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压强教案设计(精选8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
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压强教案设计篇一

播放视频材料《增大和减小压强》、《动物减小压强的方
法》。

师：生活中还有很多增大、减小压强的事例，同学们可以课
后继续搜集整理，比一比，看哪个小组完成的最好。

出示图片：

师：生活中还有这样的场景。这是陕西日报的一篇报道：
《超限超载造成三零七国道路面破损不堪》请大家留心我们
身边的'路况，以《道路不堪重负》为题，给我们的市长写一
封建议信。

三、课堂总结

讨论交流：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都有哪些方面的收获？还
存在哪些方面的困惑？

师：这堂课与大家合作感觉非常愉快，希大家把这种敢于创
新的精神带到学习中去。

板书设计

压强



一、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

压力一定时，受力面积越小，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

受力面积一定时，压力越大，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

二、压强

1、定义：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压强。

2、公式、单位

3、例题

三、增大压强

减小压强

压强教案设计篇二

知识链接：

〔帕斯卡是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1623年6月19日生
于法国克莱蒙费朗，1662年8月19日逝世于巴黎，享年39岁。

帕斯卡16岁时就参加了巴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小组的学术活
动。他在物理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对流体力学、静力学和
大气压强的研究。为了纪念帕斯卡，人们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压强的单位-----帕斯卡。

实际应用：比较坦克与图钉所产生的压强。

例题：一辆质量为50t的坦克，每条履带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是1.5m2;一颗图钉尖的面积是0.05mm2，手指对图钉帽的压



力是20n。试比较坦克对地面的压强与图钉尖对墙的压强的大
小。

已知：坦克的质量m=5.0×104kg，每条履带与地面接触面
积s1=1.5m2,

图钉所受压力f2=20n，图钉的面积s2=0.05mm2。

求：坦克对地面的压强p1和图钉尖对墙面的压强p2，并比较
其大小。

解：坦克对地面的压
力：f1=g=mg=5.0×104kg×9.8n/kg=4.9×10n。

坦克两条履带与地面的接触的面
积：s1´=2s1=2×1.5m2=3m2.

坦克对地面的压强：p1==

图钉尖对墙的压力：f2=f2=20n。

墙的受力面积：s2=0.05mm2=5×10m2。

图钉尖对墙面的压强：p2===4×10pa。

交流与讨论：

估算自己站立时对地面的压强，行走时和站立时的压强一样
吗?

如何估算每只脚的面积?

采用的方法：割补法测面积。



根据质量计算重力，得到人对地面的压力，代入公式p=进行
计算。8-85´4.9105n=3m2≈1.63×105pa。

3.压强的增大与减小。

提出问题：怎样才能增大压强?怎样才能减小压强?

分析归纳：压力一定时，减小受力面积可以增大压强;受力面
积一定时，增大压力可以增大压强。

压力一定时，增大受力面积可以减小压强;受力面积一定时，
减小压力可以减小压强。

应用：(1)把两个核桃同时放在一只手上捏，由于两个核桃互
相挤压，其接触面积非常小，产生的压强很大，很容易把核
桃压开。

(2)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它的科学道理是什么?

答：减小受力面积，增大压强。

减小受力面积来增大压强的应用：钉子、箭头、刺刀、长矛
等。

增大受力面积来减小压强的应用：建筑物的地基、载重汽车
的轮子比普通汽车的轮子多、学生的书包做成双肩背且背带
做得比较宽。

【课堂小结】

一、基础知识：

1、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压力。



2、受力物体与施力物体相互接触，并相互挤压的那部分面积
叫受力面积。

3、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大小叫做压强。公式：p=，单位：pa。

二、研究方法：

通过猜想、分析、制定实验计划、设计实验方案、操作实验、
分析论证得出压强的规律。

【课堂反馈】

1、推土机对地面的压力也很大，为什么它可以在土路上工作
而不陷入泥土中?

(答案：通过增大受力面积来减小压强。)

2、往地里打桩，为什么要把桩的下端削成尖形?

(答案：减小受力面积，增大压强。)

3.书包的背带为什么要做得很宽?

