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电源向负载输出的功率教案(模
板8篇)

教案需要符合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要求，保证教学质量和
效果。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初三教案范文，旨在帮助教
师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促进学生的进步和提高。

电源向负载输出的功率教案篇一

课时安排：两课时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知道功包含的两个必要因素;

2)会利用两个必要因素分析力对物体是否做功;

3)会利用公式计算功的大小。

2、过程与方法：

1)从生活实例总结得出功包含的两个必要因素和三种不做功
的情况;

2)引导学生运用控制变量法设计探究探究功的计算公式，并
通过两个探究活动分析用手将不同物理课本分不同高度拿起
所做功的大小,功的计算公式。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懂得功与实际生活的紧密联系，增强学习物理的兴趣。



教学重点：理解功包含的必要因素;理解计算功的公式和单位，
并会用功的公式进行简单计算。

教学难点：利用功包含的必要因素分析力对物体是否做功;运
用控制变量法去探究功的计算公式。

教学手段：多媒体

教学方法：讲解法、探究法、例举法、分析归纳法等学习方
法指导：控制变量法、类比法等

教学过程：

一、课题引入：

二、讲授新课：

一、功：

1、定义(幻灯片)：物理学中对做功的规定：

如果一个力作用在物体上，物体在这个力的方向上通过了一
段距离，我们就说这个力对物体做了机械功，简称功。

2、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

通过对几个力做功的工作实例观察，让学生想想这些做功实
例中，有什么共同点?(幻灯片)

得出这样的结论：共同点1.都必须对物体施加力的作用;2.必
须使物体沿力的方向移动一段距离。教师指出这两个共同点，
我们就叫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教师边板书：功的两个必要
因素：(1)作用在物体上的力;(2)物体在这个力的方向上移动
的距离。(缺一不可)。边让学生打开课本105页找到相关内容，
用笔勾勒出来,课代表起头,全班同学齐声朗读两遍。然后,让



几名同学说出大致意思。

3、三种不做功情况：

通过“想想议议”范文九九网活动，让学生对几个事例(幻灯
片)观察，得出力不做功的三种情况以加深学生对功的两个必
要因素的理解。教师板书让学生在书上做笔记：(1)静止
的;(2)力的方向与运动方向垂直的;(3)靠惯性运动的。巩固
练习(幻灯片)，对功的两要素的理解情况进行考查。

4、探究：功的计算公式

让学生先猜测，然后引导学生用控制变量法来设计实验，希
望同学们下去进行实验，教师为学生提供一种探究活动方案：

结论：在距离相同时，功的大小跟作用在物体上的力成正比.

结论：在力一样大时，功的大小跟物体沿力的方向移动的距
离成正比。运用实验结论，得出：

1、功等于作用力跟物体沿力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的乘积。

2、功的计算公式：功=力×距离即w=f×s

3、符号的意义及单位：

w-功--焦耳(j)f--力--牛顿(n)

s-距离--米(m)

强调并让学生注意：s是指在f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

4、功的国际单位：焦耳(焦，j)1j=1n〃m提问：1j为什么等
于1n〃m?从而使学生明白物理公式不仅表示着各物理量的大



小关系还表示着各物理量的单位间的关系。

即：1牛的力使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1米的距离时所做的功
为1焦。

j是一个非常小的单位，1j相当于把一个鸡蛋举过头顶时手对鸡
蛋所做的功。

5、功的公式应用：例1例2的原题和练习题的原题及分析解答
见幻灯片。小结：本节知识要点：1.定义;2、做功的两个必
要因素;3、力不做功的三种情况：4、探究出的功的计算公
式w=f〃s;5、功的公式应用：

作业设计：

1、课本p1072、3

2、了解举重比赛的有关规则，分析每个阶段运动员的举力是
否做功，并说明理由。

板书设计：一、功

1.定义;

2、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1)作用在物体上的力;(2)物体在
这个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缺一不可)

