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单元教学】物理九年级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第十五章 《电流和电路》

一、 本章内容分析

本章是继力、声、光、热的学习后、开始让学生接触有关电的初步知识。从

《课标》对电学部分的内容要求来看，知识与技能方面的目标要求有所降低，过

程与方法方面的目标有所加强，强调从生活走向物理，重视学生的实践体验，强

调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初步认识一些电学的概念和规律。

本章主要内容是电学的三个基本概念——电荷、电流和电路，电流是核心概

念。从电学部分知识结构的特点来看，教科书在本章及后续的两章内容中注意将

电荷、电流、电路、电压、电阻等基本概念建立起相互联系。这些概念是构建初

中阶段电学知识结构的重要基础。

学生在小学阶段对电学知识已有所接触，能对容易导电的和不容易导电的物

品进行简单的分类，能通过让小灯泡亮起来的活动感知电路构成的基本特征，等

等。初中阶段，《课标》对电流和电路的要求是从观察摩擦起电现象入手的，在

引出电荷概念的基础上，伴随着学生对电路的认识，逐渐形成对电流概念的初步

认识。另外，识别电路、连接电路、会看和会画电路图、会正确使用电流表测电

流等技能也将直接关系到以后各章电学知识的学习。因此，编写时既考虑了《课

标》的知识技能目标的达成，又关注了体验性目标的实现。

本章的章首图呈现的是某电器设备电路板的画面。让人眼花缭乱的电路可以

引发学生对其产生神秘感，激发探索的欲望。同时，为了消除学生对这一复杂事

物的畏惧心理，章首语中指出：“实际上，这些看似复杂的各种电路都是由最简

单的电路组合而成的。”目的就是要从辩证的视角渗透给学生一种认识：客观事

物有的“简单”，有的“复杂”；事物本身无论怎样复杂，也总是由一个或多个

简单的要素构成的，认识简单事物是认识复杂事物的基础。

二、本章课标要求

2.4.1观察摩擦起电现象，了解静电现象。了解生产生活中关于静电防止和利用

的技术。

3.4.1从能量转化的角度认识电源和用电器的作用。



3.4.2 知道电压、电流和电阻。探究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理解欧姆定律。

3.4.3会使用电流表和电压表。

3.4.4会看、会画简单的电路图。会连接简单的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能说出生

产生活中采用简单串联电路或并联电路的实例。探究并了解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

中电流、电压的特点。

三、本章核心素养

物理观念：理解断路和短路的基本概念；掌握分析电路故障的原因并会做出

正确的判断。

物理思维：通过较直观的感性认识将抽象难理解的电路故障分析化难为易，

学会分析电路故障的方法。

科学探究：通过实验探究亲身体验简单电路的几种常见故障现象。

科学态度与责任：通过探究串、并联电路中电流的规律，锻炼与人交流的能

力，树立团队意识，养成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态度。

四、单元教学目标

（一）内容目标

1．经历观察电荷相互作用的物理现象，领会物体带“电”的实质；经历总结出

相互作用规律的过程；体会验电器张角的变化显示电荷的定向移动的转化法。

2．通过“动手做做”了解电路的组成，通过转化法知道小灯泡持续发光是因为

有电流通过；经历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判断电流方向的过程。

3．通过连接电路的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乐于动脑找出新的连接

电路的方法；通过探究和实验的方法，了解串、并联电路的区别。

4．通过练习使用电流表，进一步体会使用测量工具的方法；经历科学探究串、

并联电路中电流规律的全过程，领会科学探究的方法。

（二）学业目标

1. 通过实验，知道能量可以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不同形式的能量可

以互相转化。



2.熟记热机的工作原理，知道内能的利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3.通过对温度、内能和热量的关系的分析，能从能量转化的角度认识燃料的热值。

