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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神奇的压强

8.1 认识压强

教学目标

会背诵压强的概念，能说出压力，受力面积。

举例说明压强的大小跟哪些因素有关。

识记压强公式中各个物理量的名称、单位及符号，能说出压强单位的物理意

义和由来。

简述压强的增大和减小的主要方法。

过程与方法

观察生活中各种跟压强有关的现象，明白对比是提高物理思维的基本方法。

解读课本图，了解压强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广泛性。

解读课本图的内容，了解改变压强的实际意义，了解改变压强大小的基本方

法。

通过实际动手，实践如何改变压强。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经历观察、实验以及探究等学习活动，培养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

通过探究性物理学习活动，获得成功的愉悦，培养对参与物理学习活动的兴

趣，提高学习的自信心。

感悟科学是人类创造发明的基础，激发学习热情。

重点难点

探究液体压强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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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要由学生自主来完成，教师的任务是辅助，引导。充分的考虑实验过

程中要出现的情况，并能给与正确的指正。能让学生自己来完成实验的目的

一、教学过程：

[师]通过上节课的学习,大家利用“猜一猜”中的数据，计算两种情况下每

平方厘米面积上所受的压力；根据实验现象说明每平方厘米上受的压力和压力作

用效果的关系．

(学生计算，一名同学板演)

[生]根据计算和实验现象说明，每平方厘米面积所受的力越大，压力的作用

效果越明显．

[生]也可以说压力的作用效果跟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力有关系。

[师]物体在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力叫做压强．

[生]可以说压强越大，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

[投影]压强的计算公式：符号的意义及单位：

教师说明，在国际单位制中，力的单位是牛顿(N)，面积的单位是平方米

(m
2
)．由公式确定压强的单位就是牛顿每平方米(N/m

2
)．人们给压强规定了一个

专门的单位叫帕斯卡，简称帕(Pa)，这是为了纪念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在物理学

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

[师]帕斯卡是一个很小的单位，实际中还常用千帕(kPa)，兆帕(MPa)

[投影] 1.一张报纸平放时对桌面的压强约 0.5Pa

2.一颗西瓜子平放在桌面上，对桌面压强约 20Pa

3.成年人站立时对地面的压强约 1．5×10
4
Pa

[例题]将教材中例题投影在大屏幕上让学生分析．

[投影]

练习 1．一个质量是 40 kg 的中学生，他每只脚着地的面积为 120 cm
2
，他

走路时对地的压强是多少帕?(g＝10 N／kg)

练习 2．芭蕾舞演员的体重是 475N。接地面积为 9．5cm
2
，一只大象体重 60000

N．每只脚掌面积 600 cm
2
，比较芭蕾舞演员足尖对舞台的压强和大象四脚着地时

对地面的压强哪个大．

(学生练习，两名同学板演，教师讲评)

http://zk.canpoi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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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1)在计算的过程中各单位一定要换算成国际单位。(2)要弄清受力面

积的大小．例 1中学生行走时始终有一只脚着地．故受力面积为一只脚的着地面

积．而大象四只脚站立时，受力面积则考虑四只脚着地时的面积．(3)还要注意

题中压力的大小就是重力的大小．但不是任何情况下，压力的大小都等于重力。

[师]同学们对压强已有了一定的了解。是不是可以解释教材开头两幅照片中

看到的现象呢?

[生]蝉虽然很小。力量不会太大．但它的口器非常尖，和树皮的接触面积很

小，单位面积上的压力即压强就会很大，因此能插入树皮．

[生]骆驼虽然身体庞大笨重．但它有四只大脚掌，踩在地上时，地面上单位

面积上受的力即压强不会很大．因此，即使在沙漠行走也不会陷进去．[来源:]

[师]任何物体能够承受的压强都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物体就会

被损坏．因此生产、生活中。有时需要增大压强，有时又需要减小压强．如何改

变压强的大小呢?

[想想议议]

[师]请同学们看教材的三幅图．讨论人们是要增大压强还是减小压强，用

的是什么办法?

[师]同学们一定还可以举出生活中许多增大压强或减小压强的例子．大家可

以互相讨论．

[生]常用的刀和剪都有一个很薄的刃．这是为了增大压强．

[生]不论是钉子还是大头针、图钉做得很尖，这也是为了增大压强．

[生]载重的大卡车上装有许多很大的轮子，滑雪者的滑雪板做得又宽又长，

这些都是为了减小压强．

[师]请同学们从举出的这些刨子中．归纳出改变压强的方法有哪些?

