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物理重力教学设计(优秀8篇)
人生是一次宝贵的旅行，我们需要保持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发现美好。在撰写人生总结时，我们应该充分回顾自己的人
生经历，包括成功和失败的方面。精彩人生的背后往往隐藏
着艰辛和汗水，以下是一些成功人士的奋斗故事。

初中物理重力教学设计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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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分析：

（一）教学内容分析：《重力》是人教版九年级物

理第二节，是我们逐步认识我们地球上重

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教学对象分析：本节的教学对象是九年级的学

生，在经过了八年级一年的物理学习后，学生

大多能以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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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能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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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情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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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学重难点

（一）重点

重力的概念。

（二）难点

重力的大小。

重力大小的确定

四：教法，学法

（一）教学方法

（1）实验法，让学生动手，通过过程了解重力大小的原

因。

（2）电教法



础。

（二）学法指导

（1）自主学习法，学生运用自主学习的方法，有利于

调动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使学生形成
一个良好的学习品质。

（2）合作学习法

在物理的学习中经常用到合交流，有的实验要分工合作，合
作的方法可以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精神。

五

具体整合点

（一）利用多媒体创设教学情境，体验物理现象。

（二）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化抽象为形象，使学生从

感性上更好的认识事物真象。

（三）在信息技术的有效支撑下，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课
堂充满了活力。

六 课前准备

搜集物体间的引力，重物落地的有关视频，自制教学课

件

七 教学过程



教学流程图

初中物理重力教学设计篇二

(一)教学目标：

科学知识：

1、知道在生活中存在着重力，了解重力产生的原因。

2、通过学习有关牛顿的资料，了解前人对重力的研究。

能力培养：

1、培养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2、培养学生实验操作和收集整理信息的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

1、认识到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2、乐于用学到的科学知识解决问题。

(二)设计意图：

在学生对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力的现象有了初步的认识后，引
导学生思考水往低处流的原因，然后通过探究活动，知道地
球上存在着重力，了解重力产生的原因，再通过学习有关牛
顿的资料，了解前人对重力的`研究。

本课让学生探究与重力有关的事实和实验，在此过程中培养
观察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实验操作及收集整理信息的能
力;同时通过讨论牛顿发现地球引力的故事，让学生体会到科
学的不断发展。



以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为情景引入，让学生思考现象背后的原
因，再通过实验进一步认识到地球引力的存在，最后交流收
集到的牛顿及其发现地球引力过程的资料。

(三)教学流程：

提出问题――制定方案――实践活动――分析整理――汇报
交流――得出结论。

(四)重点难点：

知道生活中存在着重力，培养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五)教学准备：

瀑布图、棉花、地球仪、地球引力方向图、铁架台、细绳、
乒乓球(橡皮)、剪刀;

视频：瀑布、牛顿研究地球引力的过程。

(六)课时安排：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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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重力教学设计篇三

1.了解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认识力
能使物体发生形变或使物体运动状态发生改变.

2.知道力的三要素，会画力的图示和力的示意图.

3.知道重力的方向以及重力的大小与物体质量的关系.



4.知道物体重心的含义.

5.了解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重点、难点分析】

【学习重点】

1.力的概念、图示以及力的作用效果.2.重力的概念及重心的
理解.

【学习难点】1.力的概念.2.重心的概念和位置.

【自主学习】

一、力和力的图示

1、可以使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使物体发生形变。

力的定义力的单位是.

力的三要素有要想测量力的大小，我们可以用

2.如图所示，绳对物体竖直向上的拉力大小为150n，用力的
图示法表示拉力.

如何画力的示意图?

二、重力

1、重力产生的原因是

2、重力的大小可以用弹簧秤进行测量，可以根据公式g=mg
计算，(其中的g是我们以前所学的自由落体加速度，它的大
小与物体所处的高度和纬度有关.当高度增加时，g的值;当纬



度增加时，g的值)。

3、重力的方向总是

4、重力的作用点称为重心，从效果上看，我们可以认为各部
分受到的重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叫做物体的重心.物体
的重心位置和因素有关.

