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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物理教案集锦 15 篇 

 

 

高三物理教案 1 

  核力与核能 

  三维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知道核力的概念、特点及自然界存在的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2)知道稳定原子核中质子与中子的比例随着原子序数的增大而减小; 

  (3)理解结合能的概念，知道核反应中的质量亏损; 

  (4)知道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理解质量与能量的关系。 

  2、过程与方法 

  (1)会根据质能方程和质量亏损的概念计算核反应中释放的核能; 

  (2)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及数学计算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使学生树立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科学理论对实践有着指导和预见作

用的能力; 

  (2)认识开发和利用核能对解决人类能源危机的重要意义。 

  教学重点：质量亏损及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的理解。 

  教学难点：结合能的概念、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质量与能量的关系。 

  教学方法：教师启发、引导，学生讨论、交流。 

  教学用具：多媒体教学设备一套：可供实物投影、放像、课件播放等。 

  (一)引入新课 

  提问 1：氦原子核中有两个质子，质子质量为 mp=1.67×10-27kg，带电量为元

电荷 e=1.6×10-19C，原子核的直径的数量级为 10-15m，那么两个质子之间的库

仑斥力与万有引力两者相差多少倍?(两者相差 103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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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 2：在原子核那样狭小的空间里，带正电的质子之间的库仑斥力为万有引

力的 1036 倍，那么质子为什么能挤在一起而不飞散?会不会在原子核中有一种过

去不知道的力，把核子束缚在一起了呢?今天就来学习这方面的内容。 

  (二)进行新课 

  1、核力与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提示：20 世纪初人们只知道自然界存在着两种力：一种是万有引力，另一种

是电磁力(库仑力是一种电磁力)。在相同的距离上，这两种力的强度差别很大。

电磁力大约要比万有引力强 1036 倍。 

  基于这两种力的性质，原子核中的质子要靠自身的引力来抗衡相互间的库仑斥

力是不可能的。核物理学家猜想，原子核里的核子间有第三种相互作用存在，即

存在着一种核力，是核力把核子紧紧地束缚在核内，形成稳定的原子核，后来的

实验证实了科学家的猜测。 

  提问 

  1：那么核力有怎样特点呢? 

  (1)核力特点： 

  第一、核力是强相互作用(强力)的一种表现。 

  第二、核力是短程力，作用范围在 1.5×10-15m 之内。 

  第三、核力存在于核子之间，每个核子只跟相邻的核子发生核力作用，这种性

质称为核力的饱和性。 

  总结：除核力外，核物理学家还在原子核内发现了自然界的第四种相互作用—

弱相互作用(弱力)，弱相互作用是引起原子核β衰变的原因，即引起中子转变质

子的’原因。弱相互作用也是短程力，其力程比强力更短，为 10-18m，作用强

度则比电磁力小。 

  (2)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 

  弱力、强力、电磁力、引力和分别在不同的尺度上发挥作用： 

  ①弱力(弱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是引起原子核β衰变的原因→短程力; 

  ②强力(强相互作用)：在原子核内，强力将核子束缚在一起→短程力; 

  ③电磁力：电磁力在原子核外，电磁力使电子不脱离原子核而形成原子，使原

了结合成分子，使分子结合成液体和固体→长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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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引力：引力主要在宏观和宇观尺度上“独领风骚”。是引力使行星绕着恒星

转，并且联系着星系团，决定着宇宙的现状→长程力。  

  2、原子核中质子与中子的比例 

  随着原子序数的增加，稳定原子核中的中子数大于质子数。  

  思考：随着原子序数的增加，稳定原子核中的质子数和中子数有怎样的关

系?(随着原子序数的增加，较轻的原子核质子数与中子数大致相等，但对于较重

的原子核中子数大于质子数，越重的元素，两者相差越多 ) 

  思考：为什么随着原子序数的增加，稳定原子核中的中子数大于质子数 ? 

