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磁场教案高二(通用8篇)
高一教案要注重教学过程的组织和引导，能够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在此，向大家推荐一些一年级语文教案的
精选范例，供大家参考。

磁场教案高二篇一

（1）电流元分析法：把整段电流等效为多段很小的直线电流
元，先用左手定则判断出每小段电流元所受安培力的方向，
从而判断出整段电流所受合力方向，最后确定运动方向.

（2）特殊位置分析法：把通电导体转到一个便于分析的特殊
位置后判断其安培力方向，从而确定运动方向.

（3）等效法：环形电流可等效成小磁针，通电螺线管可以等
效成条形磁铁或多个环形电流，反过来等效也成立。

（4）转换研究对象法：因为电流之间，电流与磁体之间相互
作用满足牛顿第三定律，这样，定性分析磁体在力的作用下
如何运动的问题，可先分析电流在磁场中所受的安培力，然
后由牛顿第三定律，再确定磁体所受作用力，从而确定磁体
所受合力及运动方向.

磁场教案高二篇二

初四学生是初中的毕业年级。学生的心智较为成熟，认知水
平比起刚接触物理时有了很大提高，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都
与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更加
进步。

但是一分为二去看待，初四的学生往往是不爱发言，不主动
表现自我，课堂气氛比起初一初二的学生沉闷。需要教师的



积极、灵活的调动。

磁场教案高二篇三

1．通过演示实验，确认磁场对电流有力的作用。

2．了解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到力的方向跟哪些因素有关。

3．通过演示实验，知道矩形线圈在磁场中的转动情况。

4．知道直流电动机的构造及工作原理，了解换向器的作用。

5．通过观察演示实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
激发学生探究自然规律的兴趣。

磁场教案高二篇四

本节课是在已有的电学知识和简单的磁现象知识基础上，将
电和磁对立统一起来。本节课是初中物理电磁学部分的一个
重点，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物理学习的必要基础。

本节课主要包括三个重要的知识点：通过奥斯特实验明确通
电导线周围存在磁场；通电螺线管的磁场；安培定则，是一
节内容较多、信息量较大的课。但是这节课的优点是知识结
构上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本节课有两个实验，并且都有着直观的实验结果，相对较为
生动，容易引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磁场教案高二篇五

在历史上，人们对电和磁现象的研究是分别进行的，认为电
和磁互不相关。19世纪初，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开始认为自
然界各种现象之间相互有联系。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用实验



的方法寻找电和磁之间的联系。起初他的实验都失败了。直
到1820年4月，在课堂上演示实验时，终于发现通电导线周围
磁针的偏转。他看到这个现象后，做过几十个不同实验，成
为发现电和磁之间关系的第一个人被载入史册！今天所进行
的实验正是当年奥斯特的实验，所以同学们非常了不起！

磁场教案高二篇六

（1）如图所示组装实验器材。

（2）给直导线通电，会发现直导线。

（3）磁场方向不变，改变直导线中的电流方向，会发现直导
线。

（4）电流方向不变，改变磁场方向，会发现直导线。

实验表明：磁场对电流，力的方向与和有关。

磁场教案高二篇七

（1）信息快递：

通电线圈的平面与磁感线垂直时，线圈受到磁场的作用力是
一对，这个位置称为。

（2）分析：当线圈刚转过平衡位置时，如果立即改
变______________________，那么通电线圈就能在磁场力的
作用下继续转动下去。完成这一任务的装置就
是____________。它的作用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直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是，它工作时将能转化为能。



磁场教案高二篇八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初步认识电流、电路及电路图;(2)知道电源和用电器;

(3)从能量的角度认识电源和用电器的作用。

2、过程和方法：

(1)经历简单的电路连接，观察实验现象，从现象中总结归纳
出规律。(2)尝试用符号表示电路中的元件，绘制简单的电路
图。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激发学生的学习学习兴趣，乐于动手动脑，养成严谨的科
学态度;

(2)关心生活生产自然现象中的常见电现象，乐于在周围生活
中发现所学过的电源，开关和用电器。

三、教学重点：电流的概念，电路的组成及正确连接电路。

四、教学难点：电流的形成，画电路图。

五、课时安排：1课时。

六、教学方法：分组实验法，小组合作学习法等。

七、教学准备：

1、教师：电动机，电池，开关，小灯泡，导线等。



2、学生：九组(电池，，小灯泡，二极管，开关，导线)

八、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1、复习回顾：

(4)导体容易导电的原因和金属容易导电的原因?

