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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本教學方案是按照本校的初二物理教學內容編寫，其中包括講學章節及相關

練習． 

 

  每章節都附有練習題,這些練習題是我校物理科組編寫的，作者將其分別置

於每章節之後，以便使用，另外，這些練習題中的計算題部份都有分析解答.若

學生不明白時，只要按分析按鈕，就會有相應的題目分析，若學生還不明白或要

知道答案，只要按答案按鈕就會提供學生答案． 

 

  為了讓學生答得輕鬆,選擇題採用動畫形式，若果學生答對了，就會有相應

的動畫及語氣鼓勵，但是若果答錯了，就要受到批評，不過仍會有提示，讓學生

再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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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評估試教評估試教評估試教評估 

 

  這個軟件教案本人已用了一學年整，效果還算可以，在教學活動的過程中，

本人也不時修改該教學課件，以期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和效益． 

 

  另一方面，學生學習態度明顯比傳統教學方法好多了．在這個教學課件中學

生最喜愛的就是練習題中選擇題部份,因為這部份以動畫形式列出問題，因而學

生感到有趣，從而提高對學習的積極性，這也是本人做這個課件的目的． 

 

  但是這個教學課件的教學內容和排版還是比較粗糙,未有完善,還需要進行加

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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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使用方法 

 

  本作品共有十一章，是用 powerpoint及好易通 e70拍攝動畫而形成的教案資

料． 

 

  首先要在放映的電腦中安裝好易通 e70，然後用 powerpoint放映，當選取好

要用的章節後，若影片中有畫像，只要在畫像任何位置點播，畫面就會變成動畫． 

 

  另外，教案中板面有些按鈕可以在相關頁數中來回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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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年度上學期第一段初二物理授課表 

 

周

次 

日期 節

數 

章節 練 習 

一 9 月 5 日 1 1.測量的初步知識 練習冊第 1 章 

 9 月 7 日 2 測量的初步知識 練習冊第 1 章 

二 9 月 12 日 3 測量的初步知識 練習冊第 1 章 

 9 月 14 日 4 測量的初步知識 練習冊第 1 章 

三 9 月 19 日 5 測量的初步知識 練習冊第 1 章 

 9 月 21 日 6 測驗  

四 9 月 26 日 7 2.簡單的運動 練習冊第 2 章 

 9 月 28 日 8 簡單的運動 練習冊第 2 章 

五 10月 3 日 9 簡單的運動 練習冊第 2 章 

 10 月 5 日 10 簡單的運動 練習冊第 2 章 

六 10月 10 日 11 簡單的運動 練習冊第 2 章 

 10 月 12 日 12 簡單的運動 練習冊第 2 章 

七 10月 17 日 13 測驗  

 10 月 19 日 14 3.聲現象 練習冊第 3 章 

八 10月 24 日 15 聲現象 練習冊第 3 章 

 10 月 26 日 16 聲現象 練習冊第 3 章 

九 11月 1 日 17 聲現象 練習冊第 3 章 

 11 月 3 日 18 聲現象 練習冊第 3 章 

十 11月 7 日 19 考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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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年度上學期第二段初二物理授課表 

 

周

次 

日期 節數 章節 練 習 

一 11月 15 日 1 7.質量和密度 練習冊第 7 章 

 11 月 17 日 2 質量和密度 練習冊第 7 章 

二 11月 22 日 3 質量和密度 練習冊第 7 章 

 11 月 24 日 4 質量和密度 練習冊第 7 章 

三 11月 29 日 5 質量和密度 練習冊第 7 章 

 12 月 1 日 6 測 驗  

四 12月 6 日 7 8.力 練習冊第 8 章 

 12 月 8 日 8 力 練習冊第 8 章 

五 12月 13 日 9 力 練習冊第 8 章 

 12 月 15 日 10 力 練習冊第 8 章 

六 12月 27 日 11 力 練習冊第 8 章 

 12 月 29 日 12 力 練習冊第 8 章 

七 1 月 4 日 13 測驗  

 1 月 6 日 14 9.力和運動 練習冊第 9 章 

八 1 月 11 日 15 力和運動 練習冊第 9 章 

 1 月 13 日 16 力和運動 練習冊第 9 章 

九 1 月 18 日 17 力和運動 練習冊第 9 章 

 1 月 20 日 18 力和運動 練習冊第 9 章 

十 1 月 25 日 19 考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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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年度下學期第三段初二物理授課表 

 

周次 日期 節

數 

章節 練 習 

一 2 月 19 日 1 10.壓強 練習冊第 10 章 

 2 月 22 日 2 液體壓強 練習冊第 10 章 

二 2 月 24 日 3 壓力 練習冊第 10 章 

 3 月 1 日 4 壓強 練習冊第 10 章 

三 3 月 3 日 5 壓強 練習冊第 10 章 

 3 月 9 日 6 壓強 練習冊第 10 章 

四 3 月 11 日 7 測驗  

 3 月 16 日 8 11.大氣壓強 練習冊第 11 章 

五 3 月 18 日 9 大氣壓強 練習冊第 11 章 

 3 月 23 日 10 大氣壓強 練習冊第 11 章 

六 3 月 28 日 11 大氣壓強 練習冊第 11 章 

 3 月 30 日 12 大氣壓強 練習冊第 11 章 

七 4 月 4 日 13 測驗  

 4 月 6 日 14 12.浮力 練習冊第 12 章 

八 4 月 11 日 15 浮力 練習冊第 12 章 

 4 月 13 日 16 浮力 練習冊第 12 章 

九 4 月 16 日 17 浮力 練習冊第 12 章 

 4 月 18 日 18 浮力 練習冊第 12 章 

十 4 月 21 日 19 考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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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年度下學期第四段初二物理授課表 

 

周次 日期 節

數 

章節 練 習 

一 4 月 25 日 1 13.什麼是杠杆      練習冊第 13 章 

 4 月 27 日 2    杠杆的平衡條件 練習冊第 13 章 

二 5 月 3 日 3 杠杆的應用 練習冊第 13 章 

 5 月 5 日 4 三種杠杆 練習冊第 13 章 

三 5 月 9 日 5 滑輪 練習冊第 13 章 

 5 月 11 日 6 定滑輪和動滑輪 練習冊第 13 章 

四 5 月 16 日 7 滑輪組 練習冊第 13 章 

 5 月 18 日 8 測驗  

五 5 月 23 日 9 14.功的定義    練習冊第 14 章 

 5 月 25 日 10 功的計算公式 練習冊第 14 章 

六 5 月 30 日 11 功的計算    練習冊第 14 章 

 6 月 1 日 12 功的計算 練習冊第 14 章 

七 6 月 7 日  功的原理 練習冊第 14 章 

 6 月 9 日  機械效率 練習冊第 14 章 

八 6 月 13 日  溫習 練習冊第 14 章 

 6 月 15 日  測驗  

九 6 月 18 日  有用功和額外功 練習冊第 14 章 

 6 月 21 日  機械效率計算 練習冊第 14 章 

十 6 月 23 日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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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物理 

 

 

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直角尺,卷尺,米尺,卡尺   

第一章測量的初步知識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正確使用刻度尺; 

2. 知道長度單位,單位之間的換算.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手拿起兩支粉筆,問哪支長,哪支短,長是多少? 

        您覺得現在溫度是多少? 

學生思考 

 

 

發 

 

 

 

 

 

 

 

 

 

 

展 

結論:依靠我們的感覺去判斷是很難得到精密的數據,而

且有時會出錯,所以要很到精密的數據就要用儀器來

測量. 

刻度尺用來測什麼? 

秒錶用來測什麼? 

秤用來測什麼? 

溫度計用來測什麼? 

長度的主要單位是米 ,還有其它輔助單位:千米(公里),分

米,厘米,毫米,微米,納米 

1 千米=1000米  

1 米=10分米 

1 分米=10厘米 

1 厘米=10毫米 

1 毫米=1000微米 

1 微米=1000=納米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例如: 1 千米=   分米=     厘米 

     1.5厘米=    毫米=    微米 

     1.1微米=    毫米      厘米 

 

學生做題 

結 

 

論 

結論:依靠我們的感覺去判斷是很難得到精密的數據,而

且有時會出錯,所以要很到精密的數據就要用儀器來

測量. 

學生聆聽 

作 

業 

練習冊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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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米尺,卡尺   

第一章測量的初步知識 

教學目標 1.學生能理解何為誤差; 

2.知道長度單位計算.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怎樣正確使用刻度尺? 學生思考 

 

 

發 

 

 

 

 

 

 

 

 

 

 

展 

1. 看刻度尺零刻度的位置. 

2. 看刻度尺的量程. 

3. 看刻度尺的最小刻度. 

用刻度尺四要素 

1. 尺要放正. 

2. 確定零刻度. 

3. 讀數時視視線垂直刻度尺. 

4. 記錄結果要有標準確值和估計值. 

測量值和真實值之間的差別,叫做誤差. 

究竟誤差和錯誤是否相同? 

誤差跟測量工具或進行測量的人有關.所以誤差可以

減少,但是不能避免. 

減少誤差的方法; 

1. 多次測量求平均值. 

2. 選用較好的測量工具. 

3.  正確觀察及如實記錄數據. 

學生聆聽 

 

 

 

 

 

 

學生聆聽 

 

 

 

 

 

 

 

應 

 

 

 

 

用 

有效數字:在實驗中,常常遇到一些難於確定的數據.這

就要根據實際,估讀到最小刻度的下一位. 

例:一尺的最小刻是毫米,如讀數 10.8毫米,最後的 8 是

估讀,雖然不準,但是對我們是有用的,它表示該物體

大於 10 毫米小於 11 毫米,所以 1,0,8是有效數字. 