(答案：增大受力面积，减小压强。)

【布置作业】

同学们下去把课本后面的五道题做好，交给学习委员，下午
交给我。

压强教案设计篇三

1、认识大气压强，会计算一个大气压强的大小。

2、通过实验了解大气压强存在的事实并理解生活中人们对大



气压强的运用，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3、将生活与物理学科联系，提升学习物理的兴趣，养成动手
和认真探究的科学精神。

【重点】验证大气压强的存在，了解大气压强测量的原理。

【难点】理解托里拆利实验原理。

环节一：新课导入

实验：表演魔术“能飞的液体”。用杯子盛满一杯水，将塑
料片盖在水杯子上，将杯子翻转，杯口朝下，杯中水悬空在
杯中。提出问题：为什么水不会落下，什么力托住了水？大
气是否和液体一样也能产生压强呢？让学生带着疑问走进课
堂。

环节二：新课讲授

1、验证大气压强的存在

从生活实际出发

提出问题：贴在墙上的粘钩受到压力为什么不脱落？

鼓励学生大胆思考，猜想各种原因。

猜想一：用力挤压粘钩使得粘钩粘住不会下落。

猜想二：粘钩上沾水，使得粘性增加，粘钩不会下落。

猜想三：大气压力压住粘钩，使其无法下落。

再由教师做出猜想验证的范例：如果大气压强是使粘钩不掉
落的原因，使用逆向思维，设计实验，如果把塑料吸盘戳个



小孔，空气通过小孔进入吸盘和光滑的墙面之间，内外压强
相等，吸盘便不会再贴在光滑的墙面上。同样，组织学生思
考，如果在倒置的水杯杯底开一个小洞，杯中的水是否还能
悬空？从而直观而深刻的感受大气压强的存在。

2、实验探究：大气会不会如同液体一样，对气体内部各个方
向都有压强？

得出结论：大气如同液体一样，对气体内部各个方向都有压
强。

3、测量大气压强

观看马德堡半球实验的视频，让学生多感官的感知大气压强，
从实验现象中产生疑问：大气压强如此大，为什么平时感觉
它不大呢？为测量大气压强埋下伏笔。

组织学生小组讨论：如何测量大气压强，说明测量思路。鼓
励学生大胆思考。

演示托里拆利实验（播放录像）。

提出问题：

（1）刚开始为什么水银柱下降？

答：水银柱受重力，大气压支撑不了那么高水银柱。

（2）水银柱下降后，玻璃管剩余的空间是什么状态？

答：真空。

（3）为什么玻璃管中的水银没有全部落到水银槽中？

答：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它？大气压强支撑起水银柱。



（4）大气压强的数值是多少？

压强教案设计篇四

1、能了解压强的概念。理解什么是压力，什么是物体的受力
面积。

2、能理解压力的作用效果跟哪些因素有关。

3、能掌握压强的增大和减小的主要方法。

4、能熟练应用压强公式进行计算。

重点：压强概念的理解。

难点：压力与受力面积的正确理解。

1、力的作用效果是：改变物体的_________和___________。

2、力的三要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已知物体a的重力ga=10n，物体b的重
力gb=20n，f=20n，f1=15n，试试判断下列各图中，表面受到
的压力的大小。

甲乙丙丁戊

甲图中地面受到的压力是______n；乙图中地面受到的压力
是______n；丙图中地面受到的压力是_____n；丁图中地面受到
的压力是_____n；戊图中顶面受到的压力是______n。

小组内讨论（小组间相互检查）

2、请你分别画出长方体受到的重力（左图）和对斜面压力



（右图）的示意图

小组内讨论

3、通过上面1和2你认为：压力是不是始终等于重力，______。
压力的方向是否和重力的方向始终相同，___________。压力
是不是就是重力，____________。

小组讨论

问题学法指导

1、由图可知，两人对雪的__________大小差不多，但一个人
陷下去了，而另一个却没有，从而可以看出这两个力的作用
效果________（填“相同”或“不同”）

阅读、讨论

阅读、讨论

3、如图所示，同时对一端削尖，另一端未削的铅笔施力，手
指有什么感
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内做实验探究

4、通过上述事例和实验，你猜想压力对物体的作用效果与哪
些因素有关？并说说你猜想的依
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组内讨论完成。

