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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强度》教学设计 

课题名称： 《电场强度》第 1 课时 

姓    名： 李 征 工作单位： 南阳市第五中学 

学科年级： 高二年级 教材版本： 人教版物理选修 3-1 

 

1.教学目标 

1.通过回顾电场观点提出的历史，使学生领略到科学的和谐与继承性，知道场是客观存

在的一种特殊物质形态，电荷间相互作用通过电场发生；对物质的认识由实物物质扩展到场

物质； 

 

2.通过了解试探电荷作为理想模型的作用和要求，让学生练习使用迁移类比、理想模型

的思维方式研究抽象事物。 

 

3.通过经历用比值法定义电场强度的建构过程，让学生理解电场强度的概念、单位和方

向，并会进行有关计算；体会将抽象问题转化为直观问题的思维方式，理解比值 F

q

反映的是

电场强弱,培养学生透过现象探究本质的能力，帮助其树立严谨的科学态度与锲而不舍的探

索精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课堂。 

 

4.通过推导点电荷场强的决定式,培养学生利用科学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在

此过程体验探索规律的艰辛与喜悦，进一步养成将知识应用于生活实践的科学素养。 

 

5. 通过师生互动、合作探究，加深学生对矢量的理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让

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2.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 “场”概念的形成       

2、 理解电场强度的物理意义     

3、 点电荷电场决定式的推导 

教学难点：  

电场强度的定义方法 

 

3.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起电机、绝缘导体球（大号）、绝缘架子与绝缘挂钩、轻质金属小球、塑料棒

（或橡胶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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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计思路与教学流程示意图 

 以“电荷间相互作用如何发生”、“如何描述电场的强弱”两大问题为主线展开，具体思路和教学流程如

下图： 

 

 

 

 

 

 

 

 

 

 

 

 

 

 

 

 

 

 

 

 

 

 

 

 

 

 

 

 

 

 

 

 

 

 

 

 

 

 

 

 

 

 

确立研究方

法：比值定义 

 

电场定义式 

 
巩固练习 

 

提出实例：点电

荷的场强 

 

猜想、讨论 

 

检测

评价 

 

得出结论 

 

正/负点电荷场强

特点(大小/方向) 

 

巩固性

作业 

 

知识体系 

整理与回顾 

 

小结 

 

结束 

 

开始 

 

实验引入 

复习库仑定律 

 

提出疑问：超距力

是否存在 

 

讨论与演示 

 

通过实验 

建立场概念 

 

提出疑问：如何

研究电场特征？ 

 

猜想、讨论 

 

确 立 研 究 方

法：试探电荷 

 

实验探究：电场

强弱的特征 

 

猜想、讨论、

例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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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过程 

教 学

内容 

 

1. 

引入 

新课 

 

 

 

 

 

 

 

 

 

2. 

新课 

教学 

 

 

 

 

 

课堂 

讲述 

 

 

 

 

 

 

 

 

 

 

 

 

课堂 

练习 

 

 

 

 

分组 

教 师 活 动 

首先与学生握手，说明弹力接触发生。通过幻灯片举出生活实

例，导言：力不能脱离施力、受力物体而独立存在，即力具有物质

性。 

提出问题：物体之间有力的作用时，必须接触吗？引入重力、

磁力，复习上节课的库仑定律。提出疑问：非接触力发生相互作用

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难道能够不需要介质超越空间吗？ 

进行实验：金属小球带电后，偏离了原来的平衡位置，说明在

导体球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物质。 

引出“场”的概念 

让学生认识到电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但

能为人的意识所认识。随之介绍其基本性质：电场对放入其中的电

荷有力作用。 

板书：电场 1.定义 2.基本性质（略） 

提出第 2 个问题：电场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客观存在，我们

如何来认识它？摸清它的“脾气”？——可以根据它表现出来的性

质来研究它。（即从静电力入手） 

（此处类比法的使用：）如何知道一杯水的温度？ 

——引出“试探电荷”的概念 

继续类比:温度计放在水中后，会对周围水的温度产生一定的影

响。若要这种影响忽略不计，对温度计本身有什么要求？ 

再问:引入的试探电荷应具有什么特点才能真正反映原电场的性

质? 

——弄清楚对“试探电荷”这个理想模型的要求 

做实验：在一个带电体周围不同距离处悬挂相同的带电小球，

观察现象。         

     

提出问题：相同带电小球在某一电场中的不同位置所受作用不

一样，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其本质原因是什么？ 

预设 

学生活动 

 

学生解答 

 

 

 

 

学生回答 

 

 

 

 

 

学生感知 

 

 

 

 

 

 

学 生 回

答：用温

度计 

 

 

学 生 回

答：温度

计的个头

和质量不

能太大 

 

 

 

学生观察 

 

 

 

学生思考 

 

 

学生回答 

 

根据库仑

设计意图 

 

抓住要害，让

学生在原有

的知识结构

的基础上，不

知不觉地开

始新的认知

体系的建构。 

 

师生共同做

实验，提高学

生的课堂参

与度 

 

 

 

先让学生从

心理上接受

“场 ”这个新

概念 

 

 

用温度计类

比 “ 试 探 电

荷”，从两个

不同角度达

到让学生从

形象思维向

抽象思维的

过渡 

 

通过以上合

理设问，明确

思维轨迹。让

学生清晰地

掌握场强引

入的思路及

其物理意义，

将电场的强

弱由定性感

知变为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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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练习

与 

思考 

 

 

 

 

 

 

 

 

 

 

 

 

 

 

 

 

 

 

 

 

 

 

 

例题

精选

一 

 