  提示：学生从电磁力和核力的作用范围去考虑。  

  总结： 

  若质子与中子成对地人工构建原子核，随原子核的增大，核子间的距离增大，

核力和电磁力都会减小，但核力减小得更快。所以当原子核增大到一定程度时，

相距较远的质子间的核力不足以平衡它们之间的库仑力，这个原子核就不稳定

了; 

  若只增加中子，中子与其他核子没有库仑斥力，但有相互吸引的核力，所以有

助于维系原子核的稳定，所以稳定的重原子核中子数要比质子数多。  

  由于核力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以及核力的饱和性，若再增大原子核，一些核

子间的距离会大到其间恨本没有核力的作用，这时候再增加中子，形成的核也一

定是不稳定的。因此只有 200 多种稳定的原子核长久地留了下来。 

  3、结合能 

  由于核子间存在着强大的核力，原子核是一个坚固的集合体。要把原子核拆散

成核子，需要克服核力做巨大的功，或者需要巨大的能量。例如用强大的γ光子

照射氘核，可以使它分解为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  

  从实验知道只有当光子能量等于或大于 2.22MeV 时，这个反应才会发生。相反

的过程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结合成氘核，要放出 2.22MeV 的能量。这表明要把原

子核分开成核子要吸收能量，核子结合成原子核要放出能量，这个能量叫做原子

核的结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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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核越大，它的结合能越高，因此有意义的是它的结合能与核子数之比，称

做比结合能，也叫平均结合能。比结合能越大，表示原子核中核子结合得越牢固,

原子核越稳定。 

  那么如何求原子核的结合能呢?爱因斯坦从相对论得出了物体能量与它的质量

的关系，指出了求原子核的结合能的方法。 

  4、质量亏损 

  (1)质量亏损 

  科学家研究证明在核反应中原子核的总质量并不相等，例如精确计算表明：氘

核的质量比一个中子和一个质子的质量之和要小一些，这种现象叫做质量亏损，

质量亏损只有在核反应中才能明显的表现出来。 

  回顾质量、能量的定义、单位，向学生指出质量不是能量、能量也不是质量，

质量不能转化能量，能量也不能转化质量，质量只是物体具有能量多少及能量转

变多少的一种量度。 

高三物理教案 2 

  一、电流、电阻和电阻定律 

  1.电流: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1)形成电流的条件:内因是有自由移动的电荷,外因是导体两端有电势差. 

  (2)电流强度:通过导体横截面的电量Q与通过这些电量所用的时间 t 的比值。 

  ①I=Q/t;假设导体单位体积内有n个电子,电子定向移动的速率为V,则I=neSv;

假若导体单位长度有N个电子,则 I=Nev. 

  ②表示电流的强弱,是标量.但有方向,规定正电荷定向移动的方向为电流的方

向. 

  ③单位是:安、毫安、微安 1A=103Ma=106A 

  2.电阻、电阻定律 

  (1)电阻:加在导体两端的电压与通过导体的电流强度的比值.R=U/I,导体的电

阻是由导体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与 U.I无关. 

  (2)电阻定律:导体的电阻 R与它的长度 L 成正比,与它的横截面积 S 成反比. 

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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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电阻率:电阻率是反映材料导电性能的物理量,由材料决定,但受温度的影

响. 

  ①电阻率在数值上等于这种材料制成的长为1m,横截面积为1m2的柱形导体的

电阻. 

  ②单位是:m. 

  3.半导体与超导体 

  (1)半导体的导电特性介于导体与绝缘体之间,电阻率约为 10-5m ~106m 

  (2)半导体的应用: 

  ①热敏电阻:能够将温度的变化转成电信号,测量这种电信号,就可以知道温度

的变化. 

  ②光敏电阻:光敏电阻在需要对光照有灵敏反应的自动控制设备中起到自动开

关的作用. 

  ③晶体二极管、晶体三极管、电容等电子元件可连成集成电路. 

  ④半导体可制成半导体激光器、半导体太阳能电池等. 

  (3)超导体 

  ①超导现象:某些物质在温度降到绝对零度附近时,电阻率突然降到几乎为零

的现象. 