[生]压力一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变受力面积的大小改变压强；受力面积

一定时．用改变压力的大小改变压强．

二、小结

在压力一定的情况下。增大受力面积，压强减小；减小受力面积，压强增大．

在受力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增大压力．压强增大；减小压力，压强减小．

三、动手动脑学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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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业：探究之旅

五、板书设计：

一、压强及其大小：

1．压强(p)：反映压力作用效果的物理量

2．压强的定义：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压强

3．单位：牛顿每平方米(N/m
2
) 也可用帕斯卡，简称帕(Pa)

4．计算公式：压强＝压力/受力面积 即 P＝F/S

二、改变压强大小的方法：

1．增大压强的方法：

①受力面积一定时，增大压力来增大压强

②压力一定时，减小受力面积来增大压强

③同时增大压力和减小受力面积来增大压强

2．减小压强的方法：

①受力面积一定时，减小压力来减小压强

②压力一定时，增大受力面积来减小压强

③同时减小压力和增大受力面积来减小压强

8.2 研究液体的压强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通过探究活动理解液体压强的规律及其应用。

过程与方法

在探究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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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在观察实验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

2.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探究活动，保持对自然界的好奇和对科学的求知欲。

教学重点

液体压强的特点

教学难点

用液体压强知识解释实际现象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1648 年，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只用了几杯水就将坚固的木桶撑破了，你相信

这是真的吗？

二、新课教学

（一）令人惊奇的实验

[学生活动]：模仿帕斯卡的实验。你在实验中观察到了哪些现象？想到了哪

些问题？

[想一想]：1.饮料瓶壁上为什么要刻些细槽？

2.管子应该长些还是短些？

3.怎样保证瓶塞与瓶口之间的密封？

（二）探究液体内部压强的特点

[讲解]：由于液体受重力作用，液体对容器的底部有压强；由于液体具有

流动性，液体对容器的侧壁有压强

[演示实验]：。两端开口的玻璃管，一端用橡皮膜封住，将水倒入，观察现

象；恻壁开口的玻璃管用橡皮膜封住，将水倒入，观察现象。

现象：橡皮膜向下或向外突出。

结论：液体对容器底有压强；液体对容器壁也有压强。



沪粤版八年级下册物理教学设计 第六章 力和机械

7

[提出问题]：液体内部有压强吗？

[展示]；展示 U形压强计

[讲解]：U形压强计的工作原理。

[实验]：把探头放进盛水的容器中，检验液体内部是否存在压强。

[现象]：压强计的玻璃管两端出现了高度差。

[结论]：液体内部存在压强。

[提出问题]：同一深度，液体向各个方向压强有何规律呢？

[实验]：保持探头在水中的深度不变，改变探头的方向，检验液体内部同一

深度向各个方向的压强是否相等。

[提出问题]：液体内部压强和深度有什么关系呢？

[学生猜想]：学生甲：没有关系。学生乙：越深压强越大。

[实验]：增大探头在水中的深度，观察液体内部的压强与深度的关系。

[讨论]：液体压强与液体密度有关吗？

学生小组讨论得出实验方案并进行交流。最终得出；要研究液体压强和液体

密度的关系，需要考虑实验时用不同种液体，但深度相同，体现控制变量法的思

想。

[学生实验]：换用其它的液体（如盐水、酒精等），观察在深度相同时，液

体内部的压强是否与密度有关。

[总结]：（1）液体内部向各个方向都有压强；

（2）在同一深度，液体向各方向压强相等；

（3）深度增加，液体的压强增大；

（4）液体的压强还与液体的密度有关。

[讨论]：液体内部压强与液体的多少（质量）有关吗？学生设计实验得出结

论。

[讲解]：液体的压强是由于液体受到重力产生的。为了计算液体内部的压强，

可以设想在液面下有一高度为 h，截面为 S 的液柱，如图 8-17 所示。计算这段

液柱产生的压强，就能得到液体内部深度为 h处的压强公式。

[学生练习]1.液柱的体积 V=S×

2.液柱的质量 m=ρV=ρ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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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液柱重 G=mg=ρgs×