科學記數法 

例 432000米=4.32x105 米 

   50000米= 

學生做題 

結 

論 

結論: 誤差跟測量工具或進行測量的人有關.所以誤

差可以減少,但是不能避免. 

學生聆聽 

作業 練習冊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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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第二章 簡單的運動 

教學目標 1.學生能理解何為機械運動; 

2.知道運動和靜止是相對性的.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問某位同學由家中返到學校,這個過程發生了什麼變化? 學生思考 

 

 

發 

 

 

 

 

 

 

展 

位置 

又問物體位置的變化在物理上叫什麼?這就是今天我們要

講的機械運動變化. 

什麼叫機械運動:物體位置的變化叫機械運動. 

例;汽車,跑步,流星等,那麼,有沒有絕對不動的物體呢?  

沒有 

因為地球圍繞太陽公轉,地球在運動而地球上所有物體都

在運動,那麼,宇宙中的物體都是運動的,但是有些東西看

上去是靜止的何解?其實主要是用什麼來作標準,通常被

選作標準的物體叫參照物.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實驗:將課本平放在桌上,課本上放筆盒,推動課本使它沿

桌面慢慢移動,讓學生思考. 

1. 選取桌子作標準,尺子和課本是運動的還是靜止的? 

2. 選取課本作標準,尺子和桌子是運動的還是靜止的? 

3.  選取尺子作標準,桌子和課本是運動的還是靜止的? 

學生做題 

結 

 

論 

總結:相對於不同的標準,物體的狀態是不同的,所以描述

物體是否運動需要選一標準. 

學生聆聽 

作 

業 

練習冊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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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第二章 簡單的運動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判斷物體是運動或靜止; 

2. 知道何為參照物.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何為參照物?  學生思考 

 

 

發 

 

 

 

 

 

 

 

展 

:判斷物體的運動情況時,被選作標準的物體叫參照物. 

同一件物體,是運動還是靜止的?取決於取什麼作為參

照物,這就是運動和靜止的相對性. 

火車在中途行駛和進站兩個過程中,若以車站作參照

物,火車是否做機械運動. 

在行駛和進站這兩個過程中,火車做的機械運動有什

麼不同? 

火車在哪種過程中運動的快慢幾乎不變? 

若火車行駛的路線是直線而快慢不變這種機械運動就

是我們所要學的最簡單的機械運動,叫勻速直線運動. 

勻速直線運動:經過的路線是直線且快慢不變的運動

叫勻速直線運動.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例1. 某人乘坐一列行駛的火車 

a. 某人相對地面上的屋是… 

b. 某人相對於他坐的車厢是…. 

c. 小明相對坐在他身旁的人是… 

d. 另一列火車相對小明坐的火車以相同的速度

及方向相同而行,小明相對這列車是… 

例2. 某人坐在行駛的火車上,若他以車為參照物,他

自己是____路旁的屋是____ 

若以屋為參照物則他是_____列車是______. 

例3. 正在行駛的貨車以地面為參照物時,貨車是

_______. 

以貨車上的貨物為參照物時,貨車是______.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同一件物體,是運動還是靜止的?取決於取什麼作

為參照物,這就是運動和靜止的相對性. 

學生聆聽 

作業 練習冊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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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第二章 簡單的運動 

教學目標 1.學生能理解速度; 

2.知道速度的計算.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何為勻速直線運動? 

賽跑時,怎樣才知道誰跑得快? 

單車和汽車哪種快?怎樣判斷? 

學生思考 

 

 

發 

 

 

 

 

 

 

展 

:經過的路線是直線且快慢不變的運動叫勻速直線運動. 

速度:是表示物體運動快慢的物理量. 

在勻速直線運動中,速度等於物體單位時間內通過的路程. 

速度的計算 

速度=路程/時間 

v=s/t 

速度符號:v   單位:米/秒 

路程符號:s   單位:米 

時間符號:t   單位:秒 

1 米/秒=(1/1000千米)/(1/3600時) 3.6千米/時 

1 米/秒=3.6千米/時 

1 千米/時=1/3.6米/秒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例 1:有一作勻速直線運動的物體在 5 分鐘通過的路程是

12 千米,求這個物體的速度是多少千米/時?合多少米/秒? 

 

學生做題 

結 

 

論 

總結: 前面己說過勻速直線運動是很少見的,我們經常見

到的大部份物體的運動都是變速的,運動路線也是曲線,例

如:火車在起動,行駛,進站和刹車這些過程也不是固定不

變的,那麼用什麼表示變速物體運動的快慢呢?那麼就需

要變速運動和平均速度的概念. 

 

學生聆聽 

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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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第二章 簡單的運動 

教學目標 1.學生能理解平均速度; 知道平均速度的計算.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何為變速運動 平均速度? 學生思考 

 

發 

 

展 

運動物體的速度是變化的,這種運動叫變速運動 

平均速度是表示變速運動中物體快慢的物理量 

變速運動比勻速運動复雜,所以只作粗略研究. 

平均速度=路程/時間 

v=s/t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應 

 

 

 

 

 

 

 

 

 

 

 

 

 

 

 

用 

例 2.一架飛機在 2 小時內飛行了 1440千米,它的速度

是多少米/秒? 

例 3.一輛汽車從甲地駛往乙地,前半路程內平均速度

為 30 千米/時,後一半路平均速度為 120千米/時.在全

程內這輛汽車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比較兩速度大小 

1. 20 米/秒___37千米/時 

2. 15 米/秒____55千米/時 

3. 1 米/秒____1千米/時 

4. 10.5米/秒___40千米/時 

5. 1/5 米/秒____1千米/時 

6. 9 米/秒____35千米/時 

例4. 飛機在 15 分鐘內飛行 270千米.它的速度是多

少千米/時?合多少米/秒? 

例5. 汽車在 25 秒裡走過程為 0.25千米,則它的速度

是多少米/秒?共多少千米/時? 

例6. 物體作勻速直線運動 10秒內通過的路程為 120

米,若按這樣的快慢運動則 40 秒內通過的路程

為多少米?1小時內通過的路程為多少米? 

例 7.  某運動員騎單車從甲地出發速度為 4 米/秒,半

小時後到達乙地,問甲乙相距多少千米?  

學生做題 

結 

 

論 

總結:勻速直線運動是很少見的,常見的物體的運動都

是變速的,那麼用什麼表示變速物體運動的快慢

呢?那麼就需要變速運動和平均速度的概念.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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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梳,橡筋,音叉   

第三章 聲現象 

教學目標 1. 知道聲音是由物體振動發生的. 

2. 知道聲音傳播需要媒體.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把橡筋套在手,用手撥動橡筋聽到什麼?看到什麼現象?  學生思考 

 

 

發 

 

 

 

 

 

 

展 

把手指摸喉核同時發出聲音,手指有什麼感覺,這些都說明

什麼? 

結論:物體振動,就會發出聲音,振動停止,發聲也會停止. 

聲音是由於振動而產生 

那麼,振動的物體發出的聲音是怎樣傳播的? 

為什麼泡沬塑料球會彈起來呢? 

振動的物體發出的聲音是怎樣傳播的? 

以氣體,液體和固體作為傳播媒介的物質,叫做介質,而聲

音是依靠空氣來傳播. 

提問:是否只有空氣才能傳聲呢? 

游泳時在水裡可以聽到水面的聲音為什麼? 

一切氣體,液體和固體物質都能傳播聲音,但真空是不能傳

聲,聲音在不同的物質中傳播的快僈不同,書中表是一些物

質的聲速. 

在空矌矌地大叫,可以聽到回聲,它是怎樣形成的? 

利用回聲測海底深度,首先要知海水聲速 1531米/秒,需測

水面發聲音經水底再傳上水面的時間是來回.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利用回聲測海底深度,首先要知海水聲速 1531米/秒,需測

水面發聲音經水底再傳上水面的時間是來回. 

 

學生做題 

結 

 

論 

結論:物體振動,就會發出聲音,振動停止,發聲也會停止.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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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 聲現象 

教學目標 1. 知道樂音三要素.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何為樂音三要素?  學生思考 

 

 

發 

 

 

 

 

 

 

 

 

 

展 

音調,響度和音色  聲音有千差萬別,每天我們聽到的聲音,有

悅耳動聽,使人愉快的,有的嘈雜令人煩躁的.前者叫樂音,後者

叫噪音,有的聲音大,有的聲音低,這是什麼原因呢? 

1. 聲音高低用音調來表示 

我們知聲音是由於物體的振動而產生的,那麼,音調的高低必

然跟物體振動有關. 

演示:用硬紙片在梳上劃過一次快,一次慢,問為什麼會發聲? 

其中第一次音調高,第二次音調低為什麼?因為跟物體振動的

次數有關,即跟頻率有關. 

頻率:物體在 1 秒內振動的次數叫頻率 

物體振動得越快,頻率越大. 

剛才的實驗說明音調和頻率有什麼關係? 

音調是由發聲體振動的頻率決定的,頻率越大,音調越高,頻率

越少,音調越低.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在钢琴裡的中央 C調的振動的頻率每秒 262次,人發出的聲音

頻率妁 85-1100次. 

 聲音除了有音調高低的區別外,還有大小之分,但聲音的高低

和聲音的大小不是同一回事. 

聲音的高低用音調來表示,至於聲音的大小就用響度來表示. 

聲音的大小用響度來表示,剛才說音調跟頻率大小有關,至於

響度大時,物體振動大,相反聲音的響度小時,物體振動少. 

例:手指摸喉,發出大聲小聲,手有什麼感覺,大聲時喉頭振動

大相反就小. 

響度跟發聲體的振幅有關,振幅越大,響度越大,振幅越少,響度

越少. 

