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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标 

  1．通过实验认识光的反射定律，能从众多的光现象中辨识出光的反射现象。 

  2．在实验探究中能主动操作，能用自己的语言对实验现象作出。 

  3、能在实际中应用光的反射现象。 

  教学重、难点 

  1、重点 

  (1)用科学探究方法探究光的反射定律。 

  (2)培养学生的观察和收集数据以及团队合作等能力。 

  2．难点 

  (1)用科学探究方法探究光的反射定律。 

  (2)镜面反射与漫反射。 

  教学方法 

  科学探究法。 

  教具准备 

  学生分组实验 

  教学过程 



  一、课题引入 

  师：月亮不是光源，它本身不发光，我们看到的月光是月亮反射太阳的光；

用一面镜子可将室外的阳光反射到室内，光的反射现象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

我们能看到黑板上的字，看到桌子、看到同学、看到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是由于

发生了光的反射，可以说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光的反射；对于光的反射，你想知道

什么?或你想提出什么问题? 

  生甲：反射光将沿什么方向射出? 

  生乙：光的反射有什么规律? 

  生丙：为什么光会发生反射现象? 

  生丁：反射光与入射光存在什么关系? 

  师：大家提的问题提得很好，由于时间所限，我们不可能每个问题都去研究，

这节课我们先来探究光的反射有什么规律，其他问题大家可以回去查资料，回去

研究。 

  二、新课内容 

  1．光的反射。 

  师：这是一条入射光线射到一个平面镜上，下面请问这们讨论猜想一下反射

光线将沿什么方向射出? 

  师：请同学将其猜想在黑板上一一画出，为了便于说明标出 1、2、3……如

图 2 所示。 

  下面我们先表决一下，支持 1 的请举手，支持 2 的请举手，支持 3 的请举手。 



  下面我们调换一下座位，请支持 1的坐在左边，请支持 2的坐在中间，请支

持 2的坐在右边，支持 1的最多，支持 2的最少，不过不要灰心，真理有时掌握

在少数人手里，我们现在三军对阵，如何决出胜负呢 ? 

  生：做实验。 

  师：做实验首先要设计实验，需要什么器材?怎样去做?请各组利用桌面上的

实验器材：光源、一个平面镜、一个可折转的光屏、量角器、三角板、铁架台，

讨论设计实验。 

  学生讨论、思考，设计实验，教师巡视指导。  

  师：先请一组到讲台上将其实验演示给全体同学看，其他组的同学要进行评

议：这个设计行不行。 

  该组同学设计实验装置与课本 P52 图 4 一 15 相同，可在光屏上看到入射光

线和反射光线，全班同学给予掌声鼓励。 

  生：分 4 个人一小组做实验，找反射光线。 

  师：1、2、3组的实验结果，得出反射光线将沿哪个方向射出 ? 

  生：沿 1方向射出。 

  师：有没有沿 2、3方向射出? 

  生：没有。 

  师：可见光沿 2、3方向射出的猜想是错误的。 

  师：请 1的支持者站起来，通过实验证明你们的猜想是正确的，让我们用掌

声向他们表示祝贺。其他同学也不要气馁，下次受到鼓励的可能就是你们。 

  通过实验我们找到了反射光的射出方向，谁能给这两条光线起个名字呢? 



  生：入射光的光线叫入射光线，反射光的光线叫反射光线。 

  师：入射光线、反射光线存在怎样的位置关系呢?我们还需要通过实验来研

究，为了研究问题方便，我们可以把我们在塑料板上找到的入射光线、反射光线

传播路径以及平面镜所在的位置像课本 P52 图 4一 15 一样在塑料板上画出来。

因为两点决定一线，所以在找到入射光线、反射光线传播的路径后，点两个点就

可将其传播路径画下来。 

  生：在纸板上画入射光线、反射光线以及平面镜的位置，找两线位置关系。 

  师：反射光线的位置与入射光线的位置有什么关系。 

  生：入射光线与平面镜的夹角跟反射光线与平面镜的夹角相等。 

  师：入射光线与镜面的夹角有两个(一个是锐角，一个是钝角)，同理反射光

线与镜面的夹角也有两个，你们说入射光线与镜面的夹角 

  和反射光线与镜面的夹角相等到底指哪一个角呢?可见这种说法是不确切

的，不惟一的，为了更确切地描述入射光线、反射光线的位置关系，我们需要添

加一条辅助线，这条辅助线加在哪里合适? 

