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物理重力教学设计(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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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物理重力教学设计篇一

1.了解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认识力
能使物体发生形变或使物体运动状态发生改变.

2.知道力的三要素，会画力的图示和力的示意图.

3.知道重力的方向以及重力的大小与物体质量的关系.

4.知道物体重心的含义.

5.了解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重点、难点分析】

【学习重点】

1.力的概念、图示以及力的作用效果.2.重力的概念及重心的
理解.

【学习难点】1.力的概念.2.重心的概念和位置.

【自主学习】

一、力和力的图示



1、可以使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使物体发生形变。

力的定义力的单位是.

力的三要素有要想测量力的大小，我们可以用

2.如图所示，绳对物体竖直向上的拉力大小为150n，用力的
图示法表示拉力.

如何画力的示意图?

二、重力

1、重力产生的原因是

2、重力的大小可以用弹簧秤进行测量，可以根据公式g=mg
计算，(其中的g是我们以前所学的自由落体加速度，它的大
小与物体所处的高度和纬度有关.当高度增加时，g的值;当纬
度增加时，g的值)。

3、重力的方向总是

4、重力的作用点称为重心，从效果上看，我们可以认为各部
分受到的重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叫做物体的重心.物体
的重心位置和因素有关.

三、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分别是……

【合作探究】

一、力的认识拓展



1.辨析下列关于力的说法

a、物体受到力的作用后，一定同时出现形变和运动状态的改
变。

b、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c、物体相互作用时，总是先施力后受力

d、由相距一定距离的磁铁间有相互作用力可知，力可以离开
物体而独立存在

关于力的认识总结：

二、重力的认识拓展

2、下列关于重力的方向的说法，正确的是()

a.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的

b.重力的方向总是指向地心

c.重力的方向总是和支持物体的支持面垂直

d.由于地球是一个大球体，所以重力的方向是无法确定的

3、关于物体的重心的说法，正确的是()

a.物体的重心一定在物体上

b.重心就是物体内重力的部分

c.物体的重心位置跟物体的质量分布情况和物体的形状有关



d.用线悬挂的静止物体，细线方向不一定通过物体的重心

4、关于重力的大小和方向，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b.在地球各处的重力方向都是相同的

c.向上运动的物体所受重力可能小于向下运动的同一物体所
受重力

d.对某一物体而言，其重力的大小总是一个恒量，不因物体
从赤道移到南极而变化

【当堂检测】

三、四种相互作用的本质了解

5、关于四种相互作用,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a.使原子核内质子、中子保持在一起的作用是电磁相互作用

中华b.在天然放射现象中起作用的基本相互作用是弱相互作
用

c.万有引力和电磁相互作用是远程力，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
作用是近程力

d.地球绕太阳旋转而不离去是由于万有引力作用

四、区分力的图示和力的示意图

6、如图所示，画出均匀矩形木块在不同情况下所受重力的示
意图

7、画出放在水平地面上的质量为3.o×106kg的木箱受重力的



图示。(g取10n/kg)

【趣味思考】

1、.如果地面上一切物体受到的重力都消失了，则可能出现
的现象是(不考虑地球自转)

a.江河的水不会流动b.鸡毛和铁球都可悬浮在空中

c.天不会下雨d.一切物体的质量都变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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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重力教学设计篇二

河南省虞县大候乡营盘初中

刘桂芝

一：教学分析：

（一）教学内容分析：《重力》是人教版九年级物

理第二节，是我们逐步认识我们地球上重

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教学对象分析：本节的教学对象是九年级的学

生，在经过了八年级一年的物理学习后，学生

大多能以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知道什么是重力、重力的方向、重心．

2．理解重力的大小跟质量成正比，会用公式计算重力．

（二）能力目标

1．通过上节力的三要素的学习引入重力的三要素，培养

学生学习的迁移能力．

2．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情感目标

通过讲解重垂线和重心，培养学生尊重物理事实，应

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探究精神．

三：教学重难点

（一）重点

重力的概念。

（二）难点

重力的大小。

重力大小的确定

四：教法，学法

（一）教学方法



（1）实验法，让学生动手，通过过程了解重力大小的原

因。

（2）电教法

础。

（二）学法指导

（1）自主学习法，学生运用自主学习的方法，有利于

调动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使学生形成
一个良好的学习品质。

（2）合作学习法

在物理的学习中经常用到合交流，有的实验要分工合作，合
作的方法可以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精神。

五

具体整合点

（一）利用多媒体创设教学情境，体验物理现象。

（二）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化抽象为形象，使学生从

感性上更好的认识事物真象。

（三）在信息技术的有效支撑下，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课
堂充满了活力。

六 课前准备



搜集物体间的引力，重物落地的有关视频，自制教学课

件

七 教学过程

教学流程图

初中物理重力教学设计篇三

九年义务教育苏科版物理八年级下册第八章第二节《重力力
的示意图》

二、设计思路

本节课的设计依据本节课的知识内容，学生的实际从三个方
面出发设计，本节课的知识内容包括重力的大小、方向、作
用点和力的示意图的画法，在探究重力的大小和重力的方向
知识时设计了探究性的实验，让学生通过实验获得知识，而
力的示意图的画法，主要是让学生通过练习掌握。学生普遍
动手能力和把知识应用于实际的能力较差，为此在设计时一
是改变了原来教材的编排，力的三要素教材上是在学完了重
力后才提到，我在设计教学过程，讲重力知识时就按照三要
素去讲，隐含着力的三要素，重力势能教材上是学完了整节
课后才学习，我在设计时把此部分知识安排在了重力讲完后，
这样做以调整让教材中的知识思路更清晰，更便于学生去学
习；二是重视物理课的实验性，物理课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实
验中获得知识，所以在教学时依据内容需要，设计学生实验，
让学生动手去操作，培养学生的能力；三是重视物理教学的
生活性，物理内容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
所以在教学中列举了大量的与本节知识相关的生活实例，帮
助学生理解知识，让学生学会学习，并培养学生把知识应用
于生活实践，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用重垂线校准的操作产生提高
自己能力和应用知识的愿望

