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 

课题 
人教版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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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教材选自新人教版八年级《物理》上册第四章第 2 节

《光的反射》，探究光反射时的规律是本节内容的核心。从内容

上看，本节以探究为主线，层层深入来探索光反射的规律。本节

课是学生在物理课中遇到的第一个探究角度关系的实验，也是培

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实验方法的契机。另外，本节内容承接

了上一节光线和光的直线传播的内容，也是后续学习平面镜成像

的基础、同时也为光的折射打下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本节课

在整个教材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2.课标分析： 

2.3.3 探究并了解光的反射定律。 

解读：2022 年版课程标准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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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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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通过“真人 CS 游戏模拟”和“暗藏玄机魔术”带领学生了解光的反

射现象；通过“探究光反射时的规律”的实验，了解光的反射定律；通过“干

湿黑板”实验使学生开始了解镜面反射和漫反射。 

学情 

分析 

知识基础 

(知识背景) 

在知识方面，学生在此之前已经学习了光的直

线传播的知识，光在遇到分界面的情况下一般不再

沿直线传播，而会发生反射，可以让学生沿着这个



思路来学习。光的反射现象学生在小学科学中已经

有一定的认识，以前学生掌握光的反射只是现象的

观察和简单的总结，并没有对光的反射的特点和规

律进行分析和讨论。在本节教学中可以从小游戏入

手，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启发思考。 

心理特点 

(年龄特征) 

八年级的学生正处于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过

渡时期，思维能力、理解能力普遍不高，往往需要直

接感性经验的支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经常接触到

光的现象。但他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很强，

对任何事情总想“一探究竟”，这对教学是非常有利

的。在教学中，可多用游戏和实验丰富学生对光的反

射的感性认知，促进抽象思维的形成。 

可能出现的

问题 

本节的一大难点是引导学生从实验现象中总结

出反射定律，让学生感受到物理实验的神奇之处，也

让学生学会团结协作的精神。在实验和归纳总结的过

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问题以及突发情况，在应对

时要灵活变通，多多注意对学生的启发性。 

教 

学 

目 

标 

（核心

素养） 

物理观念 

1.通过“暗藏玄机”小魔术，了解光的反射现象。 

2.知道入射角，反射角，入射光线，反射光线，法线

的概念。 

3.掌握光的反射定律；理解反射现象中的光路可逆。 

4.了解镜面反射和漫反射及其区别。 

能够从物理学视角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逐步形

成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物理观念。 



科学思维 

1.通过“暗藏玄机”小魔术和真人 CS 游戏模拟，培养

学生模型建构的能力。 

2.通过“探究光反射时的规律”的实验，培养学生的

科学推理能力。 

3. 通过“探究光反射时的规律”的实验数据的分析和

处理，培养学生的科学论证能力。 

科学探究 

1. 通过“探究光反射时的规律”这一实验，培养学生

基于观察和实践提出物理问题的能力。 

2.通过对“探究光反射时的规律”中实验数据的分析

处理，培养学生基于证据得出结论并作出解释，以及

对科学探究过程和结果进行交流、评估、反思的能力。 

科学态度

与责任 

1.通过光污染的教学，培养学生热爱自然、保护环境、

遵循科学伦理的自觉行为，进而培养学生对科学本质

观，社会责任的科学态度。 

2.在“探究光反射时的规律”“探究光路的可逆性”等

探究活动中培养科学态度，提高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日

常生活和社会的意识。 

3.通过“探究光反射时的规律”实验过程，培养学生

参与科学探究的兴趣，乐于探索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

中的物理学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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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法、讲授法、实验法、讨论法、合作研究法 



教学 

准备 

教师演示：模拟激光枪、自制魔术箱、磁吸式反射演示器材等。 

学生实验：反射定律探究实验所用器材。 

教学 

过程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引 

入 

新 

课 

(约

5min) 

[情境 1]真人 CS 游戏模拟 

【师】教师发射激光，敌人通过镜子反射激光，反将

老师淘汰。 

 

