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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电功》

1.题目：九年级《电功》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有适当的师生互动；

（3）要结合生活实例；

（4）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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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引入新课

演示物体下落，提出问题：重力势能如何变化？转化为什么能？什么力做了功？出示电

风扇、暖宝、手电筒，提问题：这些用电器工作时具有哪种形式的能？用电器工作时什么做

了功？

二、新课讲授

（一）电功的概念

暖宝工作的过程中、电风扇转动的过程中、白炽灯发光的过程中，各消耗了什么能？转

化为什么能？什么做了功？

学生思考回答，归纳：电流做了功，将电能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

提出问题：电流做功的多少，如何来表示？

（二）探究电流做功与哪些因素有关

1.提出问题，猜想假设

师提出问题，引发学生猜想，小组讨论：电流做功的多少与哪些因素有关？

2.设计实验

讨论实验方法。师提出问题：怎样判断和比较电流做功的多少？引导学生设计用控制变

量法及电流通过灯泡的亮暗（转换法）来比较电流做功的多少。

3.进行实验，记录数据

4.分析论证

小组讨论实验数据，归纳总结

结论：电流做功与电压、电流和通电时间成正比。

（1）电功的公式：W=UIt

（2）电功的单位：焦耳（J） 1J＝1V·A·S

三、巩固练习

有一只节能灯接在 220 V 的家庭电路中，通过它的电流为 0.09 A，计算这只灯使用 5 h

用电多少千瓦时？

四、归纳总结

学生自由发言，归纳所学，教师适时进行梳理。

五、布置作业

查找说明书，计算家里某用电器待机一月耗电多少？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 3 -

板书设计：

电功

电功：电流做功的多少

公式：W=UIt

单位：焦耳（J） 1J＝1V·A·S

第二篇 《分子的内能》

1.题目：九年级《分子的内能》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有适当的师生互动；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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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引入新课

教师播放视频：“蒸汽火车和火箭升空。”提出问题：推动火车和火箭的能量来自哪里？

引入课题。

二、新课讲授

（一）知识回顾

1、物体由于______具有的能叫做动能

2、物体由于______而具有的能叫做重力势能。决定重力势能大小的因素：物体的_____

和________

3、物体由于______而具有的能叫做弹性势能。决定弹性势能大小的因素______

4、分子热运动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5、分子运动的快慢与什么有关？

（二）观察对比

1、运动的篮球具有动能，运动的分子具有动能吗？

小结：分子作无规则运动而具有的能叫做分子动能

2、树上苹果由于地球的吸引而具有势能，分子间也存在相互吸引的力，分

子具有势能吗？

小结：互相吸引的分子具有势能

3、被压缩的弹簧的各部分互相排斥而具有势能，互相排斥的分子之间有没有势

能

小结：互相排斥的分子也具有势能，所以由于分子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力而具有的能叫做

分子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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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概念

学生归纳，教师完善，得出内能的概念

（四）概念辨析

学生分组讨论：内能和机械能是同一种形式的能吗？

小组汇报、辨析，师生总结：内能是分子具有的能，与物体内分子的热运动

及相互作用有关的能。机械能是物体作为整体所具有的能，与物体机械运动有关

的能。

明确：内能和机械能是不同形式的能。

三、巩固练习

回顾导入的问题，学生回答。

四、归纳总结

学生自由发言，归纳所学，教师适时进行梳理。

五、布置作业

思考问题：低温物体是否具有内能？

板书设计：

内能

一、内能

分子动能

分子势能

二、内能与机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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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浮力的定义》

1.题目：八年级《浮力的定义》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体现学生的主体性；

（3）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

（4）要结合生活实际。

【试题解析】

一、新课导入

教师出示“死海不死”的图片，提出问题：人受到了哪些力？

二、新课讲授

（一）知识回顾

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回答以下问题：

1.静止在桌面上的乒乓球，受到哪几个力。

2.将乒乓球托在手中，受到哪几个力。

小结：物体静止，说明桌子或手的支持力平衡了乒乓球的重力。

（二）深入思考

将乒乓球放到水槽中，学生思考：乒乓球是静止还是运动？受到了什么力？

对比两个实验过程，引导学生得到结论：乒乓球静止在水面，除受向下重力外，必受水

对乒乓球向上的“托力”，称之为浮力。得出浮力的概念

（三）拓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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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由举例生活中浮力的现象，如游船、鸭子、人游泳时感受到水的力

