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评委老师下午好！我是来自新乡市一中的杨海三，我说课的题目是《宇宙航

行》。  

下面我将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两部分说一说我对本节教材的把握和教学设计。 

通过对本节教材的分析，我从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态度和责任三方面制定

了如下教学目标 。 

    人造卫星运行规律的求解，以及人造卫星发射原理的理解，是本节课教学的重点

和难点。 

针对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我将本节课分为以下五部分进行教学 

1， 设置情景，引入新课   3 

2， 设以引导，自主探究    26 

3， 拓展练习，巩固方法   7 

4， 交流总结，完善认识   3 

5， 布置作业，课后拓展   1 

首先，观看视频， 引入新课 

通过视频中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介绍，将学生的注意引向 “北斗”卫星，并

提出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 1：“北斗”卫星轨道有什么特点？  

      问题 2：“北斗”卫星为什么圆周运动？  

      问题 3：“北斗”卫星是如何发射的？  

      问题 1 的设计意图是，让学生通过观察，思考总结出得出卫星轨道分布特点。      

      问题 2的设计意图是，让学生找到卫星做圆周运动向心力的来源，并求解出人

造卫星的运行规律。问题 1和问题 2的设计可以帮助学生突破本节课的教学难点 1。 



      问题 3 的设计意图是，针对本节课的另外一个教学难点---卫星的发射原理而

设计。意图让学生理解、区分三个宇宙速度，均指的是在地面的发射速度。 

     学生带着问题进入课堂，既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又为他们的学习指明了方向。 

然后，让学生观察视频中多次出现一副图片，该图片可以反应卫星轨道分布情况，

并提问学生所发现的轨道分布特点。总结出“轨道是圆，不同高度，不同平面，相同

圆心”的特点。 

由于图片缺乏立体感，为了让学生更加形象的认识卫星的轨道分布情况，我准备

了，卫星轨道模拟教具，  

模拟过程让学生结合图片协作完成， 

（相同高度，不同平面         相同平面，不同高度      不同平面，不同高度） 

此部分教学，学生亲自动手，参与到课堂中来，培养了学生动手能力，和在观察

的基础上，发现规律的能力。 

问题二，北斗卫星为什么做匀速圆周运动？ 

学生已经学习了圆周运动的动力学原因，很容易的可以想到由卫星和地球间的万

有引力提供向心力。  

为了让学生顺利得到人造卫星的运行规律，我直接给定具体情景，经过学生自主

探究，列出圆周运动的动力学方程，总结归纳出“高轨，低速，长周期”的规律 

此部分设计是为了帮助学生构建物理模型，通过科学推理，总结物理规律。  

    分析规律，卫星的轨道半径即越小，环绕速度就越大，环绕周期就越小。卫星的

最小半径即为地球半径，那么与之对应的最大环绕速度和最小环绕周期分别是多少？，

给出具体数值，学生运用规律独立计算出结果。  

    此部分设计既是为了，让学生加深对卫星运行规律的理解，又为第一宇宙速度的



教学做出铺垫。  

针对问题 3：“北斗”卫星是如何发射的？ 

要求学生阅读课本 P44 第一段，并展示“牛顿的设想” ----平抛速度越大，水

平飞行的距离就越远。” 由于地球是个球体，如果抛出速度足够大，物体还会落回地

面吗？  

为了使学生更加直观的认识卫星的发射原理，我准备用动画模拟。  

播放动画，  

当发射速度为 7.9km/s 时，物体将不会落回地面，而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

成为一颗 “近地人造卫星”。  

     有了前面的铺垫和动画的演示，学生很容易的理解第一宇宙速度的定义和两层

含义。  最小发射速度，最大环绕速度 

     此时，提出疑问：人造卫星的发射速度是否存在最大值？  

继续播放动画，，  

当发射速度 7.9km/s<v<11.2km/s 时，卫星将将会做离心运动，轨道为椭圆。

当发射速度大于 11.2km/s时，卫星将不能做完整的椭圆运动，脱离地球引力的束缚，

进入太阳系。 

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继续阅读课本，了解第二，第三宇宙速度的含义。  

为了让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并区分三个宇宙速度，我设计了下面的表格，通过

小组讨论，填写表格，并展示结果。  

到此，课堂开始时提出的三个问题已经全部解决。  

最后，通过图片介绍人类运用现代科技征服太空的伟大壮举，了解我国航天事业

的辉煌成就，并体会航天事业的艰辛，激发学生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习题,是学生巩固知识，熟练方法的重要手段。  

    针对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我在拓展练习、巩固方法环节设置了三道习题。  

     第一题：考察卫星轨道的分布特点，万有引力的一个分力提供向心力，另外一

个分力使卫星向下运动。  

     第二题：考察卫星的运行规律。 

第三题：考察第一宇宙速度的求解，通过设置新的情境，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  

习题的设计由浅到深，既覆盖了本节的重点知识，又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使学生

在练习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板书，力图，简洁，明了，突出重点，给学生一个学习的线索。 

在课堂接近尾声时，结合板书，让学生自己总结本节所学知识，通过相互的补充、

完善，获得对本节知识的较为完整的认识。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知识总结能力。  

课后作业，是学生再学习的重要途径，本节课后我安排了两项作业。意在让学生

巩固知识的同时，认识物理与社会的联系，将对学生的知识教育和情感教育引向课外。  

本节课的设计思想，是借助问题给学生一个思维的支点，在教师的引领下，自觉、

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中来。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构建模型，自主探究，科学推理，

发现规律，体现了物理课程的育人功能，培养了学生物理学科的核心素养----物理观

念，科学思维，科学态度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