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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课题的教学设计是在人教版初中物理教材关于光的折射部分内容的基础上,以更容易携带且折射

率更大、实验现象更明显的PV塑料板代替教材原实验设计中的水缸来得到光的折射的规律.并且可以由不同浓度

蔗糖溶液中光线的弯曲模拟海市蜃楼的实验引出新课,吸引学生兴趣.同时设计了供学生自主实验来探究光的折

射的规律及光路可逆的课堂部分,有助于理解记忆、激发兴趣、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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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初中生刚接触物理,学习兴趣很广泛,但多停留

在对直接表象的认知水平,易于被新鲜的生活、实验

现象吸引而忽略对现象本质的深入认识.因此在教

学中要充分发挥实验的教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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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生活实际培

图6 比较两绳拉力的大小

3.3 通过交流讨论养成正确的思维方式

高中物理课程开设的目的并不单单是教会学生

书本上教授的有限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们

学会高中物理课程展现出来的一些基本的思维方

式,一旦这些思维方式在学生的脑海里建立起来,在
今后的物理甚至任何学科课程学习的过程中,都会

大受裨益.
打破思维盲点,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最好的策

略是交流讨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通过交流讨论,

不仅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会吸纳对方的一些见

解,达成互相启发、相互提高的目的.而且在这个过

程中有观点的碰撞、思维的碰撞,产生的更具有创新

性的思维,同时养成科学质疑的素养.

4 结束语

物理新知识学习过程就是用原有认知来解释、

包容、消化新知识的过程.所以,学生从初中到高中

认知上需要一个质的飞跃,我们必须十分关注学生

在物理学习过程中,原有的认知结构是怎样的? 是

否存在思维盲点? 是否要修改原来不完整、不全面,

甚至是错误的原有认知? 要找到新旧知识的“连接

点”,这种连接点也就是学生认知结构发展的“生长

点”.找到这种生长点,是帮助学生顺利达成初高中

衔接的完美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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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探究物理的兴趣即可.考虑到光学现象比较

抽象,学生缺乏实际的操作经验,需要教师引导学生

自主探究得出折射规律,通过学生动手进行实验,感
知光的折射现象的存在,利用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
教师通过演示实验,指导学生观察光的折射现

象,引导学生自己分析、归纳光的折射规律,培养学

生的观察、分析、归纳能力;引导学生动手做实验,培
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关注实验现象的共性;通过科学

探究学会依照物理事实、运用逻辑判断来确立物理

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总结出规律,培养学生通过实

验研究问题的习惯.
此外在培养学生深入思考问题的习惯的同时,

延伸至生活中的其他物理现象,培养学生对物理学

习的兴趣.通过对日常光现象如海市蜃楼的分析,进
行破除迷信热爱科学的唯物主义教育.

2 教材中的实验设计及其弊端

人教版八年级物理上册[1]第四章第4节“光的

折射”小实验原文如下.

图1 图1“光的折射”原文中的小实验

  为了显示光路,实验中通常需要在水面上方空

气中喷些烟雾,或点燃产生烟雾之类物品产生烟雾

来散射光线,并在水中滴几滴牛奶以产生丁达尔效

应,再借助白色塑料板利用漫反射现象[2],达到清晰

观察到入射光线和折射光线的效果.
该实验在理论上可行,但在实际教学中弊端如

下:

首先是水箱的搬运问题,偏小的水箱学生不易

观看,能够让全班同学看到的大小则十分不方便携

带,且在运输过程中容易打碎,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

伤害;其次是烟雾制造的问题,烟雾容易扩散的特性

会对实验效果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如果点燃物品产

生烟雾则对学生和教师身体健康有害;除此之外,还
有胶体的制备条件较为苛刻,使用常见的牛奶一则

量不容易控制,二则牛奶自身颜色可能影响观察.综
上所述,该实验并不符合演示实验追求简明直观的

教学理念.

3 教学过程的创新与课后探究性学习的设计

3.1 新课引入 ——— 光线弯曲魔术

这是一个能引起学生思维冲突的实验,由学生

的已有认知“光在同种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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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通过神奇现象“光线的弯曲”,激发学生的思考和

兴趣.课堂中可以接着鼓励学生动手实验观察到笔

在水中“折断”的现象,猜想发生了一种光现象,提
高学生自主探究的欲望,继而提出如果光从一种介

质到另一种介质会怎样的疑问.
有关教具有塑料盒、糖溶液、激光笔.在塑料盒

内装1
3

体积的自来水,用漏斗在自来水下方加入1
3

体积的高浓度糖溶液,静置约一天等糖溶液扩散融

合,用激光笔横向射出激光,看到激光向下弯曲如图

2所示.如此制得的溶液稳定性较高,一般的搬运晃

动不影响实验效果,维持时间约为两天.

