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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的传播》教学设计
海阳市留格庄镇中心小学 王玲

一、教材分析

《声音的传播》是青岛版小学科学（五四学制）四年级上册《声音的秘密》单元的第二

课。本节课结合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以声音的传播介质和声音以波的形式传播以及不同材

料传播声音的能力不同为主线，探究声音以什么形式在什么物质中传播，哪种材料传播声音

的能力更好。让学生在探究活动中，经历观察、实验、搜集整理信息等科学探究的过程，体

验到探究的乐趣。

教材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活动准备：用文字呈现了“为什么我们在学校的任何地方

都能听到铃声?”，材料包提示学生需准备材料：石块、纸杯、塑料线、毛线、细铁丝、铜丝

等。引导学生根据生活现象提出问题，为课上探究活动准备相应的材料。第二部分活动过程：

活动一：声音可以在哪些物体中传播？用图文呈现了学生听收音机、贴着水槽听石块在水中

相互碰撞的声音、伏在桌面不同位置听敲击桌面的声音及学生在教学楼外听到上课铃声返回

教室的漫画场景图。引导学生探究声音能在哪些物体中进行传播及声音传播的方向。活动二：

玩一玩“土电话”，比一比用哪种材料传播声音的效果更好。用图片呈现了学生制作“土电

话”和玩“土电话”的场景。让学生在制作“土电话”、玩“土电话”的过程中体会到不同

材料传播声音的能力不同，深刻理解声音可以在多种物体中传播的道理。第三部分拓展活动：

查阅资料，了解回声产生的原因。引导学生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回声是怎样产生的，加深其

对声音传播的理解。

本课遵循归纳总结出认知规律，引导学生通过动手操作，观察现象，并通过归纳了解声

音传播的秘密，提高学生科学探究能力。

二、学情分析

四年级学生对声音传播的知识有了初步的认识，能初步了解声音能传播，对声音传播的

介质有感性的理解。但对声音是以什么形式传播的，声音在介质中传播的效果还不熟悉，需

要学生在学习中不断理解和掌握。

三、教学目标

（一）科学概念目标：

通过实验探究发现声音可以在气体、液体和固体中向各个方向播；通过观看图片资料发

现声音以声波的方式向远处传播。

通过对比实验发现不同材料传播声音的能力不同，声音可以在多种物体中传播。

（二）科学探究目标：

在教师引导下，能根据已有知识和经验对声音的传播提出自己的猜想。

能运用多种感官，选择恰当的工具，对声音的传播进行探究。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合作探究活动尝试运用多种材料、多种思路、多种方法完成对声音传播的探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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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创新乐趣。

（四）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发现声音传播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运用声音传播的原理可以进行科技创造。

四、教学要点分析

（一）教学重点

学生实验、自主合作探究声音可以在气体、液体、固体中传播；不同材料传播声音的能

力不同。

（二）教学难点

声音以波的形式向各个方向传播。

五、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

空气能传播声音：摇铃 真空中的电铃录像

液体能传播声音：水 水槽 石子

固体能传播声音：学生用课桌

不同材料传播声音的效果不同：电话线材料不同的两个土电话

六、教学过程

一、情境质疑。

课件 1 我探究我快乐

1.师：同学们，又到了我们最喜欢的科学探究时间了。请喊出我们的口号：我探究，我

快乐。

二、大胆猜想

师：同学们每天我们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声音是借助哪些物体传播到我们的耳

朵里的？

揭示课题：在学习第 17 课声音的传播后同学们会找到答案

板书一：17.声音的传播

老师说话时你们能听到吗？声音是借助哪种物体传播到你的耳朵里的？

生:空气

声音真的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吗？

三、反证空气能传播声音

课件 2 播放视频《真空中的电铃》

1.要求：下面我们来观看一段实验录像，仔细听铃声有什么变化?

2.各小组交流讨论，填写好实验报告单，准备交流。

教师提问：哪个小组来分享你们观察到的实验现象？指名回答：刚放进去时铃声很大，

随着空气被抽出，铃声逐渐减弱，最后几乎听不到声音；在充气过程中铃声越来越大，最后

声音和刚放进去一样大。

（评价:这个小组的同学听得非常仔细，其他小组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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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得出结论

教师提问：这个实验结论是什么？生答：说明了声音可以在气体中传播，声音不能在真

空中传播。

板书二：声音可以在气体中传播

声音不能在真空中传播

D. 刚才我摇铃时，坐在教室任何地方的同学都能听到，上课铃响时，我们在校园的任何

地方都能听到声音，这说明声音可以向什么方向传播?

