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动能和势能教案一等奖(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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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能和势能教案一等奖篇一

【教学过程】

1，实验引课

观察滚摆实验，用板图帮助分析．

实验时要注意观察：滚摆在下降过程中速度如何变化；上升
阶段速度如何变化．

实验结论：物体的动能和重力势能可以相互转化．

2，新授课：动能和势能的转化．

1）分析实例

4）难点分析：人造地球卫星在绕地球转动的过程中，分析能
量的'转化．

【板书设计】

探究活动

【课题名称】观察和分析某个动能和弹性势能转化的实例

【组织活动形式】学生小组



【辅导参考】

1，观察和实践蹦床运动，分析在接触蹦床过程中，蹦床发生
弹性形变的过程和能量转化．

2，拆开一个玩具小车，观察上弦时，发生的弹性形变，以及
它在恢复原状过程中的特点．

【评价方案】

1、学生自评．

2、写出分析和观察的过程．

3、应用到其他的实例．

动能和势能教案一等奖篇二

教学目的

1．理解动能和重力势能的初步概念。

2．知道什么是弹性势能。

3．理解机械能的初步概念。

4．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

理解动能和重力势能。

教学难点

能的概念的建立。



教具

钢球、斜槽轨道、小木块、砝码、弹簧。

教学过程

（一）引入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到能，诸如热能、电能、能源开发
等等。“能”确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能的概念跟功
的概念有密切联系。我们说一个物体能够做功，这个物体就
具有能。电流能做功，具有电能；燃料燃烧放热可以做功，
有热能。

自然界中，能的形式很多，今天我们学习最常见的能的形
式――动能和势能。

（二）动能

1．什么样的物体具有动能？

急流的河水能把石头冲走，流水能做功；飞行的子弹能把木
板打穿，飞行的子弹能做功；风吹动帆船航行，空气流动形
成的风能做功。这些物体能做功，它们都具有能。它们的能
量由于物体运动才具有的。水由于流动、子弹由于飞行、空
气由于流动而具有能。

物理学中把物体由于运动而具有的能叫动能。一切运动的物
体都具有动能。

2．请同学们判断下列物体中哪些物体具有动能。

静坐的人，足球场上奔跑的运动员，炮膛中准备发射的炮弹，
从飞机上投出的炸弹，被电风扇吹动的空气。



（学生回答）。

奔跑的运动员，飞机投出的炸弹，被吹动的空气具有动能。
原因是运动员、炸弹和空气是运动的。而静坐的人和炮膛中
等待发射的炮弹是静止的，所以不具有动能。

3．动能的大小或多少跟哪些因素有关。

物体能够做的功越多，表示这个物体具有的能量越大。那么
动能的大小决定于哪些因素呢？现在我们通过实验来研究。

这是个带槽的木板，我们把钢球放到斜面上令其滚下，到达
平面上打击一个小木块，推动木块做功，根据木块被推动的
距离远近来判断钢球具有的动能的大小。

（教师演示、学生观察实验）

第一次，我们使小钢球从某一高度由静止开始滚下。注意木
块被推的距离。

第二次，我们换一个质量大的钢球，从同一位置由静止开始
滚下，到达平面上时和刚才的小钢球具有同样的速度，再观
察木块被推动的距离。很显然，第二次木块被推的距离比第
一次远得多。说明大钢球做的功多，也就是大钢球具有的动
能大。

