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八年级物理下册第七章教案教学设计

一、主题单元规划思维导图

二、单元目标

(一)课标要求

1.通过常见事例或实验,了解重力、弹力。

2.认识力的作用效果。

3.能用示意图描述力。



4.会测量力的大小。

(二)核心素养要求

1.遵循从生活走向物理的理念,从生活实例中认识力,并理解力的作用效果。

2.明确影响力的作用效果的因素,学会简单分析物体的受力情况并能绘制力的示

意图。

3.知道弹力是如何产生的,学会弹簧测力计的使用方法,学生通过“用弹簧测力计测

量力的大小”实验,在达到知识技能要求的同时,培养自身的科学探究精神和实践

探索能力。

4.通过“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弹力的大小”实验,掌握初步科学探究方法,并养成“通过

实验活动得到结论性、规律性物理知识”的物理学科思维。

 力

 教材分析

一、课标分析

通过生活实际了解力。

二、内容和地位分析

本章是《物理》(八年级下册)的第一章,而本册知识在整个初中阶段的物理学

习中是难点较集中的部分,因此这个开篇的章首图也希望学生像这位攀岩者一样,

勇于克服一切困难,学习更多的物理知识,从更高的角度去欣赏科学的美。本节是

学生学习力学的入门课和基础课。力是物理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学

生对力的概念的正确理解和对力的作用效果的掌握是学好初中力学的基础,对后

续课程的理解与吸收有重要作用。



由于力的概念比较抽象,因此本课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首先引入选择生活中学

生最熟悉的事物的目的:从学生熟悉的、感兴趣的题材入手,激发学生的兴趣,引起

学生的注意。让学生感受物理和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体会物理就在身边,增强物

理的应用意识,培养学生用物理的眼光看问题、用物理的头脑想问题。首先引出

力的概念,然后对力的作用效果、力的三要素、力的示意图依次展开学习。本节

课的教学对后续课程的进行起着奠基石的作用。

 学情分析

已有知识及方法: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涉及力的现象随处可见,在学习本节之前,

学生在生活中对力学知识有很丰富的感性认识,但是这些多是零碎的、肤浅的,是

学生在无意识中接触到的,具有一定的孤立性、片面性。

未知知识及方法:没有深刻意识到力的深层含义。正确理解力的概念,知道力

的单位;认识力的作用效果;知道力的三要素,能用力的示意图表示力。

 教学目标

1.知道力的三要素,通过实验和对生活体验的分析、归纳、了解力的三要素对

力的作用效果的影响。

2.会画力的示意图,并能根据力的示意图判断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

3.知道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核心素养

1.在观察体验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

2.从用力的示意图表示力的事例中认识科学方法的价值。

 重点难点

重点:1.力的三要素。

2.用力的示意图表示力。



难点:认识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并解释有关现象。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一:

导入新

课

【播放 ppt 图片导入新课】在险峻的绝壁

上,徒手攀岩者稳如壁虎又矫似雄鹰。这项挑

战自然、超越自我的惊险运动,被誉为勇敢者

的“壁岩芭蕾”。说它惊险,是因为攀岩者仅靠

手脚灵活运用抓、撑、蹬等动作,用“力”实现

身体的平衡,从而达到难以企及的顶点。

押加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项目,两

个人通过腿、腰、肩和颈用“力”拖动布袋互拉,

以决胜负。

从本章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力学的世界,

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学生

观看图片,

思考、交流

并回答问

题。

　　通过力

的视频和图

片,激发学

生学习力的

兴趣,感受

力的存在,

进入情景。

环节二:

力的概

念

1.感知力的存在

(1)引导学生分析以下日常生活中一些产

生力的现象的实例:

①人推车:人对车施加了推力;人是施力物

体,车是受力物体。

②手拉弹簧:手对弹簧施加了拉力;手是施

力物体,弹簧是受力物体。

③人提水桶:人对水桶施加了力;人是施力

物体,水桶是受力物体。

④人举杠铃:人对杠铃施加了力;人是施力

物体,杠铃是受力物体。

⑤推土机推土:推土机对土施加了推力;推

土机是施力物体,土是受力物体。



⑥磁铁吸引铁钉:磁铁对铁钉施加了力,磁

铁是施力物体,铁钉是受力物体。

【归纳总结】在物理学中,我们把生活中

所说的推、拉、提、压、举等概括为作用。

施加这种作用的物体称为施力物体,受到这种

作用的物体称为受力物体。所以力就是物体

对物体的作用。

【老师提问】物体之间不接触,能否产生

力的作用?

