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八年级物理上册第二章教案教学设计

一、主题单元规划思维导图

二、单元目标

(一)课标要求

1.通过实验,认识声音的产生和传播条件。

2.了解乐音的特性。

3.了解现代技术中声学知识的一些应用。

4.知道噪声的危害和控制方法。

(二) 核心素养要求

1.通过观察生活实例和实验探究,认识声音产生和传播的条件。

2.通过实例与实验探究,知道声音的特性及影响因素。

3.通过生活实例,知道声能传播信息和能量。

4.通过生活实例,知道噪声的来源与控制方法。

5.通过实验探究,认识控制变量法、转换法、理想模型法等物理研究方法。



第 1 节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教材分析

一、课标分析

通过实验,认识声音产生和传播的条件。

二、内容和地位分析

本节课是声音部分的第一节,同时也是这一部分的重点。初步认识声音的产

生和传播条件是《标准 2022》明确要求的,同时回声现象也是学生们在生活中十

分感兴趣的问题。这一部分的素材刚好可以体现出让学生从自然到物理,从生活

到物理的过程。在《标准 2022》下声音处于运动和相互作用这一大部分中,它既

属于一种运动,同时在现象上也有它的独立性。所以本节课无论从《标准 2022》

要求,还是从学生自身发展要求上看都处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

 学情分析

八年级学生以形象思维为基本思维方式,喜欢动手动脑,对直观内容比较感兴

趣,但欠缺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及理性化的思维过程。本节课主要从现象入手,得出

比较简单的结论,所以在细致设计探究与活动过程之后,学生的学习难度得以降低。

 教学目标

1.认识声音的产生。

2.认识声音的传播,真空不能传声,认识声音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不同。

3.了解回声测距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核心素养

1.通过观察生活实例和实验探究,认识声音产生和传播的条件。

2.经历观察物理现象的过程,能在观察物理现象和学习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

 重点难点

重点:认识声音的产生和传播,认识真空不能传声。

难点:了解回声测距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一 :

导 入 新

课

　　播放蛐蛐声、琴声和架子鼓声。

教师提问:这些声音大家听过吗?这些

声音是由谁发出的?这些声音是如何产生

的?这些声音是怎么被我们听到的呢?

　　学生聆听、

思考、交流并回

答问题。

　　利用

学生熟悉

的声音导

入新课 ,激

起了学生

的学习欲

望,体现“从

生活走向

物理”的教

学理念。

环节二 :

声 音 的

产生

　　探究活动 1:让学生边说话边把手放在

声带上。

教师提问:

(1)你的手指感觉到了什么?

(2)当你不说话时,还能感受到振动吗?

　　学生回答:

(1)手指感

觉到了“振动”。

(2)不能。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二 :

声 音 的

产生

　　

探究活动 2:如图所示,拨动张紧到一定

程度的橡皮筋。

教师提问:

(1)你听到声音了吗?

(2)橡皮筋在做什么运动?

(3)这声音是由什么引起的?

(4)当橡皮筋停止振动,

学生回答:

(1)听到了。

(2)振动。

(3)由橡皮

筋振动引起的。

(4)不能。

学生回答:

　　

通 过

实际探究

活动让学

生感受和

理解声音

是由振动

产生的。



你还能听到声音吗?

探究活动 3:如图所示,拨动伸出桌面的

尺子。

教师提问:

(1)你听到声音了吗?

(2)尺子在做什么运动?

(3)这声音是由什么引起的?

(4)当尺子停止振动,你还能听到声音

吗?

探究活动 4:敲击音叉,然后将一个悬挂

起来的乒乓球接触音叉,观察现象。

教师提问:这个现象说明什么?

探究活动 5:敲击音叉后将音叉放入水

中,观察现象。

教师提问:这个现象说明什么?

教师提问:通过上面的这些探究,我们

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声源:正在发声的物体。

固体、液体、气体都可以作为声源。

例如,鸟鸣(鸟的鸣膜振动发声);涛声(海水拍

打振动产生);雷声(空气受热膨胀产生爆鸣)。

教师提问:我们说话时靠什么振动发出

的声音?鼓声靠什么振动发出的声音?笛声

靠什么振动发出的声音?二胡靠什么振动发

出的声音?蝈蝈靠什么振动发出的声音?

