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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科版八年级物理第八章《压强》作业设计

一、单元信息

学科 年 级 学期 教材版本 单元名称

基本信息
物理 八年级 第二学期 沪科版 压 强

单元
组织方式

 自然单元

序号 课时名称 对应教材内容

1 压力的作用效果 第八章第一节

2 科学探究：液体的压强 第八章第二节

3 空气的“力量” 第八章第三节

课时信息

4 流体的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第八章第四节

二、 单元内容及教材分析：

知识框架：

本章主要内容为理解压强，探究并了解液体压强与哪些因素有关，

知道大气压，了解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本章先从学生的探究实验出

发得出压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从而提出压强的概念。（第一节）

由固体拓展至液体，通过探究得出液体压强规律。（第二节）进一步拓

展至大气压与流体压强。压强的概念是贯穿本章的核心概念，液体压强

是本章的难点。

三、单元学习目标：

1.会画压力示意图，并能结合二力平衡、相互作用力知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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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压强的概念，了解压强与压力的区别与联系。

3.通过实验探究，理解压力的作用效果跟什么因素有关。

4.掌握压强公式，能用压强公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5.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液体压强与哪些因素有关？

6.观察解释生活中各种与压强有关的现象，了解增大和减小压强的主要

方法。

四、单元作业目标：

1.通过压强公式进行简单计算，让学生掌握公式的变形和“知二求三”

的基本方法，不要求与其他公式进行综合计算。

2.知道增大和减小压强的方法，为的是使学生深入学习压强的概念，能

把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

3.理解液体压强的影响因素，能根据液体压强公式P=Ρgh进行简单计

算。

4.知道大气压的存在、测量大气压的方法及大气压在生活中的应用。

5.流体的压强，只需知道“流速越大的位置压强越小”即可，重在用来

解释实际问题。

五、单元作业整体设计思路：

1.单元作业设计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多种形式的内容作业，注重基础性和

评价功能，发掘学生的学习潜能。所设计的实践性作业是让学生在活动

中学习物理，更加直观高效。设计的巩固性作业是以课程标准为依托，

检测学生对基本知识技能和有关物理概念的理解程度，实现对学生知识

与能力的统一提升。设计开放性作业有助于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培养创

新精神。

2.所有的作业均指向运用压强的知识解释或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

也体现自然学科学以致用的特点。涉及有：热门时事（如神舟十三号、

屯溪镇海桥修缮等）、生活现象（如灭火器压力表、牙齿承受力等）、

生命安全（如海姆立克法、水银血压计等）、地理知识（如西藏气压 

等）等。

3.作业1、2、13、15均涉及作业目标4，大气压的相关知识，大气压的知

识解释生活中的现象是本章的重点知识。所有题型来源于生活中各种物

理现象。

4.作业3、4、6、10、12均涉及作业目标2，压强的变化知识，让学生能

通过实践和实例熟练掌握压强公式的应用，并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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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业8、11、14均涉及作业目标3，液体压强知识，通过计算能对液体

压强的影响因素和液体压强公式深入理解。

6.作业5、7涉及作业目标1，用压强基础公式进行简单计算。

7.作业9涉及作业目标5，流体压强与流体流速之间的关系运用。

六、课时作业：

第一节 压力的作用效果：

（一）课前作业

题目编号 001 作业性质 活动作业 完成时长 3分钟

题目

如图所示，（1）用食指和大拇指轻轻压着三角尺 （2）用食指和

大拇指轻轻压着铅笔的两端，两个手指的感觉一样吗？（3）重复

（2）实验，分别轻压和重压，感觉一样吗？

具

体

内

容

答案 答案合理即可

1、小组成员参与度 优秀 良好 □合格

2、学生对科学探究的兴趣度 □优秀 良好 □合格

作业评价

3、学生语言组织表达能力 □优秀 良好 □合格

设计意图 本题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通过活动，引发学生初步思考“什么是

压力”，并可以使学生了解在压力大小相等时，压力的作用效果可

以不一样。感受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压力和受力面积有关。

难度 较易 □中等 □较难作业

分析 来源 □引用 改编 □原创

（二）课堂作业

题目编号 002 作业性质 练习作业 完成时长 2 分钟

题目

画出下面三个支持面所受到的压力示意图。

具

体

内

容
答案

F F

能独立积极思考，对压力的方向提出自

己的见解
优秀 良好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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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书面或口头表述自己的观点 优秀 良好 □合格作业评价

能分析、处理信息，得出答案 优秀 良好 □合格

设计意图 通过自己作力的示意图，分析思考，总结出压力的概念，让学生了

解压力的产生原因，知道压力的方向，理解压力和重力的区别。

难度 较易 中等 □较难作业

分析 来源 □引用 改编 原创

题目编号 003 作业性质 练习作业 完成时长 3分钟

题目

2022年4月初，新冠肺炎病毒突袭黄山市，在这次疫情防控

中，我校教师作为志愿者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做好自身防控的

有效措施之一就是要正确佩戴口罩，但长时间佩戴会造成脸部和耳

朵会留下较深的勒痕，感到疼痛。请回答下列问题：

（1）为什么口罩上细细的耳带会在耳朵上留下较深的勒痕?

