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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上的波動現象—海浪」教案設計 

壹、教案設計 

教學 

主題 
海面上的波動現象—海浪 

適用 

年級 

高中一年級 

高職一年級 

適用 

科目 

高中基礎物理（一） 

高職基礎物理 B、高職基礎物理 C 

使用 

節數 
2節 

設計者 湯郁然 
所屬 

學校 
國立台南二中 

設計 

理念 

    台灣環境四面環海，大多數人對海並不陌生，然而隨著生活型態與環境的轉變，

多數人對海的接觸也越來越少。物理是探討自然現象的科學，在我們在學習與理解

自然規則的同時，也應該去了解我們周遭的環境。高中與高職一年級的基礎物理課

程中，都談到了<波動>現象，其中對水波也有許多介紹。在傳統教學上，水波槽是

最普遍的示範教材，然而我們若將這些物理現象的時空背景加以延伸，海面上的水

波—就是大家熟悉的海浪，就成了另一個「活生生」的教材，透過對水波的學習，

同時也認識海面上的波動—海浪，帶給學生更多與了解海浪的機會。期勉學生在學

習物理知識外，能將所學與生活經驗結合，將知識應用在生活中，培養批判思考與

對自然人文關懷的態度。 

    本教案內容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物理知識的建立，先由高一課程中波的

基本性質，認識波動現象，了解週期波的各項物理量定義與關係，並進入主題—水

波，認識水波的反射、折射、干涉與繞射等現象。第二部分為物理與生活的連結，

根據水波的基礎知識，進入海浪的介紹並了解海浪的成因，包含了海岸邊常見一般

的浪，以及可能造成危害的浪，如瘋狗浪、海嘯等。第三部分則是思考與邏輯分析

的訓練，由物理知識與生活資訊，如媒體報導以及資料的收集等，思考並分析海浪

對我們生活的影響，進一步將知識與經驗結合並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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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 

教學 

目標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由「設計理念」結合「能力指標」而形

成） 

學習領域 

能力指標 

海洋教育 

能力指標 

高中基礎物理(一) 

6-1-1 說明波速、頻

率、波長的關係（數學

式）。 

6-1-2 以簡單的例子

（如：水波、聲波）及

圖示的方式說明波的

反射、折射、干涉與繞

射現象。 

 

高職基礎物理 B 

4-1-1 以繩波說明波可

以傳播能量，但不能傳

送物質。 

4-1-2 說明力學波是因

物質振動而產生，需靠

介質才能傳播。並說明

波的一般傳播方式有縱

波和橫波。 

 

高職基礎物理 C 

10-1振動與波。 

說明力學波是因物質

4-5-2 瞭解海洋的基

本特質（如溫度、鹽

度、波浪、潮汐、海

流）的成因、分布或

變化，及其與生活的

關係。 

 

1.認知方面 

1-1-1 瞭解何謂波動現象。(高中能力指標

6-1-1、高職能力指標 4-1-1、10-1) 

1-1-2 瞭解頻率、週期、波長、波速之定

義與關係。(高中能力指標 6-1-1、高職能

力指標 4-1-2、10-2) 

1-1-3 透過水波現象與性質瞭解波浪的

成因以及與生活的關係。(高中能力指標

6-1-1、6-1-2、海洋教育指標 4-5-2) 

1-2-1 瞭解波的反射、折射、干涉、繞射

等現象。(高中能力指標 6-1-2、高職能力

指標 10-2、高職能力指標 10-4) 

1-2-2 瞭解波浪的波動現象對環境造成

的影響(高中能力指標 6-1-2、高職能力指

標 4-1-1、4-1-2、10-1、10-2、海洋教育

指標 4-5-2) 

 

2.情意方面 

2-1-1 能提高對海洋各種現象的瞭解與

關注。（高中能力指標 6-1-2、高職能力指

標 4-1-1、4-1-2、10-1、10-2、海洋教育

指標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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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振動而產生，必須靠

介質才能傳播。波的傳

播方式有縱波和橫波

兩種。並說明波可以傳

播能量，但並無傳送物

質。 

10-2週期波。 

以正弦波為例定義波

長、頻率、波速、振幅、

波峰及波谷等專有名

詞，並說明其間的關

係。 

10-4波的重疊原理。 

說明兩獨立波在同一

介質中相遇時，其合成

波的位移會疊加。 

2-1-2 樂於使用所學知識討論分析生活

中的波動現象 (高中能力指標 6-1-1、

6-1-2、高職能力指標 4-1-1、4-1-2、10-1、

10-2、10-4、海洋教育指標 4-5-2) 