四、教学重点

重力的大小、方向及作用点五、教学难点

重力与质量的关系，力的示意图

六、教学准备

1、把本班48名学生进行分组，分成12组，每组确定组长一人，
便于在小组实验时的操作。

2、准备实验器材：弹簧测力计13个，钩码若干，铁架台13个，
细线13条

3、所需的其他器材：小黑板2个，建筑用重垂线1个，不倒
翁1个，旧式落地扇1个

4、把本节课的练习题、例题写在小黑板上

初中物理重力教学设计篇四

1、科学概念：力的大小是可以测量的。力的单位是“牛”。

2、使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的大小。制作简单的橡皮筋测力计。

3、情感、态度、价值观：树立细致、有步骤的工作态度。

了解弹簧秤的工作原理，正确使用弹簧秤。

1、为小组准备：弹簧测力计、小物体、钩码一盒、长条形的.



硬纸板、橡皮筋、回形针。

2、教师准备：几种不同样式的弹簧测力计、弹簧测力计刻度
板的纸板模型。

（一）提出问题：你见过什么样的测力计？

（二）认识弹簧测力计

1、组织学生观察弹簧秤，互相讨论弹簧秤的种类和构造。

教师用多媒体显示弹簧秤的种类，指导学生认识不同类型的
弹簧秤。（圆盘测力计、圆筒测力计、平板测力计）

2、学生汇报测力计的构造，教师用多媒体显示弹簧秤由六部
分组成：

（1）、提环，（2）、弹簧，（3）、拉钩，（4）、指针，
（5）、刻度，（6）、单位。（板书：牛顿）指导认识一牛
顿力，用手拉钩环，体会一牛顿力有多大。(认真地观察弹簧
测力计的刻度板，上面标出的单位是什么，认识刻度板上一
大格是多在力，一小格是多大力，刻度板上最多能测多大的
力。)

3、学生玩弹簧测力计。

慢慢地用力拉弹簧，改变用力大小，看弹簧的长度有什么变
化。说说弹簧测力计为什么时候能测量力的大小。

4、组织学生汇报。用力大小与弹簧长度的联系，认识到测力
计是利用弹簧“受力大，伸长长”的特性来测量力的大小的。

（三）使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的大小

怎样测量物体的重力的大小？



1、学习教科书上的使用注意点。(调零；与温度计的读法一
致；明白不能超过测力计标定的最大的测量范围)

2、请一学生按要求演示一次，大家一起发现问题。

3、实际动手测量重力的大小掌握这一项技能。

（1）强调：先估计，再实测；在记录表中算出估计值和实测
数两者相差多少：要求学生尽量估测准确一些。

（2）实际测量几种物体重力的大小，学生独立做试验，并认
真作记录，把数据填入表格。

（3）测量拉文具盒匀速前进要用多少大的力。

（四）制作橡皮筋测力计制作弹力秤

1、谈话：你喜欢玩弹簧秤吗？想不想自己拥有一个弹簧秤？

2、讨论：怎样利用橡皮筋制作一个橡皮筋秤。

3、出示多媒体指导学生用自己想出来的方法和教科书中介绍
的方法来制作弹力秤，并用它来测量一些物体。

（五）展示交流:小组内进行。

（六）拓展创新：“嫦娥一号”探测卫星在地球轨道和月球
轨道上受到的重力一样吗？请查阅相关资料了解一下。

初中物理重力教学设计篇五

(一)教学目标：

科学知识：



1、知道在生活中存在着重力，了解重力产生的原因。

2、通过学习有关牛顿的资料，了解前人对重力的研究。

能力培养：

1、培养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2、培养学生实验操作和收集整理信息的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

1、认识到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2、乐于用学到的科学知识解决问题。

(二)设计意图：

在学生对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力的现象有了初步的认识后，引
导学生思考水往低处流的原因，然后通过探究活动，知道地
球上存在着重力，了解重力产生的原因，再通过学习有关牛
顿的资料，了解前人对重力的`研究。

本课让学生探究与重力有关的事实和实验，在此过程中培养
观察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实验操作及收集整理信息的能
力;同时通过讨论牛顿发现地球引力的故事，让学生体会到科
学的不断发展。

以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为情景引入，让学生思考现象背后的原
因，再通过实验进一步认识到地球引力的存在，最后交流收
集到的牛顿及其发现地球引力过程的资料。

(三)教学流程：

提出问题――制定方案――实践活动――分析整理――汇报



交流――得出结论。

(四)重点难点：

知道生活中存在着重力，培养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五)教学准备：

瀑布图、棉花、地球仪、地球引力方向图、铁架台、细绳、
乒乓球(橡皮)、剪刀;

视频：瀑布、牛顿研究地球引力的过程。

(六)课时安排：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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