  生：讨论、交流。 

  师：请一位同学自己上台将辅助线加上。 

  师：这条辅助线与镜面垂直，既不偏向入射光线，也不偏向反射光线，非常

“公证”地站在中间，像“法官”一样，因此我们就称它为“法线”，引入法线

后，同学们考虑一下，如何描绘这两条光线的位置关系更确切 ?或者说就惟一了

呢? 

  生：讨论、思考得出：入射光线和法线的夹角与反射光线和法线的夹角相等。 

  师：谁能给这两个角起名呢? 



  生：入射光线与法线的夹角叫入射角，反射光线与法线的夹角叫反射角。 

  师：根据一次实验的结果就能下结论吗? 

  生：不能。 

  师：怎么办? 

  生：改变入射光的方向，再做两次，并将实验所测数据记录在表格中。 

  师：请大家设计实验记录表格，并请一位同学上黑板画出表格。 

  生： 

  入射角 i 

  反射角 g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师：用什么量入射角、反射角? 

  生：用量角器。 

  师：下面大家做实验探究反射角与入射角的关系，用不同颜色的笔画入射光

线和反射光线，并将所测数据记录表格中，得出实验结论。 

  生：实验结论是：入射角与反射角相等。 

  师：先有入射角，后有反射角，因此只能讲：反射角等于入射角。而不能讲：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这是不能只考虑数值大小关系，还要考虑物理意义。 

  对课本 P52 图 4一 15 光路图你还可得出什么结沦? 



  生甲：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居法线两侧。 

  生乙：反射光线、入射光线与法线在同一平面内。 

  师：甲乙两同学回答正确，乙同学的结论你能用实验验证吗? 

  生乙：可以。如果将光屏的另一半以法线为轴向后折，在光屏的另一半就看

不到反射光线了。 

  师：大家一起做实验探究，是这样的吗? 

  生：通过实验得出：是这样的。 

  师：可见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和法线在同一平面上。请大家光的反射规律。 

  生：光反射时，反射光线、入射光线与法线在同一平面内；反射光线和入射

光线分别位于法线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板书 

  师：介绍“模型法”：一幅图三条光线就将光的反射规律形象地描绘出来了，

这就是物理学上常用的——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模型法”。 

  师：根据“逆向思考法”，若让入射光线逆着反射 

  光线的方向入射，同学们猜想一下，反射光线沿什么方向射出呢? 

  生：可能逆入射光线的方向射出。 

  师：我们的猜想对不对呢?怎么办? 

  生：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 

  师：实验结果是什么? 



  生：入射光逆着原来的反射光线，反射光逆着原来的入射光，可见，在光的

反射现象中，光路是可逆的。 

  板书 

  2．镜面反射与漫反射。 

  演示实验 l ：拿一块平面镜将太阳光反射到某同学的眼上，问其，感觉如

何?(刺眼)刺眼说明光很强，看不清。其他同学有没有这一感觉?(没有)没有说明

光没有反射到你眼中。 

  演示实验 2：拿一块面积、形状与平面镜相同的硬纸壳，再做相同的实验，

再提问那个同学．问此时有何感觉?(不刺眼，能看清)反问其他同学能不能看

清?(能看清)，能看清说明有光射入你的眼睛。 

  师：光射到硬纸板上所发生的反射我们把它叫漫反射；光射到平滑镜面的反

射我们把它叫镜面反射。 

  生：为什么会发生漫反射和镜面反射? 

