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声音的产生和传播教案原创(模
板8篇)

教案的编写还需要遵循一定的教育教学原则和规范，确保教
学过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这里，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
经典的大班教案案例，供大家学习参考。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教案原创篇一

教学案例《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体验声音的产生是由于振动引起的。

2、领会声音传播需要介质。

3、知道声音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不同

（二）能力目标

1、初步培养实验操作技能，能初步学会有目的地观察。

2、能利用常见的器材进行实验探究。会描述实验现象，收集
有效的信息并根据信息归纳科学规律。

3、在学习过程中领悟解决问题的途径和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

（三）情感目标

1、培养团结合作、主动与他人交流、敢于提出自己见解的精



神。

2、初步认识科学对人类社会和生活的实际意义，培养热爱科
学、勇于探索的意识。

二、教学重点

1、声音产生的原理；

2、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

三、教学难点

探究物体传声实验

四、教 具：音叉、小锤。

五、教学过程：

生：狮吼、虎啸、鸟鸣、青蛙叫、流水潺潺、呼呼的风
声……

师：那这些美妙的声音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探究并举例：让全班同学都摸正在发声的音叉然后讨论回答，
讨论后再举出其他声音产生的例子。（让同学自己探究，比
如摸自己发声的喉咙……最后看书上的图片并总结声音是怎
样产生?）

总结：一切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

声源的定义：正在发声的物体称为声源。

生：声源振动发出声音，在空气中传播，传到人耳中，反映
到人脑中我们就听见了声音。鱼之所以会被吓跑，是因为声



音由空气中传入水中把鱼吓跑了。

提示引导并提问：声音是怎么传播的呢？以什么形式传播的
呢？（让学生看课本 29 页后讨论）

学生讨论后小组代表发言：声源振动，引起空气振动，最后
传到人耳。由于空气振动形成疏密相间的声波，就像水波波
纹一样有高有低。

结论：声音以声波形式传播（半数以上学生能说出此过程）

总结：声音以声波的形式传播。

实验探究

师：声音可以在空气中传播，还可以在哪些物质中传播呢？
有什么例子可以证明呢？请同学们讨论后举例回答。

学生讨论后小组代表发言：

a ：声音可以在水中传播。（例：钓鱼时大声说话会把鱼吓跑；
把一根管子伸进海水下，可以听见远处船只航行的声音；海
豚在海中的叫声能被人听见。）

b: 声音能在固体中传播。（例：在某一间教室敲暖气管，一
座楼的每个教室都能听到敲击声；古代人打仗，先锋官把耳
朵贴地听一下，就能听到远处敌军行进的声音；在课桌一端
很轻的敲击一下，在另一端耳桌面就可以清楚的听见敲击声，
而不贴桌面就听不见。）

c ：真空不能传播声音。（例：月球上没有空气，宇航员不能
直接对话，要靠无线电。）

总结：声音可以在气体，液体（如水），固体（如钢铁、木



头、土壤）等物质中传播，真空中不能传声，但电磁波可以
在真空中传播。我们把这些能够传播声音的物质称为介质。

引出：介质的定义：凡是能够传播声音的物质称为声的介质。

师：百米赛跑时，小明先看到发令枪冒烟，后听到枪声。这
个现象说明了什么？若给你一个秒表，采用什么做法你能估
测出枪声从百米起点传播到终点所需的时间？通过这种做法
你能估测出声每秒传播的距离吗？与同学交流合作进行回答。
（见课本 30 页）

学生讨论结果：有同学可以说出 s=100m，t是从看见冒烟到
听见枪响的时间，则声速 v=s/t。但有同学对未计算光传播所
需要的时间提出质疑，也有同学说光传播速度极快，所以短
距离内光的传播时间可以忽略不计。

讨论总结：声速比光速慢的多，所以光速在短距离内传播所
需要的时间不计。故 v=s/t 此计算方法可行。

声速的定义：声每秒钟传播的速度为声速。

影响声速的两个因素：介质的性质，介质的温度。

学生看表格后，得出结论：声音在气体、液体、固体当中的
传播速度依次加快。注：有半数学生得出了此结论。

六、总结归纳：本节课主要讲了声的产生原因和传播条件，
声的传播形式以及声速。本节内容与生活非常贴近.

