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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分析

本课对应课标物质科学领域板块，要求学生掌握的主要概念是“声具有能量，

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对应具体学习目标是“6.1 声音由物体振动而产生，需要

通过介质传播”,在年段目标中要求学生认识到“6.1.2 声音是因物体振动而产

生”。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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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上第二课希望学生通

过观察不同物体的发声状态，通过归纳总结认识声音是因为物体振动而产生，第

三课通过几个小活动让学生理解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气体、固体和液体），通

过敲击音叉后再放进水里观察水面的变化，让学生体会物体发出声音时的振动也

会引起周围物质振动，从而使声音像波浪一样向四周传播。声音的产生和传播本

质是一样的，无论产生还是传播，都是物体在发生振动，也就是说物体的振动是

声音的本质，振动的物体具有能量，因此声音的就是通过物体振动表现出的一种

能量形式。

二、学情分析

从概念的角度来讲，对于声音的理解和认识，三年级的学生在生活中对于声

音有很多感性的认识和体会，比如敲击、拍打、摩擦能发出声音，也知道声音能

朝不同的方向传播，但是对于声音的本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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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生也观察到过发声物体的振动现象，但很少

会将物体振动与声音的本质联系起来，容易将声音和振动的因果关系弄混淆。

从能力的角度来讲，三年级的学生在观察现象的过程中容易关注到一些细节

问题，缺乏从不同角度和位置进行全面的观察。三年级很难通过归纳各种物体发

生时的振动现象来建立起“声音的本质是物体的振动”，容易聚焦与一个具体物

体发声时的现象。三年级的学生在推理的过程中，能用某一个现象来说明问题，

很难协调多个不同的证据来进行推理。在推理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容易过多关注

自己的想法，较少关注别人的想法，或者比较不同的观点。

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角度来讲，三年级学生对发声现象有很浓厚的研究兴

趣，有很强的学习积极性。但在科学观察、推理的过程中缺乏事实求是的精神和



意识，容易夸大观察到的现象，或者将想象或猜想作为事实来使用。容易受到权

威（同学和老师）的影响，从而缺乏独立的思考。

三、教学目标

1. 科学概念目标

通过观察和推理知道声音是物体振动的一种表现。

2. 科学探究目标

通过观察不同的发声现象，体会到从多种角度才能收集丰富的证据。

通过小组和班级交流、辩论，运用多种证据解释自己的观点，质疑别人的观点。

3. 科学态度目标

通过班级交流，学会事实求是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用“事实求是”的标准审

视别人的观点。

四、教学重点

通过观察、推理过程分析声音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振动

五、教学难点

将观察到的现象作为证据来进行科学的推理

六、教学准备

课件、小电话、记录单、笔

七、教学过程

（一）导入：出示小电话，用 PPT 展示将线绷直和弯曲两种方法来讲悄悄话，让

学生猜想会不会听到声音。

（二）聚焦：学生实验后引出问题：同样的线，为什么拉直能听到，自然弯曲却

听不到呢？

（三）研讨：出示记录单，让学生将他们的想法写出来或者直接在图上画下来，

然后请学生分享想法，教师将他们的观点板书到黑板上。

（四）论证：PPT 出示：①倾斜绷直，一人在下端说，一人在上端听；②线绷直

的情况下，用手捏住中间。问学生：按照你们的想法，如果我们这样做你觉得会

怎样呢？ 学生先预测并给出理由，然后边做边观察。

（五）再次论证：根据学生认为声音会通过绳子缝隙跑出来的观点，将线换为金

属丝，请学生再次预测并实验。

（六）小结：我们今天不只是在研究小电话，而是在研究一个更深的问题 “声



音到底是什么？”起先有同学认为声音跟球、水这些有重量的物体差不多，实验

完了以后发现跟它们不一样，它可以爬坡，传播也不需要空间，而且大家观察到

声音跟绳子的振动有可能有关系，那声音到底是什么？跟振动有没有关系？需要

我们下一堂课继续研究。

八、板书设计

一、娃儿可能会有一些触及声音本质的思考，不要随便放掉，比如说声音会扩散到空气里，

通过空气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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