 

3.技能方面 

3-1-1 能使用波速、頻率與波長之關係式

(高中能力指標 6-1-1、高職能力指標 10-2) 

3-1-2 能實際分辨波的反射、折射、干

涉、繞射等現象。(高中能力指標 6-1-2、

高職能力指標 10-4) 

3-2-1 能描述海浪成因與其可能造成的

危害，並對海上活動具有危機意識。(高

中能力指標 6-1-1、6-1-2、高職能力指標

4-1-1、4-1-2、10-1、10-2、10-4、海洋教

育指標 4-5-2) 

學生 

能力 

分析 

1. 台南二中位於台南市中心，學生主要來自台南市區及鄰近區域，少數來自高雄

市。台南市本身臨海，市區距離海邊不遠，有著名的安平港、台江國家公園，黃

金海岸等景點，學生幾乎都有到海邊遊玩的經驗，對於海岸與海浪也不陌生。 

2. 高一學生在理科平均表現中上，對於國中所學知識大多能夠應用。學生在國中已

具備基本的波動認知，高一基礎地球科學課程中也有學習到一些海浪的知識。而

在高一課程中對於波的現象有更多定性的描述，但不涉及複雜的計算，學生對課

程吸收程度尚佳。對於一些較為抽象的概念，更需要結合生活經驗來增進對物理

的認識。 

教材 

來源 

高級中學基礎物理(一)翰林版、自編簡報檔、網路資源。 

教學 

準備 

電腦、投影機、投影布幕、黑板、粉筆、麥克風 

對應 

教學 

目標 

教 學 活 動 時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1-1-1 

 

 

 

 

 

1-1-1 

1-1-2 

第一節 

一、引起動機 

1.問題討論： 

(1) 生活中常接觸到的波有哪些？例如：水波、      

聲波、光波、地震波等等。 

(2) 這些波的產生原因是？有什麼共同的特性？ 

 

二、發展活動 

1.波的基本性質 

 

05 

 

 

 

 

 

 

10 

 

課本 

簡報 

電腦 

投影機 

黑板 

 

 

 

 

口頭評量、上課

態度、分組討

論、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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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1-1-3 

1-2-2 

2-1-1 

3-2-1 

 

 

 

 

 

 

 

 

 

 

 

 

 

 

 

 

 

 

 

 

 

 

 

 

 

  (1)波的成因與特性：波是傳遞振動的現象。 

(2)波的分類：依據介質振動方向分橫波與縱波、

傳遞是否需要介質分力學波與電磁波。 

    （水面波較為特殊，介質振動類似圓周運動，  

     而非單純的縱波或橫波。） 

(3)週期波：說明頻率、週期、波長、振幅等名詞     

的意義。 

     a.一次完整振動產生一個完整波形，所需時間       

為一個週期，波前進的距離為一個波長。 

     b.頻率為每秒振動的次數，或每秒發出完整波       

形的個數。頻率與週期互為倒數。 

     c.振幅為平衡位置到波峰或波谷的距離。 

2.水波現象與海浪(一) 

  (1)水波槽的介紹：認識觀察水波的方法。 

(2)水波的傳遞：波速與水深的關係。水波在深水   

區波速較快、在淺水區波速較慢。 

  (3)海邊常見的浪：風浪、湧浪與碎浪。 

     a.風浪：由風造成的海面波浪。 

     b.湧浪：風浪在離開風域後，持續向前傳遞的       

浪，季風與颱風都可能造成較大湧浪。 

     c.碎浪：浪傳遞至海岸邊，因為水深變化導致       

波速改變，使水波波型不對稱而產生碎浪。 

  (4)特殊的浪：瘋狗浪、西南湧、海嘯。 

     a.瘋狗浪：瘋狗浪成因尚無明確的定論，一般       

認為主要是湧浪造成。當湧浪傳遞至岸邊，       

可能受到特殊的海岸地形影響，陡然升起數

公尺高的巨浪，甚至將人捲走。因為來的突

然又無明確的預測方法，有如瘋狗咬人一

般，故而得名。 

     b.西南湧：颱風移動經過南海附近，造成恆春       

半島一帶出現湧浪，海面看似平靜，卻因湧       

浪靠近岸邊時掀起巨浪，造成災害。 

     c.海嘯：海底發生地震時，震動使海水產生劇       

烈起伏並向四周傳遞。海嘯在深海區域傳遞        

速率可達每小時 700~800 公里，但振幅卻

只       有 1、2公尺，當傳遞至岸邊時因

水深變淺波速變慢，振幅會成長數倍，造成

重大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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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2-1-1 

