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科版八年级物理下册第十章教案教学设计

一、主题单元规划思维导图

二、单元目标

(一)课标要求

1.了解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2.通过实验,认识浮力。探究并了解浮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知道阿基米德原

理,能运用物体的浮沉条件解释生产生活中的有关现象。

(二)核心素养要求

1.通过生活实例和实验探究,感受浮力,认识浮力的存在。了解什么是浮力,知道浮

力产生的实质。

2.会用弹簧测力计测量浮力。

3.在探究浮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的过程中,注意控制变量法的应用。

4.经历探究阿基米德原理的实验过程,知道阿基米德原理,会用阿基米德原理分析、

计算简单问题。

5.知道物体浮沉的不同状态,会分析上浮、悬浮和下沉三种动态过程的原因,会分

析漂浮、悬浮和沉没三种状态的受力情况。能运用沉浮条件,分析密度计、轮船、

潜水艇、热气球的工作原理,树立严谨的科学态度,发扬探索精神,拓展思路,利用现

有知识发现、解决新问题。

1.在流体中运动

教材分析

一、课标分析

1.通过生活中的实例,认识流体流速和压强的关系,会利用流体流速与压强的

关系,来解释生活中的现象。

2.通过观察、实践,培养科学探索精神,发现身边的问题,培养学科素养。

二、内容和地位分析

本节内容,是流体的力现象的第一节,从压强的学习,过渡到了浮力。“在流体

中运动”这部分内容利用了压强知识,让学生容易理解压强对流体中物体运动的

影响,使压强和浮力知识衔接更加紧密,过渡自然。



学情分析

已有知识及方法:学生之前观察到了一些现象,如飞机的起飞,汽车驶过卷起

落叶等,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现象背后的原理,以及如何用原理去解释这些现象。

未知知识及方法:对流体流速与压强的关系的理解以及生活中有关现象的解

释。

教学目标

1.认识流体流速与压强的关系,通过生活实例,解释各种现象。

2.认识飞机的升力,制作飞机模型,理解飞机上升的原因。

核心素养

通过实验探究,让学生养成实事求是、尊重自然规律的科学态度。

重点难点

重点:认识流体流速与压强的关系。

难点:理解飞机的升力。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一:

导入新

课

1.人类通过观察鸟的飞翔,设计了飞

机,通过视频和图片,回忆飞机的历史,一

直到最近我国自主设计研发的大飞机

C919,增强爱国精神。

2.德国的奥托·李林达尔,是世界上公

认的滑翔机之父。

通过有

关的实验探

究,激发学生

学习的兴趣,

引起学生对

知识的思考。



3.教师通过图片,观察鸟翼的特点,利

用现有的器材,硬纸板等,制作一个鸟翼的

模型。利用吹风机,看鸟翼是否能够飞起来,

注意吹风机使用的方法和窍门,应该从哪

一侧吹起。

请学生思考,鸟翼为什么能够飞起来

呢?

鸟翼向上运动一定是有一个力作用在

它上面了。由于这个力有提升物体的作用,

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升力”,由此引出升力的

概念。

　　学生

通过交流

讨论,讲述

自己有关

飞机的故

事,介绍自

己的经历,

可以分小

组。

教师

介绍奥

托·李林达

尔。

在教

师的带领

下,做一个

鸟翼模型,

在中间插

一个吸管,

将模型放

在一个直

立的铁丝

上,用吹风

机正对着

鸟翼模型

吹风,观察

气流对鸟

翼的作用;

学生观察

培养学

生的人文情

怀。

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

力和观察实

践能力。



到鸟翼模

型在气流

的作用下,

沿着铁丝

向上运动。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二:

伯努利

的发现

1.升力是怎样产生的?由此引出伯努

利的发现,解释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2.流速与压强有什么关系呢?可以通

过实验来演示。

探究实验:取两张 A4 纸,向两张纸中

间吹气。

提问:请学生猜想,这两张纸,是会散开,

还是合拢。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来思考总结,流体

流速和压强有什么样的关系。

向两张纸中间吹气,两张纸中间空气

流速大,两侧空气流速小。物体总是从压

强大的地方向压强小的地方运动,由此说

明两张纸中间的压强比两侧小;两张纸中

间的空气流速大、压强却小,说明流体流

速与压强的关系是流速大的地方压强小,

流速小的地方压强大。

3.介绍生活中其他的关于流体流速

和压强的例子,如火车的安全线,汽车驶过

卷走落叶,海上航行的轮船不能靠太近等,

尝试让学生解释这些现象。

例 1.根据“流体中流速越大压强越

小”,下列现象不会发生的是(　　)