三、巩固练习

回顾导入的问题，死海上漂浮的人，受到了哪些力

四、归纳总结

教师提问，学生小结。

五、布置作业

思考作业：浮力是怎么产生的呢？

板书设计：

浮力

浮力：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力，这个力称为浮力

第四篇 《焦耳定律的实验》

1.题目：焦耳定律的实验

2.内容：

3.基本要求：

（1）在 10 分钟内完成试讲；

（2）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3）讲解焦耳定律实验的探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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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生活实例，激发兴趣

讲述 2008 百年一遇的南方雪灾席卷，展示图片电线上结了厚厚的冰，竿倒线断。给人

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造成经济损失 2000 亿。科技人员攻关研究出“直流融冰”新技

术，对冰熔化，避免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提出问题：这种新技术的基本物理原理是什么。产

生的热量又与哪些量有关？

二、新课讲授

电流通过导体时，导体要发热，电能转化成内能，这种现象叫做电流的热效应。像电暖

气等生活中很多用电器，通电以后会产生热量。“小太阳”电暖气和电炉都是由电炉丝发热，

电流通过导体时产生热量的多少跟哪些因素有关？请同学们作出合理猜想

实验一：探究产生热量 Q与电阻 R 的关系

1、当探究产生热量 Q 与电阻 R 的关系时，如何控制变量呢？一个 10 欧、两个 5 欧的

电阻丝，我们怎么选？

2、如何才能更好地让通过两个电阻的电流、通电时间一样？

学生观察现象，并思考问题：哪个电阻的液面差明显？说明了哪个电阻产生的热量多？

可以得到什么结论？

实验二：探究产生热量 Q与电流 I 的关系

1、当探究产生热量 Q 与电流 I 的关系时，如何控制变量呢？

2、一个 10 欧、两个 5 欧的电阻丝，我们怎么选

3、两个容器中密封同样的电阻，在另一个容器的外部，将一个电阻和这个容器内的电

阻并联，因此通过两容器中的电阻的电流就不同

观察实验，思考问题：哪边液面差明显？是电流大的还是电流小的产生的热量多？可以

得到什么结论？

实验三：探究产生热量 Q与通电时间 t 的关系

第一次通电 5s，第二次通电 10s.

观察实验，思考问题：哪次通电形成的液面差明显？产生的热量多少与通电时间有什么

关系？

师生总结：当电流通过导体时，电流越大、电阻越大、通电时间越长，产生的热量越多。

三、巩固练习

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列举生活中常用利用电生热的用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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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作业

回顾电流产生的热量与哪些量有关，作业：结合生活实例说说电生热的好处与危害。

板书设计：

焦耳定律的实验

.影响电流产生热量的因素：1、电阻的大小

2、电流的大小

3、通电时间的长短

第五篇 《力的概念》

1.题目：八年级《力的概念》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有适当的师生互动；

（3）要结合生活实例；

（4）配合教学内容适当板书。

【试题解析】

一、引入新课

组织学生掰手腕活动，以此引入力的话题。

二、新课讲授

（一）列举生活中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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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出现力的情况有哪些，学生自由列举：

1、马拉车

2、人提水

3、车撞树

（二）归纳力的概念

运用板书，选取不同类别的例子，分列书写：

引导学生按列进行归纳概括，分别得到物体、作用、物体。并尝试进行总结

力的概念

力的概念：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三）施力物体与受力物体

以上述情境为例，让学生尝试说出发生的力过程中，主动施力者和被动受力者，适时给

出施力物体与受力物体的概念。

三、巩固练习

列举生活中的其它例子，并说出其中施力者与受力者。

四、归纳总结

学生自由发言，归纳所学，教师适时进行梳理。

五、布置作业

思考问题：施力者与受力者的力相同吗？

板书设计：

力的概念

力：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施力物体：马、人、车

受力物体：车、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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