（2）利用所学的知识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具

体

内

容

答案

(1) 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压力和受力面积有关，在压力相同时，口

罩上的耳带由于较细与耳朵之间的受力面积较小，压力的作用效果

就越明显

(2) 可以通过增大受力面积的方法，如在口罩两边的耳带上加上

牛奶盒的塑料提手（如右上图）

能积极思考，并通过观察收集信息 优秀 良好 □合格

作业评价
能分析、处理信息，得出结论 优秀 良好 □合格

设计意图 培养学生善于观察生活、尊重客观事实的科学素养,知道压力

的作用效果与压力的大小和受力面积有关

难度 较易 中等 □较难作业

分析 来源 引用 改编 原创

题目编号 004 作业性质 练习作业 完成时长 4分钟

具

体

题目

星期六小东和小明到屯溪梅林生态湿地去游玩，踩在软绵绵的

沙滩上，留下了许多的脚印，小东利用本节学习的知识问小明：我

的质量为48kg，每只脚与沙滩的接触面积是240cm2，当我站在沙滩

上时，对沙滩的压力是 N,压强是 Pa（g取10N/kg）
此时留下的脚印与在沙滩行走留下的脚印深浅是否相同？

内

容

答案 F=480N P=1.0×104 Pa 行走留下的脚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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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析计算出压力F和受力面积S 优秀 良好 □合格

能运用P=F/S来进行有关计算 优秀 良好 □合格

作业

评价
能定性分析压强与受力面积的关系 优秀 良好 □合格

设计意图 让学生通过解题正确找到受力面积，能正确计算出压力，会根据 

P=F/S来计算出相应的压强；并且让学生进一步加深对计算题各物

理量单位的换算以及解题步骤格式的理解

难度 较易 中等 □较难作业

分析
来源 引用 改编 原创

（三）课后作业（A 组）

题量 3题 完成时间 5分钟

题目

1、关于压力与压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压力的方向一定与受力面垂直 B、压力的大小总等于物体重力的大小 

c、物体的重力越大产生的压强越大 D、压力越大，物体受到的压强越大

2、立方体金属块放在水平桌面上，按照如图所示的方式水平切去一半，则

剩余部分对桌面的压力、压强与原来相比（ ）

A、压力不变，压强减半 B、压力减半，压强不变 

C、压力减半，压强减半 D、压力、压强都不变

3、质量为250g底面积为500cm2
物理书平放在水平桌面中间，水平桌面的面

积为5000cm2 
，则物理书对课桌的压力 N ，压强为 Pa

答案 1、A 2、C 3、2.5N 50Pa

能将所学物理知识用来解决简单的

实际问题
优秀 良好 □合格作业

评价

能区别重力和压力，初步形成压强

的概念
优秀 良好 □合格

设计意图 通过 3 道基础题，巩固基础知识，加深对压力、压强概念的理解。

知道正确运用P=F/S进行简单的计算。

难度 较易 中等 □较难作业

分析 来源 引用 改编 原创

（三）课后作业（B 组）

题量 2题 完成时间 5分钟

题目

1、把一个密度均匀的正方体放在水平桌面上，对地面的压强

为p0 ，如果把正方体从中间沿图a所示的虚线竖直向下切成①、②两

相等部分，两部分分别对水平桌面的压强为P① 和P② ；如果把正方

体从水平方向沿图b所示的虚线切去1/2,剩下的部分③对水平桌面

的压强为P③,则下列选项中正确的是( )

A P① =1/2P0 B P② = 2P0 C P③ = P0 D P③ =1/2 P0

① ②

a a ③ b

2、压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请同学们结合我们所

学习的压强知识，当万一出现下面一些意外事情：

（1） 如果有人不小心陷入泥潭、沼泽中时，我们采取怎样的方式

来进行营救？

（2） 当汽车出现交通事故时，我们应该采用什么形状工具，如何去

敲打玻璃窗户，从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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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D