【演示实验】用磁铁吸起铁钉。

引导学生分析现象,在这个实验中,铁钉

没有与磁铁接触就被吸起,它们之间发生了力

的作用。

学生

思考,并回

答。

从形象

到抽象,符

合认识规律,

学生易于接

受力的概念。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二:

力的概

念

【举例】地球吸引月球、太阳吸引地

球……说明没有接触的两个物体也有力的作

用。

【归纳总结】不直接接触的物体间也可

以产生力的作用。

【过渡】力有大有小,怎样比较力的大小

呢?为了描述力的大小,在物理学中对力的单

位做了规定:

力的单位:牛顿,简称牛,符号是 N。



2.简单介绍牛顿

【学生实验】感知力的大小。

(1)用你手中的弹簧测力计体会 1 N、2 N、 

5 N 的力是多大?

(2)把笔袋挂在弹簧测力计的秤钩上,观察

弹簧受到的拉力是多大?

总结生活中一些力的大小:拿起物理课本

用力约为 2 N;拿起 500 mL瓶装矿泉水用力约

为 5 N;托起一个篮球所用的力约为 7 N 等。

【概括总结】(1)力不能脱离物体而单独

存在。

(2)产生力的条件:①两个物体;②物体间存

在作用。

例 1.关于力,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有力的作用时,一定既有施力物体,又

有受力物体

B.单独一个物体不会产生力的作用

C.人踢球时,对球施力的物体是脚

D.只有相互接触的物体之间才会产生力

的作用

组内

讨论,畅所

欲言,小组

代表总结。

分小组进

行有关实

验活动,体

验力的大

小。

学生答题,

教师答疑。

通过演

示实验,引

导学生反思,

培养学生的

质疑、创新

能力。

亲身体

验使学生对

力的大小产

生初步的感

性认识,激

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

及时评

价学生的学

习情况,针

对知识的掌

握情况进行

补充讲解。

环节三:

力的作

用效果

力的作用效果

物理学中,人们常通过力的作用效果来认

识和描述力。

　　学生

动手实验,

观察现象。

　　使学生

认识力的作

用效果。



【指导学生实验】把橡皮泥捏成自己喜

欢的形状;用手将弹簧拉长、压弹簧。多媒体

展示图片。

【归纳】力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

【过渡】力除了可以使物体发生形变,还

有什么样的作用效果呢?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三:

力的作

用效果

【演示实验】①让小铁球从斜面上滚下,

沿着它的运动方向放一个磁体,观察小铁球

运动的变化情况;②再次让小铁球从斜面上滚

下,在它运动路径的侧旁放一个磁体,观察小

铁球运动的变化情况。

【分析实验现象】

【归纳】上面的实验现象表明,力可以改

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归纳总结】力的作用效果:①力可以改

变物体的形状;②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例 2.“足球进校园”活动的开展,使同学们

越来越喜欢足球运动。下列现象不属于力改

变物体运动状态的是(　　)

A.足球在空中沿弧线飞行

B.足球在草地上越滚越慢

C.被踩在脚下的足球变扁

　　

学生思考、

讨论、交

流。

学生

答题,教师

答疑。

引导学

生通过实验

分析,总结

出力的作用

效果,锻炼

学生的归纳

总结能力。

及时评

价学生的学

习情况,针

对掌握情况

进行补充讲

解。



D.守门员抱住飞来的足球

环节四:

力的三

要素及

力的示

意图

1.力的三要素

【提问】我们已经知道了力的作用效果,

那么你知道有哪些因素影响力的作用效果吗?

让学生提出猜想:可能与力的大小有关;可

能与力的方向有关;可能与力的作用点有关。

【思考问题】引导学生根据前面观察力

的作用效果的实验,结合图示以及学生的生活

经验进行论证。

【指导学生实验】请第 1 位同学上台,方

向不变,用不同力度拉弹簧,分析出力的大小

影响力的作用效果;请第 2 位同学上台,分别开

门和关门,分析出力的方向影响力的作用效果;

请第 3 位同学上台,分别在门上 A、B 两点,用

同样大小的力推门,观察力的作用效果,并请

说出两次的难易程度有什么不同。

【归纳总结】力的作用效果是由力的大

小、方向和作用点所决定的。

物理学中,把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叫

做力的三要素。

学生

畅所欲言,

大胆猜想。

鼓励

学生积极

动手、动

脑,观看实

验,分析总

结出力的

大小、方

向和作用

点对力的

作用效果

的影响。

启发学

生猜想,培

养学生的科

学思维。

体验解

决物理问题

的喜悦,学

习科学探究

方法。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四:

力的三

要素及

力的示

意图

【过渡提问】因为一个力有三个要素,所

以提到一个力,不仅要关心它的大小,还要关心

它的方向和作用点,如果用文字描述比较麻烦,

能否用一个图把力的三要素都直观的表示出

来?