4.液柱对它底面的压力 F=

5.液柱对它底面的压强 p=F/S=( )h/S= h

[总结]：液体内部的压强公式为 p=ρgh.这个公式也说明液体内部压强只与

液体密度和高度有关。同一高度上各个方向压强相等。

[例题讲解]：如果一位同学在高 5m 的阳台上模仿帕斯卡做实验，细管灌满

后对木桶底部的压强为多大？（g取 10N/kg）

解：已知水的密度ρ=1.0×10
3
kg/m

3
,高度 h=5m，根据液体压强公式得：

p=ρgh=1.0×10
3
kg/m

3
×10N/kg×5m=5×10

4
Pa

答：对桶底的压强大小为 5×10
4
Pa。

[学生练习]：若把水从地面送到 10m 高的楼上，需对水施多大的压强？

（三）连通器

[展示]：展示连通器

[讲解]：上端开口，底部互相连通的容器，叫连通器。

[演示]：在连通器中倒入红水，让学生观察每个容器中的水面的高度。

（相平）再把连通器慢慢倾斜一个角度，让学生观察水面是否相平（仍相平）

[总结]：连通器的水静止时，各容器中的水面总保持相平。

[阅读]：请大家看看书，列举例子，说明连通器在生活和生产中的应用。

[多媒体展示]：我国三峡工程中的船闸。出示幻灯片，讲述船闸的简单结构

和船通过船闸的过程。

三、课堂小结

1．液体对容器底和侧壁都有压强；液体各个方向都有压强；液体压强随深

度的增加而增大；在同一深度液体各个方向的压强相等，液体的压强还与液体的

密度有关。

2.液体内部的压强公式为 p=ρgh

3．连通器：上端开口，下端连通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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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大气压与人类生活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确认大气压强的存在。

2.了解大气压的测量方法和估测方法，知道 1个标准大气压的数值。

3.了解液体的沸点跟表面气压的关系。

过程和方法

1.观察并描述跟大气压有关的现象，体验大气压强的存在。

2.经历估测大气压强的过程，领会估测大气压的方法。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通过对大气压应用的了解，初步认识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教学重、难点

重点：体验大气压强的存在，感知大气压强的大小

难点：1.理解大气压产生的原因及方向

2.托里拆利实验及原理

3.感知大气压的大小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演示实验]：1.将硬纸片平放在平口玻璃杯口，用手按住，并倒置过来(提

醒学生注意观察)，放手后，看到什么现象？(硬纸片掉下)

2.将玻璃杯装满水，仍用硬纸片盖住玻璃杯口，用手按住，并倒置过来(暂

不放手，问：如果放手，会出现什么现象?（先请同学们猜一猜)。放手后，看到

什么现象?(硬纸片没有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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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挂物钩的吸盘压在光滑的墙壁上，再将重物挂在钩上，吸盘仍然不会脱

落。

[讲述]：同学们要知道实验时，硬纸片和吸盘不会掉下来的原因吗，学习了

这节课的知识，就知道了。

二、进行新课

（一）怎样知道大气有压强

[阅读课文]：看图 8-25、8-26。读后问：是什么力使硬纸片和吸盘不会掉下

来？

[讲解]：地球周围被厚厚的空气层包围着，这层空气又叫大气层。空气由于

受重力作用，而且能流动，因而空气内部向各个方向都有压强。大气对浸在它里

面的物体的压强，叫做大气压强，简称大气压。

[阅读]：马德堡半球实验

[讲述]：空气把两个铜半球紧紧地压在一起，16 匹马都很难把它们拉开。对

于这个实验，同学们想试一试吗?现在，我们模仿马德堡半球实验来做一做。

[学生实验]：学生照课本中图 8-27（b）做实验，两个皮碗口对口挤压。然后

两手用力往外拉 (用较大的力才能拉开)。

[总结]：刚才同学们所做的模仿马德堡半球实验证明了大气压强的存在。大

气确实存在着压强，叫做大气压强，简称大气压。马德堡半球实验不仅证明了大

气压强的存在，还表明大气压强是很大的。那么大气压强有多大呢?

（二）怎样测量大气压

[学生活动]：估测大气压。如图 8-28 所示，先把注射器的活塞推至顶端，把

管内空气排出，用橡皮帽把它的小孔堵住。然后在活塞下端悬挂钩码，并逐渐增

加钩码数量，直到活塞将开始被拉动时为止。

[设疑]：要计算大气对注射器活塞的压强 p，需要测出什么？

[学生发言]：需要测出大气对活塞的压力和活塞的面积。

[学生讨论]：怎样测量大气对活塞的压力和活塞的面积呢？能否从二力平衡

的角度想出什么办法呢？

[教师点拨]：从给活塞施加向下的拉力角度考虑活塞受到的大气压力；活塞

的面积测量可通过测活塞周长或体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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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猜想]：用液体代替活塞是否更好呢？说出理由。

