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传播中国好声音 小学教案声音是
怎样传播的(优质5篇)

公司宣传语的内容要真实可靠，不能夸大虚假，以免给公司
带来信任危机。制定一个成功的公司宣传语需要多次的测试
和调整，确保其能够产生最大的营销效果。不同行业中的顶
尖品牌宣传语，让您倍感震撼！

传播中国好声音篇一

1．通过观察和实验初步认识声音产生和传播的条件。

2．知道声音是由物体振动发生的。

3．知道声音传播需要介质，声音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不
同。

[教学重、难点]

声音的发生及如何传播；理解声音的传播必须依赖于一定的
物质。

[教学准备]

橡皮筋、音叉、电铃、玻璃罩、真空抽气泵、土电话、软木
塞

[教学过程]

一、引入

1、你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



播放流水声、鸟鸣声、汽车喇叭的声音等等。

2、多媒体展示：声波枪

提问如何解决声波枪可能带来的伤害引入新课。

二、声音的产生

实验1：用两只手指轻放在喉部，然后发出声音

（1）你感觉到喉部在振动吗？（在振动）

（2）你知道什么在振动吗？（声带）

实验2：把一根橡皮筋扣在椅子背上，用手将它拉

紧，拨动它。

（1）你听到声音了吗？（听到）

（2）橡皮筋在做怎样的运动？（在振动）

实验3：用橡皮槌敲击音叉

（1）你听到声音了吗？（听到）

（2）音叉在做怎样的运动？（在振动）

（3）用手扶住音叉，音叉停止振动，还能听见声音吗？（不
能）

播放多媒体：

（1）打鼓时，鼓面珠子不断跳动。



（2）弦乐器发声时，琴弦在振动。

学生发言并小结得出：声音是由于物体的振动引起。振动停
止，声音也消失。

教师提出声源的概念：我们把正在发声的物体称为声源。

教师提问：固体振动能发出声音，液体和气体振动能发出声
音吗？

学生回答：液体振动产生声音，例如：泉水叮咚；下雨时的
雨声

气体振动产生声音，例如：刮风时的风声；吹管状乐器

结论：固体、液体、气体的振动都能产生声音。

三、声音的传播

多媒体展示：月球上宇航员间通话用无线电

教师提问：为什么宇航员不能面对面地谈话？声音靠什么来
进行传播的呢？

实验1：将一只开着电铃放在密封的玻璃钟罩内，接通电源。

（1）你听到电铃声了吗？（听到）

（2）用真空泵抽出罩内的空气，当空气被抽出时，电铃声
会(减弱、变得更响亮)减弱。当空气几乎被抽完时，你仍能
听到声音吗？（几乎不能）声音可以在真空中传播吗？(不
能)

（3）关掉真空泵，让空气慢慢重新进入罩内，现在你听到声
音了吗？（能）声音能在空气中传播吗？(能)



结论：声音能在空气中传播，声音不能在真空中传播.

实验2：将一只正在发声手机放在塑料袋里，用绳子扎紧袋口，
然后放入水中，我们还能听到声音吗？（能听到声音）

结论：声音能在液体中传播。

实验3：将制好的两个纸杯底各钻好一个小孔，将一根棉绳的
两端分别穿过两个杯底的小孔，再将绳端绕在一根火柴上，
并用胶带纸将杯底的火柴粘好，一个“土电话”就制成了。
当一个同学对着杯子讲话时，你将另一个杯子罩在耳朵上，
能听到同学说话的声音吗？（能听到）

结论：声音能在固体中传播。

教师小结：声音在固体、液体、气体中都能传播，在真空中
不能传播。

想一想：

（1）岸上的人的脚步声为何会吓走鱼儿？（液体能传播声音）

（2）电影太空中战争的场面。你认为在太空中能听到爆炸的
声音吗？（真空不能传播声音）

（3）印第安人在狩猎时，他们伏在地面上，通过聆听声音来
预测即将来到的牛群，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固体能
传播声音）

四、声波

多媒体展示1：水波的产生（说明声音的传播与水波的相似性。
）

小结：声音以波的形式通过介质将声源的振动向外传播，这



个波叫声波。

多媒体展示2：将一支点燃的蜡烛放在音响的前方，当音响发
出较强的声音时，观察烛焰的摇晃情况.

