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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從事教育工作十多年, 接受過不少前輩的指點, 其中一位實在令我印象深

刻, 在他身上我學習到很多教師用書沒有寫的教學態度與方法, 獲益良多, 尤

其是他經常掛在嘴邊一句:由感性到理性. 事隔多年, 前輩早已榮休, 但我仍時

刻記起他的教導. 

 

    澳門越來越注重科學人材的培養, 學校理所當然也越來越著重對學生的科

學素養教育, 每年投放在此的資源不少, 這些年來, 學校為實驗室添置了很多

電子教學儀器, 供學生學習使用, 當中包括不少電子實驗儀器, 如電子溫度

計、電子測力計等, 由於操作方便、準確度高, 實驗數據可於實驗後即時轉化

成圖像結果,為教師在課堂上帶來極大的便利. 學生對於電子儀器的操作, 比使

用傳統實驗儀器更純熟, 因為很多電子實驗儀器都有一個共通點---插進 USB即

可使用. 不過,這反而令學生在實驗過程中, 很容易就忽略了各種實驗儀器的基

本原理, 也容易令每個不同範疇的實驗過程變得一模一樣,可能不利於剛接觸物

理的初中同學對學習科學的態度和興趣.  

 

    本教設的設計方向, 一是為了體現出“由感性到理性”的學習過程的必要

性, 二是為了讓學生體驗除了使用電子儀器學習外的另一種學習過程. 本教設

選用光現象為主題, 因為光現象在日常生活中極為普遍, 學生感性認識比較豐

富, 但要從現象中得出規律, 還是要通過展示和實驗, 引導學生注意觀察現象, 

分析和總結規律.  

 

本教設內容包括光的直線傳播、光的反射定律、平面鏡以及這些知識的應

用.光的直線傳播是幾何光學的基礎; 平面鏡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遍常用的光學用

具, 這些基礎知識對日後學習光學非常重要, 本教設通過演示、實驗、小制

作、小活動等方法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培養學生的觀察和動手能力, 從現象

中得出規律, 加深學生對這些知識點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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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作品名稱 平面鏡成像 人數 36 人 

實施年級 初二乙 總實施節數註 7 節 

實施日期 2019 年 11 月 13 日- 12 月 4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物理 科目每周節數 3 節 

預計授課日期 節數 課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鐘) 

2019 年 11 月

13 日 
1 

第一課

節 

光的直線傳

播 

 認識光源 . 

 探究光沿直線傳

播的條件.  

 光沿直線傳播的

應用和解釋現象. 

40 

2019 年 11 月

14 日 
1 

第二課

節 

光的直線傳

播 

 畫光線的教學. 

 光速的教學. 

 課堂作業. 

 佈置第一個模型

制作. (小孔成像) 

40 

2019 年 11 月

15 日 
1 

第三課

節 光的反射 

 探究光的反射定

律. 

 光路的可逆性. 

40 

2019 年 11 月

27 日 
1 

第四課

節 
光的反射 

 鏡面反射和漫反

射的觀察. 

 課堂作業. 

 佈置第二個模型

制作. (潛望鏡) 

40 

2019 年 11 月

28 日 
1 

第五課

節 
平面鏡成像 

 探究平面鏡成像

特性. 

 佈置實驗報告. 

40 

2019 年 11 月

29 日 
1 

第六課

節 平面鏡成像 

 光路圖教學: 平面

鏡成像原理.  

 平面鏡的應用. 

40 

2019 年 12 月

4 日 
1 

第七課

節 
平面鏡成像 

 學生作品評分: 由

學生向老師展示

及介紹作品, 老師

評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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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通過實驗探究和一些由學生動手的學習活動, 學生能歸納、總結出光的直

線傳播、光的反射規律以及平面鏡成像的特點. 

二、主要內容 

第一節 光的直線傳播 

透過展示實物, 介紹各種光源. 然後學生透過操作各種小道具和小遊戲, 

在複習小學自然課中學過的光的直線傳播的基礎上, 重點說明光沿直線傳播的

必要條件, 並說出光沿直線傳播的應用. 