5、实验：探究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

在这个实验中，用到的物理研究方法
是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析甲图和乙图中，让小桌腿朝下是保持____________不变，
而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与__________之间的关系；乙图和丙
图中，是保持_________不变，而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
与______________之间的关系。

由甲图和乙图可以得出：在______________一定
时，______________越大，海绵被压下的深度越_____，说明
力的作用效果跟______________有关；由乙图和丙图可以得
出：在_______________一定时，_______________越大，海
绵被压下的深度越______，说明压力的作用效果
与_____________有关。综合可以得出：压力的作用效果
跟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有关。

阅读、实验、小组分析讨论

7、压强是表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物理量。物
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叫做压强。在物理上用字
母____表示压强，____表示压力，_____表示物体的受力面积，
计算压强的公式是________，其中压力的单位是_____，受力
面积的单位是_____，压强的单位是_____，压强还有一个专
用单位叫________，简称______，符号是______。

2、总结得出：

增大压强的方法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请同学们在下面总结一下本节课所学知识内容的结构。

2、在本课学习中运用什么学习方法？

1、压力的作用效果与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有关。

2、某人对地面的压强是1.5×104pa，它的物理意义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如图所示是研究压力作用效果的实验：

（1）比较甲、乙两个实验可知，压力作用效果
跟______________________有关系。

（2）比较乙、丙两个实验可知，压力作用效果
跟______________________有关系。

4、下列事例中，为了增大压强的是（）

a、书包带很宽b、铁轨铺在枕木上c、刀磨得很薄d、推土机安装
履带

5、你购买纸包饮料时，一般配有一根塑料吸管，吸管一端是
斜面的，一头是平的，正确的使用方法是（）

a、将任意一头插入饮料管孔均可

b、将平面一头插入饮料管孔

c、将斜面一头插入饮料管孔

d、不用塑料管也可以

6、我们在用螺丝固定物体时，往往在螺丝下面垫上一个垫圈，
这样做的目的是（）

a、减小摩擦b、美观c、增加硬度d、减小压强

7、一个人在公园结冰的湖面上行走，不小心压破冰面掉进了
冰窟窿，工作人员需要接近冰窟窿去救他，旁边有长、宽都
差不多的梯子和木板，为了救人，应该（）

a、立即跑向冰窟窿



b、将木板铺子冰面上，从上面爬过去救落水者

c、将梯子铺在冰面上，从上面爬过去救落水者

d、从冰面上爬过去救落水者

8、如图所示，物体a的重力为30n，物体b的重力为40n，已知a
的底面积为1×10-2m2，b的底面积为2×10-2m2，则物体b对a
的压强是______________pa，物体a对地面的压强
是_____________pa。

1、压力受力面积

2、地面每平方米受到人1.5×104n的压力

3、压力受力面积

4、a

5、c

6、d

7、b

8、4×1037×103

压强教案设计篇五

1、知道大气有压强；

2、知道大气压数值的测量方法以及估测方法。

1、了解测量大气压的方法；



2、知道大气压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1、设计多种方法证明大气压的存在；

2、测量大气压大小的方法

课件，导学案

先学后教，学案导学，合作达标

一、创设情景，明确目标

1．引入：从生活走向物理。

2．怎样知道大气有压强？

演示：

（1）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及其原因。

（2）教师小结：大气有压强即大气压。

那么，你还能列举哪些现象或事例说明大气压的存在呢？师
生共同举例说明。

问：大气压有什么特点呢？

学生思考回答，也可做演示说明。如在“覆杯实验”中将纸
片朝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发现纸片不掉下来，从而得出：大
气向各个方向都有压强。

3．怎样测量大气压？

教师演示作铺垫，学生观察思考。



（1）先用玻璃杯装满水倒插入水槽中，再慢慢往上提（杯口
不离开水面，下同），观察杯中水是否充满？接着换用量筒
和细长玻璃管，重复上述过程。

（2）学生讨论：你观察到了什么现象？为什么水总是充满的？
怎样做才能使水不充满呢？

经过讨论之后，使学生认识到：水充满的原因是由于大气压
大于管中的水压，只有管内水压等于外界大气压时，把管子
再加长的话，管内水面就不再上升充满整个管子了，这时它
的上方成了真空。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测量大气压的思路：可以利用液体压
强间接测量大气压。但是由于水的密度太小，要求玻璃管太
长，所以，人们就选择了密度大的液体汞（水银），这就是
著名的托里拆利实验。