七、布置作业: 动手动脑学物理1、2、3、4、5。（见课本
31页）

八、板书设计：



§1. 1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一、声音的产生。

1、 一切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

2 、正在发声的物体称为声源。 水源 、声源

二、声音的传播

1 、水波声波：声音以声波的形式传播。

2 、凡是能够传播声波的物质称为声的介质。

3、 声速：声音每秒钟传播的距离称为声速。 声速的两个决
定因素：介质的性质，介质的温度。

4 、 声音在气体、液体、固体中的传播速度依次加快。

自我点评： 在授课过程中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
动脑思考，亲自体验探究的过程，让学生充当课堂的主角。
尤其体现在让学生探究声除了可以在空气中传播，还可以在
液体、固体等物质中传播。探究完声的传播形式、声的介质
以后，讨论了声传播有多快。充分利用了集体优势，体现了
物理学习方法中的合作交流环节。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可
以通过探究、讨论、合作交流等方式在理性和感性上很好的
掌握声的产生原因、传播形式和传播条件以及声速等知识。
授课方式与授课过程很好的体现了新课标的探究性学习方法，
并且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教学案例《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教案原创篇二

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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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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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与方法：

1、通过举例以及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探究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声音是如何传播的。

2、利用学习活动，锻炼学生初步的观察能力和初步的研究问
题的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教师、学生双边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对科学的求知欲望，使学生乐于探索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中
的物理学道理。

2、注意在活动中培养学生善于与其他同学合作的意识。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教案原创篇三

1、下列乐器是由于空气柱振动发声的是()

a、架子鼓b、笛子c、小提琴d、口琴

2、关于声现象，下例说法正确的是()



a、在钢铁中的声速小于在水中的声速b、在水中的声速小于在
空气中的声速

c、声音的传播不需要介质d、人唱歌时是声带振动发声的

3、桌子上的鱼缸中有若干条金鱼，敲击桌子，鱼立即受惊，
这时鱼接收到声波的主要途径是()

a、空气—水—鱼b、桌子—空气—鱼缸—鱼

c、桌子—鱼缸—水—鱼d、桌子—空气—水—鱼

4、站在桥洞里说话时听不到回声.这是因为()

a、桥洞两端是开口的不反射声音b、桥洞窄小回声与原声混在
一起听不出来

c、桥洞反射的回声从桥洞跑了d、桥洞两侧反射的声音刚好抵
消

5、下列事例中能说明液体可以传播声音的是()

a、我们听到雨滴打在雨伞上的嘀嗒声b、我们听到树枝上小鸟
的唧唧声

c、花样游泳员在水下随着音乐翩翩起舞d、人们在小溪边听到
哗哗的流水声

6、一人对着一座高山呼喊，经过10s听到回声，那么人离高山
()

a、1700mb、3400mc、170md、340m

看过初中物理声音的产生与传播教案的人还看了：



1.八年级物理声音的产生与传播教案

2.初二物理声音的产生和传播实验视频

3.八年级物理声现象教案

4.八年级上册物理声音的产生与传播检测试题

5.八年级物理复习教案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教案原创篇四

在实验之前对小朋友提出要求，请小朋友认真的听，细心的
看：

1、你看到什么？

2、你听到什么？

实验一、声音的产生

1、先请小朋友看清楚在老师没有拉响小提琴的时候琴弦是怎
样，然后老师拉响小提琴的时候请小朋友注意听到什么，看
到什么？（如果小朋友回答不出来，可以提示观察琴弦）。

2、把一些小物体，如豆粒放在鼓面上，然后敲鼓，请小朋友
听声音，观察鼓面的小豆颗粒有什么现象发生？（小豆都在
跳动，原因是鼓面的振动引起小豆的跳动）

3、老师敲响三角铁，然后请一两个小朋友触摸三角铁，然后
告诉小朋友们有什么感觉（有震动）在请小朋友用手摸之前
说清楚要求：“请你摸摸三角铁，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
老师再敲响三角铁，请小朋友用力按住三角铁，阻止它的振
动，请小朋友听还有没有声音？（没有）



告诉小朋友，声音是因为震动而产生的，如果阻止物体振动
声音就马上消失了。

实验二、声音的传播

1、请小朋友所有把耳朵都趴在桌子上，然后用手挠桌底或者
敲桌面，请问小朋友有什么发现？（声音可以在桌子这样的
固体传播）

2、老师在水中敲响三角铁然后请一两个小朋友把耳朵贴住水
槽，然后问他能不能听到声音，请他把结果告诉所有小朋友；
老师再在水中敲响三角铁，请所有小朋友倾听，能不能听到
声音？（告诉小朋友声音可以在水这样的液体传播）

