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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一课是在教科版四年级上册教材第一单元的第二课《声音是怎样产

生的》与第三课《声音是怎样传播的》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声音是由物体振

动产生的”是本单元的核心概念，教材上希望学生通过观察不同物体的发声状态，

将物体发声与物体振动联系起来，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学生往往将声音产生的原

因跟敲击、摩擦等动作联系起来，很难认同物体振动才会产生声音，即使学生发

现科学课本和教师教授的科学知识与其想法相悖，学生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是对

的。由此可见，要转变学生的某些前概念是非常困难的，原因在于学生的前概念

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

针对这一特点，本课教学设计上首先通过具体的情境——“用小电话传递悄

悄话，线弯曲和绷直两种情况下，会听到声音吗？”将学生对于“声音”认识的

前概念真实地呈现出来。

以下课堂实录片段就是师生与生生交流对话中呈现的学生对于“声音”的前

概念：

生 8：就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他们完全没有绷直的问题。是这个。现在你因为
这个线太细了，我大部分玩的这个话筒都是用管子做的。
师：材料不一样。你们怎样想？来，我请你。想好了没有？
生 9：没有。
师：来，请你。
生 10：那我对刚刚那位同学倒有点疑问，那你为什么那直线也是那根线，为什
么它能发出声音而弯曲显然不能发出声音。
师：他有想讲的，请你，话筒给他吧。
生 8：因为直线里面没有空心，它会把声音传播出去，而管子里面的声音它会永
远停留在里面，所以传过去声音就会比较大。
师：嗯，你们要不要回应他？来，请你。
生 11：现在他的意思还不是说就是线的原因。
师：我们线有没有变？
生：没变？
生 8：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嗯他觉得线是实心的，但是呢有的声音会停留在那里面，
那是实心的，怎么停留呢？
师：对呀，我们的线都没有变，对不对？那到底原因在哪里？你看刚才有好多同
学分享了他们的一些想法，好像都不对，原因到底在哪里？刚才我看到还有同学
有不一样的想法，来，我请你。
生 12：是关于声波的问题，就是它的声波是不断扩散的，比如说是这样，但是
弯了之后他的声波会弯，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声波是弯曲的。
师：所以你的意思是声波走直线，它不会弯，对不对？
生 12：对。
师：我记下来。第一个。你们怎样看？同意吗？
生：同意



师：还有不一样的想法吗？所以弯了以后它为什么就传不过来？声音它跑到哪里
去了？来，我请你。
生 13：因为声音它走直线，所以说它，所以说声音它在弯曲的时候就会一定的
走直线，不会按照最新的线那样弯曲。
师：所以你的意思它弯了了以后爬不上来。
生 13：嗯
师：它为什么就爬不上来？
生 13：因为我觉得因为是声波只走直线，所以说如果它是弯曲的线的话，那大
部分声波都会沉浸在那个人身上的这个部位。
师：那你的意思他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生 13：哦，对:
师：他的意思从哪里跑的？
生 14：我觉得弯曲下面是有一个弧度的，弧度的最底下，那就是声音爬不上来
的地方:。
师：所以你的意思它在这里它会？
生 14：去向最下面
师：所以你的意思跟他一样吧？跑了。唉你们再想一想，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同学
做了一个动作，他讲声音过来以后，它会滑下来，为什么会滑下来？就像我们坐
滑滑梯一样。他点头。滑滑梯它到高处以后，它为什么会掉下来来？后面同学。
生 15：因为我觉得玩儿滑滑梯它从高处会掉下来，就跟那个树上的苹果掉下来
的原理是一样的。
师：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
生 15：地心引力。
师：所以你的意思跟地心引力有关，也就是说声音很有可能会有重量。

可以看到，上面的交流不仅有师生之间的交流，还有生生之间的对话，这样

充分的交流，就可将学生对于声音本质的理解完全呈现出来，绝大部分学生认为

声音是一种物质，容易与水、电等物质进行类比，认为是直线传播，有一定重量，

不能爬坡等等。教师继续设计活动挑战学生的已有认知。让学生将线绷直但倾斜，

一人在下面讲，一人在上面听，预测还可不可以听到悄悄话，大部分学生根据他

们前概念预测听不到悄悄话，实验完了以后发现竟然可以听到悄悄话，这时实际

情况与学生的已有认识产生的冲突，学生就会重新审视他们的想法，但并不会立

马改变他们的想法。老师又出示新的活动持续挑战他们的已有认知，将棉线改为

金属线，再来传递悄悄话，让学生预测能不能听到，认为声音是一种物质，需要

在一定空间里传播的学生认为听不到悄悄话了，实验完了以后发现却可以听到，

只是声音变小了，同时还有学生通过几个连续活动的观察，发现绳子的振动跟能

否听到悄悄话的关系更大。

以下是从教学实录中截取的学生交流的片段

师：刚才有同学分析，线弯了以后声音传不过来，原因在哪里？因为它爬不了坡。
按照你们的想法，接下来如果同样的我们把线绷直，一个同学下面讲一个同学上
面听，预测一下可以听到声音吗？来，我请你。
生 17：我觉得可以。
师：说说你的理由
生 17：我觉得不可以



师：改了
生 17：是因为那个弯的爬都爬不上去了，那一边往下面的方面肯定爬不上去了。
师：所以你同意前面同学的观点，声音它爬不上来，还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你
旁边同学跟你不一样。
生 8：我觉得可以，因为刚刚那个同学说它是在振动，所以说我认为声音是靠那
根线的振动频率来传播的。
师：所以你觉得跟它没关系。跟他观察到的振动有关系。还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
来，我请你。
生 18：因为我们从下往上的话，它看起来也是一条直线，所以跟直线没有什么
区别。对。就可以听到
师：所以你的意思，它可以爬上来，好了，那孩子们还有一种玩法，看，同样的，
我们把线绷直了以后，但我们要用手捏住它，你们来预测一下，捏了以后还可以
听到吗？来，我请你。
生 19：我觉得嗯，还会听到，但是呢，声音会变小一些。
师：唉，为什么会变小？
生 19：因为声音我觉得是通过振动来传播的，如果你把它捏住了，它振动，它
就会变小声的，声音也就会变小哦。
师：所以你跟刚才这位同学想法一样，那有没有不一样的？来，我请你。
生 20：我觉得不行，因为你手捏住了就等于把声波停住了，所以你肯定听不到

整个过程中，不管是学生前概念的呈现，认知冲突的产生，还是新观点的发

现，都伴随着师生和生生的交流、辩论。相对于课本上面按照既定流程来做实验

得到结论。这种让学生在充分的交流互动中运用多种证据解释自己的观点，质疑

别人的观点，从而构建新的解释，更能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