A.两船并行,造成相吸相撞

B.室外有风时,窗帘飘到窗外

学 生

了 解 伯 努

利 的 主 要

成就。

学生

动手操作,

并回答:两

张纸向中

间合拢(这

里和他们

日常生活

中的认识

不同,引起

学生好奇);

学生根据

引导一步

一步解决

问题;学生

思考、讨论、

回答问题,

用逻辑的

语言阐述

自己的结

论,并和书

上的结论

对照。

学生通

过生活中的

现象,了解和

感受流体流

速和压强的

关系。

让学生

动手操作、

观察实验,培

养学生自主

学习实践的

能力。

让学生

从生活中的

常见现象入

手,理解流速

与压强的关

系。



C.台风刮过,压塌屋顶

D.汽车驶过,路边的树叶被卷入车底

4.用流速与压强的关系,解释鸟翼靠升

力起飞的过程。

提问:根据流体流速与压强的关系,了

解升力是怎样产生的?

鸟翼升力的产生,是上方和下方的压

强差导致的;升力向上,说明鸟翼下方压强

大,上方压强小。

做个鸟翼模型,放在水流中,让同学来

体验一下,经过鸟翼模型下方的水流要比

上方慢。

5.让学生整理自己的思路,总结归纳实

验过程,写出升力是怎样产生的。

让学

生用身边

的实例作

为习题,从

生活走向

物理,从物

理走向世

界。

从生

活实践出

发,观察生

活,用伯努

利原理的

规律来解

释升力的

产生,从而

引出飞机

制作的过

程。

用例题

来巩固教学,

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

力,也可以让

学生自己改

变习题的形

式,来考查自

己。

培养学

生观察生活,

分析生活的

能力,体会生

活的细节,增

加个人体验,

培养学科素

养。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三:

升力的

产生

飞机和鸟有什么共同的特点?科学家

又如何根据鸟的启发,设计了飞机?

例 2.如图所示的是飞机机翼的截面

图,当飞机水平飞行时(　　)

学生

思考,讨论

交流。

学生了

解飞机起飞

的原理,知道

起飞的过程。





A.机翼下方空气流动的速度比机翼上

方的大,下翼面受到的压强小

B.机翼下方空气流动的速度比机翼上

方的大,下翼面受到的压强大

C.机翼上方空气流动的速度比机翼下

方的大,下翼面受到的压强大

D.机翼上方空气流动的速度比机翼下

方的大,下翼面受到的压强小

在讲

授完飞机

机翼的原

理和伯努

利原理的

关系后,用

习题来加

深印象,巩

固基础。

培养学

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

能力。

环节四:

发展空

间

　　把学习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设

计不同的工具,如冷热水交换器,房间空气

清新系统等。

　　学生

思考,回答。

　　运用所

学知识,解释

实例。

课堂练习 课堂 8 分钟

课堂小结 本节课你学到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板书设计

10.1　在流体中运动

1.流体流速和压强的关系:流速大,压强小;流速小,压强大。

2.飞机的升力。

3.利用流体流速与压强的关系,解释生活中的现象。

作业布置 《七彩作业》第十章第 1 节

教学反思

                                                                     

                                                                     

                                                                     

                                                                     