2-1-2 

3-2-1 

 

 

 

 

 

 

 

 

1-2-1 

1-2-2 

2-1-1 

3-1-2 

3-2-1 

 

 

 

 

 

 

 

 

 

 

 

 

 

 

 

 

 

 

1-2-2 

2-1-1 

2-1-2 

3-2-1 

三、發展活動 

1.觀看新聞報導影片：瘋狗浪。 

2.小組討論與發表： 

  a.分析影片中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 

  b.分析事件發生地點的地形與天氣。 

  c.討論造成事件發生的其他可能性，以及避免方    

法。 

 

第二節 

一、引起動機 

1.回顧前一堂課的內容。 

2.問題討論。 

二、發展活動 

1.水波現象與海浪(二) 

  (1)水波的反射、折射、干涉、繞射等現象：（使 

     用示範實驗影片來呈現。） 

     a.以起波器振動產生直線波前，在水波槽中放

置障礙物，觀察反射現象。 

     b.製造水深淺不同的區域，觀察折射現象。 

     c.以起波器振動產生圓形波前，觀察水波干        

涉現象。 

     d.在水槽中放置障礙物，觀察繞射現象。 

(2)以 Google Earth 的衛星空拍圖與例，觀察港     

口與岸邊的水波現象。 

  (3)沿岸流與離岸流： 

     a.浪傳向岸邊時，因海底地形變淺而折射，波 

       前會趨於平行海岸。未完全平行的波前會形       

成沿著海岸線傳遞的海流，稱為沿岸流。 

     b.沿岸流匯合後，會形成往外海方向流動的離       

岸流。離岸流流速快，約為每秒 0.5~2.5公

尺，比一般人的泳速還快，會將人迅速帶離

岸邊往外海漂流，人若抵抗容易體力耗盡而

發生意外。 

     c.以 Google Earth的衛星空拍圖與例，觀察 

       海岸邊可能存在離岸流的區域。 

三、綜合活動 

1.小組討論與發表：讓學生觀看海岸的空拍圖片， 

  分組討論並發表該地形可能造成何種水波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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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 

簡報 

電腦 

投影機 

黑板 

 

 

 

 

 

 

 

 

 

口頭評量、上課

態度、分組討

論、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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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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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生學習單 

 

課堂學習單         班級_____座號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 

一、新聞追追追 

<<蘋果即時新聞>>   2015 年 10 月 08 日 

龍洞一支 3 釣客落海 1 人救起無生命跡象 

  新北市貢寮區知名的釣魚地點龍洞一支，今天深夜 10 時許，傳出有 3 名男性釣客

遭大浪打落海，目前消防海巡都在現場找尋，現場天色昏暗，搜救不易，目前持續

搜救中。 

  中央氣象局顯示，今天的滿潮是下午 17：35，乾潮是 23：17，風向是東北風，中

浪轉大浪，浪高約 2~3 公尺高，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會有釣客遭到大浪襲擊被捲

入海中，目前三名釣客的身分還沒辦法確定，現場浪大搜救不易。 

  目前得知失蹤 3 名釣客疑似分別為 18 歲、22 歲的楊姓男子，兩人為兄弟，另 1

位為 53 歲林姓男子。 

  深夜近 12 時許，貢寮現場外海救起一名林男子 53 歲，以無生命跡象，目前急救

送往澳底保健站急救。 

 

由新聞報導內容，想想看： 

龍洞一支是東北角的著名釣場，在什麼季節較有可能受大浪襲擊？為什麼？ 

 

 

 

龍洞一支可能是哪種地形，容易激起大浪？(1)沙岸  (2)海岬  (3)斷崖  (4)其他 

 

 

 

新聞中的意外會發生，可能還有哪些其他因素造成？ 

 

