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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丰富学生感性认识为思路,针对“声音的特性”这节课进行了教学设计,并从本设计中得出了一些教

学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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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教师要促进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养

成和发展[1].而物理概念的学习是学生形成物理观

念、提升物理核心素养的关键之一.丰富的感性认识

可以化解物理概念学习中的困难,对学生深入理解

物理概念的本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对学生物

理核心素养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物理概念建立前,丰富的感性认识能够促使学

生从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理解,从而把握概念物理

本质;概念建立后,丰富的感性认识能够为学生提供

更多应用的场景,从而更加深入理解和活化所学物

理概念[2].
“声音的特性”是2012年人教版八年级物理上

册第二章第2节的内容,其核心内容是音调、响度、

音色3个概念.在学习本节课之前学生已经在生活

中接触过音调、响度、音色这3个名词,但对其本质

却存在着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由于前概念的顽

固性,这使得学生在学习物理概念时存在困难,在具

体问题的分析上容易把3个概念相混淆.

下面笔者就以“丰富学生感性认识”为思路,针

对“声音的特性”这节课进行教学设计,努力深化学

生对物理概念本质的理解.

1 教学任务分析

1.1 教材分析

本节是八年级物理上册第二章第2节的内容,

是本章声现象的重点内容,也是解释生活中常见声

现象的重要理论基础.本节主要内容包括声音的3

种特性、“决定音调高低的因素”和“响度与什么因

素有关”两个实验.让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的同时,

提高科学探究的能力.

1.2 学情分析

本节课所面对的是八年级的学生,在心理、生理

方面,学生求知欲强、活泼好动,这对本节课实验和

活动的开展有很大的帮助.在知识方面,学生在生活

中已经接触过音调、响度、音色的名词,但是对这些

名词的本质认识不清甚至存在着混淆,教学中要注意

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从而顺利建立和深化物理概念.

从能力基础来看,八年级上学期的学生刚接触科学探

究,探究能力比较薄弱,需要教师的指导才能完成.

1.3 教学目标

物理核心素养集中体现了物理学科的教育价

值,是三维课程目标的整合、提炼与发展.正如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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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3个维度并不是彼此独立的,物理核心素养

的4个方面也是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3].基于教

材、学情的分析,依据课程标准,本节课培养学生物

理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确定如下.

物理观念:了解声音的特性;掌握音调与响度的

影响因素;知道不同发声体音色不同.

科学探究:经历音调影响因素的实验探究过程;

经历响度影响因素的实验探究过程.

科学思维:在音调、响度影响因素的探究过程中

了解对比法和转换法的应用.

科学态度与责任:经历声音特性的探究过程,有

学习物理的兴趣;通过小组合作,有将自己见解与他

人交流的意识,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体会声音的美

妙,领略声现象的魅力.

1.4 教学重点和难点

音调和响度的影响因素在教材中所占比重较

大,且在物理知识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是本节的重

点.音调、响度、音色3个概念虽然表述简单但理解

其实质不易,学生容易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混淆概

念,是本节课的难点.

2 教学过程设计

2.1 创设情境引入新知

在引课环节,教师向学生提问:往水壶里加开水

时,如何根据声音判断水满与否? 奥运健儿夺冠时

的欢呼声和教室里的轻声细语有什么不同?

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对问题进行思考,可以初步

感受出不同声音之间存在着差别.随后教师告诉学

生声音不同其特性也就不同,那么声音有哪些特性

呢? 我们今天就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从而引入本节

课的主题.

设计意图:联系生活实际,创设学生常见的情

境,激发学习兴趣.

2.2 合作学习探究新知

此环节分3个部分展开教学:音调、响度、音色.

2.2.1 第一部分的教学 ——— 音调

首先让学生“听一听”:教师用口琴吹奏音阶,学

生体会声音的高低.再让学生“辨一辨”:教师敲击装

有不同高度水的水杯,让学生判断哪个声音高.最后

让学生“做一做”:让学生上讲台跟随音乐声音的高

低变化,做出相应蹲起动作.