图2 用激光笔演示光的折射

3.2 演示实验 ——— 对教材实验的改进

基于课本中实验操作繁杂、器材不便、效果不尽

人意,笔者在一些尝试后得到一个较为可行的演示

实验方法,或许能对光的折射这一内容的教学有所

帮助.所需器材有激光笔、PV塑料板、写字板、坐标

纸.组合如图3所示,下半部分为固定在写字板的

0.5mm厚度的PV塑料板.

图3 设计实验

演示实验时使用激光笔沿写字板平面照射向圆

心,便于同时观测到入射角和折射角.由于激光在写

字板表面的漫反射和在PV塑料板中的散射,光路

十分清晰,如果PV塑料板切割表面足够光滑平整

还可以观察到清晰的反射光线.调整入射角角度,则

可分别得到光的折射的定义;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

或其他介质中时,传播方向发生了偏折,这种现象叫

做光的折射;光的折射规律一: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

或其他介质中时,折射光线向法线方向偏折,折射角

小于入射角;光的折射规律二:当光从空气垂直入射

水中或其他介质中时,传播方向不变;光的折射规律

三:当入射角增大时,折射角也增大.如果激光笔从

下方PV塑料板方向入射则可以得到光路可逆的结

论.

图4 演示实验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本装置现象明显、制作简

单、携带方便、不易损坏、可行度高,大大提高了上课

效率.
3.3 探究性实验 ——— 概念的深入理解

学生实验器材为装了一半糖水的饮料瓶、小功

率激光笔、火柴、废纸、记录表.学生两人一组合作自

主实验探究过程中,通过完成表格和记录光路,深化

理解光的折射的定义及规律,并探究得到光路可逆

的结论.实验效果如图5所示.

(a)             (b)

图5 验证光路可逆

实验过程先将废纸卷成细纸条,用火柴点燃,伸
入饮料瓶瓶口,一手遮挡住空隙以减少烟雾外扩,十
数秒后看到烟雾充满瓶子剩余空间,直接用糖水熄

灭纸条并取出,迅速拧紧瓶盖.然后横放饮料瓶,用
激光笔从一侧介质照向另一侧介质并调节角度和方

向,图5(a)激光从饮料瓶左下方入射,图5(b)激光

从右上方入射,观察并记录现象,画出有代表性的光

路并完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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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观察并记录

入射角 折射角

从空气进入水中 增大 增大

折射角小于入射角 减小 减小

从水进入空气中 增大 增大

折射角大于入射角 减小 减小

  通过自主探究,除了锻炼学生的动手、合作的

能力,还提高了学生深入思考、概括归纳能力.教学

实施过程中教师需加以引导和总结,师生共同完成

光的折射的规律的探究.

4 总结与展望

本着物理源于生活的设计原则,由学生已有的

认知“光在同种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出发,通过

魔术“弯曲的光”,激发学生的思考和兴趣,接着鼓励

学生动手实验观察到笔在水中“折断”的现象,猜想

发生了一种光现象,提高学生自主探究的欲望.进而

通过观察光从空气进入PV塑料板的光路的演示实

验,让学生认识到,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或其他介质

中时,传播方向发生了偏折,由此初步渗透光的折射

的定义;并且在入射角增大和减小时,折射角随之增

大或减小.
在硬件方面,随着课堂实验的普及,有条件的学

校可以制备一个班的数量的激光笔便于探究实验的

展开,课堂中加入让学生自主进行实验探究的部分,

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科

学探究学会依照物理事实、运用逻辑判断来确立物

理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总结出规律,培养学生通过

实验研究问题的习惯.
总体而言整个教学过程启发引导的模式贯穿课

堂始终,有助于学生对物理概念的理解.教学过程注

重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和接受能力以及思维方法,

实验探究中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最后,从物理走

向生活,用光的折射规律解释实际问题,实现由感性

认识转换为物理规律的过程,让学生的感性认识与

理性认识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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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teachingdesignofthissubjectisbasedontherefractionoflightinthephysicstextbookof

juniormiddleschoolofPeople'sEducationPress.ThePVplasticplate,whichiseasiertocarryandhashigher

refractiveindexand moreobviousexperimentalphenomena,andreplacesoriginalexperimentaldesigninthe

textbookwhichusingawatertanktogetthelawofrefractionoflight.Andtheconcentrationofdifferentsucrose

solutionforthesimulationofmirageexperimentisusedtobeginanewclasstoattractstudents.Atthesame

time,itisdesignedforstudentstostudythelawofrefractionoflightandthereversiblepartoftheopticalpath,

whichishelpfultounderstand,memorize,stimulatetheinterestandimprovethestudents'comprehensive

quality.

Keywords:refractionoflight;reversibleopticalpath;demonstration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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