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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日常生活中，我們脫離不了光，它豐富了我們的世界。本單元主

要是讓兒童從生活經驗中發現光的現象，並藉由不同的實驗活動，引

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提高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動手能力、解難能力

和創新思維能力。 

    鏡面成像原理較為抽象，通過各種實驗活動，引發學生探究平面

鏡、凸面鏡和凹面鏡面形成的形像，讓學生從動手中學習，找到答案，

提高學生科學探究的能力。 

    課堂中以魔術引起學生的興趣，讓學生搜集資料，思考製作方法，

動手製作魔法盒子，提高動手的技能，從中明白到鏡子除了幫助我們

日常生活外，還可以提供娛樂給我們，引發學生創作。 

    皮影戲又稱“影子戲”或“燈影戲”， 據史書記載，皮影戲始

於西漢，興于唐朝，盛於清代，元代時期傳至西亞和歐洲，可謂歷史

悠久，源遠流長。 2011年，中國皮影戲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

表作名錄。 2018年 12月，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公佈上海戲劇學院為

皮影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基地。學生透過觀看皮影戲的影片，了

解中國皮影戲的歷史，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感受傳統藝術帶來的韻

味，培養學生學會欣賞中國傳統藝術文化，提高學生的愛國傳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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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總施教節數 4節 科目每週節數 4節 

施教日期 

（年/月/日） 

課節 課題名稱 課時(分鐘) 

2022年 1月 11日 第一課節 光的傳播 40 

2022年 1月 13日 第二課節 光的反射 40 

2022年 1月 14日 第三課節 光的傳播和反射的作用 40 

2022年 1月 17日 第四課節 生活中的鏡子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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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 

一、教學目標 

1. 指出光是直線前進的。 

2. 解釋影子的成因。 

3. 指出光照射在鏡面時，鏡面會反射光。 

4. 認識鏡面的成像特性。 

5. 區分平面鏡、凸面鏡和凹面鏡的不同。 

6. 說出平滑的表面能有規則地反射光，並指出鏡像是由光反射而形成。 

7. 列舉日常應用鏡子的例子。 

8. 利用平面鏡原理製作魔法盒子。 

9. 培養科學探究的精神。 

10.培養學生邏輯思維能力、動手能力。 

11.培養學生小組合作學習的能力。 

 

二、主要內容 

1. 光的特性 

2. 鏡面的成像特性 

3. 認識平面鏡、凸面鏡和凹面鏡以及在生活中的應用 

4. 製作魔法盒子 

 

三、設計創意與特色 

1.為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中注重日常的生活聯繫，列舉了很多生活的例子，

培養學生多觀察、多思考。 

2.通過各種有趣的實驗活動，讓學生動手做，從做中學，學會自己探索生活中的

有趣現象。 

3.以玩魔術的方法，讓學生了解到光除了可以應用於日常生活，還可以用來娛樂，

激發學生的創新思維，通過動手做魔法盒子，提高學生動手的能力。 

4.通過了解中國傳統文化藝術，觀看皮影戲的影片，讓學生學會欣賞中國傳統文

化，加深學生對國家的認識，提高學生對祖國的熱愛。 
 

四、教學重點 

課節 教學重點 

第一課節 
1. 指出光是直線前進的。 

2. 解釋影子的成因。 

第二課節 能理解物件表面的平滑程度對光的反射情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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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節 
1. 認識面鏡的成像特性。 

2. 區分平面鏡、凸面鏡和凹面鏡的不同。 

第四課節 
1. 列舉日常應用鏡子的例子。 

2. 利用平面鏡原理製作魔法盒子。 

五、教學難點 

課節 教學難點 

第一課節 解釋影子的成因。 

第二課節 能理解光反射的原理及影響物件反光的因素。 

第三課節 區分平面鏡、凸面鏡和凹面鏡的不同。 

第四課節 
1. 列舉日常應用鏡子的例子。 

2. 製作立方體的盒子。 

 

六、教學用具 

課節 教具 

第一課節 簡報、「光的傳播」影片、手電筒、膠管 

第二課節 教學簡報、鋁箔紙、光碟、牆貼、爽身粉、雷射筆、紙盒。 

第三課節 簡報、平面鏡、工作紙 

第四課節 簡報、影片、鏡片、硬卡紙、雙面膠紙、剪刀、皮影戲影片 

 

