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九年级物理教案人教版电子书(优
质7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
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九年级物理教案人教版电子书篇一

1．知道分子无规则运动的剧烈程度与温度有关。

2．知道什么是内能，物体温度改变时内能也要随之改变。

3．知道内能与机械能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能。

教学重点

内能以及内能改变与温度改变的关系。

教学难点

内能与温度变化的关系。

教学方法

讲授、实验

教具

红墨水、玻璃杯、热水、冷水。

知识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一、复习分子运动论的基本观点

由已学过的机械能知识类比得出内能的概念。

二、内能

物体内大量分子无规则运动具有的动能和势能的总和叫物体
的内能。

三、内能与温度的关系

物体温度越高，物体内分子运动速度越大，分子动能大，内
能越多。

分子的无规则运动剧烈程度与温度有关，因此此种运动又叫
热运动。

四、比较内能与机械能的区别

内能是物体内部分子热运动和相互作用决定的能，与物体微
观结构有关；机械能是宏观物体机械运动有关的能量。

例题：甲、乙两块冰的质量相同，温度均为—10℃．甲冰块
静止于地面，乙冰块静止在距地面10m高处，则这两个冰块
相比较（）

a．机械能一样大

b．乙的机械能大



c．内能一样大

d．乙的内能大

答案：选项b、c

五、小结

内能与温度有关

六、作业

p17—1、2

教师引导

实验比较在不同下扩散现象的快慢（对比红墨水在冷水与在
热水中的扩散）。

引导

讲评

回忆分子运动论的三个基本观点

观察实验现象

想一想造成这一实验结果的原因，并自己得出结论：物体内
能与温度有关，温度升高，内能增多。

比较比较内能与机械能的区别。

做题



九年级物理教案人教版电子书篇二

分析一：教材先由分子运动论的基本观点：分子做永不停息
的无规则运动，与动能概念相比，提出内能的概念，再进一
步运用实验揭示内能与温度有关，最后将内能与机械能进行
了区别。

分析二：本节知识可看作分子运动论的应用，可充分运用分
子运动论的基本观点对教材进行分析。

九年级物理教案人教版电子书篇三

1、用打气筒给自行车轮胎打气。打完后，摸一摸打气筒的外
壁，会发现什么现象？你能否解释产生这现象的原因。

2、把打好气的轮胎放置一段时间，使轮胎里外的温度一致。
然后将轮胎放气，同时把温度计的玻璃泡置于喷出的气流中，
仔细观察温度计的示数，你将会有惊喜的发现。如果没有温
度计，你可以观察喷气嘴旁是否出现了小水珠。请你用今天
所学的知识去解释。后实践与思考让学生领悟到：物理自生
活。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

九年级物理教案人教版电子书篇四

提问：正在绕地球运行的卫星具有哪几种能量？这几种能量
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应答：卫星具有内能和机械能——卫星的动能跟卫星跟地球
及其他星球间的相互作用的势能。动能的大小决定于卫星的
质量和运动速度，卫星的势能决定于它的质量和与地球或其
他星球间的距离，卫星的内能大小与它的温度和体积有关。

二、引入新课



1．教师以实例说明物体的内能是可以改变的。如将一铁钉在
火上烧，铁钉的温度升高了，其内能也随着增加了。因为物
体受热时膨胀，使分子间距加大，分子势能增加，同时分子
运动加快，使得物体内分子平均动能增加。

又如将一杯水放在室内，水温逐渐降低，物体的内能减小了。

演示：在热功互换器内装一半乙醚，用软木塞盖紧，并将铜
管固定后用软绳与铜管摩擦，管内乙醚不久便会沸腾将软木
塞顶开。

分析：乙醚蒸气会将塞子冲开是因为人克服摩擦做了功，使
管子和乙醚温度升高，内能增加的结果。

再请学生举一些内能改变的实例，并回答卫星的内能是否能
改变的问题。

2．教师引导学生研究，通过怎样的物理过程才使物体的内能
改变？

请学生分析上述实例、实验及他们自己所举的例子，归纳出，
象铁钉、热水是通过热传递使物体内能改变的，热功互换器
的实验是通过做功使物体内能改变的。

小结：能够改变物体内能的物理过程有两种：做功和热传递。

3．教师用压缩空气引火仪，将活塞拿出，在原玻璃筒内放入
一块硝化棉。

提问：用什么方法可以将这块硝化棉点燃？

应答：可用火柴点燃（热传递的方法）。

演示：将活塞向下猛按，使管内空气急剧压缩而温度升高，
硝化棉被点燃（外力做功的方法）。



小结：以上说明做功和热传递在改变物体内能上可以收到相
同的效果。

5.提问：做功和热传递对改变物体内能上是等效的，它们在
本质上是否一样呢？

分析做功是通过物体的宏观位移完成的，所起的作用是物体
的有规则运动跟系统内分子无规则运动之间的转换，从而改
变物体内能。

热传递是通过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完成的。所起的作用是系
统以外物体的分子无规则运动跟系统内部分子无规则运动之
间的转移，从而改变物体的内能。

由此可见，它们的区别也就是做功使物体内能的改变是其他
形式的能和内能的转化，热传递则是物体间内能的转移。

三、巩固练习

1．初中学过“热量是物体吸收或放出热的多少。”学过本节
后你对热量有什么新的认识？

应答：物体吸热或放热的过程是热传递的过程，也就是物体
内能增减的过程，物体内能改变了多少可用热量显度。

四、布置作业略

九年级物理教案人教版电子书篇五

（1）了解内能的概念，能简单描述温度和内能的关系。

（2）知道热传递可以改变物体的内能。

（3）知道热传递过程中，所传递内能的多少叫做热量，热量



的单位是焦耳。

（4）知道做功可以使物体内能增加或减少的一些事例。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探究、观察、实验找到改变物体内能的两种方法。

（2）通过演示实验说明做功与物体内能的变化关系。

（3）通过查找资料，了解地球的温室效应。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探究使学生体验探究的过程，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
兴趣。

（2）通过演示实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并使学生通过实验
理解做功和内能变化的关系。

（3）通过分析、类比、学会用类比的方法研究问题。培养良
好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

九年级物理教案人教版电子书篇六

建议一：在做扩散速度比较实验过程中，为使实验更明显，
应使两杯水的温度差大一些，并要注意引导学生有意识的观
察，培养学生实验观察能力。

建议二：在将内能时要注意内能的普遍性，一切物体都有内
能，要注意纠正低温物体没有内能的误解。

建议三：机械能包括动能和势能，内能包括分子动能和分子
势能，它们在概念上极其相似，要注意区分，可以从概念、



组成、运动形式等方面进行对比区别，并举实际例子加以说
明。

建议四：温度与内能的关系是一个要点，要教会学生从温度
变化去了解、理解内能的变化，为后面章节讲解内能变化做
铺垫．另外，在讲解温度与内能的关系时，可先做实验比较
不同温度下的扩散速度，得出实验结果后，启发学生用分子
运动论的观点猜测温度与内能大小关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九年级物理教案人教版电子书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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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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