提问，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学生回答）

这个实验说明了物体的动能大小跟它的质量有关，速度相同
时，质量越大，动能越大。

我们用同一个钢球再做两次实验。（教师演示，学生观察）

第一次，我们让钢球从比较低的位置由静止开始滚下。第二
次我们让钢球从比较高的位置由静止开始滚下。比较两次实



验中木块被推的距离大小。

很显然，钢球从更高的位置滚下来，到达平面上时具有更大
的速度，木块被推的更远。

提问，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学生回答）

这个实验说明同一个物体速度越大，动能越大。

通过以上实验可知，物体的质量越大，速度越大，动能就越
大。

4．课堂练习。

(1)一辆汽车加速运动，它的动能______。

(2)火车进站时做减速运动，它的动能______，停止后，它的
动能=______。

(3)一辆洒水车在马路上匀速前进并正在洒水，它的动
能______。

（三）势能

运动的物体具有动能。生活中也有很多物体并没有运动，但
是它们也能做功，也具有能。

1．什么样的物体具有重力势能？

人们在打桩时，必须把重锤高高举起，当重锤落下时可以做
功，因为重锤受到竖直向下的重力，重锤下落时沿着重力的
方向向下通过了一段距离，所以举高的重锤可以做功，将木
桩打入地里。试想，一个重锤如果静止地压在本桩上是不能
做功的。重锤只有在被举高的情况下才能做功，即重锤被举
高时才具有做功的本领――能。



一池静止的水是不能做功的，但是这一池静止的水如果处在
高山上，水落下时就可以做功，把水车冲得转起来。

被举高的物体具有的能叫重力势能。

2．重力势能的大小跟哪些因素有关。

请大家判断下列物体的重力势能的大小。

(1)打地基时，质量是20千克的石头重锤和质量是100千克的
铁制重锤被举得同样高，谁的重力势能大？（学生回答）

(2)同一个重锤，被举高1米或3米两种情况下，哪种情况重力
势能大？（学生回答）

通过以上的两个例子说明大家能判断出重力势能的`大小跟物
体的质量和被举的高度有关，物体的质量越大，举得越高，
它具有的重力势能越大。

3．什么样的物体具有弹性势能？

大家看一个实验。（教师边演示，边讲授）

能！放开手，砝码被弹簧举起来。

可见，被压缩的弹簧也具有能。这种能区别于动能和重力势
能，它是由于物体发生了弹性形变而具有的能。所以，发生
弹性形变的物体具有的能叫弹性势能。

物体在很多情况下都具有弹性势能。射箭用的弓被拉满时产
生弹性形变，具有弹性势能。钟表的发条在卷紧时具有弹性
势能，通过做功来带动钟表机件正常转动。

4．物体的弹性势能的大小跟形变大小有关，弹性形变越大，
它具有的弹性势能越大。



5．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都叫做势能。

（四）机械能

1．提问：飞行中的飞机具有什么能？（学生回答）

飞机是运动的，它具有动能。飞机从地面飞上高空，所以具
有重力势能。很多物体可以既有动能又有势能。动能和势能
统称机械能。

2．一个物体能够做的功越多，表示它的能量越大。物体做了
多少功，必然消耗了多少某种形式的能。所以能的单位跟功
的单位相同，也是焦耳。例如，推出去的铅球，动能是300焦
耳，重力势能是200焦耳，弹性势能为0，那么铅球的机械能
就是500焦耳。

（五）布置作业

(1)复习课文

(2)习题1、2、3。（盛重光）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动能和势能教案一等奖篇三

1、了解能量的初步概念.

2、知道什么是动能及影响动能大小的因素.

3、知道什么是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及影响势能大小的因素.

4、能举例说明物体的动能、重力势能、弹性势能.

5、能用动能、势能大小的因素解释简单的现象.

6、通过演示实验、生活中的现象归纳和总结，提高学生观察、
比较、想象、归纳的能力.

本节教材首先在学生学过的功的知识的基础上，直接从功和
能的关系引入了能量的初步概念，不追求严密性.这是因为初
中只要求学生对能量的概念有初步的认识.教材列举了风、流
水等能够做功，以便使学生对运动物体具有能量形成比较清
楚的具体印象，同时也为讲水能和风能的利用埋下伏笔.由此
引出了动能的概念，用实验说明动能的大小跟速度、质量的
关系，能够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能力，势能的教学也是从做
功的角度先引入势能概念，再由实验或观察生活中的现象学
习势能的大小的决定因素.最后，教材给出了机械能的概念，
并指出动能、势能、机械能的单位和功的单位相同，都是焦
耳.