  ②转变温度(TC):材料由正常状态转变为超导状态的温度 

  ③应用:超导电磁铁、超导电机等 

  二、部分电路欧姆定律 

  1、导体中的电流 I跟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跟它的电阻 R成反比。 I=U/R 

  2、适用于金属导电体、电解液导体,不适用于空气导体和某些半导体器件.R2

﹥R1 R2 

  3、导体的伏安特性曲线:研究部分电路欧姆定律时,常画成 I~U或 U~I图象,

对于线性元件伏安特性曲线是直线,对于非线性元件,伏安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 

  注意:①我们处理问题时,一般认为电阻为定值,不可由 R=U/I认为电阻 R随电

压大而大,随电流大而小. 

  ②I、U、R必须是对应关系.即 I 是过电阻的电流,U 是电阻两端的`电压. 

  三、电功、电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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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电功:电荷在电场中移动时,电场力做的功 W=UIt, 

  电流做功的过程是电能转化为其它形式的能的过程. 

  2.电功率:电流做功的快慢,即电流通过一段电路电能转化成其它形式能对电

流做功的总功率,P=UI 

  3.焦耳定律;电流通过一段只有电阻元件的电路时,在 t 时间内的热量

Q=I2Rt. 

  纯电阻电路中 W=UIt=U2t/R=I2Rt,P=UI=U2/R=I2R 

  非纯电阻电路 W=UIt,P=UI 

  4.电功率与热功率之间的关系 

  纯电阻电路中,电功率等于热功率,非纯电阻电路中,电功率只有一部分转化成

热功率. 

  纯电阻电路:电路中只有电阻元件,如电熨斗、电炉子等. 

  非纯电阻电路:电机、电风扇、电解槽等,其特点是电能只有一部分转化成内能. 

高三物理教案3 

  相对论指出，物体的能量(E)和质量(m)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即E=mc2

式中，c为真空中的光速。爱因斯坦质能方程表明：物体所具有的能量跟它的质

量成正比。由于 c2 这个数值十分巨大，因而物体的能量是十分可观的。 

高三物理教案 4 

  一、动量 

  1、动量:运动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叫做动量.是矢量,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同;

动量的合成与分解,按平行四边形法则、三角形法则.是状态量;通常说物体的动

量是指运动物体某一时刻的动量,计算物体此时的动量应取这一时刻的瞬时速

度。是相对量;物体的动量亦与参照物的选取有关,常情况下,指相对地面的动量。

单位是 kg 

  2、动量和动能的区别和联系 

  ①动量的大小与速度大小成正比,动能的大小与速度的大小平方成正比。即动

量相同而质量不同的物体,其动能不同;动能相同而质量不同的物体其动量不同。 

  ②动量是矢量,而动能是标量。因此,物体的动量变化时,其动能不一定变化;

而物体的动能变化时,其动量一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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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因动量是矢量,故引起动量变化的原因也是矢量,即物体受到外力的冲量;动

能是标量,引起动能变化的原因亦是标量,即外力对物体做功。 

  ④动量和动能都与物体的质量和速度有关,两者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运动物体

的特性,且二者大小间存在关系式:P2=2mEk 

  3、动量的变化及其计算方法 

  动量的变化是指物体末态的动量减去初态的动量,是矢量,对应于某一过程(或

某一段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量,其计算方法: 

  (1)P=Pt一 P0,主要计算 P0、Pt 在一条直线上的情况。 

  (2)利用动量定理 P=Ft,通常用来解决 P0、Pt;不在一条直线上或 F为恒力的

情况。 

  二、冲量 

  1、冲量:力和力的作用时间的乘积叫做该力的冲量.是矢量,如果在力的作用时

间内,力的方向不变,则力的方向就是冲量的方向;冲量的合成与分解,按平行四

边形法则与三角形法则.冲量不仅由力的决定,还由力的作用时间决定。而力和时

间都跟参照物的选择无关,所以力的冲量也与参照物的’选择无关。单位是N 

  2、冲量的计算方法 

  (1)I=Ft.采用定义式直接计算、主要解决恒力的冲量计算问题。 

  (2)利用动量定理 Ft=P.主要解决变力的冲量计算问题,但要注意上式中 F 为

合外力(或某一方向上的合外力)。 

  三、动量定理 

  1、动量定理:物体受到合外力的冲量等于物体动量的变化.Ft=mv/一 mv 或 

Ft=p/-p;该定理由牛顿第二定律推导出来:(质点 m 在短时间 t内受合力为 F合,

合力的冲量是 F合质点的初、未动量是 mv0、mvt,动量的变化量是

P=(mv)=mvt-mv0.根据动量定理得:F 合=(mv)/t) 