对敌人的自卫原理设置疑问，从而引出课题——光的

反射。 

通过游戏来

引出本节课

课题。设置

悬念，激发

学生学习兴

趣。 

新 

课 

教 

学 

(约

30min） 

一、光的反射现象 

[情境 2] “暗藏玄机”小魔术 

【师】起初是暗箱，教师通过灯光照亮箱子中小人，

再让同学们看见小人。 

提问：“小人本身会不会发光？”“为何开灯后能看见

小人？” 

 

 

 

小小魔术既

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又

能直观的引

出光的反射

现象，使抽

象的物理概

念更加具象



【生】小人不会发光，灯光照亮了小人 

【师】教师揭秘原理，从而引出光的反射定义:光遇

到水面，桌面及其他物体表面时都会发生光的反射现

象。 

二、光的反射定律 

[情景 3]利用教具和板画共同演示，明确概念 

【师】利用实验器材，结合具体的反射光路图给出反

射面、入射光线、反射光线、入射角、反射角及法线

等概念。 

 

[情境 4]师生共同探究光的反射规律 

【师】实验前提出问题: 

1.入射光线，反射光线，法线之间有什么关系？ 

2.入射角和反射角有怎样的关系？ 

【学生探究实验】 

将平面镜放在水平桌面上，再把一张纸板 ENF 垂直的

立在平面镜上，纸板上的直线 ON 垂直于镜面。 

 

化，帮助学

生对知识的

内化理解。 

 

 

 

 

 

 

 

 

 

 

 

 

 

 

 

 

 

 

 

 

学生亲自经



将激光笔打开，使激光笔射出的光贴着纸板沿着一个

角度射到 O 点，经过下面的平面镜反射，沿着另一个

方向射出，用笔描出入射光 EO 和反射光 OF 的径迹。 

 

学生多次实验，改变光束入射的角度，换用不同颜色

的笔记录每次光的径迹。 

取下纸板，用量角器测量𝑂𝑁两侧的∠𝑖和∠𝑟，将数据

记录在表中，对比分析。 

次数 入射角∠𝑖 反射角∠𝑟 

1   

2   

3   

【师】和学生一起总结实验结论：光的反射定律 

1.入射光线反射光线总是分居法线两侧。“两线分

居” 

2.反射角等于入射角。“两角相等”（强调:在光的

反射过程中存在因果关系，所以不能说入射角等于反

射角，只能是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历实验探究

过程和从多

种现象中总

结归纳实验

结 论 的 过

程，提高了

实验操作和

观察能力和

综合分析能

力，有助于

提升探究问

题，解决问

题的学科核

心素养。 

 

 

 

 

 

 

 

 

 

 



[情境 5]问题导向，由实验中的问题总结实验结论 

【教师提出问题】老师在巡视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小

组在实验时，起初没有发现反射光线出现在另一侧的

纸板上，经过老师将纸板扶正之后，就重新看到了反

射光线，这是为什么呢？ 

 

【学生小组讨论】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出结论:入射

光线、反射光线、法线在同一平面内。“三线共面” 

 

三、光路的可逆性 

[情境 6] 演示实验:我“反反复复”遇见你 

 

【师】在第一面镜子前，放一盏白色小灯，让同学从

第三面镜子尝试看到白色小灯，让看到的这位同学甲

在眼前放置一本物理书。这时让另一名同学乙从第一

 

问题导向，

启发学生思

考，引导学

生自主总结

知识，促进

知识内化。 

 

 

 

 

 

 

 

 

 

 

 

 

 

 

 

学生动眼观

察、动手实



面镜子看过去。 

 

【生】发现实验现象:甲同学从第三面镜子可以看到

白色小灯。乙同学从第一面镜子看过去可以看到同学

面前的物理书。 

[情境 7]探究光路的可逆性 

【师】提问：在刚刚的演示实验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

的现象呢？ 

将“探究光反射时的规律”的实验升级！教师设置疑

问:如果从刚刚反射光线的方向入射，那么新的反射

光线会沿着刚刚入射光线的方向出射吗？ 

 

