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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学生为主体,实践活动为主线,引导学生探究和反思,使学生在体验中学到了知识,在实践中掌握了

方法,在探究中提高了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了物理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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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题是苏科版物理九年级上册内容,此前学

生已经具备一定的力学知识基础,本主题是前面所

学知识的延伸,也是后面滑轮、轮轴等其他一些简单

机械的基础,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既符合学生由易

到难、由简到繁的认知规律,同时又保持了知识的结

构性和系统性.本节实践课始终向学生渗透物理来

源于生活,经过多次的体验、实践、探究、反思等手段

建构物理模型,总结物理规律,并解决生产、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增加了学生对物理的亲切感和兴趣,体
现 “从生活走进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新课程理念.

通过一年的物理学习,学生的认知水平比起刚

接触物理时有了很大提高,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都

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九年级的学生抽象思维还

不成熟,学习过程仍需一些感性认识作为依托.在本

主题教学之前,学生已经学习了力学中的一些基本

概念和规律,以及这些力学知识在生产生活中的应

用,对日常生活中的杠杆有所认识,有了一定的学习

基础,但对杠杆的认识是感性的,这些认识可能肤

浅、片面,甚至是错误的.因此,在教学中笔者创造条

件鼓励学生积极地去体验、实践、探究、反思、评价,

从中归纳出杠杆的特征、力臂的作法、杠杆的平衡条

件等.在教学中多次创新实践活动和实例分析加强

直观性和形象性,以便学生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

1 主题目标

(1)价值体认.初步认识、建构杠杆模型,能画

出杠杆的示意图,作出力臂;知道杠杆的平衡条件,

会利用杠杆平衡条件解决生活中一些简单的问题.
(2)责任担当.通过了解杠杆在生活中的实际

应用,体会到生活中处处有物理,激发学习物理的兴

趣;通过体验、实践、科学探究等活动过程,培养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物理核心素养.
(3)问题解决.通过体验拔钉子的活动,建构杠

杆模型;通过自制杆秤相关的实践活动,体验力臂对

杠杆平衡的影响;通过分组实验探究出杠杆的平衡

条件.
(4)创意物化.以学生为主体,以创新实践活动

为主线,通过体验-反思-实践-反思-实验-反

思-评价-创新,在实践活动中掌握知识,学到方

法,提高技能,创新思维.

2 主题结构

(1)准备阶段:演示蜡烛跷跷板实验,创设情

境,激活思维.
(2)实施阶段:

1)体验 反思,建构杠杆模型.
2)实践 反思,突破力臂概念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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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 反思,探究出杠杆的平衡条件.
(3)总结阶段:评价-创新,让能力再升华.

3 实施条件

多媒体教室,钳子,羊角锤,起子,钉有钉子的木

板,小木块,自制杆秤,弹簧测力计,杠杆,钩码,铁架

台等若干.

4 教学过程

4.1 准备阶段:创设情境 激活思维

演示实验:蜡烛跷跷板(图1)

图1 蜡烛跷跷板

生:为什么静止的蜡烛两端点然后,慢慢的开始

摇摆? (充满好奇)

师:本节课学习之后将揭开其中的奥秘.
设计意图:“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废旧物品

自制教具,让学生从生活走进物理,激发学习兴趣,

蜡烛跷跷板由静止变为摆动,使学生充满疑惑和好

奇,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为接下来的学习做好铺垫.
4.2 实施阶段

4.2.1 体验 反思 建构杠杆模型

分组体验活动:根据提供的器材(羊角锤、钳子、

起子、小木块,如图2所示)将木板上的钉子拔起来.

图2 体验活动“拔钉子”提供的器材

师:请同学们根据刚刚体验的拔钉子的过程(图

3),结合其他的3个活动,如图4~6所示,思考它们

有什么共同特点.

图3 拔钉子

图4 跷跷板

图5 撬石头

图6 压水

生反思:有一根棒子、可绕一点转动、受到力的

作用等.
师:物理学上把在力的作用下可绕某一固定点

转动的硬棒称为杠杆.(板书课题:杠杆)

师:根据杠杆的定义思考生活中还有哪些杠杆呢?

生讨论后回答:钓鱼竿、筷子、钳子、门把手、扳
子、船桨、剪刀、杆秤、天平等.

师:生活中的杠杆非常多,杠杆与我们的生活联

系非常密切,自古代以来杠杆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

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图片:古代的桔槔,现代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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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更深入地研究杠杆知识.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亲自体验拔钉子的过程,把

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和发散性思维能力.通过几个活动的对比,反思共同

点,建构杠杆的模型,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和语言表

达能力,然后让学生充分举例,引导学生注意观察生

活,体现物理与社会的联系.
4.2.2 实践 反思,突破学习力臂概念的难点

分组实践活动1:请同学们利用自制杆秤模拟

称量物体质量的过程,如图7所示.

图7 自制的杆称

师:杆秤此时处于什么状态?