对于能量的引入，可以从一些涉及能量的词中，知道“能”
是重要概念.再联系做功的知识，列举实例如课本上的实例和
演示小实验.

用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让学生列举运动物体能做功的现象，
并分析这些不同事物的相同点，进而得出运动的物体具有的
能量是动能的结论.进一步用实验或多媒体资料发现动能大小



的决定因素，并进而用学到的知识，即动能定义、动能大小
的决定因素来分析和解释生产和生活中的现象.

对于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的学习，也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设
计与动能相同的学习框架，让学生用科学探究的方法学习，
同时学生可以加深体验学习物理的方法和感觉到学习物理的
乐趣.

对于机械能的学习，可以用学生阅读课本或提供给学生的阅
读材料，教师进行总结，注意要用联系实际的事例使学生能
够分析机械能的实际问题，并理解动能和势能统称为机械能中
“统称”的含义.

第一节动能和势能

【课题】动能和势能

【重点和难点分析】动能和势能概念的建立.重力势能概念建
立：由于实际看到的下落物体做功都表现为有速度的物体的
做功，所以在建立重力势能概念时，要强化能够做功的'物体
就有能量.

1，引入新课

由于能量和做功的概念有密切的联系，所以通过一些问题引
导学生由功和能的关系理解能量的概念.提供学生思考的问题
有：怎样才算做功了;功的必要条件和单位;分析具体实例引
入能量的概念.

实验：演示钢球从斜面上滚下，在水平面上撞击木块，使木
块移动一段距离，学生分析在碰撞过程中，做功的情况.由分
析结果“钢球对木块做了功”引出能量的概念“一个物体能
够做功，我们就说它具有能量.可见在物理学中，能量和做功
有密切的联系，能量反映了物体做功的本领.一个物体能做的



功越多，这个物体的能量越大.

2，新授课：动能

1)，动能概念的建立

观察和分析生活中的实例：风吹动帆船航行，空气对帆船做
了功;急流的河水把石头冲走，水对石头做了功，运动的钢球
打在木块上，把木块推走，钢球对木块做了功.

利用板图帮助学生找到不同现象的共性的内容：运动的物体
能够做功，我们把它们所具有的能量称为“动能”.

从板图上，学生应当能够总结出“物体由于运动具有的能量
称为动能”.

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可以由学生总结结论，也可以教师帮
助学生逐步的寻求共同点，得到结论.

2)，动能大小的决定因素

实验步骤1：让同一个钢球在斜面的不同位置上滚下，观察小
球撞击木块的现象，并分析得到的结论.

学生在观察过程中要思考的问题：钢球先后从不同高度处滚
下的原因;撞击距离的远近说明了什么;做功多少说明了什么;
实验结论.

分析过程：同一个钢球，原来的位置越高，滚到斜面下端时
的速度越大，把木块推得越远，做的功越多，说明具有的动
能越大，所以动能的大小与物体运动速度有关.

实验步骤2：观察钢球和木球在斜面的同一高度处滚下，撞到
平面上的木块发生的现象，并分析实验的结论.



学生在观察过程中思考的问题：钢球和木球从斜面的同一高
度处滚下的原因;撞击木块的远近说明了什么;做功多少说明
了什么;实验结论.

分析过程：钢球和木球从斜面的同一高度处滚下，到达斜面
底部时速度相同，钢球的质量大，把木块推得远，做功多，
具有动能大，所以动能的大小还与物体的质量有关.

综上所述：物体的动能大小和物体的质量、运动速度有关.

3，新授课：势能

1)，力势能概念的建立及其大小的决定因素

引导学生观察分析重锤具有做功能力，因而具有能量：重锤
被举高，当下落时，能够把木桩打入地里，对木桩做功，所
以它因能够做功而具有能量，我们把这种能量称为重力势能.

