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电话的发明教案设计 电话的发明教案
(精选8篇)

教案的编写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注重因材施教，体现个别
差异化教学的原则。这里有一些优秀的高二教案范文，可以
帮助教师更好地编写教案。

电话的发明教案设计篇一

如今，电话走进了千家万户，你知道电话是谁发明的吗？

贝尔，就是发明电话的人。他1847年生于英国，年轻时跟父
亲从事聋哑人的教学工作，曾想制造一种让聋哑人用眼睛看
到声音的机器。

1873年，成为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的贝尔，开始研究在同一
线路上传送许多电报的装置——多工电报，并萌发了利用电
流把人的.说话声传向远方的念头，使远隔千山万水的人能如
同面对面的交谈。于是，贝尔开始了电话的研究。

那是1875年6月2日，贝尔和他的助手华生分别在两个房间里
试验多工电报机，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故启发了贝尔。华生房
间里的电报机上有一个弹簧粘到磁铁上了，华生拉开弹簧时，
弹簧发生了振动。与此同时，贝尔惊奇地发现自己房间里电
报机上的弹簧颤动起来，还发出了声音，是电流把振动从一
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贝尔的思路顿时大开，他由此想到：
如果人对着一块铁片说话，声音将引起铁片振动；若在铁片
后面放上一块电磁铁的话，铁片的振动势必在电磁铁线圈中
产生时大时小的电流。这个波动电流沿电线传向远处，远处
的类似装置上不就会发生同样的振动，发出同样的声音吗？
这样声音就沿电线传到远方去了。这不就是梦寐以求的电话
吗！



贝尔和华生按新的设想制成了电话机。在一次实验中，一滴
硫酸溅到贝尔的腿上，疼得他直叫喊：“华生先生，我需要
你，请到我这里来！”这句话由电话机经电线传到华生的耳
朵里，电话成功了！1876年3月7日，贝尔成为电话发明的专
利人。

贝尔一生获得过18种专利，与他人合作获得12种专利。他设
想将电话线埋入地下，或悬架在空中，用它连接到住宅、乡
村、工厂……这样，任何地方都能直接通电话。今天，贝尔
的设想早已成为现实。

电话的发明教案设计篇二

梅乌奇是美籍意大利人，他从1849年就开始投入到电话的研
究之中，1860年，他成功完成了远距离通话系统的发明，美
国的一家报纸还专门刊登了梅乌奇的成就。他比贝尔的发明
早了整整十五年。

安东尼奥·梅乌奇：

梅乌奇是电话的发明者，最初是美国的一项决议通过的。6
月11日，美国众议院的269号决议称，梅乌奇于1860年在纽约
展示的.名为teletrofono的机械已经具备了电话的功能，从而
证明了电话的发明者应该是梅乌奇而不是贝尔。只是后来贝
尔从各种渠道获取了梅乌奇的成果，才在之后申请了专利。
决议说：“众议院认为安东尼奥·梅乌奇的一生及其成就应
该得到肯定。他在发明电话过程中的工作也应该得到承
认。”经过这项决议，贝尔被永远的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

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英
语：alexandergrahambell，1847年3月3日-1922年8月2日)，
加拿大发明家和企业家。他获得了世界上第一台可用的电话



机的专利权，创建了贝尔电话公司。

电话的发明教案设计篇三

1847年3月3日，亚历山大·贝尔出生在英国的爱丁堡。他的
父亲和祖父都是颇有名气的语言学家。

受家庭的影响，贝尔小时候就对语言很感兴趣。他喜欢养麻
雀、老鼠之类的小动物。他觉得动物的叫声美妙动听。上小
学时，他的书本里，除了装课本书外，还经常装有昆虫、小
老鼠等。有一次，老师正在讲《圣经》的故事，忽然他书包
里的老鼠窜了出来，同学们躲的躲，叫的叫，弄得教室内大
乱。老师怒不可遏，觉得这样的学生不可教。