三、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分别是……

【合作探究】

一、力的认识拓展

1.辨析下列关于力的说法

a、物体受到力的作用后，一定同时出现形变和运动状态的改
变。

b、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c、物体相互作用时，总是先施力后受力

d、由相距一定距离的磁铁间有相互作用力可知，力可以离开
物体而独立存在

关于力的认识总结：

二、重力的认识拓展

2、下列关于重力的方向的说法，正确的是()



a.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的

b.重力的方向总是指向地心

c.重力的方向总是和支持物体的支持面垂直

d.由于地球是一个大球体，所以重力的方向是无法确定的

3、关于物体的重心的说法，正确的是()

a.物体的重心一定在物体上

b.重心就是物体内重力的部分

c.物体的重心位置跟物体的质量分布情况和物体的形状有关

d.用线悬挂的静止物体，细线方向不一定通过物体的重心

4、关于重力的大小和方向，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b.在地球各处的重力方向都是相同的

c.向上运动的物体所受重力可能小于向下运动的同一物体所
受重力

d.对某一物体而言，其重力的大小总是一个恒量，不因物体
从赤道移到南极而变化

【当堂检测】

三、四种相互作用的本质了解

5、关于四种相互作用,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a.使原子核内质子、中子保持在一起的作用是电磁相互作用

中华b.在天然放射现象中起作用的基本相互作用是弱相互作
用

c.万有引力和电磁相互作用是远程力，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
作用是近程力

d.地球绕太阳旋转而不离去是由于万有引力作用

四、区分力的图示和力的示意图

6、如图所示，画出均匀矩形木块在不同情况下所受重力的示
意图

7、画出放在水平地面上的质量为3.o×106kg的木箱受重力的
图示。(g取10n/kg)

【趣味思考】

1、.如果地面上一切物体受到的重力都消失了，则可能出现
的现象是(不考虑地球自转)

a.江河的水不会流动b.鸡毛和铁球都可悬浮在空中

c.天不会下雨d.一切物体的质量都变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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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重力教学设计篇四

1、科学概念：力的大小是可以测量的。力的单位是“牛”。

2、使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的大小。制作简单的橡皮筋测力计。



3、情感、态度、价值观：树立细致、有步骤的工作态度。

了解弹簧秤的工作原理，正确使用弹簧秤。

1、为小组准备：弹簧测力计、小物体、钩码一盒、长条形的.
硬纸板、橡皮筋、回形针。

2、教师准备：几种不同样式的弹簧测力计、弹簧测力计刻度
板的纸板模型。

（一）提出问题：你见过什么样的测力计？

（二）认识弹簧测力计

1、组织学生观察弹簧秤，互相讨论弹簧秤的种类和构造。

教师用多媒体显示弹簧秤的种类，指导学生认识不同类型的
弹簧秤。（圆盘测力计、圆筒测力计、平板测力计）

2、学生汇报测力计的构造，教师用多媒体显示弹簧秤由六部
分组成：

（1）、提环，（2）、弹簧，（3）、拉钩，（4）、指针，
（5）、刻度，（6）、单位。（板书：牛顿）指导认识一牛
顿力，用手拉钩环，体会一牛顿力有多大。(认真地观察弹簧
测力计的刻度板，上面标出的单位是什么，认识刻度板上一
大格是多在力，一小格是多大力，刻度板上最多能测多大的
力。)

3、学生玩弹簧测力计。

慢慢地用力拉弹簧，改变用力大小，看弹簧的长度有什么变
化。说说弹簧测力计为什么时候能测量力的大小。

4、组织学生汇报。用力大小与弹簧长度的联系，认识到测力



计是利用弹簧“受力大，伸长长”的特性来测量力的大小的。

（三）使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的大小

怎样测量物体的重力的大小？

1、学习教科书上的使用注意点。(调零；与温度计的读法一
致；明白不能超过测力计标定的最大的测量范围)