小结：结论：声音具有能量。

教师提问：声波有广泛的用途，能举例吗？

（1、超声波粉碎胆结石2、声现象捕鱼3、探测海水深度4、b
超）

五、声音传播的快慢

读图：提供声音在不同物质中传播速度的数据。

归纳总结：在同一物质中，温度越高，声速越快。在同一温
度下，声音在固体中的传播速度最快，液体中其次，气体中
最慢。在15℃空气中，声音每秒传播340米。

六、小结本节知识要点

七、布置作业

上网查阅声音在不同物质中的传播速度

八、板书设计

1、声音的产生：声源（固体、液体、气体）的振动

2、声音的传播：通过固体、液体、气体进行传播，真空不能
传声。

3、声音的能量：声音具有能量，并以声波形式向外传播



4、声音传播的快慢：跟介质和温度有关

九、教学总结

这节课主要采用学生自己从实际出发，启发学生自己讨论、
鉴别，培养了学生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传播中国好声音篇二

一、声音的产生：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二、声音的传播：

1、声音靠介质传播，真空不能传声。

介质：能够传播声音的物质。

2、声音在所有介质中都以声波的形式传播。

3、声速：

（1）声音在每秒内传播的距离叫声速。

（2）声音在固体、液体中比在气体中传播得快。

（3）15℃时空气中的声速为340m/s.

传播中国好声音篇三

知识与技能：正确解释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过程与方法：通过猜想与实验相结合，提高科学分析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养成运用科学思维方式联系生活实际的
科学素养。

二、重难点

重点：声音产生的原因

难点：物体产生声音的探究过程

三、教学方法

情境导入法、分组实验法、谈话问答法

四、教学过程

情境导入：播放视频(喜羊羊召开的音乐会)

提问：美妙的音乐是如何产生的.?引出课题，书写题目

新课探究：

(1)ppt播放声音：小鸟叫声、汽车鸣笛声、水流声音等，提
问：分别是什么声音?还有哪些是你熟悉的声音?(手机铃声、
谈话声)

总结：声音无时不在

(2)提供鼓面放有花生米的小鼓、钢尺、气球等试验器具，四
人一组，讨论如何使这些物体产生声音，并填好实验记录。

引导大胆猜想：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产生

(3)验证猜想：举例声带振动而发出声音;倒水观察水面波动

巩固提高：



提问：列举其他物体振动产生的例子

小结作业：师生共同总结

作业：搜集人们控制声音大小的方法

五、板书设计

传播中国好声音篇四

1、知道声音是由物体振动发生的

2、知道声音传播需要介质，不同介质传播声音的速度不同

3、知道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4、常识性了解回声和利用回声可以加强原声、测量距离、

通过实验的观察和分析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概括能力、

通过本节的学习，体会从实验得出结论，培养学生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

通过本节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1、本节为声现象的第一节课，简要简述声音在人类社会中的
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2、本节是典型的现象教学，应以实验为主、

3、对物理现象的观察要分层次进行、

4、利用回声现象及应用，既调动学生情趣又巩固前一章简单
运动的知识、



教学工具：音叉、共鸣箱、铁架台、塑料小球、彩纸

新课引入

先用收音机播放一段音乐，大家听到了美妙动听的音乐声、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发生的