学生列举生活中存在重力势能的实例.并结合实例分析出物体
和地面有高度差就有重力势能(可以让学生知道我们都是以地
面为参考，来分析重力势能的)

学生从实例中分析重力势能的大小的决定因素，并结合实际
现象分析是否有重力势能、重力势能大小比较、重力势能的
变化三个方面的问题.

2)，弹性势能概念的建立及其大小的决定因素

建议学习方法为学生阅读，并回答问题：什么是弹性势能;举
例说明物体具有弹性势能可以做功;分析压缩弹簧被放松而做
功的实例;列举并分析弹性势能大小比较和弹性势能变化的实
例.

4，新授课：机械能



讲清机械能上动能和势能的统称其中统称的含义：表示动能
和势能都属于机械能，即机械能有两种表示方式：动能和势
能.一个物体既可以有动能也可以有势能.

动能和势能教案一等奖篇四

1，理解动能和重力势能的转化，能举例说明动能和重力势能
的转化。

2，理解动能和弹性势能的转化，能举例说明动能和弹性势能
的转化。

3，分析和解释实例，说明过程，动能、势能、机械能的变化
情况。

4，建立能量的概念，树立能量转化和守恒的观念，为后面学
习能的转化和守恒大小基础。

5、通过分析生产和生活中的实例，养成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
习惯和能力。

教材分析

教材首先安排了麦克斯韦滚摆实验来说明动能和重力势能的
相互转化，接着又安排了把用细线悬挂起来的金属小球拉到
一定高度放开，以及木球与弹簧片碰撞两个实验，来说明动
能和弹性势能的相互转化。使学生一开始就注意到动能和这
两种势能都可以相互转化。在动能和势能的相互转化过程中，
机械能减少转化为内能的问题安排在下一章讲，在这里没有
涉及。教材最后分析了人造卫星绕地球运行过程中动能和势
能的相互转化，目的是加强物理知识与现代科技的联系，使
学生了解他们所学的物理知识，也可以用来解释一些高科技
中的问题，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教法建议

注重实验教学，分析上抛小球的实验到观察麦克斯韦实验，
在教学过程中要使学生明确实验的目的和观察物理现象，清
楚具体的过程，从速度变化、高度变化到能量变化，学生能
从能量变化中知道能量的转化。

课本实验中动能和弹性势能的转化不用细致分析，但是要在
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注意观察的分析木球碰撞弹簧片的过程，
由于碰撞非常短，所以应当帮助学生想象弹簧片的形变，从
而理解动能和弹性势能的转化。

教学中注意把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注重分析实例，例如
分析射箭过程中的能量转化，分析卫星运行时。在分析卫星
运行时，应当利用板图标出远地点和近地点，使学生养成画
图帮助分析的习惯。

教学设计示例

第二节

【课题】

【重点难点解析】；分析转化过程。人造地球卫星绕地球运
行过程中的能量转化过程。

【教学过程】

1，实验引课

观察滚摆实验，用板图帮助分析。

实验时要注意观察：滚摆在下降过程中速度如何变化；上升
阶段速度如何变化。



注意分析的问题：到最高点时，高度、速度特点；说明了什
么；到最低点时，高度、速度特点；说明了什么；在下降过
程中，高度、速度如何变化，说明了什么；在上升过程中，
高度、速度如何变化，说明了什么。

实验结论：物体的动能和重力势能可以相互转化。

2，新授课：。

1）分析实例

方法1：针对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由学生自己列举能体现动
能和重力势能相互转化的现象，并具体分析能量转化的过程。
用讨论分析的方法完成课堂学习。

方法2：一般情况下，可以分析重点实例，例如分析乒乓球从
某一高度自由下落过程中，不考虑空气的阻力，注意分析：
乒乓球从某他高度下落到接触地面的过程；乒乓球从接触地
面到发生最大弹性形变的过程；乒乓球逐渐恢复原来形状到
反弹起来的瞬间；乒乓球反弹起来后上升到最高点的过程。