 

第二節 光的反射 

學生透過動手做實驗, 總結出光的的反射定律, 指出反射時光路可逆. 學

生再透過各類小道具, 觀察鏡面反射和漫反射的區別. 

 

第三節 平面鏡成像  

通過小遊戲, 引入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光學器材---平面鏡,讓學生透過觀察

遊戲的結果, 及回想日常生活中的經歷, 先猜想平面鏡的特性, 再透過動手做

實驗加以證明. 

    學生透過實驗而得出平面鏡成像的特性, 但對於平面鏡的像是靠光的反射

形成, 並不太了解, 課堂上結合在幾何課學習過的尺規作圖方法, 學生透過作

光路圖, 鞏固之前透過實驗觀察到的平面鏡成像特性, 培養學生研究問題的能

力.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四個單完涵蓋光的反射和平面鏡成像等知識, 規律性強, 實驗操作方便, 

所以把這部份內容安排為探究活動. 在這些活動中, 學生可以從收集的證據中

總結和歸納出規律性的知識. 

    本教案設計成盡量少用電腦和其他高科技儀器, 大部份課堂上所用到的器

材, 幾乎都可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找到, 目的是希望初中學生能透過平常不過的

感性經歷, 慢慢學習遷移到理性的科學知識, 能對學習科學提高興趣, 亦希望

能讓學生體會到, 科學基礎也是源自於生活經驗的累積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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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重點 

“光沿直線傳播”的探究活動, 學生主要以定性觀察為主. 

“光的反射”和 “平面鏡成像”, 學生主要進行初步的定量測量和收集數

據的活動. 

        “平面鏡成像作圖” , 學生主要利用幾何堂學過的尺規作圖, 畫出光的反

射、小孔成像和平面鏡成像等光路圖. 

 

教案內容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56/2017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訂定初中教

育階段的基本學力要求如下表： 

教案內容 對應基本學力要求編號 

光的直線傳播 A-1-1、A-1-2、B-3-15 

光的反射 A-1-2、A-1-3、B-3-16 

平面鏡成像 
A-1-2、A-1-3、A-2-1、A-2-3、A-2-4、

A-2-5、B-3-16 

平面鏡成像作圖/虛像 B-8-1、B-7-3、B-7-5、B-8-4、B-3-17 

 

五、教學難點 

1) 讓學生通過觀察光在空氣中和水中傳播的實驗現象, 得出光沿直線傳播

的條件. 

2) 讓學生通過實驗, 觀察光的反射規律, 得出光的反射定律. 

3) 讓學生通過實驗, 觀察光的鏡面反射和漫反射, 並能區分兩者之分別. 

4) 讓學生通過實驗, 探究並了解平面鏡的成像特點. 

5) 讓學生利用幾何尺規作圖的方法, 探究平面鏡的成像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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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用具 

1) 光沿直線傳播:激光筆、蠟燭、電筒、平面鏡、噴霧器、清水、墨水、

白屏、帶孔的紙片. 

2) 光的反射:激光筆、平面鏡、錫紙、白紙、鉛筆、直尺、量角器 

3) 平面鏡成像:平面鏡、模型蠟燭、白紙、鉛筆、直尺 

4) 平面鏡成像作圖: 圓規、直尺、量角器 

 

部份教學用具照片如下表: 

   
帶有小孔的彩色紙片 

 

 

蠟燭、帶有小孔的紙皮、白

屏 

激光筆、平行

光源 

   
調配不同濃度鹽水(或糖

水)用品 

 

 

不同粗糙程度的平面 氯化納(或用糖

代替) 

   
三角尺 

 

 

量角器及圓規 模型蠟燭 

 

 



2019/2020 

參賽編號 G041 

 4 

貳、教案 

一. 光的直線傳播 

課  題 光的直線傳播 授課老師  

授課班 初二乙 (36人) 授課日期 2019-11-13, 2019-11-14 (2節) 

教  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 物理 八年級 上冊(人教版) 

-中學物理達標檢驗冊(初二年級) 

教  學 

目  標 

1. 能識別光源. 

2. 知道光沿直線傳播的條件. 

3. 能解釋光沿直線傳播的應用和現象. 