七、對應的基本學力要求 

D－1－2 能列舉生活中常見的光源； 

D－1－3 能指出光的直線傳播規律，並能通過實驗探究影的成因； 

D－1－4 能指出鏡像是由光反射形成，並能列舉鏡在生活中的應用； 

D－1－5 能指出彩虹是由光折射形成，並能欣賞彩虹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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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教案 

第一課節  

班 別 小三 日期 2022年 1月 11日 

課 題 光的傳播 

教 學 

目 標 

1. 指出光是直線前進的。 

2. 解釋影子的成因。 

3. 培養學生小組學習的能力。 

對應 

基力 
D－1－3 能指出光的直線傳播規律，並能通過實驗探究影子的成因。 

重 點 
1.  指出光是直線傳播的。 

2.  通過實驗探究影子的成因。 

難 點 解釋影子的成因。 

教具 簡報、「光的傳播」影片、手電筒、膠管 

 

教 

 

學 

 

流 

 

程 

引入： 

1.請學生說出生活中看到會發光的東西。 

（如太陽、火、電燈、電視機等） 

 

 

2.請學生猜猜光是直線還是曲線前進的? 

着學生在課本中完成假設。 

發展： 

3.小組實驗活動一： 

(1).分別從彎曲和筆直的膠管的一端望向亮着的手電筒，哪種情

況下能看見手電筒的光? 

(2).學生滙報實驗結果：當膠管是彎曲時，我們不能看見手電筒

的光；把膠管拉直後，我們能看見手電筒的光。 

(3).得出結論：光是直線前進的。 

 

 

 

4.教師播放「光的傳播」影片，讓學生鞏固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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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關掉課室的燈和拉上窗簾，請學生到投影機前，把手造成自己喜愛

的動物，舉到投影機和白板之間，再請其他學生細心觀察。 

6.師提問： 

(1).屏幕上黑暗了的地方是甚麼？（影子。） 

 

 

 

(2).如果把手移開，影子還會存在嗎？（不會。） 

(3).影子是怎樣形成的？ 

（當光照射到不透明的物體時，便會形成影子。） 

 

 

 

 

 

 

 

(4).光可以繞過杯子照射到牆壁上嗎？為甚麼？ 

（不可以。因為光是直線前進的。） 

 

7. 小組實驗活動二： 

每組派發 1支手電筒，利用手電筒照射手，然後把影子投射在桌

面上，測試當光與手部的距離近和遠時，影子會有甚麼變化？然

後派代表滙報。 

8.師提問，學生根據實驗結果找出以下問題的答案： 

(1).當光距離手越近，影子會怎樣？  

(當光距離手越近，影子會越大。) 

      (2).當光距離手越近，影子會怎樣？ 

(當光距離手越遠，影子會越小。) 

    師生共同小結：光是直線前進的，如果物件阻擋了光，物件的後方

便會變得黑暗，形成影子。當物件移開後，光沒有受阻擋，便不會有影

子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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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觀看「光的直進與光速」影片，然後回答以下問題：  

 

 

 

 

 

(1).為甚麼我們能看見這個世界? 

(我們能看見這個世界，是因為物體發出或反射的光線進了

眼晴。) 

(2).光是以甚麼的方式傳播的? 

(光以直線前進的方式傳播。) 

(3).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是每秒多少公里?而且光在不同介質中

的速度是一樣的嗎?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是每秒 30萬公里，而且光在不同介質

中的速度會不一樣。) 

總結: 

     1.光的特性 

     2.影子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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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節  

班 別 小三 日期 2022年 1月 13日 

課 題 光的反射 

教 學 

目 標 

1.指出光照射在鏡面時，鏡面會反射光。 

2.初步發現不同鏡面的影像各有不同。 

3.說出平滑的表面能有規則地反射光，並指出鏡像是由光反射而形成。 

4.提高學生動手做研究的能力及小組合作的精神。 

對應 

基力 
D-1-4 能指出鏡像是由光反射形成，並能列舉鏡在生活中的應用。 

重 點 能理解物件表面的平滑程度對光的反射情況的影響。 

難 點 能理解光反射的原理及影響物件反光的因素。 

教具 教學簡報、鋁箔紙、光碟、牆貼、爽身粉、雷射筆、紙盒。 

 

教 

 

學 

 

流 

 

程 

引入： 

1.師提問，學生自由舉手回答以下問題： 

  (1).光的特性是甚麼？ 

      (光是直線進行的。) 

  (2).影子是怎樣形成的？ 

      (當光受到不透明物件阻擋，物件的後方便會形成影子。) 

   

(3).你們猜猜今天我們要說什麼主題內容？ 

(光的反射) 

(4).那麼你們覺得光真的會被反射嗎?  