  教师取两张硬纸条，把一些大头针垂直插在硬纸条上，可以看到这些大头针

互相平行，教师把其中一张硬纸条注意折几折后，插在这张硬纸条上的大头针不

再互相平行。 

  师：平的纸条把它看成平滑的反射面，大头针看成法线，平行光射向平滑平

面时，入射角相等，反射角也相等，光沿同一方向射出去，发生镜面反射。弯折

的纸条凹凸不平。各个入射点的法线方向各异，平行光射向凹凸不平的表面时，

入射角不相等，反射角也不相等，反射光线向各个方向射出，发生漫反射，让学

生看课本 P53图 4—16，进行想象、理解。 

  注意：漫反射时，每条光线的发射都遵守光的反射定律。  

  三、归纳及学习过程评估 



  师：本节课我们学到了什么? 

  生：讨论、交流后得出：本节我们通过对光的反射现象的探究，得出了光的

反射规律，学到了科学探究的方法，知道了镜面反射和漫反射。  

  师：每位同学对自己在本节课的学习进行评估。  

  四、课后练习 

  1．课本 P56 作业 l 、3、4、6。 

  2．选用课时作业设计。 

  五、板书设计 

  第二节光的反射(二) 

  第一课时光的反射(一) 

  (光的反射定律) 

  1．光的反射定律： 

  光反射时，反射光线、入射光线与法线在同一平面内；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

分别位于法线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2．镜面反射与漫反射。 

  六、课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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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标： 

  1、将物体运动所经历时间或路程分解为若干段，测量不同阶段物体的运动

速度。 



  2、通过实验测量数据，会正确记录测量结果。 

  3、知道个人见解的正确与否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 

  教学重点： 

  1、通过实验测量数据，会正确记录测量结果。 

  2、学会科学探究的过程与方法。 

  教学难点： 

  1、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 

  2、学会科学探究的过程与方法。 

  教学准备： 

  学生分组实验：斜面、金属片、小车、停表、刻度尺。 

  教学过程： 

  一、复习提问： 

  1、什么叫匀速直线运动？ 

  2、什么叫变速直线运动？ 

  3、你是如何探究运动物体的速度是否发生变化的？（要求学生参照课本 P27

探究物体运动速度变化的方法，即在相等时间内，运动物体通过的路程是否相等

或通过相等的路程，运动物体所用的时间是否相等。） 

  4、科学探究有几个主要五一节？ 

  二、新课教学 

  学生阅读课本 P29“提出问题”有关内容。 



 对于“提出问题”，在没有获得证据之前，人们对于问题所做的解释，发表

的见解就是猜想或假设。为了证明你的猜想或假设是否正确，需要用证据来证明。

证据可以从图书馆、互联或书店等处收集，也可以做实验收集数据。在收集证据

时，应操作规范、实事求是，具有严谨客观的科学态度，不随意涂改实验数据。 

  自己做实验需要考虑什么是有价值的证据，用什么方法，什么仪器来收集证

据，以及如何让别人相信证据等，这就是设计实验。 

  下面有三个问题，请同学们提己的观点，通过实验收集证据，证明自己的观

点是否正确。现在我们先选择第一个问题：小车没斜坡下滑的速度是否变化？如

何变化？ 

  分组讨论、交流： 

  1、你要探究的问题 

  2、你的猜想或假设 

  3、你设计的实验（方法、仪器、步骤、数据、数据记录表格），并写好实

验报告。 

  （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提示实验的方法） 

  三、实验。 

  四、板书设计 

  第四节科学探究：速度的变化 

  （一）探究问题 

  1、从斜面上滑下的小球速度是否发生变化？如何变化？ 

  2、从斜面上滑下的粗糙的木块速度是否发生变化？如何变化？ 



 3、百米跑步的同学速度是否发生变化？如何变化？ 

  （二）探究实验报告 

  1、提出问题。 

  2、猜想与假设。 

  3、设计的实验（包括实验器材） 

  4、实验步骤及实验数据记录表格。 

  5、实验结论。 

  6、评估。 

  7、交流。 

  五、教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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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标 

