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优秀15
篇)

教案能够系统地规划教学内容和教学步骤，使教学有条不紊。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优秀小学教案，供大家参考学习。

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篇一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xx号考生，我今天说课的内容是《电压》。对于本节课，
我将以教什么，怎样教，为什么这样教为思路，从教材分析，
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在工作学习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初中人教版物理教案这样的
问题。雷锋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
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因此，面对初中人教版物理教案我们应该有努力探索的精神。
承认自己的恐惧毫不可耻，可耻的是你因害怕而裹足不前。
对于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读书忌死读，死读钻牛角，对于
初中人教版物理教案我们一定要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只有这
样才能找到解决办法。雷锋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
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
民服务之中去！

(过渡句：教材是连接教师和学生的纽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先谈谈我对教材的理解。)

“电压”一节是初中物理人教版九年级第十六章第一节的内
容，是在学习了“电流和电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电压
和电压表。电压对于初中生来说是一个不易理解的概念，是



进一步学习其他电学概念和电学规律的重要的基础知识。电
压表是电学实验中的重要仪表之一，学生通过用电压表测电
路中的电压，不仅锻炼了使用电学仪表的技能，而且可以加
深对运用实验探究物理规律的科学方法的认识。

(过渡句：教师不仅要对教材进行分析，还要对学生的情况有
清晰明了的掌握，这样才能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接下
来我将对学情进行分析。)

学生在之前已经学习过“电流和电路”这一章内容，已经具
有了学习电压这一节的前提基础。而电又与我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电压”一词听起来并不陌生，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可
以充分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挖掘其潜能，老师仅指导和
帮助学生自己进行知识的建构，学生们可以自主探索电压的
作用及测量方法，帮助学生经历知识的获得过程，在快乐中
掌握知识，学会如何使用测量工具。

(过渡句：结合教材内容特点和九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心理
特点，确定本课时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知道电压的作用，电压的单位及换算，会正确使用电压表，
会用电压表测量用电器两端的电压。

【过程与方法】

通过自学电压表的使用方法，养成自学的能力，通过用测量
用电器两端的电压，提高动手操作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养成与他人合作和交流能力，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切身体
验科学探究的过程，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尝试探究活动的



乐趣从而激发探究的欲望。

(过渡句：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点本身的难易程度，
学生很难建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这也确定了本节课的重点、
难点)

【重点】

理解电压在电路中的作用，知道电压表正确的使用方法。

【难点】

能够用电压表测量电路中电压大小。

(过渡句：新课程教学中的指导思想是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
学生”，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基于此，
我将引导学生采用以下的教学法)

在初中物理的电学知识体系中，电压的概念是深入学习电学
基本规律的必备知识。教学时可引导学生复习回顾电流表的
使用，通过实验现象对比电流表、电压表使用的异同点加深
掌握电压表使用的方法。另外利用多媒体教学、演示实验创
设学习的情境，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实验探究学习。

(过渡句：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我注重突出重点，条理清
晰，紧凑合理。各项活动的安排也注重互动、交流，最大限
度的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主动性。)

环节一：新课导入

播放关于各种用电器电源铭牌的图片，播放城市夜景，闪电
图片。电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和
看到“电压”这个词。用电器要在一定的电压下才能正常工
作，一节干电池的电压大约是1.5伏;电视机供电的电压是220



伏;输电用的高压电线的电压可达几万伏甚至更高;它们所代
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引出课题电压。

环节二：新课讲授

组织学生通过合作交流，通过讨论和师生共同总结可以得出，
电压是电源提供的，电源有正负两个极，两极间有一定的电
压。把用电器的两端分别于电源的正负极链接，电路中就有
电流通过，电压是产生电流的原因。

教师讲解电压通常用字母u表示，它的单位是伏特，简称伏，
符号是v。

常用单位有千伏(kv)、毫伏(mv)

在讲解完电压的相关概念之后，教师通过多媒体展示生活常
见的电压(教材中小资料中常见的电压表格)

通过教师的讲解，了解电压的作用、提供装置、单位及单位
换算，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每桌同学面前都有一个电压表，让同学们拿起来并观察，

教师讲解电压的高低可以用电压表测量，并说明学生面前的
是学生用的电压表。

让学生独立阅读电压表使用说明，阅读完以后提问学生一下
问题。

1、电压表应该跟被测用电器串联还是并联?

学生回答问题，教师进行改正并总结。

教师讲解电压表的使用步骤：



1、调：调节调零旋钮，使指针指在零刻度线处

2、认：认清量程和分度值。

3、连：连接电压表

4、读：读数

实验结果表明，电压表两次的示数是相等的，即在只有一个
用电器的电路中，用电器两端的电压与电源两端的电压相等。

紧接着让学生回忆电流表的读书方法，说出电压表读数和电
流表读数的异同点。

学生通过实验室电压表测量电路电压，体会应用物理知识带
来的快感，学以致用。

环节三：巩固提高

学完本节课的新内容之后，给出一道随堂练习题，让学生应
用刚刚学过的知识解题，以进一步加强对电压及电压表相关
知识的掌握。

环节四：小结作业

在小结时，我会以提问的方式进行提问总结，梳理本节课知
识点。

在作业布置环节，完成课后第三题。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的设置，对新知识的巩固，也让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拓展认知领域。】

(过渡句：为体现教材中的知识点，以便于学生能够理解掌握。
我的板书比较注重直观、系统的设计，这就是我的板书设计)



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篇二

一、这堂课的核心就是要做好几个演示实验：

（1）用两个通草球分别接触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两个通
草球互相排斥。

（2） 用两个通草球分别接触毛皮摩擦过的硬橡胶棒，两个
通草球也互相排斥。

（3） 用一个通草球接触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用一个通
草球接触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两个通草球却互相吸引。