2、第（1）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设法减少压强，以防止施救者也陷

入其中，因此常常用木板铺在泥潭、沼泽上，然后人才能爬过去施

救；第（2）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设法选择能增大压强的工具击打

玻璃窗，如锋利的安全逃生锤。

能运用P=F/S解释有关物理现象 优秀 良好 □合格作业

评价
能将所学物理知识与实际情境联系

起来
优秀 良好 □合格

设计意图

让学生进一步会正确找出对应的受力面积和压力的大小,能真

正理解并运用压强的定义式或变形式来解决一些有关压强方面的问

题，以提高学生运用物理知识综合分析和解题的能力；让学生通过

一些日常生活生产中的事例，进一步理解压强的概念，知道在什么

样的情况下要增大或减少压强，并且加深了解增大和减小压强的方

法。

难度 较易 中等 □较难作业

分析
来源 引用 改编 原创

第二课时 液体的压强:

（一）课前作业

题目编号 001 作业性质 活动作业 完成时长 3分钟

具体

内容
题目

准备两个不漏气的空塑料袋和一桶水，向其中一个塑料袋内

倒满水，用针向袋子四周扎孔，观察实验现象。将另一个空塑料

袋套在手上，伸入盛水的桶内，观察塑料袋是否变化，说说你的
发现？

答案 答案合理即可

1、小组成员参与度； □优秀 □良好 □合格

2、学生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度； □优秀 □良好 □合格作业评价

3、学生语言组织表达能力。 □优秀 □良好 □合格

设计意图
本题创设真实的活动情境，使学生初步感受液体压强的存在，丰

富学生的感性认知，进而引发学生思考“液体压强有什么特点”

难度 □较易 中等 □较难作业

分析 来源 □引用 □改编 原创

（二）课堂作业

题目编号 002 作业性质 练习作业 完成时长 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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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1、如图所示中的四种河堤的设计中,最不合理的是（ ），

最合理的是（ ）。

具体

内容

答案
B,A

乐于思考，善于把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

实际中，解决实际问题。 □优秀 □良好 □合格

能独立思考，对相关现象提出自己的

见解； □优秀 □良好 □合格

作业评价

通过对现象分析，理解液体压强与深度
的关系，体会其在生活生产中的应用。

□优秀 □良好 □合格

设计意图 通过创设生活情境，灵活考察学生对液体压强与深度关系的应用

难度 较易 □中等 □较难作业

分析 来源 □引用 改编 □原创

题目编号 003 作业性质 课堂作业 完成时长 2分钟

具体

内容

题目

向两个相同的容器内注入密度不同的液体甲、乙，液体甲的密度

为甲、液体乙的密度为乙。如图所示，是甲、乙两种液体内部

的压强与深度关系的图象，则甲、乙的关系是（  ）

A、甲 = 乙 B、甲＜ 乙

C、甲 ＞ 乙 D、无法确定 p /Pa
甲

乙

h/m

答案
C

能积极参与，在P-h图象中寻找到有用

信息； □优秀 □良好 □合格

能分析、处理信息，结合液体压强特点

得出结论；
□优秀 □良好 □合格作业评价

能书面或口头表述自己的观点。 □优秀 □良好 □合格

设计意图
培养学生利用数学工具——图象去分析和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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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 □较易 中等 □较难作业

分析 来源 □引用  改编 □ 原创

题目编号 004 作业性质 课堂作业 完成时长 4分钟

题目

3、有甲、乙两圆柱形容器高度相同，放在水平桌面上，甲的底

面积是乙的底面积的2倍，现向两容器内倒入相同质量的水，则

甲、乙容器中水对底部的压强之比是 ；若把乙倾斜，

则水对乙容器底部的压强会 （选填增大、减小、不

变）；若要使甲、乙容器中水对底部的压强相等，则应把乙容器

倾斜 度。（假设容器高度足够）

甲 乙

具体

内容

答案 1：2，减小，60

能积极参与，在审题中寻找到有用信

息； □优秀 □良好 □合格

能分析、处理信息，结合液体压强公式

得出结论；
□优秀 □良好 □合格作业评价

能书面或口头表述自己的观点。 □优秀 □良好 □合格

设计意图 培养学生多角度去分析和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

难度 □较易 中等 □较难作业

分析 来源 □引用 □改编 原创

作业编号 005 作业性质 课堂作业 完成时长 3 分钟

由于长江上游的植被受到破坏,造成水土流失,使得长江水中

的泥沙含量增加,这相当于液体的密度 了,因此在同等深度的

情况下,长江水对堤坝的 增加,从而使堤坝受到破坏

的可能性增加。长江三峡大坝实际高181m，正常蓄水位175m,现蓄

水深度已达到150m，则坝底所受水的

压强为  Pa(g=10N/kg)、三峡

船闸是利用 原理来解决

上下游船只间的通航问题，如下图所

示是船闸的简单的示意图，关闭阀门

，打开阀门  时，水从上游流向闸室。

题目

具体

内容

答案 增大，压强，1.5×10 6 ,连通器，B,A

能积极参与，并通过审题收集信息； □优秀 □良好 □合格

能分析、处理信息，得出结论； □优秀 □良好 □合格

作业评价

能书面或口头表述自己的观点。 □优秀 □良好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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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 创设实际情境，综合考察学生运用所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难度 □较易 中等 □较难作业

