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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教學 

內容 

人教版八年級上冊第六

章 

——《質量與密度》 

適合 

年級 
初一至初三 

教學總 

課時數 
6 

教 

材 

分 

析 

  《質量與密度》一章包括四節內容，包括第一節《質量》、第二節《密

度》、第三節《測量物質的密度》和第四節《密度與社會生活》。 

當中《質量》一節先引入質量的基本概念，同時讓學生學會使用天

平測量質量。由於這一節的新概念比較多，還有新工具的使用，為了讓

學生能充分理解、掌握，為第二節作好準備，這節需要兩課時教學。 

《密度》一節在整章教學中可謂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利用《質量》

一節的知識，去探究密度的新知識，并為后兩節的實驗和應用打好基

礎。而且密度的知識在日常生活中應用廣泛，也是以後學習壓強、大氣

壓強、阿基米德原理和物體浮沉條件等內容的必要基礎。所以《密度》

一節是全章教學的重中之重。但密度涉及比較抽象的概念和公式計算，

更要學生在探究中領悟科學的研究方法，這些都加強了學生學習的難

度，在教學過程中要採取多種教學手段，降低學生入門的台階。這一節

也需要兩課時的教學。 

《測量物質的密度》一節是上一節《密度》的延伸和深化，必須讓

學生親身經歷實驗的過程，才能熟悉天平和量筒的使用、理解密度的含

義，才能深刻體會探究的樂趣，在科學素養上得到全面的提升。這一節

應該在師生都有充分準備的前提下，教師盡量放手，讓學生最大程度去

體驗探究之旅。 

《密度與社會生活》一節是讓學生感受密度知識在實際生活中的廣

泛應用，懂得理論聯繫實際，知道物理的實用性。這節要善用多媒體的

手段，讓學生對應用實例有更廣泛性的認識，課堂要盡量開放，讓學生

在交流中擴展見聞。 

學 

生 

分 

析 

    本章是學生在學習了有關物質的形態和變化的基礎上，進一步來認

識物質的屬性。經過半年時間的學習，學生不管是科學探究的能力還是

認知水平都有了一定的提高。本章除了進一步注重學生的科學探究活動

外，在科學內容方面著重認識兩個重要物理量——質量和密度。質量在

物理學中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物理量，但對學生來說質量是個比較生疏的

概念；而對它的單位，購物時經常用到，比較熟悉。測質量的儀器——

天平，對學生來說是比較複雜的儀器。在“密度”一節，它的理解和正

確運用對學生來說是有一定的難度，要多加聯繫和實踐才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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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目 

標 

一、知識與技能  

   1、知道質量的概念和單位 

   2、知道托盤天平的構造；會正確使用天平測量物體的質量 

   3、理解密度的物理意義，能寫出密度的公式，知道密度的單位及換

算 

   4、掌握測量物質密度的方法。 

5、學會用密度知識解決簡單的實際問題 

二、過程與方法：  

1、通過探究“物質的質量和體積的關係”的實驗，體驗用比值不變

反映的 

量關係來定義物理量的方法，學會實驗中收集數據，并通過圖像分析結

論。 

2、通過“測量物質的密度”實驗，使學生經歷完整的科學探究過

程，培養學 

生設計實驗、進行實驗的能力，并從實驗中體驗探究的樂趣。 

三、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1、讓學生中實驗探究中，感悟科學研究的方法，為學會學習打下基

礎。  

2、讓學生認識到要適應現代化生活，需要理解社會生活中的科學技

術，應用物理知識解決實際問題， 

教 

學 

重 

點 

 

1、通過學習，知道質量的概念和單位。  

2、 通過實驗，掌握天平和量筒的使用。  

3、 通過實驗探究，理解密度的物理意義，掌握密度的公式計算。  

4、 通過實驗，掌握測量密度的方法，并學會用密度知識解決簡單的實

際問題 

設計 

創意 

和 

特色 

（1）摒棄市面的練習冊，自製《導學案》。雖然粗淺，但貼合我

們學生的實際和本校的教學要求，利用率很高。 

（2）堅持小組互助形式。根據學生成績、能力平均分組。小組內

分工合作，逐漸培養收集整理資料，自學簡單知識，自主探究的能力。 

（3）堅持探究式實驗，不搞形式主義，不用教師演示代替自主探

究。允許學生犯錯，讓學生在錯中學，在錯中完善，真正經歷自主探究

的整個過程。 

（4）課後任務以製作“環保天平”為主，避免題海戰術的枯燥，

真正讓學生動手動腦學物理。 

（5）課後開放實驗室，把有限的課堂實驗大大擴展，讓學生把他

千奇百怪的想法付諸行動，去探索他想知道的更多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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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日程表 

 

日期 課時 章節、內容 地點 

1 月 6 日 1 6.1《質量》 教室 

1 月 8 日 1 《質量》練習鞏固 教室 

1 月 10 日 1 6.2《密度》 教室 

1 月 13 日 1 《密度》練習鞏固 教室 

1 月 15 日 1 6.3《測量物質的密度》 實驗室 

1 月 17 日 1 6.4《密度與社會生活》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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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6.1 質量 

教學概述 

  本節內容包括四部分知識，即“質量的概念”，“質量的單位”“用天平

測質量”和“質量是物體的一種屬性”。質量是物理學中一個基本概念，但學生

往往把它跟“重力混淆”，還有對其單位的認識也不太科學，教學中要注意聯繫

生活實際，多用實例、實物使學生比較科學認識地認識“質量”。而天平是一種

比較複雜而又重要的測量工具，這就決定了天平的使用是本節教學的重點和難

點。為攻克這難點，課堂教學外增添分組製作“環保天平”的活動，讓學生學中

做，做中學。經歷製作過程后，學生會對知識理解更透徹。 

 

教學目標 

知識與技能 

1、了解質量的初步概念，知道質量的單位和換算 

2、掌握天平的使用方法，學會使用天平測量固體和液體的質量 

3、認識質量是不隨物體的形狀、位置和物態的變化而變化的物理量 

 