请大家阅读教材第 35 页内容,

(1)听到了。

(2)振动。

(3)由尺子

振动引起的。

(4)不能。

学生回答 :

音叉在振动。

学生回答 :

音叉在振动。

学生回答 :

声音是由物体

的振动产生的。

振动停止,发声

也就停止。

学生回答 :

声带振动;鼓面

振动;笛子内部

的空气柱振动;

琴弦振动;翅膀

振动。

学生阅读。

通 过

问题进一

步强调声

音是由振

动产生的 ,

同时让学

生知道不

同物体的

振动产生

的声音是

不同的。



了解留声机的原理。

学生阅读后,播放留声机的视频,并建

议大家课下也制作一个留声机。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二 :

声 音 的

产生

例 1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正在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

B.所有生物都靠声带振动发声

C.振动停止,发音停止

D.敲击课桌发声,是由于课桌振动发

声

学生答题 ,

教师答疑。

　　

巩 固

新知 ,检测

学习成果。

环节三 :

声 音 的

传播

探究活动 6:真空不能传播声音。

教师播放演示视频,提醒学生注意观

察实验的这几个方面:

(1)在没有抽出玻璃罩的空气前,能看

到泡沫的振动吗?能听到音乐吗?

(2)在用抽气机抽气的过程中,能看到

泡沫的振动吗?说明什么问题?但是随着抽

气的不断进行,玻璃罩内的空气越来越稀

少,听到的音乐有什么变化?

(3)如果玻璃罩内的空气全部抽尽,玻

璃罩内变成真空,还能听到音乐吗?

(4)再让空气进入玻璃罩,听到的声音

有什么变化?

(5)通过这个实验,你能得到什么结论?

实验结束

后学生回答:(1)

能看到泡沫的

振动,能听到音

乐。

(2)能看到

泡沫的振动,说

明音响发声。随

着抽气的不断

进行,音乐声越

来越小。

(3)罩内变

成真空,就不能

听到音乐了。

(4)声音由

无变弱再变强。

　　

通 过

实验让学

生理解真

空不能传

播声音 ,同

时在实验

前将问题

告知学生 ,

可以让学

生在观察

实验时更

具有针对

性。



探究活动 7:空气传声。

(1)将两个音叉相互靠近放置。

(2)将乒乓球(或通草球)靠近一个音叉。

(3)敲击另一个音叉。

(4)观察到乒乓球(或通草球)跳动了起

来。

教师提问:为什么乒乓球(或通草球)会

跳动?

我们通过上面的实验可以得出结论:真

空不能传播声音,但空气可以传播声音。那

液体和固体能传播声音吗?

(5)空气可

以传播声音,真

空不能传声。

学生观察

实验、讨论、交

流并回答:左边

的音叉振动产

生声音,声音通

过空气传播到

右边的音叉上,

右边的音叉也

振动起来,所以

乒乓球(或通草

球)跳动了起来。

通 过

实验让学

生理解空

气可以传

播声音。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三 :

声 音 的

传播

探究活动 8:水可以传播声音。

用手机播放音乐,然后将手机用密封

袋密封后放入水中,是否还能听到声音?这

个实验说明了什么?

我们还知道哪些现象可以用“液体可以

传播声音”来解释?

既然气体、液体可以传播声音,那固体

能不能传播声音呢?你能举出实际例子吗?

现在我们阅读教材第 36 页“想想做

做”,然后也照着做一做。

请看视频,并按照视频的讲解来制作

一个“土电话”。

通过上面的实验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

论?

1.教师总结:

(1)声音是靠介质传播的。

(2)声音能靠一切固体、液体、气体等

介质传播。

(3)真空不能传声。

2.声音的传播需要物质,这样的物质叫

作介质。

3.声音以波的形式向外传播,我们把这

种波叫作声波。

鼓面的振动带动周围空气振动,形成

了疏密相间的波动(波)向远处传播。这就是

学生观察

实验、讨论、交

流并回答:液体

也可以传播声

音。

学生回答:

人在水边说话,

鱼会被惊跑。

学生回答:

可以。例如,趴

在铁轨上,能听

到远处通过铁

轨传来的火车

运行的声音。

学生阅读

并实践。

学生看视

频并制作土电

话。用两个制作

好的“土电话”,

并找两位同学

来实际感受实

验效果。

学生回答:

固体可以传播

声音。

　　

