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大
全16篇)

小班教案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教学过程，实现教育教学目
标的重要手段。接下来是一些四年级教案范文的整理，希望
对你的教学有所帮助。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一

1、知识与能力

了解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有探究价值的问题，并可以通
过实验等手段解决这些问题。

了解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培养观察、记录、
描述和分析的能力，以及合作、交流和评价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

本课题主要以学生的探究实验为主，因此采用探究式教学方
法比较合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发挥引导、指导和辅助
的作用，将学习的主动权留给学生，使学生在小组合作探究
的活动中深刻理解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学生求实的探索精神。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二、教学重点

1、对蜡烛及其燃烧的探究。

2、探究人体吸入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



三、教学难点

1、蜡烛及其燃烧的探究。

2、探究人体吸入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

四、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

导入新课：

2..讲述：大家是否还记得《西游记》中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炼丹炉，其实古代炼丹和炼金的作坊就是
今天的化学实验室的前身。

导入新课：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许多的化学成
果与创造都是在实验室中反复地实验而得出的，所以说要想
学好化学就必须重视化学实验。

板书：课题2：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

对蜡烛及其燃烧的探究

陈述：既然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今天我们就通
过探究一个小实验来体验一下化学的奥秘。

组织学生进行实验研究，讲述：在点燃蜡烛前，请大家开动
脑筋，运用各种手段仔细观察蜡烛的组成、形状、颜色、气
味、质地、密度等，并做好详细的记录。(提示学生用水作为
参照物来研究蜡烛的密度)

1、对学生的回答表示充分的肯定，让学生结合蜡烛的这些性
质，点燃蜡烛，观察燃烧着的蜡烛有哪些特点。



(2)蜡烛的火焰有什么特点?[蜡烛的火焰在轻微地闪烁，在火
焰的上方有黑烟生成。如果没有风，火焰可以一直保持轻微
的闪动。蜡烛的火焰可以分成三层：最里面一层火焰较为暗
淡，底部呈淡蓝色，为焰心;第二层火焰较明亮且呈圆锥形，
为内焰;围绕在最外面的第三层火焰呈黄色，明亮而不耀眼，
为外焰。

(4)把一根火柴梗平在蜡烛的火焰中约一秒钟表，取出火柴梗，
火柴梗有什么变化?这说明了什么?[可以看到处于火焰最外层
的先变焦，第二层变化次之，最里层变化最小;这说明火焰的
温度是从里向外依次升高的，即外焰的温度是最高的，焰芯
的温度是最低的。

2、充分肯定学生在实验探究中的表现，继续引导：现在我们
再来观察一下蜡烛燃烧后生成了哪些物质。首先将一只干燥
的烧杯罩在火焰的上方，观察烧杯壁上有什么现象发生。片
刻后取下烧杯，迅速中倒入少量的澄清石灰水，振荡，又有
什么现象发生?推测蜡烛燃烧后可能生成了什么物质。

(1)将烧杯罩在火焰上方后，过一会儿，烧杯壁有水雾生
成。(2)向烧杯中倒入澄清的石灰水，振荡后，石灰水变浑浊。
(3)说明了蜡烛燃烧时有水和二氧化碳生成。

总结本课时的教学内容。

练习：

1.某同学对蜡烛(主要成分是石蜡)及其燃烧进行了如下探究。
请填写空格。

(1)取一支蜡烛，用小刀切下一小块，把它放人水中，蜡烛浮
在水面上。结论：石蜡的密度比水。

(2)点燃蜡烛，观察到蜡烛火焰分为外焰、内焰、焰心三层。



把一根火柴梗放在蜡烛的火焰中(如右图)约1s后取出可以看
到火柴梗的处最先碳化。

结论：蜡烛火焰的层温度最高。

变浑浊。结论：石蜡中一定含、元素。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二

课程标准：

通过实验，认识声的产生和传播条件。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知道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声音的传播必须依靠介
质。

2.知道固体、液体、气体都是能够传播声音的介质，了解在
不同的介质中声音的传播速度是不同的，声音在固体和液体
中的传播速度比在空气中快。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观察发声现象，能简单地描述所观察到的发声体的共
同特性，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对比和概括能力。