  1．理解速度的概念，能用速度描述物体的运动。 

  2．了解测量速度的一些方法，能用速度公式进行简单计算。 

  3．知道匀速直线运动和变速直线运动的特征。 

  4．会用实验方法科学地判定一个直线运动的物体是处于匀速运动状态还是

变速运动状态。 

  教学重、难点 

  1．重点 



 (1)速度的概念。 

  (2)速度的测量一些方法。 

  (3)能用速度公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4)匀速直线运动和变速直线运动的特征。 

  2．难点 

  (1)能用速度公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2)匀速直线运动和变速直线运动的特征。 

  3．教学方法 

  启发式教学法、讲授法、阅读法、实验法 

  4．教具准备 

  学生分组实验：小车、刻度尺、停表、投影仪。 

  教学过程 

  一、新课引入 

  师：生活中人们是怎样比较物体运动的快与慢? 

  生甲：比一比，跑一段相同的距离，看谁先到达终点。 

  生乙：比一比，用相同的时间，看谁跑得远。 

  教师启发学生思维： 

  跑一段相同的距离，看谁先到达终点。也就是通过相同的路程，比较所用时

间的长短，所用时间越短，跑得越快；所以时间越长，跑得越慢。 



 用相同的时间，看谁跑得远。也就是在相同的时间内，比较通过路程的长短。

通过路程越长，跑得越快；通过路程越短，跑得越慢。 

  可见，比较物体运动快慢有两种方法。通常情况下，人们用在“相同时间内

比较通过路程的多少米表示物体运动的快慢。在“相同时间内”最简单的情况是

取单位时间，物体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路程的多少就可以表示物体运动快慢，物

理学中用速度来表示物体运动的快慢。 

  二、新课教学 

  速度。 

  1．速度的物理意义。 

  师：速度用来表示什么? 

  生：速度用来表示物体的运动快慢。 

  教师板书。 

  2．速度的概念。 

  师：在通常情况下，速度等于什么? 

  生：速度等于物体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路程。  

  教师板书。 

  3．速度的公式。 

  师：如果用“s”表示路程，用“ t ”表示时间，用“v”表示速度，则主着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生：v=教师板书。 

  4、速度的单位 



 师：在国际单位制中，路程的单位是“米”（m），时间的单位是“秒”（s），

那么速度的单位就是“米/秒”读作“米每秒”，可用符号“m/s”或“m·s-1 ”

表示。 

  教师板书。 

  师：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速度单位是“千米/时”读作“千米每时”，用符号

“km/h”或“km·h-1”表示。 

  教师板书。 

  师：速度单位“m/s”与“km/h”之间换算关系如何？ 

  师边讲解边板书： 

  1km/h==m/s 

  1m/s==3.6km/h 

  72km/h=72=72m/s=20m/s 

  10m/s=10=103.6m/s=36m/s 

  三、课堂巩固练习(用投影仪投影在屏幕上) 

  1、完成下列单位换算，写出具体换算过程。 

  (1)54km/h===m/s 

  (2)15m/s===km/s 

  (3)7m/s===m/s 

  (4)0.5m/s===km/h 

  2、速度公式的简单应用。 



 师：请同学们阅读例一：课本 P25 的例如……，与你小学数学学过速度计算

有什么不同？ 

  生：阅读、比较回答：小学数学计算过程不要带单位，而物理学计算要带单

位 

  师：强调物理量单位的重要性：没有单位的数字，就没有物理意义。例如“5m”

代表路程是 5m，而“5”代表什么物理量？ 

  师：速度公式是 v=，如果已知 v、t ，求 s 那么 s=? 

  生：s=vt( 速度公式变形) 

  师：如果已知 s、v，求 t 。那么 t ＝? 

  生：t=( 速度公式变形) 

  教师板书 

  师：下面请大家阅读例 1(课本 P25 例题)。 

  生：你觉得这道例题值得注意的是哪几点? 