通 过

实验让学

生理解液

体可以传

播声音。

通 过

实验让学

生理解固

体可以传

播声音。

总 结

声音的传

播规律 ,进

一步讲解

声音的传

播规律。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原理。

例 2　玻璃鱼缸中养有金鱼,用细棍轻

轻敲击鱼缸上沿,金鱼立即受惊,这时金鱼

接收到声波的主要途径是(　　)

A.鱼缸→空气→水→金鱼

B.空气→水→金鱼

C.鱼缸→水→金鱼

D.水→金鱼

学生答题 ,

教师答疑。

巩 固

新知 ,检测

学习成果。

环节四 :

声速

教师提问:为什么大雨来临之前,我们

总是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

学生回答 :

因为光在空气

中的传播速度

大于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四 :

声速

声音的传播速度叫作声速。

观察“一些介质中的声速”表格,可知:

一般来说,在固体中声速最快,液体

中较快,气体中最慢。而且声音在同种介

质中的传播速度还与温度有关。

教师提问:声音在传播过程中遇到障

碍物会怎么样?

声音在传播的过程中,遇到障碍物

时,被反射回来的声音叫回声。

声波可以被多个障碍物反射,形成

多次回声,人耳区分回声与原声的条件:

反射回来的声波比原声迟 0.1 s,人耳能

把回声和原声区分开,小于 0.1 s 时,

声音在空

气中的传播速

度。

学生猜想:

可能会被反射

回来。

讲 解 声

速。

学 生 通

过实际的计

算 ,可以进一

步练习有关

速度的计算 ,

可以理解回

声的特点以

及声音在空



人耳会感觉原声增强了。

请大家计算一下要想区别出原声和

回声 ,人到障碍物的距离至少要多少

米?(声速按照 340 m/s 计算)

例 3　“蛟龙”号在探测海深时,下潜

的速度是 20 m/s,某时刻向海底发射一束

超声波,4 s 后收到信息,求此时距海底的

距离。(超声波在海水中的速度是 1500 

m/s)

请大家阅读教材第 37 页“科学世

界”。

学 生 计

算:17 m。

学生答题,

教师答疑。

气中传播

的速度。

巩固知识,

检测学习成果。

板书设计

第 1 节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声音的产生

产生: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传播

声音是靠介质传播的,真空不能传声
一切气体、液体、固体都能传声
声速:15℃时,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是 340m/s
回声

课堂练习 课堂 8 分钟

课堂小结 本节课你学到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作业布置
1.《七彩作业》第二章第 1 节。

2.“练习与应用”1~6 题。

 教学反思

                                                                     

                                                                     

                                                                     

第 2 节　声音的特性

 教材分析

一、课标分析

了解乐音的特性。

二、内容和地位分析



本节课出自物理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二章第二节。从前后联系来看,本节课

的学习有利于巩固学生对声的认识,同时也为后续声的利用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本节课是这一章的重点,也是这一章的难点,在本章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本

节课的教学中开始渗透物理实验中常用的控制变量法。

 学情分析

在学习本节课之前学生已经明确了声音是如何产生和传播的,同时也积累了

很多关于声现象的生活经验,具备了一定的思考讨论、观察实验、分析概括的能

力,但是对于声音特性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尤其是关于音调和响度,学生往往比

较容易混淆。

 教学目标

1.了解音调、响度、音色是声音的三个特性。

2.了解声音的三个特性的影响因素。

 核心素养

对声音的三个特性的讲解有利于学生物理观念的形成。同时在研究声音的三

个特性的影响因素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提问与猜想,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使学

生养成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善于推理的良好习惯。

 重点难点

重点:了解音调、响度、音色是声音的三个特性。

难点:了解声音的三个特性的影响因素。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一 :

导 入 新

课

　　小视频——新闻联播。

教师提问:这两位播音员的声音有什么

区别?如果你不看画面,通过什么来辨别是

男生在播报还是女生在播报?

　　学生观看

视频并思考、交

流,回答问题:男

生的声音低沉,

女生的声音比

较尖细。

　　通过

有关视频

激发学生

学习声音

特性的兴

趣 ,引起学

生对声音

不同特性

的思考。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二 :

音调

1.定义:物理学中把声音的高低叫作音

调。

男同学的声音较粗、较低,音调低。

女同学的声音较细、较高,音调高。

教师提问:影响音调高低的因素是什么

呢?