不久，贝尔的父亲就将贝尔送到伦敦祖父那儿。这位慈祥的
老人虽然很疼爱孙子，但对孙子的管教十分严厉。祖父深谙
少年的学习心理，他不采用填鸭式的方法，硬逼贝尔学习书
本上的知识，而是从培养贝尔的`学习兴趣入手。渐渐地，贝
尔有了强烈的求知欲，学习成绩也上去了，成了优等生。贝
尔后来回忆道：“祖父使我认识到，每个学生都应该懂得的
普通功课，我却不知道，这是一种耻辱。他唤起我努力学习
的愿望。”

一年之后，贝尔又回到了故乡爱丁堡。在他家附近，有一座
磨坊。贝尔觉得这种老式水磨太费劲了，要改进改进。于是，
他查阅各种图书资料，设计出一幅改良水磨的草图。这图虽
然画得不规范，但构想却十分巧妙。经过工匠的加工，水磨
果然变得十分灵活，比原来省力多了。从此，他成了远近闻
名的“小发明家”。

贝尔从这里看到了发明创造的意义。每一项的发明，都将使
很大一部分人受益，都是人类向前迈进的一块基石。

1869年，22岁的贝尔受聘美国波土顿大学，成为这所大学的



语音学教授。贝尔在教学之余，还研究教学器材。

有一次，贝尔在做聋哑人用的“可视语言”实验时，发现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电流流通和截止时，螺旋线圈会发出噪
声，就像电报机发送莫尔斯电码时发出的“嘀答”声一样。

“电可以发出声音!思维敏捷的贝尔马上想到，“如果能够使
电流的强度变化，模拟出人在讲话时的声波变化，那么，电
流将不仅可像电报机那样输送信号，还能输送人发出的声音，
这也就是说，人类可以用电传送声音。”

贝尔越想越激动。他想：“这一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想
法。”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电学界的朋友，希望从他
们那里得到有益的建议。然而，当这些电学专家听到这个奇
怪的设想后，有的不以为然，有的付之一笑，甚至有一位不
客气地说：“只要你多读几本《电学常识》之类的书，就不
会有这种幻想了。”

贝尔碰了一鼻子灰，但并不沮丧。他决定向电磁学泰斗亨利
先生请教。

亨利听了贝尔的一五一十的介绍后，微笑着说：“这是一个
好主意!我想你会成功的!”

“尊敬的先生，可我是学语音的，不懂电磁学。”贝尔怯怯
地说，“恐怕很难变成现实。”“那你就学会它吧。”亨利
斩钉截铁地说。

得到亨利的肯定和鼓励，贝尔觉得自己的思路更清晰了，决
心也更大了。他暗暗打定主意：“我一定要发明电话。”

此后，贝尔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从阅读《电学常识》开始，
直至掌握了最新的电磁研究动态。



有了坚实的电磁学理论知识，贝尔便开始筹备试验。他请
来18岁的电器技师沃特森做试验助手。

接着，贝尔和沃特森开始试验。他们终日关在试验室里，反
复设计方案、加工制作，可一次次都失败了。“我想你会成
功的”，亨利的话时时回荡在贝尔的耳边，激励着贝尔以饱
满的热情投入研制工作中去。

光阴如流水，两个春秋过去了。

1875年5月，贝尔和沃特森研制出两台粗糙的样机。这两台样
机是在一个圆筒底部蒙上一张薄膜，薄膜中央垂直连接一根
炭杆，插在硫酸液里。这样，人对着它讲话时，薄膜受到振
动，炭杆与硫酸接触的地方电阻发生变化，随之电流也发生
变化;接收时，因电流变化，也就产生变化的声波。由此实现
了声音的传送。

可是，经过验证，这两台样机还是不能通话。试验再次失败。

经反复研究、检查，贝尔确认样机设计、制作没有什么问题。
“可为什么失败了呢?”贝尔苦苦思索着。

一天夜晚，贝尔站在窗前，锁眉沉思。忽然，从远处传来了
悠扬的吉他声。那声音清脆而又深沉，美妙极了!

