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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任务分析

“力”的概念是物理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

之一,它贯穿了力学乃至整个物理学的始终,是学好

力学及整个物理学的基础.
在初中物理的学习中,力是进一步学习重力、弹

力、摩擦力、压强、浮力、简单机械、功、功率等知识的

基础.同时,力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应用十分广泛.
因此,学生对力的概念的正确理解和力的作用效果

的学习对学生后续课程的理解有重要作用.
力的概念的形成是从日常生活常见的物理现象

和实验现象中,经过归纳、抽象形成的,是最能体现

认识论的“两个飞跃”的典型案例,对于学生抽象思

维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课程标准的有关要求及解读】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与力有

关的三级主题有两个,基本上是由《课标(实验稿)》
中的一个三级主题分拆而成(另外有两个例子与一

个活动建议).

2.2.3 通过常见事例或实验,了解重力、弹力和

摩擦力,认识力的作用效果.
2.2.4 能用示意图描述力.会测量力的大小.知
道二力平衡条件.

  很明显,课标对“力”这个三级主题既有过程性

要求,又有对知识的终结性要求.对过程的要求是

“通过常见事例或实验”,要求是把常见事例放到实

验的前面,体现了让学生在“生活情境中学物理”的

现代科学教育理念;对力的作用效果要求是使学生

认识到力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或改变物体的运动

状态.
本节课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教

科书物理·八年级》下册(2012年10月第1版)第七

章第1节的学习内容,是学习力学知识的开篇,本节

后面陆续安排了怎样描述力、弹力与弹簧测力计、来

自地球的力与摩擦力等内容;为后面学习力与运动、
压强、浮力等内容奠定基础.

因此,本节课无论在知识学习方面,还是在培养

学生抽象思维能力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
此,将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定为力的概念.

2 学情分析

“力”的概念贴近生活,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

关,其事例十分普遍.八年级的学生虽然不知道物理

学中力的确切含义,但是,学生对力的作用效果的各

种具体表现是熟悉的,相关的感受很多,较易吸引学

生参与思考、讨论.
一方面,物理学中力的概念是对一类客观现象

分析、归纳、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抽象性与概

括性强的特点;另一方面,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

力的概念多与力量、爆发力、耐力、能力、体力等联系

在一起,与物理学中力的概念不一致,要把学生头脑

中已有的不正确的前概念转变为正确的物理学概

念,难度较大.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对力形成“施力在前,

受力在后;施力主动,受力被动”;“只有人、动物等有

生命力的物体等才能够施加力,无生命的物体不能

施加力”;“只有机车、起重机等个别的没有生命的物

体能够施加力”等相异构想.
因此,教学中可以利用贴近学生实际的图片、视

频、实验等多种手段设置不同的情境,为学生提供丰

富的感性素材,引导学生分析各种情境 ——— 当力作

用在物体上时,物体受力后发生的现象,让学生通过

对丰富事例的分析、抽象概括过程中找到各种现象

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从而归纳出力的概念与力的作

用效果.
由此,本节教学的难点确定为力的概念的形成.

3 教学目标

(1)知道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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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用“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知识解释相关的

简单现象.
(3)举例说明力的作用效果.
(4)在建立“力”的概念的过程中,学习归纳法.
(5)经历探究“力的作用特点”的过程,感受力

的作用是相互的.
(6)在建立力的概念的过程中,体会物理在生

活中的应用.

4 评价活动设计

根据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中“评价活动设计先

于教学活动的设计”的要求,为检测教学目标的达

成,设计了分析卡通动画中力的现象等3个练习题.
(1)通过问题6,7,8,9及练习题(1)、(3)检测

教学目标(1)的达成;
(2)通过问题13,14,15及练习题(1)、(2)检测

教学目标(2)的达成;
(3)通过问题18及练习题(1)、(2)检测教学目

标(3)的达成;
(4)通过问题4,5,6检测教学目标(4)的达成;
(5)通过问题10,11,12检测教学目标(5)的达

成;
(6)通过问题3,6检测教学目标(6)的达成.

5 创新之处

本节课程设计中,以实现认识论中从感性认识

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两个飞跃”理

论为主导,采用贴近学生实际的器材、图片、实验等

多种手段设置不同的生活实例情境,为学生提供丰

富的感性素材,引导学生分析各种情境,实现从感性

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第一个飞跃.播放视频,然后让学

生运用与力相关的知识解释现象,实现从理性认识

到生活实践的又一个飞跃.而这“两个飞跃”理论与

“从生活走进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课程理念相

一致.
为便于学生思考,在采用素材方面,将教材中部

分实例稍作调整,例如,把在学习磁现象之前不易解

释的同名磁极相互排斥的例子,换为学生生活中熟

悉的磁铁吸引铁钉;增加一个动物施加力的作用的

例子 ——— 狗拖雪橇等,更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以达

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6 教与学的活动设计

6.1 利用亲身感受的实验创设情境 引入新课

教与学的活动1:鼓励学生上台拉伸两个不同

的臂力器,让学生在亲自体验后说出自己的感受并

提出问题.
问题1:在弯折两个臂力器时你有什么不一样

的感受?