学生阅读：托里拆利实验。

提问：（1）开始时，汞为什么会下降？什么时候停止下降？

（2）玻璃管内汞柱上方为什么是真空？

（3）如何计算大气压的值？

学生回答后，教师小结并强调：

学生阅读：气压计并了解其作用。

动手做实验，估测大气压。

学生讨论可用哪些方法？（可以参考课本）

4．大气压与人类生活：从物理走向社会。



（1）学生阅读相关内容，了解：大气压与天气的关系；高压
锅与宇航服。

（2）思考：我们生活在大气层的底层，为什么没有感到难受
或被压瘪呢？再得出结论。

（3）实验演示：液体沸点与气压的关系。

液体液面上方的气压越大，液体的`沸点就越高；气压越小，
沸点越低。

(五)小结

（2）你会估测大气压吗？有哪些方法？说一说。

（3）托里拆利实验中，应注意的哪些问题？一个标准大气压
的值。

（4）大气压有什么应用？

（1）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及其原因。

（2）教师小结：大气有压强即大气压。

那么，你还能列举哪些现象或事例说明大气压的存在呢？师
生共同举例说明。

问：大气压有什么特点呢？

学生思考回答，也可做演示说明。如在“覆杯实验”中将纸
片朝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发现纸片不掉下来，从而得出：大
气向各个方向都有压强。

3．怎样测量大气压？



教师演示作铺垫，学生观察思考。

（1）先用玻璃杯装满水倒插入水槽中，再慢慢往上提（杯口
不离开水面，下同），观察杯中水是否充满？接着换用量筒
和细长玻璃管，重复上述过程。

（2）学生讨论：你观察到了什么现象？为什么水总是充满的？
怎样做才能使水不充满呢？

经过讨论之后，使学生认识到：水充满的原因是由于大气压
大于管中的水压，只有管内水压等于外界大气压时，把管子
再加长的话，管内水面就不再上升充满整个管子了，这时它
的上方成了真空。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测量大气压的思路：可以利用液体压
强间接测量大气压。但是由于水的密度太小，要求玻璃管太
长，所以，人们就选择了密度大的液体汞（水银），这就是
著名的托里拆利实验。

学生阅读：托里拆利实验。

一、创设情景，明确目标

1．引入：从生活走向物理。

2．怎样知道大气有压强？

演示：

（1）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及其原因。

（2）教师小结：大气有压强即大气压。

那么，你还能列举哪些现象或事例说明大气压的存在呢？师
生共同举例说明。



问：大气压有什么特点呢？

学生思考回答，也可做演示说明。如在“覆杯实验”中将纸
片朝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发现纸片不掉下来，从而得出：大
气向各个方向都有压强。

3．怎样测量大气压？

教师演示作铺垫，学生观察思考。

（1）先用玻璃杯装满水倒插入水槽中，再慢慢往上提（杯口
不离开水面，下同），观察杯中水是否充满？接着换用量筒
和细长玻璃管，重复上述过程。

（2）学生讨论：你观察到了什么现象？为什么水总是充满的？
怎样做才能使水不充满呢？

经过讨论之后，使学生认识到：水充满的原因是由于大气压
大于管中的水压，只有管内水压等于外界大气压时，把管子
再加长的话，管内水面就不再上升充满整个管子了，这时它
的上方成了真空。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测量大气压的思路：可以利用液体压
强间接测量大气压。但是由于水的密度太小，要求玻璃管太
长，所以，人们就选择了密度大的液体汞（水银），这就是
著名的托里拆利实验。