“对了，沃特森，我们应该制作一个音箱，提高声音的灵敏
度。”贝尔从吉他声中得到启迪。

于是，两人马上设计了一个制作方案。一时没有材料，他们
把床板拆了。几个小时奋战之后，音箱制成了。

1875年6月2日，他们又对带音箱的样机进行试验。贝尔在实
验室里，沃特森在隔着几个房间的另一头。贝尔一面在调整
机器，一面对着送话器呼唤起来。



忽然，贝尔在操作时，不小心把硫酸溅到腿上，他情不自禁
地喊道：“沃特森先生，快来呀，我需要你!”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沃特森高兴地从那一头冲过来。
他顾不上看贝尔受伤的地方，把贝尔紧紧拥抱住。贝尔此时
也忘了疼痛，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天夜里，贝尔怎么也睡不着。他半夜爬起来，给母亲写一
封信。信中他写道：

“今天对我来说，是个重大的日子。我们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未来，电话将像自来水和煤气一样进入家庭。人们各自在家
里，不用出门，也可以进行交谈了。”

可是，人们对这新生事物的诞生反应冷漠，觉得它只能用来
做做游戏，没什么实用价值。

贝尔一方面对样机进行完善，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电
话的使用价值。

两年之后的1878年，贝尔在波士顿和纽约之间进行首次长途
电话试验(两地相距300公里)，结果也获得成功。在这以后，
电话很快在北美各大城市盛行起来。

电话的发明教案设计篇四

教学要求

1、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贝尔研究和发明电话的过程，激发学
生热爱科学，勇于探索的精神。



4、在阅读中想像贝尔搞实验研究的艰苦状况，懂得科学探索
之路是伟大而艰苦的。

5、说一说电话给人们带来的方便。

重难点、关键

1、了解贝尔发明电话的过程。

2、在学文中体会贝尔热爱科学，刻苦钻研，勇于实践的精神。

课时划分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观看实物，导入新课

1、教师出示电话：同学们这是什么？

2、它有什么作用呢？（指名问答）

3、教师：电话是亚历山大・贝尔在1876年设计成功的。

4、学生出示资料，介绍亚历山大・贝尔。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教师导读：那么电话是怎么发明的呢？请同学们自读课文
《电话的发明》。

2、教师出示有关阅读要求。

（1）画出本课的生字词。



（2）找出文中你不理解的词语。

（3）课文中哪些自然段具体介绍的是电话的发明过程。

3、检查反馈生字学习的情况。

（1）出示生字卡片，学生读一读。

（2）教师强调部分生字在读音和书写上的要点。

（3）学生开火车读生字。

（4）用生字组词练习。

（5）教师出示生字词语卡片，学生读一读。

4、反馈不理解的词语，联系课文内容或是查词典，理解部分
词语的意思。（偶然、哭笑不得、顿时、喜不自禁）

5、读课文。

三、弄清文章的条理

1、指名反馈：哪些自然段具体介绍的是电话的发明过程。

2、让学生按起因、发展、结果把发明电话的过程分成三层。

3、指名反馈。

起因：产生发明电话的'新奇设想。

发展：具体写贝尔经过艰苦的实验、研究、发明电话的过程。

结果：电话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四、感情朗读课文，熟读课文

一、巩固旧知，导入新课

1、出示生字词语卡片，指名读一读。

2、全班读一读。

3、指名分段读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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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纲导读，合作学习

1、贝尔决定发明电话是受什么的启发？

2、课文讲了贝尔发明电话的几件事？

3、互相讨论，说一说贝尔是怎样研究和发明电话的？

4、说说贝尔是一个怎样的人？

5、学了这篇课文，你们的心里有什么感想？

三、反馈交流，理解课文

（一）了解起因，感悟发明在于大胆地设想。

1、指名反馈：贝尔决定发明电话是受什么的启发？

2、指名读课文第2自然段，其他思考：从中你们想到了什么？

3、指名反馈。（引导学生体会一切的发明创造来自于生活，
源于人类大胆的幻想。）



（二）体会实验的艰苦，贝尔的执着。

1、指名反馈：课文讲了贝尔发明电话的几件事？

（1）一次实验失败，贝尔哭笑不得。

（2）拆船板做音箱。

（3）硫酸溅到人腿。

2、从这几件事情中，你觉得发明的过程是怎样的？你们是从
哪些具体的语句中体会到的？

3、引导学生从关键的语句中体会实验的艰苦，人物的精神。

教学建议：以学生的自读自悟为主，教师根据具体的句子进
行引导，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课文内容。