（4）使起电机的大金属球带上电，用一个不带电的绝缘金属
球与之接触，结果绝缘金属球上的箔片张开。

（5）把带正电荷的大金属球c移近（不接触）彼此接触的金
属球a，b.可以看到a，b上的金属箔都张开了，表示a，b都带上
了电荷。如果先把c移走，a和b上的金属箔就会闭合。如果先
把a和b分开，然后移开c，可以看到a和b仍带有电荷；如果再
让a和 b接触，他们就不再带电。这说明a和b分开后所带的是
异种等量的电荷，重新接触后等量异种电荷发生中和。

三、电荷、元电荷、质子电量、电子电量下节课还要加强复
习。

二、我们不可能重复库仑的实验，不可能做的精准，演示实
验只是定性分析，无法定量。所以重心在对定律的理解。

三、考虑到库仑定律是基本物理定律，库仑扭秤的实验对检
验库仑定律具有重要意义，介绍给学生，很有必要。

四、此课很难有什么特色，教学思路与别人大同小异。



这堂课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以类比的方法解决了场强与试探电
荷无关的问题。

某点的场强只能与场源电荷以及该点到场源的距离有关。这
好比火炉旁边各处的温度，这一点的温度是火炉本身有关，
也与这点到火炉的距离有关。

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篇三

初中物理教案???在初中物理教学实践中，伏安法测电阻是一
项重要的物理实验。因为，它既涉及学生对相关重要物理概
念的正确理解，又涉及对学生实验操作能力的培养。可以采
用许多学校推荐学生使用的“vcm仿真实验”软件，它是为学
生拓展课堂实验、进行探究式学习、自主获取知识、构建知
识体系而研发的。用vcm仿真实验高度仿真的实验环境，让
学生课堂课外都可以随时地、反复地亲自动手做实验。同时，
作为对学生物理学习知识掌握的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它还
是学生成绩考核的必出题之一。因此，怎样让学生理解实验、
学会实验、做好实验，真正掌握实验所包含的物理要领和实
验技能，就成为许多教师探索的课题之一.

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篇四

1.知道什么是力的平衡和二力平衡的条件。

2.会应用用二力平衡条件去分析解决、解决简单的问题。

1.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认真观察什么是力的平衡及物体受到两个力作用时的平衡;观
察物体受两力平衡时力的特点。

2.培养学生的分析归纳能力。



通过观察实验引导学生分析归纳物体平衡所需满足的条件。

3.注意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运用二力平衡条件解释物理现象时，往往同时要用到相互作
用力的知识，在表达过程中要注意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二力平衡条件是从实验中总结出来的，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
培养学生树立用实验方法解决物理问题的思想，对待实验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作风。

教材首先从生活中的静止和匀速运动现象提出了牛顿第一定
律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物体受外力作用时，也能保持静止或
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从而建立了平衡状态、平衡力的概念;并
进一步指出最简单的受外力平衡的情况是二力平衡,随后通过
实验分析总结出二力平衡的条件.得出二力平衡条件以后，利
用同一直线上二力合成的知识得出物体受到的这两个力的合
力为零.使学生的认识从理论上提高一步，同时初步建立平衡
力的合力为零的印象.再联系具体事例，让学生应用二力平衡
条件进行分析，培养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后
教材通过“想想议议”使学生进一步完善“运动和力的关
系”的知识体系.

二力平衡的条件是初中物理教学的重点，本节的重点是研究
总结物体平衡的规律，规律教学应首先通过观察提出问题，
然后通过实验研究问题，再对实验结果概括、总结得出规律.
因此做好实验是本节课的重点和关键.

1.本节是对牛顿第一定律的进一步深化理解,充分展示其在物
理学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要从牛顿第一定律中“不受外力”的
特殊现象出发，针对已经建立的规律提出质疑，激发学生探
索自然规律的兴趣，培养学生勤思勤问的良好品质.

2.平衡条件的得出是本节的重点知识，不能只强调结论，而



要加强过程教学.做好二力平衡条件的实验是使学生掌握知识
的关键.为了更容易从实验得出平衡条件的二力共线的结论，
可采用如图9-3-1所示的实验装置.取一块薄木板在边缘开几
个小孔，用细线系住任意两个孔，细线的两端跨过桌边的滑
轮悬挂钩码.

3.平衡条件的应用是对教学的检验，要训练学生的口头表达
能力.

4.最后的小结应由学生对牛顿第一定律进一步加以补充，使
其更完整.

二力平衡是初中物理教学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一个教学难
点，学好这一部分将对初中物理力学的学习起到重要作用。
这一节课，以学生的感性认识为基础，从日常生活现象中归
纳概括出二力平衡的概念，通过实验与思考的观察与分析，
得出二力平衡的条件，并与日常生活中现象为基础加以运用，
体现了从简单到复杂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从生活走向物理，从
物理走向社会的理念。

在教学中我以同学们每天都要见到的讲桌、课桌、在平直公
路上行驶的列车为例，首先让学生判断其所处的状态-------
-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让其分析受力情况，从力的三要素分
析受力特点，让学生理解物体处于平衡状态的含义，进而引
出力的平衡和二力平衡。这样从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入手，学生深深体会到生活中时时有物理、处处有物理，物
理就在我们身边，物理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拉近了物理与学
生的距离。在探究二力平衡的条件时，注重培养了学生的观
察能力和分析、归纳能力。

我觉得这节课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课堂学习与日常生活紧
密联系起来，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把活生生
的世界提供给学生理解和体验，提高学生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和深入感悟，使他们不断领悟人生的意义，了解人不但活着，



而且知道人应该怎样活着，使他们在与大自然的相处中感受
生命的崇高。

多给予肯定和赞扬，给一个孩子以同样的表现机会，特别是
性格内向的学生，多给他们创造表现机会，曾强学生学习兴
趣和信心，让每个学生的能力和素质都得到提高。

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篇五

了解、收集、分析、总结厨房里的热学知识。

1、让学生了解厨房里所涉及到的热知识，通过厨房炊具及餐
桌上的变化，使学生感受到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的
提高，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