4. 知道光在真空中的傳播速度. 

教  學 

重  點 

1. 通過展示實驗和教學活動, 引導學生思考光是如何傳播的. 

 

  教學活動照片 

 

 

教 

 

學 

 

過 

 

程 

 

1. 光源  

教師利用激光筆、燈泡、蠟燭和鏡子等道

具, 把光線射到紙上或牆上, 讓學生分出哪些

光線是光源直接射到牆上, 哪些是經過反射才

射到牆上, 從而讓學生區分出甚麼是光源. 之

後播放一組光源的圖片, 讓學生找出它們的共

同特徵, 然後介紹光源.  

 

              
       (激光筆)               (太陽) 

 

 

 

 

 

 

 

 

 

 

              (反射到紙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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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的直線傳播 

    教師用激光筆把光線射到牆上, 學生會看

到牆上的光點, 但看不見在空氣中傳播的光線, 

教師沿著激光射出的方向噴射水霧.學生在這時

看到光線, 讓學生說明為甚麼有水霧時能看到

光線, 沒有水霧時卻不能看見. (這是由於空氣

中的水霧能反射光, 讓學生知道除了光源, 其

他能看得見的物體, 都是因為光的反射緣故.) 

    

    教師再用激光筆把光線射入水缸中的水裏, 

跟在空氣中一樣, 這時學生看不見在水中傳播

的光線. 這次不能像在空氣中噴射水霧, 讓學

生自行想辦法如何能看見水中的光線. (可以在

水中加入有顏色的液體, 如墨水和牛奶等, 但

更直接的是把課室內粉筆的粉加入水中, 使學

生初步知道平時能夠看到空氣中的光線, 也是

由於光的傳播路徑上, 空氣中的塵埃反射的光

線射入眼睛的結果.) 

 

    教師展示光線在空氣和水中傳播後, 讓學

生參與學習活動: 把一條激光射到牆上, 讓多

位學生每人拿一張帶有小孔的紙, 把紙重叠放

置, 再透過小孔讓激光再次射到牆上. (只有當

多個小孔和光源恰好在同一條直線上時, 才能

看見牆上的光點, 這是為了讓學生感知 “同一

直線”這個概念.) 

 

3. 光沿直線傳播的條件 

   學習活動後, 學生已經知道了光的直線傳播

規律, 教師再做一個展示實驗: 把激光斜射入

事先準備好的非均勻的糖水溶液中, 讓學生看

到光的傳播路徑發生了偏折, 證明光線不一定

沿直線傳播. (這時會推翻了剛才學生在學習活

動中所得的結論---光沿直線傳播, 而事實上, 

光沿直線傳播是有條件的. 引導學生在做實驗

時, 除了小心求證, 亦需要考慮充分的必要條

件, 不要隨便下結論.) 

 

   教師在這時把剛才非均勻的糖水溶液在學生

面前搞勻, 然後把激光射入溶液中, 證明光在

均勻溶液中仍然沿直線傳播, 引導學生歸納出

光沿直線傳播的條件:光在同種均勻介質中沿直

線傳播,“均勻介質”是個必要條件, 培養學生

有謹慎探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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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光的直線傳播的應用和現象 

   接下來為學生準備了幾個學習活動, 配合課

堂的實際需要, 時間許可的話, 可以全部做完, 

否則可以從中選擇來做: 

   (1) 瞄準/排隊 

            a)利用有小孔的紙片兩張, 讓學

生透過兩個小孔, 看到由小燈泡發出

的光源. (只有當小燈泡、兩個小孔和

眼睛成一直線, 才能看到光源.) 

b)給學生四枝道具蠟燭, 讓他們

利用一枝激光筆, 把四枝道具蠟燭在

實驗桌上排成一直線, 體驗如何運用

光沿直線傳播解決問題. 

   (2) 激光準直 

            讓學生看圖片,了解激光在引導掘

進方面的應用, 討論為何不用幼繩, 

而採用激光? (教師簡單總結激光具有

亮度高、集中、方便使用、不怕碰、

不怕風吹、不妨礙交通、等優點, 方

便在工作人員多和交通頻繁的工地使

用.) 

