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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20/2021_2022__E8_AF_B4_

E8_AF_BE_E6_8C_87_E5_c38_620361.htm 我说课内容是《九年

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物理教材》第一册，第九章“力和

运动”中第一节牛顿第一定律。 教学设计理念 克服以教师为

中心，使学生能积极主动参与学习活动中来，培养学生乐于

探索精神，获得新知识的能力，与交流合作的能力，实现师

生，生生积极互动，使学生在质疑，调查，探究中接受新知

，培养学生充分的自主性与独立性。 一、教材分析：环节一

，地位与作用。 地位：牛顿第一定律是经典力学中三大定律

之一，是整个力学中的基础。如果我们把所有力学现象看作

一座大厦，那么牛顿三大定律则是这个大厦的奠基石，牛顿

第二定律又是在牛顿第一定律定义的惯性系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牛顿第二定律建立在牛顿第一定律基础上。因此牛顿第

一定律又是三大定律基础的基础，是否领会这一物理规律，

不仅影响学生对这一章的学习，而且会影响整个物理课程中

力学部分的学习。 作用：前面我们学习了简单的运动，又知

道力学一些简单知识，牛顿第一定律正是基于此基础上将运

动和力联系起来的一条纽带一座桥梁，是进一步分析和处理

直线运动和力学问题的基础，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本册

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本节、本章的重点。 环节一：学

习状况分析：牛顿第一定律是由部分实验结果，部分外推假

设、部分定义所构成的一个复合体，就其定义本身的表述学

生不难记住，但初二学生由于接触物理时间比较短，学生平

均年龄比较低，抽象思维能力及认知结构上尚不成熟，因此



在接受牛顿第一定律上有一定的难度，怎样形成对牛顿第一

定律的理解及这一概念的建立使其认识由直观的感觉上升到

科学理性认识则是本节的难点。 环节二、目标、重点、难点

确定：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教材和大纲。 本节重点：牛顿第

一定律及理解，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要求，确定本节教学目

标、难点：了解理想实验推得物理规律方法。 目标：1、知

识目标。2、能力德育目标。 （1）知道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 

牛顿第一定律不是实验定律，而是在大量经验事实基础上，

通过进一步概括，推理总结出的一条规律。 （2）理解力是

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而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3）了解理想实验推得物理规律的方法。 牛顿第一定律是