学生阅读：托里拆利实验。

提问：（1）开始时，汞为什么会下降？什么时候停止下降？

（2）玻璃管内汞柱上方为什么是真空？

（3）如何计算大气压的值？



学生回答后，教师小结并强调：

学生阅读：气压计并了解其作用。

动手做实验，估测大气压。

学生讨论可用哪些方法？（可以参考课本）

4．大气压与人类生活：从物理走向社会。

（1）学生阅读相关内容，了解：大气压与天气的关系；高压
锅与宇航服。

（2）思考：我们生活在大气层的底层，为什么没有感到难受
或被压瘪呢？再得出结论。

（3）实验演示：液体沸点与气压的关系。

液体液面上方的气压越大，液体的沸点就越高；气压越小，
沸点越低。

(五)小结

（2）你会估测大气压吗？有哪些方法？说一说。

（3）托里拆利实验中，应注意的哪些问题？一个标准大气压
的值。

（4）大气压有什么应用？

二、总结梳理，内化目标

1、回顾本节学习内容

2、在交流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小结。



二、总结梳理，内化目标

1、回顾本节学习内容

2、在交流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小结。

压强教案设计篇六

1、认识大气压强的存在。

2、了解托里拆利实验的原理。

一、引入

我们学习了压强。固体能产生压强，液体能产生压强，那么
气体能不能产生压强呢？请大家看书第121页（两分钟）

1、实验。我们居住的地球周周被空气层包围，空气层的厚度
有几千千米。包围地球的空气层叫大气层，我们生活在大气
层的底层。我们通过实验来观察大气层里的空气所产生的压
强。这是一个茶杯，装满水，杯子里还有空气吗？用一个硬
纸片盖住杯口，轻轻的把茶杯倒过来，大家看，硬纸片为什
么不落下去？（配合板图）小纸片一定受到了来自大气层中
的空气对它的压强。

2、实验。这是一个中医针灸科用的小瓷罐。这是一个煮熟的
去皮鸡蛋。把鸡蛋放在罐口，将将落不下去。现在把一块棉
花用水粘在罐的内壁用火柴将棉花点燃后立即把鸡蛋放在罐
口，注意观警有什么现象？（配合板图）鸡蛋进入罐内。鸡
蛋一定受到很大的压强才被压进去。这个压强是大气中的空
气的压强。

3、实验。一个大试管，管内装水。把这个小试管放在大试管
的水中，小试管内没有水。用食指托住小试管，将大试管倒



过来，注意观察小试管如何？小试管上升。（配合板图）。
此实验说明大气层中存在着压强。

二、大气压强

以上的几个实验说明了大气层中存在着压强。再做一个著名
的实验——马德堡半球的实验证明大气压强的存在。

1、马德堡半球实验。这是两个金属半球，合拢后很容易拉开。
现在把阀门打开，把两半球内的空气抽出去一部分（抽气），
再将阀门关闭，现在请两位大力士来拉拉看（学生操作）这
个实验就是著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它有力地证明了大气对
浸在它里面的物体有压强。在公元1654年的最初实验时，用
十六匹马才把半球拉开。我们这个实验由于半球小，真空度
不高，拉开它不必用十六匹马，但是已经足以证明了大气中
存在着压强。

2、大气层对浸在它里面的物体的压强叫大气压强，简称大气
压或气压。地球周周的万物无不在大气层之中，它们都受到
大气压强。诸如马德堡半球拉不开，鸡蛋进入罐内，小试管
的上升，小纸片的不落都是大气压强的作用。

三、大气压强的大小

1、实验。试管内装满水，用食指堵住开口，倒立在水银槽内
（配合板图），水不流出。请大家考虑水为什么不流出？
（提问，学生回答）水不流出是因为大气压强的缘故。但是
试管内的水也产生压强，水不流出不仅是由于存在大气压强，
而且大气压强大于管内水柱产生的压强。那么大气压强到底
有多大？这个问题早在著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之前就由伽利
略的学生托里拆利解决了。

（操作）。（实际测量结果不一定是760毫米，但是仍可以认
为水银柱的压强是105帕斯卡）。



可见，大气压强的值等于105帕斯卡，即等于×××毫米水银
柱产生的压强。

这个实验就是托里拆利实验，它是用来测定大气压的值。

3、实验。现在将玻璃管稍稍上提，观察水银柱的高度，结果
是不变的。现在将玻璃倾斜，注意，水银面上的真空体积如
何变化？（学生回答）管内水银柱的长度如何变化？（学生
回答）。当倾斜时，管内水银面上方的真空体积减小，水银
柱变长，但是水银柱的高度如何？（测量，并在板图上画出）
很显然，管内水银柱的高度不变。

