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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手机偏振膜等低成本的材料制成偏光筒、立体电影,使物理课堂更具有探究性,让学生在探究中形

成正确的物理观念,在探究中培养科学思维的能力.真正提高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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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3
4》中,“光的偏振”这一节内容对于高中生来说是比

较难理解的.虽然教材中通过将光的偏振与机械波

的偏振进行类比来帮助学生理解,但也正因为如此

类比,导致许多学生都错误地认为偏振片上也有一

条狭缝,这条狭缝就代表了偏振方向,自然光通过偏

振片的这条狭缝就变成了偏振光.归根结底都是因

为学生没有真正研究过偏振片,对偏振现象的观察更

加缺乏体验.为此,笔者设计了几个能在课堂上让每

位学生都能参与的偏振实验,通过科学探究与体验形

成正确的物理观念,真正提高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

1 偏光筒

1.1 实验原理

如图1所示,自然光通过两片透振方向平行的

偏振片P,Q后变成偏振光,此时透射光的强度最

大;以P,Q连线为轴,转动偏振片Q,透射光的强度

逐渐减弱;当偏振片P与偏振片Q的透振方向垂直

时(图2),透射光的强度为零.

图1 两偏振片透振方向平行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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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偏振片透振方向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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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验取材

本实验需要的实验器材较少,只需要两片偏振

片即可.但市场上售卖的现成玻璃偏振片价格比较

贵,稍大一点的就要百元以上.因此用玻璃偏振片来

开发学生实验成本太高.
笔者通过比较最后采用了既常用又便宜的材料

(图3):手机屏幕上使用的偏光膜、纸质的画卷筒.
其中纸筒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筒身和可以相对筒

身转动的筒盖.实验材料售价与来源如表1所示.

图3 偏光膜和纸筒

表1 实验材料清单

材料名称 单价 来源

手机偏光膜 5元/张 淘宝有售

海报筒纸筒 1.5元/个 淘宝有售

1.3 仪器的制作与演示

先将图3中纸筒两头的圆形纸板去除;再用圆

形纸板作为模板,剪出两张圆形偏光膜;然后用双面

胶将两张偏光膜分别粘在纸筒的两端,粘贴时要特

别注意偏光膜是有正反面的,只有纸筒两端的偏光

膜正面都朝外才能观察到偏振现象.

图4 自制的偏光筒

将筒盖套在纸筒上,用一只

眼睛贴在偏光膜上透过纸筒观

察景物,边旋转筒盖边观察景物

的亮暗变化,转到最亮时,两偏

光膜的偏振方向恰好平行,此时

在纸筒中间某位置用笔标上0°;

继续转动筒盖,当看到的景物最

暗时,两偏光膜的偏振方向互相

垂直,再次在纸筒中间另一位置

标上90°,于是就完成了偏光筒的制作(图4).

1.4 实验的优势

本实验每个偏光筒只需3元左右的制作成本,

所以任何一所学校都可以自行制作,让每个学生都

可以亲自体验光的偏振现象,培养学生的实践与探

究意识.

2 立体偏光“电影”

2.1 实验原理

教科书中关于立体电影有相关的解释.拍摄时,

用两个镜头如人眼那样从两个不同方向同时拍摄下

景物的像,制成电影胶片;在放映时(图5),通过两

个放映机,把用两个摄影机拍下的两组胶片同步放

映,使这略有差别的两幅图像重叠在银幕上.这时如

果用眼睛直接观看,看到的画面是模糊不清的,要看

到立体电影,就要在每架放映机前装一块偏振片,它

的作用相当于起偏器.从两架放映机射出的光,通过

偏振片后,就成了偏振光.左右两架放映机前的偏振

片的偏振方向互相垂直,因而产生的两束偏振光的

偏振方向也互相垂直.这两束偏振光投射到银幕上

再反射到观众处,偏振光方向不改变.观众用配套的

偏振眼镜观看,左眼只能看到左机映出的画面,右眼

只能看到右机映出的画面,两个画面经过大脑综合

以后就能区分物体的前后、远近,从而产生立体感.