  生：(1)路程单位 km要换成 m。(或将速度单位换算成 km／h) 

  (2)不能直接用速度公式进行计算的，应先写出原公式，再写出变形式。  

  (3)计算过程要带单位。 

  (4)小数点后面保留两位小数。 

  (5)物理计算题解题格式：已知、求、解、答。  

  师补充。 



  例二：一辆公共汽车以 45 千米/时的速度匀速直线前进，经过第一站牌时是

8时 32 分，经过第二站牌时是 8时 36 分，问两站相距多少米? 

  让学生读题，明确题意。 

  教师说明解答物理计算题解题规范：要求拿出已知，求、解、答。单位可在

已知中统一。 

  教师按课本格式规范板演： 

  已知：v=45km/h=12.5m/st=4min=240s 

  求：s=? 

  解：据 v=s=vt=12.5m/s240s=3000m 

  答：两车站相距 3000m。 

  课堂巩固练习： 

  猎豹是动物界的短跑冠军，速度可达 28m/s，它 5min 能跑多远? 

  3．速度的测量。 

  师：每个小组的桌面上都有小车、刻度尺、停表，请你们动手测量小车运动

的速度。在测速度前，请你们先讨论如何正确地测量小车通过的路程与所用的时

间。 

  生：小车从 A处运动到 B处时，小车通过的路程 S=SAB-l车。为了便于准确

地测出小车运动时间、在月处最后放一个金属挡板，小车于挡板碰撞发出声音，

马上按表，这样比较准确。 

  师：下面各小组开始测小车运动速度。 

  学生探究活动：测小车运动速度。 



  师：还有其他测速度的方法吗? 

  生：用速度仪直接测汽车速度。 

  教师引导学生看课本 P26 图 2—23、图 2—24 汽车速度仪和利用超声波测速

仪直接测量速度讲解图 2—22 利用光电计时器测速度。 

  师：请大家看课本 P28：人和一些物体运动的大致速度。 

  (二)匀速直线运动与变速直线运动。 

  师：请同学们看课本 P27。图 2—25 所示，一辆小汽车在乎直的公路上平稳

地行驶，在这条路上任意取 3段路程，并记录下其运动时间，请你根据速度公式，

计算这辆小车在 3段路程上的运动速度。 

  生：V1=V2=V3=20m/s 

  师：由此你可得出什么结论? 

  生甲：这辆小车作直线运动时，快慢始终不变。 

  生乙：在这各段路程中，小汽车的速度是不变的。 

  生丙：小汽车的运动是匀速直线运动。 

  师：物体作匀速直线运动时，在任何一段相等的时间内；通过的路程是相等

的，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自然界中严格地作匀速线运动的物体是不常见的。 

  我们把物体的什么运动称为匀速直线运动? 

  生：我们把物体运动速度保持不变的直线运动称为匀速直线运动。 

  教师板书 

  师：请同学们看课本 P27。图 2—26 所示，一只天鹅在空中沿直线飞翔，若

在天鹅飞行途中取 3段路程，并记录下这 3 段路程的运动时间，请你 



  根据速度公式，计算天鹅在这 3段路程上的运动速度。 

  生：v1=10m/sv2=13.33m/sv3=20m/s 

  师：由此你可得出什么结论? 

  生甲；天鹅在空中作直线运动时，速度越来越快。 

  生乙：天鹅在空中作变速直线运动。 

  师:物体作变速直线运动时，在各段路程中，它的运动速度是变化的。变速

运动是比较复杂的机械运动。 

  我们把物体的什么运动称为变速直线运动? 

  生：我们把速度变化的直线运动称为变速直线运动。 

  四、归纳与学习过程评估 

  师：本节课我们学到了什么? 

