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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声音的产生与传播”的教学设计中,通过引入中国古人对声音现象的研究,使学生在实验探究的基

础上深入了解声音的起源与发展.在培养学生物理核心素养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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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理学史不仅是研究物理学发生、发展的历史,

更是展示人类智慧的历史,展现人类认识自然、认

识世界的历史[1].如果学生从自己熟悉的中国历史

开始学习新的物理概念,这将改变学生对物理的抵

触感,在提高学生物理素养的同时增加人文素养.本

教学设计将渗透中国诗词中的物理现象,激发学生

发现物理的思维,以实验探究为主体,培养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形成积极地学习氛围和学习能力.

2 教学设计

中国古人对声音现象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声音

的产生与传播”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理现

象.通过中国古人对声音的描述,帮助学生掌握声音

产生和传播的规律,为后续学习打下基础.

2.1 了解文化 ——— 新课引入

教师讲解:五代十国时期,道士谭峭认为:“启动

则声发,声发则气振,气振则风行.”[2]

拨动吉他弦,吉他弦可以发声;将手指轻轻压在

琴弦上,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声音立即停止.
利用古人论述和学生熟悉的现象,引入新课内

容.
设计意图:增加学生熟悉感,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感受物理现象的历史,培养学生善于发现身边物

理现象的能力.

2.2 实验探究 ——— 声音的产生

学生活动1:学生抬头发出“啊”的音,同时用手

指触摸自己的喉咙,感受自己喉咙发声时的状态.
学生活动2:每两位同学为一组,使用一根橡皮

筋,一位同学将皮筋拉伸,另一位同学用手拨动皮

筋.观察皮筋的振动以及发出的声音,用手触碰皮

筋,皮筋振动停止,声音也随即停止.
学生活动3:将钢尺一端放在桌子边缘,另一端

伸出桌外,轻拨伸出桌外的钢尺.观察钢尺的振动以

及发声,钢尺振动停止声音也随即消失.
设计意图:通过3种方式让学生直观地体验声

音的来源,知道生活处处有物理,认识到学习物理的

重要性.
教师演示1:敲击音叉,音叉随即发声,用手握

住音叉,声音随即消失.(学生很难看到音叉的振动)

教师演示2:教师敲击鼓面,鼓面发出声音.(学

生看不到鼓面的振动)

学生思考: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到音叉和鼓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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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

设计意图:通过不同的例子让学生认识到虽然

这些物体都能发出声音,但由于他们的振幅不同,所

以有的振动可以看到,有些很难看到.通过教师演示

吸引学生注意力,引导学生利用转化法或放大法来

解决看不见振动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涉及

研究方法的学习.
学生活动4:方法一,紧贴音叉用细线悬挂一个

乒乓球,敲击音叉,音叉振动乒乓球弹起.方法二,将

音叉上部分接触水面,敲击音叉,音叉振动,水面溅

起水花.
学生活动5:方法一,在鼓面上放置碎纸片,敲

击鼓面后,可以发现碎纸片仍然在振动.方法二,在

鼓面上撒一些水,敲击鼓面可以看到溅起水花.
设计意图:通过问题的形式为学生创建谈论学

习的环境,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两个实际

案例引导学生学习放大法和转换法这两种有效的研

究方法.
归纳总结:教师带领学生根据所做的实验归纳

总结关于声音产生的原因,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

生的,振动停止,则声音停止.正在发声的物体叫声

源.
教师讲解:其实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声学”一

词,在东汉时期,王充就对人说话发音的道理进行了

探究:“人所以言语呼吸者,气括口舌之中,动摇其

舌,张歙其口,故能成言.譬犹吹笙箫,笙箫折破,气

越不括手无所弄,则不成音.”[3] 王充认为,人能发

声是由于口中有气体,舌头在空气中摆动即产生声

音.他还以笙箫之管发声与人发声进行类比.
设计意图:利用王充的论述,带领学生认识中国

古人对声音的认识,在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同时,增

强人文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在中国物理

学史和实验探究的双重学习下,能够加深对物理知

识的认识,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2.3 深入探究 ——— 声音的传播

教师演示:课前准备玻璃罩一个,可以持续响铃

的闹钟一个.将响铃的闹钟放到真空罩中,慢慢的将

真空罩中的空气抽出.

思考讨论:从真空罩中慢慢地抽出空气的这个

过程中,闹铃铃声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这种变化代

表着什么?