[演示实验]：出示一个长滴管，将长滴管下端放进红墨水中，先轻轻挤压滴

管的胶囊，再用力挤压，让学生观察液柱上升的情况。

[提问]：液柱为什么会上升呢？假如玻璃管是足够长的，液柱会一直上升吗？

由此你能想到一种测量大气压的方法吗？

[学生猜想]：当用力把玻璃管里面的空气挤出来时，由于外界大气压的作用，

使液柱上升；若把玻璃管内的空气全部排除，当玻璃管内水柱的压强等于外界大

气压时，水就不再上升了，而且保持一定高度。

[讲解]：这个实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测量大气压强的方法。由于水的密度过

小，要求玻璃管的长度很大，所以，科学家们选择了密度大的液体——水银来做

实验。这就是著名的托里拆利实验。

[多媒体播放]：托里拆利实验。

[讨论]：管内水银为什么不继续下落？

[讲解]：这是大气压强支持着管内的汞柱，也就是说大气压跟 760mm 高的汞

柱产生的压强相等。

[学生活动]：计算大气压强的值。P=ρgh=13.6×10
3
kg/m

3
×9.8N/kg×

0.76m=1.013×10
5
Pa

[总结]：1个标准大气压的数值为 1.013×10
5
Pa 它相当于在 1cm

2
表面受到

10N 的压力。通常人们把 760mm 汞柱所产生的压强，称作一个标准大气压，符号

为 1atm。1atm=1.013×10
5
Pa。

[讨论]：大气压作用在一个人手掌上的压力约为 500N，相当于一个质量为

50kg 的人站在你手掌上产生的压力。这么大的压力，我们为何感觉不到呢？（因

为人体内也存在压强，内外压力相互平衡；另外，人长期生活在大气中，已经适

应这种环境了）。

教师：大气压是固定不变的吗？大气压的大小与什么因素有关？

（三）大气压与人类生活

[学生阅读]：“大气压与人类生活”，举例说明大气压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

例子。

[多媒体展示]：⑴大气压的大小与海拔高度有关：随着高度的增加，空气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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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气压减小。

（2）大气压对人体的影响：高山反应——初次进入高原，空气稀薄，吸进来

的空气中含氧量减少，造成缺氧，加之气压较低，使人体出现一些不适症状。

（四）高压锅

[讨论]：刚才同学们提到，为什么高山上用普通的锅很难将饭烧熟？怎样才

能把饭煮熟呢？

[实验]；如图 8-34 所示，用注射器给沸腾的水打气加压，水还能继续沸腾吗？

对沸腾的水停止加热，随即用注射器抽气减压，水会再次沸腾吗？

[讲解]：这是因为水的沸点与水面上的气压有关。液体表面的气压增大液体

沸点升高，液体表面的气压减小，液体沸点降低。

[阅读]：P80。高压锅的原理

[简介]：航天服的作用和基本结构。

航天服按功能可分为舱内用航天服和舱外用航天服。

舱内航天服也称应急航天服，当载人航天器座舱发生泄漏，压力突然降低

时，航天员及时穿上它，接通舱内与之配套的供氧、供气系统，服装内就会立即

充压供气，并能提供一定的温度保障和通信功能。航天员一般在航天器上升、变

轨、降落等易发生事故的阶段穿上舱内航天服，而在正常飞行中则不需要穿着。

舱外航天服比舱内航天服要复杂得多，它是航天员出舱进入宇宙空间进行

活动的保障和支持系统。它不仅需要具备独立的生命保障和工作能力，包括极端

热环境的防护和人体平衡控制，氧气供应和压力控制，服内微环境的通风净化、

测控与通信保障、电源供应、航天员视觉防护与保障等，而且还需具有良好活动

性能的关节系统以及在主要系统故障情况下的应急供氧系统。

三、课堂小结

本节课我们做了哪些实验？请你用图形勾画出、或者用语言概括出这节课的

所学所得。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感触？你还有什么疑惑？还能提出什么问

题？

1．本节内容多，大气压概念抽象，学生感受不像固体压强和液体压强那么直

观，大脑对知识刺激产生的痕迹不很深。

2．托里拆利实验过程展示不够，学生对实验过程不很清晰，对现象的语言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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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不明了。

3．估测大气压的处理不能落到实处，课后学生动手做的不很多，问其原因，

大多回答：找不到注射器，也不知道挂什么重物，下节课或利用课余时间和学生

共同做实验：

器材：一次性注射器（20ml）、刻度尺、盛水塑料桶、杆秤

实验过程：（略）

收集的数据：V=20ml=20cm
3

h=7cm

塑料桶和水的总质量 m=2.9kg

计算：F=G=mg2.9kg×9.8N/kg=28.42N

S=V/L=20cm
3
/7cm=2.86×10

-4
m
2

p=F/S=28.42N/2.86×10
-4
m
2
=9.937×10

4
Pa

4．学生对知识掌握到什么程度不明确，课后了解了他们哪些知识未听懂。主

要有：（1）大气压到底是怎么产生的（2）为什么大气压朝向各个方向（3）为什

么大气压等于高为 760mm 汞柱产生的压强。这些教师需要作必要的说明，高速他

们本节课只要认识到什么程度，至于他们的疑问，不需要掌握或者暂时还很难讲

清。

5．一个想法：是否有必要将每节课要求学生掌握哪些知识，掌握到什么程度

用小黑板挂出或印成学案。


	          教学设计         
	第八章 神奇的压强
	第八章 神奇的压强
	8.1  认识压强
	教学目标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重点难点
	五、板书设计：

	8.2  研究液体的压强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学过程
	三、课堂小结

	8.3   大气压与人类生活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过程和方法
	教学重、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