3、力不做功的三种情况：(1)静止的;(2)力的方向与运动方
向垂直的;(3)靠惯性运动的。

4、探究出的功的计算公式w=f〃s;

5、功的公式应用：



电源向负载输出的功率教案篇二

1.知道电流的热效应。

2.理解焦耳定律的内容、公式、单位及其运用。

教学目标

1.知道电功率及其单位。

2.理解额定功率。

能力目标

了解从能量分析入手去认识物理规律是物理学的重要研究方
法。

情感目标

使学生获得解决实际用电的初步知识。

教学分析

本节教材从比较在相等时间内做功的多少引入电功率的概念，
再根据电功率的定义和电功公式导出电功率的计算公式，给
出电功率的单位。然后从电功率的单位引出电功的单位千瓦
时，说明1度就是1千瓦时。为帮助学生理解额定功率教材安
排了小灯泡在不同电压下工作的演示，教材还介绍了不同用
电器的两个重要指标，额定电压、额定电功率，以使学生对
常见用电器设备的功率有所了解。

1.重点：掌握电功率的概念、公式及其应用。

2.难点：实际功率的概念、额定功率和实际功率的区别。



3.疑点：灯泡的亮度决定于什么？

教法建议

本节教材包括电功率和用电器额定功率两块内容。教师可以
利用前面学生学过的功率的知识和研究方法，突出比较做功
快慢的方法：比较单位时间内用电器做功的多少。在讲解电
功率的公式时，注意强调公式中的各量的对应关系，是同一
段电路中的各量。不易同时给出电功率的导出公式，使学生
感觉公式多不易掌握。额定功率和实际功率的区别学生不易
做到，教师要通过实验讲清对一个用电器额定功率和额定电
压只有一个，而实际电压和实际功率有很多。

教学设计方案

重难点：重点是电功率的概念和单位，难点是额定功率。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方案一：复习功率概念引入电流做功有快慢的问题，然后可
以举出一些实例如：电力机车每秒做功400多万焦，公共电车
的电机每秒做功6万焦，洗衣机的电机每秒做功100多焦，而
小收录机的电机每秒做功几焦。再举出时间不同做功不同的
实例，问学生如何比较做功快慢，引出电功率的定义。

方案二：分析类比建立电功率的概念：可用幻灯片设计一组
问题：1)怎样比较运动快慢？2)这样比较力对物体做功快慢？
3)这样比较电流做功快慢？引出电功率的概念。

二、电功率：

电功率的概念要讲清：电流做功快，电功率就大；电流做功



慢，电功率就小。电功率的定义公式为p=w/t，电功率的普遍
适用公式是p=ui，比较电功率大小时，要全面考虑到公式中各
物理量的关系，才能确定电功率的大小关系。例如：在相等
的时间内，根据p=w/t，电流做的功越多，电功率就越大。

电功率的单位容易和电功单位千瓦时混淆，可采用让学生计
算1千瓦时的电功是多少焦，让学生体会千瓦时的`意义。

三、额定功率：

方案一：可以用并进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通过实验体会用
电器的工作有正常工作问题，然后引进额定功率的概念。学
生实验可以设计三组，1)是在比额定电压低的情况下工
作；2)是在额定电压下工作；3)是在比额定电压高出1/5的情
况下工作。

方案二：教师拿出220v60w和220v100w的灯泡，问将他们
串联起来，哪盏灯亮？然后做实验，引出额定功率的概念。

例题、一只额定电压为220伏特的电热煮水器，在正常工作时
通电12分钟，电度表的示数增加0.1度，问：

这个电热煮水器的功率多大？

[

电源向负载输出的功率教案篇三

第一文库网熟悉“用电压表和电流表测电阻”与“测定小灯
泡功率”这两个实验的同学，可能会发现这两个实验中有太
多的相似之处:电路图、器材、实验数据等。其实，这两个实
验更多的还是它们的不同之处。一、为什么不测灯丝的电阻
这是因为灯丝的电阻受温度的影响较大，在常温下与在正常
发光时，小灯泡灯丝的阻值的差异在10倍以上。而在初中阶