  2.单位:牛秒与千克米/秒统一:l千克米/秒=1千克米/秒 2秒=牛 

  3.理解:(1)上式中 F 为研究对象所受的包括重力在内的所有外力的合力。 

  (2)动量定理中的冲量和动量都是矢量。定理的表达式为一矢量式,等号的两边

不但大小相同,而且方向相同,在高中阶段,动量定理的应用只限于一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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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可规定一个正方向,注意力和速度的正负,这样就把大量运算转化为代数运

算。 

  (3)动量定理的研究对象一般是单个质点。求变力的冲量时,可借助动量定理求,

不可直接用冲量定义式. 

  4.应用动量定理的思路: 

  (1)明确研究对象和受力的时间(明确质量 m和时间 t); 

  (2)分析对象受力和对象初、末速度(明确冲量 I合,和初、未动量 P0,Pt); 

  (3)规定正方向,目的是将矢量运算转化为代数运算; 

  (4)根据动量定理列方程 

  (5)解方程。 

  四、动量定理应用的注意事项 

  1.动量定理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物体或可看作单个物体的系统,当研究对象为物

体系时,物体系的总动量的增量等于相应时间内物体系所受外力的合力的冲量,

所谓物体系总动量的增量是指系统内各个的体动量变化量的矢量和。而物体系所

受的合外力的冲量是把系统内各个物体所受的一切外力的冲量的矢量和。 

  2.动量定理公式中的 F是研究对象所受的包括重力在内的所有外力的合力。它

可以是恒力,也可以是变力。当合外力为变力时F则是合外力对作用时间的平均

值。 

  3.动量定理公式中的(mv)是研究对象的动量的增量,是过程终态的动量减去过

程始态的动量(要考虑方向),切不能颠倒始、终态的顺序。 

  4.动量定理公式中的等号表明合外力的冲量与研究对象的动量增量的数值相

等,方向一致,单位相同。但考生不能认为合外力的冲量就是动量的增量,合外力

的冲量是导致研究对象运动改变的外因,而动量的增量却是研究对象受外部冲量

作用后的必然结果。 

  5.用动量定理解题,只能选取地球或相对地球做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做参照

物。忽视冲量和动量的方向性,造成I与P正负取值的混乱,或忽视动量的相对性,

选取相对地球做变速运动的物体做参照物,是解题错误的常见情况。 

高三物理教案 5 

  1.某金属在一黄光照射下,正好有电子逸出,下述说法中,哪种是正确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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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增大光强,而不改变光的频率,光电子的最大初动能将不变 

  B.用一束更大强度的红光代替黄光,仍能发生光电效应 

  C.用强度相同的紫光代替黄光,光电流强度将不变 

  D.用强度较弱的紫光代替黄光,有可能不发生光电效应 

  答案 A 

  要点二 光的波粒二象性 

  2.物理学家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在光屏处放上照相用的底片.若减弱光的强

度,使光子只能一个一个地通过狭缝.实验结果表明,如果曝光时间不太长,底片

只能出现一些不规则的点子;如果曝光时间足够长,底片上就会出现规则的干涉

条纹.对这个实验结果有下列认识,其中正确的是 ( ) 

  A.曝光时间不太长时,底片上只能出现一些不规则的点子,表现出光的波动性 

  B.单个光子通过双缝后的落点可以预测 

  C.只有大量光子的行为才能表现出光的粒子性 

  D.干涉条纹中明亮的部分是光子到达机会较多的地方 

  答案 D 

  题型 1 对光电效应规律的理解 

  【例 1】关于光电效应,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光电子的最大初动能与入射光的频率成正比 

  B.光电子的`动能越大,光电子形成的电流强度就越大 

  C.用不可见光照射金属一定比用可见光照射同种金属产生的光电子的初动能

要大 

  D.对于任何一种金属都存在一个最大波长,入射光的波长必须小于这个波长,

才能产生光电 效应 

  答案 D 

  题型 2 光电效应方程的应用 

  【例 2】如图所示,一光电管的阴极用极限波长为 0 的钠制成.用波长为的紫外

线照射阴极,光电管阳极 A和阴极 K之间的电势差为 U,光电流的饱和值为 I. 

