于凝华的是

a、早春的雨b、初夏的雾c、深秋的露d、冬初的霜

升华吸热、凝华放热

分析碘的升凝华实验

1、缓缓加热，碘才发生显著的升华现象。这说明物质升华要
吸热。

2、移去酒精灯，停止加热，碘蒸气稍稍冷却，碘才凝华。这
说明凝华要放热。

结论:物质升华时吸热，凝华时放热。

强调：吸热、放热既是现象，又是条件。

练：解释下列现象

1、霜的形成；

2、放在衣橱中的卫生球越来越小；

3、天气寒冷时，教室玻璃内表面出现的“窗花”；

4、用久了的灯泡壁会变黑；

5、利用“干冰”进行人工降雨。（参见课本）；

6、冬天，始终冰冻的湿衣服也会干。

课堂小结



1、升华:物质由固态直接变成气态的现象叫升华。升华时要
吸热。

凝华：物质由气态直接变成固态的现象叫凝华。凝华时要放
热。

2、用物态变化三角形总结各种物态变化

巩固练习（利用多媒体展示）

(1)、灯泡中的钨丝用久了会变细，这是由于钨丝在高温下会
产生_____现象，玻璃泡发黑则是由于钨蒸气遇冷时______的
结果。

(2)、北方冬天清晨，在有人居住的房屋窗户上往往会出现冰
花，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出现在窗内侧，由大量水蒸气凝华而成

b.出现在窗内侧，由水凝华而成

c.出现在窗外侧，由大量水蒸气凝华而成

d.出现在窗外侧，由水凝华而成

(3)、固态二氧化碳(干冰)可以灭火，其主要原因是它遇
热____时要_______大量的热，使可燃物周围的温度降低，不
能达到着火点，同时密度较大的二氧化碳又隔绝了空气，使
可燃物不易燃烧。

5、布置作业

（1）阅读p43生活



八年级物理重力教案篇十

教学目的、任务要求:

1、知识与技能：了 解透镜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2、过程与方法：了解照相机的成像原理以及实像和虚像的特
点。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应用。

教学重点：照相机，投影仪，放大镜的成像原理。

教学过程：

一、回顾与预习：

通过上一节的学习，我们已经掌握了两种透镜的有关知
识．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回答以下问题 ：

1、边缘厚中央薄的是 透镜。 边缘薄中央厚的是 透镜

2、通过光心的光线传播方向 。

3、透镜对光的作用： 凸透镜对光起 作用。 凹透镜对光起
作用。

二、探究新知：

合作探究：

实像与虚像的区别：

实像是实际光线会聚而成的，可以用屏接到，当然也能用眼
看到，都是倒立的。



1.照相机： 想想做做

2.投影仪：

3.放大镜：

用凸透镜看书上的字，说出看到的情况：

问题3：字是正立还是倒立？ 字是放大还是缩小？

小结：1、照相机的镜头相当于 ，来自物体的光经过照相机
镜头后 在胶片上，成___像。

2、投影仪的镜头相当于 ，来自投影片的光通过凸透镜后成
像，再经过镜 ，使屏幕上成 像。 3、放大镜成 像。

三、训练与检测：

1、 照相机、投影仪和放大镜它们用的透镜分别
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2、 照相机成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像；投影仪
成的是_______、______、____像。

3、 在透明塑料片下压着一张报纸，塑料片上有一水滴，透
过水滴看到报纸上的字比旁边的字____ (填“大”或“小”)，
这 说明此时的水滴相当于一个__镜，它成的是___、___、__
像。

4、 下面是对凸透镜成像的说法，其中正确的是：( )

a．凸透镜只能成实像 b．凸透镜只 能成虚像

c．凸透镜只能成放大的像 d．凸透 镜既能成实像，又能成虚



像

5、 窗台上放着装有水的圆形玻璃缸，太阳光透过玻璃缸射
到屋内窗台下的桌面上，发现桌面上的光斑比窗外地面上的
太阳光亮，下列解释中错误的是：( )

a．凸透镜对光线有会聚作用 b．装有水的圆形玻璃缸相当于凸
透镜

c．水对光线有会聚作用 d．装有水的圆形玻璃缸相当于凹透镜

6、 手持凸透镜在人眼和课本之间移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d．无论凸透镜放在什么位置都不能看到课本放大的像

