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

课题
人教版《物理》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第 2 节《光的反射》

教材

分析

1.教材的地位与作用：

本节内容为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四章第二节，光的反射是非

常重要的光学现象，是解释日常生活中许多光现象的基础。在本

章的上一节“光的直线传播”中，教师已经引导学生建立了光线

模型为继续研究光的反射定律、平面成像以及光的折射打下了基

础。本节课探究光的反射定律，也为下一节学生研究光的折射打

好了基础。所以说“光的反射”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本节内

容包括“光的反射定律”、“光路的可逆性”、“镜面反射和漫

反射”三部分，本节内容属于一级主题“运动和相互作用”。

2.课标分析：

2.3.3 探究并了解光的反射定律。

课标解读：2022 年版课标明确“光的反射”属于初中物理

“运动和相互作用”主题下声和光”主题的内容。“探究光的反

射定律”是学生必做的探究类实验之一，要“探究并了解光的反

射定律”要求学生了解光的反射定律的内容，会正确应用光的反

射定律内容分析解释生活中的光学现象。

具体体现：课程开始前，首先带领学生进入摄影棚认识反射

现象，然后通过塔式光热发电的太阳能引出光的反射有哪些规

律，接下来通过光的反射定律探究性实验，得出光的反射定律，

最后并能够运用光的反射定律分析生活中的光学现象。



学情

分析

知识基础

(知识背景)

经过前面对机械运动、声现象以及光现象中

光的直线传播等内容的学习，学生已经有了一定

的物理学习方法和光学知识基础，学生的观察、

实验、归纳、分析、推理等能力得到了一定的发

展。但大多数学生的思维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对

直观内容比较感兴趣，欠缺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及

理性思维。因此，教学从实验现象和生活经验入

手，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既降低学生对抽

象规律理解的难度，弥补学生的问题分析和实验

动手能力的不足。

心理特点

（年龄特征）

初二学生正处于精力特别丰富的时期，兴趣

爱好广泛，求知欲胜好奇心强，有一定的学习能

力和自制力。但刚接触物理，学习不适应，导致

部分学生对物理学习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故在

本节课中将以引导实践为主，真正做到“以学生

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

可能出现的问

题

大多数学生的思维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对

直观内容比较感兴趣，欠缺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及

理性思维。因此，教学从实验现象和生活经验入

手，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教学时可以

设计有意义的，积极引导学生开展独立思考和小

组讨论交流;可以设计实验，引导学生在验探究

的过程中形成科学思维，发展探究能力，注重将

学生实验与演示实验相结合。



教学

目标

物理观念

1.通过观察拍摄时反光板的作用以及熔盐

塔式发电站的工作过程初步认识光的反射现象，

初步形成光的运动和相互作用观念。

2.通过探究性实验“光的反射定律”得出光

的反射定律，并会运用光的反射定律对生活中的

现象进行解释，进一步形成运动和相互作用观

念。

3.通过模拟显微镜下 A4 纸反射光路的实

验，认识到镜面反射与漫反射，形成运动和相互

作用观念。

科学思维

1.通过探究实验“光的反射定律”，利用两

角相等的实验，培养学生科学论证的思维模式。

（科学论证）

2.在课堂上引导学生提出疑问，勇敢的质

疑，通过让同学们自己总结得出光的反射定律，

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质疑创新）

3.通过让学生“如何看到身后的同学”小互

动实验，认识到光路可逆，培养学生科学推理的

思维模式。（科学推理）

4.通过潜水艇的思考题，建立光的反射模

型，让学生会运用光的反射定律进行解题。（模

型建构）



科学探究

1.通过对“光的反射定律”的探索,培养学

生提出问题的能力。

2.对光的反射定律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得出

三线共面、两线分居、两角相等、光路可逆的结

论，培养学生基于问题得出结论并做出解释的能

力。

科学态度与责

任

1.在探究光的反射定律的实验中，培养学生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让学生学会交流与讨论。