 

 

 

我們如何預防這樣的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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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岸大找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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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習評量 

一、學生學習自評表 

經過二節課的學習後，請同學一面回想上課內容，並自我評量自己是否具備下列能力。

請在每項能力後勾選出符合的學習程度。 

班級：          座號：          姓名：          授課教師： 

自評項目 
極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極
不
同
意 

我能說明何謂波動現象      

我能舉出生活中的波動實例      

我能說明波長、頻率、波速之間的關係      

我能知道水波波速與水深的關係      

我能認識海浪形成的原因      

我能知道風浪、湧浪的成因與差別      

我能了解不同季節時季風對海浪的影響      

我能了解颱風靠近台灣時對海浪的影響      

我能說明海嘯產生的原因      

我知道何謂水波的反射現象      

我知道何謂水波的折射現象      

我知道何謂水波的干涉現象      

我知道何謂水波的繞射現象      

我能判斷折射發生時的波速大小與波的傳遞方向      

我能知道水波現象發生時波速、波長與頻率的變化      

我能了解沿岸流的成因      

我能了解離岸流的成因      

我能判斷海邊可能出現離岸流的區域      

我能說明遇到離岸流時的應對方法      

我能重視海浪的影響以及海邊活動安全      

我能認真仔細思考課堂上的問題並踴躍回答      

我能在討論時傾聽別人的說法，並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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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檢核能力指標達成狀況表 

檢核項目 
極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極
不
同
意 

學生能說明何謂波動現象      

學生能舉出生活中的波動實例      

學生能說明波長、頻率、波速之間的關係      

學生能知道水波波速與水深的關係      

學生能說明海浪形成的原因      

學生能知道風浪、湧浪的成因與差別      

學生能了解不同季節時季風對海浪的影響      

學生能了解颱風靠近台灣時對海浪的影響      

學生能說明海嘯產生的原因      

學生能了解何謂水波的反射現象      

學生能了解何謂水波的折射現象      

學生能了解何謂水波的干涉現象      

學生能了解何謂水波的繞射現象      

學生能判斷折射發生時的波速大小與波的傳遞方向      

學生能判斷水波現象發生時波速、波長與頻率的變化      

學生能了解沿岸流的成因      

學生能了解離岸流的成因      

學生能判斷海邊可能出現離岸流的區域      

學生能說明遇到離岸流時的應對方法      

學生能重視海浪的影響以及海邊活動安全      

學生能認真仔細思考課堂上的問題並踴躍回答      

學生能在討論時傾聽別人的說法，並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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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教學省思 

    物理是研究自然現象的科學，探索了解大自然的規律及運作的法則。而波動現象是物理

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也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像是聲波、水波、電磁波、地震波等，都

是我們探究自然現象的好教材。在準備海洋教育教案時，便聯想到了海上最直接觀察到的現

象就是海浪了，基礎物理中波動一章也提到不少水波的例子，正好可以配合融入海洋的議題。

對於學生而言，物理總是抽象又複雜，在學習過程若能與生活實例配合，對於概念的理解更

有幫助，也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 

    在本課程中，由於授課對象是普通高中一年級學生，因此配合的課本章節有翰林版高中

基礎物理(一)中的〈6-1波速、頻率與波長〉與〈6-2波的特性〉。在波速、波長與頻率的部分，

學生對於這些物理量的意義與關係已經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因此學習狀況大致良好。在波的