例如：“经过两年的艰苦实验，他们终于做好了一台电话样
机”

（1）引导抓关键词语，说说自己的体会。

（2）鼓励想像，说说他们两年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3）感情朗读。

四、总结全文

1、指名反馈：贝尔是怎样研究和发明电话的？

2、指名反馈：从发明的过程中你觉得贝尔有什么值得我们学
习的？（学生结合课文的内容自由发言：坚持不懈、热爱科
学、大胆想像、敢于实验探索。）



五、拓展延伸

1、小组交流：说说电话给人们带来了什么便利？

2、集体交流、反馈。

3、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说一说移动电话的发展给人们带
来的方便，从而鼓励学生不断地努力，争取科学上的再进步。

附板书设计

电话的发明

两年发明电话

设想

偶然受启发发明电话

（艰苦）

一次实验失败（多次失败）

拆床板做音箱・・成功

拆床板做音箱

硫酸溅到腿上

贝尔：坚持不懈、热爱科学、大胆想象、敢于实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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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的发明教案设计篇五

第一课时

一、观看实物，导入新课

1、教师出示电话：同学们这是什么？

2、它有什么作用呢？（指名问答）

3、教师：电话是亚历山大?贝尔在1876年设计成功的。

4、学生出示资料，介绍亚历山大?贝尔。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教师导读：那么电话是怎么发明的呢？请同学们自读课文
《电话的发明》。

2、教师出示有关阅读要求。

（1）画出本课的生字词。

（2）找出文中你不理解的词语。

（3）课文中哪些自然段具体介绍的是电话的发明过程。

3、检查反馈生字学习的情况。

（1）出示生字卡片，学生读一读。

（2）教师强调部分生字在读音和书写上的要点。

（3）学生开火车读生字。



（4）用生字组词练习。

（5）教师出示生字词语卡片，学生读一读。

4、反馈不理解的词语，联系课文内容或是查词典，理解部分
词语的意思。（偶然、哭笑不得、顿时、喜不自禁）

5、读课文。

三、弄清文章的条理

1、指名反馈：哪些自然段具体介绍的是电话的发明过程。

2、让学生按起因、发展、结果把发明电话的过程分成三层。

3、指名反馈。

起因：产生发明电话的新奇设想。

发展：具体写贝尔经过艰苦的实验、研究、发明电话的过程。

结果：电话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四、感情朗读课文，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巩固旧知，导入新课

1、出示生字词语卡片，指名读一读。

2、全班读一读。

3、指名分段读课文。



二、提纲导读，合作学习

1、贝尔决定发明电话是受什么的启发？

2、课文讲了贝尔发明电话的几件事？

3、互相讨论，说一说贝尔是怎样研究和发明电话的？

4、说说贝尔是一个怎样的人？

5、学了这篇课文，你们的心里有什么感想？

三、反馈交流，理解课文

（一）了解起因，感悟发明在于大胆地设想。

1、指名反馈：贝尔决定发明电话是受什么的启发？

2、指名读课文第2自然段，其他思考：从中你们想到了什么？

3、指名反馈。（引导学生体会一切的发明创造来自于生活，
源于人类大胆的幻想。）

（二）体会实验的艰苦，贝尔的执着。

1、指名反馈：课文讲了贝尔发明电话的几件事？

（1）一次实验失败，贝尔哭笑不得。

（2）拆船板做音箱。

（3）硫酸溅到人腿。

2、从这几件事情中，你觉得发明的过程是怎样的？你们是从
哪些具体的语句中体会到的？



3、引导学生从关键的语句中体会实验的艰苦，人物的精神。

教学建议：以学生的自读自悟为主，教师根据具体的句子进
行引导，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课文内容。