教学方法：由学生对发声现象的观察，概括出上述结论、

供老师参考选择的实验如下：

用音叉和乒乓球演示

用纸人和少先队队鼓演示

用音叉和水演示（可视范围小，若有实物投影仪则可选用）

分别观察不敲击和敲击音叉，把音叉放入水中时，是否溅起
水花、

注意：每个实验都应对比观察，由学生总结得出结论：一切
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

简介：鸟、蟋蟀和其他一些昆虫发声也是由于振动，提高学
生学习兴趣、

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真空中不能传播声音

教学方法：由实验现象概括归纳得出结论、

可共选择的实验：

演示：如图3—1—3所示，



解释此实验：用石块激起水波类比振动在空气中激发声波、
（可看书图3—4解释，也可做成课件）

叉股振动压缩周围空气振动空气发生疏密变化形成声波向远
处传播、

土电话表明：固体也能传播声音、

真空罩演示真空不能传声、简介：月球上宇航员用无线电设
备通话

结论：气体、液体、固体物质都能传播声音、真空不能传声、

声速：

空气中：（15c）340m/s

回声

引导学生展现已有感性认识：对着高山喊话，在大礼堂中大
声讲话等出现回声现象、

提出问题：

为什么有时能听见回声，有时又听不见呢？

听到回声的条件是什么？离障碍物至少要多远？

为什么在屋里讲话比在操场上讲话听起来响亮？

回声是否能应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你知道哪些？

结论：听到回声的条件是回声到达人耳比原声晚0、1s以上、

回声可以加强原声，可以测量距离、



通过想想议议中的问题思考物力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

简介：回音壁、三音石、圆丘等建筑，扩展知识，激发兴趣，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发生的

声音传播需要介质，不同介质传播声音的速度不同

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利用回声可以加强原声、测量距离

探究活动

现代技术中与声有关的应用

个人或自由结组

制订计划；查阅和收集相关的材料；综合分析材料；写出论
文；与其他组交流、

1、网上查找的资料要有学习的过程记录、

2、和其他成员交流、

传播中国好声音篇五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知道声音靠振动产生，它的传播需要
介质，真空不能传声。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探究声音的产



生与传播原理，培养初步的观察能力和研究问题的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师生双边的教学活动，体
会从实验得出结论，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激发学习兴
趣，并乐于探索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学道理。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一切发的物体都在振动，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

【难点】：理解在空气中声波以疏密波的形式向四周传播。

三、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预设：这些声音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样传播到我们的耳朵的
呢?声音为何不尽相同?为什么有的声音动听，而有的声音却
是噪声等等。

我们这节课就来研究声音的产生与传播，对其中的部分问题
予以解答。(板书标题)

(二)、探究学习

1.声音的产生

学生小活动：动手使身边的尽可能多的物体发声。

活动时注意观察物体发声与不发声时有何不同?与同桌讨论发
声的物体又有怎样的共同特征。

预设：有抖纸张，弹橡皮筋，倒水，拍手，敲桌子，吹气球，
说话唱歌等等。



通过对比师生归纳声音的产生实质都是在动。教师讲解这实
质是绕中心位置来回运动，物理学中称之为振动。也即是说
正在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振动停止则发声停止。

提问：那么是所有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吗?

实验探究：用锤敲击音叉，请同学聆听并观察，可以听到悦
耳的乐器声，但很难看到发声的物体音叉是否振动，如何才
能观察呢?教师介绍一个好的办法，用铁架台下悬一只乒乓球，
音叉挨着乒乓球，对比不敲击和敲击音叉时乒乓球的状态，
发现不敲击时球静止，敲击时球有明显跳动。

思考：乒乓球在什么情况下跳动?为什么跳动?请学生试着说
一说。

通过观察，知道敲击音叉时才跳动。是因为敲击时音叉发出
声音，音股在振动，靠近很轻的乒乓球时带动球跳动。这种
把叉股看不见的振动转化为可以看见的乒乓球的跳动，物理
学上称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为转化法。

请同学思考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验证，预设有同学提出了用水
或者撒上胡椒粉等。请学生动手操作，观察现象，并解释原
因。(把音叉放置水中，对比不敲击和敲击音叉时的状况，可
看到后者水花四溅，原因是发声的音叉的叉骨在振动，放置
水中会使得水发生振动甚至激起水花。也是转化法。)

教师讲解：科学家做了大量的实验，均表明一切发的物体都
在振动，我们把正在发声的物体叫做声源。

补充小资料：早期的机械唱片发声原理。即将发声体的振动
记录下来，需要时再让物体按照记录下来的振动规律去振动，
这会产生与原来一样的声音，这样就可以将声音保存下来。

声音的传播



声音是靠振动发声的，那么声源产生的声音又是如何传到人
耳的呢?

演示实验：声音两个相同的'音叉a与b，相隔一段距离，a音叉
靠近静止悬挂的乒乓球，用力敲击b音叉，发现乒乓球也会跳
动。

提问：音叉b并没有与乒乓球接触，为什么球会振动，又是谁
将振动传给了a呢?

得出：他们之间只有空气，应该是空气传播了声音。

提问：那空气又是怎样传播声音的呢?