4、提问，学生讨论。请大家讨论，如果由于天气的变化引起
了大气压强的增大或减小，托里拆利实验的水银柱高度怎样
变化？（学生讨论后回答）大气压强增大，管内水银柱的高
度增大；大气压强减小，管内水银柱下降。所以这个实验中
水银柱的高度随大气压而变，这就为我们测量大气压提供了
方便。今后学习气压计就是这个道理。

四、总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两个内容。第一个是通过大量的实验，尤其
是著名的马德堡半球的实验充分认识到大气压强的存在。第
二个是解决了大气压强的测量。托里拆利实验说明，大气压
强的值等于实验中管内水银柱产生的压强。

五、作业

课后请大家注意观察生活中哪些地方或设备是利用大气压强
的原理，每人举三个例子。

p、1311、2、3。



压强教案设计篇七

1、了解压强的概念。理解什么是压力，什么是物体的受力面
积。

2、理解压强的大小跟哪些因素有关。

3、了解压强公式中各物理量的名称、单位及符号。知道压强
单位的物理意义和由来。

4、了解压强的增大和减小的主要方法。

1、观察生活中各种跟压强有关的现象。了解对比是提高物理
思维的基本方法。

2、通过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跟什么因素有关。经历探究的主
要环节。通过探究实验，观察实验现象。采集实验数据。获
得对压强比较深入的了解。初步学习使用控制变量，具有一
定的实验能力。

3、了解改变压强的实际意义和基本方法，具有运用知识解释
简单现象和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

4、通过实际动手、实践如何改变压强。具有一定的动手实践
能力。

1、经历观察、实验以及探究等学习活动。培养学生尊重客观
事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2、通过探究性物理学习活动，使学生获得成功的喜悦。培养
学生对参与物理学习活动的兴趣，提高学习的自信心。

3、了解压强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广泛性，认识科学
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有将科学服务于人类的意识。



4、感悟科学是人类创造发明的基础。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压强概念的理解。

压力与重力面积的正确理解。

探究法：通过学生自己独立的探究活动。观察现象。收集数
据。分析比较获得对压强概念深入的理解。

比较归纳法：通过对具体现象、事例的对比、比较，提出问
题，并通过研究归纳出一般的结论。

压力小桌、泡沫塑料、砝码、橡皮泥、木条、弹簧秤、投影
仪、录像机及录像机资料等。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2、观察教材中p66两幅精美的图片：小小的蝉可以把口器插
入坚硬的树皮，体态庞大的骆驼却可以凭借宽大的脚掌成为
沙漠之舟。

3、同学们自己分别用笔尖和笔帽扎手，体验有什么不同的感
觉。

从同学们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这些现象中，大家会想
到什么问题吗？

二、进行新课

[师]请同学们大胆说出自己的问题或想法。



[生]人走过沙滩为什么会留下脚印？

[生]人在雪地上，对雪地的压力差不多，为什么一个人陷了
下去，而另一个没陷下去？

[生]笔尖和笔帽扎手时的感觉为什么会不一样？

[生]蝉为什么可以将尖尖的口器插入坚硬的树皮中？

[生]人走过沙滩能留下脚印和软软的沙滩有关系，因为在水
泥地上走过就看不到脚印。

[生]用笔尖扎手会感到很疼，蝉的口器能插入很硬的树皮中，
是因为笔尖和蝉的口器都很尖。

[生]我认为上面的那些现象都是力作用的结果。

[师]请同学们分析，人站在地面上、板擦或粉笔盒放在水平
的桌面上时，人对地或粉笔盒桌面的作用力的情况。

[生]人站在水平地面上，对地面有一个向下的作用力，扳擦
或粉笔盒放在水平桌面上时对平桌面也有向下的作用力，作
用力的大小应等于物体的重量。

[生]按图钉或钉钉子的时候。钉对墙面有垂直于墙面的作用
力。

[师]同学们刚才谈到的几种力的情况，它们有共同的地方吗？

[生]不论是对地面、桌面的力还是对墙面的力，它们都是垂
直作用在接触面上的。作用点在地面或墙面（接触面）上。

[师]我们把这种垂直压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压力。

[演示]静止在斜面上或从斜面滑下的物体。



[师]请同学们分析物体对斜面的压力。

[生]物体对斜面的压力垂直作用在斜面上。

[投影]

a.粉笔盒对桌面的压力。

b.物体对斜面的压力。

c.按图钉时图钉对墙的压力。

图略：

通过分析学生应明确，有些压力是由于重力的作用产生的。
但大小并不一定都等于重力，只有放在水平面上的物体对支
持面的压力大小才等于重力。在很多情况下压力和重力无关，
压力不是重力。