2.通过声传播的实验探究，培养学生初步的在观察现象中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

3.让学生参与实验探究，初步学习实验探究的方法，体会科
学探究的重要性。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本节学习，让学生知道我们生活在声的广袤空间中，
声音可以表达丰富多彩的情感，通过声音可以获取大量的信
息。

2.使学生初步领略声音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而引起
对声音的好奇，激发求知的欲望，逐步养成自觉探索自然现
象和日常生活中物理原理的科学态度。

3.通过合作和交流，培养学生主动与他人合作的精神。

重点与难点：

声音产生的条件、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是这一节的重点。

声音在介质中以声波的形式传播是本节的难点。

教学准备：

1.多媒体课件。

2.演示实验器材：广口瓶、橡皮塞、抽气机，电子发声体，
土电话、吉他等。

3.分组实验器材：音叉、鼓、锣等。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三

一、内能（热能）

视频：红墨水扩散（学生回顾以前所学的相关知识）。

教师：说明温度越高，粒子的无规则运动（热运动）越剧烈。
内能：物体内部大量做热运动的粒子所具有的能。



举例说明物体的内能，并强调它的特点。

一切物体都有内能，内能的大小与温度有关。温度越高，内
能越大，0℃以下的冰也具有内能。

二、做功可以改变内能

引入：生活体会――冬天时手很冷，经常通过搓手以取暖。
用锯条锯木板时，用手摸一下锯条，会觉得很烫。野外生存
中取火的一种方法是钻木取火，等等。

1、演示实验：克服摩擦做功、压缩气体做功。

教师讲解：

（1）在摩擦生热的过程中，克服摩擦做了功，使物体的内能
增大，温度升高。

（2）活塞压缩空气做功，使空气内能增大温度升高，达到棉
花的燃点使棉花燃烧。（摩擦和压缩气体都可以说是对物体
做了功）。

结论：对物体做功，可以使物体的内能增加。

2、演示实验：气体对外做功实验。

1教师讲解：瓶内的气体推动瓶塞做功时，内能减少，温度降
低,使水蒸气凝成小水滴。

结论：物体对外做功，本身的内能就会减少。

小结：从能的转化看，通过做功改变物体的内能，实质上是
其他形式的能与物体内能相互转化的过程。功可以用来度量
内能改变的多少。



3、联系与应用。

（1）为什么气温随高度的增大而降低？

地面附近密度较小的空气吸收太阳辐射膨胀而上升，推挤周
围空气对外做功，内能减小，温度降低。当上层气团因放出
热量温度降低而下沉时，气团收缩，外界空气挤压气团，对
气团做功，使气团的内能增大，温度升高。