   (3) 影子的形成 

            利用手電筒, 在牆上造出手影, 

解釋影子是光線被擋住所形成的暗區. 

讓學生觀察並歸納, 當物體與光源的

距離改變, 影子會有怎樣的變化. 

   (4) 小孔成像 

            學生固定中間帶有一小孔的紙板,

在紙板的一面豎起一枝蠟燭, 學生拿

著光屏在另一側移動, 讓學生改變蠟

燭到小孔和光屏到小孔的距離, 觀察

成像情況.(會觀察到一個倒立的蠟燭

火焰.)  

 

 

 

 

 

通過小孔成像的成因分析, 使學

生認識幾何光學中成像問題的一般分

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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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線 

   為便於以後研究光的傳播規律, 教導學生以

一條帶有箭頭的直線表示光傳播的路徑和方向. 

強調畫光線時必須用箭頭標出光的傳播方向. 

教師在黑板上直接示範, 畫出由點光源發出的

光線和平行光線. 指出從很遠處射來的光(例如

太陽光.), 可以看作是平行光線. 

 

光源 
 

6. 光的傳播速度 

   學生剛學完聲現象, 知道聲音在空氣中的傳

播速度, 以此為基礎, 展開對光的傳播速度的

教學, 並記住c=3x10
8
m/s這個物理常數. 

 

  

小結 1. 光在均勻介質中沿直線傳播. 

2. 光沿直線傳播的現象:小孔成像、日蝕、月蝕等. 

3. 光沿直線傳播的應用:激光準直、排隊、瞄準等. 

4.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是 3x10
8
m/s. 

 

佈置作業 制作小孔成像模型 

 

要求: 可用任何材料, 自制小孔成像模型. 

 

參考: -教科書 P.70 

      -於互聯網找資料 

 

評分標準:   

1)透過模型的屏幕, 能清楚看到豎立在模型前蠟燭燭光的成像. (70分) 

2)整個模型為自制模型, 不使用現成的制成品.(如汽水鋁罐等) (10分)  

3)模型的各部份接口位黏貼好, 接位不透光. (5 分) 

4)模型堅實,測試時不用手按實,無零件脫落,模型各部份不移位.(5分) 

5)模型外觀: 沒有不必要的多餘部份,外形美觀. (5分) 

6)附有簡單設計圖,簡述小孔成像的原理與模型的操作和簡介.(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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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光的反射 

課  題 光的反射 授課老師  

授課班 初二乙 (36人) 授課日期 2019-11-15, 2019-11-27 (2節) 

教  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 物理 八年級 上冊(人教版) 

-中學物理達標檢驗冊(初二年級) 

教  學 

 目  標 

1. 了解光的反射現象, 知道人之所以能夠看見不發光的物體的原因. 

2. 理解光的反射定律, 知道法線、入射角和反射角的含義. 

3. 了解反射現象中光路的可逆性. 

4. 能區分甚麼是鏡面反射和漫反射. 

 

教  學 

重  點 

1. 通過實驗, 探究了解光的反射定律. 

 

 

  教學活動照片 

 

 

教 

 

學 

 

過 

 

程 

 

1.光的反射規律 

    在桌上平放一塊平面鏡, 在實驗室的牆上

貼上不同高度的記號(貼紙), 要求學生用一枝

激光筆射向鏡面, 反射激光筆射出的光線到牆

上的指定記號. 學生需不停調整入射光線的角

度, 才能反射光線到牆上的指定記號. (讓學

生從觀察反射光線入手, 引導學生尋找反射光

線, 這是為了讓學生感知 “反射光線與入射

光線之間的關係”.) 

 

2. 探究光的反射規律 

引導學生猜想反射角與入射角之間的關

係,讓學生自行設計實驗步驟和實驗表格, 然

後動手做實驗. 

 

實驗過程:  

    i)將平面鏡豎立在水平桌上, 下壓一張白

紙, 在白紙上畫出平面鏡的位置. 

    ii)使激光斜射向鏡面, 在紙上可以看到

反射光線和入射光線, 用筆在白紙上標記出兩

條光線和入射點的位置. 改變入射角, 重複實

驗. 

    iii)用量角器分別量出每次實驗的角度. 