  生：讨论、交流得出：本节课我们学到了 

  1．速度的物理意义：速度是用来表示物体运动的快慢。 

  2．速度的概念：速度等于物体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路程。 

  3、速度公式：v=，变形式 s=vt ，t=4、速度的单位：基本单位：米/秒(m/s) ， 

  常用单位：千米/时（km/h） 

  换算单位：1km/h=m/s 

  1m/s=3.6km/h 

  5．速度的测量：(1)据 v=，测出 s、t ，求出 v。 

  (2)用速度仪直接测。 



  6．匀速直线运动；物体运动速度保持不变的直线运动称为匀速直线运动。 

  7．变速直线运动：物体速度变化的直线运动称为变速直线运动。 

  师；每位同学都对自己在本节课学习情况进行评估。 

  五、课后练习 

  1．课本 P28，作业 1。2。 

  2。选用课时作业设计。 

  六、板书设计 

  第三节快与慢 

  一、速度 

  1．速度的物理意义：表示物体运动快慢程度。 

  2．速度的概念：速度等于物体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路程。 

  3、速度的公式：v=(定义式) 

  s=vt ，t=( 变形式) 

  4、速度的单位：基本单位：米/秒(m/s) 

  常用单位：千米/时(km/h) 

  换算关系 1m/s=km/h1km/h=3.6m/s 

  5、速度的测量 

  (1)据 v=，测出 s、t ，求出 v。 

  (2)速度仪。 



  二、匀速直线运动和变速直线运动 

  物体运动速度保持不变的直线运动称为匀速直线运动。 

  物体运动速度变化的直线运动称为变速直线运动。 

  七、课后反思 

 

沪科版八年级物理上册教案 4 

  教学目标 

  1．通过一些典型事例让学生体会自然界让人惊叹的神奇。 

  2．通过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事让学生感受生活中人类智慧结晶的神奇。 

  3．通过解释一些神奇现象，让学生知道通过学习科学知识，这些神奇是可

以得到解释的。 

  4．初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科学探究能力。 

  教学重、难点 

  1．重点 

  (1)让学生体验自然界和生活中的神奇，激发学生探索的兴趣。 

  (2)初步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2．难点 

  (1)成功地演示新奇有趣的物理小实验。 

  (2)根据教材内容收集资料制作课件。 

  (3)初步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教学方法 

  观察法、实验演示法、讨论法、科学探究法、提问题教学法。 

  教具准备 

  饮料罐、玻璃杯、钻子、筷子、装有水的碗、拉链、圆珠笔、烧杯、冰棒、

茶壶、实物投影仪、课件、多媒体设备。 

  教学过程 

  一、大自然的神奇 

  师：清同学们观看媒体动画。(动画中配有配乐朗诵：浩潮太空，群星闪烁，

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生活的地球在宇宙的什么地方?当夕阳西下，天边

为何常有红色的霞光?当天公“发怒”时，狂风暴雨常伴随电闪雷鸣，是闪电在

前，还是雷声领先?生发万物的大地，为什么有时会山崩地裂，喷吐岩浆?流淌的

江河，为何既能输运航船、灌溉良田，也会奔腾咆哮、冲垮河堤、摧毁房屋 ?巍

巍雪山，高耸人云，为何甚至一声喷嚏就可能导致雪崩 ?变幻莫测的龙卷风，为

何平地而起，直冲云霄，来势汹汹?) 

  师：看了刚刚播放的媒体动画，你有什么感受 ? 

  生：大自然很神奇，惊心动魄，令人震惊。 

  师：看了刚刚播放的媒体动画，你最想知道什么? 

  生甲：我最想知道天上的星星从哪里来? 

  生乙：我最想知道雷鸣与闪电是怎样产生的?是闪电在前，还是雷声领先? 

  生丙：我最想知道龙卷风是怎么产生的? 

  …… 



  师：以上大家提问题提得很好，希望今后再接再励，学会善于提问题。 

  教师简要回答学生提出的部分问题，如天上的星星是宇宙大爆炸形成的；闪

电是云层和云层或云层与地面之间的一种放电现象，而放电时所发出的巨大声响

就是雷鸣，闪电和雷声是同时产生的，因为闪电传播速度是 310m/s，而雷声传

播速度约 340m/s，所以，我们是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 

  师：你还知道大自然哪些神奇? 

