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物理透镜教案(大全8篇)
通过有效的评估手段，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促进他们
的进步。以下是一些五年级教案的整理，希望能够给教师们
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

初中物理透镜教案篇一

讲解凸透镜和凹透镜对光的作用，除按照教材要求进行实验，
通过实验取得丰富的感性知识外，还可以利用光的折射的初
步规律，参照下图来进行分析、当一条平行于玻璃三棱镜底
边的光由空气射入玻璃时，折射光线靠近法线折射、光进入
玻璃以后又从玻璃射入空气中，发生第二次折射，这时折射
光线将远离法线折射，两次折射的折射光线都由玻璃三棱镜
（透镜）薄的位置向玻璃三棱镜厚的部分倾斜，因此可以分
析出凸透镜对光会起聚作用、（乙）凹透镜对光起发散作用，
可以用上述方法，参照（甲），和（乙）来进行分析。

2、正确理解“会聚”和“发散”

凸透镜对光的会聚作用是表明光通过凸透镜以后会变得收拢
些，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聚于一点，以s点发出的光是发散
光束，光经过凸透镜折射后仍是发散的，并不能会聚，凸透
镜在这里的作用只是减弱了它的发散程度。

凹镜对光的发散作用是表明光通过凹透镜以后会更散开一些，
但是散开不一定不能会聚，从左侧来的两束光由于凹透镜的
作用没有在s点会聚，而是在s′会聚，它减弱了入射光的会聚
程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当判断透镜对光束是起会聚作用还
是发散作用时（或者根据给定的光束判断透镜的种类），一
定不能仅仅依据折射光是否能会聚于一点来判断透镜的作用



或种类，而应当对折射光束与入射光束进行比较，再依据前
边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

初中物理透镜教案篇二

【设计思想】

体现“学习者不应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知识获取过
程的主动参与者”这一教学理念,让学生经历基本的科学探究
过程,从中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总结规律。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2.掌握科学探究的方法。

二、过程与方法

1.能在探究过程中,培养学习的兴趣;

2.通过探究活动,获得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学会用观察、比较、列表的方法进行归纳和总结。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2.乐于参与观察、实验、制作等科学实践;

3.渗透科学、技术、社会(sts)教学的指导思想。

【教学准备】



凸透镜、光屏、蜡烛、火柴、放大镜、刻度尺、小水电筒、
金鱼缸、小金鱼1条、水。

【教学重点】

掌握科学探究的方法。

【教学难点】

初中物理透镜教案篇三

一、知识与技能：

1.了解什么是凸透镜，什么是凹透镜，了解透镜的焦点、焦
距.

2.了解凸透镜和凹透镜对光的作用.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观察凸透镜和凹透镜的实物及板图，得出两种透镜的
两种不同构造，培养学生通过观察时抓住事物本质特征，通
过观察能够识别不同事物的不同特点的能力.

2.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研究、探索新问题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1.通过研究透镜的作用及特殊光线的作图，对学生进行色彩
美和线条美的教育.

2.通过教师、学生的双边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兴
趣，能保持对自然界的好奇，初步领略自然现象的美好与和
谐.



通过观察和实验，了解什么是凸透镜和凹透镜及对光的作用.

透镜一组、光源、老花镜、近视镜、饮料瓶(无色透明、表面
没有波纹、去底去瓶口上部)、激光演示器、手电筒.

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引入新课

看来同学们对透镜很有兴趣，提出这么多的问题，要想得出
答案，我们就要通过探究和实验来获得.

二、进行新课教学

(一)什么叫凸透镜?什么叫凹透镜?

中间厚、边缘薄的叫凸透镜,中间薄，边缘厚的叫凹透镜.(板
书)

远视镜的镜片是凸透镜.

近视镜的镜片是凹透镜.

学生们判断的很对，看投影，看看它们中哪些是凸透镜;哪些
是凹透镜?

再看(课本板图5.12所示)，这是研究透镜时常用的两个科学
术语，主光轴和光心.组成透镜的两个球的球心连线叫主光轴.
在主光轴上有一个特殊的点，通过它的光线传播方向不变，
这一点叫透镜的光心，可以认为透镜的光心就在透镜的中心.

把凸透镜，正对着太阳光，再把一张纸放在它的另一侧，来
回移动，观察有什么变化?

演示：92页实验，用激光演示器将平行光射向凸透镜和凹透
镜，观察到经过凸透镜的光相互靠拢，经过凹透镜的光相互
远离.