特性部分，以水波為例子介紹反射、折射、干涉與繞射等現象。對於反射與折射現象，由於

學生已有相關先備知識，對於現象並不陌生，但是由於水波的描述上與繩波、光波等略有不

同，靜態的圖片對學生來講比較不容易想像，因此在教學上能使用水波槽、影片或動畫等方

式呈現，學生會更容易了解。至於干涉與繞射現象，對學生來說就是比較新的知識，繞射部

分在不談原理的前提下，現象比較明確且單純，生活中的例子也很容易觀察，例如水波在港

口處防波堤開口的繞射，因此學生接受度較高。然而，學生對於干涉現象的接受度就普遍較

低，雖然我們可以用水波槽或同心圓模擬的方式來呈現干涉現象，呈現結果也相當清楚，但

這部分與學生生活經驗的連結較弱，學生比較難以想像。未來期待可以利用生活中更明顯的

干涉現象，來強化學生的認知。 

    海浪的部分，是做為水波現象的延伸，由浪的形成、傳遞過程的性質與變化等，都可以

與水波作連結，讓學生對浪的現象有更深刻的認知。學生的海邊活動經驗都是在天氣狀態良

好的情況，但是意外總是發生在人們掉以輕心的時候，每到夏天雖然總是會宣導注意水上活

動的安全，但更希望能藉由本次課程，讓學生對於生活中常見且可能有潛在危險性的現象，

例如：湧浪與離岸流，不但能了解其成因與特性外，更能多建立一些危機意識。在分組討論

的過程中，對於意外事件的分析與討論，學生參與的狀況良好，討論熱烈並能提出許多的意

見，這樣互相激盪的方式對學生思考能有正面的幫助。不過課堂時間有限，在執行上時間的

掌控就很重要，討論任務應該盡量簡潔明確。討論過程也希望學生能多思考，在學生發言表

達時能多給予鼓勵，但也受到時間限制無法讓更多同學發表意見，這部分可以以學習單的補

足，未來進行課程也可以考慮設計課後作業，讓學生能有更多的時間空間將所學的部分再加

以延伸。 

    關於海嘯的部分，是比較特別的例子，雖然大多數人都知道海嘯，但卻不像海浪一樣是

生活中常見的現象，甚至多數人根本沒有實際看過海嘯。在歷史紀錄上發生過的大規模海嘯，

都造成了很嚴重的災難，台灣雖然受東部海底地形影響較不易有來自遠洋的大海嘯，但若是

在鄰近海域形成海嘯，也有可能對海岸造成相當的危害。這部分對學生來說生活經驗的連結

也比較薄弱，因此課程安排上，先針對物理的部分作說明，由前面已經學到的水波知識，讓

學生了解海嘯的成因與特性，再世界上較近期的大規模海嘯：2011 年日本海嘯與 2004 年南



附件六：「海面上的波動現象─海浪」教案設計 ‧16‧ 

亞海嘯為例子來說明，並利用 2013年上映的電影《浩劫奇蹟》中，描述一個家庭到泰國共度

聖誕假期，遭遇南亞海嘯襲擊的故事，讓學生體會海嘯帶來的破壞與嚴重性，目的是希望除

了了解自然現象外，能更進一步去關懷自然現象造成的影響，同時也體會到人類的渺小，以

更謙卑、尊敬的心態，去看待大自然以及我們的生活環境。這個主題也提醒我在未來課程中，

對於物理與人文環境的關懷，作更多的連結。而除了電影外，也有許多紀錄片可以觀看，不

過在課程上時間有限，若是要以影片欣賞的方式進行比較不容易，這一點也是需要考慮的。 

    課程執行上，礙於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仍僅限於在教室內的學習活動，除了課本上原有

的內容之外，實際的自然現象與與網路資訊都是透過多媒體的方式呈現，雖然這樣也能讓達

到不錯的效果，不過既然是與生活有相關的知識與議題，若能有機會實地到戶外環境觀察或

是實驗，或是到相關的機構參訪，在學習上能有更直接的效益。由於對象是高一學生，對於

水波槽的原理與操作細節較為陌生，課程重點也是放在現象上，經過考量後是在教室內使用

影片播放水波槽的水波現象，並未實際到實驗室操作，不過因為有分組討論的活動，如果實

驗室裡的多媒體器材允許的話，在實驗室裡進行課程也是不錯的選擇。此外，課程一部分著

重於對海邊活動的安全，雖然有關天氣與海象的預報，可以在氣象報導或氣象局網站上直接

獲得資訊，但對於這些內容的分析我並不夠專業，所以並沒有在課堂中呈現。這部分我覺得

是未來可以考慮增加的，建立學生更多的認知與判斷能力，讓課程內容更完整，也可以考慮

借重地球科學教師的專業，以協同教學的方式來進行。 

    整體上來說，學生在這次課程的學習上，反應都還不錯，也表示很樂意在課堂中學到課

本以外的知識，很希望看到物理不是只有公式，而是跟生活是有相關的，這部分也很符合教

案的初衷。對於老師本身也帶來許多成長，雖然本身在課程操作上仍有改進的空間，但很感

謝能有這樣的機會，去嘗試以不同的方式來進行課程，讓我不但能把物理的精神教給學生，

也在未來的課程進行上注入了更多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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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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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補充資料 