音色:發音除有音調,響度特徵外還有音色,它跟什麼因素有

關,這問題太复雜,不深入了解.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 音調,響度和音色為樂音三要素.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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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 聲現象 

教學目標 1. 知道噪聲的危害和控制. 

2. 知道減弱噪聲的方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什麼是噪聲?  

怎樣才能減弱噪聲呢? 

 

學生思考 

 

 

發 

 

 

 

 

展 

例:樂器演奏聲雖然是樂音,但若是干擾了人們工作或休

息也就成了噪聲,那麼怎樣計量噪聲強弱?要計量聲強弱

要用一個新的物理量,這個物理量是分貝. 

書 p31是一些聲音的分貝數. 

例:一般人說話時發音約 60dB,大聲時有 70 分貝. 

怎樣才能減弱噪聲呢?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有三條途徑:1.在聲源處減弱. 

           2.在傳播過程中減弱. 

3.在人身處減弱. 

 

學生舉例 

結論 減弱噪聲有三條途徑:1.在聲源處減弱. 

                  2.在傳播過程中減弱. 

3.在人身處減弱.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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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水,杯,銅塊,鋁塊   

第七章 質量 

教學目標 1. 掌握質量的初步概念和單位, 

2. 會進行單位換算.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我們知道粉筆是 3.5厘米,3.5厘米是粉筆的長度,課室的溫度

170c 度,170c 是溫度.若粉筆是 15 克,那麼,15克是什麼東西?  

學生思考 

 

 

發 

 

 

 

 

 

 

 

 

展 

它指的是粉筆的”質量”即重量,平時我們說”提高服務質量”

含意是甚麼?它與現在所講的是否相同?學完這章便清楚.我

們知道鐵門,木  等分別由鐵,木等物質組成. 

問鐵門和鐵鎖都由鐵這種物質組成,但是它們含有的鐵的多

少是否相同? 

有的不同(學生回答) 

一杯水比半杯水含有的水多,木塊比木  所含的木材少,因此

可知物體中含有物質有多和少的分別,因為物理學中用質量

來區別物體的多少的性質. 

板書  物質中含有物質的多少叫質量 

問:有了質量概念怎樣描述一杯水與半杯水的不同呢?鐵門與

鐵鎖呢?那就需要有質量單位. 

板書  質量的單位:千克(kg),吨(t),克(g),毫克(mg) 

換算關係   吨     千克    克     毫克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例 0.5克=500毫克=0.0005千克 

   20吨=20000千克 20000000000毫克 

將一塊鐵壓成鐵片,形狀變,了但所含有的鐵的多少沒奱,

所質量也就不變. 

一塊冰溶成水或水結冰,它們的狀態都變了,但所含物質

沒變,也就是質量不變. 

一粉筆放在課室或教導處,家里甚至月球上,它所含物質

多少不變,即質量不變. 

物體的質量不隨形狀,狀態和位置而變化 

我們知道測長度用刻度尺,測溫度用溫度計,那麼測一物體質

量用什麼?如書 p79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 物質中含有物質的多少叫質量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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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托盤天平    

第七章 質量 

教學目標 1. 理解密度的概念;知道密度公式和單位. 

2.知道密度是物質的一種特性,記住水的密度..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复習什麼叫質量?質量有哪些單位?用什麼儀器測物體質量? 

一杯水和一杯白酒怎樣分別出來? 

一鋁塊和一銅塊怎樣分別出來?  

學生思考 

 

 

發 

 

 

 

 

 

 

 

 

展 

但是用頻色氣味來區分各種物質.有一定的局限,要將這些物

質分辨出,就需知道物質的其它性質,這個性質就是物質的密

度. 

實驗:將體積相同的銅塊,鉛塊放在天平上,它們的質量不相

等,銅塊質量較大(體積相同,質量並不相同) 

一塊銅和一塊木要它們質量相同,那麼木塊的體積必定大過

銅塊(即質量相同,體積並不相同),即體積同,質量並不相同,這

也是物質的一種特性,這一特性,在物理學裡叫做密度.那麼已

知物質的質量和體積,怎樣計算出密度. 

密度公式 

密度=質量/體積   

密度符號:ρ  單位:千克/米 3 

質量符號:m   單位:千克 

體積符號:v    單位: 米 3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1 克/厘米 3=1000千克/米 3 

例 1:銅的密度為 8.9x103 千克/米 3,意思是每立方米銅的質量

是 8.9x10 3 千克.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 用頻色氣味來區分各種物質.有一定的局限,要將這些

物質分辨出,就需知道物質的其它性質,這個性質就是物質的

密度.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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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第七章 質量 

教學目標 1. 理解密度的概念;知道密度公式和單位. 

2.知道密度是物質的一種特性,記住水的密度..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复習什麼叫質量?質量有哪些單位?用什麼儀器測物體質

量? 

 

學生思考 

 

 

發 

 

 

 

 

 

展 

1 克/厘米 3=1000千克/米 3 

例 2:一塊冰的質量是 72 克,體積是 40 厘米 3,求冰的密度.

當體積為 20 厘米 3 的冰密度是多大?為什麼? 

例 3:有一塊金屬質量是 750千克,體積為 2.5米 3,這塊金屬

的密度是多少?查表,這是什麼金屬? 

例 4:有一盛滿了油的杯,油和杯的總質量是 1.45千克,杯的

質量是 0.5千克.杯的容積是 1.2分米 3,求油的密度?  

例 5:用量筒盛了 30000升的某液體,這種液體的質量為

21300千克,求這種液體的密度? 

例 6:一塊長 2 米,寬 0.5米,厚 0.2米的金屬塊,質量為

1.78x106 克,求密度?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例 7:量筒的質量是 300克,倒入 50厘米 3 的某種液後,連量

筒稱得總質量是 340克,求密度?  

例 8:一個形狀不規則的銅塊,用天平測量得其質量是 17.8

千克,這個銅塊的體積是多少? 

 

學生做題 

結論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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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托盤天平 物理天平   

第七章 質量 

教學目標 1. 知道托盤天平基本構造,使用步驟.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在學校實驗室和工廠的化學實驗室常用天平來稱質量,常用

有托盤天平.物理天平.  

學生思考 

 

 

發 

 

 

 

 

 

 

 

 

展 

天平分類:a.托盤天平        b.物理天平 

測量物體質量時,物理天平和托盤天平的原理都一樣,但是物

理天平比托盤天平精密,所以用物理天平會比托盤天平复雜. 

托盤天平的構造(演示)橫樑,指針,分度盤,標度,游碼(移動游碼

相當於右盤加砝碼),托盤(左盤放被測物體,右盤放砝碼),平衡

螺母親(調節橫樑平衡)且每架天平配一盒砝碼. 

使用步驟 1.把天平放在水平台上,把游碼放在標尺左端的零

刻度線上. 

2. 調節橫樑右端的平衡螺母,使指針在分度盤的中線上,這時

橫樑平衡. 

3.將被測量物放在左盤用鑷子向右盤加減砝碼,並調節游碼在

標尺上位置直至橫樑恢復平衡.平衡後看右盤中砝碼總質量

然後加上游碼在標尺上所對刻度值. 

物體質量=右盤中砝碼總質量+游碼在標尺上所對的刻度值. 

使用托盤天平注意事項. 

1. 不能超過最大秤量. 

2. 用鑷子往盤裡加減砝碼時要輕拿輕放. 

保持天平干躁清潔,不要弄灦弄髒砝碼,以免锈蝕.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1. 50 千克=_______吨    

2.  77克=________毫克 

3.  45毫克=______千克 

用天平測量某液體的質量時,先測量容器質量,使用了以下砝

碼,20克,10克,20毫克.20毫克.再將被測液物倒進容器中,測量

它們的總質量,使用了以下砝碼:50 克,10克,10毫克,10毫克.

求被測液物的質量.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 物體的質量=右盤中砝碼總質量+游碼在標尺上所對的

刻度值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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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粉筆盒 彈簧   

第八章 力 

教學目標 1. 知道力的單位是牛頓,認識 1 牛頓有多大. 

2. 知道彈簧秤是測量力的大小的儀器. 

3. 知道彈箕秤的構造和原理,會正確使用彈箕秤.  

4.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我們知道測長度需規定長度單位----米 

測量時間需用到時間單位---秒 

那麼測量力,需要用到什麼單位呢? 

 

學生思考 

 

 

發 

 

 

 

 

 

展 

一. 力的單位;牛頓  簡稱:牛  符號:N 

那麼,1 牛有多少呢? 

其實,拿起兩只雞蛋所用的力,大約就是 1 牛頓. 

要測量力的大小,還必須有測量工具,那麼測量力的工具是用

彈簧秤. 

力的測量工具----彈箕秤 

彈簧秤的原理是什麼? 

彈簧簧秤組成 

結構:彈簧,刻度盤,指針,吊環,掛鉤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例:稱一稱物理課本的重量是多少?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 力的單位是牛頓. 

 

學生聆聽 

作業 練習冊第八章 

 

 



初二物理 
初二 

2004/2005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23

 

 

 

 

 

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粉筆盒 彈簧   

第八章 力 

教學目標 1. 理解力是一個物體對另一個物體的作用. 

2. 知道物體間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3. 會分析簡單情況下的受力物體與施力物體. 

4. 知道力可以改變物體的運動狀態. 

5. 知道力可以改變物體的形狀.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演示:一.手推粉筆盒.二. 手拉彈簧.三.手提粉筆. 

判斷誰是施力者 誰是 受力者 

提問:從演示中誰用了力?誰受了力? 

 

學生思考 

 

 

發 

 

 

 

 

 

展 

小結:人對物體可施力,機械對物體也可施力,某物體對另一物

體可施可推拉提等作用,物理學上稱這種作用叫做力. 