過程與方法 

   1、經歷“使用天平”的自學與實際操作，讓學生學會通過多種手段收集資

料、分析資料，并內化為自身技能的能力。 

 2、經歷分組製作“環保天平”，提高學生交流合作，動手動腦學物理的能力。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1、通過使用天平的技能訓練，培養學生嚴謹的科學態度與協作精神。 

2、通過探究和製作的學習過程，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讓其體會到交流與合

作的重要性 

  

教學重點 

 1、質量的概念 

2、天平的使用 

 

教學難點 

天平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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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時      

兩課時 （知識學習一課時，練習鞏固一課時） 

課前準備 

1、教師準備：由兩類物質製成的小物體數件、天平、教學課件、導學案 

2、學生準備：課前小組合作收集、歸納天平的使用說明，嘗試完成導學案《課

前導學》 

 

教學過程 

本节课可分为四大部份內容的教學： 

第一部份，質量的概念。 

（1） 让学生將各種小物件（鐵釘、膠飯盒、礦泉水瓶、湯匙、膠尺、鐵盒 ）

進行分類，區分物體與物質——一切物體都是由物質組成的。 

（2） 讓學生比較各組物件（鐵錘和鐵釘，大玻璃杯和小玻璃杯、木臺和木

凳 ）的異同，引入質量的定義——物體所含物質的多少叫做質量。 

 

第二部份，質量的單位。 

（1） 讓學生交流所有認識的質量單位，明確質量的國際單位（kg）和常用

單位（t、g、 

mg）。  

（2） 清楚各單位間的換算關係，并進行簡單的換算練習。 

（3） 讓學生估算一些物體的質量，感受各類型物體的質量，并引出使用測

量工具的必需性 

 

第三部份，質量的測量。 

（1） 認識生活中稱量質量的一些工具。 

（2） 認識托盤天平的構造。 

（3） 根據課前的資料收集，交流分享托盤天平使用的注意事項。 

（4） 用習題測試學生對托盤天平的使用的了解程度，討論、歸納托盤天平

的使用步驟。 

（5） 學習托盤天平的讀數方法，并進行練習。 

 

第四部分，質量是物體的一種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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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讓學生分析實例（泥團和泥玩具，冰和水，國旗由地球轉移到月球）

的異同，導出結論——質量是物體的一種屬性，不隨形狀、物態和位

置而變化 

（2） 針對練習 

 

堂上練習：導學案《嘗試練習》和教材上的課後練習 

 

課後任務：小組競賽——用環保材料製作一架天平 

教學反思   

讓學生課前分組收集、歸納天平的使用說明，一方面可以大大節省堂上有限

的時間，另一方面也可以把教師灌輸知識改變為學生主動合作交流獲取知識，大

大培養學生利用各種渠道收集整理信息的能力。而把書面練習放到課堂上，提高

了解題效率，減少了學生課後抄功課的現象。更大的好處是能騰出課後的時間讓

學生進行分組製作“環保天平”，貫徹動手動腦學物理的思路。 

但有小量學生過分依賴認真的組員，自己“不勞而獲”。所以小組的構建和

分工上，教師一定要作技術性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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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密度 

教學概述 

    密度是一個應用十分廣泛的物理概念，也是以後學習壓強、大氣壓強、阿基

米德原理和物體浮沉條件等內容的必要基礎。通過本節教學應該使學生掌握密度

的概念、會查密度表、知道水的密度。其中密度概念比較抽象，學生在學習時往

往感到難以理解。而教材是通過實驗去引入密度的，因此，做好實驗是本節教學

的關鍵。實驗前要求學生對實驗器材、實驗方法、實驗步驟都有充分準備，明白

實驗就能基本理解密度。 

     

教學目標 

知識與技能   

1、知道密度的定義、公式和單位，初步理解密度是物質的一種性質。 

2、會查密度表、知道水的密度。 

3、能聯繫實際運用密度公式進行計算。 

過程與方法 

1、探究“同種物質的質量與體積的關係”活動中，體會利用比值不變反映的

數量關係來定義物理量的方法。 

2、在探究實驗中學會收集數據，利用圖像法分析數據。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1、通過觀察和探究的學習過程，讓學生對科學探究有整體認識，并體會探究

的樂趣 

  

教學重點 

1、密度的概念 

   2、密度的公式及其計算 

 

教學難點 

 理解密度概念 

 

教學課時      

兩課時 （密度基礎知識學習一課時，密度計算練習一課時） 

 

課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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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準備：幾塊大小不一的鋁塊和木塊、天平、教學課件、導學案 

2、學生準備：完成導學案《課前導學》 

 

 

教學過程 

本節教學內容可分为四大部份： 

第一部份，探究同種物質的質量與體積的關係。 

（1）提出問題： 

A、用天平測量體積相同、材料不同的幾個物體， 

得出結論——體積相同的不同物質，質量不同 

    B、學生思考：同一種物質的質量和體積的關係呢？ 

       提出問題，明確實驗目的。  

（2）設計實驗 

A、明確實驗中要測量的物理量——質量和體積 

B、準備器材，并熟悉器材的使用——天平和量筒 

C、明確實驗步驟，設計實驗表格 

（3）進行實驗，收集數據 

（4）利用圖像分析實驗數據，討論得出結論 

——同種類的物質，質量跟體積的比值相同；不同種類的物質，質量跟體

積的比值不同。 

   引出密度概念 

 

第二部份，密度的基本知識。 

（1）密度的概念：單位體積某種物質的質量叫做這種物質的密度（ρ） 

（2）密度的計算公式： 

 

 

（3）密度的單位：      、 

（4）密度的基本練習 

 

第三部份，常見物質的密度 

（1）學會查密度表，知道一些常見固體、液體、氣體的密度。 

333 m/kg10cm/g1 

體積

質量
密度 

V

m


3kg/m 3g/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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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識記水的密度，并理解其物理意義 