（2）为什么用气筒给自行车打完气后，摸一下气筒外的外壁，
会变热？

三、热传递可以改变内能

1、复习回顾：什么是热传递？它有哪几种形式？

热传递：使能量从高温物体传到低温物体或者从同一物体的
高温部分传到低温部分的现象。

传导――热量通过接触物体由高温部分向低温部分传递。

对流――通过液体或气体（流体）自身的流动由高温部分向
低温部分传递。

辐射――热量不通过物体媒介，直接由高温物体发射到低温
物体的传递。

2、演示实验：热传递可以改变内能。

出示图片：采用冷敷降低体温。

结论：热传递可以改变物体的内能。热传递过程中传递的能
量的多少叫热量，用q表示，单位也是焦耳。

讨论：有一个装有铁屑的烧瓶，可以用什么方法使铁屑的内



能增加？

小结：改变物体的内能有两种方法：做功和热传递。两种方
法对改变物体的内能是等效的，但本质上有所区别。

四、比热容

比热容定义：单位质量的某种物质温度升高（降低）1℃所吸收
（释放）的热量，叫做

2这种物质的比热容。比热容是物质的一种物理属性，强调单
位的读法以及物理含义。

解释比热容表，同时列举一些物质的比热容。

提问：现在，同学们能解释为什么同一时刻走在沙子上和水
中有不同的感受呢？

问：你能根据比热容的概念说出当中有关的物理量吗？

板书：q吸=cm（t-t0）、q放=cm（t0-t）

例题分析，请你试着用刚学的公式进行计算。（找一位学生
在黑板上计算）

想一想：烧一壶水所需的热量大于你计算得热量值，这是为
什么？

问：什么是“海陆风”？海陆风是怎么形成的呢？评价学生
回答，并作补充说明。

五、热机

1、热机的工作原理：



热机就是利用燃料燃烧放出的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机器。

例：蒸汽机、汽油机、柴油机、蒸汽轮机、燃气轮机、燃气
喷气发动、火箭喷气发动机等。下面介绍应用广泛的汽油机
和柴油机的主要构造和工作过程。

2、汽油机（举例）

（1）构造：进气门，排气门，气缸，活塞，火花塞，曲轴，
连杆。

（2）工作过程：活塞在往复运动中从气缸一端运动到另一端
叫做一个冲程。吸气冲程：进气门打开，排气门关闭，活塞
由上端向下运动，汽油和空气组成的燃料混合物从进气门吸
入气缸。

压缩冲程：进气门和排气门都关闭，活塞向上运动，燃料混
合物被压缩，压强增大，温度升高。

做功冲程：在压缩冲程末尾，火花塞产生电火花，使燃料猛
烈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的燃气。推动烽塞向下运动，并通过
连杆带运动曲轴转动。

排气冲程：进气门关闭排气门打开，活塞向上运动把废气排
出气缸。

注意：汽油机工作的四个冲程中，只有做功冲程是燃气对活
塞做功，其他三个冲程要靠飞轮的惯性来完成。

六、燃料的热值燃料的热值

观察课本上的“几种燃料的热值”表格，说明不同的燃料，
即使质量相同，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也是不同的，这个特性
可以用热值表示，并给出定义和单位，并结合简单的例题会



计算有关热值的习题。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四

教学目标

实验目的：

1.知道太阳能的利用之一是光电转化，把光能转化为电能。

2.通过实验了解太阳能在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废气、废液等
污染物，是一种绿色能源。

3.知道电动机是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教学重难点

知道电动机是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教学工具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实验步骤：

1.用美工刀削出三块边长约1cm的小正方体橡皮，把两个三
角板平行放置，中间夹入橡皮，在橡皮上涂少量502胶水。

2.把两三角板的斜边固定在两把长塑料尺上，做成一个电风
扇支架。

3.把三块太阳能电池串联，用铬铁焊好，如图。



4.把两根线焊接到玩具电动机的两接线柱，再按照下面电路
图连接实物。

5.把小扇叶安装到电动机的转动轴上，可以涂点502胶固定扇
叶。把小电动机固定到风扇支架上。

6.闭合开关，观察电风扇是否转动;把此装置移到太阳下，观
察当太阳直射时、斜射时电风扇的转动情况。

操作提示：

1.实验中使用到502胶水，注意不要把胶水弄到手上或身体的
其他部位，防止受到伤害。

2.在使用美工刀时，注意安全，不要划到手;不要被电铬铁烫
伤。

3.太阳能电池可以串联也可以并联，电池板串联，要选择输
出电流相同的;电池板并联时，要选择输出电压相同的电池板。
无论串联还是并联，其输出功率等于各块电池板输出功率之
和。

4.太阳能电池板串联或并联时，要注意其正负极;使用中不要
弯折，不能使电池板短路。

5.此电风扇只有在太阳照射下才能有较快的转速，光照强度
改变时，电风扇的转速也会改变。

6.小电风扇如果放在有风的地方，还可以把电动机当作发电
机，把太阳能电池板换成发光二极管，二极管会发光。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五