一. 力是物體對物體的相互作用. 

提問物體在力的作用下有什麼表現呢?也就是施的力對受力

物體有什麼效果呢? 

二. 力的作用效果 

1.力可以改變物體的運動狀態.例彈簧伸長了. 

2.力可以改變物體的形狀. 

提問:單獨一個物體能有力的作用嗎?力能離開物體

而存在嗎?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例:手提水桶時,手對水桶有____方向的作用力,這個力的施力

物體是____受力物體是______;同時水桶對手有_____方向的

作用力這個力的施力物體是_____受力物體是_____. 

.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 人對物體可施力,機械對物體也可施力,某物體對另一

物體可施可推拉提等作用,物理學上稱這種作用叫做力. 

學生聆聽 

作業 練習冊第八章  



初二物理 
初二 

2004/2005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24

 

 

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尺 彈簧   

第八章 力 

教學目標 1. 知道什麼叫力的三要素. 

2. 知道力的三要素能影響力的作用效果. 

3. 知道什麼叫力的圖示,會畫力的圖示,力的示意圖.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我們知道測長度需規定長度單位----米 

測量時間需用到時間單位---秒 

那麼測量力,需要用到什麼單位呢?  

學生思考 

 

 

發 

 

 

 

 

 

展 

力的圖示 

彈簧下端掛的鈎碼越多,彈簧伸得越長. 

問:力的作用效果有什麼? 

那麼力的作用效果跟什麼有關?跟力的大小有關. 

演示:手推門用同樣大小的力,方向都與門垂直,越靠近門軸門

關上得越慢. 

用同樣大小的力,方向不同推粉筆盒,在同一地方粉盒運動方

向不同. 

問:力的作用效果,除了與力的大小和力的方向有關外,還跟什

麼因素有關? 

力的三要素:力的大小;方向;作用點. 

影響力的作用效果的是力的大小,方向,作用點. 

用一條有箭頭的線段把這三者一起表示出來就叫力的圖示. 

力的圖示 

a. 畫圖形表示受力物體. 

b. 線段起點或終點為作用點. 

c. 畫出標度沿力的方向定一定的長度. 

d. 在線段末端畫箭頭來表示力的方向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例 1:甲同學用 50牛的力沿水平方向向右拉車,乙同學用 70牛

的力沿與水平 30 度角的方向拉車畫出兩力的圖示. 

例 2:放在與地面成 30 度角傾角斜面上的小車,受到沿斜向上

的 45 牛的拉力.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 力的三要素:力的大小;方向;作用點.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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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尺 彈簧   

第八章 力 

教學目標 1. 知道重力方向是竪直向下. 

2. 知道重力的作用點叫重心.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重力的方向:竪直向下 學生思考 

 

 

發 

 

 

 

 

 

展 

二. 我們知道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點.而重力三要素:大

小.方向,作用點. 

例:畫出以下物體受到的重力方向. 

 

 

 

 

 

 

 

 

 

 

 

 

 

 

從上面三個圖知道 G 是竪直向下 

質量均勻:外形規則的物體重心,都在幾何中心上,重力的作用

點都集中在物體中心.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1.質量是 50 千克的物體受到的重力是多少牛? 

2.重力為 980牛的物體的質量是多少千克? 

3.重 0.49牛的雞蛋,質量是多少克?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 重力的方向:竪直向下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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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尺    

第八章 力 

教學目標 1. 知道力的合成和分解. 

2.  掌握同一直線上二力的合成.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任何物體都受到力的作用,而且很多物體往往同時受到幾個

力的作用.例書本放在桌上書受到重力,同時桌子也有一個對

它的支持力,又如起重機吊起貨物,貨物這時受到重力,同時也

受到繩子對它的拉力.  

學生思考 

 

 

發 

 

 

 

展 

這一節課,要學習物體在同一直線上受到的兩個力的情況. 

書 p98圖 8-26 兩小孩同時提一桶水,而一個大人就可以提起,

一個大人的力所產生的效果跟兩個小孩的作用效果相同的. 

又如圖 8-27 兩個小孩同時拉一個小箱,而一大人就可以拉起,

所以一個大人的力所產生效果跟小孩一樣. 

物體往往同時受到多個力的作用,為了分析這問題,簡化起見

用一個合力代替兩個力就能使問題簡化,那麼,求兩個力

就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例 1:兩個小孩提水桶的力分別是 f1 和 f2,若 f1=50牛,f2=80

牛,那麼這兩個力的合力為何?方向如何? 

例 2:ab兩人推一件物體,a用 50牛的力向右推,b 用 20牛的力

向左推,兩人沿同一直線,物體受到合力是多少?方向如

何?並作出力的圖示? 

例 3:放在地面上的物體,其質量為 10 千克,求其受到的力及方

向,並作力的圖示. 

例 4:甲乙兩人合力推動一物體,甲用水平向左 20 牛的力推動

物體,乙用由左向右 30 牛的推力,求物體受到的合力. 

例 5:一輛車子在上斜坡時,受到機車向上的引力為 100牛,地

面上阻力為 20 牛,求車子受到合力及方向如何?畫圖示.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 物體往往同時受到多個力的作用,為了分析這問題,簡

化起見,用一個合力代替兩個力就能使問題簡化,那麼,求

兩個力就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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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尺 彈簧   

第八章 力 

教學目標 1.知道什麼是重力,重力產生的原因. 

2.理解重力大小跟質量成正比,即 G=mg. 

3.會根據質量求物重,會根據物重質量.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演示:粉筆頭.1.自由落下;2.竪直上抛;3.平抛;4.斜上抛. 

問:粉筆頭為什麼總要落到地面上?  

學生思考 

 

 

發 

 

 

 

 

 

展 

重力:一切物體沒有東西支撐它,都要落到地面,所以受到地球

引力產生了這種現象.地球對地面附近物體的引力叫做

重力,重力也簡稱為物重. 

一.重力:地球對對地面附近物體的吸引力叫做重力. 

問:對於重力,誰是施力者?誰是受力者? 

重力也有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點. 

演示:質量相同的銅,鋁,木塊掛在彈簧秤下端讀數相同,體積

哪個大? 

V 木塊>v 鋁>v 銅 

問:這實驗說明什麼問題? 

答:說明質量相同的物體受到的重力相同,重力跟物體的體積

無關係,也即是說,質量越大,它所受到的重力越大,所以,重力

跟質量成正比. 

重力跟它的質量成正比,它乞的比值是 9.8牛/千克,這是一個

定值符號為:g 

重力跟質量的關係可以用如下關係式: 

G=mg 

G 為重力   m為質量   g為重力常數 

這就是計算重力的公式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問:”1 千克等於 10 牛頓”這種說法對嗎? 

答:不對,因為千克是質量的單位,牛頓是力的單位,它們是不

相同的概念.應該說 1 千克的物體受到重力是 9.8牛頓.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 一切物體沒有東西支撐它,都要落到地面,所以受到地

球引力產生了這種現象.地球對地面附近物體的引力叫

做重力,重力也簡稱為物重. 

學生聆聽 

作業 練習冊第八章  



初二物理 
初二 

2004/2005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28

 

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小車   

第九章 力和運動 

教學目標 知道牛頓第一定律,慣性,慣性現象.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學過了力後知道一切物體都受到力的作用,我們也學過運動,

運動是相對的,一切物體都在運動,靜止只是相對來說,物體都

受到力同時也在運動.力的效果之一就是力能改變物的運動

狀態.可見,力和物體的運動有很密切的關係.在這一章就要學

習有關力和運動的知識.  

學生思考 

 

 

發 

 

 

 

 

 

展 

古希臘的學者,亞里斯多德早在兩千年前提出力是維持物體

運動的原因? 

他提出一個物體如一架車運動起來後,必須用力才能,使它不

停地運動,若失去了力後運動會停下,初看起來,他的觀點似乎,

符合實際情況.所以,這個觀點,在人類歷史上統治了近 1700

年,直到 300年前,人們才開始對這個觀點是否,正確提出科學

的論斷. 

雖然找一塊無限光滑的平面是不可能,但可以認為小車將永

遠運動下去,這就是歷史上伽利略通過實驗得出來的結讑. 

後來法國科學家笛卡兒進一步補充伽利略的結論,他認為如

果運動物體不受到任何力的作用,不僅速度大小不變,而

且運動方向也不變,將沿著原來的方向勻速永遠運動下

去,最後英國著名物理學家牛頓總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建立力和運動的關係的第一條規律,牛頓第一定律.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實驗:小車為什麼停下來?小車在水平毛巾面上受到了阻力,亞

里斯多德,認為維持運動必須有力,現在小車恰恰是因為受了

阻力,它的運動不能維持,若想小車走遠該怎樣做?第二圖:用

棉布作表面,重複上述實驗可以看到它比用毛巾時滑更遠為

什麼?第三圖:用木板作表面,可以看木板滑動後停下的位置比

毛巾和棉布更遠. 

現在想一想:把水平放置的木皮表面換成一塊比較光滑的板,

而且阻力無限小的光滑平面上,重複上述的實驗,小車將

怎樣運動?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 一切物體都有慣性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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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小車   

第九章 力和運動 

教學目標 知道牛頓第一定律,慣性,慣性現象.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從牛頓第一定律知道,任何物體都具有保持靜止狀態勻速直

線運動狀態的,我們把物體保持運動狀態不變的性質叫做慣

性.牛一定律也叫慣性定律. 

一切物體都具有慣性的性質.  

 

學生思考 

 

 

發 

 

 

 

 

 

展 

小車突然拉動時,木塊由於要保持原來的靜止狀態,所以要向

前倒.物體表現出慣性是我們經常遇到. 