7、 如图所示四种情景中，由于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是：( )

a b c d

8、 下列光学仪器中，得到缩小实像的是（ ）

a. 凹透镜 b . 平面镜 c. 幻灯机 d. 照相机

10、下列光学仪器的应用，哪个能得到比物体大的实像（ ）

a．放大镜 b．照相机 c．投影仪 d．潜望镜

课堂总结：

板书设计：

自我点评：



八年级物理重力教案篇十一

1、知道什么是惯性，认识一切物体都有惯性

2、会用物体的惯性解释惯性现象，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述能力

3、通过惯性现象，向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惯性球、惯性小车和木块

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是什么？

这里提出了一切物体都有惯性，物体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惯性

教师：一切物体都有惯性，下面我们做几个表现物体具有惯
性的有趣实验

1、惯性小球实验

（演示）

小木片弹出去后，小球落在了原处

大家都知道这是由于小球有惯性，但是如何用简单明了的语
言解释这个现象呢？

2、钢笔帽的惯性实验

（学生操作）

教师提问：请大家解释当纸条抽出时，笔帽为什么不倒？

（学生回答，教师讲评）

钢笔帽是静止的，当纸条迅速抽出时，由于笔帽有惯性，还



要保持静止状态，所以笔帽不倒

3、刹车时的惯性现象

（演示，并请学生解释，教师讲评）

这个实验再现了汽车紧急刹车时乘客向前倒这一普遍现象

4、汽车起动发生的惯性现象

教师：请大家解释汽车起动时乘客为什么向后倾倒？

（学生回答：教师讲评）

1、章后习题1

（教师讲评从略）

2、章后习题4

（教师讲评从略）

3、习题3

（教师讲评从略）

4、习题2

（学生答）

飞机速度越大，高度越大，提前量也应该越大，飞机投弹也
遵循这个规律

5、节后练习4



（学生答）

我们同学骑自行车也应如此，不骑快车、精神集中、车闸要
灵

八年级物理重力教案篇十二

常识性了解照度的概念

培养学生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照度对视力影响的介绍，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教材通过把光源设置在不同位置,观察桌面的明暗程度给出照
度的概念和单位,然后介绍了自然界中典型情况下的照度和国
家规定标准中的学校用房的'平均照度.最后通过实验照度与
光源距离、与光照面的倾斜程度的关系.

1）通过实验观察与测量加强学生对照度的感性认识.

2）让学生通过实际测量教室各位置的照度,判断是否达到国
家标准.从而使学生增强“标准”意识.

3）照度与光源距离、与光照面的倾斜程度的关系，最好让学
生通过实验自己归纳得出.

照度与光源距离、与光照面的倾斜程度的关系

照度计、点光源、每个同学带一个手电筒

在暗室中进行学生实验：用手电筒垂直照射桌面，改变与桌
面的距离，观察桌面明亮程度的变化，引入照度的概念.

给出照度的概念后，介绍自然界中典型情况下的照度，以及



国家规定的照度卫生标准.

让学生感知照度：给出国家规定的教室桌面的照度标准，通
过改变教室内灯的个数，来达到桌面的规定照度标准，若教
室灯的亮度不够，可采用手电筒辅助照明.

提出问题：照度与哪些因素有关？

学生猜想：学生可能猜测出很多方面，如与光源有关等，正
确的给与肯定.属于本节课实验探究活动范围的不予判断.

设计实验：

实验探究：

限定条件：同一光源

研究内容：

1）照度与光源距离的关系

2）照度与光照面倾斜程度的关系

学生交流分析得出结论：

对同一个光源来说，光源离光照面越远，光照面上的照度越
小；光源离光照面越近，光照面上的照度越大.

光源与光照面距离一定的条件下，垂直照射与斜射比较，垂
直照射的照度大；光线越倾斜，照度越小.

进行眼睛的保健卫生教育.



八年级物理重力教案篇十三

(2)在传播过程中减弱.如:城市内种树,修隔音墙等.

(3)在人耳处减弱.如戴上防噪声耳塞,用双手捂住耳孔等.

5.人耳听到声音的频率

人耳听到声音的频率为20hz---0hz

6.超声波

(1)定义:频率高于20000hz的声波叫做超声波.

(2)性质:方向性好、穿透能力强、易于获得较集中的声能、
传播距离远.