1.太阳每时每刻都在释放大量的能量，这些能量来自(c)



a.太阳内部电能转化为内能的过程

b.太阳内部大规模的核裂变过程

c.太阳内部大规模的核聚变过程

d.太阳内部可燃性物质的燃烧过程

2.关于太阳能的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d)

a.太阳是永不枯竭的能源

b.太阳能是地球所有能量的来源

c.太阳所有释放的所有能量都被地球吸收

d.太阳还能释放能量的时间约为50亿年

3.关于太阳能的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b)

a.太阳能是可供人类利用的一种新能源，它是一次能源

b.太阳能分布广阔，获取方便，处处可利用

c.太阳能安全、清洁，利用太阳能不会给环境带来污染

d.对于人类来说，太阳能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永久性能源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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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1、知识和技能



了解显微镜、望远镜的基本结构。

2、过程与方法

尝试应用已知的科学规律解释具体问题，获得初步的分析概
括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

初步认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影响。

重、难点：显微镜、望远镜结构原理

教学器材：显微镜、电脑平台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前提测评：

一凸透镜的焦距为10cm，当：

物体与透镜的距离为25cm时，成

物体与透镜的距离为15cm时，成

物体与透镜的距离为5cm时，成

二、导学达标：

引入课题：为什么要利用显微镜和望远镜?

进行新课：



1、显微镜：

(1)、显微镜的结构：

各部分的作用……目镜：

物镜：

反光镜：

(2)、显微镜如何放大物体：课本p65示

(作光路图说明)

总结：显微镜实际上是二各凸透镜的组合，一个做投影仪，
另一个做放大镜。

2、望远镜：图3.5-2示

各部分的作用……目镜：

物镜：

反光镜：

(2)、望远镜如何看清远处的物体：课本p66示

(作光路图说明)

总结：望远镜实际上是二各凸透镜的组合，一个做照相机，
另一个做放大镜。

4、介绍新型的显微镜、望远镜。

达标练习：完成物理套餐中的本节内容。



小结：根据板书，总结本节内容，明确重、难点。

课后活动：

1、完成课本练习。

2、我还想知道……?

教学后记：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七

1、了解内能的概念。

2、理解做功和热传递是改变内能的两种方法，知道做功和热
传递过程中能量转化和转移的实质。

3、知道热量的概念，知道功和热量都可以用来量度内能的变
化。

4、知道热机的种类和热机中能量的转化。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八

1、摩擦过的物体具有吸引轻小物体的现象,就是摩擦起电现
象

2、自然界中只有两种电荷.被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带的电荷
叫做正电荷;被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上带的电荷叫做负电荷.

3、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异种电荷互相吸引

4、电荷的多少叫做电荷量,简称电荷.电荷的单位是库仑,简
称库,符号c



5、电荷在金属杆中可以定向移动,金属是导电的.有的物体善
于导电,叫做导体.金属、人体、食盐水溶液等都是导体.有的
物体不善于导电,叫做绝缘体.橡胶、玻璃、塑料等都是绝缘
体.

二、电流和电路

1、电路的组成：1)电源：干电池、蓄电池、发电机

2)用电器：利用电来工作的器件

3)开关：控制电路的通断

4)导线：连接电路

2、正电荷移动的方向规定为电流的方向。

三、串联和并联

1、串联电路：把用电器逐个顺次连接起来的电路.电流从电
源正极流出后,只有一条通路,逐个通过各用电器后,直接流回
电源负极;切断任何一处电路,整个电路均断开;开关可以串联
在电路中的任意位置,并不影响对电路的控制作用.

2、并联电路：把用电器并列地连接起来的电路.用电器之间
的连接点叫并联电路的分支点.从电源两级到分支点的那部分
电路叫干路,两个分支点间的个条电路叫支路.切断一条支路,
其余各支路仍然工作,因此,干路中的开关可以控制整个电路
的通断,支路开关只能控制其所在支路的通断.