教师点拨：原来敲击音叉时，叉股不停的左右振动，引起他
周围的空气形成疏密相间的波动，并向远处传播，形成声波。
声音就是以波的形式向外传播，最后到达我们的耳朵，引起
听力。平时我们人与人的交流就是靠空气传播声音的。

那只有空气才能传播声音吗?你还知道什么可以传播声音呢?
同学们请看下面的实验看看他又说明什么问题。

用气球包裹一个手机，打开音乐，并将他悬吊起来，放入空
桶中，可明显听到空气传播的音乐。接着往空桶中注入水，
请学生观察并聆听是否还是可以听到声音，这一现象说明什
么问题，什么可以传播声音。

结论：两个实验分别说明空气是气态，水是液态都能传播声
音。

提问：那固态物质是否能传播声音呢?你又有什么具体实例来
说明呢?

预设压在枕头下面的手表，可以通过枕头传播指针走动的声



音;土电话传播声音，有细线连接可以听到，没有细线不能听
见，说明细线可以传声。

总结：大量的实验表明一切气体、固体、液体都可以作介质
传播声音。

提问：思考有没有不能传声的地方呢?

预设月球上，两名宇航员即使相距很近也要通过无线电来交
谈。这是因为月球上没有空气，也即是在真空状态不能传播
声音。

演示实验：用小实验辅助理解真空不能传声：把正在响铃的
闹钟放在玻璃罩内，用电动抽气机逐渐抽走里面的空气，注
意声音的变化。可以引导推想如果把罩内抽成真空，就不能
听到声音了。再做对比实验让空气逐渐进入玻璃罩，注意声
音的变化。

师生总结：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传声的介质可以是气体、
固体或液体，真空不能传声。

声速

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那声音的传播需要时间吗?

生活现象：生活中电扇雷鸣的天气，我们总是先看见闪电，
后听到雷声，这是为什么?

讨论得出：声音的传播需要时间，也就是说声音传播有一定
的速度。

教师讲解：我们把声音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称为声速。它的
大小等于声音在每秒内传播的具体。声速的大小跟介质的种
类和温度有关。



展示ppt，列举一系列声音在介质中的出纳博速度，请同学仔
细观察数据，有何发现?

可以看到在一般情况下，声音在气体中的传播速度小于在液
体、固体中的传播速度。请学生记住声音在15℃空气中的传
播速度是340m/s。

教师讲解：这是回声现象，用物理的语言描述就是声波遇到
障碍物的反射现象。

教师讲解：当障碍物离人较远时，发出的声音经过大于0.1s
回到耳边，人们能把回声与原声区分开;而当障碍物离得太近
时，声波很快反射回来，回声与原声混在一起，人耳难以分
辨，但是会觉得声音更响亮。

拓展小资料：回声现象除了测量声速之外还有很多应用。如
在建筑学中我国天坛的回音壁巧妙利用回声享誉中外，医学
上疾病监测，工业加工除尘，军事中利用声纳海底探测等等。

(三)、应用提升

科学世界资料补充：《我们是怎么听到声音的》。生物课上
知道基本过程就是外界传来的声音引起鼓膜振动，这种信号
经过听小骨及其他组织传给听觉神经，听觉神经把信号传给
大脑，人就听到了声音。在这个过程中，任何部分发生障碍，
人都会失去听觉。如果只是传导障碍，而又能想办法通过其
他途径将振动产生的信号传递给听觉神经，人们也能感知声
音。例如，声音通过头骨、颌骨也能传递到听觉神经，引起
听觉。科学上把声音的这种传导方式叫做骨传导。骨传导常
应用在工业和战场上，利用骨传导原理制成的助听器、耳机
等在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物理学知识与生活紧密联系，让我们不禁感叹好神奇的物理
世界，它造福于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更美好。



习题巩固：将耳朵贴在长铁管的一端，让另外一个人敲一下
铁管的另一端，你会听到几次敲打的声音?请说出其中的道理。

(四)、小结作业

师生小结：声音的产生原因与传播特性。

思考两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能听到房间里蚊子的嗡嗡声?然而
蝴蝶飞行时翅膀也在振动，我们却听不到蝴蝶翅膀振动的声
音，这又是为什么呢?带着这个疑惑预习下一节课的内容，试
着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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