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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几何画板动态展示功能创设情境辅助初中物理教学,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光的反射,理解镜面

反射和漫反射的本质联系和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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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学物理课堂教学过程中,创设有效的教学

情境对激发学生问题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镜面反射”和

“漫反射”是初中物理经常考查的内容之一,笔者曾

经亲历这一问题的讲解,深深体会到在白天或强光

照射的情况下其光路难以真实、直观地被显现出来

的,因此难以有效揭示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区别.
部分学生虽然可以凭借熟记教材中关于“镜面反射”

和“漫反射”的表述,根据作图对一些自然现象进行

分析,但是这种记忆往往是暂时和浅显的,利用纸笔

作图分析始终是静态的,难以帮助他们达到真正理

解,一旦遭遇具体的问题时,极易陷入各式各样的误

区之中,致使判断失误.因此迫切需要为这一知识点

创设更为有效的教学情境.
“几何画板”恰好是一款易学易用、数理性极

强,能为广大数学、物理教师提供通用的数学、物理

学习环境的袖珍软件,它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可以

即时演示动态的几何关系,当使用鼠标选定目标拖

动设定的控制对象时,绘制的图形就可以跟随其活

动起来,在活动过程中保持给定的几何关系,动感十

足、魅力无穷,深受同学们喜爱.同时还具有“矢量图

的体积小、清晰度高、放大不模糊、易拆分和组合、组

建图形库资源”等突出优点[1].基于这一特点,可以

被用来模拟物理现象,化静态为动态,显现出传统的

粉笔板画和现代的PPT课件所不能达到的演示效

果.下面以“镜面反射”和“漫反射”为例,利用几何

画板创设教学情境.

1 利用几何画板创设“光的反射定律”情境

1.1 传统的粉笔板画和PPT课件之不足

在进行光的反射定律教学时,当完成光路实验

以后,教师通常会在黑板上画出光路图.仅用黑板展

示,同学们只能看到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居法线

两侧,它们的角度需要用量角器测量才能知道其大

小.这个图始终是静止的,只能让学生看到一束静态

光的反射现象,无法感受到当入射光线改变以后,反

射光线的变化情况.
还有些教师会利用PPT课件展示光路图,这时

虽然可以利用“擦除”式动画,将入射光线射入的过

程和反射光线射出的过程展现出来,但是想要体现

反射角等于入射角,那就相对比较麻烦了,或许只能

在法线处做一条垂线段与入射光线和反射光线相

交,利用两线段长度相等来证明两角度相等.

1.2 可以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显示效果

利用几何画板辅助展示光的反射定律,如图1
所示,其自带的度量角度功能就可以大显身手,它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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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在反射角和入射角的位置标出准确的角度

值,还可以做到使其变化实时动态对应显现.也就是

当用鼠标移动图1中的A 点,在改变入射光线的入

射方向的同时,反射光线也随之动态改变.更令人惊

奇的是在显示入射角的实时角度的同时,也可以让

学生同步看到反射角的角度始终跟随入射角发生变

化,并与入射角保持数值上相等.

图1 光的反射定律

运用几何画板动态展示,还可以让学生清楚地

看到光的反射的动态变化的立体画卷(如图2所示

的对应的入射光线与反射光线所组成的锥面),而不

仅仅局限于呈现从一边入射再从另边射出的一条

(束)的静态光路图.

图2 光的反射定律沿锥面动态显示

2 创设“镜面反射”情境

利用粉笔加黑板或PPT讲解镜面反射时,通常

只能展示一张静态的镜面反射的图片,且只能展示

一种状态.
在白天,明亮的教室里,“镜面反射”往往客观

现实地发生在同学们眼前的黑板上,黑板有时本身

就因“反光”而让教室里的一些位置的同学看不见

黑板上的字,如图3所示.教师若再想利用板画来解

释清楚“镜面反射”常常心有余而情境不足.

图3 黑板部分“反光”时发生的镜面反射和漫反射

利用几何画板展现起“镜面反射”情境来(如图

4所示)那是小菜一碟,平行入射的光在这里可以得

到淋漓尽至的体现.当教师用鼠标改变入射光线的

角度时,反射光线也会同时跟着改变.入射光线是平

行的,反射光线依旧也是平行的.当入射光线不平行

时,反射光线也不平行.它能忽灵忽现地模拟出用粉

笔写的字因“反光”而让一些角度的同学看不见上

面字的现象,有利于揭示其本质.

图4 镜面反射

几何画板可以让学生看到动态的镜面反射图

像,它不仅仅只是一张静止的图片,而且还可以任意

改变入射光线的入射角度,让同学们观察到平行出

射的反射光线跟着改变的情景,着实能带给学生生

动有趣的教学情景,增强宝贵的学习热情.