2、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总结问题的能力。

先让学生回家时认真观察厨房所有的炊具、做饭、烧菜的全
部过程，回忆自家厨房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及看到的有关现象，
思考哪些与的热学知识有关，怎样解释其现象，做好笔记。

1、小组讨论、交流(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调查结果)

2、班级讨论、交流(小组推选代表)

3、教师归纳小结

（1）炉灶的变迁，从大土砖灶到红砖砌的“节能灶”，从土
煤炉到蜂窝煤炉，从沼气灶到液化气灶，每一次改进之所以
深受人们欢迎，主要是每次改进都能使燃料燃烧更充分，既
节省了燃料，又减少了废气(烟)污染，当然还有使用更方便
的因素。

（2）使用炉灶烧火或炒菜做饭时，要把锅底放在火苗的外焰，



不要让锅底压着火头，这样可以使锅的温度升高得快。

（3）锅铲、手勺、漏勺、铝锅等炊具的柄都用木头或塑料，
是因为木头、塑料是热的不良导体，以便在烹饪过程中不烫
手。

（4）炉灶上面安装排风扇，是为了加快空气的对流，使厨房
里的油污及时排出去，避免污染房间。

（5）往保温瓶灌开水时，不灌满，能更好地保温。因为未灌
满时，瓶口处有一层水蒸气，它是热的不良导体，能更好地
防止热量的散失。

（6）冬季从保温瓶里倒出一些开水后，盖紧瓶塞时，常常会
看到瓶塞马上往上跳一下(有时会脱离瓶口掉在地上)。这是
因为随着开水的倒出，进入了一些冷空气，瓶塞塞紧后，进
入的冷空气很快膨胀，压强增大，推开瓶塞。

（7）在冬天或气温很低的情况下，往玻璃杯中倒入沸水时，
应当先用少量的`沸水预热一下杯子，以防止玻璃杯内外温差
过大，内壁膨胀受到外壁阻碍产生力，致使杯子破裂。

（8）煮熟后滚烫的鸡蛋和在沸水中烫一下的西红柿，放入冷
水中浸一会，容易剥壳和剥皮。因为滚烫的蛋壳与蛋白、西
红柿皮与肉遇冷后都会收缩，但它们的收缩程度不一样，从
而使两者脱离。

（9）冬季喝刚出锅的汤时，看到汤面没有热气，好像汤不烫，
但喝起来却烫口，因为汤面上一层油阻止了汤内热量的散失。

（10）炒菜主要是用热传导的方式，煨汤、煮饭、烧水等都
是用对流方式传热。

（11）滚烫的砂锅放在湿地易破裂。这是因为砂锅是热的不



良导体，滚烫的砂锅放在湿地上时，砂锅外壁迅速放热收缩，
而内壁温度降低很慢，砂锅内外收缩不匀，故易破裂。

（12）液化气是用压缩体积的办法使气体液化装在钢罐中的，
使用时，通过减压阀，液化气的压强降低，液态变成气态进
入灶中燃烧的。

（13）烧水或煮食物时，喷出的热蒸气比热水、热汤烫伤更
严重。因为经它们变成同温度的热水、热汤时，要放出热
量(液化放热)。

（14）手沾点凉水拿刚出笼的熟馒头时不觉得怎么烫手。这
是因为热馒头接触手上的凉水时，凉水迅速汽化生成一层水
蒸气在手与馒头之间，水蒸气是热的不良导体，所以手不觉
得怎么烫了。

（15）夏天用我国南方一种陶土做的凉水壶装开水，会很快
冷却，且比气温低，这是因为陶土容器中的水可以渗透出来，
到了容器壁外的水会很快地蒸发，蒸发时要从容器和它里面
的水里吸收大量的热，因而使水温很快降低。当水温降到和
气温一样时，水还会继续渗透、蒸发，还要从水中吸热，水
温继续降低，但因为水温低于气温后，水又会从周围空气中
吸热，故水温不会降得过低。

（16）夏天自来水管壁大量“出汗”，常常是要下雨的征兆。
必须明确，自来水管“出汗”现象，并不是管内的水渗漏。
由于自来水大都是来自地下，温度较低，空气中的水蒸气接
触到水管壁，就会放出热量而液化，一旦水管壁大量“出
汗”，说明空气中水蒸气含量高，湿度大，这正是下雨的前
兆。

（17）冬天水壶里的水烧开后，在壶嘴一定距离才能看
到“白气”，而紧靠壶嘴的地方看不到“白气”。这是因为
紧靠壶的地方温度较高，壶嘴喷出来的水蒸气不能液化。而



距壶嘴一定距离的地方温度低，壶嘴喷出来的水蒸气放热液
化成小水滴，即看到的“白气”。

（18）当锅烧得温度较高时，洒点水在锅内，会发出“吱
吱”的声音，并冒出大量“白气”，这是水先汽化后液化的
现象。

（19）在热锅里和烧得温度很高的锅里滴有同样的一滴水，
热锅里水滴先蒸干。原因是水滴滴入温度很高的锅中，接触
处的水急剧汽化形成一层水蒸气，这层水蒸气托起尚未汽化
完的水滴，减缓了水滴汽化的速度，同时引起了水滴的跳动，
跳动过程中，由于水蒸气的散失，水滴受重力作用下落，将
又与热锅接触，再次形成一层水蒸气而托起水滴。如此反复，
水滴不断跳动，并且逐渐减小直至消失，汽化时间当然长一
些，所以后蒸干。而水滴在热锅中直接汽化，很快蒸发干。

（20）磨刀时要往菜刀上洒水，因为刀与磨石摩擦生热，刀
的温度过高时钢铁硬度会减小，刀口就不锋利了，洒水后吸
收了热量，刀的温度就不会升得过高了。

（21）当汤煮满锅时，迅速向锅内加冷水或把汤扬起再倒入
锅内都可制止沸腾。原因都是吸收锅里汤的热量，使其温度
降到沸点以下。加冷水，因冷水的温度低于沸腾汤的温度，
混合时，冷水吸热，汤放热。把汤扬起再倒入锅内的过程中，
由于空气温度比汤低，汤放出了一部分热量，温度略有降低，
倒入锅内时，它又要从沸汤中吸收一部分热量。