2.通过生活中反光板、熔盐塔式发电站的具

体事例，让学生认识到光的反射在日常生活中的

应用，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让学生能够将物

理与知识联系起来，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

3.通过漫反射和镜面反射的学习，让学生认

识到什么是光污染，让学生知道保护环境的重要

性

4.通过课后思考题光的反射在军事上的应

用，自制潜望镜，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光学在科

技上的应用，增强学生的科学认识，提升学生的

责任心。

重点

难点

教学重点：

光的反射定律

教学难点：

光的反射定律



教法

学法
引导法、实验法、讨论法、合作研究法

教学

准备

教师演示：反光板、磁吸式反射演示器材、塔式熔盐发电站

学生实验：反射定律探究所用器材、自制潜望镜所需材料

教学

过程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引

入

新

课

【情景一】 走进“拍摄圣地”

由教师带领学生进入“拍摄圣地”，找出班级的

摄影师进行拍照、

找出班级的一位同学当我们的模特，体会有无反光

板前后拍出的照片的差异

同学们认识到右面的效果更好，进一步讲解，这

种现象就是光的反射现象。

将物理知

识与生活

实际紧密

联系，实

现从物理

走 进 生

活。让学

生认识到

反射现象



新

课

教

学

【情景二】 大国重器：寒光鳞甲阵

带领学生进入青海省的戈壁滩，置身其中，通过

熔盐塔式光热发电站的视频带领学生进一步认识到

光的反射现象

并引出这项技术的重点也是难点是两万面镜子

如何摆放才能使光聚集在塔顶，这就需要我们学习本

节课的内容光的反射定律，在学习之前，我们先学习

几个概念。

【情景三】 探究光的反射定律

首先通过实验装置图向学生介绍基本的一些概念，

并绘制光路图

在介绍完一点、两角、三线的基本概念后，引导

通过熔盐

塔式光热

发电站能

够体现思

维目标，

增强学生

的创新精

神，让学

生认识到

国家的发

展，事例

反射现象

明显，能

够较好的

引 入 新

课，激发

学生兴趣



学生提出问题：光的反射定律有哪些，并提出猜想，

三线有什么关系、两角有什么关系

让学生分许进行探究性实验，实验结束

探究一：入射光线、反射光线和法线之间的位置

关系

请三组同学分别说出探究问题一的实验结果：

由教师对三组同学的是实验结果进行点评，并带

领学生总结得出实验结论一：入射光线和反射光线分

居在法线的两侧

探究二：入射光线、反射光线和法线之间的空间

关系

通过让学

生自己动

手实验，

提升学生

的操作能

力，小组

合 作 能

力。让学

生总结得

出实验结

论，培养

学生解释

问题的科

学探究能

力



请三组同学分别说出探究问题二的实验结果：

由教师对三组同学的是实验结果进行点评，并带

领学生总结得出实验结论二：入射光线、法线和反射

光线在同一平面内

探究三：入射角、反射角之间的大小关系

请三组同学分别说出探究问题三的实验结果：

由教师对三组同学的是实验结果进行点评，教师

需强调入射角与反射角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带领学生

总结得出实验结论三：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情景四】 探究镜面反射与漫反射

向每一位同学分发白纸以及平面镜，让学生观察

激光打这两个物体的反射现象，总结各自的特点

由教师对

学生的结

论进行点

评，整合

总结得出

最终的实

验结论，

加深学生

对于实验

的理解



学生：在镜子上的平行光还是平行射出的，而白

纸上的杂乱无章

通过这种实验现象，给出漫反射以及镜面反射的

概念

镜面反射：平行光射向光滑的平面，反射光也是

平行的，这种现象叫作镜面反射。

漫反射；平行光经反射后，反射光不再平行，而

是射向各个方向，这种现象叫作漫反射。

教师提问：之前提到的反光板以及熔盐塔式发电

站利用的是漫反射还是镜面反射

学生回答：反光板是漫反射，镜子是镜面反射

教师：镜面反射与漫反射都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你们可以列举一下生活中的例子吗?