 

第四部分，密度的計算 

（1）利用密度公式進行密度計算練習 

（2）利用密度公式的變形式計算物體的質量或體積 

 

堂上練習：導學案《嘗試練習》和教材上的課後練習 

 

課後任務： 

（1）收集資料，嘗試設計測量不規則固體、液體、浮於水固體密度的實驗 

（2）繼續完成環保天平的製作。 

 

教學反思   

理解密度確實是本節的難點，學生很容易把生活中一些認識，如“油比水

輕”、“鐵比棉花重”等帶到物理課堂，在實際分析中分不清“質量”和“密

度”。課堂上利用探究實驗，讓學生一步一步明白“密度”只是“質量”和“體

積”的比值，這比值只跟材料的種類有關。另外，堂上練習也大大鞏固了學生對

知識的理解和掌握，為自主實驗打下很好的基礎，而且還騰出了課後時間來為下

節的實驗作充分準備。總的來說，本節教學效果符合理想。其實本節的探究實驗

採用堂上教師和學生代表合作演示的形式，其他學生已經出現躍躍欲試的情況，

要是條件允許，把這一節的演示實驗也改為探究實驗，可能“探究性課堂”會來

得更徹底，學生會更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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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測量物質的密度 

 

教學概述 

    測量物質的密度是初中階段一個很重要的實驗，對培養學生的實驗能力有重

要的作用。教材沒有現成的實驗步驟，但本實驗又要求學生有目的、有計劃地進

行操作，正確地記錄數據并得出結果，對於初中學生來時，難度比較大。所以在

實驗前必須確保學生對實驗器材的正確使用，引導學生進行小組討論，明確實驗

的目的、原理，明白實驗步驟。教師在實驗中既要放手，又要密切留意，適時提

醒錯誤。 

     

教學目標 

知識與技能 

1、會用使用量筒測量固、液體的體積 

2、會利用密度公式間接測定密度，進一步理解密度的概念 

 

過程與方法 

經歷自主完成“測量物質的密度”實驗，體會等量替換的方法，規範實驗操

作的步驟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在探究試驗中，使學生提高動手能力，培養嚴謹的科學態度，並體會交流與

合作的重要性 

  

教學重點 

能在實驗中測量物質的密度。 

 

教學難點 

自主設計并進行“測量物質的密度”的實驗。 

 

教學課時     一課時  

 

課前準備 

1、教師準備：天平、量筒、小金屬球、鹽水、蠟塊、導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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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準備：課前小組合作收集、歸納量筒的使用說明，嘗試完成導學案《課

前導學》部份 

 

 

 

 

教學過程 

本节课為學生實驗課，課堂以學生為主導，教師從旁適時指導，基本流程分

三大部分： 

第一部份，學生分享交流課前所做得實驗準備（器材的使用、實驗的設計、

注意事項等）。 

 

第二部份，學生小組內分工合作，進行實驗，完成實驗工作紙。 

   

第三部份，學生交流實驗結果，找出各自實驗中的錯漏或導致誤差較大的原

因，提出改善的意見。 

 

課後任務 

（1）收集利用密度鑒別物質的事例 

  （2）繼續完成環保天平的製作 

 

 

 

教學反思 

學生經過半年的物理知識學習，逐漸累積一些科學探究經驗，而且課前特別

為自主實驗作了充分的準備，所以本節實驗課，教師嘗試全部放手讓學生自行解

決。由設計實驗到進行實驗，到數據分析，最後得出結論，都是學生以小組形式，

交流合作完成的，教師只是作為組織者和協助者。結果大部分學生能夠在課堂完

成實驗，實驗數據也大都在合理範圍內，學生都很興奮，很投入。但是也有小部

分學生由於器材的問題或是分工不當問題，未能在課堂完成任務，在課後的實驗

室開放時間也順利完成了。本節課的效果讓人非常滿意，只是教師還是為了照顧

一些能力稍遜的學生，提供了實驗工作紙，要是能夠連工作紙也免去，想必學生

的自主性更強，但這對學生的要求就更高，就更需要平時的訓練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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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密度與社會生活 

教學概述 

本節內容分兩部分：密度與溫度，密度與物質鑒別。教學設計上把第一部分

作為常識性了解，利用多媒體手段，呈現多種實例，擴闊學生的視野，知識上不

作過深要求。而第二部分則是本節的重點，也是全章知識應用的升華。密度與物

質鑒別是在密度概念及其測量的基礎上，進一步介紹如何利用密度知識解決實際

問題。教學中要聯繫多種生活實例，讓學生明白密度應用的重要性，并利用適量

的習題訓練作為知識的鞏固和深化。同時，為延伸學生的學習熱情，滿足學生的

好奇心，課後開放實驗室，讓學生利用已有知識自主測量個人物品的密度，大致

判斷物質的組成，達到學以致用。 

 

教學目標 

知識與技能 

1、知道密度對生產和生活的重要作用，能解釋密度與社會生活相關的簡單問

題 

2、理解密度是物質的一種性質，并能利用密度知識鑒別物質 

 

過程與方法 

經歷用密度知識鑒別物質的過程，讓學生學以致用，體會同一問題可從多角

度思考，用不同方法解決。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通過學習密度知識的應用，認識到物理理論在解決實際問題中的重要作用，

激發學習的熱情  

 

教學重點 

    會用密度知識鑒別物質 

 

教學難點 

結合密度知識，採用多種方法鑒別物質 

 

教學課時     一課時  

 

課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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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準備：兩個氣球、酒精燈、風車、小物體數件、天平、量筒、教學課

件、導學案 

2、學生準備：課前小組合作收集利用密度鑒別物質的實例 

 

 

教學過程 

本节课可分为兩大部份內容: 