（22）油炸食物时，溅入水滴会听到“叭、叭”响声，并溅
出油来。这是因为水的沸点比油低，水的密度比油大，溅入
油中的水滴沉到油底迅速沸腾，产生的气泡上升破裂而导致
响声。

（23）煮食品时，并不是火越旺越快，因为水沸腾时的温度
是不变的，即使再加大火力，也不能提高水温，而结果只是



加快了水的汽化，使锅内的水干得快而已，白白浪费了燃料。
正确的方法是用大火把水烧开后，就改用小火，保持锅内的
水一直沸腾就行了。

（24）用压力锅煮食物熟得快，主要是增大了锅内的压强，
提高了沸点，即提高了煮食物的温度。

（25）用砂锅煮食物，食物煮好后，让砂锅离开火炉，食物
在锅内还能继续煮一会儿。这是因为砂锅离开火炉时砂锅底
的温度高于100 °c，而锅内的食物温度为100 °c，离开火炉后，
锅内食物还可从锅底吸收热量，继续沸腾，直到砂锅的温度
降为100 °c止。

（26）用锡焊的铁壶烧水，壶烧不坏，若不装水把它放在火
上一会就会烧坏了。这是因为水的沸点在标准气压下是100
°c，锡的熔点是232 °c，装水烧时，只要水未烧干，壶的温度
总不会超过100 °c，达不到锡的熔点，更达不到铁的熔点，所
以壶烧不坏。若不装水放在火上烧，不一会儿壶的温度就会
达到锡的熔点，焊锡熔化，壶就坏了。

（27）腌咸菜往往要十天半月菜才会变咸，而炒菜时加盐几
分钟就变咸了。这是因为温度越高，盐分子运动越快的缘故。

（28）长期堆煤的墙角处，若用小刀从墙上刮去一薄层，可
看到里面呈现黑色。这是因为分子是不停地作无规则运动，
在长期堆煤的墙角处，由于煤分子扩散到墙里，所以即使刮
去一薄层，仍可看到里面呈现黑色。

通过活动，学生解答物理现象题的能力有很大提高，能抓住
问题的本质，叙述简练准确。观察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都有很大提高，写有关日常生活、生产中热现象及应用的
小论文110余篇。特别是写出了“炉灶上的变迁”“餐桌上的
变化”等一类歌颂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好文章，学生同时受
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篇六

[设计意图]通过运用学过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使学生
深化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运用。

[复习目标]掌握质量,密度,比热容等物理量,巩固天平,量筒
等仪器的使用方法.

能运用学过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培养学生手脑并用,合作探究的科学精神.

[复习重点和难点]密度和比热容知识的理解运用

[教学过程]

教学阶段与时间分配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点评

一、了解硬币(20分钟)

1、用天平分别称出一元硬币和五角硬币质量，并加以比较。
测量中要注意天平的使用方法。(能否用没有砝码的天平比较
出两枚硬币的质量大小呢?)

2、请大家比较两枚硬币的密度，要求大家设计表格，记录你
测量的数据。最好能用两种方法来测量密度。

3、自选器材，探究这两枚硬币还有那些性质。

二、解释生活中的现象(8分钟)

交流每个小组的讨论结果总结每个小组的讨论，让大家对比
热容有更深刻的理解

三、物质有哪些物理属性?(10分钟)



从比热容的角度比较

从硬度角度比较

从导电性角度比较

四、总结知识点(7分钟)

归纳质量，密度，比热容的物理意义及其单位，复习课后的
知识梳理学生听讲

[教学评析]从运用知识的角度来复习本章内容，以为是复习
课，教师只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做必要的引导，大部分活动让
学生自主完成。这样学生不但认识了知识，也用过了这些知
识。

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篇七

【知识与技能】

知道串联电路电压的计算规律，掌握实验基本技能。

【过程与方法】

通过实验探究过程，得出串联电路电压的规律，提高观察能
力、动手能力和归纳能力。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学生能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究态度，增加对客观世界的认
识，锻炼和同学之间团结协作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重点】



串联电路的电压规律

【难点】

实验探究的过程。

教学方法

观察法、实验法、讨论法、问答法等。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演示实验：先用一只小灯泡组成一个简单电路，同学们观察
它的亮度。然后再串联进去一个相同的灯泡，观察第一只小
灯泡的亮度是否变化。

问题：为什么两只灯泡串联在一起亮度会变暗呢?

导出课题：串联电路的电压规律。

(二)科学探究

问题1：回忆关于电压的知识。

回答1：电压符号“u”，单位是伏特，简称伏(v)，还有千伏、毫
伏等单位。

问题2：还记得电压表怎样使用?

回答2：(1)电压表要与被测电阻并联。(2)电流从正接线柱进
入，从负接线柱流出。(3)注意被测电压不能超过电压表量程。

教师引导：为什么串联之后小灯泡变暗了呢?这其实和串联电



路电压特点有关，下面我们用实验来探究一下串联电路电压
有什么特点。

实验探究：探究串联电路电压的规律：

1.猜想：串联电路中，每个灯泡电压小于总电压。

2.设计实验：(1)画出电路图(2)选取不同规格的灯泡以及其
它实验器材，根据电路图连接好电路。(3)分别测出uab、uac、
ubc，计入表格(4)更换小灯泡的规格，重做上述实验。

3.进行实验：6人一组进行实验，注意小组内部的分工问题，
教师巡视。

4.得出结论：通过多次实验的数据分析，发现uac=uab+ubc

5.交流讨论：实验中哪些数据不符合结论，为什么?操作是否
正确?小组分工是否明确?