4.通过和机械效率的类比，正确认识热机的效率。

5.知道能量守恒定律。列举日常生活中能量守恒的实例。有用能量转化与守恒的

观点分析问题的意识。知道能量的转化和转移有一定的方向性。

五、教学重点：

1.认识自然界存在两种电荷，知道电荷间的相互作用规律。

2.会连接电路、会画简单电路图、辨别通路、断路和短路。

3.会画串、并联电路图和连接串、并联电路。

4.电流表的使用。

5.通过实验探究出串、并联电路中的电流规律。

六、教学难点：

1. 对电荷的认识。

2. 对电流概念的理解。

3. 根据要求及电路图来连接实物图，或根据要求及实际电路画出电路图。

4. 把电流表正确地连入电路。

七、学情分析，教学建议：

1.学生知识能力基础：学生在前面已经学习了一些有关声、光、热的基本

知识，他们对物理现象有强烈的好奇心。学生对生活中的电的现象非常熟悉，

有较 深的感性认识这是学好本部分内容的基础。

2.个别差异：有的学生学习方法还有欠缺，自制能力和学习能力偏弱，由

于 还有部分学生是从外地转入，原有基础差异较大，探究、创新、扩展能力有

待于 改善和提高。

3.学生难以理解的问题和容易出现的错误

八年级学生的思维主要是形象思维，对于八年级初学物理的学生来说，电

的 知识是比较抽象的所以又是很陌生的，而八年级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



弱，电 学知识涉及的内容比较灵活和广泛，这些往往会造成学生学习的障碍。

学生在学 习能否学会识别电路、连接电路、会画电路图、会正确使用电流表测

电流，将直 接影响到下面各章电学知识的学习。

教学建议：

1．重视科学探究式教学：在科学探究中，学生通过探究发现某些规律， 

掌握电荷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和串、并联电路的电流规律，同时提升探究能力。

2．发挥实验在本章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本章安排了三个演示实验和四个动

手实验，通过这些实验学生可以有效地掌握电流和电路的基本知识。

3．注重联系生产、生活中电学的实例：选取学生常见的事例，把跟学生本

人、本校、本地有关的生活中的摩擦起电现象和利用静电、防止静电危害等现

实内容充实在课堂中。在教学方式上，要尽可能采用图片、投影、视频、光盘

等资源，强化视听效果。

4．关注学生：关注学生的原认知，注重动手和动脑。综合运用课堂观察、

作业、测验、作品展示等多种评价方式，并将评价结果及时地反馈给学生，促

进学生的发展。

八、本章活动主题： 

电流的自述

我本是从金属导体原子中逃逸出来的自由电子，享受着自由身，无忧无虑地

做着杂乱无章的运动。我很感激金属导体赋予我的自由，因为我知道，这世上还



有很多电子是没有自由的，它们被束缚捆绑在那个被称为绝缘体的物质上。

奈何恶霸电源进了村，自由的世界变了天。在他的高压驱动下，我们只能整

齐划一地在闭合回路中做定向移动，没日没夜，至死方休。从此以后我们加入了

定向移动的电流大军。我们走到哪里，哪里都会有热烈地响应。我们流过灯泡，

灯泡就会发光；我们流经电阻，电阻就会发热；我们还流到了水里，参与到了水

的电解。

人们说我趋利避害，喜欢逃避困难，总是走没有障碍或者障碍少的道路。嗯，

对的，这点我承认。但请不要因此而责备我。相信我，我走的道路，总是最优道

路。

九、教学过程性评价细目设计

学习任

务

两种电荷 电流和电路 串联和并联 电流的测量 串、并联电路中

电流的规律

优秀 1.知道摩擦

起电现象，

会运用摩擦

起电的知识

解释一些简

单的有关现

象。

2.通过实验

探究两种电

荷及电荷间

的相互作用

规律。

3 熟知验电

器的构造、

作用和工作

原理，知道

1.熟知电流

的形成及其

条件，掌握电

流方向的规

定。

2.通过动手

实验，知道断

路、通路、短

路，掌握电路

的组成 。

3.从能量转

化的角度掌

握电源和用

电器。

4.能用电路

1.熟知什么

是串联电路

和并联电路，

会画串联、 

并联的电路

图。 

2.通过实验

探究串、并联

电路的特点，

会连接串联

和并联电路。 

3.能根据已

有知识、经

验，按要求设

计简单的串、

1.知道电流

的大小，熟知

电流的单位、

符号，关心生

活中有关用

电器工作的

电流值。

2.熟知电流

表的用途、符

号，熟知正确

使用电流表

的规则， 并

会将电流表

正确接入电

路，画出相应

的电路图。 

1. 会正确使用

电流表测量串

联电路和并联

电路中的电流。

2. 在探究串、

并联电路的电

流规律过程中，

熟悉科学探究

的步骤、方法和

态度。

3. 会运用串、

并联电路的电

流规律解决实

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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