2.认识浮力

教材分析

一、课标分析

通过实验和生活中的实例,认识浮力,了解浮力产生的原因。

二、内容和地位分析

对浮力这一节内容的研究是在小学科学课和生活经验中已经熟悉浮起的物

体受到浮力,并结合前几节所学知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压力、液体压强和二力平

衡等知识展开的。这一节是本章的重点和关键,对浮力的研究为学习阿基米德原

理、浮力的利用奠定了基础。浮力知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技术和科学研究

有着广泛的现实意义。浮力知识在工业、农业、国防等各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

如船舶工业、农业上的盐水选种、气象上的探空气球、军事上的潜水艇等。这部

分内容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素材,也是初中生走向社会的必备知识,因此把这块内

容放在初中,并要求一次性过关,高中教学中不再重复。

学情分析

已有知识及方法:学生能从日常生活现象中认识浮力的存在,但因为本节内容

要求学生对知识和方法都要有较强的综合运用能力,对八年级学生来说难度有点

大。

未知知识及方法:正确理解浮力的概念,知道浮力产生的原因;会用称重法和压

力差法计算浮力。

教学目标

1.认识一切浸在液体中的物体都要受到浮力的作用,浮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上

的。能通过实验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2.能认识浮力产生的原因。会用弹簧测力计测量物体在液体中所受浮力的大

小。



核心素养

通过实验探究,培养学生实事求是、尊重自然规律的科学态度,在实验探究过

程中培养学生的交流意识、合作精神和合作能力。

重点难点

重点:用弹簧测力计测量物体受到的浮力大小。

难点:浮力产生的原因。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一:

导入新

课

　　1.讲故事:关于阿基米德洗澡时,进入

澡盆,感觉到自己身体变轻……

同学们在洗澡时也会与阿基米德有同样

的感受……

2.将一个塑料小船放进水里,它会漂

起来。

教师: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请

同学们举出例子。

　　让学

生分辨、思

考、参与其

中,想象自

己在相同

的情景下,

是不是也

会存在相

同的感受。

学生

观察、举例。

　　通过有

关浮力的实

例,激发学生

学习浮力的

兴趣,引起学

生对浮力及

其产生原因

的思考。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引导得出浮力的概念:这种能让物体

浮起来的力叫做浮力。



环节二:

自主预

习

总结学生提出来的实例,小船、小木块、

纸片等物体,都会漂浮在水面上。根据这些

事实,认识到漂浮在液体上的物体受到浮

力的作用。

提问:如果是小石块、小铁块,浸没在

水中,还会受到浮力的作用吗?

绝大多数

学生,面对“浮”

的物体,很容

易理解浮力。

把浮力引申成

一个向上托举

的力。

引出问题,

不浮的物体,

在水中是不是

也受到浮力?

学生

自己选择

合适的器

材进行实

验,了解和

感受浮力。

环节三:

浮力

提出问题:浸没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

浮力吗?

设计实验方案:物体浸没在水中后是

否受到浮力的作用,可以通过观察弹簧测

力计读数的变化来说明。(可以设计不同的

实验来研究相同的问题,给学生充分的时

间讨论交流,最后统一确定出一种实验方

案,大家一起做。其他的实验方案,也可以放

在课下,由大家分组完成)

选择实验器材:小铁块、细线、盛有适

量水的烧杯、弹簧测力计。

实验猜想:如果在空气中测量的数值

等于浸没在水中的数值,那么就没有浮力;

如果在空气中测量的数值大于浸没在水中

的数值,那么就存在浮力。

实验过程:

很自然地

交流讨论,让

学生充分表达,

有的学生说,

浸没在水中的

物体同样受到

浮力作用,有

的学生说,浸

没在水中的物

体不受到浮力

作用,因为它

没“浮”,沉底了。

让学

生学会浮

力的概念、

方向,会画

浮力的示

意图,会用

称重法计

算浮力的

大小。



(1)在空气中用弹簧测力计称量小铁

块,测得的读数是小铁块的重力。

(2)用弹簧测力计吊着小铁块,缓慢浸

入到盛有适量水的烧杯中,观察到弹簧测

力计的读数逐渐减小,可以得出结论,浸入

到液体中的小铁块同样受到浮力作用。

让学生自

主设计实验,

并根据自己的

实验,来选择

恰当的实验器

材。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三:浮

力

(3)小铁块完全浸没到水中后,弹簧测

力计的读数不再变化。

引导学生通过实验现象,总结实验结

论。

拓展:物体受到浮力的大小与 F1、F2

有什么关系?浮力的方向是什么?