3、老师播放一段音乐，请小朋友听，能不能听到声音？（声
音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可以提示小朋友，我们周围有什么是
看不见的？（空气）

4、引导小朋友思考声音在空气中是向什么方向传播的——老
师讲话是不是只有前面或者后面的小朋友才能听见啊？我们
平时起床的铃声是不是在所有角落都能够听到啊？那么声音
是响什么方向传播的呢？（四面八方）

实验三、声音怎样在物体中的传播

把一个小鼓立在桌面上，然后在鼓的右面（或者左面）立一
个纸屏，在纸屏上吊一个小球，老师敲鼓的左面，请小朋友
观察纸屏和小球有什么现象发生？（告诉小朋友，当物体振
动发声时，会引起周围空气的振动形成声音的波浪，声波从
鼓的左面传到右面引起鼓右面的振动，又传到纸屏从而引起
小求的振动，所以就看到这样的现象了）。

最后，请小朋友注意保护我们的耳朵，因为声音传到我们的
耳，我们才能听到。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教案原创篇五

播放录像：电闪雷鸣、江河咆哮、鼓乐齐鸣、放鞭炮、电锯
切割木板、小孩啼哭等画面

今天我们来共同探讨与声音有关的问题

观看录像

由直观的画面创设声音产生的情景，激发学生求知欲望，从
而顺利的导入新课。

二，合作探究

1)探究声音的产生

师巡视并指导，帮助学生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

利用不同物体进行发声实验，在探究中发现并提出问题，学
生有的拉长橡皮筋，有的拨动尺子，有的吹口哨，有的摇小
铃铛等等自己设计的实验，兴趣盎然。

[引语]现在已有不少组同学发现问题了，下面我们共同交流
一下

其它小组的同学是否和他们有同样的发现?还做了哪些实验?
学生交流。

刚才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善于动脑，把不同器材结合使用
很好，下面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声音的产生。用手按住喉头部
分，大声说“振动”

生活中声音产生的现象很多，同学们联系生活实际，分析生
活中的物体是如何发声的?



通过小组间的交流加深他们的合作意识同时也为后面发现声
音的产生的原因作好铺垫学生在交流时给学生足够的时间，
通过他们的交流尽可能多的做实验，通过实验也就不难得出
声音产生的原因，让他们真正体验探究的快乐。

让学生再一次感受声音的产生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2)

刚才同学们回答的都非常好，有谁知道蝉是怎样发声的?

有时我们需要将声音记录下来，怎么办呢?学生阅读课本31页

(2)声音的传播

我站在讲台上说话，你们可以听见，声是靠什么传播的呢?

同学们思考固体能否传播声音?并设计实验验证你的猜想

气体、固体可以传声，那液体能否传声呢?

师：出示装有小金鱼的鱼缸，轻敲鱼缸，看金鱼的反应，说
明液体也可以传声。

师：演示真空不能传声的实验，总结归纳出声音的传播需要
介质，真空不能传声。

师用塑料圈在水平方向上来回推动，可以看到疏密变化从而
引出声波，学生看课本33页明确声是以声波的形式在介质中
传播。

下雨天，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这是为什么?

(1)一般来说固体传声最快，液体次之，气体最慢



(2)声速与介质的种类有关

(3)在空气中声速的大小与温度有关

在教室里说话比在旷野里听起来响亮，为什么?

学生回答，声传播的速度慢

学生仔细分析讨论，然后起来交流获得的信息。

通过生活中的例子，引出声速

通过学生分析表格获得信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通过生活中的例子，让学生理解回声。

三，整体感知

学生理解声音产生的条件，声音传播的条件以及传播的形式，
声速的大小。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

四，知识拓展

课本34页1、2、3、4、5学生完成练习

五，课堂小结

同学们你们对本节课有什么收获和不足之处?

学生纷纷发??

六，布置作业

刻印题一页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教案原创篇六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研究声音的发生和传播过程，学习声现象
的基本知识。

二、声音的发生

我们每个人从出生起就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千千万万
的声音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通过实验和研究我们发现：一切发生的物体都在振动(解释何
为振动)

举例：讲话发声是声带在振动、吹口哨、打雷是空气在振动、
打鼓时看到鼓皮在振动………

演示实验验证：音叉发声，弹开乒乓球。

音叉发声，溅起水花。

得到结论：一切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

提问：反过来，是不是一切振动的物体都在发声呢?

