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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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课是初中物理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四章第 2 节，光的反

射是本章的教学重点内容，它与日常生活、生产、军事、航天技

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属于理解的知识。光的反射定律是初中光学

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光沿直线传播的引申，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可以为学习《平面镜成像》这一节铺平道路，同时也为学习光的

折射奠定了基础，还可为高中选修 3-4 第十三章《光》的学习奠

定基础。 

2.课标解读： 

2.3.3 探究并了解光的反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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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版课标要求学生必做的探究类实验之一。2022 年版课标课程内容

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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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情 

分析 

知识 

基础 

(知识 

背景) 

在本节内容之前，学生已经掌握了光的直线传

播，知道光源以及光是如何传播的，也了解光的传

播速度，本课是让学生认识光的反射定律、光路可

逆以及镜面反射和漫反射。 

心理 初二学生正处于精力特别丰富的时期，兴趣爱



特点 

（年龄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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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本节课是学生的分组实验课，教师要引导

学生养成，遵守实验室的要求，认真按照规则做好

实验的习惯。学生在理解上困难会出现困难，以及

学生对待课堂问题不积极，不配合教师，或者太积

极，导致课堂秩序有所欠缺，学生课堂溜号，跟不

上教师思路...... 

教学 

目标 

（核心

素养） 

物理观念 

通过李白诗词使学生了解光的反射现象，知道

人能看见不发光的物体的原因；通过对古代人民对

光的反射的应用并联系生活中的实例，建构光的反

射概念，使学生初步形成运动和相互作用观念。 

 



科学思维 
 
 
 
 
 
 
 
 
 
 
 
 
 
 
 
 
 

1、通过转动伞柄， 让学生切身体会和观察三

线共面现象，培养学生立体模型建构的思维模式。

（模型建构） 

2、小组讨论探究光的反射规律实验，培养学生

科学推理的思维模式。（科学推理） 

3、在探究实验过程中，让学生通过自己小组的

实验现象得出结论，并对同一个实验的不同组的结

果进行质疑，提升学生的质疑创新能力。（质疑创

新） 

科学探究 

1、通过对探究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和法线的位

置关系、空间关系以及反射角和入射角大小关系的

提出,培养提出问题的能力。 

2、通过对探究光的反射定律的实验操作，培养

学生解释问题的能力。 

科 学 态 度

与责任 

1、引导学生了解我国古代的阳燧、08 年的奥运

圣火和如今的“天眼”等科技成就，体会中华民族

的智慧。  

2、通过通讯光纤和医疗光纤技术的应用，培养

学生的科学态度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

与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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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演示实验、探究实验法、动手

实践。 

学习方法：问答法、分组探究、合作学习。 

 

教学 

准备 

教师演示：油纸伞、磁吸式反射演示器、自制承接光屏、自

行车尾灯、毛玻璃片、高倍激光笔、气球。 

学生实验：反射定律探究所用器材、自制潜望镜。 

教学 

过程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引 

入 

新 

 【情境一】走进李白的世界 

让我们作为一名观众，走进李白笔下描绘的《月

下独酌》的绮丽景象。

 

月下独酌四首·其一 

唐·李白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相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活动一】：观察现象并思考，参与课堂互动从

物理学角度从物理角度理解为：人、月下影子、

酒杯中人的像而成为三人。 

【思考】：酒杯中的人是哪来的？ 

 

 

 

 

通过古诗词

的品读讲解

带动课堂氛

围，让学生积

极参与，培养

学生的语言



新 

课 

教 

学 
(约 30min） 

 

【情境二】体会人类的智慧 

 

【活动二】：带领学生了解古人的智慧—阳燧 

是古人利用太阳取火的装置。在 08 年奥运取圣火

以及“天眼”装置都利用此类原理。 

1、定义：光在两种介质分界面上改变传播方向又

返回原来介质中的现象，叫光的反射。 

2、我们能看见不发光的物体，是因为物体反射的

光进入我们眼睛。光射到任何物体表面，都要发

生反射现象。 

【问题】：提问学生光的反射有什么规律呢？ 

【活动三】：探究光的反射规律 

为了更好的分析，做出光路的平面图，标记反射

面（PM），入射点(O)，入射光线(OA)以及反射光

线(OB)。 

【问题】：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可能存在怎样的

位置关系？ 

【回答】：是否与入射光线和反射光线与反射面

夹角有关？ 

 
 

 

 

 

通过带领学

生了解古人

的智慧带动

课堂氛围，让

学生积极参

与，培养学生

的语言表达

能力，培养学

生对事物的

分析能力，引

领学生体会

中华民族的

智慧。 

  



 

 

 

 

新 

课 

教 

学 
(约 30min） 

 

【情境三】：感受先人的发明 

 

利用雨伞的伞骨引导学生确立立体的反射模型，

引导学生体会三线共面的空间关系，反驳入射角

的定义是反射光线与反射面的夹角的观念。 

【问题】：如何更好的确定两条伞骨的位置？ 

如何更好的确定两条光线的关系？ 

【回答】：利用伞柄描述，引入一条类似伞柄的

线。 

1、法线定义：从入射点 O 引出一条垂直于平面镜

的直线 ON 叫做法线。 

2、入射角定义：入射光线 AO 与法线 ON 的夹角 i

叫做入射角。 

3、反射角定义：反射光线 OB 与法线 ON 夹角 r 叫

做反射角。 

 