 

 

發展: 

2.師：今天我們會從實驗中找規則，老師準備了每一份實驗包，等下要

注意聽清楚老師所要求的內容去完成今天的實驗內容，並將實驗結果

   新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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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討論結果寫在工作紙上，最後會請每一組上台為我們分享的。 

 

 

 

 

 

3.師：首先會將大家分為二種不同的組別，包括有自然光組及雷射光組。 

4.師：在領取實驗包前，先要提醒同學，雷射筆若不當被使用，可能會

造成視網膜受損，嚴重的甚至失明，所以請負責控制的同學要注意。

為安全起見，雷射筆只可以指向物件，若發現指向人的身體上，該組

將馬上停止所有實驗內容。 

 

 

 

 

 

 

5.學生以小組形式完成實驗活動一，然後教師提問以下問題，學生自由

舉手回答： 

(1).實驗中的光從哪裏來？ 

(太陽、雷射筆) 

  (2).光遇到鏡子前，光是向著哪個方向前進的？ 

(向著鏡子前進) 

(3).光遇到鏡子後，前進的方向有甚麼改變？  

(光在鏡面反射開來、改往鏡子的反向前進。) 

  (4).先請自然光組分享，剛才老師有看到你們在進行活動中，你們所 

反射的地方都有所不一樣，你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照到你們想照的 

地方，你們是怎樣做到的？ 

  (5).除了鏡子能反射光外,還有甚麼物品是可以反射光的? 

(玻璃、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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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流 

 

程 

小結：光照射在鏡面時，鏡面會反射光。 

 

 

 

 

 

 

 

6.師派發每組一個材料包，讓學生自由探索哪些物件也能反光?把看

到的實驗結果寫在工作紙上。 

 

 

 

 

 

 

7.教師提問以下問題，學生自由舉手回答： 

(1).這些能反射光的物件有甚麼特點? 

(能反射光的東西都是表面光亮平滑的，不能反射光的東西是 

表面凹凸不平的没有亮度的。) 

(2).為甚麼平滑的物件較凹凸不平的物件反射出來的光會有所不 

同？ 

       (平滑的物件反射出來的光較有規則，凹凸不平表面的物件反射 

出來的光較散亂。) 

 

 

 

 

 

 

8.師播放短片，學生完成工作紙的內容。 

9.師生共同核對答案： 

(1).根據剛才的活動及短片，你們能推斷出鏡子能清晰地照 

出樣貌，而凹凸不平的鋁箔紙卻不能的原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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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共同小結：因為鏡子的表面平滑，光照射在鏡子上，能作有規

則的反射，因此能形成清晰影像；鋁箔的表面凹凸不平，不能對光作有

規則的反射，因此不能形成清晰的影像。 

 

 

 

 

 

 

總結： 

完成小筆記的內容： 

當光照射在平滑的表面上，會作 有規則 ／ 不規則 的反射，形成

清晰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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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節  

班 別 小三 日期 2022年 1月 14日 

課 題 光的傳播和反射的作用 

教 學 

目 標 

1. 認識平面鏡的成像特性。 

2. 區分平面鏡、凸面鏡和凹面鏡的不同。 

3. 培養科學探究的精神。 

對應 

基力 
D-1-4指出鏡像是由光反射形成，不同的鏡面的影像各有不同。 

重 點 
1. 認識平面鏡的成像特性。 

2. 區分平面鏡、凸面鏡和凹面鏡的不同。 

難 點 區分平面鏡、凸面鏡和凹面鏡的不同。 

教具 簡報、平面鏡、工作紙 

 

教 

 

學 

 

流 

 

程 

引入： 

1.展示一面較大的鏡，請一位同學到台前 45度照射成像，並讓該同學 

做出不同的動作。 

2.師提問，學生自由舉手回答以下問題： 

(1).你覺得鏡的影像會和他的動作一樣嗎? 

(鏡中的動作是左右相反了。) 

(2).你認為是左右相反了?真的是這樣嗎? 