2、请一学生按要求演示一次，大家一起发现问题。

3、实际动手测量重力的大小掌握这一项技能。

（1）强调：先估计，再实测；在记录表中算出估计值和实测
数两者相差多少：要求学生尽量估测准确一些。

（2）实际测量几种物体重力的大小，学生独立做试验，并认
真作记录，把数据填入表格。

（3）测量拉文具盒匀速前进要用多少大的力。

（四）制作橡皮筋测力计制作弹力秤

1、谈话：你喜欢玩弹簧秤吗？想不想自己拥有一个弹簧秤？

2、讨论：怎样利用橡皮筋制作一个橡皮筋秤。

3、出示多媒体指导学生用自己想出来的方法和教科书中介绍
的方法来制作弹力秤，并用它来测量一些物体。

（五）展示交流:小组内进行。

（六）拓展创新：“嫦娥一号”探测卫星在地球轨道和月球
轨道上受到的重力一样吗？请查阅相关资料了解一下。



初中物理重力教学设计篇五

九年义务教育苏科版物理八年级下册第八章第二节《重力力
的示意图》

二、设计思路

本节课的设计依据本节课的知识内容，学生的实际从三个方
面出发设计，本节课的知识内容包括重力的大小、方向、作
用点和力的示意图的画法，在探究重力的大小和重力的方向
知识时设计了探究性的实验，让学生通过实验获得知识，而
力的示意图的画法，主要是让学生通过练习掌握。学生普遍
动手能力和把知识应用于实际的能力较差，为此在设计时一
是改变了原来教材的编排，力的三要素教材上是在学完了重
力后才提到，我在设计教学过程，讲重力知识时就按照三要
素去讲，隐含着力的三要素，重力势能教材上是学完了整节
课后才学习，我在设计时把此部分知识安排在了重力讲完后，
这样做以调整让教材中的知识思路更清晰，更便于学生去学
习；二是重视物理课的实验性，物理课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实
验中获得知识，所以在教学时依据内容需要，设计学生实验，
让学生动手去操作，培养学生的能力；三是重视物理教学的
生活性，物理内容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
所以在教学中列举了大量的与本节知识相关的生活实例，帮
助学生理解知识，让学生学会学习，并培养学生把知识应用
于生活实践，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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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学重点

重力的大小、方向及作用点五、教学难点



重力与质量的关系，力的示意图

六、教学准备

1、把本班48名学生进行分组，分成12组，每组确定组长一人，
便于在小组实验时的操作。

2、准备实验器材：弹簧测力计13个，钩码若干，铁架台13个，
细线13条

3、所需的其他器材：小黑板2个，建筑用重垂线1个，不倒
翁1个，旧式落地扇1个

4、把本节课的练习题、例题写在小黑板上

初中物理重力教学设计篇六

(一)知识与技能

1.理解重力势能的定义及定义式。

2.知道重力势能的值是相对的，理解重力势能正负号的含义。

3.理解重力做功与重力势能的关系，知道重力做功与路径无
关。

4.培养探究归纳能力和逻辑思维的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1.在探究过程中渗透科学的研究方法：控制变量法，实验过
程观察法及实验结果分析法。

2.体会用“实验法”和“理论推导”相互验证问题的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从对生活中有关物理现象的观察，渗透在探究过程中体验
解决问题的成功喜悦，激发学生探索自然规律的兴趣。

2.通过学生之间的讨论交流与协作探究，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3.体验科学不仅仅是认识自然，挑战自然，更在于能动的改
造自然。

1.高一学生认识事物的特点是开始从具体的形象思维向抽象
的逻辑思维过渡，但思维还常常与感性经验直接相联系，仍
需具体形象的图片画面来支持。

2.学生在初中时已接触过重力势能的概念，在高中阶段重点
是定量的学习重力势能。

3.学生已学习了功的概念和计算方法，通过重力做功的计算
来判断重力势能的变化。

1.本节课重点是重力势能的概念及对重力势能的应用。

2.本节课难点是如何探究重力势能的概念。

探究法，实验观察法，控制变量法，演绎推理法，讲授讨论，
分析归纳法。

铁球和橡胶球各一个，白纸若干张，cai教学课件，视频展示
台。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投影多媒体图片：利用生活常见事例，创设问题情景，激发
学生兴趣。



