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资格考试说课指导：《焦耳定律》说课稿教师资格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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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549799.htm 一．说教材： 1.教材分

析： 加入收藏 焦耳定律是重要的物理定律，它是能量守恒定

律在电能和热能转换中的体现，本节在电学中是重要的概念

之一。学生学好这节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为学生升入

高中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A.重点：理解焦耳定律，用实验让

学生总结出计算公式。 B.难点：帮助学生认识电流做功和电

流通过导体产生热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本节的教学难点，

防止学生乱套用公式。 C.关键：本节的教学关键是做好通电

导体放出的热量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在得出了焦耳定律

以后介绍焦耳定律公式及其在生活、生产上的应用。 2．教

学目标： A.知识目标：理解焦耳定律（内容、公式、进行一

些计算），知道电热器的工作原理（电热器的发热体为什么

是由电阻率大、熔点高的合金丝绕在绝缘材料上制成?）。 设

为首页 B.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观察、实验、创新、解决问

题的能力。 二.说教法： 采取一边实验一边讲解、边讨论、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通过实验教学、日常生活中的实例教

学，调动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 三．说过程： 1.引入新课

： 教师利用日常生活的用电器（热得快、电热杯、电烙铁、

电饭锅、电风扇、电视机、电灯等）引入新课，让学生讨论

：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物品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来工作的？

2.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请同学们猜想一下，通电导体放出

的热量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让学生猜想、讨论，告诉学生

科学家们也经常使用“猜想”这种方法来研究有关问题。 教



师、学生共同确定因素：电流的热效应所以有电流（I）；因

导体的电阻影响电流的大小，所以应该有电阻（R）；根据日

常生活经验不难知道导体放出的热量还与时间（t）有关。 

在I、R、t三个量的情况下如何研究呢？先让学生讨论，并设

计研究的方案。利用控制变量法，结合人教版第115页可设计

如下实验： （1）I、t不变，甲的电阻大于乙的电阻观察实验

，此时我们看到了什么？说明了什么？ （2）当温度计降回

原来温度，加大电流、用与（1）同样的时间， 同学们又看

到了什么？这说明了什么？ （3）I、R不变，时间越长电流放

出的热量越多。 教师先让学生归纳，然后教师总结出焦耳定

律内容、公式，让学生自己搞清Q、I、R、t各个量的单位，

进行公式变形。 3.课堂练习： 利用课本上的例题、练习题（

预先制成投影片以加大课堂容量）、课堂达标题，采用多种

方式进行分层次练习。在练习中讲清Q=IRt与W=UIt的区别（

在何种情况下才可以用W=UIt）。 4.最后教师简单介绍电热

器，并解释课堂开头提出的问题。 5.教师利用板书小结本节

内容。 影响电流产生热量的因素：I、R、t 焦耳定律： 内容

： 焦耳定律 公式：Q=I2Rt 应用：电热器 四．说手段： 根据

具体情况利用小黑板或投影仪显示实验中温度生高的情况，

利用投影仪做练习、例题以提高课堂效率。学生动笔做的课

堂达标题可以用一体机印制。可以出示较多的用电器给学生

看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说作业设计： 作业的设计要

体现有趣、有层次并设计社会实践题以体现学以致用，且可

以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六．说学法指导： 1.让学生认

真观察实验，掌握研究物理的方法控制变量法。对公式应理

解透，不要乱套公式。 2.为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可以



引导学生参观工厂、熟悉日常生活中的电热器来加深对课本

知识的理解。 3.让学生养成认真阅读课本的良好习惯（让学

生自己阅读课本上介绍电热器的内容）。 当然，说课不同于

真正的上课，在上课时还可以灵活的变换各种方法，使学生

更好的掌握科学知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F8F8"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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