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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初中物理人教版《浮力》一节教学难点 
◆牧  仁 

（通辽市蒙古族学校  内蒙古通辽  028000） 

 
摘要：浮力是体静力学的内容。阿基米德原理为核心内容，物体的浮沉

条件为其表现形式。这一节内容学生普遍反映难于掌握。本论文试着从

人教版《浮力》这一节教学中难点，试讨论产生的原因及其有效的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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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力》这一节是初中物理人教版第十章的内容。学生掌握
《浮力》这一节，不仅灵活理解力、二力合成、二力平衡、压力、
液体压强、密度等诸多综合知识以外，而且还需掌握，对浮力的
形成原因、下沉的物体是否受到浮力、阿基米德原理、浮力公式
的推导等理论性内容。初中学生普遍抽象思维并未发达、习惯于
具体思维，掌握《浮力》这一节确实困难。 

一、《浮力》这一节教学难点 
通过人教版《浮力》这一节教材、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教

学重点、教学难点理解以及实际教学中难点分析。可以明确发现
《浮力》这一节的教学难点。 

难点之一，浮力的大小跟物体有什么关系，这种问题很多学
生有错误的认识。很大部分学生认为，浮力是跟物体轻重是有关
系的，越重的物体越浮力多、越轻的物体浮力越少，这种错误的
常识，引起教学困难。还有一些学生很难理解浮力与排开液体的
重力之间联系。有一些学生混淆“排开液体体积”与“物体体积”
这两个知识点。 

难点之二，掌握阿基米德原理、对于浮沉判断及其条件的应
用的时候，出现了差错。考察学生是否掌握浮力，一般采用的应
用题。如果题中沉浮条件给予不明显的话，很多学生混用了 F
浮=G 物 F 浮=p 液 g V 排这两个公式，而算错应用题。问题的根
本还是在于浮力知识应用掌握出现了问题。 

二、教学难点产生的原因 
《浮力》这一节教学难点除了《浮力》这一节自身难点外，

不外乎教学中的问题，学生掌握中的问题。 
（一）内容本身 
《浮力》这一节掌握综合知识能力及其阿基米德原理以外，

《浮力》还跟以前学的内容至关重要。初中物理人教版课程安排，
先让学生们理解力及其力合成和分解。学完力之后，两个力平衡
问题。让学生再深一步理解力。然后又学新的物理量单位如密度
和压强。最后才学第十章浮力。如果学生前面所学到的知识哪一
个模糊、理解不清、都会影响《浮力》这一节教学难度。《浮力》
这一节知识连贯性、复杂性都成为教学中的难点。 

（二）教学中问题 
《浮力》这一节是应用性较高内容，需要生活实验验证。但

是很多物理老师因为课时的紧张、或许没有合适的实验地方等，
时间空间双重阻力，无法用生活中实验来验证《浮力》。还有一
些物理教师观念上差异，做生活常用实验过于浪费教学时间，不
如多做题、讲题。还是采用传统的说教式教学方式，较难引起学
生们注意与兴趣。 

（三）学生自身因素 
初中物理人教版《浮力》课程设置于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教学

内容。初中二年级学生思维能力还不跟成人的思维能力是无法对
比的。初中二年级学生来说，理解事物还是从直观、具体、浅显。
《浮力》这种抽象、深奥。学生们很难掌握不难理解。还有一些
学生们固有浮力与物体重量错误的常识认识，都会导致《浮力》
这一节教学难点。初中二年级学生来说，知识是兴趣而引起的。
教师没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很难掌握《浮力》这一节。 

三、解决对策 
《浮力》这一节让学生们容易理解，作为教师短时间提高学

生们抽象思维能力是很难做到的。还是从教育方式去改变，让更
多学生对《浮力》这一节感兴趣，从而慢慢提高抽象思维能力。 

（一）课程导入，课后习题 
《浮力》这一节教学中，很多知识需前面所学的内容。教师

可以课程倒导入或学习浮力之前，可以用加大教学时间复习前面
所学的力、二力平衡、压力、密度等知识。从而让学生回想起前
面所学的内容，有助于《浮力》这一节教学，让学生更容易掌握
《浮力》这一节。除了注重课程导入外，还要注重课后做题。老
师讲题的时候，也可应从中讲课文内容。让学生较容易理解《浮
力》这一节，又可以知道怎么做题。 

（二）安排实验 
《浮力》这一节教学中，教师尽量能够安排实验。而这个实

验工具，教师可以选择学生生活中常用的，如教师用鸡蛋用不同
液体之中沉浮状况，不同的液体可选择清水、盐水、酒精、实用
油。这种日常生活常用器材，学上容易理解浮力，还节省了实验
经费。加大了实现实验的可能性。实验中先把鸡蛋放入水之中，
让学生观察容器里的鸡蛋，水里加盐，加入盐之后鸡蛋浮出更多。
问学生浮出更多的原因。探究不断往水中加入盐时，鸡蛋浮在液
面上的体积变化情况，可以去测盐水的密度。第二个实验的时候，
可以不用鸡蛋，用酒精、水、实用油模拟“鸡蛋”。先让学生猜
一下，酒精、实用油、水，哪一个密度高。测量酒精、实用油的
密度。最后探究酒精、实用油、水如何才能形成鸡蛋的模型。其
实，酒精与水的混合溶液的密度等于实用油的密度时，油缩成一
个球体，悬浮在液体的中间，形成“鸡蛋”模型。从这个实验之
中，学生很容易知道“液体和密度的影响浮力的大小”。 

还是有一些学校还是无法做到实验操作，教师可以选择播放
实验视频，让学生生动地理解《浮力》这一节。比起教师口述浮
力实验步骤，更容易引起学生们兴趣。 

（三）提高抽象思维能力 
提高学生抽象思维能力，不是短时间做到的。但也是循序渐

进过程。注重学上提高抽象思维能力提高。还是采用问答式教学
模式，引起学生们思考，不能急于完成教学内容，而采用传统的
说教式教育模式，或没等到大部分学上思维节奏，而教师急于说
出答案。 

除了这些外，随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物理
老师应该做到，转变教师教学方式，让学生主动学习，提高学生
的学习效率。较多学校物理教学还是死记硬背、背题、机械照搬
等现象，很难提高学生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所以物理成绩依然是
不理想。 

物理教师必须让学生学习与实践入手，教学模式可以采用探
索、质疑、猜想。提升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批判性、合作性。
这样也会提高学生们的抽象思维能力。 

《浮力》这一节对于初中物理教学至关重要。很多学生没能
掌握《浮力》而放弃了整个物理的学习。让更多物理老师注意《浮
力》这一节教学，让更多学生跟的上学习物理“团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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