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物理教案全套
 

【篇一：初三物理全册教案 (新课标)】
 

 

 初三物理全册教案 (人教版) 
  第十一章 多彩的物质世界 

 第一节  宇宙和微观世界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知道宇宙是由物质组成的，物质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 

 ●初步了解原子的结构． 

 ●对物质世界从微观到宏观的尺度有大致的了解． 

 ●初步了解纳米科学技术及纳米材料的应用和发展前景． 

 2．过程与方法 

 ●了解人类认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过程．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 通过了解人类探索太阳系及宇宙的历程、人类探索微观世界的历

程，认识人类的探索 

 将不断深入，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物质观和世界观． 

  教学重点与难点 

 1．体验人类探究宇宙和认识物质组成的过程。 

 2．认识物质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 

  教学课时：1 课时 

  教学过程： 

 新课教学 

 一、宇宙是由物质组成的 

 宇宙浩瀚无边，有无穷的秘密等着我们探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渴求知识的欲望，培养学生交流能力，想像能力． 

 强调地球只是太阳的九大行星之一，指导学生观察插图 10．1—2，

培养学生空间想像能力． 

 指导学生观察插图 10．1—2，强调银河系很大，穿过也要十万年的

时间． 

 指导学生观察插图 10．1—1，强调宇宙很大．物质是运动的，举例 

(包括化学生物方面的运 动)，强调物质的客观存在性，初步建立学生

的物质世界观． 

 二、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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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分糖、分醋．着重帮助学生构建分子的物理模型和概念．培

养学生的想像能力和概括能力． 提出问题，指导学生阅读课本，引

导学生推测原因．培养学生建立物理模型的能力和推理能力． 

 阅读课本，对“任何物质都由极其微小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保持

了物质原来的性质”进行讨论，参照图 10．1—3 思考． 

 思考：水、冰、水蒸气都是由什么分子组成，为什么它们在物理性

质上有那么大的区别呢?  

 学生思考，讨论，交流． 

阅读课本，学生描述插图 10．1—6 中的类比 

 三、固态、液态、气态的微观模型 

 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用分子的概念可以帮助学生建立固态、液态、

气态的微观模型。 

 让学生了解它们在宏观均区别是由于微观结构不同造成的．知道水

的态变化的特殊之处。 

 四、原子结构 

 抓住原子结构与太阳系相似这一特点展开，质子和中子能在太阳系

中找到对应结构吗?突出物理学的对称美。 

 随着老师对原子结构的介绍，思考它的哪些部分跟太阳系相对

应．用乒乓球模拟原子的结构。 

 提出问题：纳米指的是什么?纳米技术又指的是什么?生活中还遇到

哪些与纳米有关的事物．了解前沿科技发展状态。 

 了解纳米技术．知道纳米是一个长度单位，了解纳米技术的应用前

景。 

  小 结： 

 板书设计： 

 第十章  多彩的物质世界 

 第一节  宇宙和微观世界 

 一、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是保持物 

 质原有性质的最小粒子 

 二、宇宙是由物质组成的 

 固态、液态、气态的微观模型 

 三、原子结构 

 纳米及纳米技术 

  第二节  质量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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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知识与技能 

 ●通过分子和原子的概念初步理解“物质的量”的含义． 

 ●初步认识质量的概念，知道质量的单位． 

 ●了解天平的构造，掌握天平的使用方法． 

 2．过程与方法 

 ●体验一些物体的质量，对一些常见物体的质量有估测的能力． 

 ●通过用天平测量常见的固体和液体的质量，掌握天平的使用方法． 

 ●通过观察、实验，认识质量是不随物体的形状、状态、空间位置而

变的物理量．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天平使用的技能训练，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与协作精神． 

 ●通过对物质质量的测量，获得成功的喜悦．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质量的单位和用天平来测质量． 

 难点：正确使用天平测量固体和液体的质量． 

 教学课时：1 课时 

  教学过程： 

引入新课 

 问：自行车是用哪些材料制成？ 

 答：钢、铁、橡胶等材料制成的，教师接着说明：一般我们把自行

车称为物体，钢、铁、橡胶等称为物质。这样我们可以说：自行车

这个物体是由钢、铁、橡胶等物质构成的，其它物体如：铁钉、铁

锤、桌子、凳子等也都是由物质构成的。 

  新课教学 

 1．质量 

 （1）对实物的观察，引入质量的概念 

 铁钉和铁锤含有铁这种物质的多少不同，桌子和凳子含有木这种物

质我多少不同，物理学里为了表示这性质就引入的质量这个物理量。 

 质量是表示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用符号：“m”表示。 

 （2）举例说明物体的质量不随它的形状、状态、位置和温度而改变。 

 2．质量的单位 

 （1） 国际单位：千克（kg） 

 （2） 其他单位：吨(t)；克(g)；毫克(mg)。 

 （3）  进率：1 吨=1000 千克；1 千克=1000 克；1 克=1000 毫克。 

 看 p103 表中一些物体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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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质量的测量——天平 