[生]压力的作用效果跟什么因素有关呢？

[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和什么因素有关？

[师]同学们可以大胆猜想。

[生]力越大产生效果越明显。因此压力的作用效果和力的大
小有关。

[生]用笔尖和笔帽扎手时。用的力差不多大。可用笔尖扎得
很痛。而笔帽则没有什么感觉，说明压力的作用效果和力的
大小无关，而是和力作用的面积有关。

[生]我们认为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压力的大小和压力作用的面
积可能都有关系。



[师]研究物理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实验。同学们的猜想是否
正确。大家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请同学们选择合适的器材
自己设计并进行实验。

（同学们分组活动。教师巡视并参与学生们的活动。最后进
行交流）

（1）先将海绵放在水平桌面上。

（2）把压力小桌腿朝下放在海绵上。分别在桌面上加2个和4
个砝码，观察并记录小桌腿陷入海绵里的情况。

（3）将沙面摊平后。再将压力小桌面朝下放在海绵上，分别
加2个和4个砝码，观察并记录小桌陷入海绵里的情况。

实验表格：略

分析实验现象：

[师]两组同学选择了不同的材料进行实验。两组实验有没有
相同的地方呢？

[生]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相同，都用了控制变量法。

[师]其他组的同学还有不同的做法可以补充吗：

[生]我们组分别用完全相同的两块橡皮泥。三根木条时挂4个
钩码；一根木条时挂2个钩码模拟了教材中"猜一猜"的内容。
发现一根本条挂2个钩码时橡皮泥的压痕较深，形变较大，说
明压力的作用效果更明显。

[师]大家利用"猜一猜"中的数据，计算两种情况下每平方厘
米面积上所受的压力；根据实验现象说明每平方厘米上受的
压力和压力作用效果的关系。



（学生计算，一名同学板演）

[生]根据计算和实验现象说明，每平方厘米面积所受的力越
大，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

[生]也可以说压力的作用效果跟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力有
关系。

[师]物体在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力叫做压强。

[生]可以说压强越大，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

[投影]

压强的计算公式：

符号的意义及单位：

教师说明，在国际单位制中，力的单位是牛顿(n)，面积的单
位是平方米(m2)。由公式确定压强的单位就是牛顿每平方
米(n/m2)。人们给压强规定了一个专门的单位叫帕斯卡，简称
帕(pa)，这是为了纪念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在物理学方面作出的
杰出贡献。

[师]帕斯卡是一个很小的单位，实际中还常用千帕(kpa)，兆
帕(mpa)

[投影]

一张报纸平放时对桌面的压强约0.5pa

一颗西瓜子平放在桌面上，对桌面压强约20pa

成年人站立时对地面的压强约1.5×104pa



三、小结：

1、压力：是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压力不是重力。

2、压强：是反映压力作用效果的物理量。物体单位面积上受
到的压力叫压强。单位是pa。

四、活动与探究：

钉板会把脚扎穿吗？

一、教学过程：

[例题]将教材中例题投影在大屏幕上让学生分析。

[投影]

练习1、一个质量是40kg的中学生，他每只脚着地的面积
为120cm2，他走路时对地的压强是多少帕？(g=10n/kg)

练习2、芭蕾舞演员的体重是475n。接地面积为9.5cm2，一只
大象体重60000n。每只脚掌面积600cm2，比较芭蕾舞演员足
尖对舞台的压强和大象四脚着地时对地面的压强哪个大。