(是左右相反了。) 

 

3.師:你如何證明?今天我們來探究一下面鏡的成像特徵。 

 

發展： 

4.四人小組進行實驗，然後在工作紙上記錄，最後派代表進行滙報： 

  平面鏡成像的特性是怎樣的？ 

  (平面鏡形成的影像與實物大小相同, 左右倒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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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示簡報圖片，教師提問以下問題，學生自由舉手回答： 

(1).圖中成像有何不同?面鏡有何特別? 

  (人像及物件的扭曲面貌，面鏡凹凹凸凸。) 

(2).為何哈鏡成像會扭曲? 

   (因為面鏡凹凹凸凸。) 

6.教師介紹哈哈鏡的原理： 

哈哈鏡是一種遊樂場及商場常見的玩樂設施，藉表面凸凹不平的鏡

面，反映人像及物件的扭曲面貌，令人發笑， 名叫哈哈鏡。 

生: 道並現過哈哈鏡。 

 

7.教師提問以下問題，學生自由舉手回答： 

(1).為何表面凸凹不平的鏡面成像會扭曲? 

8.學生以四人小組做實驗，然後完成「凹面鏡、平面鏡和凸面鏡的比較」

工作紙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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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師生共同小結:凹面鏡可以放大影像，凸面鏡 可以照到較廣闊的範

圍。 

 

總結: 

平面鏡成像左右倒轉，凹面鏡可以放大影像，凸面鏡 可以照到較

廣闊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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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節  

班 別 小三 日期 2022年 1月 17日 

課 題 生活中的鏡子 

教 學 

目 標 

1. 列舉日常應用鏡子的例子。 

2. 利用平面鏡原理製作魔法盒子。 

3. 培養學生邏輯思維能力、動手能力。 

4. 培養學生小組合作學習的能力。 

5. 培養學生學會欣賞中國傳統文化藝術。 

6. 培養學生愛國情操。 

對應 

基力 
D－1－4 能指出鏡像是由光反射形成，並能列舉鏡在生活中的應用； 

重 點 

1. 列舉日常應用鏡子的例子。 

2. 利用平面鏡原理製作魔法盒子。 

3. 培養學生學會欣賞中國傳統文化藝術。 

難 點 
1. 列舉日常應用鏡子的例子。 

2. 製作立方體的盒子。 

教具 簡報、影片、鏡片、硬卡紙、雙面膠紙、剪刀、皮影戲影片 

 

教 

 

學 

 

流 

 

程 

引入： 

1.教師請同學把硬幣投入盒子內，硬幣消失了，然後提問： 

  (1).硬幣去了哪裏？為甚麼？ 

  

發展：  

2.師提問：生活中的用品應用了哪種鏡子？着學生試試完成書 p.57活 

動八 

 

3.請學生說一說不同種類的鏡子的原理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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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用的小鏡是凹面鏡。因為牙醫需要放大口腔內部，凹面鏡可以形

成放大的影像，方便牙醫觀察牙齒。) 

 

(防盜鏡是凸面鏡。店員需要監察店舖內不同角落的情況，防止小偷盜

竊，凸面鏡可照出較廣闊的範圍。) 

 
(浴室鏡是平面鏡。人們梳洗時需要看見自己的樣貌和服飾，平面鏡可

以形成清晰的影像。) 

4.小組用 I Pad查找平面鏡、凸面鏡和凹面鏡在生活中的應用，然後派

代表進行滙報： 

  (1).平面鏡、凸面鏡和凹面鏡在生活中的應用還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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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學生滙報平面鏡怎樣應用到生活中？ 

 

    
(舞蹈室用的平面鏡能清楚看見跳舞的動作及效果；家居的平面鏡能增

強視覺空間效果，讓人感到空間較寬敞；建築物外牆使用平面鏡能減低

光污染；潛望鏡讓身處水底的人也能看到水面上的情況。) 

 

師補充：由兩塊平面鏡與水平成 45度上下平行放置而成，物件的光線

在兩塊鏡面上進行直角反射，從而進入觀察者的眼裏。 

 

6.請學生滙報凸面鏡怎樣應用到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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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面鏡可以讓司機看清楚路面兩邊的情況，減少交通意外) 

7. 請學生滙報凹面鏡怎樣應用到生活中？ 

    

(用反射聚光器把太陽光直接反射集中到鍋上或食物上，反射聚光器呈

抛物面或球面。) 