如:當汽車突然起動時,車上乘客原來保持運動狀態,但身體由

於慣性要保持靜止狀態.所以人要向後倒,同一道理,當汽車突

然刹車時,車上的人會向前倒,主要由於人處於運動狀態,但當

刹車時人仍然保持原來的運動狀態,所以人會往前倒,所以慣

性是造成許多交通事故的原因,由於行駛中的汽車當突然刹

車時,由於慣性不能立即停,若刹車車上的人也要向前運動一

段距離,所以,車速越快,刹車向前運動的距離越長.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我們知道牛頓第一定律:物體不受力的作用時,物體總保靜止

狀態或勻速直線運動狀態,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反過來說

呢?物體保持靜止或勻速直線運動狀態時,物體不受到力

的作用,這是絕對不能,因為地球上一切物體都受到力的

作用,物體保持靜止或勻速直線運動的情況也是普遍的.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 從牛頓第一定律知道,任何物體都具有保持靜止狀態

勻速直線運動狀態的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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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小車 木板     

第九章 力和運動 

教學目標 知道牛頓第一定律,慣性,慣性現象.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學過了力後知道一切物體都受到力的作用,我們也學過運動,

運動是相對的,一切物體都在運動,靜止只是相對來說,物體都

受到力同時也在運動.力的效果之一就是力能改變物的運動

狀態.可見,力和物體的運動有很密切的關係.在這一章就要學

習有關力和運動的知識.  

學生思考 

 

 

發 

 

 

 

 

 

展 

古希臘的學者,亞里斯多德早在兩千年前提出力是維持物體

運動的原因? 

他提出一個物體如一架車運動起來後,必須用力才能,使它不

停地運動,若失去了力後運動會停下,初看起來,他的觀點似乎,

符合實際情況.所以,這個觀點,在人類歷史上統治了近 1700

年,直到 300年前,人們才開始對這個觀點是否,正確提出科學

的論斷. 

雖然找一塊無限光滑的平面是不可能,但可以認為小車將永

遠運動下去,這就是歷史上伽利略通過實驗得出來的結讑. 

後來法國科學家笛卡兒進一步補充伽利略的結論,他認為如

果運動物體不受到任何力的作用,不僅速度大小不變,而

且運動方向也不變,將沿著原來的方向勻速永遠運動下

去,最後英國著名物理學家牛頓總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建立力和運動的關係的第一條規律,牛頓第一定律.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實驗:小車為什麼停下來?小車在水平毛巾面上受到了阻力,亞

里斯多德,認為維持運動必須有力,現在小車恰恰是因為受了

阻力,它的運動不能維持,若想小車走遠該怎樣做?第二圖:用

棉布作表面,重複上述實驗可以看到它比用毛巾時滑更遠為

什麼?第三圖:用木板作表面,可以看木板滑動後停下的位置比

毛巾和棉布更遠. 

現在想一想:把水平放置的木皮表面換成一塊比較光滑的板,

而且阻力無限小的光滑平面上,重複上述的實驗,小車將

怎樣運動?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 一切物體都有慣性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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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小車   

第九章 力和運動 

教學目標 知道二力平衡條件.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在日常生活中,見過哪些物體受到力的作用並保持靜止狀態? 

例:課室裡的吊燈受到重力和拉力,吊燈保持靜止狀態,桌子放

在地上受到重力和地面對它的支持力,桌子保持靜止狀態,而

物體受到力的作用下,保持勻速直線運動的情況,我們日常生

活也見到.  

學生思考 

 

 

發 

 

 

 

 

 

展 

二力平衡條件: 

1. 兩個力作用在同一個物體上; 

2. 大小相等; 

3. 方向相反; 

4. 作用在同一直線上. 

根據這個結論可知,若彼此相互平衡的兩個力的合力為零,所

以,懸掛著的風扇受到向下的重力和向上的拉力. 

當風扇靜止不動時,受到向下的重力和向上的拉力,一定是大

小相等,方向相反,並且在同一直線上,如果知道風扇受到

的重力大小就可知風扇的拉力.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例:一架汽車在一段平直的高速公路上勻速行駛,汽車受到重

力地面對它的支持力,水平向前的引力和向後的阻力,火車也

是一樣,所以物體在受到多個力的作用時,如果物體保持靜止

或勻速直線運動狀態,我們就說這些力相互平衡. 

根據這個觀點,我們可以從吊燈的靜止狀態,可知吊燈受到的

重力和拉力相互平衡.而二力平衡的情況是最簡單,我們先研

究這種情況. 

例:把一塊木放在桌子上,左右有兩個力分別是 f1 和 f2,若兩力

大小不等時,木塊能否靜止,為什麼?若 f1>f2 木塊能否靜

止?若要使木塊靜止,兩個力應該滿足哪些條件?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 二力平衡條件:兩個力作用在同一個物體上;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線上.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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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尺   

第九章 力和運動 

教學目標 會畫圖及分析二力平衡.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當風扇靜止不動時,受到向下的重力和向上的拉力,一定是大

小相等,方向相反,並且在同一直線上,如果知道風扇受到的重

力大小就可知風扇的拉力. 

學生思考 

 

 

發 

 

 

 

 

展 

畫出以下物體受到的力(這些物體處於靜止狀態) 

 

 

 

 

 

 

 

學生聆聽 

 

 

學生回答 

 

 

 

學生聆聽 

應 

 

用 

以下圖中作用在物體上的力屬於平衡力是______ 

                        2牛       

 

2 牛   2牛   2牛           2牛        4牛 

     (a)              (b)            (c) 

           2牛                       2牛                

                2牛 

2 牛                        2牛                 

       (d)            (e)            (f)    4牛                                          

                                              

 

學生做題 

結論 結論: 二力平衡條件:兩個力作用在同一個物體上;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線上.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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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第九章 力和運動 

教學目標 知道什麼是摩擦力; 摩擦力大小跟壓力和接觸面粗糙程度有關.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靜止在地面上的物體受到哪些力的作用? 若給物體加一個水平向右

的推動,沒有令到物體推動,則物體共受到哪些力的作用?  

學生

思考 

 

 

發 

 

 

 

 

 

展 

那麼,物體受到的阻力就是摩擦力,那麼什麼是摩擦力? 

摩擦力:兩個力相互接觸的物體當它們要發生或己經發生相對運動

時,就會在接觸面上產生一種阻礙相對運動的力,這種力叫摩擦力. 

現在我們先研究什麼情況下才產生摩擦力? 

而桌子和地面接觸,當桌子要運動時,產生了阻礙相對運動的力,這個

力就是摩擦力,但是當桌子運動起來後,我們不再用力推它桌子很快

停下來,其原因是桌子受到摩擦力,可見,桌子和地面接觸,桌子在地面

上己經發生相對運動,這個時候也有摩擦,至於摩擦力是怎樣產生的,

產生的原因是什麼? 

一般認為摩擦力的產生就是因為物體的表面不光滑,甲乙兩個物體

接觸時,由於擠壓(貼在一起)兩個物體的相交部份甲物體要發生運動

或己經發生相對運動時,乙物體對甲物體有一種阻礙作用,這個作用

就是摩擦力,要研究摩擦力的大小,首先要測量摩擦力的大小. 

一個物體在另一物體滑動時,力跟什麼有關係呢?例:書 p109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例:在北方下雪時,由於路面己經很多雪,而且很滑,所以,就會在路面

上加上一些木槺或煤渣,這是為了增大摩擦力.而有時摩擦力是要減

少的,剛才所講摩擦力跟壓力和粗糙程度有關,所以要減少壓力和它

的粗糙程度,但這些不能很滿意地令摩擦力減少,古時人類便找出一

個更好的減少摩擦的方法. 

例.古埃及人利用滑條把一塊塊的大石由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

都是利用滾動的方法來減少巨石對地面的摩擦力.而很多機器就利

用滾動軸來減少摩擦力. 

至於什麼是滾動軸及有什麼作用,將來會學到. 

它是在一些車的需要轉動的位置來加的,還有一個減少摩擦力的法

是加上潤滑油.例開門或關門,若不行,可加潤滑油來減少摩擦力. 

學生

做題 

結論 結論: 兩力相互接觸的物體當它們要發生或己經發生相對運動時,

就會在接觸面上產生一種阻礙相對運動的力,這種力就叫做摩擦力. 

學生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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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第十章 壓強 液體壓強 

教學目標 理解壓力,壓強的概念.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引入壓力的概念,通過前兩章的學習,我們己經力的概念有了初步的

認識,並知道了重力和摩擦力,現在我們再來認識一種力. 

我們往牆壁上按圖釘,給牆施加一個力,這個力的方向垂直於牆的表

面,這個力叫做壓力.  

學生

思考 

 

 

發 

 

 

 

 

 

展 

例:一個粉筆盒(木塊)放在黑板上,若施加上一個力的作用,粉筆盒會

不會掉下來,這個力都是壓力. 

例:拿起一件物體,手指給這物體的力垂直於這物體的側表面,這個力

都是壓力, 

甚麼是壓力? 

把垂直壓在物體表面上的力叫做壓力. 

好像剛才說過的,圖釘對牆壁的力,拿木塊手指對木塊的力等等都是

壓力. 

但壓力跟重力不同,主要原因是二者的作用性質不同(因為施力物體

不同,方向也不同,好像圖釘對牆壁的力 

但當一物體靜止在水平支撐面上時的壓力的大小等於物體的重力.) 

看書上兩個人在雪地上,一個步行著,另一個用滑雪板,為什麼步行的

人會陷入雪地中,而踩滑雪板的人沒有陷入雪地中. 

