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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转化法是学生需要掌握的重要物理研究方法,从新课教学和习题教学中介绍转化法在声学中的具体应

用,使教师了解如何在物理教学中渗透转化法,以及使学生掌握转化法并有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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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学生不仅要学习基本的物理知识,还需要

掌握相应的物理研究方法.在学习物理时,学生学会

运用相应的物理研究方法,来认识和理解物理概念

和物理规律,培养自己的科学思维方法和习惯,促进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常见

的物理研究法有控制变量法、等效替代法、比值定义

法、实验推理法、类比法和转化法等[1].学生掌握转

化法能提高其学习物理的深广度,影响其有效解决

物理问题和灵活运用物理知识[2].
转化法是指通过一定的方法将不容易直接观察

到的物理现象使人直接看到或感受到.转化法是将

微小转化为放大,将不可见转化为可见,将不可测量

量转化为可测量量的方法[3].在声学中,有些物理现

象学生不容易直接观察或感受到,可以通过一定的

方法进行感知,而新课和习题课是学生学习物理知

识和科学方法的重要课型.本文尝试着从新课教学

和习题教学中介绍转化法在声学中的应用,使教师

了解如何向学生渗透转化法,使学生掌握这一种重

要的研究方法.

1 转化法在新课教学中的呈现

物理研究方法往往隐藏在知识后面,对知识的

支配和运用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在新课教学

中要显化科学方法的教育.在新课教学中有一些物

理现象学生并不能直接观察或感受到,教师要引导

学生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感知,并总结归纳这种物

理研究方法为转化法,如图1所示.在声学中,研究

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以及探究声音的响度

与振幅的关系时,将微小的振动转化为放大,都涉及

到转化法的应用.下面以“声音的产生”新课教学为

例,具体介绍如何在新课教学中渗透转化法.

图1 新课教学中转化法的呈现

师:(教师引导学生认识声音是如何产生的,再

演示较难观察或感受到发声体振动的实验)声音是

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但是所有发声体的振动我们

都能直接观察或感受到吗? 比如敲鼓时鼓面的振

动,敲击音叉时音叉的振动,吹玻璃瓶时空气柱的振

动.
生:不能直接观察或感受到.
师:击鼓时,我们不容易直接观察到鼓面的振

动,你能用什么方法来感知它?

生:(思考后回答)可以在鼓面上加些小纸屑.
师:(教师在鼓面上加些小纸屑,如图2所示)在

鼓面上加些小纸屑,敲击鼓面时,从鼓面上纸屑的跳

动看出鼓面在振动,将鼓面的振动转化为纸屑的跳

动.
师:人向玻璃瓶内轻轻吹气时,我们不容易直接

观察到空气柱的振动,你能用什么方法来感知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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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们向瓶内放些轻的小纸屑,从纸屑的跳动

反映出空气柱的振动.

图2 纸屑在鼓面上跳动

师:(在玻璃瓶内加些泡沫,如图3所示)为了更

好地反映出空气柱的振动,我们用轻小的泡沫代替

纸屑.在玻璃瓶内加入泡沫,向玻璃瓶内吹气时,在

听到声音的同时看到泡沫在跳动,将空气柱的振动

转化为泡沫的跳动.

图3 泡沫在玻璃瓶内跳动

师:敲击音叉使音叉发声,我们不容易直接观察

到音叉的振动,你能用什么方法来感知它吗?

生:(学生思考并回答)将正在发声的音叉靠近

悬吊的小球,从小球的跳动看出音叉的振动.
师:(教师演示音叉把乒乓球弹开、将音叉放入

水中和用手触摸音叉的实验,如图4所示)将乒乓球

轻轻靠近正在发声的音叉,乒乓球来回跳动.当按住

音叉时,乒乓球逐渐停止跳动.我们还可以将正在发

声的音叉轻轻放入水中,发现水花四溅,将音叉的振

动转化为水花的跳动.用手碰正在发声的音叉,能感

受到音叉在振动.通过这些方法我们能直接观察或

感受到音叉在振动.