第一部份，密度與溫度。 

（1） 小實驗：吹鼓的氣球靠近點燃的酒精燈；風車放在點燃的酒精燈上方 

分析，得出結論——溫度能夠改變物質的密度 

（2） 學生交流分析：風的形成 

（3） 認識水的反常膨脹，分析北方水管凍裂的原因 

 

第二部份，密度與物質鑒別。 

（1）利用密度知識大致鑒別物體的物質組成 

（2）利用密度知識鑒別物體是否空心 

（3）交流分享密度鑒別在實際應用中的實例 

 

堂上練習 

導學案《嘗試練習》和教材上的課後練習 

 

課後任務 

開放實驗室，讓學生自由測量各種物品的密度，并嘗試鑒別物質 

 

教學反思   

“密度與溫度”部份雖因只作認知要求，部份小實驗由老師演示，但部份學

生對一些相關現象還是難以理解，相信若學生親自動手做一做這些小實驗，效果

可能會更好。 

“密度與物質鑒別”部份學生很感興趣，都躍躍欲試，在實驗室開放時間，

紛紛拿來水果、飾物、生活用具等來測試密度，期望能大致判斷其物質組成情況。

幸好有開放實驗室讓他們自己探究，否則真是扼殺了他們的好奇和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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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評估 

本章內容的教學按教學設計比較地順利完成，學生在課堂表現活躍，對相關

的物理現象充滿好奇，對探究實驗更是興趣盎然，單元測驗平均分達 78.5 分，160

個學生中只有 8 個不及格，教學效果勝於預期目標。 

（1）對於自製的《導學案》，學生的接受程度比較高。對於“課前導學”部

份，學生感覺能帶領他們有方向、有計劃地進行課前預學，課前收集資料。“嘗

試練習”比較貼近學生水平，大部份學生能夠在課堂自主完成。但是“學習目

標”、“學習重點”、“學習難點”部份往往被學生視而不見，由此可見學生還

是比較依賴教師堂上的“給定目標”，自學能力有待提高。 

（2）小組互助形式經過多年實踐，漸漸見成效。一些資料的收集整理，問

題的分析討論基本能在小組內得到解決。但在自主探究實驗中，學生的能力就高

低立現。能力強的學生十分投入和興奮，個人的才能得到大大的發揮，增添了自

信，提高了興趣。一些能力差點的學生則顯得比較被動和力不從心，只能仰賴組

內能力比較強的成員。 

（3）堅持探究式實驗，不搞機械式重複實驗，對學生科學素養，動手能力

的培養，效果是顯而易見的。探究中讓學生更容易理解概念知識，也讓學生更信

服科學的力量。當學生在平時的生活中也爆出一句“用控制變量法”啦，便可知

科學探究已經“深入民心”了。哪怕學生探究的結果有錯漏，但他能有自主探究

的精神，已經是達到教學的最大目標了。 

（4）把習題放到堂上解決，騰出課餘時間做相關的小製作，是活化物理知

識，貫徹動手動腦學物理的最好方法。對于“環保天平”的製作，學生都很積極

認真，所有小組都有製成品出來，都想爭取“最佳製作”。而且經過參與製作后，

很多學生對天平的測量原理恍然大悟，收穫甚豐。 

（5）課後開放實驗室，事實證明是很好的決定。一些能力差點的學生，沒

能在課堂完成任務，他可以課後到實驗室去慢慢摸索，即使慢，也是自己探究所

得，那滿足感不是抄襲別人成果所能給予的。一些能力強的學生更是雀躍，因為

他們腦海里想的比教師還要多，課堂上又不允許他們一一提出。開放了實驗室，

他們便可以把他千奇百怪的想法付諸行動，例如他的運動會獎牌的密度是多少？

蘋果的密度是多少？媽媽的手鐲是金的還是銅的？……大大激發了學生對科學

探究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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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建議 

反思整個教學過程，感覺還有一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1）《導學案》的“學習目標”要寫得不夠直接到位點，有些學生會覺得這

只是泛泛而談，沒有實效，不用細看。“嘗試練習”有些題目用了多年欠缺新意。 

（2）小組互助形式有效，但學生的能力畢竟有限，特別是差一點的學生，

還是需要教師更多的直接指導。 

（3）自主探究實驗是學習物理的重要方式，但一些自覺性較差的學生容易

以為是讓他“自由玩”。導致實驗堂就期待、興奮，理論、練習堂就靜不下心來

學習。 

 

經過三年的改善，本教學設計日趨成熟，執行起來已經“順心順手”，但有

些細節問題還要改善，建議如下： 

（1）重視《導學案》中的“學習目標”的設置，描述要更仔細到位，讓其發

揮應有的導向作用。“嘗試練習”要保持每年更新部份題目，不能“一勞永

逸”。題目的設置也要更有梯度，讓學生既有自信題，也有挑戰題。 

（2）繼續進行小組互助形式，但要對差生加強幫扶力度，組員幫助和教師輔

導雙管齊下。 

（3）自主探究實驗首先要端正學生的思想，明白這是學習中很重要一環，必

須努力參與。但是理論分析，習題鞏固是不或缺的，理論學習與自主探究不能顧

此失彼，要有機結合，方能相得益彰，知識掌握得更扎實。 

（4）小製作和開放實驗室很受學生歡迎，是很有實效的課堂補充，日後要儘

量設計更多類似的活動，激發學生的興趣，鍛煉學生動手動腦的能力。 

 

 

 

 

參考資料 

《中學物理教學》 、《中學物理備課教案大全》、 

《兩岸四地首屆中學物理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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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導學案 

 

6.1 質量 
【學習目標】 

1、知道質量的概念 

2、知道質量的單位及其換算關係 

2、知道托盤天平的構造；會正確使用天平測量固、液體質量[來

源:www.shulihua.net] 

【學習重點】正確使用托盤天平測量物體的質量  

【學習難點】正確使用托盤天平測量物體的質量 

 

【課前導學】 

1、使用測量工具前要瞭解該測量工具的__ ________和_________ 

2、托盤天平的主要構造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托盤天平測量的原理？ 

                                                                 

