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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做”合一的授课教学设计 

——以《重力势能》教学为例 
汤倩倩 

(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  广东珠海  519055) 

 

【教材分析】 

书名：普通高中教科书物理必修 2 第八章第二节重力势能                     

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 

1.本节课使学生了解重力势能，并能运用势能这个知识处

理问题。重力势能在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如水力发电、潮

汐发电等，所以通过学习其知识使得学生理解自然规律，利用

并防范一些自然现象。 

2.教材内容紧密联系实际，通过情境问题，不断提问深化

学生对重力势能知识的理解。 

3.此外，本节还涉及到功和能量的概念，为后续的学习内

容奠定基础。 

【教学目标】 

1.物理观念----利用微元法和图象法计算变力做功的问

题，理解重力势能与零势能面的选择有关，是一个相对物理量，

大小取决于到零势能面的高度。 

2.科学探究----通过重力做功和重力势能的变化关系，推

导出重力势能的表达式，体验推导过程中获得新知的乐趣。 

3.科学思维----经历“以理思物”的发散思维和“见物思

理”理论探究归纳能力，体会用“实验法”和“理论推导”相

互验证研究问题的方法 

4.科学态度与责任----渗透从对生活中有关物理现象的观

察，得到物理结论的方法，激发和培养学生探索自然规律的兴

趣。预防高空坠物的社会公德教育，通过实例分析增强民族自

豪感和荣誉观念。 

【教学重点、难点】 

（一）教学重点 

重力势能的概念及重力做功跟重力势能改变的关系。 

（二）教学难点 

重力势能的相对性、重力势能变化的绝对性。 

【学情分析】 

1.高一学生认识事物的特点是：开始从具体的形象思维向

抽象逻辑思维过渡，但思维还常常与感性经验直接相联系，仍

需具体形象的图片、视频画面来支持。 

2.学生在初中时已接触过重力势能的概念，在高中阶段要

定量的学习重力势能及体验建立过程。 

3.学生已学习了功的概念和计算方法。通过重力做功的计

算来判断重力势能的变化 

【教学方法】 

运用“举例——理论探究归纳——实例研究”的教学方法。

把“观察、学生讨论、教师讲解”融合在一起。本着“学生主

体，教师主导”的原则，在特定情景下的实例研究，让学生感

到新鲜好奇，讨论问题积极主动，自主地总结规律。利用贴近

生活的实例、小实验，使学生的学习兴趣高涨，培养其社会公

德、爱国情感及合理利用自然的科学认识。将情感目标融合课

堂于“无形”之中。 

【教学过程】 

 

一、概念引入（5 分钟） 

1、情境一：以我国冬奥会选手谷爱凌夺冠瞬间的画面创设情境

提问 

【教师提问】 

问题 1：谷爱凌选手在空中进行空翻转体，要完成如此高难度

动作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答：起跳的速度需要很大，赛道的垂直落差要够大......） 