2.探究音调的影响因素

探究活动 1:将一把钢尺紧按在桌面上,

一端伸出桌边。拨动钢尺,听它振动发出的

声音,同时注意钢尺振动的快慢。改变钢尺

伸出桌边的长度,再次拨动。(注意拨动钢尺

的力度相同)

教师提问:比较两种情况下钢尺振动的

快慢和发声的音调有什么不同。

探究活动 2:将橡皮筋固定在一次性纸

杯上,拨动橡皮筋,听它振动发出的声音,同

学生猜想。

学生观察

实验并思考、交

流,回答问题:钢

尺振动得越快,

声音的音调越

高,反之越低。

学生观察

实验并思考、交

流,回答问题:橡

皮筋振动得越

快,声音的音调

　　

让 学

生通过自

主实验来

找到影响

音调高低

的因素 ,感

受音调高

低的不同 ,

理解频率。



时注意橡皮筋振动的快慢。拉紧橡皮

筋后拨动橡皮筋,听它振动发出的声音,同

时注意橡皮筋振动的快慢。再次拉紧橡皮

筋后拨动橡皮筋,听它振动发出的声音,同

时注意橡皮筋振动的快慢。

教师提问:比较三种情况下橡皮筋振动

的快慢和发声的音调有什么不同。

探究活动 3:教师演示实验,如图所示,

转动齿轮,将纸片放到不同齿数的齿轮上,

听发出的声音有什么不同?

教师提问:为什么齿轮的齿数越多,纸

片发出的声音的音调越高?

探究活动 4:拿着一张硬纸片以不同的

速度划过梳子,感受音调。

教师提问:什么时候音调高?

3.频率

(1)定义:频率是发声体在每秒内振动的

次数。

(2)物理意义:描述物体振动快慢的物理

量。

越高 ,反之

越低。

学生讨论、

交流并回答:齿

轮越多,纸片振

动得越快,发出

声音的音调越

高,反之越低。

学生回答 :

划过的速度越

快,音调越高。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二 :

音调

(3)单位:赫兹,简称赫,符号是 Hz。

(4)声音的音调是由声源振动的频率决

定的,振动频率越大,音调越高;振动频率越

小,音调越低。

为了进一步证明上面的结论,教师再

做一个演示实验。

演示实验:利用传感器和显示器演示音

叉和人说话声音的波形图。

4.声波的分类

人能听到的声音的频率范围是 20~20 

000 Hz。

超声波:把频率高于 20 000 Hz 的声音

称为超声波。

次声波:把频率低于 20 Hz 的声音称为

次声波。

阅读教材第 41 页内容。

人和一些动物的听觉频率范围图。

例 1　小明的二胡断了一根细琴弦,他

用一根粗琴弦代替后 ,发出声音的音调

(　　)

A.保持不变　　　B.变高

C.变低          D.无法确定

例 2　下表是人和几种动物的发声频

率和听觉范围,从表中可以看出,可以发出

次声的是(　　)

学生观看

实验,思考、交

流、讨论。

学生阅读。

学生答题 ,

教师答疑。

　　

通 过

演示实验 ,

再次强化

学生对音

调的感受

和理解。

将 抽

象的声音

图形化 ,让

学生看到

“声波”,让

学生看到

振动快慢。

加强学生

对音调的

理解。

学 生

学习超声

波和次声

波。



A.人　 B.蝙蝠　 C.大象　 D.狗

巩 固

新知 ,检验

学习成果。

环节三 :

响度

打开音响,逐渐将音响的声音调大。

教师提问:你听到的声音什么在变化?

1.定义:声音的强弱(大小)叫作响度。

声音大的响度高,声音小的响度低。

学生思考、

讨论、交流并回

答:声音的大小

在变化。

 

续表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环节三 :

响度

2.探究影响响度的因素

探究活动 5:如图所示,用较小的力敲击

音叉,并将音叉靠近系在细绳上的乒乓球,

观察现象。用较大的力敲击音叉,并将音叉

靠近系在细绳上的乒乓球,观察现象。

教师提问:从实验现象中你能得出什么

结论?

教师总结:

振幅:振动物体离开平衡位置的最大距

离(位移)叫作物体振动的振幅。振幅越大,

响度越大;振幅越小,响度越小。

探究活动 6:将一把钢尺紧按在桌面上,

一端伸出桌边。拨动钢尺,听它振动发出的

　　

学生观看

实验,思考、讨

论、交流并回答:

乒乓球振动的

幅度越大,音叉

发出的声音的

响度就越大。

　　

通 过

实验 ,让学

生在探究

中自主得

出影响响

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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