这是一幅美国内华达州亚利桑那陨石坑图片。这个陨石坑是5
万年前，一颗直径约为30～50米的铁质流星撞击地面的结果。
这颗流星重约50万千克、速度达到20千米/秒，爆炸力相当
于2000万千克梯恩梯(tnt)，超过美国轰炸日本广岛那颗原子弹
的一千倍。爆炸在地面上产生了一个直径约1245米，平均深
度达180米的大坑。据说，坑中可以安放下20个足球场，四周
的看台则能容纳200多万观众。可见，有些重力势能在自然界
中的能量是巨大的。

过渡语：既然自然界中有些重力势能具有巨大的能量，那么
我们人类可以将之加以利用。

这是一幅水力发电站图片，是利用水的重力势能来发电的。
这些重力势能正在造福人类。(请同学们自己举些例子)

过渡语：当然，万事万物有利也有弊，如次巨大的重力势能
也可能会造成重大的灾难。

这幅图片说的是20xx年9月21日上午，俄罗斯高加索北奥塞梯
地区的一个村庄发生雪崩，造成至少100人失踪。(请同学们
自己举些例子)

由以上资料可知，重力势能与我们的生活有密切关系。我们
只有认识自然，才能更主动的改造自然。今天这节课我们将
深入地学习重力势能知识及其应用。

(二)启导互动、主体探究

通过前面对功和能关系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怎样判断一个物
体具有能量，即：一个物体能够对外做功，我们就说这个物
体具有能量;而且对外做功越多，这个物体具有能量就越多。



初中物理重力教学设计篇七

【教材分析】重力势能是机械能守恒定律的基础，根据普通
高中物理课程标准的要求，本节课重点在于引导学生理解重
力势能，教材从学生已经熟悉的重力做功入手引入重力势能
这一概念，最终推导出重力做功与重力势能变化的关系，由
浅入深，层层推进，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关于重力势能的
相对性和系统性学生往往不易理解，教学时需要结合一些实
例，解开学生的困惑。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理解重力做功与重力势能的关系，知道重力做功与路径无
关。

2.理解重力势能的概念，能用重力势能的表达式计算重力势
能。3.知道重力势能具有相对性、重力势能的变化具有绝对
性,势能是系统共有的。

4.理解重力做功是物体重力势能变化的量度。

（二）过程与方法

1.在探究过程中渗透科学的研究方法：控制变量法，实验过
程观察法及实验结果分析法。

2.体会用“实验法”和“理论推导”相互验证问题的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从对生活中有关物理现象的观察，使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体
验成功解决问题的喜悦，激发学生探索自然规律的兴趣。



2.通过学生之间的讨论交流与协作探究，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3.体验科学不仅仅是认识自然，挑战自然，更在于能动的改
造自然。

【学情分析】学生在初中阶段已对重力势能有了定性的认识，
高中阶段要定量的学习重力势能，本节课在学生已学习了功
的相关知识的前提下，通过重力做功的计算来判断重力势能
的变化，便于学生理解，在教学过程中，重点要考虑高中学
生的思维开始从具体的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但思
维还常常与感性经验直接相联系这一特点，因此，教学过程
中需要通过实例探究引导学生获取相关知识，获得相应的技
能。

【重点难点】

重点：理解重力势能,知道重力做功与重力势能变化的关系。

难点：重力势能的相对性、重力势能变化的绝对性。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带斜面的长木板、小钢珠、玻璃
珠、小木块、导学案

6.1第一学时教学活动活动1【导入】情境导入

学生回答：雪从高处落下，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

教师：本节课我们来学习重力势能的相关知识。

板书课题：7.4重力势能

活动2【讲授】问题引入

通过本章第一节的学习，我们已知道了重力势能的概念，请
同学们回忆一下什么是重力势能。



学生回答：物体由于被举高而具有的能量叫重力势能。

学生：重力势能大小不一样。

教师：影响重力势能的因素有哪些？请同学们利用手边的器
材探究影响重力势能的因素？

活动3【活动】学生探究

组织学生开展探究活动，并完成导学案第一部分。

学生汇报探究得出的结论（通过投影仪展示学生完成学案的
情况）。

活动4【讲授】重力做功

教师：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重力势能的大小与高度有
关，而当物体的高度发生变化时，重力要做功，由此可以看
出，认识重力势能不能脱离对重力做功的研究，下面，我们
一起来研究重力做功。

思考：将物体由地面被举高时，重力做负功；物体下落时，
重力做正功。

引导学生结合教材图7.4-1、7.4-2、7.4-3推导几种情况下重
力做的功，并总结重力做功的特点。

图3是物体沿曲面由a滑到c，可以把曲面看成很多段小斜面组
成，利用图b的结论可以得出，重力做功也为mgh.