段，我们主要关注导体的长度、材料、横截面积对电阻的影
响。二、滑动变阻器的作用在两个实验中是一样的吗应该说，
滑动变阻器在两个实验中有共同的.作用，即调节所测对象的
电压。但也并不完全相同，测电阻的实验中，电压对电阻阻
值的影响可以忽略，而测功率的实验中，电压的改变直接影
响到灯泡功率的大小。三、为什么不求小灯泡的平均功率这
是因为，小灯泡的功率是随着它两端的电压而改变的，所谓
的平均功率并不能反映灯泡在不同电压下发光的实际情况，
因而功率的平均值是没有意义的。例如第一次功率为0.01w，
第二次功率为0.02w，第三次功率为2w，那么它们的功率的平
均值0.68w既不能反映前两次不发光的情况，也不能反映第
三次发强光的情况。在伏安法测电阻的实验中，待测电阻的
电压对电阻值没有影响，这样所求的平均值才更接近真实值。
四、两个实验，都要进行三次测量，目的一样吗测电阻的实
验，进行三次测量，是为了减少实验误差，也是为了探究电
阻值的特性:它的电阻不随它的电压和电流的改变而改变。测
功率的实验，更多的是为了比较；功率对亮度的影响；电压
和电流对功率的影响。（责任编辑覃敬川）

电源向负载输出的功率教案篇四

在前面已经学了电功和电功率的知识，对于本节课学生已经
不会感觉到陌生。在教学中要充分的强调功是能量转化的量
度这一点，让学生明白功的两个因素是力和距离发，教材上
也用了很多的例子，大量的图片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可以作
一下教材上的实验，使学生对影响功的两个因素有充分的认
识。

解释做功是能量转化或转移的过程。

能背诵功的概念，阐明使用任何机械都不能省功。

通过观察和实验了解功的物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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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的计算

影响功的两个因素通过实验来得出，设计表格得出公式w=fs

多媒体电脑，投影机

1课时

播放踢足球的动画引入在力的作用下足球有了动能和势能，
放映图片"炮打飞人，掷铁饼的图片",放映功的视频文件，还
有课本上的图片。提出问题，它们的共性是什么？观看图片
并思考他们的共性。

通过上面的例子向学生提问它们的共性。

物体在力的作用下动能和势能发生了改变，我们就说力对物
体做了功(work)

功和力和在距离有关，这两个量的乘积是不会变的

物理学上把力和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的乘积叫做功(work)

功=力×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

用公式表示就是w=fs

w--功--焦耳(j)

f--力--牛顿(n)

s--距离--米(m)



讲解焦耳的生平和对科学的贡献学生观看并思考。

通过焦耳的例子体会科学探索的过程的科学家的贡献。体会
物理来源于生活，作用于生活

第三节功和功率

功

力和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的乘积叫做功(work)

用公式表示就是w=fs

w--功--焦耳(j)

f--力--牛顿(n)

s--距离--米(m)

电源向负载输出的功率教案篇五

(一)学习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

(1)知道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

(2)理解功的定义、计算公式和单位，并会用功的公式进行简
单计算。

(3)知道功的原理。

2、过程与方法目标



(1)通过思考和讨论，判断在什么情况下力对物体做了功，在
什么情况下没有做功？

(2)通过观察和实验，了解功的含义，学会用科学探究的方法
研究物理问题。

(3)学会从物理现象中归纳简单的物理规律。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1)乐于探索自然现象和物理规律，乐于参与观察、实验、探
索活动。

