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科版八年级物理下册第九章教案教学设计

一、主题单元规划思维导图

二、单元目标

(一)课标要求

1.通过实验,理解压强。知道日常生活中增大和减小压强的方法。

2.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液体压强与哪些因素有关。

3.知道大气压强及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二)核心素养要求



1.通过类比,经历用比值定义法建立压强概念的过程,理解压强,能用压强公式进行

简单计算,知道增大和减小压强的方法。

2.经历用“液片模型”推导出连通器原理的过程,使学生体会建立模型的思维方法,

知道船闸的工作原理,能用连通器原理解释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3.通过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跟什么因素有关的实验,学会运用控制变量法,经历实

验探究过程。

4.通过实验探究,总结液体内部压强的规律,让学生初步体会实验归纳的研究方法。

5.知道大气压强的存在,知道托里拆利实验的原理、过程和结论。

6.将物理知识和生活实例相结合,使学生体会物理与生活生产的紧密联系,培养学

生将物理知识运用于生活、生产的意识。

1.压强

第 1 课时　认识压强

教材分析

一、课标分析

通过实验,理解压强。

二、内容和地位分析

“压强”是教科版《物理》(八年级下册)第九章第 1 节内容,主要由“认识压强”

和“压强的计算”两部分组成。从知识学习的角度看,它前承运动和力学的知识,后

启浮力的知识,既是本章的第 1 节,又是后面学习液体压强、大气压强的基础。在

物理方法上,它是前面所学控制变量法、类比法、比值定义法的进一步应用,也为

后面知识的学习奠定研究方法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枢纽性作用。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力学的基础知识,有了初步的受力分析能力,对如何运用控制

变量法有了一定的认识,也具备了基本的观察、分析和独立思考能力,但抽象思维

能力尚未成熟,通过实验现象寻找规律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在运用控制变量法探

究的过程中,学生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如何体现压力作用的效果?

(2)如何改变压力的大小和受力面积的大小?

(3)设计和进行实验时要控制哪些变量?

为了让学生有真实深刻的感受,尽量给不同的小组提供包括生活中常用的物

品在内的各种不同器材,使学生意识到生活中的很多物品都是很好的探究器材。

对于一些抽象的概念,学生也能类比速度公式的知识进行迁移。

教学目标

1.通过实例观察,能说出压力与重力的关系,会画压力示意图。

2.通过分组实验探究、师生互动,能正确运用“控制变量法”“转换法”,会描述压

力作用效果的影响因素。

3.通过类比速度公式和阅读课本,正确描述压强的定义、公式、单位,能运用

压强公式进行计算。

核心素养

通过实验探究,让学生经历选择和使用器材设计实验并进行探究的过程,培养

学生的交流意识、合作精神、合作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重点难点

重点:理解压强概念。

难点:用比值定义法定义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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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实验——气球滚钉板

把气球放在许多钉子和一个钉子

上做对比实验。

问题:气球为什么不怕许多钉子,

反而怕一个钉子?

学生观看

实验并思考、交

流、回答问题。

通过有

关压强的实

验,激发学生

学习压强的

兴趣,引起学

生对压强及

压力作用效

果的影响因

素的思考。

环节二:

认识压

力,明确

压力的

三要素

以及与

重力的

关系

1.认识压力的三要素。

(1)引导学生认识压力的方向和作

用点。

(2)引导学生认识压力的大小。

演示电子秤的使用;将重物放在电

子秤上,缓慢倾斜电子秤,其示数逐渐

减小。

分别水平、

倾斜、竖直放置

带有重物的钢

尺。

(1)观察钢

尺的形变情况。

(2)明确只

有当物体放在

水平面上时,物

体对支持面的

压力才等于物

体的重力。

(3)进一步

明确压力与重

力的关系。

使学生

认识压力,并

区分压力与

重力。

2.探究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

(1)提出猜想。



环节三:

实验探

究压力

的作用

效果与

哪些因

素有关

给学生提供气球,让学生通过气球

的形变初步感受压力的作用效果,并提

出影响压力的作用效果的因素。

(2)实验探究。

提供实验器材:有钉子的小瓶、沙

子、钩码、橡皮泥、粗绳、细绳、海

绵、小桌、气球等,学生自主选择器材

进行探究。

　　学生分组

实验,选择合适

的实验器材,设

计实验方案,通

过实验观察、讨

论、总结、归纳,

运用转换法来

显示压力的作

用效果;运用控

制变量的方法

设计实验从而

验证自己的猜

想。

　　感受压

力的作用效

果,促使学生

作出猜想。

增强学

生正确选择

实验器材的

能力,使学生

经历设计实

验、进行实

验的过程,正

确运用物理

方法去探究

问题。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三:

实验探

究压力

的作用

效果与

哪些因

素有关

　　老师巡视,引导学生思考:如

何体现压力的作用效果?如何改变压

力的大小和受力面积的大小?如何控

制变量?