(也會有學生將實驗設計成把平面鏡水平放置, 

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但不方便把光線記錄在白

紙上, 並且很大機會白紙會形成兩個平面, 學

生一般很會快發現而放棄這種做法. 這也是一

個讓學生去思考的過程. 實驗步驟雖然沒有規

定, 但亦應盡可能想辦法去完善和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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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實驗數據, 學生一般會得出兩個結論:  

i)反射光線與入射光線與鏡面所成的夾角

相等.(因為學生尚未有 “法線”這個

概念, 教師不必在這時強調是 “光線

與法線之間的夾角”, 而不是 “光線

與鏡面之間的夾角”. 而事實上, 學生

的說法也沒有錯.) 

ii)反射光線與入射光線是對稱的.(讓學

生自由發揮他們的結論時, 也可作適當

的引導, 可問學生, 到底兩條光線是對

稱於哪條線等問題, 讓學生自行思考, 

也為引入法線的定義做準備.) 

 

教師這時讓學生想辦法找出反射光線與入

射光線的對稱軸, 說出這條軸的特徵.(把紙對

摺, 令紙上對應的入射光線與反射光線重疊即

可, 摺痕即為法線.) 

讓學生想辦法驗證:反射光線和入射光線

都在同一平面.(將白紙對摺後, 形成兩個平

面, 然後放於平面鏡上, 隨便選一條入射光線

的鉛筆痕跡, 沿這條光路用激光筆射出入射光

於鏡面, 光線並不能在折後的平面上反射.) 

教師向學生介紹法線, 以及入射光線、反

射光線、入射角、反射角的定義, 以及光的反

射定律, 強調反射角等於入射角. 

 

 
 

3.光路的可逆性 

    讓學生使用剛才使用過的實驗儀器, 自行

設計一個簡單實驗, 並動手操作, 證明光路是

可逆的. 這個設計很簡單, 一般學生都能即時

做出. (在剛才實驗所用過的白紙上, 隨便選

一條反射光線的鉛筆痕跡, 沿這條反射光路用

激光筆射出入射光於鏡面, 即可看到新的反射

光會沿舊的入射光路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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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鏡面反射和漫反射 

    準備三塊玻璃板, 分別在玻璃板外包上不

同外層(白紙、錫紙和弄皺了的錫紙). 另外再

準備一塊平面鏡或玻璃板. 

 

    學生首先利用平行的激光束分別射向三種

不同粗糙程度的表面, 就會產生射向不同方向

的反射光, 讓學生自己觀察並得出結論. 

 

 

                                  

(白紙)          (弄皺了的錫紙) 

 

    射向白紙和弄皺了的錫紙的平行光束, 很

明顯地看到反射光束不平行; 射向錫紙的平行

光束相對類似於射向平面鏡或玻璃板的平行光

束, 光束平行地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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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錫紙)            (玻璃或平面鏡) 

 

    完成實驗, 學生討論並得出結論, 教師補

充鏡面反射和漫反射的定義. 

 

  

小結 1. 光的反射定律. 

2. 光路的可逆性. 

3. 鏡面反射和漫反射. 

佈置作業 制作簡單的潛望鏡.  

 

要求: 利用兩塊平面鏡和任何其他材料制 

作一個潛望鏡. 

 

參考: -教科書 P.80 

      -於互聯網找資料 

 

評分標準:   

 1)把潛望鏡放在窗下, 能觀察到窗外的物體. (70 分) 

 2)整個模型為自制模型, 不使用現成的制成品. (10分)  

 3)模型的各部份接口位黏貼好, 接位不透光. (5 分) 

 4)模型堅實,測試時不用手按實,無零件脫落,模型各部份不移位.(5分) 

 5)模型外觀: 沒有不必要的多餘部份,外形美觀. (5分) 

 6)附有簡單設計圖,簡述潛望鏡的原理與模型的操作和簡介.(5分) 

 7)潛望鏡能調節高度 (額外加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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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平面鏡成像 

課  題 平面鏡成像 授課老師  

授課班 初二乙 (36人) 授課日期 2019-11-28 (1節) 

教  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 物理 八年級 上冊(人教版) 

-中學物理達標檢驗冊(初二年級) 

教  學 

目  標 

1. 能描述平面鏡成像的特點. 