分析 来源 □引用 改编 □原创

（三）课后作业（A 组）

题量 2题 完成时间 6分钟

题目

1、探究：下表是小阳同学在做“研究液体的压强”实验的实验

数据：

（1）在研究液体压强规律时，由于不能

直接观测到它的大小，我们是用  

法，通过压强计中U形管

来显示橡皮膜所受压强的大小。如图所示，把同一支压强计的探

头先后放入A、B两种液体中的不同位置，压强计两管中的液面高

度差相等，比较两种液体的密度可知:

（2）根据下表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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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较序号为 的三组数据可得出结论：液体的压强

随深度增加而增大；

②比较序号为1、2、3的三组数据可得出结论 ；

③比较序号为5、6的两组数据可得出结论 。 

2、如图所示，容器中装有一定量的液体，若B点的液体压强为

3.6×10 3 Pa，则液体的密度是 Kg/ m
3
，A点液体的压强

为 Pa。

答案

1、转换法，两侧液面的高度差，  ＞   ，1、4、5，同种液体
A B

在同一深度向各个方向的压强相等；不同种液体在深度相同时，

密度越大，压强越大。2、1.2×10 
3
，1.2×10 

3

能将所学物理知识与实际情境联系来； □优秀 □良好 □合格

能从物理学视角观察周围事物、解释有

关现象和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优秀 □良好 □合格

作业评价

加深对规律和概念的理解。 □优秀 □良好 □合格

设计意图

创设实验情境，结合本节课的重点知识，让学生经历完整的实验

探究过程，提升学生对实验现象的观察能力和运用所学解决问题

的能力，和对实验方法的运用，从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加深对概念和公式的

理解。

难度 □较易 中等 □较难作 业

分析 来源 □引用  改编 □原创

（三）课后作业（B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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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量 2 题 完成时间 8 分钟

题目

1、如图所示，一平底玻璃杯放在水平桌面上，内装200g的

水，桌面的面积是1m2，杯子的底面积是10cm2。（g=10 N/kg，
3 3

Ρ水=1×10 kg/m )

(1)求水对杯底的压强；

(2) 求水对杯底的压力；

(3)若桌面所受玻璃杯的压强是2.6× 

103 Pa，求玻璃杯的质量。

题目

2、如图所示的开口容器底部有一个小孔，装水后，水不断从

小孔流出、下图中能够粗略反映水流出时，容器底部所受水的压

强p与时间t的关系图象是( )

答案
3

1， 1.2×10 Pa ,1.2N,0.06Kg；2，B 水不断流出，深度不断

下降，压强变小，水流速逐渐变慢，液面高度下降越来越慢。

能将所学物理知识与实际情境联系起

来；
□优秀 □良好 □合格

作业评价

能运用物理知识解释有关现象和解决简

单的实际问题。
□优秀 □良好 □合格

设计意图
通过2道题，考查学生运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以致

用。

难度□较 易  中 等 □较 难作 业

分析 来源□引用  改编 □原创

（四）实践作业 ----------制作：简易液压机

材料 两个粗细不同的注射器

步骤

把两个粗细不同的注射器底部用软管相连并装上水，就成了
一个简易的液压机。

观察分析

1、推粗的注射器活塞费力，推细的注射器活塞省力。

、 2、通过这个现象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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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按步骤完成制作； □优秀□良好 □合格

能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并准确记录； □优秀□良好 □合格

作业评价

基于实验现象，能进行简单分析。 □优秀□良好 □合格

作业分析及

设计意图

这是一个制作类作业。通过小制作，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激发学习欲望；同时，通过自己制作简易液压机，更加深入的理

解帕斯卡原理。

第三节 空气的“力量”

（一）课前作业

题目编号 001 作业性质 活动作业 完成时长 5分钟

题目

取两个皮碗（或两个带皮碗的塑料挂钩，如图甲所示），用力挤出

皮碗中的空气（图乙），两个皮碗容易拉开吗（图丙）？重复刚才

的实验，这一次在你拉开的时候，请一位同学用小刀在两皮碗之间

拨动一下，这时两个皮碗还容易拉开吗（图丙）？

具体

内容

答案 答案：不容易 容易

1. 学生参与度 □优秀 □良好 □合格
作业评价

2.学生对科学探究的兴趣度 □优秀 □良好 □合格

设计意图
本题创设真实的活动情境，通过对比实验，引发思维冲突，使学生亲身

体验大气压的存在，丰富学生的感性认知，从而调动学生探究欲望。

难度 较易 中等 □较难作业

分析 来源 □引用 改编 原创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

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5614420310301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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