我們可以想想是不是滑雪板的面積大於鞋面積而把壓力分散到大的

面積上去呢? 

解題時要注意面積單位一定要換成平方米得出的壓強單位才是帕.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壓力的大小跟什麼有關呢? 

壓力的作用效果跟壓力的大小有關 

為什麼步行的人會陷入雪地中,而踩滑雪板的人沒有陷入雪地中這

是否滑雪板的面積大於鞋的面積而把壓力分散到大的面積上. 

壓力也跟受力面積的大小有關. 

所以,比較壓力作用的效果需要比較單位面積上受到的壓力.  

學生

做題 

結論 結論: 壓力的作用效果跟壓力的大小有關. 學生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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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第十章 壓強 液體壓強 

教學目標 理解壓力,壓強的公式和單位.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為什麼步行的人會陷入雪地中,而踩滑雪板的人沒有陷入雪地中這

是否滑雪板的面積大於鞋的面積而把壓力分散到大的面積上. 

學生

思考 

 

 

發 

 

 

 

 

 

展 

壓力也跟受力面積的大小有關. 

所以,比較壓力作用的效果需要比較單位面積上受到的壓力. 

即物體單位面積上受到的壓力就叫壓強,而計算一個物體受到的壓

強,要用到一個公式,即壓強反映了壓力的強弱. 

壓強=壓力/受力面積  P=F/S   

壓強符號為 P          單位為牛/米 2 帕斯卡   還有百帕 千帕  

受力符號為 F          單位為牛 

受力面積符號為 S       單位為米 2 

解題時要注意面積單位一定要換成平方米得出的壓強單位才是帕.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例:1 帕=1 牛/米 2 表示每平方米面積上受到的壓力是 1 牛. 

至於怎樣減少壓強,就要利用增大受力面積的方法來減少壓強. 

例:坦克和拖拉機的履帶,它們由於要在很鬆散的地方行駛,所以為了

避免陷入沙地中就把它們加上履帶來增大受力面積從而減少它們對

地面的壓強.怎樣增大壓強就利用減少受力面積的方法來增加壓強. 

例:刀,針等為何做到非常鋒利?這是為了減少受力面積來增大壓強. 

例:一台機器重 100千克與地面接觸面積為 2 米 2,這台機器對地面的

壓強是多少? 

例:質量為 300千克的書桌有四只腳支在地面上,每腳的面積為 500

厘米 2,求桌對地面的壓強. 

例:自行車和人的重力之和為 1200牛,每車輪與地面接觸的面積為 2

厘米 2,人騎在自行車上時,這時地面的壓強是多少? 

例:一輛重 500牛的卡車停在路面上,卡車有四個車輪每個車輪與地

面接觸的面積為 0.001米 2,求卡車對地面的壓強? 

例:一塊磚的質量是 90 千克,長 20 厘米,寬 12 厘米,高 8 厘米,求這塊

磚平放,側放,竪放時哪個對地面的壓強最大?  

學生

做題 

結論 用減少受力面積方法增大壓強,增大受力面積的方法來減少壓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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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液體壓強計   

第十章 壓強 液體壓強 

教學目標 知道液體壓強的產生. 理解液體內部壓強的規律.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什麼叫壓強?列出壓強大小的計算公式,壓強的單位是什麼?  學生

思考 

 

 

發 

 

 

 

 

 

展 

放在水平面上的固體由於受到重力作用,對支持它的物體表面有壓

強,液體也受到重力的作用,但液體沒有固定的形狀,有流動性,盛在容

器內,對容器底部,側壁和內部有沒有壓強呢?如果有會有哪些點? 

例:一個裝滿水的塑料袋,若用針在袋的不同位置開孔,可看到水從小

孔中流出,而且向不同的方向,由這實驗可看到水對塑料袋有壓力也

就是液體也有壓強. 

1. 液體對容器底部的壓強 

 這個容器的底部是一個橡皮膜,注戊水後橡皮膜向下突出,為什麼會

有這現象呢?這說明了液體對容器的底有壓強. 

2. 液體對容器側壁有壓強 

這個容器的側壁上開一個口用橡皮膜套上注入水,膜向外突出,為什

麼會有這現象發生呢?原來液體對容器的側壁也有壓強,液體對

側壁的壓強是因為液體有流動性.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剛才的實驗可看到液體對容器的底部和側壁都有壓強,但液體內有

沒有壓強呢?若有壓強這個壓強有什麼規律呢? 

為了進一步研究液體的壓強,我們來熟悉一種儀器----壓強計 

壓強計的構造 

兩端開口的 u 形管中裝入一種液體(紅色水)金屬盒和 u 形管的一個

開口用橡皮管相連金屬盒的口上套上一個橡皮膜. 

若橡皮膜上受到一個壓強,u 形管兩旁的液體就會出現高度差,壓強

越大,液面的高度差也就越大,也就是液面的高度差可以反映弓表示

壓強的強弱. 

現在將金屬盒放在不同深度的地方,實驗表明金屬盒放得越深,受到

壓強越大. 

所以,液體壓強不同於固體壓強,液體壓強的特點是 p121.  

學生

做題 

結論 結論:液體存在壓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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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液體壓強計   

第十章 壓強 液體壓強 

教學目標 知道液體的計算.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由於同一深度,液體向各個方向的壓強相同,所以要計算液體的壓強,

只要計算某一深度,液體竪直向下壓強就可知道液體的壓強了.  

學生

思考 

 

 

發 

 

 

 

 

 

展 

若要知水深 20厘米處受到的壓強,我們可設在水深 20厘米的地方有

一個水平放置的正立體平面,邊長為 1 厘米,則這個正方形的面積是

s=1厘米 2 

a. 液柱的體積 v=sh=1厘米 2x20 厘米=20厘米 3 

b. 液柱的質量 m=ρv=1000kg/m3 x 20 x 10-6 m =20x10-3kg 

c. 液柱所受重力及對底面的壓力是相等的 F=G=mg=0.2N 

d. 液柱底部受到的壓強多少帕?  

P=F/S=ρshg/s=ρgh=2000帕 

由上推論,要計算深度為 h 的液體壓強的公式為 P=ρgh 

在計算液體壓強時可根據以上四個步驟進行,也可以用公式 P=ρgh 

在公式中一定要單位統一.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例:在 10 米深的海底下受到的壓強是多大? 

例:如圖容器裝滿水放在水平地面上 h1=50厘米,h2=30厘米,求 a點

壓強,b 點壓強? 

例:一個裝石油罐高 1.2米,內裝有 1 米深的石油,石油密度為

0.82x103kg/m3,罐底受到的石油壓強是多大? 

例:圖中示出三個高度相同底面積不等的容器,當容器里都盛滿相同

液體時判斷以下說法哪個是對的 

a. 底面積大的容器底受到的壓強小. 

b. 底面積小的容器底受到的壓強小. 

c. 容器底受到的壓強都相等. 

例:有三個容器中裝的都是水,關於這三個容器底受到壓強正確的是 

A. PA>PB  PB>PC  

B. PA<PB  PB<P C 

C. PA<PB  PB>P C 

D. PA<PB  PB=P C 

學生

做題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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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液體壓強計   

第十章 壓強 液體壓強 

教學目標 知道連通器的應用.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看書上 p123中的圖,茶壺,爐,水位計和乳牛自動喂水器等. 學生

思考 

 

 

發 

 

 

 

 

 

展 

這些容器雖然形狀大小不一樣,用途各異,但是它們在結構上有什麼

共通點.大家認真看一看,這些容器的共同特點是底部相連通.茶壺的

咀和肚.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類似的容器很多,現在我們就學習這類容器. 

這類容器叫做連通器. 

連通器:上端開口,下部相通的容器 

連通器有什麼特點?看書 p123實驗 

一個漏斗和一個玻璃吸管用橡皮管相連,注戊水後,水不流動時,兩個

容器的水面相平,所以連通器的主要特點是當連通器裡的液體若不

流動時它裡面的液體面總是保持相平. 

船閘就是利用這個原理造成的.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例:向牆上按圖釘,圖釘帽的面積是 1 厘米 2,圖釘尖的面積是 0.002厘

米 2,手指對圖釘帽的壓強是 2x105 帕,求圖釘尖對圍牆的壓強? 

例:一正方體地面的壓強為 4x103 帕,質量為 1800千克,求每一邊的長

度? 

例:長度為 20 厘米的杯里裝有 15 厘米的酒精,則杯里的酒精對杯底

受到的壓強是多少? 

例:單車和人的重力之和為 800牛,每個車輪與地面接觸的面積為 3

厘米 2,人騎車時對地面的壓強是多大? 

例:輪船底在水面下 2 米深的輪底破了個洞面積為 5000厘米 2,要想

堵住這個洞需對擋板施加多大的力? 

 

學生

做題 

結論 連通器:上端開口,下部相通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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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壓強計   

第十一章 大氣壓強  

教學目標 1. 認識大氣壓的存在. 

2. 了解托里拆利實驗的原理.記住大氣壓的值.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我們學習了壓強,知道固體能夠產生壓強,液體也能產生壓強.那麼氣

體能否呢?  

學生

思考 

 

 

發 

 

 

 

 

 

展 

看書 p129,現在大家都知道什麼是馬德堡半球實驗,空氣把兩個金屬

半球緊緊地壓在一起,16匹馬都很難把它們分開,對於這個實驗同學

們想一想空氣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力呢? 

原來在我們生活的地球周圍被一層很厚的空氣包圍著,這層空氣層

又叫大氣壓.這些空氣由於受到重力作用而且能流動,因此空氣內部

向各個方向都有壓強,所以這層大氣壓對於在地球上任何物體都有

壓強.這個壓強叫做大氣壓強,簡稱大氣壓. 

