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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AD_E9_98_B6_E6_c64_157271.htm 声学是物理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声振动和声波的运动是物体机械运动的形式之一

。它既具有机械运动的一般运动规律，又具有它。自己的特

殊性。声学知识与人们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声学知识历来是中学

物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初中阶段对声现象的学习，主要

是学习一些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常见的声现象。涉及声音

的产生和传播、乐音的三要素、噪声的危害与控制等知识。

“声现象”一章的重点是听到声音的条件、乐音三要素（音

调、响度和音色）、噪声及其防治。难点是乐音三要素，其

中振动快慢与振幅大小的区别、音色的概念须下功夫讲清楚

。初中阶段声现象的学习以定性为主，只在声音的传播上有

简单的计算。 虽然，声学的基本理论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相

当完善，至今并无理论或假说上的重大分歧和探讨，初中的

声学教学也不必纠缠于工程技术上的细节，而且，初中阶段

声现象的学习以定性为主， 但是，声现象的教学仍然有着广

阔的深化和开拓的前景。 根据九年义务教育初中物理教学大

纲的要求，初中“声现象”一章的教学目的是： （1）学习

知识。学习声学的初步知识及其实际应用，了解声学知识对

提高人民生活、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 （2）培养能力。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实验

能力，初步的分析、概括能力和应用声学知识解决简单问题

的能力。 （3）培养兴趣、态度和习惯。培养学生学习声学



的兴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4）思

想品德教育。结合声学教学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和品德教育。 为达到教学大纲提出的要求，声

学教学应从以下方面深人开拓： （l）给学生以丰富的声学知

识并用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 “声现象”的教学要给学生

以声音的发生、传播、接收、性质及与其它物质的作用的丰

富知识和广泛应用，以及声学与其它学科的联系，开阔学生

视野，扩大知识面，使学生懂得在学习上不能偏科，必须“

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 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使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自然

观，培养服从真理，解放思想，不迷信，不盲从，不断探索

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2）培养学生对观察和实验的浓厚兴

趣和初步能力，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 声学规律是从千

变万化、丰富多彩的声现象中提炼、总结出来的，观察大自

然中的声现象，以及在实验室里再现大自然中的某些过程，

是研究声学的基本出发点。声现象的教学应该引导学生对声

现象进行观察和实验，使学生学得生动有趣。 要引导学生学

习前人从现象中揭示本质，又以本质去把握现象的研究方法

，以及将规律运用于生产生活，为社会造福的伟大实践。 要

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某些学生往往用记公式、背概念

、套公式解题甚至热衷于解偏、难、怪题的方法来学习物理

知识，这是不恰当的。要把他们从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错

误束缚中解放出来，激励他们去热爱大自然、探索大自然、

改造大自然、保护大自然。 （3）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创

新是科学进步的灵魂和动力。要培养学生追求真理，勇于探

索的创新进取意识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献身精神。 我们不能



只局限于接收前人探索出的结论，物理教学如果只停留在对

现有规律的运用和演绎上，那么物理科学就停滞了。我们还

要学习和研究前人探索事物的方法和手段，以便用来探索前

人还没有探索的奥秘。 因研究耳朵听觉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匈

牙利物理学家贝克西（G.vonBekesy，1899～1972）二次大战

后在一家电话公司工作时，用一些破破烂烂的设备搞起了听

觉的实验研究。他在诺贝尔演说中回忆说，他是用一种非传

统的方法做科学研究的，他最初写的论文不知道该送到什么

杂志上发表，生物学杂志认为它不是生物学，而物理学杂志

又认为它不是物理学。他这种无畏的创新精神是值得每一个

有志于科学的青年学习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