(3)用途:超声波的声呐测距、超声成像、超声测速(多普勒效
应)、超声清洗、超声焊接及超声碎石.

7.次声波

(1)定义:频率低于20hz的声波叫做次声波

(2)用途:可用来预报地震、台风和监测核爆炸.

8.课堂练习:

(1)从物理学的角度看，噪声是指声源做________振动时发出
的声音，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凡是影响人们正常_________、
__________和_________的声音，以及人们在某些场
合_________的声音，都属于噪声。

(2)人们把_____________称作“隐形杀手”，这是因为它影



响人睡眠、休息、学习和工作以外，还会损害人
的______________，使人产生头痛，____________力哀退等
神经哀弱症状，噪声还是诱发__________等疾病的重要原因
之一。

(3)现代城市把控制噪声列为城市_______________的主要项
目之一。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制定了针对不同环境
的__________。

(4)对噪声污染的治理，主要是消除或减弱噪声，减弱噪声的
途径有三条，分别是控制___________，阻断_________，
在___________减弱噪声。

(5)下列关于噪声的说法正确的是

a噪声一定会致人伤害b在家里，几位同学旁若无人地引吭高
歌不是噪声

c与环境需要不相符合的声音都是噪声d控制噪声只能从声源
和人耳处减弱

(6)下列各声音属于噪声的是（）

a音乐会里的钢琴声b节目的焰火鞭炮声

c指甲在钢板上划过的声音d郊游时，树林里的鸟鸣声

(7)下列措施不能减弱噪声的是（）

a在摩托车上安装消声器b装在城市高架道路两侧的透明板墙

c在人耳处戴上助听器d在声音传播途中植树造林

(8)声音频率__________________的声波叫超声波，低



于____________的声音叫次声波。

(9)利用声呐测距时，需要知道__________________，需测
出______________，从而测算出该物体所处的位置。

四.布置作业

一份练习

八年级物理重力教案篇十四

八年级物理摩擦力教案：

教学准备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知道摩擦力的存在及对物体运动的作用。

(2)知道决定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3)知道摩擦力的利弊及增大和减小摩擦的方法。

2.过程与方法

(1)观察有关摩擦现象。(2)经历研究摩擦力的大小与什么因
素有关的实验过程。(3)经历制定计划设计实验的过程，学习
控制变量的方法。

(4)学习设计表格、分析实验现象、归纳实验结论的一般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摩擦的分析，激发用基础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热情，养成用所学知识联系生活、生产问题



的习惯。

教学重难点

摩擦力的概念及探究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探究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教学工具

木板、物理小车、棉布、手巾、弹簧测力计、刻度尺等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日常生活中，自行车在水平道路上滑行时，无论道路多么光
滑，总会慢慢停下，为什么?(受地面摩擦力)讨论认识：相互
接触的两个物体，当它们做相对运动时，接触面间就产生一
种阻碍物体相对运动的力。

二.新课教学

(一)摩擦力：两个互相接触的物体，当它们做相对运动或具
有相对运动的趋势时，在接触面上产生的一种阻碍相对运动
的力，这种力叫摩擦力。

(二)产生摩擦力的条件：接触、不光滑、相对运动或具有相
对运动的趋势

提问：摩擦力的大小跟什么因素有关呢?

日常生活中知道：推箱子，箱子越重，用的推力越大。地面
越粗糙，用的推力越大，猜想：影响摩擦力大小的因素可能
有：



(1)接触面所受的压力

(2)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3)接触面面积的大小……可用下面实验验证你的猜想。方法：
控制变量法。原理：二力平衡条件：f=f(转换法)

表格设计：

(三)图甲和图乙实验表明：摩擦力的大小跟压力有关，并且，
表面受到的压力越大，摩擦力就越大。

图甲和图丙实验表明：摩擦力的大小跟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有
关，接触面越粗糙，摩擦力越大。

(四)摩擦的利与弊：

利的方面：例如，鞋(车轮)与地面间的摩擦。

弊的方面：例如，机器部件间的摩擦。

(五)增大摩擦的方法：

1.增大压力

2.增加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六)、减小摩擦的方法：

1.减小压力。

2.加润滑油。

3.安装滚动轴承(滚代替动)。



4.压缩空气或电磁场使接触面分离(气垫船、磁悬浮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