引导学生从以上三个过程的推导中分析得到重力做功的特点
并完成学案第二部分：重力做功只跟物体起点和终点的位置
有关，跟物体运动路径无关。



思维拓展：重力做功与路径无关，其他力(比如摩擦力)做功
是否与路径有关？回答是肯定的`。可见，重力做功的特点不
能乱用，要视具体力而定。

活动5【讲授】重力势能

教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物体所受的重力mg与它所处
的位置的高度的乘积“mgh”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与重力做功
有关（相互作用），又随高度的变化而变化（凭借其相对位
置），与势能的基本特征一致.物理学中，把物理量“mgh”叫
做物体的重力势能，用ep表示。学生自主阅读教材重力势能
部分，完成学案第三部分。

学生回答：参考平面不一样，海拔高度是相对于海平面来说
的，从山脚到山顶高度是相对于山脚所在平面来说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物体的高度总是相对于某一水平面来
说的，实际上是把这个水平面的高度取0。因此，物体的重力
势能也总是相对于某一水平面来说的，这个水平面叫参考平
面，在参考平面上，物体的重力势能取做0。

下面请同学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完成问题：将一个质量为5kg的
铁球放在3楼教室一张1m高的桌子上，已知每层楼的高度均
为3m，求铁球的重力势能。

要求学生分组计算，让各小组代表汇报自己的计算结果，并
简述计算的方法，学生得到的结果不一致，此时，教师引导
学生分析由于参考面的选取不同，导致计算计算结果不同，
为了保证计算结果的一致性，必须选择参考平面。

活动6【活动】思考讨论

学生讨论后回答。



师生总结：重力势能是物体跟地球组成的系统所共有的，而
不是物体单独具有的。

结束语：关于人类与重力势能的认识，是一个从恐惧到挑战
直再到合理改造的过程。人们对重力势能的恐惧感是与生俱
来的（雪崩、泥石流），但是随着人们通过生产实践中对重
力势能的认识的逐步深入，我们开始变得乐于挑战这种能量
（如攀岩运动），甚至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享受重力势能带
给我的种种乐趣（如过山车）.但是，科学的意义不仅仅是认
识自然，挑战自然，更在于能动地利用自然（如水力发电）。

活动7【活动】课堂小结

本节课我们获得了哪些知识，学生总结，教师补充。

初中物理重力教学设计篇八

【教材】人教版九年级《物理》第十三章第二节《重力》教
材

【授课教师】徐泽心

【教学对象】九年级学生

【学情分析】

1.认知特征：热爱物理，思维敏捷。

2.背景知识：知道什么是力，对重力有感性的认知。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2)知道重力的方向、重心，并学会找规则物体的重心；

(4)能用公式g=mg计算有关的问题。

2．过程与方法：

(2)通过分析实验数据，让学生学会用比值处理数据的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观察和实验，使学生树立以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来研究
物理问题的思想；

(2)通过联系生活实际，使学生体会到物理知识在生活中的价
值；

(3)通过物理知识与自然、生活现象的关系，使学生乐于探索
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学原理。

【教学重点】

重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

【教学难点】

理解重力的方向和作用点

【教法学法】

1.教学方法：老师引导，让学生思考，讨论，老师总结，中
途进行必要的实验论证。

2.学习方法：积极配合老师，努力思考理解内容慨念，进行
交流学习，自主学习。



【教学资源】人教版课本，重力ppt课件。

【授课时间】

【教学过程】

2

3

4

【板书设计】板书设计：

1、重力（g）：因地球的吸引而使物体受到的力2、重力方向：
竖直向下应用：重垂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