2. 通過實驗, 探究並了解平面鏡成像的特點. 

教  學 

重  點 

1. 通過實驗, 探究平面鏡成像時像與物的關係, 知道平面鏡成像的特點

及應用. 

 

  教學活動照片 

 

 

教 

 

學 

 

過 

 

程 

 

1. 平面鏡成像的現象 

    鏡子遊戲, 先用幼繩拉起一條界線,兩名

學生面對面站立於界線兩邊, 讓學生分別扮演 

“物”和 “像”, “像”模仿 “物”的動

作, 例如 “物”舉高左手的同時 “像”要舉

高右手; “物”遠離界線後退一步的同時 

“像”也要遠離界線後退一步, 動作錯誤的算

輸, 未能參與遊戲的同學,亦能從旁觀察,讓學

生在遊戲中初步體驗 “物與像”之間的特點. 

初步能從這個活動中觀察到的平面鏡成像規

律: 1)像與物體到鏡面的距離相等; 2)橫向倒

置. 

 

2. 探究平面鏡成像特點 

在桌面上鋪一張紙, 紙上豎立一塊玻璃板

作為平面鏡, 沿著玻璃在紙上畫一條直線, 代

表平面鏡的位置. 把道具蠟燭放在玻璃板的前

面, 可以看到它在玻璃後面的像.再拿另一枝

大小相同的道具蠟燭放在玻璃板的後面, 移動

蠟燭, 直到看上去它跟第一枝道具蠟燭的像完

全重合. 在紙上記下兩枝蠟燭的位置. 

 
移動蠟燭, 重做實驗,並小心記錄每次實

驗所得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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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探究活動, 總結出平面鏡其他成像特點: 

i. 像與物體到鏡面的距離相等. 

ii. 像與物體大小相同. 

 

    完成實驗, 教導學生處理數據和如何寫實

驗報告, 強調實驗的目的和過程之餘, 實驗後

所得的數據亦要細心處理. 

    由於平面鏡的厚度, 學生在測量像距和物

距時, 結果與理論上會稍有偏差, 可先請學生

討論, 帶出實驗會有誤差這個問題, 再要求學

生自行想出解決辦法.(數據加上鏡子的厚度即

可.) 向學生說明, 做實驗難免會有誤差, 但

必須如實記錄, 不能為了得到猜想的結果而作

假, 應該想辦法改善操作方法或改良實驗用的

儀器, 盡量減少誤差. 

    教師總結學生的結論並作補充, 一般情況

下, 學生未必能從所記錄的實驗數據說出 

“像和物體的連線與鏡面垂直”這個特性, 教

師必須補充, 為下一節平面鏡成像的作圖作準

備. 

 

 

 

 

 

 

  

小結 平面鏡成像特點: 

1.成像大小與物體大小相等. 

2.像和物體到平面鏡的距離相等. 

3.像和物體的連線與鏡面垂直. 

4.橫向倒置. 

5.虛像. 

佈置作業 平面鏡成像實驗報告 

 

要求:每位同學寫不少於 400字的實驗報告. 

 

參考:書 P77-78 

 

評分標準: 

 1)實驗目的 (10 分) 

 2)實驗用品 (20 分) 

 3)實驗步驟 (20 分) 

 4)實驗數據記錄 (20分) 

 5)實驗結論 (20 分) 

 6)字體端正, 格式整齊.(5分)  

7)適當使用表格、圖像展示結果和數據.(5分) 

 8)使用電腦打實驗報告,交電子檔案.(額外加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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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虛像 

課  題 虛像 授課老師  

授課班 初二乙 (36人) 授課日期 2019-11-29, 2019-12-04 (2節) 

教  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 物理 八年級 上冊(人教版) 

-中學物理達標檢驗冊(初二年級) 

教  學 

要  求 

教學目標: 

1. 透過畫平面鏡成像光路圖, 了解成像原理. 