结论：凸透镜对光有会聚作用，凹透镜对光有发散作用(板
书)

(二)、焦点和焦距

射到地面的太阳光是相互平行的，叫做平行光，凸透镜能使
平行于主光轴的光会聚在一点，这个点叫做焦点，用f字母表
示，焦点到光心的距离叫做焦距.用f字母表示.(课本图3.14
所示)凹透镜使平行于主光轴的光线发散，它没实焦点，但通
过凹透镜的光反向延长也可以交在主光轴上一点，这点是凹
透镜的虚焦点.

三、课堂练习

1.怎样可以测得凸透镜的焦距.

方法(1)：拿一个凸透镜正对着太阳光，让光通过凸透镜照到
白纸上，移动凸透镜使光斑很小很亮，用刻度尺量出光斑到
凸透镜的距离.

方法(2)：在光具座上，让光源的光正照到凸透镜，移动光源
和光屏，找出光屏上有很小很亮的点，用刻度尺测出光屏与
凸透镜的距离.

2.93页1、2、3、4

四、知识小结

本节课我们学习了以下内容：

1.我们认识了凸透镜和凹透镜，而且知道了凸透镜的.焦点和
焦距.

2.凸透镜能使跟主光轴平行的光线会聚在焦点上.



3.凸透镜能产生平行光.但是，凹透镜却能使平行光发散.

五、布置作业

练习册. 备注：

板书设计：

5.1 透镜

一、凸透镜和凹透镜 三、作图：三条光线

1、凸透镜

(1)定义：中间厚，边缘薄的透镜。

(2)作用：凸透镜对光有会聚作用。

2、凹透镜

(1)定义：中间薄，边缘厚的透镜。

(2)作用：凸透镜对光有发散作用。

二、几个名词

1、主光轴

2、光心及特点

3、焦点

4、焦距



初中物理透镜教案篇四

一、创设物理情景进行猜想,引入新课

观察现象:我们通过金鱼缸的侧壁来观察缸中游动的小金鱼,
会看到什么现象?

学生观察后会回答:由于金鱼缸和水组成了一个放大镜,所以
看到的小金鱼比实际的放大了。

提出问题:隔着放大镜看物体,物体总是放大的吗?

学生实验,观察现象后回答:不是。物体有时会放大,有时又会
变小,像还会由正立变倒立。

从前面我们的学习中知道:

1.照相机照相时,物体离照相镜头比较远,成的是缩小,倒立的
实像。

2.投影仪投影胶片时,物体离投影仪比较近,成的是缩小,倒立
的实像。

3.放大镜看物体时,物体离放大镜很近,成的是放大、正立的
虚像。

启发学生猜想:凸透镜所成的像可能与物体距凸透镜的距离有
关。

那么凸透镜能够成像,所成的像有什么特点和规律呢?我们这
节课就用实验来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二、实验探究



(一)课题板书:

初中物理透镜教案篇五

1、知道物距、焦距和像距的概念，知道凸透镜的成像规律。
实验时能够正确测出凸透镜的焦距，能够利用光具座进行实
验。

2、能设计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经历探究凸透镜成像
规律的全过程。

3、通过实验探究，体验参与实验探究的快乐和感受获得成功
的喜悦，培养学生积极主动地与他人交流、合作的学习习惯。

【教材分析】

学生对凸透镜的认识，在上一节课的学习中已经有所了解，
但对物体通过凸透镜怎样才能在光屏上成像，及会成什么样
的像，还不够了解。所以，本节教材主要对凸透镜成像规律
进行探究，这个探究实验是一个较完整的科学探究实验。目
的是：一让学生认识凸透镜成像的规律，二是让学生学会科
学探究。

【教学重、难点】

1、重点：

初中物理透镜教案篇六

2）让学生知道科学探究中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的方法。

【教学方法】

科学探究法、讨论交流法。



【教学用具】

光具座、凸透镜、蜡烛、光屏、火柴、小玩具等。

【教学过程】

一、新课教学

1、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

2）猜想与假设让学生交流讨论，提出自己的猜想，并说出猜
想的依据。

3）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

我们知道实验是探究物理知识最基本的一种方法。那么，要
验证你的猜想是否正确，就要进行实验。

请同学们分组讨论交流，设计出实验方案。（在此，教师边
示范边讲解，向学生介绍光具座的正确使用方法，同时指出
实验时要注意的问题。）由于不同组桌面上的凸透镜的焦距
不同，你们想通过什么办法得知凸透镜的焦距？（实验测量，
也可查说明书）请同学们分组讨论，制定出实验步骤。让其
中一组把实验步骤向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可行，给予肯定；
如果不可行，应予以纠正。