让学生观

察现象，

总结出自

己 的 观

点，由教

师进一步

引出课堂

内容，更

好地实现

了学生主

体、教师

主导的思

想

通过让学

生对生活

中的现象

进 行 举

例，更好

的让学生

理解所学

内容，也

熔盐塔式发电站反光板



学生：镜面反射：平面镜、平静的水面……

漫反射∶黑板、银幕、一般物体……

【情景五】 激光测距

由教师提出问题，我们之所以能够看见月球是因

为什么？让同学们认识到是因为月球发生了漫反射。

进一步提出问题，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节课学过的知

识测量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

在学生讨论与思考过后，教师向学生进行科普，

1969 年，美国“阿波罗 11 号”登月成功，人类第一

次踏上月球表面，登月宇航员带了一个激光后向反射

器，并将其放置在月面预定位置上。成功登月仅数日

后，美国人即测到了来自该反射器的激光测距回波信

号。成功测出了月地之间的距离。

可以对漫

反射和镜

面反射进

一步区分

通过讲解

光的反射

定律具体

可以在月

地测量进

行应用，

拓宽学生

的事业，

让学生进

一步认识

到科技的

力量



【情景六】 生活中的光污染

教师：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被建筑物的玻璃晃到

眼睛，这是因为什么啊？

学生：因为发生了镜面反射

教师：没错，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光污染，五

彩缤纷、色彩斑斓的夜景彰显了都市繁华的魅力，在

这光亮的世界里，藏着不易察觉的光污染，我们要认

识到光污染对于我们的危害，要提高自己的环境保护

意识

【情景七】 “我背后的他”

教师：在学习了上面的内容之后，老师想请一位同

学站到讲台上来，背对着同学们，现在请我们班认为

自己视力很好的同学举起手，这位同学猜一下有几个

人呢?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没有办法在不回头的情

况下知道有几位同学呢？

通过生活

中的光污

染现象，

让学生认

识到光污

染危害的

严重性，

树立环境

保护意识

通过互动

小实验，

调动课堂

的 积 极

性，让学

生通过自



学生：可以，但是我需要一个平面镜

同学在平面镜的帮助下，数出来有十名同学

教师：请这十位同学也看这面平面镜，你们发现

了什么？

十位同学：看到了观察的人

教师：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例如我们在

车中看驾驶员的时候，驾驶员也可以看到我们

教师：通过这个小实验以及生活中的现象，我们

会发现，观察者可以通过镜子看到身后的同学们，而

同学们也可以通过镜子看到观察者，我们把这个现象

叫做光路可逆，我们可以通过刚才的实验器材来进行

验证。

同学们通过实验器材，验证光路是否可逆

得出实验结论：在光的反射中，光路可逆。

身认识到

光路可逆

现象，在

通过实验

进一步加

深。



复

习

巩

固

【情景八】 本节课你学会了什么?

学生回答：

1、光的反射定律：三线共面、两线分居、两角

相等

2、光路具有可逆性

3、会区分镜面反射与漫反射

【情景九】 动手动脑学物理：

潜望镜是通过什么原理制作的呢？

做一做：专属我的潜望镜

到底该挑亮的地方走还是暗的地方走？

培养学生

总结归纳

的能力。

梳理光的

反射知识

形成一个

完整的知

识体系。

通过自制

潜望镜，

让学生提

升自己的

动 手 能

力，并且

加深学生

对于知识

的掌握

生活中的

思考题，

激发学生

们的学习

和探究兴

趣。



板书

设计

§4-2 光的反射

光的反射现象

三线共面

光的反射定律 两线分居

光的反射 两角相等

镜面反射与漫反射

光路可逆

教学

反思

本节课以实验探究为主，重难点是光的反射定律实验结论的

得出，在课堂上学生动手操作实验能力不足，需要老师巡视查看

出现的问题。实验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培养学生能力，让

学生经历实验探究的过程，从实验目的，原理，器材，猜想，设

计，操作，评估等过程，都是学生逐步层层推进而实现的，发挥

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基于已有水平，学生可能认知不全面，需

要老师进行引导。在课堂上需要更多的与生活实际进行联系，以

便于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本节课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

语言的准确定，对于需要重点强调的反射角与入射角的因果关系

需要着重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