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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单元  第 1课<听听声音>〔 0.5-1 课时〕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目标 

1. 我们周围充满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们虽然看不见它，但可以感受它。 

2. 声音可以用上下，强弱，悦耳和刺耳等词语来进行描述。 

科学探究目标 

运用语言描述听到的声音，并能给声音进行简单的分类。 

科学态度目标 

1. 在认识声音的活动中，逐步养成留心观察的习惯和态度，乐于与同伴交流。 

2. 对声音的知识产生浓厚的探究兴趣。 

3. 能对声音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初步认识到声音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局部，他随时随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教学重点】 

用词语描述我们周围各种各样的声音，并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包含各种声音的音频视频。 

学生准备：用记录表记录并描绘听到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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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流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指导与评价 

学生学习活

动 
评价要点 

一、导入 

2 分钟 

观察图片，想象图片中事物发出的

声音，将学生的注意力会聚到声音

这个问题 

 

学生进行

交流讨论，用简

单的词语描绘自

己想象的声音是

怎样的。 

将注意力集中到

声音上。 

二、聚焦 

3 分钟 

试着举例说一说你听到过的声音，

用什么词语可以描述它。 

学生交流

与讨论。 
聚焦声音的描述 

三、探索 

25 分钟 

任务一: 

观看视频描述你听到的交通工

具的声音。 

提示:对听到的声音进行记录，描

述。 

任务二: 

描述你听到的动物发出的声音 

任务三: 

描述你听到的球类发出的声音。 

 

 

 

 

学生记录自己听

到的声音，并用

词语进行描述。 

 

 

学生能用简单的

词语描述自己所

听到的声音。将听

到的声音按简单

的标准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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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四: 

描述你听到的生活中的声音。 

研讨： 

讨论关于声音你知道些什么？ 

你还想知道什么？ 

 

说一说关于声音

自己知道的知

识。 

提出一些关于声

音有价值的问

题。 

四、拓展 
给学生播放一段音乐，让学生感受

音符的上下变化。 

学生可以用手势

来比划音乐的上

下起伏。 

体会声音的起伏

变化，为后面的课

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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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单元  第 2课<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1 课时〕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目标 

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科学探究目标 

1. 能观察、比拟、描述物体发生和不发生时的不同状态，并记录下来。 

2. 能从多个物体发生的观察事实中对原因进行假设性解释。 

科学态度目标 

1. 在探究的过程中，积极大胆的阐述自己的发现。 

2. 乐于与他人合作，养成细致观察的习惯和态度。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科学技术随时随地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教学重点】 

认识物体的振动产生声音。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一面鼓，一把钢尺，一根固定在模板上的皮筋，一个阴差

几个豆子或细沙。 

学生准备：用记录表记录物体产生声音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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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流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指导与评价 学生学习活动 评价要点 

一、导入 

5 分钟 

上节课我们一起聆听与记录了

许多声音，让我们一起走进第

二课。 

提出问题: 

我们不时的听到各种声音，我

们自己也能制造一些声音，而

这些声音是怎样产生的呢？ 

 

学生可以充分的想

象联想，将自己的观点记

录在记录单或黑板上，学

生在汇报时也可以进行简

单的解释和阐述自己的观

点. 

通过头脑风

暴的方式来

了解学生对

声音产生的

原有认知. 

二、聚焦 

5 分钟 

找出一些发声物体，仔细

观察它们在发出声音时的状态

是怎样的。 

 

梳理问题: 

学生认为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提出自己的观点，想方法验证

自己的观点 

学生任务:学生提

出自己的观点。 

聚焦问题，

形成概念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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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索 

25 分钟 

任务一: 

研究皮筋的发声，寻找皮筋发

声的原因。 

将皮筋的两端固定在木棍两

端，轻轻弹拨皮筋，观察皮筋

发生时的状态。 

提示: 仔细观察皮筋儿的运动

状态。 

任务二: 

研究钢尺的发声，寻找钢尺发

声的原因。 

将钢尺的一端伸出桌面，另一

端在桌面边缘用力压紧，弹拨

钢尺，仔细观察钢尺发声时，

钢尺的运动状态。 

提示：钢尺可以用一本硬皮书

在桌面边缘压紧，防止钢尺和

桌面边缘撞击，影响我们的实

验探究。 

任务三: 

研究敲鼓的发声，寻找鼓发声

的原因。 

敲击鼓面，仔细观察鼓面的振

学生任务一:  