一、補充資料 

深水波與淺水波之波速 

    波浪在傳遞時，根據水的深淺對波速有不同的影響，若水深大於二分之一波長，為深水

波；當水深小於二分之一波長時，為淺水波。深水波的深度較大，波傳遞時不受水底摩擦的

影響，故波速與水深無關，水分子以圓形軌跡運動。淺水波的深度較小，波傳遞時候受到水

底摩擦影響，波速與水的深度有關，水分子的運動軌跡呈橢圓。深水波波速可表示為： 

2

gL
v   

其中 v為波速，g為重力加速度，L為水波波長。而淺水波波速可表示為： 

ghv   

其中 v為波速，g為重力加速度，h為水的深度。 

    一般風浪的波長約十到幾百公尺，在外海深度較大的區域都屬於深水波，波速與波長有

關，因此會發生大浪追過小浪的現象。假設湧浪波長為 50公尺，則波速約為每小時 32公里，

波長為 100公尺時，則波速更可達每小時 45公里，相較於一般颱風移動速度約為每小時 10~25

公里，湧浪傳遞更快，因此在颱風離台灣尚有段距離時，湧浪就可能先抵達海岸邊。而當湧

浪傳遞至海岸邊，水深深度變小時則成為淺水波，波速與深度有關，浪可能會因推擠產生碎

浪，或是發生堆疊成大浪的現象。 

    地震引起的海嘯，其波長極長可能達到數百公里，這個數字遠大於海洋的深度，故為淺

水波。當海嘯在深度 4000公尺的海中傳遞，波速更可達每小時 700公里，以極快的速度傳遞

至鄰近的陸地，甚至可能在數十小時或後橫越大洋到達其他的海岸。 

 

水波折射與海浪的傳遞 

    海上傳遞的浪在靠近海岸時，屬於淺水波，受到海底地形變淺波速改變而發生折射。下

圖為一簡化的海岸示意圖，I 區、II 區、III 區代表海岸邊深度不同的海域，其深度大小為 I

區＞II區＞III區，當不平行海岸線的波前傳向岸邊時，折射使波前逐漸趨於平行海岸線，即

海浪的傳遞方向逐漸趨於垂直海岸線。 

 

 

 
 

    在海岬地形，由於折射的影響，使海浪會往突出於海面的海岬集中，如下圖所示。在海

岬處也常有岩壁或暗礁等地形構造，再加上浪的集中堆積可能激起更大的浪，也就是瘋狗浪。

在教案中提到的東北角龍洞一支釣場，就是一個海岬地形，在東北季風旺盛的季節，常常在

此處出現大浪，導致許多遊客或釣客發生意外。 

I 

II 

III 

海岸線 

海浪波前 

波傳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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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波干涉模擬 

    在基礎物理的課程內容中，對於水波干涉只有現象的描述，並不涉及推導與計算，為了

讓學生更清楚瞭解水波干涉現象，除了透過水波槽來觀察，我們也可以利用相同的兩組同心

圓相疊來觀察干涉現象。兩組同心圓圓心代表波源，實線代表波峰，故實線與實線間距即為

波長。一般利用水波槽觀察干涉現象時，我們比較容易觀察到的是節線，但以同心圓圖形相

疊來模擬時，由於無法呈現出完全破壞性干涉，故在圖中比較容易觀察到的是腹線，如下列

圖示，箭頭標示處輻射狀的淺色線即為腹線。 

    操作上我們可以利用透明投影片，分別印製兩組大小相同的同心圓，再將兩片投影片相

疊來觀察，也可以改變兩組同心圓錯開的距離，觀察兩波源距離與腹線數量的關係。如下圖

所示，兩波源距離越大，可見的腹線數越多。使用電腦與投影機時，也可以將同心圓圖形放

在文件檔案中，使用拖曳圖形的方式來改變兩組同心圓錯開的距離，觀察兩波源距離與腹線

數量的關係。 

                 
兩波源相距 0.5倍波長，可見 1條腹線          兩波源相距 1.5倍波長，可見 3條腹線 

 

                
兩波源相距 2.5倍波長，可見 5條腹線          兩波源相距 3.5倍波長，可見 7條腹線 

  

海岬 

波前 

傳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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