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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光学知识是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物理课本中的重要内容,是学生走进物理、探索美丽光学世界的大门.从

科学性和严谨性的角度审视一道初中光学试题,认为该试题属于争议试题,不利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笔者提出该

试题的不当之处供广大中学教师讨论,并以此引发相关的教育思考,以期达到完善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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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武汉市硚口区2018-2019学年度第一学期期

末考试刚刚落下帷幕,八年级物理试卷中的一道光

学试题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该题第3小问考查的是

平面镜成像的相关知识点,要求学生通过计算来确

认玻璃板的厚度.笔者通过比对区教研室给出的参

考答案后认为该题存在漏洞,容易造成学生思维上

的混乱,也不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质疑精神的培养.
笔者将从多个方面来阐述对此题的看法,以小

见大.

2 原卷试题及参考答案

该题出现在武汉市硚口区2018-2019学年度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八年级物理试卷中,位于第21
题.其原文如下.

  【题目】某同学利用如图1所示的实验装置探究

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图1 探究平面镜成像实验装置

(1)如图1(a)所示,在水平桌面上铺一张白纸,

纸上竖立一块透明薄玻璃板.把蜡烛a点燃放在玻

璃板的前面,该同学应在玻璃板 (选填“前

面”或 “后面”)观察蜡烛a经玻璃板 (选

填“反射”或“折射”)所成的像.
(2)实验时,选用的蜡烛a和b 的形状完全相

同,是为了比较像与物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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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玻璃板代

选题,实现有效课堂.
(2)注重培养实验方法,提高科学探究能力

综上所述,4种电阻测定方法中都有各自的优

缺点,而且适合测量的要求也不同,所以,我们对电

阻进行测定时,要引导学生:先根据不同的实验仪器

和不同的测量要求选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并能设计

好实验方案,挑选需要的仪器并进行实验,对数据进

行分析及误差分析,这样才能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

的科学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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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平面镜,成像虽然没有平面镜清晰,但能观察到蜡

烛 (选填“a”或“b”),便于确定像的位置.
以上实验操作中,用到的物理方法是 (选填

“控制变量法”“转换法”或“等效替代法”)

(3)如图1(b)所示,某同学使用厚玻璃板做实

验,在玻璃板后看到了两个不重合的像,这两个像之

间的距离正好是8mm,则该同学所用玻璃板的厚

度为 mm.
区教研室给出的参考答案是:(1)前面;反射.

(2)大小;b;等效替代法.(3)4.
关于第3小问,答案为4mm,其解析为:蜡烛a

发出的光经过玻璃板前表面会发生反射现象,遂形

成像a1,即a1与a关于玻璃板前表面对称;当a发出

的光穿透玻璃板前表面到达后表面时,又会形成像

a2,即a2 与a关于玻璃板后表面对称,故a1 与a2 之

间的距离为玻璃板厚度的2倍,故板的厚度为4

mm.
该实验的俯视图如图2所示,设a到玻璃板前

表面距离为L1,玻璃板厚度为L,像点a1 到玻璃板

后表面的距离为L2.因为a和a1 关于前表面对称,

故有等式(1)成立

    L1=L+L2 (1)

又因为a和a2 关于后表面对称,故有等式(2)

成立.

    L1+L=L2+8 (2)

联立式(1)和式(2),利用代入消元法即可算出L=4

mm.

图2 参考答案中给出的实验俯视图

3 笔者对该题的看法

在笔者看来,该答案和解析是不当的.

第一,事实上,该实验中的俯视图应该如图3所

示.

图3 笔者认为的实验俯视图

入射光线ao1 在玻璃板前表面同时发生反射和

折射,反射光线o1b进入人眼后形成的虚像为a1,折

射光线在玻璃板内部到达玻璃板后表面时会再次反

射到达前表面o2 处,继而折射光线o2c到空气中,进

入人眼后形成的虚像为a2.
从图3中不难看出,像点a1 与光源a关于玻璃

板前表面对称,而像点a2 与光源a既不关于玻璃板

前表面对称又不关于后表面对称.
学生利用简单的数学知识不难证明反射光线

o1b与折射光线o2c平行,但事实上a1与a2之间的距

离取决于所用玻璃板材质的折射率.换言之,a1 与

a2 之间的距离和玻璃板厚度之间并没有简单的等

量关系.对于一个八年级学生来说根本无法根据现

有条件解出答案.
第二,在人教版八年级物理上册课本第四章第

4节的“动手动脑学物理”部分中,第2小题考察的

内容是要求学生作出一束光线斜射入玻璃砖后和离

开玻璃砖后的光路图[1],如图4所示.

图4 八年级物理上册课本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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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教学用书中给出该题的答案如图5所

示[2].

图5 教师用书中给出的光路图

从这点上来说,在人教版八年级物理上册课本

第四章光现象中,已经明确提出了光的折射概念.即

光在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传播方向会发

生偏折.尤其是光穿透较厚玻璃板时,学生脑海中的

“折射”现象已经根深蒂固.
第三,粗略地认为像点a2 与光源a关于玻璃板

后表面对称缺乏事实依据.物理学是一门及其严谨

的学科,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究精神是每一位物理教

师致力培养学生应该具备的学科素养.而武汉市第

六十四中学的张思磊老师,武汉市第七十九中学的

吴艳玲老师和武汉市博学中学的王孟晖老师等人都

认为在此题中要忽略光的折射现象.但这种处理问

题的方式即不符实际,又会对学生起到误导作用.
第四,强迫学生接受给出的答案,不利于培养学

生的核心素养.国家教育部在2018年1月颁布了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全部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

版)》(以下简称《标准》)[3],该《标准》明确凝练了物

理核心素养的概念,要求学生要具有能够独立自主

构建模型的能力;并且能运用科学思维方法,从定性

和定量两个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严密的推理、找出

普遍的规律、得出正确的结论,要具有科学研究意

识,能自主在观察和实验中发现问题、提出合理的猜

想与假设,并能独立设计探究方案和获取证据的能

力.能直视自然科学的本质;对观察物理现象、学习

物理知识、研究物理问题等具有强大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能学会主动与他人积极合作并且尊重他人,有

团队精神,在团队中正确并适当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与想法[4].
虽然这是适用于高中阶段的课程标准,但是对

初中阶段的物理教学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按照参

考答案的理解方式就有悖于“独立自主构建模型”

的要求,有悖于“严密推理、得出正确结论”的要求,

有悖于“直视自然科学本质”的要求.简言之,强迫学

生接受参考答案的解释是有害于核心素养培养的.
第五,即便采用“极限思维”的方法也有些许偏

差和不妥.武汉市第六十三初级中学的曾小勇老师

曾提出过用“极限思维”的方法来解该题,即当光源

a紧贴玻璃板前表面时,则像点a1与a重合,像点a2
与a关于后表面对称,故a1a2 之间的距离为玻璃板

厚度的两倍便可求出答案.其成像情况如图6所示.

图6 光源紧贴玻璃板示意图

在笔者看来,这种思想的确可以简化解题过程,

但也存在3点不当.其一,光源a形成的像点a2并不

在图6所示的a2处;其二,光源a与像点a1并不能完

全重合;其三,实际实验操作中并不能将光源贴至前

表面.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从5个方面论述了对此试题的看法,总的

来说,笔者认为该题是一道答案与实际不相符的考

题.如果出现的频率越高,就越不利于学生良好思维

的培养.故笔者建议在日常教学和各种类型的考试

中,应当杜绝这类题目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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