2. 能利用平面鏡成像特點, 畫出物體在平面鏡中的位置. 

教  學 

重  點 

教學重點: 

1. 結合物理與幾何尺規作圖的教學, 畫出光的反射、小孔成像和平

面鏡成像的光路. 

2. 知道實像與虛像的分別. 

 

  教學活動照片 

 

 

教 

 

學 

 

過 

 

程 

 

1. 光路圖的教學 

1)教師在黑板上畫出平面鏡, 給出一個

發光點S, 然後問學生: 光點S發出多

少條光線? 方向如何? 哪些光線會射

到平面鏡上? (無數條光線從光點S向

四方八面射出.) 

 
 

2)讓學生選出兩條射向平面鏡的入射光

線,並畫出與之對應的反射光線.(學生

在幾何堂已學習過如何用尺規作圖, 

作一個角等於一個已知角, 教師在黑

板上畫, 學生可作參考, 溫故知新.) 

 

 
 

 

 

 

 

 

 

 

 

 

 

 

 

 

 

 

 

 

 

 

 

 

 

 

 

 

 

 

 

 



2019/2020 

參賽編號 G041 

 15 

3)提出問題: 這兩條反射光線沿傳播方

向能否相交? 如果人的眼睛正處於這

兩條光線傳播的路徑上, 會覺得這兩

條光線是從哪裏發出的? (人沿這兩條

光線傳播路徑上看去, 會以為光線從

鏡後射出, 引導學生以虛線作出反射

光線的反向延長線,並相交於一點.) 

 
 

4)在圖上畫出一隻眼睛, 接著說明人眼

是根據光線直進的經驗來判斷物體的

位置的, 這時人眼逆著反射光線的方

向向鏡內看去, 覺得光線好像是從鏡

後的S’處射來的. 

 

 
 

5)再給出一個發光點P, 讓學生獨立地畫

出它的虛像點P’.即時練習以尺規作

圖的方法畫出平面鏡成像光路. 

 

讓學生畫出平面鏡成像的光路圖, 是為

了使學生了解成像原理. 對於要求畫出物體

平面鏡中像的位置的習題, 可以讓學生利用

平面鏡成像特點來畫圖. 

 

讓學生總結出平面鏡成像的原理. 利用

畫出的物點與像點的位置, 進一步讓學生認

識平面鏡成像的特點. 強調無論在做實驗時, 

或是作光路圖, 光線均不存在於鏡後, 所成

的像並不是由真實光線投線於光屏上而形的, 

所以平面鏡的像稱為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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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加深學生對虛像的認識, 突出虛像

不是實際光線的會聚點, 將平面鏡所成的像

與小孔成像所成的像作比較, 說明小孔成像

是物體發出的實際光線的會聚點, 叫實像. 

 

 
   (平面鏡成像)          (小孔成像) 

 

2. 平面鏡的應用 

   1) 把兩塊平面鏡成像實驗中的玻璃板成

90
o
角放置, 將蠟燭放在兩塊玻璃板之

間, 觀察成像. 然後逐漸減小夾角, 

可觀察到越來越多的像. 

   2) 讓學生拿出之前做的潛望鏡, 互相討

論各人所做的潛望鏡的優缺點, 是否

有改良空間. 

 

3. 學生作品評分 

          讓學生出來展示及介紹自己制作

的小孔成像模型和潛望鏡, 教師即場

測試、點評及打分.  

 

        
(潛望鏡)              (小孔成像) 

 

 

  
               (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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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本教設強調由感性到理性的學習遷移過程, 一是因為比較符合學生學習事

物的接受方式, 二是因為以住的教學模式太單向地以教師主導、以題目操練為

主. 但不得不承認, 以這種形式的教學方法, 實在比較費時. 以本教設為例,用

了比以住使用舊教學方法多出兩節課時才完成. 在本校初二每週 3節課時的條

件下, 如果整個學年都是這樣操作, 要完成本校教學進度所規定之內容, 實在

是不可能. 而且有些內容亦根本不適合讓學生做實驗, 例如光速的問題, 學生

必然會問:為甚麼 c=3.8x108m/s? 教師亦免不了要硬銷這個常數.  