  生甲：海市蜃楼。 

  生乙：沙尘暴、泥石流。 

  生丙：极光。 

  师：看来同学们平时很注意观察、了解自然现象，我还知道大自然中的一个

神奇与大家交流。 

  多媒体字幕打出： 

  大漠里的故事 

  1年 1月 7日，《北京晚报》第 12版“新闻”栏目刊登了下面的消息。推

测一下，这可能是一种什么现象? 

  ____消息：近日在罗布沙漠中发生的奇怪的天气现象，令科考队中的不得其

解。 

  从 1月 4日凌晨 3 时左右，罗布沙漠中开始下雪，直到第二天中午 12 时，

科考队到达小河墓地前米左右时，雪突然停了，沙丘上均匀地覆盖着约 5到 10

厘米的积雪，茫茫无涯。 



  然而，过了 20 分钟左右，奇怪的事发生了：就在科考队手忙脚乱地从沙滩

上卸下器材设备，开始向小河墓地靠近的时候，发现脚下踩的不再是雪地，而是

干爽的沙地。再远望四周，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哪有雪的影子? 

  师：请同学们猜想：雪跑到哪里去了? 

  生：讨论。 

  师：大自然中的神奇还很多，下面让我们走进日常生活中。 

  二、日常生活中的神奇 

  师：夏天，我们经常喝饮料，如果拉钩断了，怎么才能把饮料倒出来，在密

封的饮料罐的盖子上钻一个小孔，饮料会倒出来吗 ? 

  演示实验 1：在饮料罐盖子上钻个小孔，饮料倒不出来。  

  师：同学们想一想，用什么办法才能将饮料倒出来 ? 

  生：把小孔弄成大孔，饮料就可以倒出来了。  

  师：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还有其他办法吗? 

  继续演示实验：在饮料罐盖子上再钻一个小孔，饮料就倒出来。  

  师：你知道生活中的什么用具与刚才的实验相似 ? 

  出示茶具请同学们认真观察它的构造，演示倒水，并加以解释：这是大气压

的作用。 

  师：把筷子斜放在水中，水会把筷子“折”断吗 ? 

  生：不会。 

  演示实验 2：筷子斜放在盛水碗中，似乎被水“折”断了。 (实物投影) 



  师：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解释：这是光从水中斜射向空气时发生折射。 

  师：用扣子系衣服，用带子拴鞋，这些连接方式与用拉链连接有哪些不足之

处?拉链有什么优点? 

  生：讨论得出用扣子系衣服，用带子拴鞋，这些连接方式都不完全封闭，费

时也不牢固，而拉链方便好用，封闭好，比较牢固。  

  演示实验 3：上下拉动，拉链便可闭合或开启。(实物投影，提醒同学们认

真观察) 

  师：拉链为什么可以闭合或开启? 

  生：拉链的凹凸齿的错合。 

  师：圆珠笔方便、耐用，你是否探究过圆珠笔油是如何从笔管流到笔尖 ?笔

尖的构造如何? 

  引导学生：水为什么可以从高处流到低处? 

  生：受到重力作用，类似可知，圆珠笔的油是受重力作用从笔管流到笔尖，

笔尖是小圆珠。 

  师：将冰棒的包装纸打开，你会看到什么? 

  生：冰棒会冒“白气”。 

  师：你知道这“白气”是怎么产生的吗?解释：这是大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发

生液化现象。 

  师：下面请大家观看媒体动画：冲浪运动和撑竿跳高等。 (动画中有配乐朗

诵：冲浪运动惊险、刺激，为什么冲浪者弓着腰，分开腿，能在惊涛骇浪中“滑

翔”?撑竿跳高，激动人心，为什么运动员借助一根小小的撑竿，便能克服自身

所受的重力作用，跨越高高的横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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