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材梳理　夯实基础

考向探究　培养能力

第一单元　声、物态、光

第1课时　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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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产生
　声音是由物体　　　　产生的,　　　　停止,发声停止,但传声未

停止 

传播
　声音的传播需要　　　　。声音可以在　　　　体、　　　　体

和　　　　体中传播,但不能在　　　　中传播　 

声速
　通常情况下,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　　　　m/s,在水中传

播的速度约为1500 m/s,在钢铁中传播的速度可达5200 m/s 

声能 　声音具有　　　　,例如:声波能使烛焰晃动等 

振动 振动

介质 固 液

气 真空

340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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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只要物体在振动,就能听到声音

B.只要物体发声,就一定是在振动

C.发声的物体不一定是振动的

D.发声停止,振动不一定停止

基础配练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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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 乐音的特性

特性 概念 决定因素 举例

响度
　声音的

　　　 

　①声源的　　　　,振幅

越大,响度越　　　　;②

距声源的　　　　 

　震耳欲聋、轻声耳语;调节播

放器的声音旋钮

音调
　声音的

　　　 

　声源振动的　         。

频率越高,音调越　     

　男低音、女高音;调节弦的松

紧;演奏管乐器时手指按压不同

气孔

音色
　声音的

品质　　
　声源的材料、结构等 　“闻其声,知其人”;声纹锁

强弱

振幅

大

远近

高低

频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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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唱歌、鼓掌、踏步、牙齿相叩,身体的不同部位可以发出各种声音。歌

声是由于声带　　　　产生的;歌声比牙齿相叩的声音传得更远,是因为歌

声的　　　　(选填“音调”“响度”或“音色”)更大;很难听到甩动胳膊

发出的声音,是因为胳膊甩动的频率　　　　(选填“高”或“低”)。 

振动

响度

低

基础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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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三 噪声及其控制

定义
物理学角度 　声源做无规则振动时产生的声音 

环境保护角度 　凡是干扰人们正常学习、工作和休息的声音 

控制

途径

　①在　　　　处控制噪声产生,如在排气管上加消声器; 

　②在　　　　过程中控制噪声传播,如加隔音设备以及设立屏障或

植树造林; 

　③在　　　　处减弱噪声,如戴耳罩 

声源

传播

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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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图1-1所示,街道旁设置禁鸣喇叭标志牌,能在　　　　减弱噪声;居民

住房的窗户安装双层玻璃,是在　　    　　　减弱噪声;机场工作人员戴有

耳罩的头盔,是在　　　　减弱噪声。 

图1-1

声源处

传播过程中

人耳处

基础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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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四 超声波和次声波

项目 超声波 次声波

定义 　频率高于　　　　Hz的声音  　频率低于　　　　Hz的声音 

传递

信息

　超声测位仪、汽车的倒车雷达、

声呐、B超

　预报台风、地震,监测核爆炸发

生的方位和强度

传递

能量

　超声波清洗器、超声波焊接器、

超声碎石

　利用次声波的特性制造出次声

武器,可使心脏、肺等因出现强烈

共振而受损

20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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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耳的听觉频率范围是20~20000 Hz,这个范围之外的声波通常情况下人

耳都听不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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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发生地震时有些动物会比人提前感觉到,这是因为地震时伴有　　   声

波产生;医生用的“B超”是利用　　　声波获得信息的,这种波             (选

填“能”或“不能”)在真空中传播。 

次

超 不能

基础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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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图1-2所示,把正在发声的手机悬挂在广口瓶内,将瓶内的空气逐渐抽出,

听到声音逐渐变小,最后听不到声音,说明声音　　　　在真空中传播,其

中“变小”描述的是声音的　　　;用另一部手机呼叫瓶中的手机,能看到

瓶中的手机屏幕发光,但却听不到声音,说明电磁波　     　在真空中传播。

教材图解

图1-2

不能

响度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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