6.总结：串联电路总电压等于各用电器电压之和。

问题3：我们已经通过实验得出了结论，谁能解释一下课前老
师演示的小实验呢?

回答3：当电路中只有一只小灯泡时，它的电压等于总电压。
而两只小灯泡的电压之和才等于总电压，所以此时没个小灯
泡电压减小，亮度变暗。

(三)巩固提高

(四)作业

小结：浅谈本节课收获。



作业：填写实验报告，整理实验流程。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篇八

一、知识与技能

1.知道做功是能量转化或转移的过程。

2.理解功的概念，知道使用任何机械都不能省功。

3.理解功率的概念。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观察和实验了解功的物理意义。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具有对科学的求知欲，乐于探索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中的物
理学道理，有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日常生活、社会实践的意识。

理解功和功率的概念。

理解并会计算功率。

一、引入新课

2．引入新课：举日常生活中一些做：“工”和“功”的例子。
引入新课并启发学生区分“工”与“功”，进一步得出做功
的两个必要因素。



二、新课学习

（一）功

1.力学中的功

a.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

(1)作用在物体上的力。(f)

(2)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s)

b.举例几个不做功的例子：

(1)物体没有受到力的作用，但因为惯性通过一段路程，也就
是没有力做功。如在光滑的水平冰面上，一物体由于惯性做
匀速直线运动。没受力。

(2)物体受到力，但没有移动距离，即通过的'路程为零。如
一人用很大的力推一辆汽车，汽车没移动，推力对物体没有
做功。

(3)物体受到力的作用，也移动了距离，但移动的距离不是在
力的方向上移动的。如手提一桶水在水平地面上行走，提桶
的力没有对桶做力。

2.功的计算

力学里所说的功包括两个必要的因素，功等于力跟物体在力
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的乘积。

(1)功的计算式：

w



=

fs

(2)功的单位：焦耳j，1焦=1牛?米。焦耳的物理含义：在1牛
顿力的作用下，物体在这个力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是。

(3)功的大小与作用在物体上的力成正比，跟物体通过的距离
成正比。

3.功的原理

播放视频：用动滑轮省功吗？

播放视频：功的原理

事实表明，使用机械时，人们所做的功都不会少于人们不用
机械时所做的功，也就是使用任何机械都不省功，这个结论
叫做功的原理。

（二）功率

播放动画：功率

从比较人和挖土机做工快慢引出功率概念。或者创设情境，
甲同学把一桶水提到3楼用了30秒，而乙同学把同样的一桶水
提到3楼却用了40秒，问谁做功快？如果甲物体1分钟做
了300j的功，而乙物体40秒钟做了240j的功，问谁做功快？
从而提出物体做功的快慢用功率表示来引入新课。

在动画中选择相应内容的按钮进行学习。

1．功率是表示物体做功快慢的物理量。



2．功率的定义：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功叫做功率。

3．功率的定义式：

p

=

w

/

t

4．功率的单位：瓦特（符号w）1瓦=1焦/秒；1千瓦=1000瓦。

5．物理意义：1瓦表示物体在一秒钟内完成的功是1焦。

6．介绍功率另一个单位：1马力=0.735千瓦=735瓦。

7．一些机械常见的功率。（学生阅读）

8．绍额定功率(铭牌上的功率)。

三、小结

这节课我们认识了功和功率，也学会了计算功和功率。功是
力和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的乘积，功率是单位时间内所做
的功。

四、板书设计

第三节功和功率



功

力学中的功

功的计算：

w

=

fs

功的原理：使用任何机械都不省功。

功率

p

=

w

/

t

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篇九

祝福青春

一、知识与技能

1.知道做功是能量转化或转移的过程。



2.理解功的概念，知道使用任何机械都不能省功。

3.理解功率的概念。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观察和实验了解功的物理意义。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具有对科学的求知欲，乐于探索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中的物
理学道理，有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日常生活、社会实践的意识。

理解功和功率的概念。

理解并会计算功率。

一、引入新课

2．引入新课：举日常生活中一些做：“工”和“功”的例子。
引入新课并启发学生区分“工”与“功”，进一步得出做功
的两个必要因素。

二、新课学习

（一）功

1.力学中的功

a .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

(1)作用在物体上的力。 (f)

(2)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 (s)



b.举例几个不做功的例子：

(1)物体没有受到力的作用，但因为惯性通过一段路程，也就
是没有力做功。如在光滑的'水平冰面上，一物体由于惯性做
匀速直线运动。没受力。

(2)物体受到力，但没有移动距离，即通过的路程为零。如一
人用很大的力推一辆汽车，汽车没移动，推力对物体没有做
功。

(3)物体受到力的作用，也移动了距离，但移动的距离不是在
力的方向上移动的。如手提一桶水在水平地面上行走，提桶
的力没有对桶做力。

2.功的计算

力学里所说的功包括两个必要的因素，功等于力跟物体在力
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的乘积。

(1)功的计算式：

w

=

fs

(2)功的单位：焦耳j，1焦=1牛?米。焦耳的物理含义：在1牛
顿力的作用下，物体在这个力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是。

(3)功的大小与作用在物体上的力成正比，跟物体通过的距离
成正比。



3.功的原理

播放视频：用动滑轮省功吗？

播放视频：功的原理

事实表明，使用机械时，人们所做的功都不会少于人们不用
机械时所做的功，也就是使用任何机械都不省功，这个结论
叫做功的原理。

（二）功率

播放动画：功率

从比较人和挖土机做工快慢引出功率概念。或者创设情境，
甲同学把一桶水提到3楼用了30秒，而乙同学把同样的一桶水
提到3楼却用了40秒，问谁做功快？如果甲物体1分钟做
了300j的功，而乙物体40秒钟做了240j的功，问谁做功快？
从而提出物体做功的快慢用功率表示来引入新课。

