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九年级物理复课教案及反思 九年级
物理实验教案(通用8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九年级物理复课教案及反思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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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级物理复课教案及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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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级物理复课教案及反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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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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级物理复课教案及反思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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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级物理复课教案及反思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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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级物理复课教案及反思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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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级物理复课教案及反思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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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级物理复课教案及反思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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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