  (1)求每秒由 K极发射的电子数. 

  (2)求电子到达 A 极时的最大动能.(普朗克常量为 h,电子的电荷量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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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1) 

  题型 3 光子说的应用 

  【例 3】根据量子理论,光子的能量 E和动量 p之间的关系式为 E=pc,其中 c

表示光速,由于光子有动量,照到物体表面的光子被物体吸收或反射时都会对物

体产生压强,这就是光压,用 I表示. 

  (1)一台二氧化碳气体激光器发出的激光,功率为 P0,射出光束的横截面积为 S,

当它垂直照射到一物体表面并被物体全部反射时,激光对物体表面的压力 F=2pN,

其中 p表示光子的动量,N 表示单位时间内激光器射出的光子数,试用 P0 和 S 表

示该束激光对物体产生的光压 I. 

  (2)有人设想在宇宙探测中用光作为动力推动探测器加速,探测器上安装有面

积极大、反射率极高的薄膜,并让它正对太阳,已知太阳光照射薄膜对每 1 m2 面

积上的辐射功率为1.35 kW,探测器和薄膜的总质量为M=100 kg,薄膜面积为4104 

m2,求此时探测器的加速度大小(不考虑万有引力等其他的力)? 

  答案 (1)I= (2)3.610-3 m/s2 

  题型 4 光电结合问题 

  【例 4】波长为 =0.17m 的紫外线照射至金属筒上能使其发射光电子,光电子在

磁感应强度为 B的匀强磁场中,做最大半径为 r的匀速圆周运动时,已知

rB=5.610-6 Tm,光电子质量 m=9.110-31 kg,电荷量 e=1.610-19 C.求: 

  (1)光电子的最大动能. 

  (2)金属筒的逸出功. 

  答案 (1)4.4110-19 J (2)7.310-19?J 

高三物理教案 6 

  第四课时 电磁感应中的力学问题 

  【知识要点回顾】 

  1.基本思路 

  ①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和楞次定律求感应电动势的大小和方向; 

  ②求回路电流; 

  ③分析导体受力情况(包含安培力，用左手定则确定其方向); 

  ④列出动力学方程或平衡方程并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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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动态问题分析 

  (1)由于安培力和导体中的电流、运动速度均有关，所以对磁场中运动导体进

行动态分析十分必要，当磁场中导体受安培力发生变化时，导致导体受到的合外

力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加速度、速度等发生变化;反之，由于运动状态的变化又

引起感应电流、安培力、合外力的变化，这样可能使导体达到稳定状态. 

  (2)思考路线：导体受力运动产生感应电动势感应电流通电导体受安培力合外

力变化加速度变化速度变化最终明确导体达到何种稳定运动状态.分析时，要画

好受力图，注意抓住 a=0 时速度 v达到最值的特点. 

  【要点讲练】 

  [例 1]如图所示，在一均匀磁场中有一 U 形导线框 abcd，线框处于水平面内，

磁场与线框平面垂直，R为一电阻，ef 为垂直于 ab 的一根导体杆，它可在 ab、

cd 上无摩擦地滑动.杆 ef 及线框中导线的电阻都可不计.开始时，给 ef 一个向

右的初速度，则( ) 

  A.ef将减速向右运动，但不是匀减速 

  B.ef将匀减速向右运动，最后停止 

  C.ef将匀速向右运动 

  D.ef将往返运动 

  [例 2]如图甲所示，两根足够长的直金属导轨 MN、PQ 平行放置在倾角为的绝

缘斜面上，两导轨间距为 L.M、P两点间接有阻值为 R的电阻.一根质量为 m的均

匀直金属杆 ab放在两导轨上，并与导轨垂直.整套装置处于磁感应强度为 B的匀

强磁场中，磁场方向垂直斜面向下.导轨和金属杆的电阻可忽略.让 ab 杆沿导轨

由静止开始下滑，导轨和金属杆接触良好，不计它们之间的`摩擦. 