4）进行实验与收集证据让同学们进行实验。比一比，哪个小
组实验做得最快、最好，要注意分工合作。

5）分析与论证分析实验数据，用自己的话把凸透镜成像规律
表达出来。

2、指导学生阅读课文，学习放大镜的有关知识：

1）放大镜的工作原理？



2）使用放大镜时要想让物体的像变大些，应怎么办？让学生
阅读课文后或做过实验后，回答上述问题。思考：若两个凸
透镜大小相同时，透镜的厚度对放大倍数有影响吗？可让学
生通过实验，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请同学们观察图3－50：
不同放大倍数的放大镜及用其观察到的像。

二、归纳小结

通过本节学习，你有什么收获？让学生对本节的学习进行归
纳，特别是凸透镜成像的规律及其探究实验。

三、巩固练习

1、完成“自我评价与作业”。

2、写出实验探究报告。

3、完成本节的“基础训练”。

四、反思

本节教学安排及设计还是比较充分的，按照科学探究的思路，
从问题的提出到实验方案的设计，从实验进行到结论的得出，
学生做得既全面又准确，效果较好。

五、板书设计

初中物理透镜教案篇七

凸透镜的成像规律顺口溜及解释：

1、顺口溜：“一倍焦距分虚实，二倍焦距分大小；像的`大
小像距定，像儿跟着物体跑。”



2、解释：

“一倍焦距分虚实”是说物体放在凸透镜的焦点处，不能成
像；当物距小于焦距（uf）时成实像，即焦点是凸透镜成虚像
或实像的分界点。

“二倍焦距分大小”是说物距大于一倍焦距而小于二倍焦距
（f

“像的大小像距定”，即像距变大像变大，像距变小像变小。

“像儿跟着物体跑”，即物体向哪个方向运动，像就向哪个
方向移动。

凸透镜的成像规律口诀：

一倍焦距分虚实，二倍焦距分大小，二倍焦点物像等。

实像总是异侧倒。物近像远像变大，物远像近像变小。

虚像总是同侧正。物远像远像变大，物近像近像变小。

像的大小像距定，像儿追着物体跑，物距像距和在变。

初中物理透镜教案篇八

“一倍焦距分虚实，二倍焦距分大小；像的大小像距定，像
儿跟着物体跑。”

“一倍焦距分虚实”是说物体放在凸透镜的焦点处，不能成
像；当物距小于焦距（uf）时成实像，即焦点是凸透镜成虚像
或实像的分界点。



“二倍焦距分大小”是说物距大于一倍焦距而小于二倍焦距
（f

“像的大小像距定”，即像距变大像变大，像距变小像变小。

“像儿跟着物体跑”，即物体向哪个方向运动，像就向哪个
方向移动。

凸透镜成像规律可用简要归纳成下面几句话：

一倍焦距分虚实，（即物体放在凸透镜的焦点处，不能成像；
当物距小于焦距时，成虚像；物距大于焦距时，成实像，也
就是说，焦点是凸透镜成虚像或实像的分界点）

二倍焦距定大小。（是说物距大于1倍焦距而小于2倍焦距时，
成倒立、放大的实像；物距大于2倍焦距时，成倒立、缩小的
实像；在物距小于1倍焦距时，成正立、放大的虚像。即2倍
焦距处是成放大实像或缩小实像的.分界点）

实像总是异侧倒，（即成实像时，总是像、物异侧，像相对
于物是倒立的）

虚像总是同侧正。（即成虚像时，总是像、物同侧，像相对
于物是正立的）

物近像远像变大，（即物体靠近透镜时，像要远离透镜，同
时像要变大）

物远像近像变小。（即物体远离透镜时，像要靠近透镜，同
时像要变小）

像的大小像距定，（即像距变大时像变大，像距变小时像变
小）



像儿跟着物体跑。（即物体向哪个方向运动，像就向哪个方
向运动）

凸透镜成像规律

1：当物距大于2倍焦距时，则像距在1倍焦距和2倍焦距之间，
成倒立、缩小的实像。此时像距小于物距，像比物小，物像
异侧。

2：当物距等于2倍焦距时，则像距也在2倍焦距，成倒立、等
大的实像。此时物距等于像距，像与物大小相等，物像异侧。

3：当物距小于2倍焦距、大于1倍焦距时，则像距大于2倍焦
距，成倒立、放大的实像。此时像距大于物距，像比物大，
物像异侧。

4：当物距等于1倍焦距时，则不成像，成平行光射出。

5：当物距小于1倍焦距时，则成正立、放大的虚像。此时像
距大于物距，像比物大，物像同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