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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和动能定理》说课设计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刘雨雷 

《动能和动能定理》是高中物理必修２第七章《机械能及其守恒定律》第

七节的内容，我从：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过程和课后反思几个方面分

析、设计如下： 

一、教材分析 

《动能和动能定理》主要包括动能和动能定理等两部分，属于掌握的范

围，动能定理实际上是一个质点的功能关系，它贯穿于这一章教材，是这一章

的重点，也是力学的重点。 

1.1 知识与技能 

 理解动能的概念，并能进行相关计算； 

 理解动能定理的物理意义，能进行相关分析与计算； 

 理解 合W 的物理含义，知道共点力作用与多个物理过程下 合W 的表述形

式的区别； 

1.2过程与方法 

 掌握恒力作用下动能定理的推导； 

 体会变力作用下动能定理解决问题的优越性； 

1.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会“功是能量变化的量度”这一物理思想；感受数学语言对物理过程描

述的简洁美； 

教学重难点 

重点：对动能表达式和动能定理的理解与应用。 

难点：通过对动能定理的理解，加深对“功、能关系”的认识。 

 二、学情分析 

同学们在一年的学习中已基本掌握了高中物理的学习方法。也有较好的抽

象思维和逻辑推断能力。学生在前面分别学过做功和动能的概念，讲授这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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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比较容易。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已经知道实验探究和理论推导相结合的科

学探究方法，在这里采用这种方法，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加深理解。 

本节课为一课时。 

三、教学过程  

3.1 引入 

如果让你用一张扑克牌来切黄瓜，你会怎么做呢？被请上讲台的同学切的

笨拙又费力。播放视频，视频中飞出的扑克牌利索的将黄瓜切断，激发同学们

思考，扑克牌为什么具有了更大的能量。 

3.2动能表达式的探究 

课本对此的思路是——先推导后探究。 

更直接的探究思路是：依据．．学生初中时知道的结论．．“质量相同的物体，速度

越大，动能越大；速度相同的物体，质量越大动能也越大”，把动能的表达式设．．．．．．．．

为．：“𝐸𝑘 = 𝑘𝑚𝛼𝑣𝛽”，确定指数α、β和常数k，从而获得动能表达式。 

3.2.1量纲法确定指数 

把J用基本单位表示，即： 

1J = 1N ∙ m 

                    = 1 (kg ∙
m

s2
) ∙ m 

                = 1kg1 ∙ (
m

𝑠
)

2

 

依据能量的单位都是焦耳，比即得：α=1、β=2。 

3.2.2实验法测定常数 

选上一节实验方案“参考案例一”，定量测出牵引力的功W、小车的质量m及

小车的末速度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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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功能关系”和半成品表达式“𝐸𝑘 = 𝑘𝑚𝑣2”，可得 

𝑊 = 𝑘𝑚𝑣2 − 0 

就可以求出k值。为了提高精确度，可多次测量，拟合“𝑊 − 𝑚𝑣2”直线，得

到的斜率就是k。 

更精确的实验表明k=0.5，所以动能的表达式为：𝐸𝑘 =
1

2
𝑚𝑣2。 

上述过程中，量纲的推导可以由老师引领进行，k值的测定可以由同学们分

组实验完成。学生在对初中知识的继承下，在对已有能力的运用中，收获新

知，这种方式显得更直接、更自然。 

3.3动能定理的内容与理解 

3.3.1内容、表达式 

在常规的推导得到动能定理的表达式之后，再尝试以下两种情况： 

情况一： 

 

𝑊𝑓 = −𝑓𝐿 = −𝑚𝑎 ∙
𝑣1

2 − 𝑣2
2

2𝑎
=

1

2
𝑚𝑣2

2 −
1

2
𝑚𝑣1

2 

情况二： 

 

𝑊合 = 𝐹合𝐿 = 𝑚𝑎 ∙
𝑣2

2 − 𝑣1
2

2𝑎
=

1

2
𝑚𝑣2

2 −
1

2
𝑚𝑣1

2 

 

这个经历能帮学生更深刻体会——合力是动能变化的原因；合力的功等于

动能的变化。 

3.3.2适用范围 

推导中容易看出，动能定理是在物体受恒力作用，并且做直线运动的情况

下得到的。用先推理后验证的思路证明：动能定理也适用于变力做功和曲线运

动的情况。 

 先理论推理： 

利用微元法，“化曲为直”“化变为恒”，如图： 

v 

v 



 4 / 6 

 

 

对每一“既直又恒”的小段列动能定理，求和的结果依旧满足定理的形

式，过程如下： 

𝑊1 = 𝐸𝑘2 − 𝐸𝑘1 

𝑊2 = 𝐸𝑘3 − 𝐸𝑘2 

𝑊3 = 𝐸𝑘4 − 𝐸𝑘3 

… 

𝑊𝑛−1 = 𝐸𝑘𝑛 − 𝐸𝑘𝑛−1 

求和，整理 

𝑊总 = 𝑊1 + 𝑊2 + 𝑊3 + ⋯ + 𝑊𝑛−1  = 𝐸𝑘𝑛 − 𝐸𝑘1 

 

 再实验证明： 

情况一：曲线运动 

 

 

 

 

 W=mgh Ek=mv2/2 

1   

2   

3   

4   

 

光电门 

摆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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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二：变力做功 

 

 W =
𝐹

2
S 𝐸𝑘 =

1

2
𝑚𝑣2 

1   

2   

3   

4   

 

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曲线运动和变力做功都适用于动能定理。动能定理的．

确．适用广泛。 

3.4动能定理的初步应用 

例题：民航客机机舱紧急出口的气囊是一条连接出口与地面的斜面，高

3.2m，长5.5m，质量是60Kg的人沿斜面滑下时所受阻力是240N，求人滑至底端

时的速度。 

『分析』 

研究对象：人； 

研究过程：顶端→底端 

初动能： Ek1=0 

末动能： Ek2=1/2 𝑚𝑣^2 

做功情况：重力 G 做正功；阻力 f 做负功；支持力 N 不做功 

『解析』由动能定理，有 

mgH-fL= 
1

2
𝑚𝑣2- 0 

 代入数据得 

         v =√20m/s 

 

 

 

『解析』由牛顿第二定律，得 

Gsinθ-f=ma 

 由运动学公式，得 

v=√2𝑎𝐿 

 又由几何知识， sinθ=
𝐻

𝐿
 

 联立，得  

v =√20m/s 

通过该例题学习动能定理在使用时，需要分析的要点，对比以前牛顿运动

定律的方法，感受其优势。 

光电门 

弹簧测力计 

实验2.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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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后反思  

本节课，在探究动能表达式时，尝试了一种新的探究方法，顺着孩子们已

有的认知延伸下去，更直接也更自然。在动能定理的学习中，兼顾到适用范围

的拓展，让孩子们不但知其可以用，更信其可以用。由于是第一课时，在动能

定理的应用上花的时间较少，可以后续设计一节习题课，多加练习，巩固对本

节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