2）结论：在上升和下降过程中，是动能和重力势能的相互转
化，在乒乓球发生弹性形变过程和恢复原来的形状的过程中，
是动能和弹性势能的相互转化。所以动能也可以和弹性势能
相互转化。

3）其他实例分析：可以做课本上的实验2和实验3，并由学生
自行分析在实验过程中的能量转化。

4）难点分析：人造地球卫星在绕地球转动的过程中，分析能
量的转化。

方法1，一把般情况下，学生由板图观察近地点和远地点的高
度和速度的特点，从而分析人造地球卫星在从近地点到远地



点和从远地点到近地点移动的过程中，动能和重力势能的相
互转化，并知道机械能的总量是保持不变的，也为以后学习
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打下基础。

方法2，针对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由板图观察近地点和远地
点的高度的特点，并告知学生在人造地球卫星绕地球转动的
过程中机械能的总量保持不变，让学生分析在卫星到达近地
点和远地点的位置时，运行速度的特点是什么，并想象卫星
是如何绕地球转动的，从而增强学生想象事物的能力。

【板书设计】

探究活动

【课题名称】观察和分析某个动能和弹性势能转化的实例

【组织活动形式】学生小组

【辅导参考】

1，观察和实践蹦床运动，分析在接触蹦床过程中，蹦床发生
弹性形变的过程和能量转化。

2，拆开一个玩具小车，观察上弦时，发生的弹性形变，以及
它在恢复原状过程中的特点。

【评价方案】

1、学生自评。

2、写出分析和观察的过程。

3、应用到其他的实例。



动能和势能教案一等奖篇五

1、了解能量的初步概念。

2、知道什么是动能及影响动能大小的因素。

3、知道什么是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及影响势能大小的因素。

4、能举例说明物体的动能、重力势能、弹性势能。

5、能用动能、势能大小的因素解释简单的现象。

6、通过演示实验、生活中的现象归纳和总结，提高学生观察、
比较、想象、归纳的能力。

本节教材首先在学生学过的功的知识的基础上，直接从功和
能的关系引入了能量的初步概念，不追求严密性。这是因为
初中只要求学生对能量的概念有初步的认识。教材列举了风、
流水等能够做功，以便使学生对运动物体具有能量形成比较
清楚的具体印象，同时也为讲水能和风能的利用埋下伏笔。
由此引出了动能的概念，用实验说明动能的大小跟速度、质
量的关系，能够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能力，势能的教学也是
从做功的角度先引入势能概念，再由实验或观察生活中的现
象势能的大小的决定因素。最后，教材给出了机械能的概念，
并指出动能、势能、机械能的单位和功的单位相同，都是焦
耳。

对于能量的引入，可以从一些涉及能量的词中，知道“能”
是重要概念。再联系做功的知识，列举实例如课本上的实例
和演示小实验。

用学生自主的方法，让学生列举运动物体能做功的现象，并
分析这些不同事物的相同点，进而得出运动的物体具有的能
量是动能的结论。进一步用实验或多媒体资料发现动能大小



的决定因素，并进而用学到的知识，即动能定义、动能大小
的决定因素来分析和解释生产和生活中的现象。

对于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的，也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设计与
动能相同的框架，让学生用科学探究的方法，同时学生可以
加深体验的方法和感觉到的乐趣。

对于机械能的，可以用学生阅读课本或提供给学生的阅读材
料，教师进行总结，注意要用联系实际的事例使学生能够分
析机械能的实际问题，并理解动能和势能统称为机械能
中“统称”的含义。

第一节动能和势能

课题动能和势能

重点和难点分析动能和势能概念的建立。重力势能概念建立：
由于实际看到的下落物体做功都表现为有速度的物体的做功，
所以在建立重力势能概念时，要强化能够做功的物体就有能
量。