类比用光线表示光的方法,它是用带箭头

的直线表示光的传播路径和方向。那么,我们

也可以用一根带箭头的线段表示力的大小、方

向和作用点。

2.力的示意图

【学生活动】让学生阅读课本“力的示意

图”的内容,了解什么是力的示意图。交流讨论

力的示意图是如何表示力的大小、方向、作用

点的。

例 3.如图所示,一人用 200 N 的力沿图中

所示方向拉小车,请你画出这个力的示意图。

例 4.画出木块受到与水平面成 45°角且斜

向右上方的 100 N 的拉力 F1的示意图。

【总结】画力的示意图的步骤:

(1)确定受力物体。

学生

自学,根据

要求动手

作图。

教师

指导学生

画出题目

中力的示

意图。

从形

象到抽象,

符合认识

规律。



(2)画出力的作用点(作用点要画在受力物

体上)。

(3)沿着力的方向画一条线段表示力的大

小。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力,要用线段的

长短区分力的大小。并用规定的符号、单位写

出力的大小。

(4)在线段末端画上箭头表示力的方向,有

时会标上数值和单位来表示力的大小。

引导

学生总结

出画力的

示意图的

步骤,培养

学生自学

能力及归

纳总结的

能力。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五:

力的作

用是相

互的

从生活中的经验可以知道,跑步时,要向

后蹬地;划船时,要向后划水,船才会前行;用脚

踢球时,脚也会感到疼。为什么我们对物体施

加力的作用的同时,自己也会有受力的感觉

呢?

【学生活动】请同学们用手拍桌子,双手

互拍,提书包,拉橡皮筋……体会一下手对这

些物体施力时,手有什么感觉。

引导学生通过对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的

分析,找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特点。

(1)向上提书包,你对书包用力了,你是否

感觉到了书包也在拉你?(提书包的手同时受

到书包向下的拉力)

鼓励

学生积极

动手、动

脑。

　　从生

活到物理,

从物理到

生活,让学

生体会到

物理与生

活的紧密

联系。



(2)两名学生两只手互相拍打:伸出手去,

让一名同学打你的手,你感到疼吗?打你的同

学也感到疼吗?(打的同学也感到疼,说明他的

手也被打了)指出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说明两

个物体互为施力物体,互为受力物体。

【归纳总结】(1)一个物体在对其他物体

施加力的同时,也要受到其他物体对它施加的

力,因此,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2)力总是成对出现的,我们把其中的一个

力叫做作用力,另一个力叫做反作用力。

例 5.如图所示,甲、乙两个同学站在滑板

上面,面对面静止站在冰面上,如果甲用力推一

下乙,其结果是(　　)

A.甲仍然静止,乙被推开

B.乙受到甲的推力作用,甲不受乙的推力

作用

C.乙受到的推力大于甲受到的推力

D.甲、乙同时相对离开

利用“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解释有关现象

【做一做】用下列方法制作如图所示的“喷

气火箭”。

学生

答题,教师

答疑。

通过

利用“力的

作用是相

互的”解

释有关现

象,观看视

频,进一步

理解“力的

相互性”。

及时

反馈学习

效果。

发展

初步的科

学探究能

力,形成尊

重事实、探

索真理的

科学态度,

逐步树立

科学创新

精神。



(1)先将一个气球吹膨胀并用夹子把口封

紧。

(2)从一根吸管上剪取一小段,用胶带把它

固定在气球上。

(3)把封口的夹子松开,气球就会运动。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板书设计

第 1 节　力

力

概念: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力的作用效果 力可以使物体发生形变
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力的三要素
力的示意图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随堂练习 课堂 8 分钟

课堂小结 本节课你学到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作业布置

1.《七彩作业》第七章第 1 节。

2.动手动脑学物理第 1~4 题。

 教学反思

                                                                         

                                                                         

                                                                      