图5 立体电影放映

立体电影从拍摄到播放过程复杂,制作成本昂

贵.显然要在课堂上观看体验立体电影难度较大.但

笔者根据立体电影的原理制成了立体图片,很好地

还原了立体电影的制作与播放过程,具体实验器材

如图6所示.
(1)投影仪.使用两个带有几乎完全相同图案

的汽车迎宾投影灯作为投影仪,灯前各贴一张偏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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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互相垂直的偏振膜,于是就产生了两幅偏振方

向互相垂直的图案.

图6 实验器材

(2)屏幕.笔者使用了金属屏幕,这是本实验的

关键之处,通过反复实验对比发现,偏振光只有投射

到金属屏幕后反射光的偏振方向不改变,通过其他

材料屏幕反射的偏振光会变成自然光,观众也就无

法通过3D眼镜看到立体图案.
(3)3D眼镜.3D眼镜的左右镜片是偏振方向互

相垂直的偏振膜,而且它们的偏振方向分别与其中

一个投影灯前偏振膜的方向相同.
实验材料清单如表1所示.

表1 实验材料清单

材料名称 单价 来源 备注

汽车迎宾

灯投影灯
13.5元/个 淘宝有售

金属硬屏幕
125元/

平方米
淘宝有售

3平方米起售,可以

问店家买边角料

偏光3D眼镜 0.50元/副 淘宝有售 简易DIY3D眼镜

2.2 仪器的制作与演示

先将一副3D眼镜的左右两片镜片剪成合适大

小,用双面胶粘贴在投影灯镜头前,就形成了两个偏

振方向互相垂直的偏振光源.在屏幕前制作一个投

影支架,用小磁铁先将其中一个投影灯固定在支架

上.打开投影灯的开关,可以在屏幕上看到一只蝙蝠

的图案.再把另一个投影灯的开关打开,屏幕上又出

现了一只蝙蝠,调节并固定投影灯在支架上的位置

让两只蝙蝠的图案基本重叠.这里要说明一下,两只

蝙蝠的图案并不是一模一样的,其中有一只蝙蝠的

翅膀要比另一只长一些.

让学生先直接观看屏幕,看到的图案模糊有重

影(图7).然后再戴上3D眼镜观看屏幕,可以明显

感觉到图案变得清晰了.接下来指导学生每次遮住

一只眼睛去看屏幕,学生通过观察翅膀的长短可以

发现左眼与右眼看到的蝙蝠并不是同一只,它们分

别来自于两个投影灯.让学生用一只手在眼镜前快

速挥动交替遮挡左右眼,屏幕上就出现了一只在挥

动翅膀飞翔的蝙蝠.

图7 立体电影的演示

2.3 实验的优势与不足

本实验虽然器材简易,但却很好地还原了立体

电影的制作原理.当学生再次坐到电影院观看立体

电影时,他将会多了一份对电影之外的感悟,那就是

科学技术的力量.希望能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科学知

识的人文情怀,为我们的国家与社会文明作出更大

的贡献.
当然,本实验仍有待改进之处.由于两副图案并

不是对同一物体从不同角度同时拍摄所得,因此戴

上3D眼镜观看也只能说明左右眼分别看到的是两

张图案,却不能通过大脑合成真正看到立体的效果.

3 制作感想

光的偏振现象在生活中的应用很是常见,比如

太阳眼镜、照相机镜头前的偏振片等等.为了让我们

的学生在课堂多一些体验,教师应该多联系生活实

际,多开发学生实验.尽管在开发实验时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困难,但只要不断努力,任何困难总会有解决

的办法.今后的教学中,也一定要给学生多一些科学

探究的机会,在探究中形成正确的物理观念,在探究

中培养科学思维的能力,在探究中提高自身的核心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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