学生讨论，老师归纳总结：一切振动的物体都会发声，只不
过有些振动发出的声音我们人耳听不到。(听不到的不一定是
不存在的)

提问：振动就会发声，发声就一定有振动，那如果振动停止，
声音会怎样呢?

手握音叉演示实验说明：振动停止，发生也停止。

三、声音的传播



举例：老师讲课，每个同学都听得见，声音是怎样传到你们
的耳朵的呢?

声音能通过空气传播，物理教案《声音的发生与传播》。

演示实验证实：音叉共鸣，另一音叉弹起乒乓球。

提问：除了空气可以传声外，还有哪些物质可以传声?

学生讨论、举例，老师归纳：其他气体、液体、还有固体都
可以传声。

举例说明：钓鱼、潜水员喊话，铁道游击队听轨等等

学生实验：将耳朵贴在桌面上，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我们把所有可以传播声音的物质(媒介)叫介质

气体、液体、固体都是介质。

提问：如果没有气体，也没有液体和固体，没有介质，还能
不能传播声音?

没有介质不能传声，即真空不能传声。

请学生查看课本p33声速表

得出结论：一般而言，声音在固体中比在液体中传播快，在
液体中比在气体中传播快(由分子密集程度决定)

找出15c时，空气中声速为：340m/s要求学生识记。

一般空气中，如无另外说明，都认为声速是340m/s。

四、回声



回声：声音在传播中遇到障碍物反射回来的现象。

老师讲课，为什么没有听到回声?

回声存在并被听到，只是人耳不能区分---和原声时间间隔太
短。

人耳区分原声和回声最小时间间隔为：0.1秒

组织学生计算听到回声的最短距离：

s=vt=340ml=s/2=17m

五、回声的利用

1、测距离：l=vt/22、测深度：h=vt/2

七、小结:作业：p43页3题，4题.

七、板书设计：

第四章声现象第一节声音的发生和传播

一.音的发生

1.一切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

2.振动停止，发声也停止。

二.声音传播

1.声音靠介质(任何气体、液体和固体)传播。

2.声速(15℃)340m/s



3.声速由大到小排列：固体、液体、气体。

三.回声

1.回声是声音在传播中遇到障碍物反射回来的现象。(听到回
声条件：0.1s以上，17米)

2.利用回声测距离：s=1/2s总=1/2vt。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教案原创篇七

通过实验，认识声的产生和传播条件。

(一)知识与技能

1.知道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声音的传播必须依靠介
质。

2.知道固体、液体、气体都是能够传播声音的介质，了解在
不同的介质中声音的传播速度是不同的，声音在固体和液体
中的传播速度比在空气中快。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观察发声现象，能简单地描述所观察到的发声体的共
同特性，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对比和概括能力。

2.通过声传播的实验探究，培养学生初步的在观察现象中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

3.让学生参与实验探究，初步学习实验探究的方法，体会科
学探究的重要性。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本节学习，让学生知道我们生活在声的广袤空间中，
声音可以表达丰富多彩的情感，通过声音可以获取大量的信
息。

2.使学生初步领略声音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而引起
对声音的好奇，激发求知的欲望，逐步养成自觉探索自然现
象和日常生活中物理原理的科学态度。

3.通过合作和交流，培养学生主动与他人合作的精神。

声音产生的条件、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是这一节的重点。

声音在介质中以声波的形式传播是本节的难点。

1.多媒体课件。

2.演示实验器材:广口瓶、橡皮塞、抽气机，电子发声体，土
电话、吉他等。

3.分组实验器材:音叉、鼓、锣等。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一)课前活动

在教室内播放悠扬的音乐。

欣赏音乐、琴诗，陶冶情操。



创设情境。

(二)导入新课

1.用多媒体展示多种声音。

观察画面与聆听相关的声音。

让学生对耳濡目染的声现象产生研究的兴趣。

2.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声音是怎样产生的?它是怎么被我们听
到的?

深入思考，进行猜想。

让学生知道声音是传递信息的一种形式，观察图后让学生思
考、讨论一些问题，把学生带入声的世界，在讨论中切入本
节课题: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三)探究声音的产生

1.给学生提供“制造”声音的器材:音叉、鼓、锣等，引导学
生进行探究。

进行实验探究:让音叉、鼓、锣等发声，并观察声音产生伴随
的现象。

在老师的鼓励、引导下，学生合作探究，直接观察和触摸感
受发声的物体在振动，引导学生讨论。

学生进行探究，得出结论:发声体振动停止，声音消失。

进一步认识声音的产生，培养归纳能力。

3.引导学生得出结论: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通过观察、分析，总结出结论。

通过观察、体验与对比、概括，建立声音和振动的关系。

4.介绍弦乐器和管乐器:弹奏吉他、展示自制管乐器，并播放
使用自制管乐器演奏视频。

让学生在发出声音的同时，用手捂住自己的声带处，再次感
受声音是由振动产生的。

巩固和验证: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指导学生用所学知识
分析自然现象。

(四)声音的传播

1.提出问题:我在这说话，我的声带在这振动，声音怎么传到
你的耳朵里了?