四、电流的强弱

1、电流就是表示电流强弱的物理量,通常用字母i代表,它的
单位是安培,简称安,符号是a。



五、家庭电路

1、家庭电路的组成部分：1)进户线：火线、零线。2)电能表：
测用户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电能。3)总开关(闸刀开关)：控
制户内与户外的通与断。4)保险丝：当电路中又过大电流,保
险丝熔化,自动切断电路。(其保护作用)

2、进户的两条输电线中,有一条在户外就已经和大地相连,叫
做零线,另一条叫做端线,俗称火线。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九

第一首先通过弯折铁丝活动从做功能改变物体的内能入手，
与上一节热传递改变物体内能的内容相呼应，有助于学生认
识这两种改变物体内能方式之间的异同。接着通过演示点火
爆炸说明内能也可以转化为机械能，为下面进行热机的教学
进行了铺垫。然后重点介绍四冲程汽油机的构造和工作过程、
能量转化，而对柴油机和蒸气机则让学生阅读“信息库”，
这样做既能突出重点又能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通过阅读“生
活物理社会”——热机的发展历程，展示热机的发展对人类
社会明的进程所起的积极作用，使学生了解内能的利用在人
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第二时通过比较质量相同的酒精、纸片充分燃烧时放热不同，
帮助学生建立热值的概念，并指导学生从能量转化的角度认
识燃料的热值。通过阅读“化石燃料的燃烧和环境保护”一，
让学生认识到燃烧排放物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培养自觉的环
保意识。

教学中采用学生实验和演示实验相结合、静态图片与动画实
验相结合的方式，可以让学生对物理现象的变化过程有清楚
地认识，以便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十

浮力的概念本节的重点，阿基米德原理是本节重点也是难点。
在生活中及小学的自然课上对浮力认识已有一定的基础，考
虑学生的认知基础其概念由两个现象直接得出并强调“浸”和
“向上”。阿基米德原理的得出是难点，先让学生从生活现
象和动手做课桌上的小实验现象猜测加推理“浮力的大小与
哪些因素有关?”再由水中水袋受的浮力和排开的水的重力的
关系，最后由分析加表达式推导得出原理，这样层层推进，
分散难点。

反思：从经验，生活和实验中的现象猜测避免猜测的盲目性。
由于同学个体的差异及实验的自主选择，避免“整齐划一”，
保证多样性，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教师在应有
充分的准备学生猜测的“意外”，如：猜浮力与深度有关等。
学生并没有从生活中或已有的经验出发，这样猜测就有一定
的局限性，此时教师可加以引导。学生交流，回答“小鱼和
大鱼由于深度和体积不同而产生浮力不同的争论”，“改错
题：木块浮在水上受到的浮力”两个问题。

反思：情境化的问题，增加亲切感，易引起兴趣。“改错
题”降低难度，又加深对原理的理解。题型的多样化可避免
解决问题烦味与枯燥。不足的是题目的覆盖面不广，可增加
对浮力方向理解的问题;可换浮力在生活应用的例题，从而增
强物理服务于社会的意识。

不足之处也很多：课堂气氛不够活跃时，当学生猜与深度关
系时，可用学生分组实验来代替教师的演示;学生说完自己看
法时，没有及时的形成或结果型激励评价等等。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十一

一、知识目标：了解现代技术中与声有关的知识应用。



二、能力目标：通过观察、参观或者录像等有关的文字、图
片、音像资料，获得社会生活中声的利用方面的知识。

三、德育目标：通过学习，了解声在现代技术中的应用，进
一步增加对科学的热爱。

【教学重难点】

现代技术中与声有关的知识应用，声在现代技术中的应用。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同学们好，在这一单元我们学习了有趣的声现象，知道了声
的概念，包括声音（人耳能感觉到的那部分声）、超声（频
率高于20000hz的声）和次声（频率低于20hz的声）。声在
生活实际、工农业生产和现代科技中的应用非常广泛，请同
学们说出所了解的利用声的实例。（学生举例后教师总结）
远处隆隆的雷声预示着一场可能的大雨，古代雾中航行的水
手通过号角的回声能够判断悬崖的距离，这些都是声传递信
息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工业生产、现代科学技术与声有
着密切的关系，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声的利用。

二、新课教学

（一）声在医疗上的应用

1.中医诊病通过“望、闻、问、切”四个途径，其中“闻”
就是听，这是利用声音诊病的最早例子。

2.利用b超或彩超可以更准确地获得人体内部疾病的信息。医
生向病人体内发射超声波，同时接收体内脏器的反射波，反
射波所携带的信息通过处理后显示在屏幕上。超声探查对人



