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年级下册

17.2 电磁波及其传播



情境导入

同学们，老师现在手里拿着的是一部手机，我想查一下

手机还剩多少话费，你们能替老师想想该怎么办吗？

学生讨论后回答查询方案：

1、到移动公司营业厅

2、登录互联网移动公司网站查询

3、可以拔打查询电话10086。

师：有这么多的方案，那么哪种方案最方便可行呢？



情境导入

方案三最切实可行，可以利用免提功能进行现场操作。
进一步问：手机离移动公司的服务器很远，有谁知道它们之间

是靠什么传递信息的呢？
引导：我们可以用电磁波实现信息的传递。其实小到遥控玩具，

大到宇宙飞船都是用电磁波来进行操纵的。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第二节：电磁波及其传播。



（1）、认识波的基本特征，知道波能够传播周期性变化的运动形态、

能量和信息。

（2）、了解振动的振幅、周期与频率，波长与波速的物理意义，知道

它们是描述波的性质的物理量，知道波长，频率与波速的关系。

（3）、了解电磁波的意义，体验电磁波的存在；了解电磁波可以在真

空中传播的特性，知道电磁波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了解电磁屏蔽。

（4）、知道电磁波谱，了解电磁波的应用及其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生活

发展的影响。

本节目标



预习反馈

2．波长：（λ）波在一个周期内传播的距离，单位：米（m），波速：

（v）波传播的速度，单位：米/秒（m/s）波速的公式：v=λ/ T 或v =λf

1.  周期：（T）波源振动一次所需要的时间，单位：秒（s）频率：（f）波

源每秒内振动的次数。单位：赫兹（Hz）导出周与频率的关系式：f=1/ T

3. 电磁波能在真空中传播，（或电磁波传播不需要介质）金属容器能屏蔽电

磁波。



课堂探究

水波：

问:哪儿是波源?它在怎样运动？

水波看上去有什么特点？

绳子抖动时形成的波

问：看到了什么现象？

波形：凹凸相间，向外传播，都是传递周期性变化的运动

形态，属于机械波。

波的基本特征



课堂探究

现在我们结合波形图进行理解性记忆。

对照波形图，引出波的特征物理量：（定义、字母、单位、）

振幅
波长



课堂探究

1.振幅：（A）表示波源偏离平衡位置的最大距离。

单位：米（m）

2.周期：（T）波源振动一次所需要的时间

单位：秒（s）

3.频率：（f）波源每秒内振动的次数。

单位：赫兹（Hz）

4.导出周与频率的关系式：

f=1/ T



课堂探究

5.波长：（λ）波在一个周期内传播的距离。

单位：米（m）

指导学生从图形上认识波长。

6.波速：（v）波传播的速度。

单位：米/秒（m/s）

波速的公式：v=λ/ T 

或v =λf



四、噪声的危害和控制
测量不易直接测量的质量：m=ρV。
4.惯性的理解：（1）一切物体任何时候都具有惯性(静止的物体具有惯性，运动的物体也具有惯性)。牛顿第一定律表明，一切物体都具有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状态的性质，因此牛顿第一定律也叫惯性定律。（2）惯性是物体本身的属性，惯性的大小与物体质量大

小有关。质量越大，惯性越大；质量越大的物体其运动状态越难改变。惯性的大小与物体的形状、运动状态、位置及受力情况无关。
（3）凝固的条件： 达到凝固点。继续放热。
1、光源：定义：能够发光的物体叫光源。

三、汽化和液化
①升华：定义：物质从固态直接变成气态的过程，吸热，易升华的物质有：碘、冰、干冰、樟脑、钨。
测量时：注意防止弹簧指针卡住，沿轴线方向用力。
①α衰变：α射线的实质就是高速运动的氦核流
5、同位素：具有相同质子数而中子数不同的原子核、在元素周期表中处于同一位置。
国际单位制中，速度的单位是米每秒，符号为m/s或m·s-1，交通运输中常用千米每小时做速度的单位，符号为km/h或km·h-1，1m/s=3.6km/h。v=st ，变形可得：s=vt，t=sv 。

定义：物体从固态变成液态叫熔化。
6.凝华：物质从气态直接变成固态的过程，放热。

三、声的利用

练习：有一列波的频率是200Hz,波长为0.4m，这列波的传

播速度是多大？

解：v =λf  =0.4m×200Hz=80m/s

典例分析



例1 在真空中传播的电磁波具有相同的（　　）

A．波长 B．波速 C．频率 D．周期 

典例分析

B

解析：各种不同的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与光在真空中的传播

速度相同，都是3×108m/s，但它们的波长与频率成反比，即波越长，

频率越小；不同频率的电磁波振动的周期是不相同的，所以选项A、

C、D都不正确，只有选项B正确；

故选B．



课堂探究

电磁波是在空间传播的周期性变化的电磁场。

1888年赫兹第一次用实验证实了

电磁波的存在。



课堂探究
1、活动：

验证电磁波的存在

实验一：在打开的电视机前方接通电吹风电源，观察到什么

现象。

实验二：

⑴打开收音机的开关，将旋钮调到没电台位置，并将音量开

大。

⑵取一节旧的干电池和一根导线，靠近收音机。将导线的一

端与电池的一

极相连，再用导线的另一端与电池的另一极时断时续地接触。

⑶你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什么？这是为什么？



课堂探究

结论：

从刚上课时的实验到刚才的实验一，都能证明电磁波的存在，

实验二同时还向我们证明了变化的电流能产生电磁波。

实验一我们可以观察到电视画面出现雪花，实验二我们可

以听到吱吱的噪音。这些都是电磁波对机器影响的现象。



课堂探究

2、活动：

探究电磁波的传播特性

猜想与疑问：

1.电磁波能在真空中传播吗？

2.电磁波能被阻挡（屏蔽）吗？

引导：

我们知道了我们周围存在着大量的电磁波，那么这些电磁

波有些什么特点呢？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88063024077006054

https://d.book118.com/488063024077006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