设计意图:音调的概念比较抽象,为了使学生真

正理解声音的高低这一特性,安排丰富的学生感性

认识活动,为建立概念打下牢固的基础.

通过以上活动,学生对声音的高低有了充分的

认识.此时教师给出音调的概念,并提出问题:什么

因素决定音调的高低? 由于学生的探究能力不足,

教师给学生提供实验方案和器材让学生进行分组实

验.实验一是教材上拨动钢尺的实验,实验二是学生

以不同速度拨梳齿的实验.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探究

可以得出结论:物体振动得越快,频率越高,音调越

高;物体振动得越慢,频率越低,音调越低.

设计意图:增加拨梳齿的实验,既进一步增加了

学生的感性认识,又通过多个实验增强了结论的可

信性.

教师进一步提问:我们能听见各种美妙的声音,

那么我们能“看”见声音吗? 面对这一问题,学生会

产生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渴望能够看到声音.传统

的教学方法是教师用示波器展示声音的波形.但是,

一是示波器较大、较复杂,操作不便;二是受限于示

波器的数量,不利于学生自主探究实验的展开.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教师利用手机 Oscilloscope软件代替

示波器,并让学生分组利用智能手机探究不同音调的

声音在波形疏密上的差异,实验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用智能手机探究不同音调声音的波形

设计意图:Oscilloscope软件又名“示波器”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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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一款常见的安卓手机 APP.通过物理与现代

信息技术的结合,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克服了

示波器调整繁琐、数量有限的弊端,给予了学生更大

的自主探究空间,有利于物理核心素养的培养.
对于超声波和次声波这部分的内容,教师让学

生进行自学,自学完毕后完成检测题,检测题包括3
个小题.(1)人耳听觉范围是 Hz到

Hz.(2)什么是超声波,什么是次声波? (3)有时你

认为很安静时,为什么猫狗却突然很警觉?

设计意图:通过阅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利

用检测题检验自学效果、查漏补缺.

2.2.2 第2部分的教学 ——— 响度

教师组织学生进行以下小实验:轻轻拍桌面和

用力拍桌面;轻轻敲水杯和用力敲水杯.对比两组声

音大小的区别,得出响度的概念.
接着探究响度的影响因素.教师做教材上敲击

音叉弹起乒乓球的演示实验.结合实验向学生介绍

转换法,将不易观察的振动幅度转化为乒乓球被弹

起的幅度,通过现象的观察,学生可以发现:振幅越

大,响度越大.接着让学生小组合作完成敲击音叉发

出不同响度的声音溅起水花的实验,并让学生再次

利用 Oscilloscope软件探究不同响度的声音在波形

振幅上的差异,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振幅与响度的

关系.
设计意图:除教材中的演示实验,增加了溅起水

花的实验,增加了利用智能手机进行探究的环节,激

发了学生的兴趣,增加了学生的感性认识,促进学生

对物理本质的理解.

2.2.3 第3部分的教学 ——— 音色

教师播放不同乐器演奏同一曲子的音频,让学

生判断是哪些乐器发出的声音? 学生通过聆听对

比,很容易分辨出不同的乐音.此时教师提问:我们

听到的音频其音调和响度都完全相同,那我们为什

么还能把它们分辨出来呢? 通过问题的引导,学生

会意识到音调和响度相同的声音,也不完全一样,声

音还有其他的特性.这就为进一步学习声音的第3
种特性音色做好铺垫.教师讲解完音色的概念后,展

示钢琴与长笛发出C调1的波形图,学生会发现波

形总体上疏密程度相同,只有一些细微的附加振动

有所不同.

设计意图:教师通过酷狗音乐下载并裁剪制作

出不同乐器演奏的同一旋律片段,安排了听声音辨

乐器的活动,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增加了学生的感性

认识,为音色概念的学习做好铺垫.音色概念建立后

的波形展示丰富了学生的感性认识,进一步帮助学

生理解音色的本质.