1、弹拨皮筋，观察皮筋振

动发出声音的过程，初步

提出观点，皮筋振动产生

声音。 

 

 

2、观察钢尺振动发出声音

的过程，总结钢尺是靠振

动产生声音的。 

 

 

 

3、观察鼓面振动发出声音

的过程，总结鼓面是靠振

动产生声音的。 

 

 

 

 

 

4、观察音叉振动发出声音

的过程，总结音叉是靠振

通过多个实

验，探究声

音产生的原

因，验证物

体振动产生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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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声。 

提示：鼓面振动不是很明显，

可以在鼓面上放一些黄豆或者

沙粒，观察其它物体在鼓面上

的跳动，从而表达鼓面的振动。 

任务四: 

研究音叉的发声，观察音叉振

动发声的现象。 

观察音叉振动发出声音，当音

叉振动停止时，声音也会随之

消失 

提示：音叉的振动不容易观察，

可以用其它的方法帮助证明音

叉的振动，如在音叉侧面粘贴

小球，或将音叉浸入水中，观

察振动现象。 

研讨: 

完成了以上这些实验后，你认

为声音是怎样产生的？同学们

肯定认为声音是靠物体振动产

生的，因为皮筋的震动产生声

音，钢尺、敲鼓、音叉都是振

动产生声音，这些也可以作为

动产生声音的。 

 

 

 

 

 

 

总结验证自己的观点，物

体振动产生声音，振动停

止，声音也会随之消失。 

 

 

 

在竖笛出气口上方贴一张

纸条，仔细观察竖笛振动

发声的过程，理解竖笛的

声音是靠空气振动及空气

柱共振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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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支持我们的观点。 

应用: 

那利用振动产生声音的这个观

点，我们猜测一下竖笛是靠什

么振动产生声音的呢？让我们

拿出一支竖笛，感受一下它是

怎样振动产生的声音？ 

四、拓展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研究我们

人类自己是如何发出声音的，

提出问题：我们每人身上一个

非常敏感，可以振动发出声音

的器官，猜猜它在哪里？ 

学生用手指轻轻按压喉咙

处，同时发出啊的声音，

感受手指上的振动，从而

认识声带振动发出声音。 

探究的过程

由外部的宏

观现象到我

们 身 体 内

部，将振动

产生声音的

知识进行迁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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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单元  第 3课<声音是怎样传播的>〔 1 课时〕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目标 

声音是通过物体以波的形式，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 

科学探究目标 

1. 借助实验和想象，对声音传播的方式进行描述。 

2. 设计声音在不同物体中的传播实验，对声音在不同物体中的传播情

况进行比拟。 

科学态度目标 

意识到从实验中获取事实是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科学技术是人类开展的巨大推动力。 

【教学重点】 

认识声音可以在气体、固体、液体中传播。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一个音叉、一个水槽、木质米尺、棉线、记录表、土   材

料。 

学生准备：用记录表记录声音在不同物体中传播。 

 

【教学流程】 

教学 教师指导与评价 学生学习活动 评价要点 



 

. 

一、导入 

5 分钟 

上节课我们共同探究了振动

产生声音的过程，声音是怎样

传播出来的呢？ 

敲击鼓面时，鼓面振动，我们

听见了鼓声，鼓声是怎样从一

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的，让

同学们说一说，看看你们是怎

样认为的。 

学生讨论声音是怎样

传播的，举例说说敲鼓发出

的声音是怎样传播的。 

调取学生原

有认知，提

取有意义的

问题 

二、聚焦 

5 分钟 

在教室里任何地方都可以听

到鼓声，房间里空荡荡的，似

乎除了空气，没有其他的了。

会不会是空气传播的声音

呢？ 

发现问题，声音是否

通过空气进行传播。 

聚焦问题，

形成概念目

标。 

三、探索 

25 分钟 

任务一: 

如果是空气传播的声音，那将

空气去除掉，会有怎样的现象

发生呢？接下来做这样的探

究活动：玻璃罩内放置一个闹

钟，如果将玻璃罩内的空气抽

出，声音还能完整的传播出来

吗？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现象，

又如何来解释现象呢？让我

 

 

1、 利用抽真空的设备，

感受空气传播声音的过

程，发现传播路径。 

 

 

 

 

通过多种有

效的实验，

进行了科学

探究的全过

程，实现了

科学探究目

标和态度目

标，合理猜

测，实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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