  (1)由 b向 a方向看到的装置如图乙所示，请在此图中画出 ab 杆下滑过程中某

时刻的受力示意图. 

  (2)在加速下滑过程中，当 ab 杆的速度大小为 v时，求此时 ab 杆中的电流及

其加速度的大小; 

  (3)求在下滑过程中，ab 杆可以达到的速度最大值. 

  [例 3]如图所示，两条互相平行的光滑导轨位于水平面内，距离为 l=0.2m，在

导轨的一端接有阻值为 R=0.5 的电阻，在 x0 处有一水平面垂直的均匀磁场，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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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强度B=0.5T.一质量为m=0.1kg的金属直杆垂直放置在导轨上，并以v0=2m/s

的初速度进入磁场，在安培力和一垂直于直杆的水平外力 F的共同作用下做匀变

速直线运动，加速度大小为 a=2m/s2、方向与初速度方向相反.设导轨和金属杆

的电阻都可以忽略，且连接良好.求： 

  (1)电流为零时金属杆所处的位置; 

  (2)电流为最大值的一半时施加在金属杆上外力 F的大小和方向; 

  (3)保持其他条件不变，而初速度 v0 取不同值，求开始时 F的方向与初速度

v0 取得的关系. 

  [例 4]如图所示，水平面上有两电阻不计的光滑金属导轨平行固定放置，间距

d 为 0.5 米，左端通过导线与阻值为 2欧姆的电阻 R连接，右端通过导线与阻值

为 4欧姆的小灯泡 L连接;在 CDEF 矩形区域内有竖直向上均匀磁场，CE 长为 2

米，CDEF 区域内磁场的磁感应强度 B如图所示随时间 t变化;在 t=0s 时，一阻

值为 2欧姆的金属棒在恒力 F作用下由静止从 AB 位置沿导轨向右运动，当金属

棒从 AB 位置运动到 EF 位置过程中，小灯泡的亮度没有发生变化.求： 

  (1)通过的小灯泡的电流强度; 

  (2)恒力 F的大小; 

  (3)金属棒的质量. 

  例 5.如图所示，有两根和水平方向成.角的光滑平行的金属轨道，上端接有可

变电阻 R，下端足够长，空间有垂直于轨道平面的匀强磁场，磁感强度为及一根

质量为 m的金属杆从轨道上由静止滑下.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金属杆的速度会

趋近于一个最大速度 vm，则 ( ) 

  A.如果 B增大，vm 将变大 

  B.如果变大，vm 将变大 

  C.如果 R 变大，vm 将变大 

  D.如果 m 变小，vm 将变大 

  例 6.如图所示，A线圈接一灵敏电流计，B线框放在匀强磁场中，B线框的电

阻不计，具有一定电阻的导体棒可沿线框无摩擦滑动，今用一恒力 F向右拉 CD

由静止开始运动，B 线框足够长，则通过电流计中的电流方向和大小变化是( ) 

  A.G 中电流向上，强度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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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 中电流向下，强度逐渐增强 

  C.G 中电流向上，强度逐渐减弱，最后为零 

  D.G 中电流向下，强度逐渐减弱，最后为零 

  例 7.如图所示，一边长为 L的正方形闭合导线框，下落中穿过一宽度为 d(dL)

的匀强磁场区，设导线框在穿过磁场区的过程中，不计空气阻力，它的上下两边

保持水平，线框平面始终与磁场方向垂直做加速运动，若线框在位置Ⅰ、Ⅱ、Ⅲ

时，其加速度 a1，a2，a3 的方向均竖直向下，则( ) 

  A.a1=a3 

  B.a1=a3 

  C.a1 

  D.a3 

  例 8.如图所示，处于匀强磁场中的两根足够长、电阻不计的平行金属导轨相

距 1m，导轨平面与水平面成=37o 角，下端连接阻值为 R的电阻，匀强磁场方向

与导轨平面垂直，质量为 0.2kg，电阻不计的金属棒放在两导轨上，棒与导轨垂

直并保持良好接触，它们之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0.25. 