（学生练习，两名同学板演，教师讲评）

强调：(1)在计算的过程中各单位一定要换算成国际单位。

（2）要弄清受力面积的大小。

例1中学生行走时始终有一只脚着地。故受力面积为一只脚的
着地面积。而大象四只脚站立时，受力面积则考虑四只脚着
地时的面积。



（3）还要注意题中压力的大小就是重力的大小。但不是任何
情况下，压力的大小都等于重力。

[生]蝉虽然很小。力量不会太大。但它的口器非常尖，和树
皮的接触面积很小，单位面积上的压力即压强就会很大，因
此能插入树皮。

[生]骆驼虽然身体庞大笨重。但它有四只大脚掌，踩在地上
时，地面上单位面积上受的力即压强不会很大。因此，即使
在沙漠行走也不会陷进去。

[想想议议]

[师]同学们一定还可以举出生活中许多增大压强或减小压强
的例子。大家可以互相讨论。

[生]常用的刀和剪都有一个很薄的刃。这是为了增大压强。

[生]不论是钉子还是大头针、图钉做得很尖，这也是为了增
大压强。

[生]载重的大卡车上装有许多很大的轮子，滑雪者的滑雪板
做得又宽又长，这些都是为了减小压强。

[师]请同学们从举出的这些刨子中。归纳出改变压强的方法
有哪些？

[生]压力一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变受力面积的大小改变
压强；受力面积一定时。用改变压力的大小改变压强。

二、小结

在压力一定的情况下。增大受力面积，压强减小；减小受力
面积，压强增大。



在受力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增大压力。压强增大；减小压力，
压强减小。

三、动手动脑学物理

四、作业：探究之旅

压力：垂直压在物体表面的力叫压力

意义：压强是表示压力作用效果的物理量

定义：物体单位面积上的压力叫压强(p)

压强：公式：p=f/s

单位：pa1pa=1n/1m2

增大压强或减小压强

压强教案设计篇八

一、新课引入：

教师提问：

2.同学们观察过自己的书包带子吗?觉得宽带子好，还是细带
子好，为什么?

3.请大家拿出你们的三角板，没三角板的用铅笔代替，按书
中图的方法做一做.感受有什么不同,知道是为什么吗?今天我
们就来学习其中的道理。

二、新课教学：



1.感受压力的效果：

(1)压力：

请画出在下面四种情况下支持面上所受力的方向。

在物理学中，将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做压力。

提出问题：请同学们分析重力与压力的区别?

以放在桌上的物理课本为例。

分析归纳：课本受到重力的施力物体是地球，桌面受到压力
的施力物体是课本。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的，压力的方向
是垂直于接触面的。

(2)、压力的作用效果。

提出问题：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哪些因素有关?

(学情预设：学生的猜想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教师要针对实际
情况做好引导工作，为引入演示实验做好铺垫。)

学生猜想：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受力面积和压力的大小有关，
或猜想还与其他什么因素有关。

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猜想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压力的大小和
受力面积两个因素有关。所以，用控制变量法，控制受力面
积相同，研究压力大小对作用效果的影响;再控制压力相同，
研究受力面积大小对作用效果的影响。

选用器材：毛巾一块，木盒一个，一串钥匙。

(设计意图：单个木盒和木盒加钥匙串分别放在软毛巾上所产
生的压力大小不同，但把单个木盒和木盒加钥匙串的受力面



积相同，因此，可以比较出压力的大小对压力效果的影响;把
同一个木盒平放与立放能保证压力相同而受力面积不同，可
以得出受力面积对压力作用效果的影响。)

参照课本实验。

(a)把单个木盒平放在软毛巾上，观察压力的作用效果。

(b)把钥匙串叠加软毛巾上面的木盒上，观察压力的作用效果。

(c)把单个木盒竖放到软毛巾上，观察压力的作用效果。

收集证据：图(a)、(b)受力面积相同，但压力不同，图(b)受到
的压力大，产生的形变大，作用效果明显。

图(a)、(c)压力相同，但受力面积不同，图(c)的受力面积小，
产生的形变大，作用效果明显。

分析论证：当受力面积相同时，压力越大，压力的作用效果
越明显;当压力相同时，受力面积越小，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
显。

2.压强的计算

物理学中，把单位面积上所受到的压力大小叫做压强。

压强的计算公式为：

p=。(p表示压强，f表示压力，s表示受力面积。)

布在1cm2的面积上，所产生的压强约为1pa。

引导学生阅读课本“信息窗”，让学生对帕斯卡有所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