所以,剛才馬德堡半球實驗裡兩個金屬半球裡的空氣抽出來,兩個金

屬半球在大氣壓的作用下被緊緊地壓在一起,所以十多匹馬也

難將它們分開.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一. 大氣壓強 

空氣內部向各個方向都有壓強,大氣對浸在它裡面的物體的壓強叫

大氣壓 

第一個實驗:玻璃杯上裝滿水,然後在上面加一塊硬紙片,將它倒轉過

來,可看到紙不會掉下來,何解? 

第二個實驗:把一個杯子裡面底部放一些沙子,然後用一塊棉花浸在

酒精裡再點燃,馬上放入杯裡,用剥了皮的雞蛋堵住杯口,

這會有什麼效果? 

大氣壓強值約為 105 帕 

大氣壓強這麼大為什麼我們感覺不到呢? 

例在一個標準大氣壓下做托里拆利實驗當玻璃管中的水銀柱穩定後

在管頂開一小孔, 管裡水銀將… 

1.往上沖;                  2稍為下降一些;                         

3 降到和管外水銀面相平;    4保持原來高度不變. 

學生

做題 

結論 空氣內部向各個方向都有壓強,所以這層大氣壓對於在地球上任何

物體都有壓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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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壓強計   

第十一章 大氣壓強  

教學目標 1. 了解大氣壓強隨高度的增加而減少; 

2. 大氣壓隨時間變化, 

3. 記住標準大氣壓的值.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大氣壓強是變化的,影響大氣壓的因素很多 學生

思考 

 

 

發 

 

 

 

展 

上節課己講拆利實驗,在海平面測得大氣壓相當於760毫米水銀柱產

生的壓強,那麼若我們所在的地方,高於海平面,大氣壓仍然是否等於

這個數呢? 

大氣壓是由於中氣層受到重力作用而產生的,離地面越高的地方,上

面的大氣層越少,那裡的大氣壓越少.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活塞式抽水機和離心泵 

人類的生活處處離不開水,最常見是食用水,工業生產用水等都需要

從河里和地下水層抽取,所以抽水機經常用到的設備,它的原理就是

利用大氣壓把水壓上來,現在問題是怎樣把水從活塞下面移到上面,

看書 p134 

活塞式抽水機和離心泵都是利用大氣壓的作用而工作的. 

 

 

學生

做題 

結論 活塞式抽水機和離心泵都是利用大氣壓的作用而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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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浮力工具   

第十二章 浮力  

教學目標 1. 知道什麼是浮力,浮力的方向. 

2. 理解浮力的產生原因. 

3. 理解物體的浮沉條件.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木塊可以浮在水面上靜止不動,浸在水中的球放手後能從水底浮上

來. 

學生

思考 

 

 

發 

 

 

 

 

 

展 

提問:木塊為什麼能浮在水面?球為什麼能從水底浮上來? 

首先分析木塊和球受到哪些力的作用. 

浮力:浸在液體的物體受到的液體向上托的力,叫做浮力. 

那麼浮力是怎樣產生呢?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浮力的方向---竪宜向下 

總結:.1 物體上浮下沉是運動的過程,此時物體受非平衡力作用,下沉

結果是沉到液體底部,上浮結果是浮出液面.最後浮於面; 

1. 物體的浮沉主要由於物體的重力與浮力來決定.物體重量大

於浮力時下沉;若浮力大於重量上浮而成為漂浮. 

 

學生

做題 

結論 浸在液體的物體受到的液體向上托的力,叫做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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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阿基米德原理實驗器   

第十二章 浮力  

教學目標 1.理解阿基米德定律,能用阿基米德定律和解決計算簡單問題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一切浸入液體裡的物體都受到液體對它的竪直向上的浮力,那浸在

液體裡的物體受到的浮力有多大?  

學生

思考 

 

 

發 

 

 

 

 

 

展 

在二千年前希臘學者阿基米德發現關於浮力大小,有關浮力大小,有

關知識就是今天要學的阿基米德定律. 

F 浮力=F 向上-F 向下 浮力=物體在空氣中秤的讀數-浸在液體中的讀數 

先看書 p143 圖 12-6 首先在空氣中稱出石塊受到的重力然後再在

溢水杯裡稱出石塊受到的重力,根據這兩個數据再求出石塊受到的

浮力(4 牛-3 牛=1 牛) 

由於石塊放在水中,所以會排出水,再稱出水的重力而水和的重力為

4牛,水桶重 3牛則水的重力為 1牛,可看到,浸在水中的石塊受到的浮

力跟它排開的水重有什麼關係?(相等)即浮力=石塊排開水時水受到

的重力 

圖 12-7先稱出木塊的重力,然後再把木塊慢僈在溢水杯排到小桶中,

然後再稱出水的重力1牛,可知浮在水上的木塊受到的浮力跟它排開

的水重有什麼關係?(相等)即木塊受到的浮力等於木塊排開水時水

受到的重力. 

阿基米德原理,浸在液體裡的物體受到竪直向上浮力,浮力的大小等

於它排開的液體受到的重量.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而計算浮力的大小可用一公式 

F 浮力=G 排=ρ 液 gV 排 

阿基米德原理也適用於氣體 

例:重 17.8牛的銅塊,當它浸沒在水中時,受到多大的浮力? 

例:一塊體積為 800厘米 3 的木塊,浮在水面上恰好能排開 500厘米 3

的水,試求木塊受到的浮力及木塊的密度. 

例:一石塊放入量筒中後,筒內水面上升 20 厘米 3,石塊在水中受到的

浮力是多大? 

 

學生

做題 

結論 一切浸入液體裡的物體都受到液體對它的竪直向上的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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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阿基米德原理實驗器   

第十二章 浮力  

教學目標 1. 了解物體平均密度概念; 

2. 知道改變物體的平均密度,可使物體下沉懸浮或漂浮; 

3. 知道密度計算的構造用途及工作原理.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在遠古時人類為了過河就抱住或騎在一段木上順水漂流.這個是人

類最早的航行,這個原理是用木的密度小於水的密度的原理而得到

了浮力,後來人類發現了把木挖空成獨木舟,不但可坐人還有貨物,利

用空心是為了增大物體浮力,就算是現代化的輪船也保持著這種古

老的方法,所以,若要把一個銅球浮上水面只要把它做成空心就可以

令到這個空心的銅球排開更多的水來增大銅球的浮力.  

 

學生

思考 

 

 

發 

 

 

 

 

 

展 

例:某物體體積為 10 米 3,總體的 4/5 露出水面,求浮力? 

例:某物體體積為 4 米 3,浸在煤油中是總體積的一半,求浮力? 

例:體積為 9 厘米 3 的銅塊,浸在酒精中受到浮力是多大? 

例:物體體積為 12 米,把它放入水中,有一半的體積露山水,把它放在

煤油中有 1/3 露出液體表面,求這液體的密度?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例:一石塊質量為 7千克,密度為 3.5x103千克/米 3,浸在煤油中,受到的

浮力是多少? 

例:空心鋁球 4千克,體積為 0.007米 3,浸在水中,鬆開手後鋁球將上浮

還是下沉? 

例:物體質量為 0.8千克,漂浮在煤油中,露出液面體積為 0.004米 3,求

浮力及浸入液體中的體積和物體的密度? 

例:物體質量為 5 千克,漂浮在水面,求浮力及浸入水中的體積? 

 

學生

做題 

結論 要把密度大的物體浮在密度小的物體上,只要增大其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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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簡單機械   

第十三章 簡單機械 

教學目標 知道什麼是杠杆,能從常見的工具中辨認杠杆,確定杠杆的支點,動力

臂,阻力臂和動力,阻力.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閱讀 p153.使用機械目的為了省力或方便,提高生產,任何複雜機械都

由不少簡單機械組成,學習了簡單機械的知識是理解複雜機械的基

礎,杠杆是一種簡單機械. 

學生

思考 

 

 

發 

 

 

 

 

 

展 

一根硬棒在力的作用下,若能繞著固定點轉動,這根棒就叫杠杆. 

出示筷子,鉗子讓學生認出杠杆,為了解杠杆用途,先知道一些名詞 

支點:杠杆繞著轉動的點; 

動力:使杠杆轉動的力; 

阻力:阻礙杠杆轉動的力; 

動力臂:從支點到動力作用線的垂直距離; 

阻力臂:從支點到阻力作用線的垂直距離. 

注意:1.明確支點和力的作用線; 

1. 從支點用直角三角尺板畫與動力作用線相垂直的直線,並在垂足

標好直角符號. 

用區間號指明哪段是動力臂,並標明字號 L1 或 L 動.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例:畫出以下杠杆的作用力力臂 

例:一根輕質杠杆 ab長 1.8米,兩端分別掛有重物 20 牛,12牛,求平衡

時 o 點離 a端多遠? 

例:一輕杠 ao可繞固定轉軸 o 轉動,a端懸掛一電燈,當繩子 ab使杠杆

位於圖中,ab=4米,ob=3米,繩子拉力為 30 牛,求燈重. 

例:某人用長 1.4米的担挑,兩桶水的重量不同,當肩距離小桶一端為

0.8米時,担挑剛好平衡,大桶與水共重 240牛,若担挑重力不計,求

小桶與水共重多少? 