    ——说明库仑力的大小与距离有关。 

又提出问题：能否用电场力的大小表示电场的强弱？ 

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一起学习电场强度——引出电场强度的概

念 

趁热打铁：提出探究的例题 

如图,真空中点电荷电量是Q, A是其电场中的某点,AQ的距离为

r. 现将电量为 q、3q、9q(q<<Q)的试探电荷依次放在 A 点，请计算

每个试探电荷所受电场力的大小.(静电力常量 k 已知) 

要求学生根据题意、完成表格，并分组讨论。用什么物理量描

述电场的强弱最合适？ 

 

提问学生代表回答。 

最后让学生在上述思考的基础上归纳电场强度物理意义、定义

及其单位。 

板书：电场强度 1.定义式：E=F/q 

2.单位 3.物理意义（略） 

提出问题：电场强度有方向吗？ 

师生互动：教师充当源电荷，找学生充当试探电荷（正、负各

一），让学生指出其所受电场力的方向，并让对应学生的同桌指出

所在处电场强度的方向。 

    通过互动，不仅形象地说明场强是矢量，还说明了正、负受电

场力方向与场强的关系 

    板书：电场强度的方向：正电荷所受电场力的方向 

提出练习与思考：（幻灯片展示） 

空间存在静电场,在电场中的A点放入电量为 2×10-9C的正电荷,

电荷受到方向向右大小为 4×10-4N 的电场力,A 点的场强大小为

______ N/C,方向_____;若在该点改放电量为 1×10-9C的负电荷,电荷

受到的电场力大小为________N,方向_____;此时 A 点的场强大小为

________N/C；方向______ 

如果在A点放入一个 q=0的质点，该点的场强大小为_____ N/C 

 

分不同层次解释电场强度在试探电荷变化的时候、取走试探电

荷的时候，对该点电场强度有无影响。 

 

再次用到类比法：引导学生观察灯泡。 

将灯泡、灯光、学生的目光类比为场源电荷、场强和试探电荷，

从而更加形象的说明试探电荷的电量多少和有无对场强毫无影响。 

提出：能否认为 E∝F、E∝1/Q？ 

继而拓展到一系列用比值定义的物理量，如速度 v=x/t、加速

度 a=△V/t、密度 ρ=m/V、电阻 R=U/I 等，总结这一系列定义式

的共同点：用比值定义的物理量与比值中的两物理量无关。该知识

点在后面电容的学习中要再次强化。 

例题一（幻灯片） 

定律计算

数据，讨

论用什么

样的物理

量描述电

场的强弱

最合适。 

 

 

 

 

学生代表

回答 

 

 

 

 

师生互动

活跃课堂

气氛 

 

 

 

 

 

思考、选

择 

 

 

 

讨论、探

究 

 

 

 

 

 

 

 

 

 

学生代表

回答 

 

 

 

计算,既突出

重点，又突破

了教学难点

之一。 

 

 

 

师生互动，提

高了学生的

课堂参与度，

使其更加有

兴趣地融入

到课堂中来，

并对电场强

度方向的规

定性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 

 

 

 

 

 

 

 

 

对电场强度

这个抽象的

概念有了定

量、清晰的认

识 

 

 

 

 

 

 

立足更高的

层次从点到

面，提高学生

对物理体系

的认知水平 

 

 

加强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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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分析 

 

 

 

 

 

 

 

 

 

 

 

 

 

 

 

 

3. 

回顾 

总结 

 

 

 

4. 

布置 

作业 

下面进入实例应用 

电场的种类非常多，有一种很重要的就是点电荷的电场。 

提出问题 3:点电荷的电场强度如何？ 

让学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讨论、探究、得出结论（提示：利

用场强的定义式和库仑定律）  （板书该公式） 

该结论充分说明：电场中某一点的电场强度是唯一的，与试探

电荷无关，而是决定于场源电荷和空间位置 

点电荷周围电场强度的方向呢？（不要忘了电场强度是矢量） 

师生互动：教师拿有代表源电荷的模型走到学生中间提问 

+++

          

---

 

   设计问题：以点电荷为圆心的同心圆上的两点，强化场强矢量性 

分析本节课的两个公式 E=F/q 和 E=kQ/r2有什么区别。 

   强调第一个是定义式，第二个是决定式；另外，必须分清楚两个

字母 Q 代表的含义不同 

 

复习回顾本节课所学知识，对物理体系进行整理与补充 

教师在评价的同时加以补充 

 

课后作业 

 (一).阅读课本 P13【科学漫步】《法拉第和场的观点》； 

——该项阅读不仅能让学生回顾电场观点提出的历史，领略科

学的继承性，加深对“场”这种特殊物质的理解；同时此文中法拉

第对于场的形象描述还可以帮助学生建立将抽象问题转化为直观问

题的思维方式，为下节课电场线的讲解打下基础。 

   (二).完成课本 P14 《问题与练习》 第 1、2、3 题 

   ——课后第 1 题使用电场强度的定义式进行计算，学以致用；第

2 题利用微观粒子电子和质子，加强对点电荷场强的感性认识；而

第 3 题将地球附近的重力场与电场类比，对“场”的类型进行了补

充，为学生更加完整的理解“场”乃至后面复合场这类抽象概念埋

下了伏笔。 

 

 

 

分析推导 

讨论探究 

 

 

思索 

总结 

 

 

 

 

 

 

 

学生畅谈

对本节课

知识上的

收获,思想

方法上的

领悟;重新

回顾本节

课知识,重

复记忆 

 

 

 

学生课后

对本节课

知识巩固

强化 

 

 

提高学生的

自我学习能

力 

 

 

 

 

 

师生互动 

 

 

 

 

 

帮助学生梳

理本节知识，

培养学生归

纳总结能力 

 

 

 

 

 

 

 

 

使学生巩固

所学知识、领

会研究方法,

达到学以致

用的目的 

 

6.板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