 弹力

 教材分析

一、课标分析

经历使用弹簧测力计的过程,学会弹簧测力计的使用方法。

二、内容和地位分析

本节由“弹力”“弹簧测力计”两部分构成。教材的设计是通过对弹性和塑性的

感知入手的。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是力学测量的基础,对于认识弹力、重力、摩

擦力、浮力等概念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帮助学生完成对力的初步认识,为今后学习

力学知识打下必要的基础。

本节教学的重点是学会使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的大小。教学中,教师应多设

计体验性活动,让学生采用边探索边思考的方式学习。尤其是对于弹簧测力计的

使用这一教学内容,可以引导学生阅读说明书、观察构造、练习使用和交流总结

使用方法等。因为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遇到新器材,需要探索其使用方法

的情况是很多的,所以这种科学探究精神和对未知事物探索的能力对学生来说是

十分重要的。

 学情分析

已有知识及方法:学生目前对形变和弹力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但是不够深入,

知道支持力、压力、拉力都是弹力。

未知知识及方法:不能够概括弹力产生的原因、条件,不能确定各种弹力的方

向;对微小形变的弹力有无判定没有接触过,弹簧弹力的大小计算也是新知识。在

教学中要进一步帮助学生深化对弹力的理解。弹力产生的原因及其方向的判定,

是学生普遍感到难以把握的问题。

 教学目标

1.知道弹力是由于物体发生弹性形变而产生的力。



2.了解弹性形变。

3.认识弹簧测力计的构造、原理和使用方法。

4.会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的大小。

 核心素养

通过动手实验和探究物体形变大小与外力的关系,领悟弹簧测力计的原理;经

历橡皮筋测力计的制作和设计,培养学生乐于参与、勇于创新的意识。

 重点难点

重点:会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

难点:弹簧测力计的原理及使用方法。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一:

导入新

课

【播放 ppt 图片】北京时间 2022 年 10

月 21 日晚,2022 年柏林跳水世界杯传来好消

息,当晚举行的女子双人 10 米台决赛中,中国

组合全红婵/陈芋汐以 349.80 分夺冠,为中国

跳水队拿到本届世界杯金牌。

【提出问题】跳水运动员向上跳,为什么

要向下压跳板?跳板有什么特点?它们是怎样

对运动员产生力的作用的?

跳水、撑竿跳、蹦极这些活动中使用的

跳板、撑竿、绳索容易发生形变,会对运动员

产生弹力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弹力的

内容。

　　观看

图片,进入

情景,思考

问题。

　　通过

观看图片,

了解体育

盛会,感受

祖国体育

水平的进

步与强大。



环节二:

弹性与

塑性

老师指导学生实验,并提问:

(1)用力分别压缩弹簧、拉伸橡皮筋,松手

后,它们能否恢复原状?

(2)用力挤压橡皮泥、揉面团,弯折铜丝,当

松手后,它们能否恢复原状?

给出弹性、塑性的概念。

弹性和塑性

(1)弹性与弹性形变:物体在受力时,会发

生形变,不受力时,又恢复到原来的形状,物体

的这种特性叫做弹性,这种形变叫做弹性形变。

(2)塑性与塑性形变:物体形变后不能自动

地恢复到原来的形状,物体的这种特性叫做塑

性,这种形变叫做塑性形变。

【提问】下列物体的形变哪些属于弹性形

变?哪些属于塑性形变?

被拍的篮球、拉伸的弹簧、弯曲的弓、沙

滩上的脚印。

　　学生

实验,用力

压弹簧和

揉面团等,

松手后,观

察看到的

现象,积极

思考。

学生

回答,教师

答疑。

　　学生

自己选择

合适器材

进行实验,

了解、感受

弹性和塑

性的区别。

通过常见

示例,让学

生感受现

实生活中

的物理,认

识、区分弹

性形变和

塑性形变。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三:

弹力

1.弹力 　　 　　



【思考】刚才学生实验中,在拉伸弹簧、

压缩弹簧、拉伸橡皮筋时,是否可以感受到它

们对手有力的作用。

【学生活动】找一名学生演示用橡皮筋将

粉笔头弹出去。

【思考】不让橡皮筋发生形变,能把粉笔

头弹出去吗?当使橡皮筋发生形变的同时,你

的手有何感觉?当橡皮筋形变量更大时,手的

感觉有何变化?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归纳总结】任何物体只要发生弹性形变

就一定会产生弹力,同一物体,弹性形变量越大,

产生的弹力越大。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对支

持面的压力、物体受到的支持力、绳的拉力等,

其实质都是弹力。

弹性限度:物体的弹性有一定的限度,超过

这个限度就不能恢复到原来的形状。

2.弹力产生的条件

【实例分析】杯子放在木板上时,杯子和

木板间发生的弹力情况,并总结出弹力产生的

条件:两物体直接接触,且接触面发生弹性形变。

3.弹力的方向

【师生进行互动】分析杯子放在水平木板

上时,杯子和木板间的弹力的方向。

【结论】弹力的方向与物体形变的方向相

反。

学生

思考、讨

论、交流。

学生

动手实验,

观察现象,

认识弹力。

通过

真实情境

和实际感

受、体会弹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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