由於本教設很著重學生動手操作實驗和教師演示實驗, 所以上課前硬件的

準備要相當充足, 單是演示 “光在兩層不同濃度液體中的傳播過程”, 就需要

在課堂前的一堂準備好, 而且只能用一次(因為液體在實驗最後會攪勻), 亦不

能過早準備(會出現擴散現象). 要準備好每一次課堂所需要的設備, 單靠教師

一人之力, 肯定不足. 我很感謝本校物理實驗室管理員, 沒有他的幫忙, 我在

處理其他學校工作時, 實在難以抽身在指定時間去準備各堂之所需. 

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本教設有多個為學生而設的小遊戲, 在教學過

程中, 其實是相當重要的引入過程, 因為每個遊戲都是教學活動的一部份, 與

該堂的教學內容有關, 有實際的教學意義, 而非單純的玩遊戲, 這一點也要讓

學生知道. 初中的課堂紀律本來就不易管理, 如果處理不好會一發不可收拾, 

學生只會聚焦在玩遊戲, 整個課堂實在難以繼續, 所以一定要小心處理好課堂

管理這個部份, 在遊戲過程中, 不能只放不收. 教師課堂前要做好充分的準備,

明確知道學生要學甚麼知識和技能, 緊記小遊戲只是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不能喧賓奪主. 

本校的教學評鑑, 通常透過紙筆測試考查學生是否達到了教學過程中所規

定之內容, 從而判定教學策略是否有效. 為了配合本教設的教學策略, 考慮到

教學過程與評核的一致性, 這次放棄了單一的紙筆測試, 取而代之的是兩個模

型的制作(小孔成像和潛望鏡), 以及提交一份平面鏡成像實驗報告作為對學生

的成績評核. 學生一般不習慣這種評核方式, 亦會擔心出現不公平的情況, 畢

竟做模型有別於紙筆測試, 沒有每一道題的標準答案給學生參考, 所以在佈置

作業給學生的同時, 也應先給予學生概括的評分標準, 讓學生以此為準則去完

成他們的作業, 也避免在最後評分時學生會覺得不公平. 

誠然這次教設的完成, 有賴各同工的幫忙, 在制作過程、執行、以至完成

的各個階段, 我都不停在反思、改良, 獲益良多. 明白世上沒有所謂 “最好”

的教學方法, 對每一個學科、每一節課的內容、每位學生, 教師都應因材施教, 

不能墨守成規, 我相信這亦是 “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 讓

教師們去發揮, 為同一個課題, 創造出多個不同的教學方法, 集思廣益. 我也

知道本教設有很大的提高空間, 而且謬誤在所難免, 懇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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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 

 

 

 

噴射水霧令學生看到空氣中的光線傳

播路徑. 

 調制兩層不同濃度的糖水時, 可先在

第一層液面鋪一片膠紙,再倒入二層. 

   

 

 

 

小孔成像, 橫向倒置的展示.  課堂前準備好錫紙, 造出凹凸不平的

反射面. (觀察漫反射) 

   

 

 

 

讓學生親自完成的簡單任務, 利用激

光筆把 4枝蠟燭排成一直線. 

 利用激光筆和平面鏡, 讓學生觀察並

說出光點的真正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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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讓一條激光通過多張紙片的小孔.  相同的實驗在黑暗的環境中效果更

明顯, 學生更感興趣. 

   

 

 

 

 

 
小孔成像的分組實驗.  做簡單實驗時, 可以限時分組鬥快

完成,令學習氣份更熱烈. 

   

 

 

 

學生分別扮演 “物”和 “像”.  扮演 “像”的同學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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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心地進行實驗.  進行實驗時分工合作. 

   

 

 

 

進行平面鏡成像實驗, 學生在白紙上

記下每次蠟燭擺放的位置. 

 研究光的反射, 學生記下入射光線

和反射光線的位置. 

   

 

 

 
學生想辦法證明反射光線與入射光線

在同一個平面. 

 學生作品, 可調節高度的潛望鏡. 

於課堂即時點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