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九年级物理教学反思 新人教版九
年级物理的教学反思(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九年级物理教学反思篇一

对摩擦现象，学生们有丰富的感性认识。本节课使学生的感
性认识上升一步，认识摩擦力的存在和对物体运动的作用;认
识决定摩擦力大小的因素;认识摩擦力的利与弊，以及增大和
减小磨擦的方法。新课程标准中的对摩擦的表述是“通过常
见事例或实验，了解摩擦。”可见，新课程标准和教材给我
们的实际教学留下了很大的创造空间，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实
际情况进行教学。本节教学的重点是“探究摩擦力的大小与
什么因素有关。”让学生经历科学探究的整个过程，通过猜
想学习科学猜想，通过“设计实验”学习控制变量法，学习
设计实验表格，通过分析数据学习“分析论证”……学习交
流、合作、评估。要让学生在经历探究的过程中，感悟科学
探究方法，要把科学探究当做科学内容来学习。以此来提高
学生的探究能力，激发学生从身边最平常最一般的事物中探
求科学规律的兴趣。

教学案例：

依据“从生活走向物理”的教学理念，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
发，提出有关摩擦力的问题，简单介绍摩擦力的概念之后，
提出“摩擦力的大小与什么因素有关”这个问题，然后引导
和组织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根据探究实验的程序帮助学生完
成整个探究过程，在这个探究过程中，教师强调指出：根据
二力平衡的知识，摩擦力等于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在这个实



验过程中，通过弹簧测力计拉动木块，在木板上做匀速直线
运动。当学生找出结论之后，教师再提出：请同学们开动脑
筋，利用自己学过的知识，能不能设计出一种更好、更合理、
更准确的测量方法。

生：在拉动木块在木板上做匀速直线运动时，不能保证木块
完全做匀速直线运动。

生：有时在木块运动的过程中，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在变。

生：木块在运动时，有时会被绊住，导致读数不准确。

学生分组讨论

生：根据相对运动的原理，咱们可以把弹簧测力计和木块固
定，拉动木板，观察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师：大家讨论一下这种方案行吗?如果这种方案好，好在哪
里?

学生讨论

生：这种方案比咱们做实验用的方法好。优点在如果拉动木
板，木块就不会动，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也比较稳定。

生：用这种方法读出的结果更接近真实值。

生：而且这种方法还可以得出摩擦力的大小与木板拉动的速
度无关。

教学反思：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使学生再一次完整地体会探究实验的整
个过程，体验探究实验中的快乐和成就感，提高学生动手操
作的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对未知事物的探



索精神。最重要的是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把摩擦力与前
面学过的相对运动有机的结合起来，找出了更合理、更好的
实验方案，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同时，通过小组每个成员
的通力合作，让学生认识到团结协作精神在学习中的重要性，
为创建和谐校园奠定基础。通过探究实验，充分挖掘了学生
的潜能，培养了学生的创造能力。通过争论“摩擦好不好”，
使学生了解生活、生产中利用有益摩擦和防止有害摩擦的事
例以及增大和减小摩擦的途径，养成用所学知识联系生活、
生产问题的习惯，加强了物理与生活、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联
系，从而体现“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物理
教学理念。

九年级物理教学反思篇二

新的学期已经进行到第六周了，为了对学生这段时间的学习
情况做一阶段性的了解，本周学校精心组织了一次学习小检
阅考试——月考，就本人所教学科本次考试中的一些问题做
如下反思：

试题的.选择方面，本次考试主要精选了前两年的临沂市的中
考题和部分同步探究及课本上的部分题目，主要目的是让学
生零距离体验一下中考题，尽快适应即将到来的中考考试同
时也检阅一下学生对书本同步知识的掌握情况。

试题的答题情况中可以看出，部分学生对中考题型比较容易
接受，同时也反应出一些不足之处，如部分学生书写太差，
答题不规范，象计算题步骤不完整、漏写单位公式等；基础
知识掌握太差，作图不完整，个别同学做题技巧、审题习惯
出现很多问题。