2.3 提升能力拓展新知

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区分音调、响度、音色这3

个概念,在此环节教师安排了3个教学活动.首先,

教师解释上课前提出的问题;然后,组织“声学成语

大比拼”的竞赛,全班学生分两组进行,各小组讨论

得出与声音有关的成语(如音调“尖声细语”、响度

“震耳欲聋”、音色“五音不全”),并要求对方回答成

语描述了声音的哪种特性,答对者加分,选出“优胜

小组”;最后教师带领学生填写表格(表1)比较3种

特性的区别.

表1 3个概念的比较

内容 音调 响度 音色

物理意义 声音的高低 声音的大小 声音的特色

决定因素 频率 振幅的大小 材料和结构

声学成语 尖声细语 震耳欲聋 悦耳动听

  设计意图:教师安排了解释引课问题、声学成

语比拼、填写表格对比3个教学活动,活跃了课堂气

氛,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增加了学生的感性认识,让

学生在不同的情境中对3种特性进行辨别,突破了

本节课的难点.

2.4 归纳总结布置作业

学习完本节课的内容,教师带领学生进行课堂

小结,引导学生在知识方面(音调、音色、响度)和方

法方面(对比法、转换法)进行反思,培养学生总结

归纳及反思提升的能力.

在本节课的最后,教师布置两类作业,必做题和

选做题.必做题包括3个小题.
(1)阅读课本解释“近听似炸雷,远听似蚊声”

的道理.
—27—

2018年第10期              物理通报            教学案例设计与分析



(2)我们在电话里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谁在说话

的.
(3)弦乐器的“定弦”是为了改变什么? 选做题

让学生利用手机示波器软件对比生活中不同声音波

形的差异,结合所学知识解释原因.
设计意图:必做题让学生检测并巩固所学知识,

选做题提升学生探究兴趣和能力.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物理观念”“科学

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4个方面.物理

概念的教学过程是学生进行科学探究、运用科学思

维、形成物理观念、培养科学态度与责任的过程,是

学生形成物理核心素养的关键教学活动之一.在概

念的教学中,丰富的感性认识对学生深入理解物理

概念的本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节课的教学设

计安排了听一听、辨一辨、做一做等活动,增加了学

生实验和 Oscilloscope软件进行自主探究的环节,

组织了“声学成语大比拼”的竞赛.这些教学举措可

以在学生学习物理概念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通过这个教学案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首

先,教师应建立“物理核心素养培养”的教学观,在

物理概念教学中以科学探究活动为线索,引导学生

科学思维,形成物理观念,培养科学态度与责任.其

次,物理概念是物理学家在探索物理世界中逐步形

成的,是在大量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思维而

形成的.在概念教学中,教师应让学生尽可能经历物

理学家探索的过程,通过多种素材和活动丰富学生

的感性认识,让学生经历运用物理概念解决问题的过

程,从而深化物理概念的理解,最终形成物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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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方向不同,若磁场充满纸面,它们所对应的运动轨

迹如图12所示.为使这些带电微粒经磁场偏转后沿

x轴正方向运动.由图12可知,它们必须从经O点做

圆周运动的各圆的最高点飞离磁场.
这样磁场边界上P点的坐标P(x,y)应满足方

程:

x=Rsinθ  y=R(1-cosθ)
所以磁场边界的方程为

x2+(y-R)2=R2

由题中0<θ≤π2
的条件可知,以θ→π2

的角度射

入磁场区域的微粒的运动轨迹

(x-R)2+y2=R2

即为所求磁场的另一侧的边,因此,符合题目要求的

最小磁场的范围应是圆x2 +(y-R)2 =R2 与圆

(x-R)2+y2 =R2 的交集部分(图12中阴影部

分).由几何关系,可以求得符合条件的磁场的最小

面积为

Smin= π
2-æ

è
ç

ö

ø
÷1 m2v20
q2B2

图12 最小磁场范围

6 结束语

通过对以上运动模型的分析可知:学好“v=
qBR
m
”的带电粒子在圆形匀强磁场中运动的物理模

型,掌握好该物理模型的结论,对物理解题有很大的

帮助,不仅可以帮助教师优化教学方法,而且能让学

生学得更加轻松,进而喜爱物理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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