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课程师资培训教程———教学设计与课例

高一物理优秀课例
胡文丽／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高一物理优秀课例／胡文丽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３．４
（２００６．１０重印）

（新课程师资培训教程：教学设计与课例）
ＩＳＢＮ　７－８０５９５－８５５－６

Ⅰ．高…　Ⅱ．胡…　Ⅲ．物理课—教案（教育）—高中　Ⅳ．Ｇ６３３．７２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０６）第１２７４０５号　　

　　

新课程师资培训教程———教学设计与课例

高一物理优秀课例

作 者　胡文丽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６６６号
邮　　编　０１００１０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
版　　次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第２版
印　　次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第１次印刷
开　　本　８５０×１１６８　　１／３２
印　　张　２６４
印　　数　３０００
字　　数　５２００千
标准书号　ＩＳＢＮ　７－８０５９５－８５５－６／Ｇ·２６３
总 定 价　６６０．００元（共３３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书书书

《新课程师资培训教程》

顾问及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张　兴

副 主 编：　乔际平　　赵　聪

编 委 会：　赵建国　　胡利明

罗世雄　　王　萍

宋佳丽　　李云龙

专 家 顾 问：　田慧生　　吴颖惠

执 行 主 编：　陈计华

执行副主编：　伍春桃

编 写 人 员：　刘翠娟　　刘 登 福　　韩　乐

张　琳　　欧阳秀娟　　刘文丽



书书书

再版说明

２００４年出版的《新课程师资培训教程》系列丛书是由北

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兴、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

所长乔际平、海淀教师进修学校校长赵聪领衔，组织广大一线

教师编撰的一套优秀新课程读物，推出后受到广大专家与教

师的一致好评。

在实验与使用的过程中，也反馈回许多问题。因此，从去

年开始，编委会组织人员对书稿进行了部分修订，主要修订内

容如下：

１．与时俱进，加入最新理念与案例，强调体验式与参与式

教学。本系列丛书及时选取相关专家最新提出的教育理念与

典型案例，更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强调学生

切身体验并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２．实践性与操作性更强。鉴于较强的理论性与实际教育

教学工作的差距，更加突出理论的实践应用和实际工作中的

操作性，真正做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

３．增加了互动性。积极的互动才能达到良好的学习阅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效果，如果您在学习阅读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和置疑，您可以

随时登陆我们的网站（ｗｗｗ．ｃｎｅｅｄｕ．ｃｏｍ），通过相关栏目直

接与专家交流沟通。

本系列丛书在修订与更新过程中参考了众多作者的相关

文字资料，特此致谢。

由于大多数资料是从海量的信息库里由编者精心挑选出

来的，原资料有相当一部分未注明作者，故未能标明这部分作

者的姓名；或者不清楚作者的详细联系方式，未能及时联系。

原作者见此书后，请速与我们编委会联系，以便我们支付您应

得的稿酬与样书。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１４３８４５２

联 系 人：张　琳

电子邮箱：ｗｕｃｈｕｎｔａｏ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ｓｉｎａ．ｃｏｍ

本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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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正逢我国第２２届教师节来临之际，历时两年精心

编撰的高中教师《新课程师资培训教程》系列丛书出版

了。这是给教师节献上的丰厚礼物，值得庆贺。为教

师教育培训教材作序，理应请我国著名教育家顾明远

教授等老前辈。我只能有幸作为新书的第一位读者谈

些体会。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

出，我国必须努力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必须努力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教师的重要