(3)归纳总结。

请小组同学展示各自的实验方

案,分析归纳出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及

得出的结论。

例 1.如图所示,比较甲、乙可得,

　　学生

展示、交流,根

据实验现象总

结实验结论。

　　总

结出正确结

论;锻炼学生

准确表达自

己观点的能

力,进一步提

高学生思考

他人意见,改

进自己探究

方案的意识。



当接触面的大小相同时,压力

越　　　　,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

比较乙、丙可得,当　　　　

学生思考、

解答并交流。



相同时,接触面积越小,压力的作

用效果越明显。本实验采用的实验方

法是　　　　　　　　。 
及时测

评学生的学

习效果。

环节四:

介绍压

强的概

念、公式、

单位,计

算压强

　　3.压强的概念。

(1)教师演示实验。

压力和受力面积都不相同,怎么比

较压力的作用效果。

(2)引导学生利用比值定义法定义

压强。

在学习其他物理量时,是否遇到过

类似的问题?

给学生提供自学导学案。

介绍压强的物理意义、定义、公

式、单位。

例 2.请估测一下自己站立时对地

面的压强。(提供带有网格的纸和体重

计,g 取 10 N/kg)

学生观看,

引发思考。

学生遇到

问题,通过讨论、

回顾已知知识:

建立速度、密度

概念时用到的

比值定义法,建

立压强的概念。

通过计算运用

新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

引入压

强的学习,为

学生学习压

强做铺垫。

使学生

理解压强的

概念,并会运

用公式解决

问题。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课堂练习 课堂 8 分钟

课堂小结 本节课你学到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板书设计

9.1　压强

第 1 课时　认识压强

1.压力: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的力。

2.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压力大小、受力面积大小。

3.压强:p=𝐹
𝑆,1 Pa=1 N/m2。

作业布置 《七彩作业》第九章第 1 节第 1 课时

教学反思

                                                                     

                                                                     

                                                                     

                                                                     

第 2 课时　压强的应用

教材分析

一、课标分析

知道日常生活中增大和减小压强的方法。

二、内容和地位分析



“压强”是教科版《物理》(八年级下册)第九章第 1 节内容,本节为第 2 课时压

强的应用。主要由“怎样减小或增大压强”和“压强的计算”两部分组成。本节内容

是建立在前面已学习压强这一重要概念的基础上,只要学生对压强的概念理解到

位,就能顺利解决减小或增大压强的问题。

通过对生产、生活中常见现象的分析,引导学生运用压强公式总结出增大或

减小压强的方法。了解以安全教育为目的的安全锤等事例,公路的路面被超载货

车压坏的社会现象,使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的同时,有自我保护及爱护公共设施的

意识。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压强的概念等知识,但对于生活中增大或减小压强的事例的

亲身体验感较少。

教学目标

通过实例分析,能结合公式说出增大或减小压强的方法,举出类似实例。

核心素养

通过观察和亲身体验,让学生体会到物理就在我们身边,以及学会在社会领域、

自然领域运用物理知识解释现象、解决问题。

重点难点

重点:了解压强在生活中的应用。

难点:提高思维方法的构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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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科普知识——如何正确使用公

交车的安全锤?

安全锤的结构非常简单,一般由把手

和钢制锤头组成。与普通的圆头锤相比,

安全锤的锤头具有尖锐的头部。在使用安

全锤破窗时,我们需要握紧把手,然后把安

全锤抡起来,最后使劲地击打到玻璃上。

问题:上述科普知识涉及哪些物理知

识?

　　学生

观察图片

并思考、交

流、回答问

题。

　　通过有

关压强的实

验,激发学生

学习压强的

兴趣,引起学

生对压强及

压力作用效

果的影响因

素的思考。

环节二:

增大或

减小压

强的方

法

观察图片——啄木鸟捉虫子、铁轨铺

在枕木上、书包带很宽、载重汽车有很多

轮子等。

问题:请从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

角度分析上述实例中的物理知识,并总结

增大和减小压强的方法。

亲身体验:用手在木板上按图钉。

进一步感受当压力一定时,受力面积

越小,压强越大。

学以致用:

(1)分析许多公路的路面被超载货车

压坏的原因。

　　

学生思考、

动手体验、

交流 ,对现

象 进 行 分

析、解释,总

结 增 大 和

减 小 压 强

的方法。

通过观

察、体验、

归纳,使学生

能够根据压

强的公式分

析日常生活

中各种增大、

减小压强的

实例,学以致

用。



(2)分析当儿童掉入冰窟窿中的营救

办法。

例 1.下列实例中,属于减小压强的是

(　　)
通过儿

童掉入冰窟

窿中的实例

对学生进行

安全教育。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三:

压强的

应用计

算

　　根据压强公式进行计算。

例 2.一个图钉帽的面积是 0.8 cm2,图

钉尖的面积是 5×10-4 cm2,手指对钉帽的

压力是 20 N,手指对图钉帽的压强和图钉

尖对墙的压强各是多大?