 （1） 介绍常用测质量的器具：案称；杆称；台称；电子称；天平 

 （2） 托盘天平的构造及使用方法 

 构造：底座；横梁；托盘；平衡螺母；指针；分度盘；游码；标尺 

 （3） 天平的使用 

 天平的调节：把天平放在水平台上，把游码放在标尺左端的零刻线

处；调节横平衡螺母，使指针指在分度盘的中线处，这时横梁平衡。 

 a． 把被测物体放在左盘，用镊子向右盘里加减砝码并调节游码在

标尺上的位置，直到横 

 梁恢复平衡。 

 b． 这时盘中砝码的总质量加上游码在标尺上所对和刻度值，就等

于被测物体的质量。 教师强调：1、调节平衡螺累母按：指针左偏就

向右调；右偏向左调。 

 2、天平调节平衡后，左右盘不能对调，平衡螺母不能再动。 

 3、取砝码时一定要用镊子。 

 4、往盘里加砝码应先估计被测物的质量，再从大到小加砝 

 码，当加到最小一个砝码时太重了，则应改用移游码。 

 5、游码的读数是读游码的左边所对标尺的刻度值。 

 （4） 天平使用注意事项： 

 a．不能超过称量（天平的称量=所配砝码总质量+游砝最大读数）。 

 b．取砝码要用镊子，并轻拿轻放。 

 c．保持天平干燥、清洁。 

  小 结： 

 板书设计： 

 第二节 质量 

 一、量 

 1．什么叫质量：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叫质量 

 2．单位：国际单位：千克（kg） 

其他单位：吨(t)；克(g)；毫克(mg)  

 进率：1000 进 

 二、质量测量 

 1．实验室测量质量工具：天平 

 2．天平的使用 

 (1) 把天平放在水平台上，把游码放在标尺左端的零刻线处； 

 (2) 调节横平衡螺母，使指针指在分度盘的中线处，这时横梁平衡。 

初中物理教案全套 --第4页

初中物理教案全套 --第4页



 (3) 物体放在左盘，砝码放在右盘，并调节游码，直到横梁恢复平衡。 

 (4) 物体质量=砝码总质量+游码读数 

 三．使用天平注意事项：p103 ：1；2 

  第三节 密度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知道质量的初步概念及其单位． 

 ●通过实际操作，掌握天平的使用方法． 

 ●用分子和原子的概念初步理解“物质的量”的含义．学会测量固体和

液 

 体的质量． 

 2．过程与方法 

 ●通过观察、实验，认识质量是不随物体的形状、状态、空间位置而

变化的物理量．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天平使用的技能训练，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与协作精神．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质量的单位；天平的使用． 

 难点：认识质量是物体的属性． 

 教学课时：1 时 

  教学过程： 

 新课  

 自然界是由各种各样的物质组成，不同物质有不同的特性，我们正

是根据物质的这些特性来区分、鉴别不同的物质。特性指物质本身

具有的，能进行相互区别、辩认的一种性质，例如颜色、气味、味

道、硬度等都是物质的特性，这节课我们来学生物质的另一种特性

——密度 

 新课教学 

 1．建立密度的概念 

 （1）实验：用天平测出木块和石块的质量；用刻度尺和量筒、水测

出木块和石块的体积。 

 a．木块的体积增大几倍，它的质量也增大几倍，质量和体积比值一

定 

 b．石块的体积增大几倍，它的质量也增大几倍，质量和体积比值一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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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木块的质量跟体积比值不等于石块的质量跟体积的比值。 

 从表演中可看出不同种类的物质，质量跟体积的比值是不同的，质

量跟体积的比值就等于单位体积的质量，可见单位体积的质量反映

了物质的一种特性，密度就是表示这种特性的物理量。 

 （3）建立概念 

 c．密度单位：千克/米 3（kg/m3 ）;克/厘米 3（g/cm3 ） 

 1g/cm3=1000kg/m3=103kg/m3  

 （4）例题：一铁块质量是 1.97吨，体积是 0.25米 3，铁块密度多

大？ 

 m1.97?103kg?7.9?103kg/m3 解：3v0.25m  

 2．密度物理意义 

 3．思考与讨论 

 （2）不同种类物质，密度是否相同？这说明什么？ 

 m（3）公式??的物理意义。 v4．巩固练习：《学物理》 

 小 结： 

 板书设计： 

 第三节 密度 

 m2 ．密度公式：?? v 

 3．密度单位：千克/米 3（kg/m3 ） 

 克/厘米 3（g/cm3 ） 

 1g/cm3=1000kg/m3=103kg/m3  

 密度是物质的一种特性，它只与物质的种类有关，与它的质量和体

积无关，（因为同种物质的质量与体积的比值一定）。 

  第四节 测量物质的密度 

【篇二：初中物理全套教案】
 

 

