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

【课型分解-理论课】

（一）三维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能理解声音是由物体的震动产生的，能理解声的传播需要介质，了解一些介质中的声

速。

2.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探究声音是如何产生以及传播的，学会通过搜集分析资料获

取信息，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相关社会、自然现象。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乐于探索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学道理。

（二）教学过程

1.问候歌

《大梦想家》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相遇在课堂

2.导入（问题导入）

【提问】婴儿从呱呱落地起，就无时无刻不在与声打交道，悠扬的音乐，瀑布的轰鸣，施工基地的喧嚣以

及咕咕的蛙叫。自然界充斥着丰富多彩的声音，那谁有知道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转述】大家都不知道啊。

【过渡】没关系，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课堂——《声音的产生与

传播》

3.新授+练习

活动一：基本概念，自主探索

【提问】大家看这把尺子，像这样，把它一端按在桌沿上，怎样做，才能使它发出声音啦？

【转述】这位同学说把尺子弹一下。

【评价】非常响亮，这位同学真棒！

【提问】再来想一想，怎样使架子鼓发出声音？

【转述】这位同学说敲。敲鼓就有声音。

【评价】看来大家都很是聪明啊！

【提问】弹动尺子，敲击鼓面，都能发声。回想一下，不论是尺子还是鼓面，在发出声音时，他们都在怎

样？

【转述】他说震动。尺子在震动，鼓面在震动，物体因为震动发出声音。

【评价】这位同学的总结分析能力太强了，我们来为他鼓鼓掌吧！

活动二：关键性质，合作探讨

①结合实际，提出问题

【提问】那么问题来了，声音由物体振动产生后，又是怎样传播到远处？声音传播出去，需不需要借助某



些东西？

【转述】有的同学认为要，有的说不要。

【过渡】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起继续探索吧！

②实验操作，观察现象

【提问】现在请大家动手做一个小实验。按照教材中的实验步骤，左右两人一组。记录好你们的发现，稍

侯老师请组代表来分享。

【巡场】注意课桌要紧紧挨在一起，敲的时候要轻敲，不能让附近的同学直接听到敲击声。

【提问】哪位同学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观察？

【邀请】第一个小组的同学举手了，你来说吧！

【转述】你说你听到敲击声，但附近的人却听不到。

【评价】你观察得可真仔细，表达得也十分清楚！

【提问】有没有哪一组有不同的结论呢？

【转述】这组的结论是一样的，这一组的结论也一样。看来大家都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评价】集体的力量大于一切！你们已经证明了！

③交流讨论，总结归纳

【提问】通过刚才的模拟实验，我们可以得到哪些结论呢？

【邀请】我们请这位手举得最高的同学来分享你的心得吧!

【转述】他说声音传播需要通过桌子，借助物质。没有通过桌子，我们就没有听到敲击声。

【评价】你分析问题这么透彻，我真希望每节课都听到你的声音！也就是说声音的传播一定要借助物质。

物理学中把这样的物质叫做介质。

活动三：更多知识，演示探讨

①结合实际，提出问题

【提问】但是有时候好像没有介质也能听到声音，比如雷声，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把它传递来呀。雷声的传

递不需要介质吗？

【邀请】窗边的男同学已经举手了，那你来说吧！

【转述】这位同学说不是的，需要。这种介质不是桌子这样的固体，而可能是其他的物质。

【过渡】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演示吧！

②实验演示，观察现象

【提问】把正在响的闹钟放在玻璃罩内，逐渐抽出其中的空气，声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邀请】我们请中间的女孩子来回答这个问题。

【转述】这位同学说声音越来越低了，直至听不见。

【评价】你这节课发言了好几次，看的出来你是个善于思考的好孩子！

【提问】那你能告诉我们，现在再让空气逐渐进入玻璃罩内，声音又有什么变化？

【转述】他说声音越来越大。随着瓶内空气越来越多，铃声从一开始的听不到直至刺耳。

【评价】你真是有心的好孩子，观察的真仔细！

③交流讨论，总结归纳

【提问】通过这个演示，我们明白雷声是靠什么传播的呢？

【邀请】请穿蓝色衬衫的男孩子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转述】他说空气。虽然没有固体传播声音，但空气作为一种介质，也能让我们听到天上隆隆的雷声。

【评价】如果每一位同学都能像这位同学一样善于总结，那该是多好！

【提问】那么如果云和我们的耳朵之间是真空，想一想，还能再听到雷声吗？

【转述】他说不能。因为真空中既没有固体也没有液体，没有介质来传播声音，我们就听不到雷声了。

【提问】我们已经知道声能在固体和气体中传播，那它能在液体中传播吗？你能列举出那个例子？

【转述】这位同学说能，闹铃装在袋子里沉到水里也能听到声音。



【评价】善于观察，善于总结，是成为科学家的前提，很明显这位同学已经有了。

活动四：拓展延伸，联系实际

【提问】声音在介质中传播，自然有快有慢。大家看大屏幕上这个表格，声音的传播速度与什么有关？

【邀请】这个问题有点难，我们请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再回答，老师看见最后一排的男同学举手示意老师

了。

【转述】这位同学说和温度与介质有关。同样的介质，温度不一样，声音的传播速度不一样，说明速度与

温度有关。同样的温度，在不同的介质中声音的传播速度也不一样，说明速度与介质也有关。

【评价】咱们这个班真是不缺少天才！

【提问】再来观察一下在 15℃，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是多上？

【转述】他说 340 米每秒。

【提问】那再想一想，北京到上海的距离为 1000km，假设声音在空气中能够传的够远，那么从北京传到上

海需要多少时间？

【转述】这位同学说把声音想象成一辆汽车，1000km 是他的路程，340 米每秒是他的速度，用路程除以速

度，就能得到他所用的时间，是 2941s。

【评价】这么难的题你回答的很完整，真是了不起！

4.小结

【常用话术】这节课已经接近了尾声，哪位同学愿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收获呢？

【邀请】就这名扎马尾的女孩子吧。

【转述】他说他了解了声是由震动产生的，声的传播需要介质，并且知道了物理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评价】是的！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善于观察，乐于发现。

5.作业

【常用话术】美好的课堂时光总是短暂的，虽然这节课要结束了，但是大家也不要停下探究的步伐：小组

讨论在三种介质中，声音在哪种介质中传播的更快，哪种最慢？

6板书设计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一、声音是由震动产生的

二、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

介质有固体，液体和气体

声音在空气中的速度大约为 34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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