4、觀察天平并思考問題 

①天平應怎樣放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指針指在什麼位置天平平衡了____________________ 

③稱量質量前，怎樣調節天平的平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④標尺上每 1 小格表示__________g 

⑤遊碼的作用___________________，在什麼時候使用__________________ 

5、使用天平有哪些注意事項 

                                                                                 

                                                                                

6、你清楚使用天平測量物理質量的步驟嗎？ 

                                                                                

                                                                                

 

【嘗試練習】 

1、“在用天平稱物物質量”的實驗中，張強把托盤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

發現指標基分度盤中線左邊一點，這時應該（    ） 

A．把橫樑右端的螺母向右移   B.把橫樑右端的螺母向左移 

C．把遊碼向右移      D.在右盤中加一小砝碼 

2、下列有關托盤天平的使用不正確的是（    ） 

A．稱量物體前首先應估計被測物體的質量以超過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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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稱量時，向右移動遊碼，相當於向右盤增加砝碼 

C．不管桌面水平上要調節天平平衡就可以稱量 

D．不能把化學藥品直接放在托盤上稱量 

 

3、要測一枚郵票的質量，下列辦法中正確的是（    ） 

A．把一枚軸票直接放在天平上稱量 

B．先測出一枚軸票和一個螺帽的總質量，再減去螺帽的質量 

C．先測出 100 枚軸票的質量再除以 100 

D．以上三種辦法都可以 

 

4、在實驗室裏用_ _______測物體的質量，在某次實驗中所用砝碼的個數和遊

碼的位置如圖所示，那麼該物體的質量是 

__________g． 

源:www.shulihua.net 

 

5、某同學用托盤天平稱一物體的質量，將天平調節平衡後，估計這物體的質

量約為 50g，就把物體和砝碼分別正確地放入盤中，發現指標明顯地偏向分度盤

中線的左側，那麼他應該（    ） 

A．減少砝碼                B．增加砝碼 

C．將橫樑右端的平衡螺母向右移動        D．將橫樑右端的平衡螺母向

左移動 

 

6、托盤天平橫樑上都有尺規和遊碼，向右移動遊碼的作用是（     ） 

A．相當於向左調節平衡螺母            B．代替指針用來指示平衡 

C．相當於在左盤中加小砝碼            D．相當於在右盤中加小砝碼 

 

【學習反思】 

通過這堂課，你學到了什麼？你還有什麼疑問？請將你的收穫和反思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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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密度 
【學習目標】 

1、初步理解密度的物理意義，確認密度是物質的特性 

2、能寫出密度的公式，知道密度的單位及換算 

3、初步學會用密度知識解決簡單的實際問題 

 

【學習重點】 

1、理解密度的概念、公式、單位 

【學習難點】 學會用密度知識解決簡單的實際問題 

 

【課前導學】 

1、同種物質的質量與體積有關係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不同物質的質量與體積極的關系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如何在實驗中探究同種物質的質量與體積的關係？ 

需要使用哪些測量工具：                                                         

這些工具使用時要注意哪些事項：                                                

                                                                              

你如何設計這個實驗：                                                          

                                                                               

                                                                               

33 

【嘗試練習】 

1、由密度的概念及公式  ，  可以判定對於同一種物質（    ） 

A．密度是一樣的          B．體積越小，密度越大 

C．質量越大，密度越大     D．體積越大，密度越大[來

源:www.shuli 

 

2、關於密度的概念下列說法正確的是（    ） 

A．同一種物質它的密度跟其質量成正比，跟其體積成反比 

B．把一鐵塊壓成鐵片，它們的密度就小了[來源:www.shulihua.net] 

C．一種固體和一種液體，它們的質量相等，體積相等，則它們的密度也相等 

D．質量相等的兩種物質，密度大的體積也大 

 

3、將一塊質量分佈均勻的磚分割成體積大小不同的兩部分，則(    ) 

 A．體積大的密度一定大    B．體積小的密度一定大 

 C．兩者的密度一定相等    D．兩者的密度一定不相等 

 

4、某鋼瓶內的氧氣密度是 6kg/m3，一次氣焊用去其中的 1/2，則瓶中餘下氧

氣密度為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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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9g/cm3=__________kg/m3    1.0×103kg/m3=__________g/cm3 

 

6、兩個用同種材料製成的實心球，A 球質量為 20g，B 球質量為 0.1kg，則 A、

B 兩球的體積之比 VA:VB=____________，密度之比 BA  : =____________ 

7、一松木塊的密度是 0.4×103kg/m3，讀作________________，把它鋸掉 3/4，剩

下的松木塊密度為________________。 

 

8、質量相等的實心銅球與實心的鋁球的體積之比為 ______；體積相等的實心

銅球和實心的鋁球的質量之比為______。（ρ銅=8.9g/cm3，ρ鋁=2.7g/ cm3） 

 

9、有空心的銅球，鐵球和鋁球各一個，它們的體積和質量都相等，這三個球

中空心部分最大的是______球。（ρ銅＞ρ鐵＞ρ鋁） 

 

10、一個能裝 500g 水的玻璃瓶，裝滿水後的總質量是 750g，用該瓶裝密度是

0.8g/cm3的酒精，則裝滿酒精後的總質量為______g（ρ水=1.0×103kg/m3） 

 

11、關於物體的質量和物質的密度，下列說法中正確的是（     ） 

A．一塊冰全部融化成水後，質量變小，密度不變 

B．把銅塊碾壓成銅片，質量和密度均不變 

C．把鐵球加熱，質量變大，密度變小 

D．某種物質的密度與它的質量成正比，而與它體積成反比 

 

12、如圖所示：有四只相同體積的燒杯，依次各盛有質量相等的煤油、汽油、

植物油和硫酸（ρ硫酸＞ρ植物油＞ρ煤油＞ρ汽油），其中盛汽油的燒杯是（    ） 

 