【学生实验探究】在教师引导下，总结出实验结论:

在光的反射现象中，光路可逆。 

 

四、镜面反射和漫反射 

[情境 8]学生思考大楼外窗为何明暗交错？ 

【师】思考题:在晴朗的白天，向教学楼内看为什么

关着的窗户比开着的窗户更亮？ 

验、动脑分

析，有利于

引发学习兴

趣，加强对

知 识 的 理

解。 

 

 

 

 

 

 

 

 

 

 

 

 

 

 

 

 

 

 



 

【生】因为有窗户的地方更反光！ 

[情境 9]学生探究实验：镜面反射和漫反射 

【师】为了探究这种现象，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将黑板擦湿一部分，作为对照，再圈一块干的地方，

比较两者反射光的刺眼程度。 

【生】学生通过观察和谈论，总结得出湿的那块黑板

更刺眼。 

【师】为了探究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将

这两种平面进行模拟放大分析，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实

验。 

 

 

 

 

 

 

 

 

 

 

 

 

 

 

 

 

 

 

 

 

 

 

 

 



【学生实验探究】 

 

 

【师】带领学生根据实验现象总结镜面反射和漫反射

的概念。并通过举例了解生活中的镜面反射和漫反

射。 

[情境 10]知识拓展：生活中的反射 

【师】播放光污染危害和光的反射的利用（光纤）的

视频配合讲解。使学生了解光的反射在生活中以怎样

的方式存在。 

  

 

 

 

 

 

 

 

 

 

 

 

 

再一次发散

学 生 的 思

维，把学生

的思维从课

堂 引 向 社

会，让学生

发现生活中

光反射的重

要性，与光

污染现象，

便于学生理

解 和 应 用



[情境 11]学习古人智慧，自制窥视镜 

【师】中华古籍《淮南万毕术》记有这样一段文字：

“取大镜高悬，置水盆于其下，则见四邻．” 

 

引导学生学习古人的智慧，分析原理，尝试自制类似

原理的窥视镜，看看能否通过教室小窗户看见走廊里

行走的同学？ 

“生活是最

深 刻 的 实

验”，体现新

课标的情感

态度与责任

的 核 心 素

养。 

复 

习 

巩 

固 

[情境 12]课堂小结，学以致用 

【师】带领学生进行课堂小结 

 

 

 

 

及时复习，

加深印象 

 

 

 

 

 

 

 



【小试牛刀】 

1.房间里有两盏灯，其中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没有

点亮。如下四个图中，能正确反映出人看见没有点亮

的灯的光路图的是？ 

 

2.如图所示，是从平面镜中看到的一只台中的钟面上

指针的位置，此时实际上的时刻是多少呢？ 

 

【开动脑筋】别弄脏白鞋挑战！ 

雨后天晴的夜晚如何通过这段小路，才能避免弄脏老

师的小白鞋？并解释其中的原理。 

  

 

习题巩固，

便于学生更

好的理解光

的反射的知

识。 

 

 

 

 

 

 

 

启发学生思

考，发散思

维。 



板 

书 

设 

计 

4.2 光的反射 

一、光的反射定律 

1.光的反射现象 

 

2.光的反射定律 

（1）两线分居 

（2）两角相等 

（3）三线共面 

二、光路可逆 

 

三、镜面反射和漫反射 

 

 

教 

学 

反 

思 

在本节课中多次采用“探究式”教学后，通过给学生创设光发

生反射的问题情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从猜想、设计实验、

进行实验、分析实验数据得出结论都由学生在指导下自主的完成，

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学生的

积极性特别高涨，并且通过对光的反射定律的探究，学会了一种研

究问题的思维方法，以后遇到问题就知道该怎样去探究了。培养了

学生自主探究的精神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