针对此次考试出现的问题，在以后的复习过程中要重点加强
学生书写、审题、答题规范等方面的训练，防止在以后的考



试中再次出现此类问题。

九年级物理教学反思篇三

身为一位优秀的教师，我们要有一流的教学能力，对教学中
的新发现可以写在教学反思中，教学反思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九年级物理《串联和并联》教学反
思，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教后记《串联和并联》这节课的教学，我采用了学生自主探
究的教学方式。在课堂教学中，首先让学生自学本节内容，
然后利用多媒体展示出一个串联电路和一个并联电路，让学
生来辨认它们分别是什么电路，并要求说出判断的依据，达
到自学检测的目的。接着给学生一个开关，两个灯泡和电源，
让学生自己设计一个电路，让两个小灯泡都发光。让学生通
过自己的动手动脑，讨论有几种连接方法，分别是什么电路？
并让学生到台前将自己的设计图展示给大家看，让其他同学
进行评价，对设计有问题的电路提出改正一件。加深学生对
串、并联电路的理解。老师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点拨。
最后让学生利用实验桌上的器材，根据自己设计的电路连接
出一个串联电路，并进行试验。让学生通过实验探究得出开
关在串联电路中的作用，用电器之间是否相互影响。

本节课我始终以学生的主动参与、积极体验、浓厚兴趣去感
知，去认知串联和并联电路。并通过学生实际动手实验学会
了串联电路的连接，探究出了开关在串联电路中的作用，以
及串联电路中的用电器相互影响，教学生利用这个特点判断
生活中的串、并联电路。同时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动
手实验能力、小组合作的能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得到了
很大提高。达到预期目的。当然通过这节课教学也发现了一
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现学生上实验课时，学生的动手欲望很强，老师讲多
了学生不愿意听。因此老师要精心设计每一节课，少讲，多
让学生动手操作。今后我上这一节内容时我就会把前面的`自
学检测部分溶入到学生设计电路中去，先让学生设计电路，
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设计的电路说说它是个什么电路，并说
出依据。加深对串、并联电路的理解。

二是发现部分学生动手实验的能力、小组合作能力较差，导
致花的时间长。今后一定要多让学生多做实验。对差点的学
生多辅导。

三是实验室的仪器老化，不能满足学生实验要求，达不到实
验探究目的。如：让学生接一个串联电路，学生接的是对的，
但合上开关大多数都不亮，有的只有一个灯亮。主要原因是
电源输出电压过低，调高了又把灯泡烧了。还有的是元件焊
接处松动等问题。因此，老师要通过演示来引导学生对串联
电路的探究。并希望学校即时解决实验仪器老化等问题。

九年级物理教学反思篇四

打造高效课堂是教师的追求，什么样的课堂才是高效课堂？
我认为，高效课堂应当具备两个特征：

一是学生对三维教学目标的达成度要高。

二是在实现这种目标达成度的过程中，学生应主动参与并积
极思考。高效课堂应当是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课堂，
是学生充分自主探究学习的课堂，是师生感情互动、生生思
想互动的课堂，是学生对所学知识主动建构的课堂。 ”变阻
器”这节课正是力求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

本节课能够反映出教师从注重知识讲授的数量转向注重学生
学习的质量；对学生来说，对科学知识和科学问题的理解和



认识比单纯记忆科学概念和事实更重要。教师重视学生学习
科学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其内容，因为学习的过程正是学生构
建知识技能、方法和情感的过程，理解了过程的学生可以更
好地学会方法、实现自主地获取科学知识。教师只有给学生
机会去亲身经历、亲身感受，学生才能真正理解、认识科学
方法和科学过程，也才能真正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中。在”变阻器”教学中基本体现了建立基于探究的科学教
学建构模式，其表现出高效课堂的特色主要有：

以小组合作学习为基本组织形式，以科学探究为基本过程的
循环性学习过程。课堂总体设计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充分体现学生的自主探究，放手让学生大胆猜想与实验。本
节课侧重点并不是放在知识结论上，而是放在激发学生的探
究兴趣上。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去研究、去发现，体验人类
认识自然的过程。设计中以问题的提出为起点，让学生带着
问题去探究并设计实验方案，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感
到这样的课很有劲！达到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
造精神。