[來源:數理化網] 

 

    

  13、一个质量为 0.25 kg 的玻璃瓶，盛满水时称得质量是 1.5kg，若往该玻璃瓶

盛满酒精，用天平称得其质量是多少？（酒精的密度是 0.8×103 kg/m3）。 

 

 

14、一个瓶子最多能盛 1000 g 水，用这瓶子盛煤油，最多可盛多少克？ 

（ρ油=0.8×     103 kg/m3） 

 

 

15、一容积为 350ml 的瓶内盛有 0.30kg 的水，一只口渴的乌鸦为喝到水，衔石

子投入瓶中，当投入 20 块石子后，水面恰好升到瓶口，若每块石子的平均质

量为 6.0g，求一块石子的体积和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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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反思】 

通過這堂課，你收穫了什麼？你還有什麼疑問？請將你的收穫和反思記下來。 

                                                                      

 

 

6.3 測量物質的密度 
【學習目標】 

1、學會用量筒測量液體，不規則形狀物體體積的方法； 

2、通過探究活動知道測定物質密度的原理，并學會怎樣用此原理進行密度的測

定。 

【學習重點】量筒的使用方法 

【學習難點】如何測量液體和固體的密度 

【課前導學】 

1、測量物質的密度的原理是         要測量的物理量有哪些           ，密

度是間接測量還是直接測量：__________       [來源:www.shulihua.net] 

2、物質的質量和體積分別用什麼工具來測量：________ 

量筒的正確使用方法：                                                           

3、測量液體密度的方案有哪些：                                                     

                                                                                  

4、測量不規則固體密度的方法及步驟：                                               

                                                                                  

源:www.shulihua.net] 

【嘗試練習】 

1、在用天平和量筒測量某種食油的密度時，以下操作步驟中，不必要且不合理

的是 (   )[ 

A.用天平測出空燒杯的質量 

B.取適量的油倒人燒杯中，用天平測出杯和油的總質量 

C.將燒杯中的油倒人量筒中，測出倒人量筒中的油的體積 

D.用天平測出燒杯和剩餘油的總質量 

 

2、在測量鐵塊的密度時，用了下面幾個步驟，則測量步驟合理順序是(    ) 

①計算鐵塊的體積；②記錄鐵塊放入量筒後水面上升到的刻度；③觀察量筒中水

的體積；④用天平測出鐵塊的質量；⑤調節好天平；⑥計算鐵塊的密度。 

A.⑤④②③①⑥  B.④⑤③②①⑥   C.③②①⑤④⑥ D⑤④③②①⑥ 

 

3、在“用天平和量筒測定固體和液體的密度”實驗中，為測定物體的質量，調

節天平橫樑平衡時，發現天平的指標靜止在分度盤中央刻度線的左側，則應將橫

樑上的平衡螺母向__________ 調節，將一礦石標本放在已調好的天平左

盤內，當天平重新平衡時右盤內的砝碼和遊碼在尺規上的位置如圖 8 甲

所示，則礦石的質量為__________克，將礦石標本放入裝有水的量筒中，

量筒中水面位置的變化情況如圖 8 乙所示，則礦石的體積為__________釐

米 3.這種礦石的密度為__________千克／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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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明在實驗室裏測量一塊形狀不規則、體積較大的礦石的密度 

(1)用調節好的天平測量礦石的質量當天平平衡時，右盤中砝碼和 

遊碼的位置如圖 2l所示，礦石的質量是______g。[來源:www.s  

(2)因礦石體積較大，放不進量筒，因此他利用一隻燒杯，按圖

22 所示方法進行測量，礦石的體積是______cm3, 

(3)礦石的密度是______kg/m3，從圖A.到圖 B.的操作引起的密度

測量值比真實值_______(選填“偏大”、“偏小”、“不變” 

 

5、為了測不沉于水的木塊的密度，小明準備先用天平測出木塊的質量，再用量

筒和水測出木塊體積，請你跟隨他的測量過程，回答問題： 

（1）在調節天平平衡時，小明發現指標偏在分度盤的左側，此時可以(     ) 

A.將螺母向左旋    B.向左盤中加砝碼    C.將螺母向右旋    D.向右盤中加砝

碼[來源:www.shulihua.net] 

（2）在測木塊體積時，由於木塊不沉于水，小明便用 

較重的鐵塊與木塊紮在一起，從而測出了體積，測量過 

程如圖 17 三個量筒所示。 

（3）根據圖 17 中的測量資料可知，木塊的質量為 
         g，密度為         kg/m3。[來源:www.shulihua.net] 

 

 

【學習反思】 

通過這堂課，你有什麼收穫？你還有什麼疑問？請將你的收穫和反思記下來。[來

源:www.sh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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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密度與社會生活 
【學習目標】 

1、瞭解密度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價值；密度與溫度的關係 

2、理解和掌握用測定密度來鑒別物質的方法，每種物質都有自己的密度，不同

物質的密度有可能相同； 

3、能靈活運用ρ=m/V 及其兩個變形式。 

【學習重點】密度與溫度的關係；密度與物質鑒別 

【學習難點】水的反常膨脹，4 攝氏度水的密度最大 
 
【課前導學】 
1、自然界的風是怎樣形成的？ 
   
                                                                                  
 
2、物質的密度會因為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而發生改變？是直接改變了哪個量而

使密度變化的？ 
 
                                                                                    
 
3、絕大多數物質的體積隨溫度怎樣變化？水的體積隨溫度怎樣變化？ 
 
                                                                                    
 
4、用密度怎樣鑒別物體是由哪種物質構成的方法。 
 
                                                                                    
 

【嘗試練習】 

1、 一圓柱形容器，當裝質量為 1kg 的酒精時，酒精的深度為 20cm，若用此容

器裝 1kg 的水，則水的深度為（ρ酒精＝0.8g/cm3）(   )[來源:數理化網] 

A.20cm           B.16cm           C.15cm          D.24cm 

 

2、雞尾酒是由幾種不同顏色的酒調配而成的，經調配後不同顏色的酒介面分明，

這是由於不同顏色的酒具有不同的(    ) 

A.質量        B.體積         C.溫度       D.密度 

 

3、 圖 5 是在探究甲、乙兩種物質質量跟體積關係時作出的圖像。 

以下分析正確的是(   ) 

A.不同物質的質量跟體積的比值是不同的 

B.甲物質的質量跟體積的比值比乙物質小 

C.若 V 甲 = V 乙   則 m 甲<m 乙。 

D.若 m 甲 = m 乙，則 V 甲>V 乙。 

 

4、幾種液體的密度見附表 1；實驗室裏現有的甲、乙、丙、丁四種量筒規格見

附表 2. 

