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重与失重》教学设计 

 

 

一、学习任务分析  

超重、失重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物理现象， 学生往往能感受到， 但并

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的特点， 也不明确这就是超重、失重现象。怎样才能让学

生不是机械化地记住超重、失重的现象，而是真正理解超重、失重的条件与本质

所在，才是本堂课学习重点和难点。 

 

二、学生分析  

超重、失重学生有一定感性和模糊的体会，但理解超、失重概念，对学生而

言有一定的困难。我觉得 主要来自两方面，首先是物理语言的误导，使学生认

为超重（或失重）就是物体重量的增加（或减少）；其次学生往往认为向上运动

时就超重，向下运动时就失重，没有真正理解超重与失重的原因。 

 

三、 教学目标 

 l、知识与技能： 

 (1)认识超重和失重现象； (2)知道产生超重、失重现象的条件； (3)能够运用牛

顿第二定律和牛顿第三定律分析超重和失重现象。 

 2、过程与方法： (1)经过视频观察、实例探究讨论交流的过程，体验超重和失

重现象。 (2)经历实验和理论探究过程，体会科学探究的方法，领略运用牛顿运

动定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体会生活中的超重和失重现象，生成“学以致

用”的意识。 （2）体验自主学习过程，养成乐于细心观察、勤于思考和相互交

流的学习习惯和合作精神。 

 

 四、教学的重点难点  

重点：什么是超重、失重及产生超重、失重现象的条件、实质。  

难点：(1)产生超重和失重现象的实质； 

 (2)运用牛顿第二定律和牛顿第三定律对超重和失重现象的实例分析 



 

 

 

五 教学过程 

（一）趣味视频 激发兴趣 

视频演示一：宇航员在天空生活的视频。 

让学生观察太空生活与地球上有什么不同，在观察过程中提示学生观察水滴成球

形，宇航员头发成爆炸式和可以轻松提起重物。 

问：为什么会不同 

引出新课超重失重 

（二）推进新课 

视频演示二：学生在电梯中体重的变化（学生自录并处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观看视频过程中完成学案中表格第一行的内容 

视频内容：学生在称量体重 

问：体重计测量的是什么？ 

明确体重计测量的是人对其的压力 

视频内容：电梯从一楼到五楼过程中体重计示数变化；电梯从五楼到一楼过程中

体重计示数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观察体重计示数变化趋势，完成表格 

 

小组讨论一：讨论完成表格剩余部分 

 

问：为什么压力可能大于重力，可能小于重力 

与物体受力有关，运用牛顿第二定律进行分析 ，人在向上加速的电梯里 

mgGFN     

GFN   

支持力大小等于压力大小，从而压力大于重力 

 

问：老师 100 斤，站在向上加速的电梯里，体重显示 80 还是 120 

答：120 



 

 

给出 120 斤是看到的重力，是视重，100 斤是实际的重力，是实重，当视重大于

实重时，是超重，之后给出超重概念（学生容易接受） 

 

小组讨论二：同类对比，什么是失重，你怎么理解视重 

给出失重概念 

并明确超重和失重时，实重不变，视重变 

 

小组讨论三：观察表格，如何判断物体是超重还是失重。 

结论：a 方向向上，超重；a 方向向下，失重。 

a 方向向上，可以是加速向上也可以是减速向下，a 方向向下，可以是加速向下

也可以是减速向上。 

 

例题一：一质量为 m 的人站在电梯中，电梯加速上升，加速度大小为 1/3g，g

为重力加速度。求人对电梯底部的压力大小为？ 

 

问：压力不但可以大于重力，也可以小于，可以等于零吗？ 

结论：a=g 时，压力为零，看起来视重没了。 

给超重概念，自由落体和竖直上抛都属于完全失重。 

回顾课前视频中宇航员在太空中的场景。 

 

在完全失重中，与重力有关的仪器不能使用，如：比重计，密度计，气压计和天

平。弹簧计能测拉力不能测重力。 

 



 

 

（三）联系生活 

视频演示三：蹦极 

学生举例生活中感受的超重失重 

 

例二：举重运动员在地面上能举起 120kg 的重物，而在运动着的升降机中却只能

举起 100kg 的重物，求升降机运动的加速度．若在以 2.5m/s2 的加速度加速下降

的升降机中，此运动员能举起质量多大的重物？ 

 

（四）课堂活动 

扎孔的瓶子自由落体，让学生站在瓶子两边 

 

（五）课堂小结 

1 超重失重和完全失重的概念 

2 产生条件 

 

（六）课后作业 

1 课后第二题 

2 学案剩余部分的习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