例如：“经过两年的艰苦实验，他们终于做好了一台电话样
机”

（1）引导抓关键词语，说说自己的体会。

（2）鼓励想像，说说他们两年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3）感情朗读。

四、总结全文

1、指名反馈：贝尔是怎样研究和发明电话的？

2、指名反馈：从发明的过程中你觉得贝尔有什么值得我们学
习的？（学生结合课文的内容自由发言：坚持不懈、热爱科
学、大胆想像、敢于实验探索。）

五、拓展延伸

1、小组交流：说说电话给人们带来了什么便利？

2、集体交流、反馈。

电话的发明教案设计篇六

1、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贝尔研究和发明电话的过程，激发学



生热爱科学，勇于探索的精神。

4、在阅读中想像贝尔搞实验研究的艰苦状况，懂得科学探索
之路是伟大而艰苦的。

5、说一说电话给人们带来的方便。

重难点、关键

1、了解贝尔发明电话的过程。

2、在学文中体会贝尔热爱科学，刻苦钻研，勇于实践的精神。

课时划分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观看实物，导入新课

1、教师出示电话：同学们这是什么？

2、它有什么作用呢？（指名问答）

3、教师：电话是亚历山大?贝尔在1876年设计成功的。

4、学生出示资料，介绍亚历山大?贝尔。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教师导读：那么电话是怎么发明的呢？请同学们自读课文
《电话的发明》。

2、教师出示有关阅读要求。

（1）画出本课的生字词。



（2）找出文中你不理解的词语。

（3）课文中哪些自然段具体介绍的是电话的发明过程。

3、检查反馈生字学习的情况。

（1）出示生字卡片，学生读一读。

（2）教师强调部分生字在读音和书写上的要点。

（3）学生开火车读生字。

（4）用生字组词练习。

（5）教师出示生字词语卡片，学生读一读。

4、反馈不理解的词语，联系课文内容或是查词典，理解部分
词语的意思。（偶然、哭笑不得、顿时、喜不自禁）

5、读课文。

三、弄清文章的条理

1、指名反馈：哪些自然段具体介绍的是电话的发明过程。

2、让学生按起因、发展、结果把发明电话的过程分成三层。

3、指名反馈。

起因：产生发明电话的新奇设想。

发展：具体写贝尔经过艰苦的实验、研究、发明电话的过程。

结果：电话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四、感情朗读课文，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巩固旧知，导入新课

1、出示生字词语卡片，指名读一读。

2、全班读一读。

3、指名分段读课文。

二、提纲导读，合作学习

1、贝尔决定发明电话是受什么的启发？

2、课文讲了贝尔发明电话的几件事？

3、互相讨论，说一说贝尔是怎样研究和发明电话的？

4、说说贝尔是一个怎样的人？

5、学了这篇课文，你们的心里有什么感想？

三、反馈交流，理解课文

（一）了解起因，感悟发明在于大胆地设想。

1、指名反馈：贝尔决定发明电话是受什么的启发？

2、指名读课文第2自然段，其他思考：从中你们想到了什么？

3、指名反馈。（引导学生体会一切的发明创造来自于生活，
源于人类大胆的幻想。）



（二）体会实验的艰苦，贝尔的执着。

1、指名反馈：课文讲了贝尔发明电话的几件事？

（1）一次实验失败，贝尔哭笑不得。

（2）拆船板做音箱。

（3）硫酸溅到人腿。

2、从这几件事情中，你觉得发明的过程是怎样的？你们是从
哪些具体的语句中体会到的？

3、引导学生从关键的语句中体会实验的艰苦，人物的精神。

教学建议：以学生的自读自悟为主，教师根据具体的句子进
行引导，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课文内容。

例如：“经过两年的艰苦实验，他们终于做好了一台电话样
机”