如果要求一次盡可能精確地量出170g的柴油，應選用(     ) 

 

附表1 幾種液體的密度      附表2  實驗室的量筒規格  



                                                                           《質量與密度》教學

設計 

2013/2014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 24 - 

物質 密度（Kg/m3）   量筒種類 最大刻度 每小格表示 

硫酸 1.8×10 3    甲種量筒 50cm 3 5 cm 3 

柴油 0.85×10 3 
t

] 
乙種量筒 100 cm 3 5 cm 3 

煤油 0.8×10 3 ] 丙種量筒 250 cm 3 5 cm 3 

汽油 0.71×10 3   
丁種量筒[來

源:www.shulih 
500 cm 3 10 cm 3 

A.甲種量筒        B.乙種量筒       C.丙種量筒       D.丁種量筒 

 

 

5、“五·一”黃金周，征征和媽媽到無錫旅遊，買了一隻宜興茶壺，如圖 12 所

示.她聽說宜興茶壺是用宜興特有的泥土材料製成的，很想知道這種材料的密度.

於是她用天平測出壺蓋的質量為 44.4g，再把壺蓋放入裝滿水的溢水杯中，並測

得溢出水的質量是 14.8g. 

（1）請你幫征征算出這種材料的密度是多少？ 

（2）若測得整個空茶壺的質量為159g 

則該茶壺所用材料的體積為多大？                                                                     
 

 

 

 

 

 

 

 

【學習反思】 

通過這堂課，你有什麼收穫？你還有什麼疑問？請將你的收穫和反思記下來。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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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別：               姓名：              

實驗：用天平和量筒測定固體和液體的密度 
目的 用天平和量筒測定固體和液體的密度． 

器材 天平和砝碼, 量筒, 燒杯, 金屬小球, 鹽水，細線，蠟塊，鐵釘 

步驟 

實驗前準備： 

1、熟悉天平的使用 

2、觀察你的量筒的刻度，它的最大測量值是    ；它的每一小格代表    

cm3。 

(注: 1ml=1cm3) 

 

實驗一．測定固體(金屬小球)的密度： 

１．用天平稱出小球的質量。 

２．用量筒測出小球的體積。 

３．把步驟１﹑２中測得的數據記錄在下表中，求出小球的密度。 

小球的質量 

m（g） 

小球放入前水的體積 

V1 （cm３） 

小球和水的總體積 

V2 （cm３） 

小球的體積 

V=V2－V1（cm３） 

小球的密度 

ρ（g/cm３） 

     

 

實驗二．測定液體(鹽水)的密度： 

１．用天平稱出燒杯和鹽水的總質量。 

２．把燒杯中的一部分鹽水倒入量筒中，記下量筒中鹽水的體積。 

３．稱出燒杯和燒杯中剩下的鹽水的質量。 

４．把步驟１﹑２﹑３中測得的數據記錄在下表中，求出鹽水的密度。 

燒杯和鹽水的質

量    m1（g） 

燒杯和剩餘鹽水質

量  m2（g） 

量筒中鹽水的質量 

m=m1－m2（g） 

量筒中鹽水的體積 

V（cm３） 

鹽水的密度 

ρ（g/cm３） 

     

 

實驗三．測定蠟塊的密度： 

  蠟塊不沉入水中，怎樣用量筒測出蠟塊的體積？請你自己設計一個實驗方

案，測出蠟塊的密度，并與教材的小資料中的數據對比。請把你的方案清晰寫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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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測試： 質量與密度 
                                                                                          

班級/Class:____________       姓名/Name：_____________       成績/Marks：＿

＿＿ 

科目/Subject: 物理                  學號/No：_______           日期/Date：

__________   

 

一、填空題（每空 2 分，共 30 分） 

1、單位換算： 

(1) 3×105 mg =           kg                      (2) 425ml =                m3  

 (3) 19.3g/㎝ 3 =                kg/m3               (4) 10 kg/m3=                g/㎝ 3 

2、鋁鍋的質量 540g，鋁盆的質量是 270g，則組成這兩種物體的物質的密度之比

為             。 

3、容積為 5L 的水的質量為         。 

4、一杯水，冬天放在室外，水結成冰後，它的質量      ，體積      。

（填“變大”、“變小”、“不變”） 

5、一隻氧氣鋼瓶，容積為 V，剛啟用時，瓶內氣體密度為ρ，用去一半氧氣後，

瓶內剩下的氣體密度為            ，質量為         。(用字母表示)  

6、質量相等的酒精和水，體積較大的是____________。體積相等的實心銅球和鐵

球，_________球的質量較大（已知ρ水>ρ酒精，ρ銅>ρ鐵）。  

7、一質量為 2kg 的固體物體，將其運到月球上後，其質量為             kg，如果它

熔化後變成了液態，其質量會               ；給此物體加熱，其密度會              （選

填“增大”、“減小”或“不變”）。 

 

二、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30 分）(答案請填在下面表格內) 

題號           

答案           

 