作用。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青少年成长

成才的良师益友。在当今２１世纪知识经济和信息技

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教师的作用有增无减。教师更



是创造知识生产力的原动力发生器，是培养新时代创

新型人才、提高全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的奠基者。教

师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有了好教师，

才能有好学校和好学生，才能有和谐幸福的美好未来。

好教师需要不断地开发和培养，古今中外无不例

外。为了帮助、保证教师永远站在引领时代发展的前

沿，能够实现培养时代新人的历史重任，必须充分重视

和落实对教师的培训工作，帮助教师不断地充电提高。

贯彻全面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实行新课程改革等

等，都要依靠教师和教师的培训，否则都是空话。

现在历时两年由广大的一线优秀教师和专家精心

研究、编写出版的《新课程师资培训教程》近百本系列

丛书，为高中教师的学习提高提供了适用的培训教材，

将对城市、特别是农村高中的教师培训和教学工作起

到帮助促进作用。这是值得提倡和赞扬的。

这套培训教材，立意新颖，内容创新，编著创新，给

人以清新的气息，令读者喜上心头。首先是立意新，指

导思想明确，以全面贯彻素质教育、培养２１世纪新人、

配合新课程改革为目的，使教学能以学生为中心，实行



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型的教学为主线，以培养目标和

课程教学的要求、标准为依据，教学目的明确，针对性、

指导性强。有利于教师扩大视野，提高自身素质，更新

知识、技能，培养教师教学的创新能力。

其次是内容新，贯彻了少而精和理论联系实际的

原则。教学观念新，学科前沿信息新，课程实验的经验

新，课程内容都是基础性、发展性和最有价值的。教学

方案设计突出重点，通识培训、学科专业培训和技能培

训结构优化，体现了先进性和时代性。

再次是写法新，虽然各门课程各有特点，但都能紧

紧围绕培训要求，为实行素质教育、实现学生培养目

标，清楚列出课程要求和标准。如课程的素质目标、知

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以及知识

教学点、能力培训点、德育渗透点、美育渗透点等等，并

有重点、难点、疑点和提问、反思等说明，为教师培训自

学和改革教学方法提供了思路和条件。总的说，文字

通顺，结构紧凑，条理清晰，言简意明，文风较好。这是

我国教师教育图书百花园中一束美丽的鲜花。当然也

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断地在实践中修改、提炼、



完善。

充满希望的２１世纪已经到来，我们要抓住这个难

得的机遇，在充分重视、认真总结我国广大教师丰富经

验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适用的经验，解放思

想，大胆创造，我们完全能够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

教学理论和创新的课程体系，为培养好高素质的社会

主义接班人做出应有的贡献！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经济管

理博士生导师，全国教育未来研究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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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力

第一节　力

【教学目标】

一、基本知识目标

１．知道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在具体问题中能够

区分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

２．知道力既有大小，又有方向，是一矢量，在解决具

体问题时能够画出力的图示和力的示意图；

３．知道力的两种不同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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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力目标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了解对某个力进行分析的线索

和方法。

三、情感目标

在讲解这部分内容时，要逐步深入，帮助学生在初中

知识学习的基础上，适应高中物理的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一、基本知识技能

１．理解力的概念。

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力不仅有大小还有方向，大小、方向、作用点是力的三

要素。

２．力的图示与力的示意图。

３．要会从性质和效果两个方面区分力。

二、教学重点难点分析

（一）对于力是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作用，要准

确把握这一概念，需要注意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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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力的物质性（力不能脱离物体而存在）；

２．力的相互性；

３．力的矢量性。

（二）力的图示是本节的难点。

（三）力的分类需要注意的是：

１．两种分类；

２．性质不同的力效果可以相同，效果相同的力性质

可以不同。

【教法建议】

一、关于讲解“什么是力”的教法建议

力是普遍存在的，但力又是抽象的，力无法直接“看

到”，只能通过力的效果间接地“看到”力的存在。有些情

况下，力的效果也很难用肉眼直接观察到，只能凭我们去

观察、分析力的效果，才能认识力的存在。在讲解时，可

以让学生注意身边的事情，想一下力的作用效果。对一

些不易观察的力的作用效果，看能否找到办法观察到。

二、关于讲解力的图示的教法建议

力的图示是物理学中的一种语言，是矢量的表示方



高一物理优秀课例

４　　　　

法，能科学形象地对矢量进行表述，所以教学中要让学生

很快地熟悉用图示的方法来表示物理的含义，并且能够

熟练地应用。由于初始学习，对质点的概念并不是很清

楚，在课堂上讲解有关概念时，除了要求将作用点画在力

的实际作用点外，对于不确知力的作用点，可以用一个点

代表物体，但不对学生说明“质点”概念。

【教学过程设计方案】

一、提问：什么是力？

教师通过对初中内容复习、讨论的基础上，总结出力

的概念：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教师通过实验演示：如用弹簧拉动钩码，或者拍打桌

子等实验现象展示力的效果，以引导学生总结力的概念，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力不能离开物体而独立存在。指出了

力的物质性。

提问：下列实例，哪个物体对哪个物体施加了力？

（１）马拉车，马对车的拉力。

（２）桌子对课本的支持力。

总结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有施力物体就有受力物

体，有力作用时必是同时出现两个物体。



　　　第一章　力

５　　　　

强调：在研究物体受力时，有时不一定指明施力物

体，但施力物体一定存在。

二、提问：力是有大小的，力的大小用什么来测

量？在国际单位制中，力的单位是什么？

　　教师总结：

力的测量：

力的测量用测力计。实验室里常用弹簧秤来测量力

的大小。

力的单位：在国际单位制中，力的单位是牛顿，符

号：Ｎ。

三、提问：仅仅用力的大小，能否确定一个力？

演示压缩、拉伸弹簧，演示推门的动作。主要引导学

生说出力是有方向的，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体会并得出

力的三要素来。

教师总结：力的三要素是大小、方向和作用点。

四、提问：如何表示力？

先由教师与学生一起讨论，然后教师小结。

力的表示：力的图示和力的示意图。

力的图示：用一条有标度的有向线段表示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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