教与学的活动2:由学生的感受过渡到生活中

的力,让学生思考并列举出生活中与力有关的词语.
问题2:同学们能否说出日常生活中与力有关

的词语?

衔接过渡:在物理学中我们也要研究力,只是在

物理学中力的含义要狭窄很多,并有确切的含义.那
么,什么是物理学中的力呢?

教学设计说明:从学生喜欢使用的健身活动

——— 弯折臂力器开始新课,易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通过让学生列举与力有关的词语,使学生意识

到力与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从生活走进物理”的课

程理念,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6.2 抽象归纳 建立概念

教与学的活动3:利用多媒体展示7个典型实例

的图片:运动员举起杠铃、推土机推走泥土、渔翁拉

起渔网、狗拖动雪橇、磁铁吸引铁钉、机车牵引车厢、

起重机吊起重物.然后教师出示下面问题后,引导进

行学生思考交流讨论:找出每个实例的用力者、用力

方式和受力者,完成表格,并尝试分析归纳7个实例

所隐含的共同点.
问题3:每幅图所展示的现象中是谁用的力?

怎样用的力? 是对谁用的力? 请完成表格.
表1 力

用力者 用力方式 受力者

  问题4:在以上用力的实例中,是不是一定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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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参与? 用力者和受力者是否一定要接触? 用力

方式有什么特点?
问题5:在这7个不同的实例情境中,是否隐含

共同点?
教与学的活动4:为便于学生寻找本质,教师引

导学生对7个例子,进行归纳,经历抽象过程.后让

学生列举生活中其他用力的例子,分析并体会“一个

物体作用于另一个物体”的普适性,并尝试给“力”
下定义.

在这些实例中,运动员、推土机、渔翁、磁铁、机
车、起重机等都是用力者,可以抽象为物体;杠铃、泥
土、渔网、铁钉、车厢、重物等都是受力者,也抽象为

物体.
物理学中把这些实例中的举、推、拉、拖、吸引、

牵引、吊等用力方式都叫做作用(这是一个抽象过

程).
这样一来,这些实例共同的地方就是:一个物体

作用于另一个物体.
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
问题6:你能否再举出几个生活中用力的例

子? 这些用力的例子与上述例子的共同点一样吗?
问题7:你能否给“力”下个定义?
总结归纳:
力(Force)是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作用.

通常用字母F 表示.
教与学的活动5: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讨论

并区分力所涉及的“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这两

个物体.
问题8:在所有用力的实例中,一个力涉及几个

物体? 如何区分呢?
问题9:刚才我们所举的一系列实例中,谁是施

力物体? 谁是受力物体?
教学设计说明:力的概念比较抽象,是初中学生

在物理学习中第一次通过系统的抽象过程建立概

念,因此,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对生活实例形成的感性

认识进行分析,教给学生从每个现象中寻找关键词、
由现象到本质的抽象思维方法,抽象出实例共同的

本质特征,实现认识的“第一个飞跃”,形成力的概念

这一理性认识.
6.3 亲身体验 探究相互性

教与学的活动6:请同学们两人击掌,进行亲身

体验,并思考下列问题:

问题10:请分别说明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是

谁?
问题11:为什么每个人都说自己是施力物体,

而对方是受力物体? 这说明力的作用有什么特点?
教与学的活动7:请同学们小组之间合作完成

手拍桌子、双手互拍、拉橡皮筋、提书包 …… 等亲身

体验性实验,然后思考、讨论和探究“力的作用是相

互的”这一特点,回答以下问题:
问题12:说出你进行以上活动时手是否受到了

力? 这个力是谁施加的?
问题13:力的作用有什么特点? 请举例说明.
问题14:问题讨论:划船的时候,想要船向前运

动应该向哪个方向划水? 为什么?
归纳总结:
甲物体对乙物体施力时,乙物体对甲物体也一

定施加一个力,因此,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教与学的活动8:引导学生分析、讨论新课引入

时弯曲臂力器、运动员举起杠铃等7个实例中力的

作用特点,然后提出思考问题,让学生进一步理解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问题15:之前列举的运动员举起杠铃、推土机

推走泥土、渔翁拉起渔网、磁铁吸引铁钉、机车牵引

车厢、起重机吊起重物等情况中,力的作用是否是相

互的?
教学设计说明:采取让学生动手做体验性实验

的方法,使学生通过实验探究“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得出结论,符合世界科学教学“让学生做科学”的理

