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第十八章电功率教学反思(模板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第十八章电功率教学反思篇一

通过上节教学，学生已经知道用伏案法测量用电器电功率的
方法，并且已经对伏案法测量小灯泡的电阻方法非常熟悉，
所以本节课对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并不存在问题。但是由于
本节的实验设计以及实验操作教科书中并没有给出详细的实
验目的、原理，实验步骤、结论，所以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也还是有一定难度，不过使得教师对学生实验能力的培养
和提高也是个难得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要着重让学生体会：
目的--原理--设计电路图--实物连结--实验表格--数据分析-
-反思等完整的过程。这样才能达到学生能力培养和提高，这
个过程是我们教学的重点。

1、测量小灯泡和电功率和电阻的实验过程基本相同，但要注
意实验原理区别，实验电路图中滑动变阻器的作用是否相同。

2、测量小灯泡电功率时，最后数据处理过程中，实际功率并
不相同，能不能求平均值，在教学过程中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的。

第十八章电功率教学反思篇二

《电功率》是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八章第二节。是继电流、
电阻、电压、电能之后学生学习的又一个电学基本概念，也
是生活中用电器铭牌上一个重要的指标。本节内容，既是对



电能知识的深化、具体化，让学生了解用电器工作时消耗电
能快慢与功率的关系。又为本章第三节“测量小灯泡的功
率”的学习，第五节“电功率和安全用电”的学习作理论上
的准备。

本节教材内容较多，涉及四个知识点：电功率的概念、千瓦
时的来历、额定功率、生活中电功率的测量原理等等，包含
概念、原理多方面内容。演示实验两个，小资料一份，铭牌
展示二例，实物展示二例，警示小贴士二块。教材中丰富的
内容既为教学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同时头绪多而杂又为学生
学习带来一 定的难度。但它是以后学习的关键章节,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对这节课的教学我相当重视。上课时我注
意做到三点，效果不错。

1、上课的节奏尽量加快。与速度的类比不能耽误太长时间,
让学生提及速度的概念、公式即可类比引出电功率的概念及
公式。

2、对公式、原理的理解多通过训练解决。设置课堂的`习题
不要太难,重在对公式的应用,并让学生熟悉公式的单位换算
即可,更多的习题可以放在后面进行,对数值的设计也应以巧
数为主,不涉及过难、过深的纯数学式的计算,以节约课堂时
间。

3、注意让学生多动手,让学生动手计算时发现一些共性的问
题,统一解决,以提高课堂效率。

本节课我体会到在授人知识的时候，要注意发展了他们的能
力，培养了正确的情感价值取向，我体会到作为师者的快乐，
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强烈的表达欲，说错了
也不怕，感受到物理知识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社会的特点，
我学了物理真的有用，只要我留心生活、与人交往，我也能
学好物理，学生的动手探究实验的能力也提高了，通过分组
探究活动，提高了学生的交流、合作的能力，每一个学生都



参与了学习过程，增强了自信心。

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得有一桶水”。随着开放
的、民主的、科学的课程走进物理课堂，使得教学过程中出
现的“变数”很多，教师必须对本节知识及相关内容有较全
面、详尽的了解，仅靠教参是不够的，在上课时还要有较强
的应变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遇到课外活动中要解决的一个问
题，关于节能灯的优点，为了让学生能更多了解相关知识，
在课前，我通过到图书馆查资料，上网收集信息，阅读报刊
杂志等途径，已较全面的了解了节能灯的相关知识，对节能
灯的各项性能指标、普及情况，它在全市乃至全省为何难以
推广等知识都做了相关了解，因此在学生提到这个问题时我
也能应对自如。

第十八章电功率教学反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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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安排上三节课。第一节讲电功率的意义、公式简
单的计算，第二节学习额定功率的意义及其适用条件，接着
用一节课讲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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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分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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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我是这样
做的：首先把有标记的小灯泡接入不同电压的演示实验做好，
其次是解题中分析好每一道题所给条件，挖掘隐含条件明确
要求什么然后分步计算，把每一步的已知什么求什么弄清楚。
由于这部分知识是在学生知识准备不足，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还有限，使一大部分同学掌握不好，为解决此问题，在今
后教学中，对这部分知识还要进行强化练习。

1、在讲解用电器所消耗的电能时要告诉学生，它就是电流所



做的功。

2、第一节课中提到电功率是表示用电器消耗电能快慢的物理
量，同时说明假如一只灯泡电功率大说明它消耗电能快。

3、在讲解练习题时，主要引导学生根据已知条件和挖掘隐含
条件，再结合问题合理选择公式，并要进行强化练习。

第十八章电功率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重点从电功率角度说明当家庭电路中用电器总功率越大
时，电路中的电流就越大。通过演示实验说明保险丝的作用，
并进一步介绍保险丝的材料、规格、更换等知识。内容的范
围和深度相对于前面的知识来讲，相对简单一些，重点是能
让学生结合前面欧姆定律安全用电知识理解引发电路和用电
器安全的问题是由于电流热效应造成的，进一步加深对保险
丝的作用的理解和对于保险丝的材料的选择及更换等问题的
认识，养成安全用电的习惯。

1、要注意对前面安全用电知识的归纳总结：为什么电压越高
越危险；为什么湿手不能触摸用电器；为什么电功率越大电
路中电流越大等这些问题都最后归结到电流的问题，也想当
于对电流热效应有更深入的理解。

2、保险丝的作用通过演示实验学生认识和理解都非常好，不
过在理解的基础上最好能和前面的电和热的知识结合起来，
印象会更加深刻。

第十八章电功率教学反思篇五

精心备课，准备充分，教学设计好，但是在课堂上不能够充
分的展示，学生不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也算是一堂不成功的
课。



学生实验的时间较长，导致实验评估阶段只是叫2组学生说说
他们的成果和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环节不能够很好的进行。

1、学生学情：

我们在备课中主要考虑的是农村学生的基础知识、知识的接
受能力，很少考虑学生对特殊环境的适应能力，如农村学生
上课第一次面临多位老师的听课，还是比较紧张，做实验时
着急。

2、提高课堂的掌控能力（包括时间把握）

（1）问题的设计可以再精炼一些。

（2）学生进行实验时，可以通过多媒体演示明确告知学生应
该怎样操作，记录什么，怎样记录，从记录中发现什么，如
强调……可以避免不太认真的学生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目的不明确。使能力差的学生教好的完成实验要求。

3、评估展示

（1）可以通过投影展示2-3组学生的成果。学生得出实验结
论，达到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统一。

（2）让学生展示自己是如何实验中出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