生:静止.
师:杠杆处于静止或匀速转动,我们就说此时杠

杆处于平衡状态.
分组实践活动2:如图8所示,分别在A 和B 两

点用弹簧测力计拉秤杆,让秤杆平衡,两个点需要的

拉力大小一样吗? (数据:FA >FB)

图8 分别在两点拉秤杆

生反思:杆秤的平衡与力的作用点有关.
分组实践活动3:如图9所示,在B 点用弹簧测

力计分别竖直和斜拉秤杆,让秤杆平衡,两次需要的

拉力大小一样吗? (数据:FB1 <FB2)

图9 在同一点沿不同方向拉秤杆

生反思:杆秤的平衡与力的方向有关.

师:由以上两个活动知道杆秤的平衡既与力的

作用点有关,又与力的方向有关,那么能不能找到一

个物理量既与力的作用点有关,又与力的方向有关,

同时又影响杠杆的平衡呢?

生反思:

生甲:固定点到力作用点的距离.
生乙:固定点到力的距离.
生丙:动力的大小.
学生小组讨论后总结:从固定点到力作用线的

距离既符合与力的作用点有关又符合与力的方向有

关,且影响着杠杆的平衡,如图10所示.

图10 作出固定点到力的作用线的距离

师:我们把从固定点到力作用线的距离称为力

臂,请同学们阅读课本了解杠杆的几个名词.(学生

自主阅读理解)

生:(1)支点,杠杆绕着转动的点;

(2)动力,使杠杆转动的力;

(3)阻力,阻碍杠杆转动的力;

(4)动力臂,从支点到动力作用线的距离;

(5)阻力臂,从支点到阻力作用线的距离.
师引导:结合生活中的杠杆 ——— 撬棒,熟悉杠

杆的几个名词.
设计意图:本环节让学生用自制的杆秤模拟测

量物体的质量的过程,一方面为了引入杠杆平衡的

概念,另一方面为下面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实验前

的猜想提供依据,改变力的作用点和改变力的方向

使杆秤平衡比较力的大小关系,得出杠杆平衡与力

的作用点和力的方向有关,学生进行反思,进而引入

力臂的概念,这就比直接空降力臂的概念更易理解

和掌握,符合学生思维的认知过程,培养了学生实践

能力,发展了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
让学生阅读教材了解杠杆的几个名词,培养学

生自学能力和发现并提出问题的能力.

4.2.3 实验 反思,探究出杠杆的平衡条件

师:由以上学习我们知道杠杆的平衡不仅与动

力、阻力大小有关,还于动力臂、阻力臂的大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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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它们满足什么条件时杠杆才能平衡呢? (设疑)

生猜想:……

师:请同学们将杠杆挂到铁架台上,思考杠杆处

于什么位置测量力臂最方便? 应怎样做? (学生讨

论)

生:通过调节平衡螺母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便于从杠杆上直接读出力臂.
学生实验1:调节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学生实验2:在杠杆两端分别施加动力和阻力

使杠杆再次在水平位置平衡,测出数据并记录表格

(表1).

表1 标杆平衡实验数据记录表

实验次数 动力F1/N 动力臂l1/cm 阻力F2/N 阻力臂l2/cm

1

2

3

生反思数据: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臂.
杠杆平衡条件(杠杆原理):F1l1=F2l2.
反思:两头点燃的蜡烛为什么会摆动? (学生讨

论后回答)

设计意图: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是本节课的重

点,教师通过设计程序性的问题让学生思考、讨论、

完善实验设计,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也凸显出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根据测得

的数据反思实验结论和反思蜡烛跷跷板摆动的原

因,培养学生分析归纳能力和用规范的物理语言表

达物理问题的能力.
4.3 总结阶段:评价 创新 让能力再升华(表2)

表2 “生活中的杠杆”学习评价参考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 △

价值体认
 初步认识、建构杠杆模型,能画出杠杆的示意图,作出力臂;知道杠杆的平
衡条件,会利用杠杆平衡条件解决生活中一些简单的问题

责任担当
 通过了解杠杆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体会到生活中处处有物理,激发学习
物理的兴趣;通过体验、实践、科学探究等活动过程,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提高物理核心素养

问题解决
 通过体验拔钉子的活动,建构杠杆模型;通过自制杆秤相关的实践活动,体
验力臂对杠杆平衡的影响;通过分组实验探究出杠杆的平衡条件

创意物化
 以学生为主体,以创新活动为主线,通过体验 反思 实践 反思 实验 反思
评价 创新,在实践活动中掌握知识,学到方法,提高技能,创新思维

    ○:完全符合要求;△:基本符合要求.

  课后实践活动:请你利用1元硬币(质量约6g)

在自制的杆秤上标上刻度,如图11所示.

图11 课后实践活动“给自制杆称标刻度”

设计意图: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通
过在自制杆秤上标刻度,不仅强化了学生对杠杆平

衡条件的理解、运用,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

5 主题反思

通过分组体验拔钉子的活动过程,学生们建构

了杠杆模型,通过自制杆秤的3个实践活动过程,突
破了力臂概念这个难点,通过前面的几个活动的铺

垫,学生们很容易设计并探究出了杠杆的平衡条件.
本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创新活动为主线,教学效果

较好,孩子们在体验中学到了知识,在实践中掌握了

方法,在探究中提高了实践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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