（1）引导抓关键词语，说说自己的体会。

（2）鼓励想像，说说他们两年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3）感情朗读。

四、总结全文

1、指名反馈：贝尔是怎样研究和发明电话的？

2、指名反馈：从发明的过程中你觉得贝尔有什么值得我们学
习的？（学生结合课文的内容自由发言：坚持不懈、热爱科
学、大胆想像、敢于实验探索。）



五、拓展延伸

1、小组交流：说说电话给人们带来了什么便利？

2、集体交流、反馈。

3、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说一说移动电话的发展给人们带
来的方便，从而鼓励学生不断地努力，争取科学上的再进步。

[《电话的发明》教学设计之二教案教学设计]

电话的发明教案设计篇七

教学要求：

1.借助阅读，在观察、想象、发现中，让学生享受阅读的情
趣。

2.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在反复朗读中体会故事蕴含的道
理，并学会有理有据的预测故事将要发生的事情。

3.合理地续编故事或创编故事。

教学重难点：学会通过故事情节预测故事的发展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具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同学们，今天有位特别的先生来到了我们的童话乐园里，他
是谁呢?



二、整体感知课文。

1.在打开课文之前，让我们看看胡萝卜先生给我们布置了哪
些任务?

(1)自由读课文五分钟，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认真读课文，看看在胡萝卜先生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2.本课中出现了几个生字，谁能自告奋勇地站起来读读看。

a.指名学生读。

b.加上拼音读。

c.让我们将词语送入句子读一读。

三、品读环节。

浓密的胡子令胡萝卜先生很发愁，但这根胡子在别人看来却
有着另一种意想不到的用处。(大屏幕出示这段内容)

a.读课文的时候根据课文中的关键词语揣摩人物内心的想法，
把自己当成其中的一份子，就能体会文章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自由练读)

b.胡萝卜先生的胡子对自己来说是烦恼，对别人来说呢?

c.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帮助了小男孩解决了什么难题?

d.帮助鸟太太解决了什么难题?

e.还有可能帮助谁解决什么样的难题?想一想，说一说。



所以说：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2.出示：“我的胡子真是太棒了。”谁来当胡萝卜先生夸夸
自己的胡子?

3.设疑感悟：胡萝卜先生的胡子真是太棒了，不仅帮助了自
己更帮助了别人。可是，胡萝卜先生是那么喜欢自己的`胡子，
当他发现自己心爱的胡子被别人用掉的时候，他会生气吗?为
什么?想一想。

小结：我明白了，胡萝卜先生不会生气还会很快乐，因为帮
助别人也是一种快乐。可是假如有一天，胡萝卜先生的胡子
越来越少了，甚至用光了，没有了，他还会快乐吗?不管快乐
还是不快乐，我们都能感觉胡萝卜先生有一课乐于助人的心。

四、创编故事，绘写结合。

(1)胡萝卜先生的胡子真的很神奇啊，帮助了那么多人，让那
么多人快乐。当胡萝卜先生继续往前走，还会发生什么样神
奇的故事呢?用你的画笔画下来并写一写你的故事吧。

(2)评价交流。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电话的发明教案设计篇八

学习目标

1．认识本课的4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懂得思考生活中的问题是发明创造的源泉，培养自觉实践、
大胆创新的好习惯。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二、自学

出示自学提纲：

自由读课文，思考：

这篇文章主要讲谁发明万能胶水？他是怎样想到要发明万能
胶水的？他是怎样做的？

三、反馈

1．指名朗读课文，纠正字音。

2．交流自学提纲的问题。

引导学生理解：聪聪是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情况下想到万能胶
水的.，他为此做了深入的研究，收集了很多的资料，设计了



很多方案并精心地做了不少实验。

启发学生认识到聪聪在发明过程中，十分认真。

（小组议答一全班交流）

引导学生弄清：尽管这种胶水暂时无法使用，但这只是无法
解决到它自身出的问题，这正说明这种胶水是万能的，而且
效果极好，因此，电视新闻这样报道。

四、总结

从这个故事中，你们想到些什么？你认为聪聪的想法最终能
够实现吗？为什么？

五、布置作业

把这个故事讲给父母或小伙伴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