学生思考:我们之间有什么，是什么把声音传过来的.?

诱导学生自己得出:声音在空气中能够传播。

2.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空气，你还能听到我讲话的声音吗?

深入思考和联想。

让学生提出猜想，引导他们提出证明猜测正确性的方法。

3.演示:真空不能传声的实验。

观察实验现象。

通过探究，让学生初步认识声不能在真空中传播。

4.引导学生得出结论:声音可以在气体中传播，不能在真空中



传播。

通过根据已有的知识对传声的原因，进行猜测和讨论。

广口瓶内发生器声音的变化说明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不能
在真空传播。

5.演示实验并得出结论:声音可以液体中传播。欣赏《小儿垂
钓》和“水上芭蕾”。

观察实验现象，总结实验结果，观察与思考。

提高观察、分析和总结能力。

6.学生实验并得出结论:声音可以在固体中传播。

学生轻敲桌子一端，耳朵贴近桌面另一端听声音。

探究固体传声，初步感悟科学探究。

7.试用“土电话”，强化固体可以传声。

让一学生“接听土电话”并进行课堂讨论和小组发言。

初步培养学生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实质的能力和实验设计
能力。

8.归纳结论:声音的传播是需要介质的，它既可以在气体中传
播，也可以在固体和液体中传播。

综合、归纳，举手发言。

系统总结规律。

9.听觉的形成:播放视频:人耳的结构和动画(听觉的形成)。



观察与思考。

了解人耳的结构和为什么能听到声音。

(五)声速

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看书。

学生阅读课文(第38页)，了解声音在不同介质中传播速度不
同，并总结规律。

启发学生从阅读中找出规律。

(六)小结

提出问题: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思考、交流，谈收获、体会等。

通过合作、交流，及时小结，让知识系统化。

(七)课堂练习

出示练习题

阅读、思考，举手答题。

应用所学知识解答问题。

(八)布置作业

延伸兴趣

课后第2、3题



当堂完成

巩固所学知识

(九)板书设计

第一节科学探究: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一、声音的产生(气体、液体、固体)中传播。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真空不能传声。

二、声音的传播三、声音的速度

声音以声波的形式在介质空气中:340m/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教案原创篇八

本节课的重点是声音产生的原理和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因
为只有了解声音的产生与传播的原理，才能从本质上理解对
它的控制与应用，这是进一步学习本章其它内容的前提，这
个前提的掌握与否是本章后续学习的关键，是实现本章教学
目标的基础。

本节课教学的难点是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因为仅仅依靠学
生的日常生活感受很难认识到这一点，只有借助于实验及推
理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学生刚刚接触物理知识，认
知能力相对薄弱，易于形成难点。

本节课教学属于知识探究性教学。本节课拟采用诱思探究实
验论证的.教学方法。在教师的导控下创设教学情境，提出探
究的问题，学生边观察、边思考，并通过亲自动手及分组实
验来进行论证，通过小组交流进行归纳总结，最大限度地调
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充分体现“教师主导，学生



主体”的教学原则。

以上这些，可以概括为：创设情景导入目标自主探索实验论
证表达交流总结归纳。

【课时安排】：1课时

【实验器材】：

1、教师演示实验器材：真空铃实验装置。

2、学生探究实验器材：鼓、锣、音叉、共振音叉、悬挂有乒
乓球的铁架台、发声体（小收音机、两个塑料袋）、水槽两
个、水、cuso4溶液、白纸、气球、树叶、四季润喉片瓶子等。

学生分组实验器材：

第一组：共振音叉。

第二组：发声体（小收音机、两个塑料袋）、水槽两个、
水、cuso4溶液。

第三组：长钢管。

3、多媒体课件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时常需要编写教案，借助
教案可以恰当地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那么什么样的教案才是好的呢？以下是小......

【导语】的会员“柠绫然”为你整理了“”范文，希望对你
的学习、工作有参考借鉴作用。《声音的特性》教学设
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