在动画中选择相应内容的按钮进行学习。

1．功率是表示物体做功快慢的物理量。

2．功率的定义：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功叫做功率。

4．功率的单位：瓦特（符号w）1瓦=1焦/秒；1千瓦=1000瓦。

5．物理意义：1瓦表示物体在一秒钟内完成的功是1焦。

6．介绍功率另一个单位：1马力=0.735千瓦=735瓦。

7．一些机械常见的功率。（学生阅读）

8．绍额定功率(铭牌上的功率) 。



三、小结

这节课我们认识了功和功率，也学会了计算功和功率。功是
力和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的乘积，功率是单位时间内所做
的功。

四、板书设计

第三节功和功率

功

力学中的功

功的计算：

w

=

fs

功的原理：使用任何机械都不省功。

功率

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篇十

近几年,我校开展了以“身边的物理”为课题的研究,并已确
立为省教研室主项课题,旨在使物理教学走进学生生活。引导
学生关注身边的物理现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
观察能力;利用身边的'物品实验,主动参与探究活动,学习科
学探究方法,启迪创新思维。在物理教学中充分体现以学生发



展为本的教育思想。

知识目标：知道常见的液化现象;知道气体液化的方法;知道
气体液化要放热。

能力目标：利用身边的物品进行实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通过探究自然奥妙的活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情感目标：时刻关注身边的物理现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热爱生活的情感。通过介绍长征三号火箭,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

教学重、难点

重点：气体液化的办法

难点：“白气”是水不是水蒸气

演示用：铁支架、酒精灯、玻璃杯、水槽、水、乙醚、注射
器、cai课件、多媒体一套。

学生用：热水、冰冻的瓶装水、塑料杯(自备2个)、小平面
镜(自备)、打火机(自备)、小铁片(自备)、茶杯(自备)

(按授课进度,学习《液化》正值冬季,我们充分利用天时这个
有利条件,作如下设计)

一、情境导入

表演戴着眼镜“吃火锅”

一个大玻璃杯中,装有一半水,放有几个有壳的鹌鹑蛋,几块胡
萝卜等(增强视觉效果),灯光加热至沸腾,放入铁支架上,用酒
精灯加热。教师戴着眼镜,有意靠近“热气”,边擦镜片,边用



筷子夹鹌鹑蛋,终于捞出一个,剥壳,吃掉。

教师：哪位同学想体验一下在物理课上“吃火锅”的感受,

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一下被激发起来,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举起手。
请一位戴眼镜的同学来模仿老师“吃火锅”。

质疑：你还能看到你的同学吗?(不能)你猜想是什么原因?(镜
面上附有水蒸气)取下眼镜,用手触摸镜片,有何感觉?(有水)
是怎样产生的?(水蒸气变成水)

像这样由气态变为液态叫液化。

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篇十一

1．知道利用内能的两种重要方式：加热和做功。

2．知道热机中能的转化。

铁架台，试管，试管夹，试管塞，水等。

1．复习

什么是内能？如何才能改变物体的内能？（答略）

叙述能量守恒定律（略）。

2．引入新课

由能量守恒定律可以看出，转移、转化是能量运动的普遍形
式。人类在利用能量方面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正是广泛地寻找
其来源，有效地控制其去处，以达到驾驭它，利用它，让它
为人类造福的目的。

那么人们是如何利用内能的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



题。

3．进行新课

板书：（第二节内能的利用）

(1)利用内能来加热

学生：是通过加热，利用燃料燃烧放出的内能使米变熟。

教师：类似的例子还有哪些？

学生：冬季取暖利用了内能。

学生：热水袋暖胃利用了内能。

（教师还可补充一些加热的例子，如工厂的热处理、吹制玻
璃工艺品等）

教师：上面的例子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直接利用内能转移
来加热物体的，这是利用内能的一种方式。

板书：

一、直接加热物体

教师：用内能直接加热物体，可以有多种方法。目前人们最
普遍运用的还是用火直接加热。火，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它
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也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了方便。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烟囱林立，家家生火，也有它不利的一面。

首先是能源浪费大。早在100多年前，门捷列夫就曾说
过：“烧煤等于烧卢布”。因为煤、石油、天然气等本身都
是宝贵的化工原料，其产品遍及医药、化工、纺织、交通运
输等各个领域，将它们付之一炬，就失去了自然资源综合利



用的机会。再加上直接燃烧效率较低，势必造成很大的浪费。

其次是对环境的污染。燃烧后的废渣、废气中含有大量有害
物质，这就造成了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为了趋弊兴利，人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例如在冬季取暖问题
上，把各家生火取暖改为分片供热（暖气）。用效率高的锅
炉替代简易炉灶。有些地区还采用了大型工业锅炉的余热实
行集中供热的方式。在家庭用火上，推广了以（煤）气代煤，
从而提高了内能的利用率，降低了能耗，同时也保护了环境。

(2)利用内能来做功

学生：是发电机发出来的。

教师：不错，是发电机发出来的。那么发电机利用的又是什
么能量？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演示：书中图3―5所示的实验。

教师：谁来说一下该实验中能量的转化过程？

学生：燃烧酒精放出的内能，传递给水蒸气，水蒸气内能增
加，增大到一定程度就能推动塞子做功，水蒸气的一部分内
能转化为塞子的动能。（机械能）

（以上回答可在教师的引导下完成）

教师：这是利用内能的另一种方式。

板书：

二、对物体做功

教师：发电厂发电就利用了上述实验原理。发电厂，首先要



用煤加热锅炉中的水，水蒸气获得内能后，带动发电机工作，
水蒸气的一部分内能先转化为发电机的机械能。接着发电机
又在运转过程中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后一转化将在电学
中学习）

利用上面实验的原理，人们还制造出了汽油机、柴油机、喷
气发动机等。这些机器的共同之处都是利用内能来工作的。
我们称之为热机板书：

热机：把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机器

热机的发明，是在17世纪末期。近300年来，经过人们的不断
研制和改进，它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重要的动力机器。
热机做为工业化生产飞速发展的催化剂，必将会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热机的种类很多，我们将在后面几节介绍它们
中的几种。