设计

1，引入新课

由于能量和做功的概念有密切的联系，所以通过一些问题引
导学生由功和能的关系理解能量的概念。提供学生思考的问
题有：怎样才算做功了；功的必要条件和单位；分析具体实
例引入能量的概念。

实验：演示钢球从斜面上滚下，在水平面上撞击木块，使木
块移动一段距离，学生分析在碰撞过程中，做功的情况。由
分析结果“钢球对木块做了功”引出能量的概念“一个物体
能够做功，我们就说它具有能量。可见在学中，能量和做功



有密切的联系，能量反映了物体做功的本领。一个物体能做
的功越多，这个物体的能量越大。

2，新授课：动能

1），动能概念的建立

观察和分析生活中的实例：风吹动帆船航行，空气对帆船做
了功；急流的河水把石头冲走，水对石头做了功，运动的钢
球打在木块上，把木块推走，钢球对木块做了功。

利用板图帮助学生找到不同现象的共性的内容：运动的物体
能够做功，我们把它们所具有的能量称为“动能”。

从板图上，学生应当能够总结出“物体由于运动具有的能量
称为动能”。

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可以由学生总结结论，也可以教师帮
助学生逐步的寻求共同点，得到结论。

2），动能大小的决定因素

实验步骤1：让同一个钢球在斜面的不同位置上滚下，观察小
球撞击木块的现象，并分析得到的结论。

学生在观察过程中要思考的问题：钢球先后从不同高度处滚
下的原因；撞击距离的远近说明了什么；做功多少说明了什
么；实验结论。

分析过程：同一个钢球，原来的位置越高，滚到斜面下端时
的速度越大，把木块推得越远，做的功越多，说明具有的动
能越大，所以动能的.大小与物体运动速度有关。

实验步骤2：观察钢球和木球在斜面的同一高度处滚下，撞到
平面上的木块发生的现象，并分析实验的结论。



学生在观察过程中思考的问题：钢球和木球从斜面的同一高
度处滚下的原因；撞击木块的远近说明了什么；做功多少说
明了什么；实验结论。

分析过程：钢球和木球从斜面的同一高度处滚下，到达斜面
底部时速度相同，钢球的质量大，把木块推得远，做功多，
具有动能大，所以动能的大小还与物体的质量有关。

综上所述：物体的动能大小和物体的质量、运动速度有关。

3，新授课：势能

1），力势能概念的建立及其大小的决定因素

引导学生观察分析重锤具有做功能力，因而具有能量：重锤
被举高，当下落时，能够把木桩打入地里，对木桩做功，所
以它因能够做功而具有能量，我们把这种能量称为重力势能。

学生列举生活中存在重力势能的实例。并结合实例分析出物
体和地面有高度差就有重力势能（可以让学生知道我们都是
以地面为参考，来分析重力势能的）

学生从实例中分析重力势能的大小的决定因素，并结合实际
现象分析是否有重力势能、重力势能大小比较、重力势能的
变化三个方面的问题。

2），弹性势能概念的建立及其大小的决定因素

建议方法为学生阅读，并回答问题：什么是弹性势能；举例
说明物体具有弹性势能可以做功；分析压缩弹簧被放松而做
功的实例；列举并分析弹性势能大小比较和弹性势能变化的
实例。

4，新授课：机械能



讲清机械能上动能和势能的统称其中统称的含义：表示动能
和势能都属于机械能，即机械能有两种表示方式：动能和势
能。一个物体既可以有动能也可以有势能。

探究活动课题分析玩具小车在运动过程中的能量转化组织活
动形式学生小组活动方案参考

1、观察小车的传动结构，在上紧发条时和松开发条时的情景；
思考弹性势能大小和做功多少的关系。

2、看看市场或超市中还有哪些上发条的小车。

3、观察现在流行的儿童玩具靠什么发动的。评价

1、材料全班共享。

2、写出观察和分析的过程报告。

3、从网上查找的资料，要列出学习过程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