1、學了密度公式 ρ=m/v 後,同學們正在討論“密度的大小由什麼決定”,你同意

下列哪個說法：（   ） 

 A．物體的質量越大，密度就越大；     

 B．物體的體積越大，密度就越小； 

 C．同種物質，質量越大，體積越大，質量與體積的比值——密度是一定的 

 D、以上說法都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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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kg 的棉花和 1kg 的鐵塊相比較，下列說法中正確的是（      ） 

A．棉花所含物質較多                           B．鐵塊所含物質較多 

C．棉花和鐵塊所含物質一樣多               D．無法比較棉花和鐵塊所含物質的多

少 

 

3、感受身邊的物理——質量為 1.5×104mg 的物體可能是      （       ） 

 A．你的電腦             B．你的課桌             C．你的鋼筆             D．你身體的質

量 

 

4、小明使用橡皮泥，用過一段時間後，沒有發生變化的是（     ） 

A．體積            B．質量              C．形狀              D．密度 

 

5、一架天平稱量是 200g，則它不能稱量 200mL 的（ρ醬油＞ρ水＞ρ酒＞ρ煤油＞ρ

汽油）（     ） 

A．醬油        B．白酒        C．煤油        D．汽油  

 

6、下列說法中正確的是：(      ) 

A．棉花質量不可能比木頭質量大             

B．將一鐵塊加熱後壓扁了，其質量不變 

C．一塊冰熔化成水後，體積變小，其質量變小        

D．宇航員將一塊礦石從月球帶回地球，其質量將變小  

 

7、 如圖是三種不同物質的質量和體積關係的圖像，則由圖像 可知：（     ） 

A．ρ1>ρ2>ρ3                       B．ρ1<ρ2<ρ3    

C．ρ1=ρ2=ρ3                        D．無法判斷 

 

8、某同學用天平稱量物體的質量時，發現砝碼已經磨損， 

則測量結果與真實值相比較 (       ) 

A．偏小       B．相等         C．偏大      D．無法確定  

 

9、A、B 兩種液體的質量之比為 1∶2，密度之比為 5∶4，則它們的體積之比為(      ) 

A．5∶2                                                                   B．2∶5                          

C．1∶2                                                                   D．2∶1  

 

10、一塊金屬的密度為ρ，質量為 m，把它分割成三等份，那麼每一塊的密度和

質量分別是(      ) 

A．ρ/3，m                                                             B．ρ/3， m/3 

C． ρ，m                                                                D．ρ，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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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題（每空 3 分，共 18 分） 

1、小軍學習了天平的使用後，他設計了一個小實驗來測量一個金屬圈的密度： 

①在調節天平時，發現指標位置如圖 9 甲所示，此時應將天平的平衡螺母

向          調 (填“左”或右”)； 

②圖 9 乙是小軍在稱量過程中的一部分操作，圖中錯誤的操作是(寫出一種即

可)； 

                                                                                                

③糾正錯誤後，天平平衡時，砝碼和遊碼的位置如圖 9 丙所示，則金屬圈的質量

為           g。 

 

 

 

 

 

 

 

④用細線拴好金屬圈，放入盛有 68mL 水的量筒中，結果下圖所示，則金屬圈的

體積為__________cm3；那麼，該金屬的密度約為_____________kg/m3，查表可知

這種金屬應該是         。  

 

 

 

 

 

 

 

 

 

 

四、計算題（共 22 分） 

1、（13 分）小明同學在課外活動課中，想測出一個油罐內油的質量，已經知道

物

質 

密度

(Kg.m-3) 
物質 

密度

( Kg.m-3) 

鋁 2.7×103 銅 8.9×103 

銀 10.5×103 鉛 11.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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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油罐的容積是 50 m3，他取出一些樣品，測出 20 cm3這種油的質量是 16 g，

請你幫他計算出： 

①這種油的密度多大？ 

②這罐油的質量是多少？ 

 

 

 

 

 

 

2、（9 分）一隻容積為 3×10－4m3的瓶內盛有 0.2kg 的水，一隻口渴的烏鴉每次將

一質量為 0.01kg 的小石子投入水瓶中，當烏鴉投入了 25 塊相同的小石子後，水

面剛好升到瓶口。求：  

①瓶內水的體積為多少？ 

②瓶內石塊的總體積為多少？ 

③石塊的密度為多少？ 

 

 

 

 

 

 

附加題：（4 分） 

 

甲乙兩種金屬的密度分別是ρ 甲、ρ 乙，由質量相等的甲、乙兩種金屬製成一

個合金物體（假設製作過程中金屬的體積不發生變化），則這個合金物體的密度

為 （        ） 

A、 (ρ 甲＋ρ 乙) /2                                                 B、 ρ 甲ρ 乙/ (ρ 甲＋ρ 乙) 

C、 2ρ 甲ρ 乙/ (ρ 甲＋ρ 乙)                                  D、 ρ 甲ρ 乙/ 2 (ρ 甲＋ρ

乙) 

 

                                                                                                                      

草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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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1） 環保天平的製作 

 

 

 

 

 

 

 

 

 

 

 

 

 

 

 

 

 

 

 

 

 

 

 

 

 

 

 
自製天平 1 

 
自製天平 2 

 

自製天平 3 

 

 “環保天平”展示 

 

自製天平 4 

 

學生製作天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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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測量物質的密度 

 

 

 

 

 

 

 

 

 

 

 

 

 

 

 

 

 

 

 

 

 

 

 

 

 

 

 

 

 

測量不規則固體密度 

 

稱量水的質量 

 

學生研究儀器的使用 

 

測量鹽水密度 

 

測量蠟塊密度 

 

學生分組實驗中 



                                                                           《質量與密度》教學

設計 

2013/2014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 32 - 

（3）用密度鑒別物質 

 

 

 

 

 

 

 

 

 

 

 

 

 

 

 

 

 

 

 

 

 

 

 

 

 

  

測量獎牌密度 

 

測量手鐲的密度 

 

測量獎牌的密度 

 

測量蘋果的密度 

 

測量身邊小物件的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