(2)有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日常生活、社会实践的意识。

(3)培养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二)教学重难点

1、重点：理解功的概念。

2、难点：判断力对物体是否做功，以及做功的计算。

(三)教学准备

木块、木板、细绳、弹簧测力计、小车，杠杆和支架、钩码、
滑轮、细线、刻度尺(两个)。

提问学生回答日常生活中“功”的含义。思考力学里所说
的“功”含义。

演示实验：在水平长木板用相同大小的力分别拉一木块和小
车。

在实验基础上引入本课内容。



(四)教学过程

一、进行新课

1.由课前的演示实验引导学生总结出力学中关于“功”的确
切含义：

如果一个力作用在物体上，并且使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一
段距离，这个力的作用就有了成效，力学里面就说这个力做
了功。

2.请学生观察教材图15.1-1中力做功和15.1-2中力不做功的
实例，分析、总结一下力学中的做功有哪些共同特点？分组
讨论总结。

板书：力学中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

一是作用在物体上的力

二是物体在这个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

3.实例分析(突破难点)

举例说明在你的周围你发现有哪些做功的例子？比一比，看
谁对生活观察得最仔细？学生可能举很多的例子？如起重机
吊起重物、火箭升空、马拉车前进等等。教师对正确的例子
予以肯定，对错误的例子引导改正。

接下来看老师这里的几个例子是否有做功的情况存在？

(1)举重运动员在把杠铃举高过程中是否对杠铃功。举在高处
停留5秒过程中是否做功？

(3)起重机使货物在水平方向上匀速移动一段距离，拉力对货
物做功了吗？



引导学生根据以上事例分析、总结在什么情况下不做功？

通过以上的学习，知道了做功不能离开两个必要因素，缺一
不可，又知道有三种情况下不做功，那么我们猜想一下，力
学中的功的大小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呢？指导学生带着问题
去阅读教材。

二、功的计算

力学里规定，功等于力和物体沿力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的乘
积。

板书：功的计算公式：

功=力×距离w=fs

单位：焦耳，简称焦符号j

1焦=1牛•米(1j=1n•m)

出示例题，启发学生分析计算。

三、功的原理

1.启发学生提出探究的话题：使用机械是否省功。

2.指导学生探究实验。

3.分析实验数据，启发学生讨论归纳出功的原理

使用任何机械都不省功

注：这里强调使用机械所做的功都不小于直接用手所做的功。
与后面的机械效率对应，指的是使用机械会做额外功。



请学生谈自己知道本节哪些知识，还想知道哪些内容及对本
课的感受，教师进行情感激励。

(五)小结

(六)作业

动手动脑学物理

附：课后总结

第二节功率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理解功率的公式。

(2)知道功率的单位。

2、过程与方法

通过对实例的分析，讨论、归纳，提高学生的分析、概括能
力。

3、情感与价值观

通过对实例的分析，培养学生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
义观点。

(二)教学重难点

1、重点：(1)功率的概念，物理意义。



(2)能用公式p=wt解答相关的问题。

2、难点：理解功率实际上是表示能量转化快慢的物理量。

(三)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是什么？

2、说出功的公式和单位。

3、什么叫电功率？它的公式、单位是什么？

二、新课教学

多种方法：人分批搬上去；用滑轮组分批搬上去；用起重机
一次吊上去。

这几种方法，做功哪个多？

有什么区别？

这几种方法所做的功是一样多的，可花的时间不同。我们说
他们做功的快慢是不同的。就是说，物体做功时有快有慢。
为了描述物体做功的快慢，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物理量，叫
功率。

1、在物理学中用功率表示做功的快慢。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
叫做功率。用p表示功率。

分析，用比值定义法。

p=wt



p——功率w——功t——时间

2、功率的单位：j/s，即瓦特，简称瓦，用符号w表示。

其它功率单位：1kw=103w

电源向负载输出的功率教案篇六

电功率是初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由于内容较多，计算较复
杂，要安排三节课才能完成。这一节讲电功率的意义、公式
及额定功率的意义及其适用条件，后继两节课为实验和计算，
三节课的知识内涵和深度是相同的，只是从不同方面来加强
和巩固，使学生达到对电功率的理解和掌握。