8.師提問：有沒有發現在時裝店試穿衣服的效果良好，但回到家照鏡沒

有同樣效果？ 

    
   (凹面鏡使人看起來較窈窕，令人有錯覺。) 

9.着學生思考以下問題，然後舉手回答： 

  (1).為甚麼投入的硬幣消失了？ 

  (2).當中運用了光的哪些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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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小組討論構想： 

   (1).怎樣製作魔法盒子？當中的原理是怎樣的？ 

    
11.師補充當中的原理： 

    

(光照射在平面鏡上，平面鏡反射盒子其中一面，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一

面。) 

12.教師提供每人一塊邊長為 10厘米的鏡片、硬卡紙、剪刀、雙面膠紙： 

   (1).怎樣製作魔法盒子？當中的原理是怎樣的？ 

    

製作立方體(邊長為 10cm) 

(預留頂部投幣位置，側面的其中一面去掉) 

 

12.師提問：在製作魔法盒子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困難？你是怎樣解

決的？(學生自由舉手回答問題。) 

 

14.小 識話你 ：皮影戲又稱“影子戲”或“燈影戲”， 據史書記

載，皮影戲始於西漢，興于唐朝，盛於清代，元代時期傳至西亞和歐洲，

可謂歷史悠久，源遠流長。 

2011年，中國皮影戲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2018

年 12月，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公佈上海戲劇學院為皮影戲中華優秀傳統

文化傳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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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欣賞中國傳統文化---皮影戲影片 

    

總結： 

       

(1).平面鏡在生活的應用 

(2).凸面鏡在生活的應用 

(3).凹面鏡在生活的應用 

(4).中國傳統文化---皮影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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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教學評估： 

評估學生項目 
評估結果 

優 良 一 般 

能說出光是直線傳播的。    

理解當光受到不透明體阻擋，便會形成影子。    

正確說出平面鏡形成的影像。    

正確說出凸面鏡形成的影像。    

正確說出凹面鏡形成的影像。    

通過實驗，理解鏡面成像原理。    

列舉平面鏡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的例子。    

列舉凸面鏡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的例子。    

列舉凹面鏡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的例子。    

利用平面鏡原理製作魔法盒子。    

培養學生邏輯思維能力、動手能力。    

培養學生小組合作學習的能力。    

培養學生學會欣賞中國傳統文化藝術。    

培養學生愛國情操。    

 

二、反思及建議： 

課題 教學反思及建議 

光的傳播 學生對於光並不陌生，經過實驗後，大部分同學都能

明白光的反射原理，在做膠管實驗時，同學都能很快地了

解光是由直線進行的，透過實驗更確切地認識到光的行進

路線。此外，在影子的形成方面，同學已有基本的生活經

驗，老師再深化有關光是直線前進的，如果物件阻擋了光，

物件的後方便會變得黑暗，形成影子此概念便可。 

光的反射 由於課堂所使用的物品會存在一定的危險性，所以在

進行實驗前能嚴肅地與學生說明，這是重要的。 

光的反射路線是不容易看見的，所以實驗過程中能加

入爽身粉讓學生看到路線，可使學生加深學習印象。 

    由於實驗過程是將學生分為二種不同的組別，一組是

自然光組，一組是雷射光組，相關內容較有所不同，所以

建議在實驗過程中，可以讓他們互換實驗內容，使他們都

能互相觀察到不同的課堂內容。 

 



2021/2022 
[作品編號：P139] 

23 
 

課題 教學反思及建議 

光的傳播和反射

的作用 

透過熱氣球，思考為何它能升空，讓小組討論、並通

過實驗讓學生 道冷熱空氣的流動方向及風的形成，同時

在實驗過程中利用公平測試探究空氣流動真的是與熱有關

嗎？培養學生的動手、討論、公平測試、小組合作等多方

面能力提升學生節探究精神。 

建議在實驗時如學生提出不同的假設，也可以用公平

測試的方法去分析和探究。 

生活中的鏡子     學生能列舉很多平面鏡和凸面鏡的例子，由於日常生

活中使用凹面鏡的例子不多，因此難找到實例。另外學生

對魔法盒子感到十分有趣，很想了解當中的原理，在製作

過程中，由於學生的量度經驗較少， 較難掌握製作立方

體的技巧，但最後都能完成自己的魔法盒子，感到很成功。 

    學生透過觀看皮影戲的影片，了解中國皮影戲的歷

史，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感受傳統藝術帶來的韻味，培

養學生學會欣賞中國傳統藝術文化，提高學生的愛國傳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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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導教學資料 