设计意图:通过实验现象引出问题,激发学生的

思考能力,培养学生物理观念,锻炼学生的科学思维

和语言交流的能力.
学生交流:真空罩中闹铃的声音随着空气慢慢

抽出声音逐渐减小,当真空罩中没有空气时,我们听

不到声音.这说明只有在空气中我们才能听到声音.
教师总结:归纳学生讨论的结果总结得出,声音

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在真空中不能传声.我们可以听

到刚才的吉他、鼓的声音,都是由于空气帮我们传递

了声音.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对实验现象的描述,归纳,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物理规律.增强学生的物理观念,

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教师提问:那大家想一想,除了气体可以传播声

音,还有什么可以传播声音?

学生交流:除了气体之外,还有水、固体可以传

播声音.
教师演示:证明水可以传声.在塑料打包盒中放

入持续响铃的闹钟并密封好,将其放入装满水的水

桶之中.问题一,请描述实验现象;问题二,实验现象

证明了什么?

学生讨论:将密封的闹钟放进水桶后,依然可以

听见闹钟的铃声.这说明水可以传播声音.
学生体验:两位同学为一组,一位同学将一只耳

朵紧贴桌面,用手覆盖住另一只耳朵.另外一位同学

在桌子上写字.两人交换位置进行体验.问题一,请

描述听到的现象;问题二,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

学生讨论:贴在桌面上的耳朵可以明显地听到

同伴在桌子上写字的声音.这说明桌子可以传声.
教师总结:引导学生归纳自己的观点.除了气体

之外,液体和固体也能传播声音.在物理学上,把这

样的物质叫做介质.声音依靠介质得以传播.
设计意图:根据层层递进的问题和体验,让学生

自主地认识出声音传播的条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

并提出合理猜想的科学探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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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深入探究 ——— 声音传播的形式

教师提问:既然我们知道了声音是由于物体振

动产生,通过介质传播到人耳中.那么,声音究竟是

以什么形式传给人耳的呢? (学生进行讨论)

分析诗词:“气与水,同一易动之物.以石投水,

水面迎石之位,一拳而止,而其文浪依次展开,至纵

横寻丈而犹未歇.”[4]宋运星把物体对空气的作用现

象与投石激水产生的水波现象相类比.

学生总结:教师引导学生总结诗词阐述的现象.

物体在空气中产生的振动与水波相类似的现象.我

们把空气中传播声音的这种波称为声波.

设计意图:利用诗词中与水波的比较,引导学生

认识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形式是声波,并传授类比

法这种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

态度.

2.5 自学课本 ——— 声音的传播速度

教师提问:(1)既然我们认识到了声音在空气

中通过声波的形式传播,那我们人耳最终如何听到

声音?

(2)在不同的介质中声音的传播速度是否一

样? 还有哪些因素影响声音的传播速度?

学生自学课本回答问题:(1)声音引起鼓膜振

动产生信号,经过听小骨以及其他组织传到听觉神

经,最终传入大脑,人耳就听到声音.
(2)声音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称为声速.声速

的大小除了与介质的种类有关外还与介质的温度有

关.3种介质中的声速由大到小依次是:固体、液体、

气体.

设计意图:锻炼学生带着问题思考的能力,培养

学生的科学态度与责任.

2.6 利用知识 ——— 解决问题

教师提问:古代许多文人墨客在游历山水时写

下了流芳百世的词句文章.这些文章在我们今天看

来就是许多生活中的物理现象,但在当时古人无法

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同学们能用自己学习

的知识解决这些问题吗?

学生讨论1:“气有所震而成声.前有墙一曲,声

为勒转必相应.若墙外有圈洞,则愈甚.”[5] 这句古

文涉及的物理知识是声音的传播依靠振动.

学生讨论2:“若深山邃谷,林障重叠,如此之

处,发一小声,响还极大.若小屋小器,如此之处,发

一大声,响还犹小.”[6]这句古文描述的是回声的原

理,在深山幽谷中,发出的声波在四周后反射回来形

成叠加,回声变大,这是“发一小声,响还极大”的原

因;在小房子里发声,声波反射效果不明显,这是“发

一大声,响还犹小”的原因.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解释古诗词中蕴藏的物理

知识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7 归纳总结 ——— 掌握知识

师生互动:通过回顾课堂中的古诗词和实验,教

师引导学生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归纳.学生分

小组进行汇总并将结果进行板书.

3 教学体会与反思

本节课在传统的以实验为基础的教学设计上渗

透了中国古人对声音描述的物理学史,学生通过分

析实验现象的规律,并将其规律用于解释中国古人

的诗词,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在教学中渗透物理学史,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物理

核心素养,同时还让物理课堂有了人文气息,使学生

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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