板书三：传播方向 各个方向

四、小组合作探究：固体能否传播声音

1.提出问题大胆猜想：

你们觉得声音还可以在哪些物体中传播？传播方向是怎样的？

学生汇报：液体 固体

2.介绍材料，讨论方案

刚才我们猜测声音可以在固体中向各个方向传播，要想验证我们的猜测是否准确还需要

做实验进行探究。以我们的课桌做实验材料进行探究好吗？

3.设计实验方案

各小组设计实验方案，待会全班交流。学生设计实验方案，教师巡回指导。

4.全班交流实验方案。

哪个小组上台交流实验方案。其它几个小组的方案和这个小组的一样吗？有没有补充？

5.实验探究

为了得到准确的实验结果，做实验时要注意：

课件 3：温馨提示

1. 做实验时，一定不要随便发出声音， 因为要听声音，就不能有杂音。

2. 一个同学用手在桌洞里轻轻地划，以听的同学不能直接听到为宜。

3. 其他同学耳朵紧贴在这张桌子不同位置仔细听，看能否听到声音。

4. 填好实验记录单，准备交流。

学生进行实验探究，教师巡回指导，学生填写好实验记录单。

6.汇报交流

师：做完实验的小组请坐好。

1. 那个小组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实验结果。

学生交流：你们观察到什么现象，得出什么结论？其它小组有没有不同意见？

2. 这个实验证明了声音可以在固体中传播。

板书四：固体

传播的方向是怎样的？

五、小组合作探究：液体能否传播声音

（一）领取材料，讨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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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猜测液体能传播声音，要想验证我们的猜测是否准确还需要做实验究，下面各

小组上来领实验器材。

（二）设计实验方案

各小组设计实验方案，待会全班交流。学生设计实验方案，教师巡回指导。

（三）全班交流实验方案。

哪个小组上台交流实验方案。其它几个小组的方案和这个小组的一样吗？有没有补充？

（四）实验探究

为了得到准确的实验结果，做实验时要注意：

课件 4：温馨提示

（1）两个石子完全浸没在水里互相敲击，不要触到水槽底部和四壁。

（2）耳朵靠近水槽不同位置，仔细听是否能听到敲击的声音。

（3）填好实验记录单，准备交流。

（4）如果有水溅出，及时用抹布清理干净。

(五)汇报交流

师：做完实验的小组请坐好。

那个小组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实验结果。

学生交流：你们观察到什么现象，得出什么结论？其它小组有没有不同意见？

3. 这个实验证明了声音可以在液体中传播。

板书五：液体

4. 传播方向是怎样的？

（六）声音传播的方式

声音以怎样的方式向外传播？请看大屏幕

课件当 5：我们往平静的水面投放石子时，会出现一圈一圈的波纹向远处传播，我们把

它叫做水波。

物体振动发声时，会引起周围的空气也跟着振动，形成声音的波浪，我们把它叫做声波。

像水波可以向远处传播一样，声波也可以向远处传播

师：声音是以什么方式向外传播的？

板书六：传播方式：声波

七、巩固应用

课件 6：人们利用声音传播的原理进行了发明创造：

出示电子音乐捕鱼网，利用声音可以在（液体）中传播的原理制成

八、玩土电话，比较哪种材料传播声音的效果更好。

（一）课件 7：出示两个土电话图片

我们利用声音传播的原理可以做土电话，老师为每个小组准备了这样两个土电话。

这两个土电话一个用棉线做电话线，另一个用细铜丝做电话线，除了电话线的材料不同，

其它都相同，下面我们来测试棉线和细铜丝哪种材料通话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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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件 8：测试电话要注意

（1）两人各执电话的一端，将线拉紧，不能松垮。

（2）打电话的同学小声说话，以听的同学不能直接听到为宜。

（3）听的同学将纸杯紧扣在耳朵上，保证两个纸杯、电话线在一条直线上。

（4）分别测试每个电话的通话效果，比较哪种材料通话效果更好。

（三）开始测试电话比较哪种材料通话效果更好

（四）全班交流：哪种材料通话效果更好呢？细铜丝通话效果更好。

（五）小结：

板书六：不同材料通话效果不同。一般情况下我们用的电话线都用铜丝来做。

课后请同学们用不同材料做个创意土电话来玩一玩，相信你一定会发现里面更多的秘密，

九、回顾整理。

同学们经过一节课的学习你们有什么收获呢？

十、课后拓展

课件 9 关于声音，同学们肯定还有很多想要探究的问题，那就请同学们带着自己感兴趣

的问题课下通过查找资料和实验，继续你的课外探究之旅吧！

在空旷的山谷里喊话能听到回声，课后请查阅资料，了解回声产生的原因。

板书设计：

17 声音的传播

气体

声音可以在 液体 中传播

固体

声音不能在真空中传播

传播方式 ： 声波

传播方向 ： 各个方向

不同材料传播声音的效果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