图4 音叉振动的演示实验

师:(教师总结归纳)一些发声体的振动,人眼

不容易直接观察到,比如敲鼓时鼓面的振动,敲击音

叉时音叉的振动,吹玻璃瓶时空气柱的振动,这可以

通过一定的方法将发声体的振动使人直接看到或感

受到,这种方法叫做转化法.
教师先列举一些物理现象:敲鼓时鼓面的振动,

敲击音叉时音叉的振动,吹玻璃瓶时空气柱的振动,

这些物体的振动学生不容易直接观察或感受到,再

者教师引导学生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感知,最后总

结归纳运用了转化法.在“声音的产生”教学中,教

师把转化法这一研究方法教育作为教学活动的中

心,将方法的教育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2 转化法在习题教学中的应用

在物理教学中,不仅要在新课教学中突出物理

方法教育,而且要在习题教学中将物理方法的教育

显化出来[4].教师要引导学生从习题的问题情境中

进一步认识知识,若习题中涉及到相应的物理研究

方法,还要结合课本或课外习题向学生渗透其中涉

及到的研究方法,使学生从习题中理解物理知识、掌

握物理规律和培养科学思维方法,如图5所示.

图5 习题教学中转化法的呈现

在声学习题中,常常涉及到一些看不见或感受

不到的物理现象,或者一些难于测量的物理量,需要

转化为看得见或听得见的物理现象,或者将其转化

为容易测量的物理量,这样学生运用转化法来解决

问题更加容易.下面以两道典型的习题为例,具体谈

转化法在声学习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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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不易观察的现象转化为能直接观察的现

象

有一些物理现象是学生不容易看见或感受到

的,教师要引导学生从看得见或听得见的现象中获

取相关信息,运用转化法来解决物理问题.
【例1】小明为了“看”到自己的声音,将一个饮

料瓶去掉瓶盖和瓶底,在饮料瓶的一端蒙上胶膜,小

明对饮料瓶另一端说话(不接触饮料瓶).为了更好

地看出说话时胶膜在振动,他在膜上粘有一小块平

面镜,将小手电筒发出的光照射在平面镜上,会看到

墙上反射的光斑在晃动.小明从 (填观察到的

现象)看出饮料瓶上胶膜的振动,从而“看”到自己

的声音.
除了用在胶膜上粘平面镜的方法,你再想一种

方法,你能看到说话时胶膜在振动,从而“看”到自

己的声音 .
解析:声音能听到但难于看见,人对饮料瓶说话

时声波引起饮料瓶上胶膜的振动,而这胶膜的振动

不容易直接观察,通过反射到墙上的光斑在晃动,看

出饮料瓶上胶膜的振动;还可以在胶膜前悬挂一个

轻质小球,从小球的跳动显示出胶膜的振动,从而

“看”到自己的声音,这采用了物理上的转化法.
可见,将不容易看到或感受到的现象,转化为看

得见或感受到的现象,使学生在运用物理知识时更

加灵活.
(2)将难于测量量转化为易于测量量

一些物理量是学生用现有实验仪器难于进行测

量的,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转化法,将这些难于测量

量转化为易于测量量.
【例2】噪声是一种严重的环境污染,小明想比

较毛衣、报纸、棉花、泡沫塑料的隔音性能,来选择一

种隔音性能好的材料做耳罩的填充物,实验器材有

待检测的材料、音叉、闹钟和鞋盒.小明将声源放入

鞋盒内,在其四周塞满待测材料,再盖上盒盖,请你

协助小明设计一种实验方案,来比较不同材料的隔

音性能[5].
解析:不同材料的隔音性能比较难直接进行测

量,而响度和长度我们是能用现有实验仪器进行测

量的.可以将材料的隔音性能转化为在相同位置声

音的响度设计方案,也可将材料的隔音性能转化为

从听不见声音处到鞋盒的距离的测量出发,设计实

验方案,故设计的方案如下.
方案A:让人站在距鞋盒一定距离外,用分贝仪

测量此处所听见声音的响度并进行比较,测得此处

声音的响度越小的材料隔音效果越好.
方案B:让人一边听声音一边后退,直至听不见

声音为止,比较此处距鞋盒的距离,测得此处距鞋盒

的距离越小的材料隔音效果越好.
可见,将不容易测量量转化为容易测量量,这样

使学生在解决和处理物理问题时显得更加简单.

3 思考与建议

科学方法是连接物理知识和物理现象的纽带,

是物理认识活动的中介[6].教师不仅要向学生渗透

控制变量法、类比法、等效替代法等物理研究方法,

而且要加强学生对转化法的理解与应用.在新课教

学中,教师要外显隐藏在物理知识后面的科学方法,

引导学生总结归纳其中涉及到的科学方法.
在习题中,有些物理问题学生需要用到转化法

才能更容易解决,此时教师要外显习题中支配和应

用知识的科学方法,让学生体会到转化法给解决物

理问题带来的便利.教师要重视在新课和习题课中

向学生渗透转化法,突出转化法在声学及其他领域

的重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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