　　计算

并和同伴

交流。



　　通过计

算手指对图

钉帽的压强

和图钉尖对

墙的压强,进

一步让学生

体会压力一

定时,受力面

积的大小对

压力作用效

果的影响,并

且通过学生

亲身感受,增

加学生的感

性认识,更深

刻地理解压

强及增大和

减小压强的

方法。

课堂练习 课堂 8 分钟

课堂小结 本节课你学到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板书设计

9.1　压强

第 2 课时　压强的应用

一、增大压强的方法

1.增大压力。

2.减小受力面积。



3.增大压力的同时减小受力面积。

二、减小压强的方法

1.减小压力。

2.增大受力面积。

3.减小压力的同时增大受力面积。

作业布置 《七彩作业》第九章第 1 节第 2 课时

教学反思

                                                                    

                                                                    

                                                                    

                                                                    



2.液体的压强

第 1 课时　影响液体压强的因素

教材分析

一、课标分析

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液体压强与哪些因素有关。

二、内容和地位分析

本节是在学习了固体压强之后设置的,第 1 节提出压强的概念,为本节学习液

体压强提供了压强的判断方法,即观察物体的形变。液体压强属于压强概念的外

延,不同于固体压强,又与气体同属流体,有着类似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为理解浮力

产生的原因打下基础。因此设置此内容承前启后,不仅仅是对压强的拓展,更是对

浮力的铺垫。

学情分析

学生在学习本节前已经学了压强的相关知识,知道了压强是表示压力的作用

效果的物理量,能通过观察物体的形变来判断压强大小,这为实验探究液体压强的

分布规律及影响液体压强的因素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通过对上一节压强在生

产、生活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启发学生在本节的学习中利用液体压强知识来解释

生活现象。

教学目标

1.通过实验,让学生归纳出液体对容器底和侧壁都有压强,液体内部向各个方

向都有压强。

2.通过实验,探究液体压强与哪些因素有关。

3.通过观察和探究,总结液体压强的分布规律,让学生初步体会实验归纳的研

究方法。



核心素养

通过观察和探究养成关注生活中的现象的意识,能主动参与探究,通过小组合

作,学会探究未知问题的方法,并能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现象。

重点难点

重点:学生经历实验探究的过程,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实验数据的分析,认

识和理解液体内部压强的规律。

难点:探究过程中的科学方法、科学推理、科学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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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视频:帕斯卡裂桶实验。

　　学生观

察视频中实

验的现象,根

据实验现象

初步感受液

体压强的力

量。

　　通过有趣

的开场——视

频中与学生认

知冲突的实验

现象,激发学生

强烈的求知欲

望。

环节二:

感受液

体压强

的存在

1.感受手受到的压强。



2.观察试管底部橡皮膜的形变情

况。

戴上塑

料手套后,将

手放入水中,

有什么感受?

想一想以上

实验说明了

什么问题?

学生观

察实验中橡

皮膜的形变

情况。根据

现象认识液

体压强的存

在。

总结:①

液体对容器

底部和侧壁

有压强。②

液体的内部

存在压强。

通过真实

情境感受液体

压强的存在,令

学生有所感触,

引发探究影响

液体压强的因

素的欲望。

尝试结合

已学习的压强

知识,建立关于

液体压强的认

知模型。

环节三:

实验探

究液体

压强与

哪些因

素有关

探究影响液体压强的因素。

(1)提出猜想。

深度——游泳时潜泳深度越深越

难呼吸。

方向——向上凸起的橡皮膜形变

程度更大。

密度——相同体积的液体密度越

　　教师通

过归纳、演

绎、推理、

演示等多种

方法排除部

分无关因素。

　　教师既鼓

励学生大胆猜

测,同时也引导

学生通过科学

思维排除部分

无关因素,通过

实验小心求证。



大,重力越大。

受力面积——根据固体压强可知

压强大小与受力面积有关。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三:

实验探

究液体

压强与

哪些因

素有关

(2)实验探究。

提供实验器材:微小压强计、水槽

等。

老师巡视,引导学生思考:如何体现

压力的作用效果?如何改变压力的大小

和受力面积的大小?如何控制变量?

(3)归纳总结。

请小组同学展示交流各自的实验

方案,分析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并归纳结

论。

总结:同种液体同一深度向各个方

向的压强相等。同种液体内部,深度越

深,压强越大。同一深度,液体密度越大,

压强越大。

学生分

组实验,选

择合适的实

验器材,设

计方案,运

用转换法来

显示液体压

强的大小;

运用控制变

量方法设计

实验从而验

证自己的猜

想。

学生展

示,交流,根

据实验现象

得出实验结

论。

通过该环

节,展示出科学

思维、科学探究

等物理学科特

色,为培养学生

核心素养奠定

基础。

科学实验

探究是物理教

学的核心,以小

组合作的形式

进行科学探究,

既利于学生在

合作中通过相

互点评获得能

力的提高,也利

于教师在对探

究活动的评价

中发现问题,从

而促进学生的

深入探究,激发

学生主动参与

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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