 初中物理全套教案 

 人教课标版教案目录 

 第一章 声现象 

 一、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二、我们怎样听到声音 

 三、声音的特性 

 四、噪声的危害和控制 

 第二章  光现象 

 一、光的传播 

 二、光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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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平面镜成像 

 四、光的折射 

 六、看不见的光 

 第三章  透镜及其应用 

 一、透镜 

 二、生活中的透镜 

 三、 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 

 四、眼睛和眼镜 

 五、显微镜和望远镜 

 第四章物态变化 

 一、温度计 

 二、熔化和凝固 

 三、汽化和液化 

 四、 升华和凝华 

 第五章  电流和电路 

 一、电荷 

 二、电流和电路 

 三、串联和并联 

 四、电流的强弱 

 五、 探究串、并联电路中的电流 

 第六章电压  电阻 

 一、电压 

 二、探究串、并联电路的电压规律 

 三、电阻 

 四、变阻器 

 第七章欧姆定律 

 一、 探究电阻上的电流跟两端电压的关系 

 二、欧姆定律及其应用 

 三、 测量小灯泡的电阻 

 四、欧姆定律和安全用电 

 第八章 电功率 

 一、电能 

 二、电功率 

 三、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 

四、电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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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电功率和安全用电 

 六、生活用电常识 

 第九章电与磁 

 一、磁场 

 二、电生磁 

 三、电磁继电器扬声器 

 四、磁生电 

 第十章信息的传递 

 一、现代顺风耳----电话 

 二、电磁波的海洋 

 三、广播、电视和移动通信 

 四、越来越宽的信息之路 

  第十一章 多彩的物质世界 

 一、宇宙和微观粒子 

 二、质量 

 三、密度 

 四、测量物质的密度 

 第十二章运动和力 

 一、运动的描述 

 二、运动的快慢 

 三、长度、时间及其测量 

 四、力 

 五、牛顿第一定律 

 六、 二力平衡 

 第十三章 力和机械 

 一、弹力  弹簧测力计 

 二、重力 

 三、 摩擦力 

 四、杠杆 

 五、其他简单机械 

 第十四章压强和浮力 

 一、压强 

 二、液体的压强 

 三、大气压强 

 四、流体压强与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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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浮力 

 第十五章功和机械能 

 一、功 

 二、机械效率 

 三、功率 

 四、动能和势能 

 五、机械能及其转化 

第十六章 热和能 

 一、分子热运动 

 二、内能 

 三、热机 

 四、能量的转化和守恒 

 第十七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一、 能源家族 

 二、核能 

 三、太阳能 

 四、能源革命 

 五、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初 

 声现象  中物理全套教案 

 第一节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通过观察和实验，初步认识声音产生和传播的条件. 
 2.知道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3.知道声音传播需要介质，声音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不同. 
 二、能力目标 

 1.通过观察和实验，探究声音是如何产生的?声音是如何传播的？从

而培养学生初步的研究问题的方法. 
 2.通过学习活动，锻炼学生初步的观察能力. 
 三、德育目标 

 1.通过教师、学生的双边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

生对科学的热爱，使学生乐于探索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学

道理. 
 2.注意在活动中培养学生善于与其他同学合作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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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通过观察和实验,探究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教学难点 

 组织、指导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仔细观察、认真分析，并能得出正

确结论. ●教学方法 

 探究法、讨论法、实验法、观察法. 
 ●教学用具 

 橡皮筋、塑料尺、军鼓、小提琴、口琴、气球、闹钟、接有抽气机

的玻璃罩、实物投影仪、录像带、电视机、录像机.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问题情境，引入新课 

 ［师］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声音.优美动听的音乐可以陶冶情

操，给人以美的享受，而电锯锯木的声音、砂轮打磨工件的声音使

人感到刺耳难听.在漆黑的夜晚，几声呱呱的蛙声划破了村野广阔的

夜空，给宁静的乡村夜色增添了一分美丽.我们从呱呱坠地的那时起，

就无时无刻不在与声（sound) 打交道，声音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声音是我们了解周围事物、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同学们想知道与声

有关的哪些问题呢？ 

 ［生甲］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生乙］声音在空气中能传播，在固体、液体中能传播吗？ 

 ［生丙］声音在真空中能传播吗？ 

 ［生丁］声音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快慢一样吗？ 

 ［师］同学们对声有这样浓厚的兴趣，这很让我高兴，要想知道这

些问题的答案，就需要同学们和老师共同协作，一起做好一系列的

探究活动和演示实验. 
 二、进行新课 

 ［探究］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师］请每组选一位同学，做各种活动，使物体发声，其他同学仔

细观察. ［生甲］把一根橡皮筋张紧，拨动橡皮筋，橡皮筋振动发出

声音. 
初中物理全套教案 

 ［生乙］把一只塑料尺压在桌边，使一端伸出桌外，用手拨动尺的

伸出端，尺振动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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