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教学反思
设计(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教学反思设计篇一

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认为：“生活即教育。”因此，作
为物理教师应当把学生的生活经验与生活世界作为宝贵的课
程资源来开发与利用，发展他们对科学的探索兴趣，鼓励学
生在鲜活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通过课内和课外的交流互
助，解决问题，使学生养成主动探索未知世界的良好习惯。

流体的压强与流速的关系这一节与生活中许多现象有着密切
的联系，因此在实验的设计上，我努力寻找学生熟悉的、现
实的，学生又非常感兴趣的例子和实验，如：乒乓弧圈球、
足球香蕉球、草原犬鼠洞穴的空调系统等学生迷惑而感兴趣
的事例，以疑生趣，以趣激趣，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强烈的
求知欲望。

然后让学生进行想想做做1“硬币跳高”的实验，先教师演示，
再学生探究，由于效果的差异，更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
并让自认为吹得高的学生做给大家看，启发学生猜想：可能
是硬币上方空气流动时压强变小了。布置课后实验：怎样能
把硬币吹得更高、1元的硬币能否也吹过铅笔等。

为了验证猜想是否正确，再进行“吹纸片”的实验，先猜测
纸片会怎样?然后进行实验，发现纸片向中间靠拢，于是得出：
流体流速大的地方压强小。让学生课后探究：吹的快慢不同
时纸片靠拢的区别，纸张大小不同时的区别等。



然后引导学生思考：直升飞机靠顶部的螺旋桨升空，固定翼
的飞机顶部没有螺旋桨，它又是怎样升空的呢?秘密在机翼上。
指导学生制作机翼模型并比赛谁做的精美、谁能演示让机翼
尾部升起来，最后讲解(或用课件)介绍机翼升力的道理：空
气对机翼向上和向下的压强差。

最后通过动手动脑学物理题1进行安全教育，题2进行物理知
识应用于生活的教育，指导学生平时注意观察、甚至可以用
学过的知识进行小制作。

大量的实验和现象是学习成功的关键，使学生在“兴中启”、
在“趣中探”，做到在兴趣中寻找规律，理解规律。

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教授主要内容后，还可以再补充一些相关实验，如：用漏
斗吹乒乓球的实验，用水管的水冲乒乓球的实验等，可更进
一步启发学生思维，激发学生动手探究的欲望。

在教学活动中，还应进一步放开让学生自主探究、自主思考、
自主总结，真正把学生的课堂还给学生。

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教学反思设计篇二

在沪粤版初中物理《9.4神奇的升力》这一节中，安排了三
个“流体的压强与流速的关系”的实验活动：实验a（a）吹气
时，互相平行的`两张纸条相互靠拢；实验a（b）吹气时下垂的
纸条向上飘动；实验b通过漏斗向下吹气，乒乓球在漏斗内不
会掉下来；实验c用一根塑料吸管做个简易喷雾器。这些实验
现象，新奇明显，通过亲身体验，可让学生感受流体压强和
流速的关系，激发学习兴趣，并可尝试解释一些简单的物理
现象。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实验a，一方面实验简单易行，有



些学生已作课前预习，已有体验，课堂上重复实验已不具吸
引力；另一方面，一个班准备那么多的纸条，从某种角度说，
随意撕纸条是一种资源浪费，同时制造了“垃圾”。造成一
些负面影响。实验b，受条件限制，一般只是演示一下，但乒
乓球在漏斗内不会掉下来，有时可能是因为球和漏斗是湿的，
被水“粘”住了。降低了实验的可信度。

那么，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我认为，对于实验a来说，我们
可以借用人教版的硬币“跳高”比赛实验，硬币、
笔——“栏杆”，一般学生都随身带有，取材更容易，现象
更新奇有趣，极具吸引力，若以比比谁的硬币“跳”得更高
的方式进行，更富挑战性。人人都可实验，参与者广。再者，
不存在资源浪费问题。对于实验b，应确保球和漏斗是干爽的，
应该先将乒乓球在漏斗内但不吹气，松开手试一下，表明乒
乓球在重力的作用下是会掉下来的。可请几个学生进行查验
并完成实验，以增加实验的可信度。

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教学反思设计篇三

在引入课题时，我实验前先让学生猜想实验结果，再找学生
上台演示，由实验现象与学生猜想不一致、激发学生疑惑和
强烈的好奇心，引出课题“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处理实验探究时，先分好小组，学生讨论后，指定出合适的
实验方案，再分组分类别实验，既调动学生积极性，使全体
学生参与，又提高课堂效率，效果挺好的。

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教学反思设计篇四

在引入时利用了飞机起飞的视频，并让学生思考起飞的原因，
可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激发其积极性。在探究结论
的过程中，通过先猜想，再分组探究，并展示交流、分析论
证得出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最后通过生活中的一些常见
的现象加以巩固。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安全



教育和情感教育，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在整个
过程中，学生整体状态不错，课堂进行的比较顺利，通过当
堂检测发现，对于本节课的知识掌握的比较好。

在教学过程中，也有很多的.不足。情境再现中的小实验，展
示不够透，应该多做几次，使效果比较明显一些；不要把自
己的猜想加入，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分组探究要求没有细
化，应该再强调细一些，便于学生探究；学生展示应该从各
个角度展示，充分体现其成果；评价语言不要太绝对，要委
婉一些，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语言太平淡，没有波澜。针
对以上不足，在以后的教学中时刻注意，并不断改进，使自
己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教学反思设计篇五

该节课是典型的科学探究实验课，虽说是以学生实验探究为
主，但老师在新课教学中的引入和实验过程中的疏理点拨要
有艺术技巧，尤其是让学生探究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的实验
一定要让学生亲自动手做，并且给学生机会，到前面展示实
验过程和实验现象，说明现象表明的结论。我认为调动学生
思维的重要方法是，把课堂尽可能还给学生，学生能做，能
讲的，老师就不能代替。老师是引导者、合作者。本节课前
播放美国电影《龙卷风》片段，让学生见到龙卷风产生的危
害，将“父亲”从地下室内“吸”上了天空，引起了学生极
大兴趣。引入新课，采用了演示实验方法，晃动塑料管，泡
沫小球从塑料管中飞出，象天女散花，使学生感受到了物理
现象的.神奇，引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