灯泡的功率随电压变化，而电压变化又将引起灯丝温度变化，
从而引起灯丝电阻变化，电阻变化又影响实际功率的大小，
属扩展内容，在教学中可视学生情况而定。

这节课的难点是学生对额定电压、额定功率与实际电压、实
际功率混淆不清，解题中需把电功率公式和欧姆定律公式反
复运用，更加造成了困难。解决这一困难，一是要把有标记
的灯泡接入不同电压的演示实验做好，二是解题中要分步计
算，把每一步的已知什么求什么讲清楚。由于以后有一节课
专门讲计算，因此本节课的练习应以直接用公式的简单计算
为主。

电源向负载输出的功率教案篇七

知识目标

进一步掌握电功率的概念，加深对额定功率、实际功率的理
解.

能力目标



1．会用伏安法测定小灯泡的额定功率和小灯泡不在额定功率
电压下的实际功率.

2．提高学生综合使用电流表、电压表和滑动变阻器的技能.

3．培养学生观察实验能力.

情感目标

1．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精
神.

2．培养学生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爱护公物的品质.

教学建议

本节拟采用与伏安法测小灯炮电阻的实际进行对比学习.

重点・难点・疑点及解决办法

1．重点：会用伏安法测小灯泡的功率.

2．难点：自己设计电路测量小灯泡的功率和各种故障的'排
除.

用电压表、电流表测量小灯泡的功率是电学中第二个要求定
量测量的实验，它关系到电压表，电流表和变阻器等电学器
件的正确使用和操作，所以对学生要求比较高，正确选择仪
表及合理地进行实验，准确地记录及处理实验中的数据是个
关键，教师应注意适当引导.

教学设计方案

提出问题



1.什么叫电功率？

2.电功率的公式.

3.什么叫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

电源向负载输出的功率教案篇八

1、比较两台机器做功快慢，通常用如下三种方法。

(1)做功时间相同，比较。

(2)做功相同，比较。

(3)做功不同，所用时间也不同时，则比较。

2、单位时间内叫做功率，它用来比较。在正常情况下，人骑
自行车的功率约为瓦，它表示的物理意义是。

3、在“j、j/s、n·m、w、kw、w·s”中，属于功的单位是，属于功率
的单位的是。

4、某人在30ss内把60n的重物搬到12m高的楼房上，此人对
重物做的功是j，做功的功率是w。

5、两台起重机的功率之比是1：3，如果它们完成的功相同，
则它们完成这些功所用的时间之比是。

6、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做功越快，功率越大b.做功越多，功率越大

c.做功所用的时间越少，功率越大d.做功越少，功率越大



7、一同学从一楼跑到三楼用了10s，他的功率可能是：()

a.几瓦b.几十瓦c.几百瓦d.几千瓦

8、如图是甲、乙两物体所做功与所用时间的关系图线。由图
线可知甲、乙两物体功率p甲、p乙大小关系为()

a.p甲p乙

b.p甲=p乙

c.p甲

d.无法判断

9、体重相同的两位同学举行爬楼比赛，结果一位同学用
了15s爬到楼上，另一位同学用了20s爬了同样的高度，这两
位同学做的功和功率的关系是：()

a.功相同，功率不同b.功率相同，功不相同

c.功、功率都相同d.功、功率都不相同

学校买了一箱物理器材，小军同学将它从一楼搬运到三楼(如
图所示).小丽同学想测量小军同学搬运器材过程中对箱子所
做功的功率。

(1)测量所需要的器材有：

(2)小丽同学设计的实验步骤如下，其中多余的是()

a.测出箱子所受的重力

b.测出楼梯的总长度



c.测出一楼到三楼的竖直高度

d.测出小军上楼梯所用的时间

e.算出小军搬运箱子的功率

(3)请你帮小丽设计一个实验记录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