4．小结（略）

5．布置作业

(1)知道内能利用的两种方式。知道什么是热机

(2)阅读：热机的发展。

（李瑞海陈海鸿）（人教版教材）

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篇十二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xx号考生，我今天说课的内容是《电压》。对于本节课，



我将以教什么，怎样教，为什么这样教为思路，从教材分析，
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在工作学习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初中人教版物理教案这样的
问题。雷锋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
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因此，面对初中人教版物理教案我们应该有努力探索的精神。
承认自己的恐惧毫不可耻，可耻的是你因害怕而裹足不前。
对于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读书忌死读，死读钻牛角，对于
初中人教版物理教案我们一定要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只有这
样才能找到解决办法。雷锋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
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
民服务之中去！

(过渡句：教材是连接教师和学生的纽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先谈谈我对教材的理解。)

“电压”一节是初中物理人教版九年级第十六章第一节的内
容，是在学习了“电流和电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电压
和电压表。电压对于初中生来说是一个不易理解的概念，是
进一步学习其他电学概念和电学规律的重要的基础知识。电
压表是电学实验中的重要仪表之一，学生通过用电压表测电
路中的电压，不仅锻炼了使用电学仪表的技能，而且可以加
深对运用实验探究物理规律的科学方法的认识。

(过渡句：教师不仅要对教材进行分析，还要对学生的情况有
清晰明了的掌握，这样才能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接下
来我将对学情进行分析。)

学生在之前已经学习过“电流和电路”这一章内容，已经具
有了学习电压这一节的前提基础。而电又与我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电压”一词听起来并不陌生，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可
以充分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挖掘其潜能，老师仅指导和
帮助学生自己进行知识的建构，学生们可以自主探索电压的



作用及测量方法，帮助学生经历知识的获得过程，在快乐中
掌握知识，学会如何使用测量工具。

(过渡句：结合教材内容特点和九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心理
特点，确定本课时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知道电压的作用，电压的单位及换算，会正确使用电压表，
会用电压表测量用电器两端的电压。

【过程与方法】

通过自学电压表的使用方法，养成自学的能力，通过用测量
用电器两端的电压，提高动手操作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养成与他人合作和交流能力，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切身体
验科学探究的过程，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尝试探究活动的
乐趣从而激发探究的欲望。

(过渡句：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点本身的难易程度，
学生很难建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这也确定了本节课的重点、
难点)

【重点】

理解电压在电路中的作用，知道电压表正确的使用方法。

【难点】

能够用电压表测量电路中电压大小。

(过渡句：新课程教学中的指导思想是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



学生”，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基于此，
我将引导学生采用以下的教学法)

在初中物理的电学知识体系中，电压的概念是深入学习电学
基本规律的必备知识。教学时可引导学生复习回顾电流表的
使用，通过实验现象对比电流表、电压表使用的异同点加深
掌握电压表使用的方法。另外利用多媒体教学、演示实验创
设学习的情境，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实验探究学习。

(过渡句：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我注重突出重点，条理清
晰，紧凑合理。各项活动的安排也注重互动、交流，最大限
度的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主动性。)

环节一：新课导入

播放关于各种用电器电源铭牌的图片，播放城市夜景，闪电
图片。电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和
看到“电压”这个词。用电器要在一定的电压下才能正常工
作，一节干电池的电压大约是1.5伏;电视机供电的电压是220
伏;输电用的高压电线的电压可达几万伏甚至更高;它们所代
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引出课题电压。

环节二：新课讲授

组织学生通过合作交流，通过讨论和师生共同总结可以得出，
电压是电源提供的，电源有正负两个极，两极间有一定的电
压。把用电器的两端分别于电源的正负极链接，电路中就有
电流通过，电压是产生电流的原因。

教师讲解电压通常用字母u表示，它的单位是伏特，简称伏，
符号是v。

常用单位有千伏(kv)、毫伏(mv)



在讲解完电压的相关概念之后，教师通过多媒体展示生活常
见的电压(教材中小资料中常见的电压表格)

通过教师的讲解，了解电压的作用、提供装置、单位及单位
换算，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每桌同学面前都有一个电压表，让同学们拿起来并观察，

教师讲解电压的高低可以用电压表测量，并说明学生面前的
是学生用的电压表。

让学生独立阅读电压表使用说明，阅读完以后提问学生一下
问题。

1、电压表应该跟被测用电器串联还是并联?

学生回答问题，教师进行改正并总结。

教师讲解电压表的使用步骤：

1、调：调节调零旋钮，使指针指在零刻度线处

2、认：认清量程和分度值。

3、连：连接电压表

4、读：读数

实验结果表明，电压表两次的示数是相等的，即在只有一个
用电器的电路中，用电器两端的电压与电源两端的电压相等。

紧接着让学生回忆电流表的读书方法，说出电压表读数和电
流表读数的异同点。

学生通过实验室电压表测量电路电压，体会应用物理知识带



来的快感，学以致用。

环节三：巩固提高

学完本节课的新内容之后，给出一道随堂练习题，让学生应
用刚刚学过的知识解题，以进一步加强对电压及电压表相关
知识的掌握。

环节四：小结作业

在小结时，我会以提问的方式进行提问总结，梳理本节课知
识点。

在作业布置环节，完成课后第三题。

(过渡句：为体现教材中的知识点，以便于学生能够理解掌握。
我的板书比较注重直观、系统的设计，这就是我的板书设计)

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篇十三

知道温度的概念，知道温度的常用单位和国际单位制中单位。

了解液体温度计的工作原理，熟悉使用温度计的过程，掌握
它的使用方法。

1、体会对温度进行准确测量的必要性，养成采集科学准确数
据的好习惯。

液体温度计的原理和摄氏温度的规定。

温度计的使用。

各种温度计各一只，演示温度计一只，三只烧杯，分别盛冷
水、温水、热水。



水无常形，变化万千，无处不在。

云，形状各异！似鱼鳞，像城堡。你是否知道，让人浮想联
翩的云从哪里来？

雨，时而悄然无声，时而瓢泼倾盆。他来自何处，又落向何
方？

雪，使大地“银装素裹”！传说雪花来自天上“婆婆”的羽
毛枕头，你相信吗？

1、水变化万千，它不仅可变成云、雨、雪，而且还可以化为
露、雾、霜等，那么自然界的水是怎样循环的呢？让学生讨
论，看教材p3.