3 创设“漫反射”情境

利用粉笔加黑板或PPT讲解漫反射时,常常是

静态的,它不能体现当平行入射的光线改变角度时,

反射光线如何发散变化,也不能体现当镜面的凹凸

程度发生改变的时候,反射光线又会如何变化.
利用几何画板展现漫反射情境时(如图5所

示),虽然入射光线是平行的,可是反射光线却是朝

向各个方向的,很容易让学生看到这是由于反射面

朝向不同.当用鼠标选中入射光线,改变入射光线的

方向,这时,可以看到反射光线也会跟着改变,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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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各个方向的.利用几何画板创设漫反射情境,可

以让学生看到动态的漫反射过程,这可是传统的方

法在应对真实的实验现象解释时最无助的地方.

图5 漫反射

4 创设情境区别“镜面反射”和“漫反射”

4.1 传统方法仅能彰显简单的情境区别

光的反射可分为镜面反射和漫反射,两者都遵

循光的反射定律,但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在人教

版2012版中主要是通过图6中的两幅图来说明的:

镜面反射如图6(a)所示,若入射光线是平行光线,

则反射光线也是平行光线;漫反射如图6(b)所示,

凹凸不平的表面会把平行入射的光线向着四面八方

反射,不再是平行光线.

图6 人教版2012版教材插图

在一般通用教材中,在此仅仅展示出一种简单

情景下的区别,而学生往往又会迷信书本,误认为发

生镜面反射和漫反射时,入射光一定要是平行光,因

而不利于后续的教学.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碰到情

景要比这复杂得多.

  例如站在平面镜前“能看见镜中自己的像同时

还能看见墙上挂着的画”、在同一间教室里“有些学

生能看见黑板上的字而有些学生却看不见”等现

象,在这些现象中就存在着入射光线有些是不平行

的,反射光线也大多都是不平行的.在这种既有平行

光又有不平行光的照射下,即便都是发生镜面反射,

它们的反射光线也是不平行的,如图7所示.

图7 不平行光入射时发生的镜面反射

如图7(a)所示,在同一个镜面上的A,B 两处,

分别产生的镜面反射的入射光束和反射光束就是不

平行的;

如图7(b)所示,在同一个镜面上的同一处,分

别产生的镜面反射的入射光束和反射光束也是不平

行的.

因此依据教材上提供的 “平行光线入射时反射

光线是否平行”是不利于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现象

作出准确的判断,对此也需要创设相应情境有效揭

示“镜面反射”与“漫反射”的根本区别.

4.2 创设情境显现二者的互变

若在漫反射的图像下方设置一条水平辅助线如

图8所示.利用几何画板的即时移动且不改变几何

关系的特点,将漫反射的反射面逐一移到水平辅助

线上.在移动过程中,学生就可以实时看到反射光线

和入射光线随着反射面的移动而改变.当反射面变

为水平面时,反射光线由原来射向各个方向,变成了

射向同一个方向的平行光线.最后显示出所成的反

射现象和镜面反射竟然奇迹般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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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从研究活动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周期

看,是以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为起点,以解决问题并

提出新问题为终点的一种理性探究过程[2].经过这

样的动态过程展示,学生会很容易就明白,“漫反射”

跟“镜面反射”其实都遵循光的反射定律.漫反射的

形成原因其实是因为它的看似凹凸不平的粗糙反射

面,却处处都在遵循着光的反射定律缘故,现象的本

质被揭示得一览无遗.

图8 漫反射和水平辅助线

5 创设“自行车尾灯的反射”情境

学习了镜面反射和漫反射,贯彻“从物理走向社

会”的原则,在生活中,自行车尾灯的应用,就是利

用的镜面反射的原理,如图9所示.怎样放大显示其

结构和更加方便讲解其原理又可以用到几何画板创

设的情境.
图9(a)是自行车,特别注意它的尾灯.图9(b)

是尾灯反射面的放大图.图9(c)是利用几何画板创

设的教学情境.

图9 自行车尾灯

利用几何画板创设的情境教学时,可以改变光

的入射方向,因为两个反射面的夹角是90°,所以当

光从不同角度射向自行车尾灯时,它反射的光跟入

射光的方向都是平行的.通过这个过程,学生可以看

到具体的光路图,更能明白其中的原理.利用几何画

板的第二个优点是,可以改变两个反射面的夹角,当

夹角不为90°时,反射光线就和入射光线就会不平

行了.利用几何画板展示这两个过程,学生更容易明

白自行车尾灯能够将入射光沿着原来方向反射的原

因,让学生在动态过程中学习,更能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

合理利用几何画板创设情境,能够让学生感受

到镜面反射和漫反射的动态情景,可以提高教学效

率,吸引学生的兴趣,得到最佳教学效果.在以后的

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几何画板教学,推进现代教育

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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