一、教學圖片 

第一課節  

  

   

  

  

       

在日常生活中，你看到哪些東西會發光 

太陽   電燈

你認為光的前進路線是怎樣的 
小組實驗活動一：

分別從彎曲和筆直的膠管的一端望向亮着的手電筒，
哪種情況下能看見手電筒的光 

  屏幕上黑暗了的地方是甚麼？
影子。

  如果把手移開，影子還會存在嗎？

小組說一說：

  影子是怎樣形成的？

不會。

當光照射到不透明的物體時，便會形成影子。

  光可以繞過杯子照射到牆壁上嗎？為甚麼？

不可以。因為光是直線前進的。

根據光傳播的特性，解釋影子的形成。
光是直線前進的，如果物件阻擋了光，物件的
後方便會變得黑暗，形成影子。當物件移開後，
光沒有受阻擋 便不會有影子出現。

小組實驗活動二：

利用手電筒照射手，然後把影子投射在桌面上，

測試當光與手部的距離近和遠時，影子會有甚麼變化？

然後派代表滙報。

根據實驗結果找出以下問題的答案

  當光距離手越近，影子會怎樣？

  當光距離手越近，影子會怎樣？

當光距離手越近，影子會越大。

當光距離手越遠，影子會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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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節  

 

  

光是直線前進的，如果物件阻擋了光，物

件的後方便會變得黑暗，形成影子。當物件移

開後，光沒有受阻擋，便不會有影子的出現。

小結：

       

考考你
  為什麼我們能看見這個世界 
我們能看見這個世界，是因為物體發出
或反射的光線進了眼晴。

  光是以甚麼的方式傳播的 
光以直線前進的方式傳播。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是每秒多少公里 而且
光在不同介質中的速度是一樣的嗎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是每秒  萬公里，而
且光在不同介質中的速度會不一樣。

總結 光是直線前進的。當光受到不透明物件
阻擋，物件的後方便會形成影子。

  

小三常識
          

   新 

影子

今天學什麼 

 你們猜猜今天我們要說什麼主題內容？

 那麼你們覺得光照射在不同物件上都會產

生反射嗎 

今天課堂要求
 今天我們會從實驗中找出光的反射規則。

 實驗包的物品，請組長負責 取。

 將實驗及討論結果寫在工作紙上，最後會請
各組為我們分享的。

 實驗會分為自然光組及雷射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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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雷射筆的注意 項

 雷射筆若不當被使用，可能會造成視網膜受損，
嚴重的甚至失明，所以為了安全，雷射筆只可
以射向物件，若射向人身上，該組實驗將會馬
上 止。

實驗一要求 雷射光組 限時 分鐘 

實驗一要求 自然光組 限時 分鐘 

問題來  
   實驗中的光從哪 來？

   光遇到鏡子前，光是向著哪個方向前進的？

   光遇到鏡子後，前進的方向有甚麼改變？

   自然光組 你們所反射的地方都有所不一樣，

是怎樣做到的 

   除了鏡子能反射光外，還有什麼物品是可以

反射光的 

 光的反射 小結 

光照射在鏡面時，
鏡面會反射光。

實驗二 

  探究那些物品也能反光的 

  可以透過用觀察、實作、  等方
法了解。

  限時 分鐘

問題又來  
 這些能反射光的物件有什麼特點 

 為什麼平滑的物件較凹凸不平的物件
反射出來的光會有所不同？

短片分享

 第一次皮球在平滑的地面上 有規則／不規則 
地反 。

 第二次皮球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

 有規則／不規則 地反 。

觀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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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節  

 

 

結論：

 因為鏡子的表面平滑，光照射在鏡子上，能作有規

則的反射，因此能形成清晰影像；

 鋁箔的表面凹凸不平，光作不規則的反射，因此不

能形成清晰的影像。

小筆記

今天課堂總結 

 當光照射在平滑的表面上，會作有

規則的反射，便形成清晰的影像。

       

   

     

                       

鏡中的動作是左右相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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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節  

 

                

       
為何哈鏡成像會扭曲 

    

                 
                
               
          

                 

                
          

               

   
               

                

    
        

                

    
        

                

    
        

               
            

總結 面鏡成像左右倒
轉，凹面鏡可以放大影
像，凸面鏡 可以照到
較廣闊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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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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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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