念,同时也可以有效地预防学生形成“施力在前,受
力在后;施力主动,受力被动;只有人、动物等有生命

力的物体等才能够施加力,无生命的物体不能施加

力;只有机车、起重机等个别的没有生命的物体能够

施加力”等相异构想.通过深入地分析、深刻地思

考,会让学生体验到,在简单的、司空见惯的现象中,
却隐藏着深刻的道理,可以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对
自然现象与力有关的问题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6.4 趣味游戏 认识作用效果

问题16:当一个物体受到力的作用时,会发生

什么变化? 也就是说,力的作用可以产生哪些效果

呢?
教与学的活动9:让学生分组动手实验玩气球,

在不损坏气球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变化玩法,看有

几种玩法,提醒学生:用力不要太大,以不损坏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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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度.
问题17:气球有哪些玩法? 在不同的玩法中,

气球是否受力? 如果受力,气球发生了什么变化?
教与学的活动10:让学生阅读课本,了解物体

由静变动、由动变静以及运动快慢和方向的改变,都
被认为它的运动状态发生了改变.

教与学的活动11:让学生列举出生活中能够说

明力的作用效果的实例,进一步认识力的作用效果.
问题18:你能否列举出日常生活中说明力的作

用效果的实例?
归纳总结:
力的作用效果.力可以使物体的形状发生改变

(简称形变),也可以使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
教学设计说明:让学生利用生活中的玩具 ———

气球做探究实验,总结出力的作用效果,这样的设计

充分利用学生的经验和感受,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学

生的“学”,而不是教师的“讲”,让学生“思而得

之”“学而得之”.有利于学生的理解,也容易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
6.5 应用新知 加深理解

教与学的活动12:利用多媒体投影例题,先让

学生自己独立思考、找出答案;然后小组合作讨论;
最后教师全班学生交流,完成练习.

【例题1】找出播放的卡通动画《猫和老鼠》视频

片段中与本节学习的力有关的现象有哪些? 请给予

解释.
【例题2】运动员用网球拍击球时,球和网拍都

变了 形.这 表 明 两 点:一 是 力 可 以 使 物 体 发 生

,二是力的作用是 的.此外,网拍击球

的结果,使球的运动方向和速度大小发生了变化,表
明力还可以使物体的 发生改变.

【例题3】一本书放在桌面上,书受到桌面的支

持力F,这个力的施力物体是 ,受力物体

是 ;桌面受到书的压力F′,这个力的施

力物体是 ,受力物体是 .
教学设计说明:让学生观看初中生这个年龄段

喜欢的动画片,找出其中与力有关的现象,并给出解

释,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用打网球、课本放到课桌

为例,引导学生用学习的力的知识解答.这两项内容

既扩展学生的视野,又发散学生的思维,同时实现了

认识的第二个飞跃,从对力的理性认识回到生活实

践中,贯彻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理念.

6.6 全面总结,盘点收获

教与学的活动13:让学生先从三维学习目标自

己总结本节课的收获;与同学相互交流;后在教师引

导下全班总结.
问题19:本节课学到了哪些与力有关的知识?
问题20:在学习力的相关知识的过程中主要运

用了什么方法?
问题21:学完本节后你有哪些感悟?
收获要点:
(1)运用归纳法建立了力的概念———力是一个

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作用;
(2)体验实验,探究了“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3)通过玩气球,了解了“力的作用效果是改变

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状态”;
(4)力在生活中应用十分广泛.
教学设计说明:在教师引导下,学生从三维学习

目标谈本节课的收获和体会,既是对本节内容的总

结升华,又紧扣教学目标,保持课程标准与课堂教学

的一致性,有助于学生养成注重全面发展的意识.
6.7 课外作业 动手又动脑

练习1:现在给你一块长木板、一个小木块、一
颗小钢珠、两块磁铁、两个小车、两个皮球,请你从中

任选器材设计实验,说明下面的力学知识.
(1)两个互不接触物体间也可以产生力的作

用.
(2)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3)力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
(4)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练习2:根据你对“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的

认识,说明“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原因.
练习3:下列关于力的说法,错误的是 (  )

A.人推车时,人也受到车的作用力.
B.两个物体只要相互接触,就一定发生力的作用.
C.用手捏一个空的易拉罐,易拉罐变瘪了,表

明力可以使物体发生形变.
D.排球运动员扣球的方向发生了改变,表明力

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教学设计说明:依据“实施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与动手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的要求,作业

的重点不仅是书面解答,而是动手与动脑相结合,让
学生在课外通过动手设计实验加深对力的认识,通
过作业检测学生的学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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