2、欣赏夜景图片：(ppt)

思考：是什么点缀着我们的夜景如此美丽多彩?

(二)、新课教学：

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有关电的知识。

第二节

电流和电路(板书)

展示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1、认识电流是怎样形成的?知道电流的方向是如何规定的?

2、知道电路有哪些部分组成和各部分作用是什么?电流形成
的条件是什么?

3、认识通路、断路、短路

4、会画简单的电路图

老师：首先，我们共同认识电学器材：电池(有正负极)，开
关，小灯泡，导线，接线柱。



人流：许多人朝一个方向走，就形成了人流。

老师：也就是说，小汽车的定向移动形成了车流，人的定向
移动形成了人流。

那电流是如何形成的呢?

1、电流：

(2)、开关闭合时，金属导体中的自由电子做定向运动，小灯
泡亮了，电路中有电流。

老师：哪位同学可以说说金属导体中电流时如何形成的?学生：
自由电子的定向移动形成了电流。老师：也就是：电荷的定
向移动形成了电流。(板书)

那么我们的电流也是有方向的。

电流的方向和自由电子(负电荷)相反。(板书)

2、电路的构成：

老师：像刚才你们把电学器材连接起来，使小灯泡发光，就
是一个简单的电路。

看看如何正确连接电路：首先，开关断开，我们沿电流的方
向连接，从电池的正极出发，经过开关，小灯泡，回到电池
的负极。

这个电池，它是将化学能转化成电能，为电路提供电能，我
们把像电池这样提供电能的装置叫电源。像发电机，蓄电池
都是电源。

再看小灯泡，它是将电能转化成光能，消耗电能，我们把像
小灯泡这样消耗电能，把电能转化成其它式能的装置叫用电



器。像电铃，电动机，洗衣机，电脑等都是用电器。(1)、电
路：用导线把电源、用电器、开关连接起来，组成的电流可
以通过的路径叫电路。(2)、电路的构成：电源、用电器、开
关、导线。(3)、各部分作用：

电源：提供电能：

用电器：消耗电能：开关：控制电路：

导线：传输电荷。

老师：将电路中的导线拆掉，重新按正确的方法连接。

小组合作探究：思考：

1、改变电流的方向，小灯泡的亮度变了没?

2、将小灯泡改用发光二极管，改变电流方向，你发现了什
么?

3、将发光二极管改为小电动机，改变电流的方向，你发现了
什么?

4、电路中能产生持续电流的条件是什么?演示小电动机：改
变电流，你发现了什么?小结：

1、电流的方向对小灯泡亮度不影响;

2、发光二极管性质：单向导电性;

3、电流方向改变，电动机的转动方向改变。

4、电路中产生持续电流的条件：有电源，电路是连通的。

3、电路的三种状态：(1)、通路：电路是连通的，电路中有



电流，用电器能够工作。(实验演示)(2)、断路：电路中某处
被断开，电路中没有电流。(实验演示)

断路的种类：断开开关、导线松脱、用电器烧坏……

(3)、短路：直接把导线接在电源两极或用电器两端。(ppt)

短路的种类：电源短路，用电器短路。

播放电源短路的危害。演示小灯泡短路实验。

4、电路图：

老师：我们直接画实物图比较麻烦。我们用符号代替电路元
件就简单多了。

我们共同电路元件的符号。(ppt)老师补充两个：电铃和发光二
极管的符号。

(1)、电路图：用符号表示电路连接的图。(2)、画电路图的
要求：

整个电路图布局要合理、简洁、美观、尽量画成矩形。

例题：根据实物图画电路图(ppt)练习：根据实物图画电路
图。(ppt)

5、课堂小结：学生先总结，后出示ppt总结。

6、巩固练习：(ppt)(1)、正电荷或负电荷做定向移动时就形成
了电流，物理学中把________________规定为电流的方向。
在电路中电流从电源的___极流出，经过_________，然后流
回________(2)、一个完整的电路是由提供电能的_____、消
耗电能的______、控制电路通断的______和提供电的流动路



径的______四部分组成的。

7、布置作业：课时掌控第一课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