  (1)求金属棒沿导轨由静止开始下滑时的加速度大小; 

  (2)当金属棒下滑速度达到稳定时，电阻 R 消耗的功率为 8W，求该速度的大小; 

  (3)在上问中，若 R=2，金属棒中的电流方向由 a 到 b，求磁感应强度的大小与

方向.(g=10m/s2，sin37o=0.6，cos37o=0.8) 

高三物理教案 7 

   

  教学目标： 

  1.知道什么是光的折射现象及入射光线、折射光线、法线、入射角和折射角 

  2.知道光从空气斜射入水、其他介质中及光从水、其他介质斜射入空气中的折

射情况 

  3.知道折射现象中光路是可逆的。 

  4.能用光的折射解释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现象。 

   

  重点：理解并掌握光的折射规律，知道光在折射时光路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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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点：折射现象的解释，画出折射的光路图。 

   

  教具演示：烧杯，筷子，水，硬币，挂图 

  引入新课 

  1.在将筷子插入水中，看水中的筷子有什么变化。(向上弯折) 

  2.在一个碗中放一枚硬币，让两个学生斜看碗中的硬币，上下移动视线到刚好

看不到硬币为止(此时视线不能动)，然后向碗中倒水，看能否看到硬币。(可以

看到，好象碗底变浅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来研究光的另一种现象，学后

就可解释了。 

   

  教学过程 

  (一)什么叫光的折射 

  光从一种介质斜射入另一种介质时，传播方向一般会发生变化，这种现象叫光

的折射。 

  (二)探究光的折射规律(通过画光路图解释) 

  1.观察光的折射光路图(挂图)光由空气斜射入水中的折射现象，让学生观察光

路，在水中光沿直线传播，在空气中也是沿直线传播，但在水和空气的界面处发

生偏折，这就是光的折射过程，让学生把光路画下来。引导学生和反射光路比较，

得出入射光线、入射点、法线、入射角、折射光线、折射角及位置关系。 

  2.光斜射入两种介质的界面时才发生折射。问：当光射到两种介质的界面时，

一定发生折射现象吧?让光垂直入水和空气界面时，不发生折射，只有斜射入时，

才发生折射。(当光线垂直射向介质表面时，传播方向不改变) 

  3.观察折射角与入射角的大小关系。 

  ①让光由空气斜射入水中时，使入射角增大和减小，折射角也随着增大和减小。

(折射角总是小于入射角) 

  ②让光由水中斜射入空气时，使入射角增大和减小，折射角也随着增大和减小。

(折射角总是大于入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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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归纳：当光在空气与其他介质发生折射时，不论入射角还是折射角，处于空

气中的那个角总是大角。 

  4.折射光路是可逆的 

  (三)光的折射应用和光折射现象的.解释 

  (1)渔民叉鱼时，总是在看到的鱼的下方叉才能叉到鱼为什么? 

  (2)在将筷子插入水中，看水中的筷子向上弯折为什么? 

  (3)在一个杯子中放一枚硬币，眼睛原来看不到硬币，倒水后却能看到硬币为

什么? 

  (四)画折射光线的 

  (1)光从空气斜射入玻璃砖再射出来。 

  (2)给出入射光线画折射光线，给出折射光线画入射光线。 

  (五)课堂练习(见小黑板) 

   

  课堂小结： 

  1.知道什么是光折射现象及光的折射规律 

  2.能应用折射规律解释一些简单的折射现象，并能根据入射光线画出折射光线

的大致方向。 

  3.知道折射时，光路可逆。 

  作业：课本 P59 1. 2. 3 题 

高三物理教案 8 

  中学物理教学改革的重点是课堂教学方法改革，这是实现中学物理教学目标和

任务，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我们认为要对高中物理的课堂教学方法实

施改革，能够从以下几方面思考： 

  一、从物理学科特点出发，改善课堂教学方法。 

  实验是物理学的基础，也是物理学科的特点，物理教学离不开实验，因此，物

理课堂教学改革首先要加强实验教学。 

  1、创造条件，让学生更多地动手实验，提高学生观察实验潜力。  

  凡是实验性较强的教材，教师要采用让学生动手做实验的教学方法，同时还要

设法把一些演示实验改为学生实验，并增加课外小实验，对于学生分组实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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