问题 2：如何才能获得足够大的起跳速度？大家有注意到滑雪

赛道有什么特点吗？ 

问题 3：大跳台的垂直高度（17 层楼高）为什么要修建的如此

高？ 

（正是从高处出发，这时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获得高的运动

速度，使她才能跳得更高，争取足够时间来实现完成两周空翻

转体。） 

问题 4：运动员为何具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些能量与什么因素

有关？ 

这就是本节课要学习的内容----重力势能。 

二、新课教学--（一）重力做功的特点和重力势能表达式（15

分钟） 

通过阅读初中课本（11.3）和高中课本（P73）了解能量的概念。

引导学生发现重力势能的表达方法----重力做功 

（引导：重力势能的大小与高度有关，而当物体的高度发生变

化时，重力就要做功，因此认识重力势能不能脱离对物体做功

的研究） 

创设情境：小明从三楼走到一楼，哪种方式（直梯、扶梯、旋

转楼梯）他的重力做功最少？我们可以构建什么样的模型？     

【教师提问】 

问题 1：构建模型：质量为 m 的小球从 A 位置（高度 h1）运动

到 B 位置（高度 h2),则物体的重力做功表达 WG=？（g 已知） 

 
对重力做功的计算过程如下 

情景 1：WG＝mgh＝mgh1－mgh2 

情景 2：WG＝mglcos θ＝mgh＝mgh1－mgh2 

问题 2：物体沿曲线运动（情景 3），用已有知识能求出重力做

功吗？该如何处理？ 

（回忆前面学习过的方法，引导学生类比之前匀变速直线运动

中用 v-t 图像求位移的方法：微元法。尝试沿任意曲线路径从 A

运动到 B，求重力做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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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mgscosθ1=mg △h 1     

W=W1+W2+W3+ …… =mg （△h 1+ △h 2 + △h 3 ……)=mg h  

【教师总结】 

1、物体运动时，重力对它做的功只跟它的起点和终点的位置有

关，而跟物体运动的路径无关。 

2、WG =mg（h1-h2）=mgh1- mgh2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从重力做功的表达式推出重力势能的表

达式 

问题 3：等式左边代表什么？（是真实发生，重力做的功。对

应的是“过程”量） 

问题 4：右边代表什么意义？（是虚拟发生，对应的是“状态”，

由于数值相等，那么右边的物理量与功的属性完全一致，所以

只能说是具有做功的本领，也就是能量） 

所以在物理学中就用 mgh 这个式子来表示物体的重力势能。 

【结论】：EP=mgh  单位：J  标量 

三、新课教学--（二）重力势能的相对性和系统性（15 分钟）

1、实例探究 1：重力势能的相对性 

播放“飞驰人生 2”的部分片段，并且展示“上海 F1 赛道” 

  我们从这部影片中汲取了力量，我们要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

并珍惜身边的友情。同样在影片中 F1 赛车竞技也引起我们的关

注。其实，在中国也有一条属于自己的 F1 赛道，坐落在上海嘉

定区，其外形设计为一个“上”字，2004 年竣工。上海国际赛

车场 F1 赛道的总长度为 5451.24 米，具有 7 处左转弯道及 7 处

右转弯道。平均时速 205 公里。最高点和最低点垂直落差高度

为 12 米，起始点和最高点间为 4 米。 

 
创设情境：若运动员的质量为 50kg，起点与最高点间垂直高度

为 4m，最低点与最高点间垂直高度为 12m，g=10m/s2。则： 

问题 1：运动员在起点处时的重力势能大小？（学生分组 进行

讨论并计算） 

问题 2：相对最低点，运动员在起点处的重力势能是多少？相

对“最高点”运动员的重力势能是多少？ 

【结论】我们研究物体的重力势能的时候，需要确定一个参考

面，EP=mgh（h 为相对于规定参考平面的高度） 

2、实例探究 2：重力势能与重力势能改变的区别 

利用上述真实情境构建模型 

问题 1：分别选取图中 A、B、C 所在平面为参考面，结合数据

写出质量为 m 的运动员在各位置的重力势能大小和运动员从最

高点 A 运动到最低点 C 过程中重力势能变化量。 

问题 2：将前两问结果填入表中并分析重力势能 Ep 与重力势能

的变化量ΔEp 的区别 

四、课堂小结（2 分钟） 

（教师活动：尝试点名学生，让其回顾总结本节课的内容及重

点知识。） 

一、重力做功的特点（过程量） 

1、物体运动时，重力做的功只跟它的起点和终点的位置有关，

而跟物体运动的路径无关。 

2、表达式：WG=mgh=mgh1－mgh2 

二、重力势能（状态量） 

1、表达式：Ep=mgh；单位：J ；标量 

2、重力势能的相对性（参考平面、重力势能的正负） 

3、重力做功与重力势能的关系： 

WG =Ep1-Ep2=-ΔEp 

WG＞0，Ep 减小 

WG＜0，Ep 增大 

4、重力势能的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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