2、将冰放入水壶中，然后加热，观察冰的变化。

不断加热，水沸腾后，用勺子靠近壶嘴。

通过观察大家知道了什么？

找学生总结：水有三种状态――固态、液态和气态。

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称为物态变化

1、什么是温度？符号？

2、生活中常用的温度单位及单位符号？

3、摄氏温度是怎样规定的？

4、人的正常体温是多少？怎样读？

5、还应了解自然界中哪些温度值?



6、国际单位制中温度的单位是什么？它与摄氏温度的关系是
什么？

请一位同学将手伸入三只分别盛冷水、温水、热水烧杯中并
说明感觉。

教师：从这个实验中可知凭感觉来判断物体的温度高低是很
不可靠的。要准确地测量物体的温度需要使用温度计。

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篇十四

1、知识与技能目标

(1)知道什么是弹力，弹力产生的条件

(2)能正确使用弹簧测力计

(3)知道形变越大，弹力越大

2、过程和方法目标

(1)通过观察和实验了解弹簧测力计的结构

(2)通过自制弹簧测力计以及弹簧测力计的使用，掌握弹簧测
力计的使用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目标

通过弹簧测力计的制作和使用，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爱动
手动脑的好习惯

二、重点难点

重点：什么是弹力，正确使用弹簧测力计。



难点：弹簧测力计的测量原理。

三、教学方法：

探究实验法，对比法。

四、教学仪器：

直尺，橡皮筋，橡皮泥，纸，弹簧测力计

五、教学过程

（一）弹力

1、弹性和塑性

学生实验，注意观察所发生的现象：

(2)取一条橡皮筋，把橡皮筋拉长，体验手感，松手后，橡皮
筋会恢复原来的长度。

(3)取一块橡皮泥，用手捏，使其变形，手放开，橡皮泥保持
变形后的形状。

(4)取一张纸，将纸揉成一团再展开，纸不会恢复原来形状。

让学生交流实验观察到的现象上，并对这些实验现象进行分
类，说明按什么分类，并要求各类再举些类似的例子。(按物
体受力变形后能否恢复原来的形状这一特性进行分类)

直尺、橡皮筋等受力会发生形变，不受力时又恢复到原来的
形状，物体的这种特性叫做弹性；橡皮泥、纸等变形后不能
自动恢复原来的形状，物体的这种特性叫做塑性。

2、弹力



我们在压尺子、拉橡皮筋时，感受到它们对于有力的作用，
这种力在物理学上叫做弹力。

弹力是物体由于弹性形变而产生的力。弹力也是一种很常见
的力。并且任何物体只要发生弹性形变就一定会产生弹力。
而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支持物的压力、绳的拉力等，实质
上都是弹力。

3、弹性限度

弹簧的弹性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不完全复原了。
使用弹簧时不能超过它弹性限度，否则会使弹簧损坏。

（二）弹簧测力计

1、测量原理

它是根据弹簧受到的拉力越大，它的伸长就越长这个道理制
作的。

2、让学生自己归纳使用弹簧测力计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使用测力计应该注意下面几点：

(1)所测的力不能大于测力计的测量限度，以免损坏测力计

(2)使用前，如果测力计的指针没有指在零点，那么应该调节
指针的位置使其指在零点

(3)明确分度值：了解弹簧测力计的刻度每一大格表示多少n，
每一小格表示多少n

(4)把挂钩轻轻拉动几下，看看是否灵活。



5、探究：弹簧测力计的制作和使用。

（四）课堂小结：

1、什么是弹性？什么是塑性？什么是弹力？

2、弹簧测力计的测量原理

3、弹簧测力计的使用方法。

（五）巩固练习：

1、乒乓球掉在地上马上会弹起来，使乒乓球自下而上运动的
力是，它是由于乒乓球发生了而产生的。

2、弹簧受到的拉力越大，弹簧的伸长就。它有一个前提条件，
该条件是，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制作的。

3、关于弹力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a、只有弹簧、橡皮筋等这类物体才可能产生弹力

b、只要物体发生形变就会产生弹力

c、任何物体的弹性都有一定的限度，因而弹力不可能无限大

d、弹力的大小只与物体形变的程度有关

4、下列哪个力不属于弹力

a、绳子对重物的拉力b、万有引力c、地面对人的支持力d、人对
墙的推力

5、两个同学同时用4.2n的力，向两边拉弹簧测力计的挂钩和



提纽，此时弹簧测力计显示的示数是。

（六）布置作业：

六、课后反思：

1、成功的地方：

2、不足的地方：

3、改进措施：

初中物理力教案人教版篇十五

计算路程、时间的题目中常见的问题：

1．不写出所依据的公式，对于不同的速度、路程、时间不用
带不同脚标的符合表示．

2．没有统一单位．

3．在计算过程中没注明单位．

4．不使用作图的方法帮助分析复杂的问题．

5．做题的格式不合理，容易出错．

解题的一般思路

1．分析题意，想象物体的运动情况，看清题目中的已知量和
待求量．

3．按照例题的格式，把已知、求、解、答的过程完成．

一．速度公式和公式变形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总结出路程和时间的计算公式．

二．路程和时间的计算

本题要注意的问题是：

（2）列出物理量时应当注意在物理量符合上注明脚标，见副
板书上的表示．

探究活动

实践探究:体验运动的感觉

体验运动的感觉

学生活动小组

1、写出探究过程报告，可以没有结果．

2、发现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