由杠杆平衡條件,可分析得出三種杠杆 

1. 省力杠杆:動力臂大於阻力臂; 

2. 費力杠杆:動力臂小於阻力臂; 

3.  等臂杠杆:動力臂等於阻力臂; 

學生

做題 

結論 一根硬棒在力的作用下,若能繞著固定點轉動,這根棒就叫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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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滑輪 砝碼   

第十三章 簡單機械 

教學目標 知定滑輪,動滑輪及滑輪組的作用,會根據滑輪的掛線方法半斷使用滑

輪組的省力情況和根據要求正確選擇定滑輪和動滑輪的個數組成滑

輪組並將繩子繞好.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看書 p157,為了提升物體,那人用一個”周邊有槽的輪子”來令到這個

物件提升,這個輪子就是我們要學的簡單機械一種,這個就是滑輪,滑

輪有兩種:定滑輪和動滑輪. 

學生

思考 

 

 

發 

 

 

 

 

 

展 

例:在球場上的旗杆,它的頂安裝一個定滑輪旗時,我們用力血下拉繩

就會往上升.顧名思義定滑輪工作時,它的軸固定不動,書 p158圖 13-9

左邊是一個定滑輪,它可把物件提升,右邊是一個動滑輪,可看若往上

提升物件時滑輪也會跟物件一起移動這樣的滑輪叫動滑輪. 

雖然定滑輪和動滑輪也是可以把重物提升,但是十們有甚麼分別?各

有甚麼好處呢? 

看書 p158頁圖中這兩個鈎碼是 4 牛,現用定滑輪點用彈簧秤來掛起

來,可看到彈簧秤讀數為 4 牛,現在用動滑輪把這 2 個鈎碼鈎上來,這

兩個彈簧讀數為 2 牛.可看定滑輪把重物吊起不能省力,但動滑輪郤

能省力,而且省一半力. 

即是說定滑輪不省力,但可以改變力的方向,動滑輪能省一半力,但不

能改變力的方向. 

不論是動滑輪還是定滑輪,它們都是杠杆的變形為什麼這樣說? 

看書.所以用滑輪組時,滑輪組用多少段繩吊者物體所用的力就是物

重的幾分之一.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例.某人用圖示滑輪組提重物,若物體質量是2000千克,需用多大提力

才能把物提起? 

例:一個物體重為 50牛,當圖甲所示,使用時拉力為_____牛,當按圖乙

使用時拉力為_______牛. 

例:如圖有四個滑輪組,若分別用來把重 120牛的物體提起,f1=___

牛,f2=____牛,f3=________牛,f4=________牛. 

例:某建築工人在向樓頂運料時用如圖示滑輪組,若物重為 3000牛,

問工人要用多大拉力才能將它運上去. 

學生

做題 

結論 滑輪組用多少段繩吊者物體所用的力就是物重的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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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第十四章 功 

教學目標 1.理解做功的兩個必要因素,認識在什麼情況下對物體做了,功在什麼

情況下沒有做功. 

2.理解計算功的公式和單位,並會用功的公式進行簡單計算.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先回憶這本書的力學部份,主要是研究力和運動的規律性知識而本

章主要討論力和運動的一個重要概念,這就是”功”,大家對”功”這個

字應不陌生,如”功課”,” 功勞”,” 立功”等,這些詞中具有”成效”的意思,

而力學的”功”就有另外的含義.  

學生

思考 

 

 

發 

 

 

 

 

 

展 

看書:p166做功實例圖引導學生觀察並討論出這些圖的共同點,甲圖

車把一件貨物提起.乙圖,直升機吊起一件物;丙圖,火箭起飛;丁圖:馬

拉動木頭圦一段距離. 

以上四個都是有力作用在物體上,物體便會移動一段距離. 

提問:力和距離間有什麼關係? 

在力的作用下沿力的方向移動了一段距離,即力對物體做功. 

總結:從上面多個實例得出,物理學中必須兩個條件才能說這個

力對物體做了功. 

一. 做功的兩個必要因素: 

1. 作用在物體上的力; 

2.  在力的方向上物體移動了一段距離.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二. 功的公式 

  功=力 x 距離    W=F.S 

功的符號: W   力的符號:F   距離符離:S 

三. 功的單位 

力的單位:牛頓 

距離單位:米 

功的單位:焦耳  牛.米 

1 焦耳=1 牛.米 

把一只雞蛋勻速地舉高 2 米做功約 1 焦.  

學生

做題 

結論 功的兩個必要因素:作用在物體上的力; 在力的方向上物體移動了

一段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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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滑輪組 鈎碼   

第十四章 功 

教學目標 在物體做功的兩個基本因素,以及功的計算知識的基礎上通過實驗知,

使用任何機械時統一規律..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功的原理 

在日常生活或勞動生產中,人類為了做功方便常常使用某些機械,同

學們有否想到用任何機械做功會遵循什麼規律.  

學生

思考 

 

 

發 

 

 

 

 

 

展 

圖 14-4杠杆對物體的作用力是物重的平衡力 f 大小跟物重相等,所以

W=Gh 

例:工人在勞動中為了方便,用一斜面將物重 100000牛升高 0.5米,斜

面長為 4 米,物體在斜面上作勻速直線運動,求沿斜對物體的拉力? 

例:如圖滑輪組提一物.物重在滑輪重和摩擦可省,將物升 h 米,求需將

繩拉下多長? 

結論:使用滑輪組時,若滑輪組用 n 段繩吊物,則拉力作用點移動距離

為物體升高距離的 n 倍. 

例:斜面長 10 米,高 5 米,將重 80 牛,從斜面底拉上頂端所用拉力為多

大? 

例:用如圖滑輪組提升重物,若物被提升 2 米,則繩子自由端拉過的距

離是多少?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例:把重 50 牛的一桶水提高 0.2米,提力所做的功是多大? 

例:沿水平方向將一重 1000牛的小車推 50 米,推力為 200牛,則推力

做多少? 

例:重 500牛的物體在光滑水平面上,前進 2 米距離,求重力做功多少? 

例:某人拉著質量 50 千克的貨物,在平路前進 200米做了 5000焦的

功,求人的水平拉力? 

例:一列火車以 20 米/秒的速度,在平直軌道上勻速行駛,機車在水平

引力作用下,1 分鐘內做功 1.2x107 焦,求機車的引力? 

例:一輛滿載貨物卡車重 40000牛,以 10米/秒的速度在水平公路上勻

速行駛 1 小時引力是 3000牛,卡車做功為何?引力做功為何? 

學生

做題 

結論 功的原理:使用任何機械都不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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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滑輪組 鈎碼   

第十四章 功 

教學目標 1. 理解有用功和總功是客觀存在,從而知機械效率的概念; 

2. 知道什麼是有用功,額外功,總功; 

3. 知道什麼叫機械效率; 

4.  知道計算公式知道機械效率總小於 1.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機械效率 

用一個動滑輪把物體提升一距離,用機械把物由底往高移,雖然人做

了功,但滑輪不是我們要上移的物體,所以,當人用機械做功時有些額

外阻力是客觀存在,我們不能不考慮,若計算時必然會出現另一物理

概念來描述這規律. 

學生

思考 

 

 

發 

 

 

 

 

 

展 

又如 p170把一桶沙由底往上高升,雖然沙是我們要提物,但桶不是,

所以,人對沙做功,這個功叫有用功,但是桶不是要升的,但又不得不做

功,這個功叫額外功,兩者之和叫總功. 

任何機械本身都受到重力,所以使用任何機械除了做有用功外都不

可避免做額外功,而有用功跟總功的比值稱機械效率 η. 

η=w 有用/w 總 

由於有用功小於總功,所以機械效率總小於 1,通常機械效率用百分

數表示. 

例:用圖示滑輪組將 500千克貨物提升 1 米,拉力為 800牛,求有用功,

總功和機械效率?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例:如圖物重 300牛,當繩子拉力為 120牛,恰好能勻速提物,當提升高

度為 40 厘米,求有用功,總功和機械效率? 

例:用一長 5 米,斜面將重 100牛的物沿斜面勻速拉上,如圖當沿斜面

拉力為 50牛,重物恰能勻速沿斜面向上,求由 a拉至 b 所有用功,總功

和機械效率? 

例:沿長 5 米,高 1 米,斜面把重 200牛的實物,勻速拉到頂端所用拉力

為 200牛,求斜面的機械效率? 

 

學生

做題 

結論 機械效率總小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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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二級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 課時 40分鐘 x2 

人數 55人 教具 電腦  滑輪組 鈎碼   

第十四章 功 

教學目標 1. 理解功率,知道功率的物理意義,知道計算功率的公式及單位,會用

公式進行簡單計算.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入 在一建築工地要把一塊大石送到 20米高,大石塊重 50牛用起重機可

在2分鐘內將大石送上,若一工人把這石塊送上,所用時間可比2分鐘

長,但起重機和工人所做功是一樣的,但做相等的功時,起重機比工人

快,做功不但有個多少問題,還有快慢問題,在物理學裡用功率來表示

做功的快慢,因此,單位時間裡完成的功叫功率. 

學生

思考 

 

 

發 

 

 

 

 

 

展 

二. 功率公式 

功率=功/時間 

功率符號:p 

功的符號:w 

時間符號:t 

所以 p=w/t 

三. 功率的單位 

功的單位:焦 

時間單位:秒 

功率單位:焦/秒  瓦特 

功率是機器的主要技術性能之一,功率小做慢消耗能小,功率大做功

快消耗多. 

學生

聆聽 

 

學生

回答 

 

學生

聆聽 

應 

 

用 

例:一台機器在 3 分鐘裡做功 1.8x103 焦的功,它的功率是多大? 

例:一人用 20 秒時間將重 100牛的物,從 15 米深的井中提至井口,人

的功率為何? 

例:一台水泵機械功率是 1500瓦,在 1分鐘內可做多少功?這些功可把

重多少牛的水抽到 9 米高的地方? 

例:用一水泵能在 1 分鐘將 1200千克水抽到 8 米高的地方,水泵功率

至少是多大? 

學生

做題 

結論 功率來表示做功的快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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