体没有伤害，可以利用超声波为孕妇作常规检查，从而确定
胎儿发育状况。

3.药液雾化器。

对于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药力很难达到患病的部位。利
用超声波的高能量将药液破碎成小雾滴，让病人吸入，能够
增进疗效。

4.利用超声波的高能量可将人体内的结石击碎成细小的粉末，
从而可以顺畅地排出体外。

（二）超声波在工业上的应用

1.利用超声波对钢铁、陶瓷、宝石、金刚石等坚硬物体进行
钻孔和切削加工，这种加工的精度和光洁度很高。

2.在工业生产中常常运用超声波透射法对产品进行无损探测。
超声波发生器发射出的超声波能够透过被检测的样品，被对
面的接收器所接收。如果样品内部有缺陷，超声波就会在缺
陷处发生反射，这时对面的接收器便收不到或者不能全部收
到发生器发射出的超声波信号。这样就可以在不损伤被检测
样品的前提下，检测出样品内部有无缺陷，这种方法叫做超
声波探伤。

3.在工业上用超声波清洗零件上的污垢。在放有物品的清洗
液中通入超声波，清洗液的剧烈振动冲击物品上的污垢，能
够很快清洗干净。

（三）声在军事上的应用

1.现代的无线电定位器——雷达，就是仿照蝙蝠的超声波定
位系统设计制造的。



很多动物都有完善的发射和接收超声波的器官。蝙蝠通常只
在夜间出来觅食、活动，但它们从来不会撞到墙壁、树枝上，
并且能以很高的精确度确认目标。它们的这些“绝技”靠的
是什么？原来蝙蝠在飞行时会发出超声波，这些声波碰到墙
壁或昆虫时会反射回来，根据回声到来的方位和时间，蝙蝠
可以确定目标的位置和距离。

2.声纳。

根据回声定位的原理，科学家们发明了“声纳”，利用声纳
系统，人们可以探测海洋的深度、海底的地形特征等。（播
放动画利用声纳探测海洋）

（四）声在生活中的应用

1.超声波加湿器。

理论研究表明：在振幅相同的条件下，一个物体振动的能量
跟振动频率的二次方成正比。超声波在介质中传播时，介质
质点振动的频率很高，因而能量很大。在我国北方干燥的冬
季，如果把超声波通入水罐中，剧烈的振动会使罐中的水破
碎成许多小雾滴，再用小风扇把雾滴吹入室内，就可以增加
室内空气的湿度。这就是超声波加湿器的原理。

2.超声波测速仪。

超声波测速仪是利用超声波测定运动物体速度的仪器，超声
波测速仪固定在道路旁，向着驶来的车辆发射一定频率的超
声波，超声波遇到车辆后会被车辆反射回来再被测速仪接收
到，而接收到的超声波的频率已经改变了，根据频率的变化，
就能确定车辆行驶速度的快慢了。测速仪除利用超声波外，
还可利用电磁波，如雷达测速仪就是利用电磁波测定运动物
体速度。



3.我们在生活中利用声音获得信息。例如人们交谈、听广播、
听录音等，声音是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三、小结

四、布置作业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十二

1、常识性了解水能和风能的利用的知识.

2、知道水能和风能的利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

3、知道水能和风能是清洁能源，在使用中的能量转化和我国
使用能源的概况.

4、通过本节教学，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和节约能源的
教育.

本节介绍了天然的机械能-水能和风能，以及它们对人类的开
发和利用.教材的内容联系实际，是动能和势能的知识延续，
是机械能在自然界中的具体体现，学习本节可以使学生对机
械能形成比较具体的概念和全面的认识，在教材中还包含了
大量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的内容，应当在教学中充分
发挥其教育功能.

本节的重点是从能量转化的角度，对建筑拦河坝提高上游的
水位，到水流冲击水轮机，水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这三个过
程中的能量转化.

风能和水能的利用可以采用让学生阅读，并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的方法教学.提供的资料是：我国水能的使用情况;我国
风能的使用情况;关于水能和风能使用的照片.