让同学自己在家里观察家用电器，发现问题：风扇为什么可
以调风速、台灯为什么可以调光的强弱、电熨斗为什么可以
调温、电动车速度控制把手为什么可以调节车速、音响为什
么可以调音量大小。这一现象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
趣，“这是为什么？”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教室！引导大家
在本节课解决这个疑问。

在活动2中教师给学生提供了许多的材料可供选择：铅笔芯、
1米长康铜合金丝、1米长铁丝、1米长铁棒，选择你认为需要
的元件组成一个简单电路。能让灯泡连续改变亮度。各组学
生自由选择，有的利用铅笔芯、有的利用康铜合金丝、有的
利用铁丝、有的利用铁棒，做出来的实验效果不同。教师让
做不同实验的学生上台展示效果，说明自己的理由。只有在
比较中才能发现知识，这与教师让学生做试验来验证知识有
着相当大的'不同。



教师还拆下录音机的音量调节旋钮，让学生知道这也是变阻
器。打开一个旋钮型滑动变阻器，放在投影仪下，让学生认
识其内容结构，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同时让学生知道哪些方
面与滑动变阻器原理是相同的。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体会到
科学就在身边！激发学生学习科学课的兴趣，增强学生学习
科学课的信心，持续保持学习科学课的内在动力。同时还与
课前学生在家里的观察、质疑相呼应，解决了学生心中的疑
惑！没有问题，就没有动力；不会质疑就不会思考，就不会
有研究探究。

课堂教学的好坏，教师是否把概念、规律讲清讲透讲活，学
生是否记住了几句话会做几道固然重要，但是看学生是否主
动参与学习过程，勤于思考、乐于探究进而总结出规律揭示
其概念，这才是我们教师所追求的高效课堂，更是我们有效
教学的目的所在。

九年级物理教学反思篇五

一、教学效果反思。

1、本节课的教学任务是：会用电功率的公式p=ui及其变形公
式u=p/i和i=p/u进行简单的计算和能综合运用学过的电学知
识解决简单的关于电功率计算问题。实际教学效果与备课设
想的差距不算太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完成了学习目标，
知识导学的效果很明显。大多数学生在知识迁移中公式选择
十分准确。

2、本节课教师在课堂中对教学难点进行讲解，对教学重点进
行点拨;学生通过阅读教材，配合适量练习，进行自主学习，
较好地完成了学习目标。教法与学法浑然一体，可谓一石双
鸟。

二、教学过程反思。



课堂的教学核心是达标教学过程。本节课教师借鉴郭思乐
的“生本教育”和韩立福的“有效教学”理论，设计了较适
合学生自主学习的导学案。

通过读学习目标，学生以感知了知识与技能目标，使学生真
正对新课内容及学习要求一目了然，做到学习目标明确，有
的放矢。在巩固旧知识环节中，使学生通过温故旧知识，为
学习新知识夯实了基础。这样将所有学生，拉到先前知识点
的同一起跑线上。然后，学生带着导学案中设计的问题，自
主阅读教材，经教师在课堂中巡视获悉大多数学生能自主获
取新知解决问题。紧接着大多数学生能运用新知很好地完成
新知训练题，当堂达标率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这之后，通过
新旧知识的综合运用，大多数学生也较容易地再次获取新的
知识，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也真正地达到知识的升华;最后学生基本完成了针对
性、典型性、梯度性较强的新知识巩固训练。由于学生在其
他环节中计算能力低，解决问题有障碍，导致课堂尾声处时
间略有不足，于是“新知识巩固训练”和“知识点归纳”两
个环节落实得不是太好。教师也只好挂出早已准备的小黑板，
要求学生课下将板书设计抄写在导学案中。

三、教学启示反思。

教学中只因出现小小的失误，主要原因是教师对学生了解不
透彻，对学生知识基础估计得太高。我要很好地吸纳诸位评
课教师对我关心而呵护的建议，以使自己今后的课堂教学更
趋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