 

 

 

 

通过实例讲

解带动课堂

氛围，让学生

积极参与，培

养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

培养学生对

事物的分析

能力。 

 

引导学生通

过实验对比

归纳的方法

总结出光路

的可逆性，锻

炼学生的归

纳总结能力。 



    

 

 

 

新 

课 

教 

学 
(约 30min） 

 

【活动四】：小组动手实验 

向学生展示提前放在每个小组桌子上的教学器

具，学生自行分成四个小组进行讨论：反射光线、

入射光线和法线的位置关系，并且如何验证？ 

反射角、入射角大小关系如何？是否要进行多次

实验？如何进行多次实验？ 

【归纳】：各个小组的实验结果 

将学生的小组讨论结果投射总结在黑板上，再由

实验器材演示学生的事件结论。 

【活动五】：向学生讲述我国目前的光纤技术的

发展现状。通讯光纤以及医疗光纤，我国的光纤

技术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十分迅猛，如今我国

光纤销量占全球 37%。 

 

【情境四】：观察汽车的后视镜 

 

 

 

 

 

 

 

通过小探究

实验带动课

堂氛围，让学

生积极参与，

培养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

力，培养学生

对事物的分

析能力。 

 

师生合作，验

证猜想。 



 

【问题】：如果一束光沿着反射光线的路径入射，

那么它的反射光线在哪呢？教师和学生合作实

验，演示光路可逆 

【问题】：通过实验，发现什么规律？ 

【回答】：光路重合，光路可逆 

注意：①反射角随入射角的变化而变化； 

②当光垂直入射时，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等于 0°。 

【情境五】：镜面反射和漫反射 

【问题】：一条光线照射到物体表面时会发生反

射，那么一束平行行光照射到物体表面上会怎样

呢？如图甲所示，平行光照射到平面镜上，观察

反射光线有什么特点？如图乙所示，平行光照射

到粗糙的物体表面上，观察反射光线有什么特

点？ 

甲

乙 

 

 

 
 
 
 
 
 
 

教具演示，有

助于直观理

解镜面反射

和漫反射的

异同点。 

   

 

 

让学生说出

现象，强化对

规律的认识。 

理论联系实

际。 

 

 

 



 

【问题】：反射光线有什么特点？ 

【活动六】：观察现象，思考回答问题 

甲图：反射光仍然是平行的；乙图：反射光线射

光射向各个方向。 

追问：镜面反射和漫反射在生活中有哪些应用？ 

【归纳】 

镜面反射：平行光射到平整光滑的物体表面上，

反射光仍然是平行的。 

漫反射：平行光射到粗糙不平的物体表面上，反

射光射向各个方向。 

生活实例 

镜面反射：光在平静的湖面、玻璃幕墙、平整光

滑的地砖、抛光的金属表面等发生的反射。 

漫反射：光在毛玻璃、电影幕布、墙壁等发生的

反射。 

【情境七】：科学是把双刃剑 

向学生演示实验利用高倍激光笔打爆气球，警示

学生科学是一把双刃剑，镜面反射有时候给人们

带来便利有时候也会产生困扰。

 

 

 

 

 

 

培养学生用

科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现象震撼，推

进情感的升

华。问题层层

递进，逐渐深

人。渗透生涯

教育、爱国教

育，课程价值

升华。 



 

复 

习 mm 

巩 

固 

（约 10min） 

【情境八】：课堂小结 

 

1.光的反射           三线共面 

2.光的反射定律       两线分居 

                     两角相等 

3.光路可逆 

4.镜面反射和漫反射 

【情境九】：习题巩固 

课后习题：如图所示，白色纸板树立在水平放置

的平面镜上，入射光线与平面镜夹角 50°，则反

射角大小_________ 

 

【情境十】：作业布置 

想一想：请同学们回去查找一下关于光纤技术的

应用以及它的原理。 

做一做：请同学们利用手边资料，自制一个潜望

镜。 

 

 

 

 

 

 

根据板书和

课后习题进

行本节课的

课堂小结，并

积极对学生

的回答进行

补充。   

 

 

强调知识点，

使学生养成

自己总结知

识点的习惯。 



板书 

设计 

 

八年级上册第四章第二节《光的反射》 

 



教学 

反思 

教师在教学中就要敢于“放”，敢“放”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

而是科学的引导学生自觉的完成探究活动。例如，在本节课教学中

采用了“小组合作探究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不仅有学生独

立思考和操作，而且有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与竞争，更有学生之间

的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因此，学生不仅在知识上，而

且在情感上;在合作技能，互相理解，尊重，宽容，共同探究合作，

互相学习等方面都得到提高。总之一句话，就是使学生的个性得到

全面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的精神。 

由于中学生的身心特点决定了他们好动，喜欢实际操作。因此，

课堂教学中应加强实验教学，多给学生动手的机会，让学生的实际

操作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从而增强对物理学的兴趣。 

在本节课教学过程中也培养了学生形成运动和相互作用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