做好调查的准备，课本后面有两个调查题目，分别是是否有
利用水能和风能的可能，及是否有水电站，对于水电站做一
些调查.

第三节水能和风能的利用

【课题】水能和风能的利用

【重点难点分析】从动能和势能转化的角度分析为什么要修
建拦河坝来提高上游的水位，对于水轮机的构造和发电厂的
组成不要详细分析，从联系实践来学习，并扩展对机械能的
认识视野.

【教学过程设计】

本节内容建议用阅读的方法学习

1，用课前诊测引入新课

提出思考问题：重力势能的大小跟什么因素有关;动能的大小
跟什么因素有关;河水从高处落下，说明水的能量转化情况.

2，阅读水能的利用

方法1，针对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由学生自行阅读并提出问题，
组织成小组讨论，并提交思考答案，由全班同学审查.此种方
法适合于班级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并组织的教师有较强的
应变能力和较广的知识面.

方法2，提出思考问题：我国古代利用水能的情况;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利用水能发电的情况;拦河坝提高水位的意义;
利用水能发电的过程中能量的转化.利用潮汐发电的方法和意
义及其发电过程中的能量转化.

3，阅读风能的利用



教学方法同上，针对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由学生提供关于风
能的利用的资料(这是在上一节课应当布置的课题)，学生提
供的资料可以由班级共享.对于一般的教学过程，可以提出思
考问题：风能的利用状况;风能的特点(优点和发展特点)等.

4，布置学生实践题目

调查本地域中水能和风能的利用状况;是否还有可以利用的水
能和风能资源;实际的水电站的使用情况等.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十三

1．通过实例和演示实验，使学生认识做功和热传递是改变物
体内能的两个物理过程。

2．了解做功和热传递就改变内能的效果说虽然是等效的，但
它们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

3．理解热传递和做功在改变物体内能时里等效的物理意义，
并能计算有关问题。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十四

建议一：在做扩散速度比较实验过程中，为使实验更明显，
应使两杯水的温度差大一些，并要注意引导学生有意识的观
察，培养学生实验观察能力。

建议二：在将内能时要注意内能的普遍性，一切物体都有内
能，要注意纠正低温物体没有内能的误解。

建议三：机械能包括动能和势能，内能包括分子动能和分子
势能，它们在概念上极其相似，要注意区分，可以从概念、
组成、运动形式等方面进行对比区别，并举实际例子加以说
明。



建议四：温度与内能的关系是一个要点，要教会学生从温度
变化去了解、理解内能的变化，为后面章节讲解内能变化做
铺垫．另外，在讲解温度与内能的关系时，可先做实验比较
不同温度下的扩散速度，得出实验结果后，启发学生用分子
运动论的观点猜测温度与内能大小关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十五

（1）了解内能的概念，能简单描述温度和内能的关系。

（2）知道热传递可以改变物体的内能。

（3）知道热传递过程中，所传递内能的多少叫做热量，热量
的单位是焦耳。

（4）知道做功可以使物体内能增加或减少的一些事例。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探究、观察、实验找到改变物体内能的两种方法。

（2）通过演示实验说明做功与物体内能的变化关系。

（3）通过查找资料，了解地球的温室效应。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探究使学生体验探究的过程，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
兴趣。

（2）通过演示实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并使学生通过实验
理解做功和内能变化的关系。

（3）通过分析、类比、学会用类比的方法研究问题。培养良



好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

九年级物理电压教案人教版篇十六

1、用打气筒给自行车轮胎打气。打完后，摸一摸打气筒的外
壁，会发现什么现象？你能否解释产生这现象的原因。

2、把打好气的轮胎放置一段时间，使轮胎里外的温度一致。
然后将轮胎放气，同时把温度计的玻璃泡置于喷出的气流中，
仔细观察温度计的示数，你将会有惊喜的发现。如果没有温
度计，你可以观察喷气嘴旁是否出现了小水珠。请你用今天
所学的知识去解释。后实践与思考让学生领悟到：物理自生
活。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