(1)用受力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各个状

态的受力情况。

(2)用弹簧测力计在空气中吊着小铁

块时,小铁块受到一个拉力 F1 和重力的作

用,这两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是一对平

衡力,所以弹簧测力计的读数,是拉力 F1,也

是小铁块所受到的重力。

(3)当小铁块缓慢浸入到水中时,注意

它受到拉力 F2、浮力和重力的作用,重力大

小不变,但是拉力在减小,说明浮力在增大。

学

生思考

并提出

猜想。

一

步一步

引导学

生解决

问题。

让学生

体会设计实

验的过程,会

自己设计实

验,从实验目

的出发,循序

渐进地完成

实验过程,得

出实验结论。



引导:同学们想一想,从这个实验中,我

们得到了哪几条有用的结论,并归纳出来。

得到一种求浮力大小的方法:利用弹簧

测力计的称重法。

让学

生根据实

际情况,

设计实验

过程,可

以相互小

组讨论。

学生

整理自己

的思路,

写出得到

的结论。

对实验

进行改进和

思考,让实验

更加完善。

环节四:浮

力产生的

原因

1.上一节我们学习了升力,作用在鸟身

上的升力是怎样产生的呢?浮力是怎样产生

的?是不是与升力类似?

浮力与升力有共同的特征“能使物体上

升”。升力是由压强差产生的,浮力产生的原

因和升力类似,从而得到,浮力也是由压强

差产生的。

2.通过实验观察上、下表面的压强差。

演示实验:将两头带橡皮膜的直筒玻璃

管竖直伸入水中,让同学们观察现象;可以

看到上面的橡皮膜凹陷小,而下面的橡皮膜

凹陷大,可以直观观察到下侧的橡皮膜所受

的压力大,根据液体的压强公式 p=ρgh 也可

以简单计算出,深度越深,液体对物体的压

学生

回答:升

力是由于

鸟翼上方

和下方的

压强差产

生的。

学生

思考回答。

让学生

学会运用液

体压强的知

识,理解浮力

产生的原因,

并会用压力

差的方法计

算浮力的大

小。



强越大。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四:

浮力产

生的原

因

　　而其他不同面受到的压力,可以把玻

璃管水平放置来观察,可以发现压力都会

相互抵消。

得出结论,侧面的压力相互抵消,只有

上、下表面存在压力差,所以浮力产生的

原因是浸在液体中的物体上、下表面所产

生的压力差。

例.思考沉没在海底的沉船,有没有受

到浮力作用(根据浮力产生的原因判断)。

得出结论:像沉船那样与水底紧密结

合的物体不受浮力的作用,因为它的下表

面没有受到水的压强。同样的例子,还有

打入河床的桥墩。

　　学生

们观察到

玻璃管下

面的橡皮

膜比上面

的橡皮膜

凹陷得多。

进一

步让学生

认识到,必

须同时具

备上、下表

面的压强

才能产生

浮力。

　　及时巩

固浮力产生

原因的公式,

检验学习成

果。

课堂练习 课堂 8 分钟

课堂小结 本节课你学到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板书设计

10.2　认识浮力

1.概念:一切浸在液体或气体中的物体,都受到液体或气体对它向上的

力,叫做浮力。

2.浮力的方向:竖直向上。

3.浮力产生的原因:液体(或气体)对物体向上和向下的压力差。



4.浮力的计算:称重法——F 浮=G-F 拉;压力差法——F 浮=F 向上-F 向下。

作业布置 《七彩作业》第十章第 2 节

教学反思

                                                                     

                                                                     

                                                                     

                                                                     

3.科学探究:浮力的大小

第 1 课时　阿基米德原理

教材分析

一、课标分析

通过实验,认识浮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二、内容和地位分析

本节内容,浮力的问题是学生熟悉和感兴趣的内容,但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一

些片面的或错误的概念。我们的意图是在学生原有的概念的基础上建立浮力的概

念,探究浮力的大小与什么有关,让学生大胆猜测,引导学生用控制变量法来进行

探究实验。

学情分析

学生在学习了浮力的基础知识,知道浮力的大小和方向,知道浮力产生的原因,

会用称重法测量浮力之后,再设计实验,探究浮力大小的影响因素。通过阿基米德

原理的实验探究,得到浮力大小的计算方法。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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