一节物理规律教学课。 2、德：培养学生以事实为基础，养

成良好的科学态度和科学学习方法，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

的思维 3、情感目标：注意师生间沟通，创造良好的学习氛

围。在知识目标上针对本节特点对学生提出，了解、理解、

知道三个层次，以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理清脉络，把握重点

部分。以往教学实践中证明，物理规律是物理基础知识部分

比较难学的部分，学生往往只注意背定义、记公式、做习题

而忽视了对物理概念及规律的理解，以至于丰富的物理含义

被形形色色的数学符号所淹没。面对这一现象在这一节教学

中突破重点上我主要采取了如下方法。 （1）首先在引题上

创设情境，以毛主席诗词“坐地是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

河”为开端，引导学生从宏观上复习运动现象，故而知新，

提供新旧知识联系的支点，使学生感到新知识并不陌生，便

于将新知识纳入原有的认识结构中，降低了学习的难度，有

利于引导学生参与学习过程。 （2）通过物理实验进行启发



诱导/ A：做课本中小车演示实验，让学生对此实验进行认真

、仔细观察以获得足够的感性材料。 每次实验前向学生交代

清楚实验的条件和做法，使学生找出实验中哪些条件不变，

变化的是什么条件，不变：同一小车、同一斜面、让它从斜

面的同一高度上滑下，变化：三种粗糙程度不同的表面，再

针对实验结果，提出问题，让学生运用渗透比较，分析综合

等研究方法，引导学生分析引导起变化的原因，使学生明确

实验目的，动脑筋思考问题，根据实验结果得出结论“同样

条件下，平面越光滑，小车前进得越远”为牛顿第一定律的

建立提供了一定的感性材料。 B：其次通过上面的演示实验

，简单介绍伽利略的推理方法和得出的结论。突出他的理想

化实验和推理方法，理想化实验虽然不能实现，但都有可靠

的事实基础，因而推理是合理的。 C：在此基础指出牛顿在

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以事实为依据总结出一条经得起

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一条真理，牛顿第一定律。 3：在教学突

出重点中，对定律中关键词语进行说明，各种易犯的错误进

行分析，纠正学生头脑中原有的错误生活观念以形成正确的

科学概念，由于牛顿第一定律是建立在实验和观察基础上大

胆而合理的确良外推，它只是一种基础假设，由于不存在绝

对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因此这条定律无法直接用实验来证

明，它的正确性在于它推得结果与客观事实相吻合，形成对

比知道知识的发展过程由错误正确 完善学生一目了然地看清

其框架，把握重点和关键 。投影牛顿第一定律 一、没有力的

作用，运动物体就要静止下来（错误） 二、运动物体如果不

受任何外力作用，它的速度将保持不变，永远运动下去。（

正确） 三、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外力作用的时候，总保持匀速



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完善） 环节五：难点突破 牛顿第一

定律虽已建立，但学生对其建立过程仍比较生蔬，常不能予

以接受因此造成了对牛顿第一定律理解不深入，不透彻，形

成难点针对此现象采取了，实验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

使直观实验与抽象受力分析相结合的起来，这样做到了使其

难点先简后繁，先定性，后定量；先具体后抽象；先特殊后

一般的解决方法，使其难点被逐步得以解决，从而形成了完

整的科学体系。这样有利于培养其思维能力和理想实验推得

物理规律方法。 二程序安排 本节课在程序安排上针对学生特

点主要采取了如下程安排： 1、引题，创新情境，复习提问

导入新课。形成新旧知识互相联系、互相渗透。 2、重视物

理实验，引导学生观察、分析、猜想，推导得出牛顿第一定

律。 3、重视各种变成恰当的应用，对其定律中学生不易接

受的地方和关键词语进行解释，使牛顿第一定律得以巩固，

理解定义、特定的含义。 4、在此引导说明，对其进行加深

，从而形成深刻印象，通过不同层次联系，加强基础与习题

的配备，能够及时反馈学生认知情况，从而调整教学加经改

进，体现以学生为主、教师为主导的作用。 5、归纳总结。

由学生回忆本节学到了什么为主线，使学生对所学的新知识

更加清晰，明确、系统，从知识结构上把握新内容，达到巩

固和提高的目的，经过这一回顾，让学生会用科学方法去研

究问题，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思维能力设计。 6、定量作用：

让学有余力的同学进一步提高，学习困难的同学加深对本节

特点及基础知识理解认识，为之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以促进

学生的学习进行如下设计。 （1）明确目标，激发动机（在

复习运动和力基础上） （2）新旧联系，指引注意。 （3）创



设情境，提供感性材料（实物、小车实验） （4）讨论分析

形成结论。如果物体不受摩擦力作用，那么物体运动情况又

会怎样呢？让学生思考，讲座得出结论，从而养成学生动口

，动手的能力。 （5）反馈强化，通过对定律本身说明及习

题配备，使定律得以巩固和深化。 确定教学目标 导入课题 提

供感性材料 分析推理 形成定律 反馈强化 巩固应用 小结综合 

百考试题是目前中国在线学习首选品牌，为了帮助广大考生

顺利通过考试，百考试题网校

（http://www.100test.com/teacher/wangxiao/）推出2009年教师

资格考试网络课程辅导，目前正在热招中，权威老师：杨强

、杨芸老师分别对中学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进行了专业辅

导，并以其雄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学员带来

高质量的教学服务，并提供最有价值的备考资料，助考生取

得优异成绩，顺利过关！编辑推荐：把教师站点加入收藏

夹2009年教师资格新版课程全新上线2009年教师资格在线题

库全新上线2009年山东省教师资格考试冲刺专题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