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02 光学基础 

【考点分析】

章节 考点 考试题型 难易度 

光现象 

光沿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光的折射的现象及其应用 选择题 ★ 

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选择题、填空题 ★★ 

光的反射、折射、平面镜成像的光路图 作图题 ★ 

凸透镜 

凸透镜和凹透镜的光路图 作图题 ★★ 

凸透镜成像的特点 选择题、填空题 ★★ 

眼睛和眼镜（近视眼、远视眼成像特点及矫正） 选择题、填空题 ★ 

【知识点总结+例题讲解】

一、光沿直线传播： 

1.光源：自身能发光的物体。（注：月亮不是光源，月亮本身不发光） 

2.光沿直线传播：同一种均匀介质中，光沿直线传播。 

3.光沿直线传播的现象及应用： 

（1）现象：影子、日食、月食、光柱、小孔成像； 

（2）应用：瞄准、排队、激光准直、校直、针孔相机； 

4.小孔成像：倒立的、实像； 

（1）成像特点：倒立的实像； 

（2）成像与小孔的形状：无关； 

（3）成像原理：光沿直线传播； 

【例题 1】下列是光源的是（  ） 

A．闪烁的行星              B．道路两旁起警示作用的反光胶带 

C．发光的电灯              D．璀璨的钻石 

【答案】C 

【解析】解：A、行星自身不能发光，所以不是光源；故 A错误。BD、道路两旁起警示作用的反光胶

带，璀璨的钻石自身不能发光，是反射太阳的光，不是光源；故 BD 错误。C、发光的电灯都能够自

身发光，属于光源；故 C正确。故选：C。 

【变式 1】下列物体不属于光源的是（  ） 

A．月亮          B．太阳          C．正常工作的电灯          D．燃烧的蜡烛 

【答案】A 

【解析】解：A、月亮不能发光，不是光源，故 A符合题意； 

B、太阳能自身发光是光源，故 B不符合题意；C、工作的电灯能发光是光源，故 C不符合题意； 

D、燃烧的蜡烛能发光是光源，故 D不符合题意。 

故选：A。 

【例题 2】如图所示的现象中，属于光的直线传播的是（  ） 



 
 

 
 
 
 

 

 

 

 

A．折断的钢笔   B．汽车后视镜       C．手影      D．海市蜃楼 

【答案】C 

【解析】解：A、折断的钢笔是由于光从一种介质斜射入另一种介质时，光的传播方向会发生偏折，

属于光的折射，故 A不符合题意； 

B、汽车的后视镜是利用凸面镜成像，属于光的反射，故 B不符合题意； 

C、手影是由于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故 C符合题意； 

D、海市蜃楼是由于光的折射形成的，故 D不符合题意； 

故选：C。 

【变式 2】下列实例中不能用光的直线传播解释的是（  ） 

A．水中倒影      B．手影的形成      C．日食和月食      D．小孔成像 

【答案】A 

【解析】解：A、水中倒影是平面镜成像，平面镜成像是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故 A符合题意； 

B、手影是由于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故 B不符合题意； 

C、日食和月食是由于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故 C不符合题意； 

D、小孔成像是由于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故 D不符合题意。 

故选：A。 

【例题 3】我国的学者墨子是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小孔成像实验探究的人，早于牛顿 2000多年就已经

总结出相似的理论，如图所示，下列关于小孔成像，说法正确的是（  ） 

A．小孔所成的像为倒立的实像 

B．小孔成像的原理与照相机的成像原理相同 

C．小孔成像中像的形状与孔的形状有关 

D．小孔所成像的大小只与小孔到光屏的距离有关 

【答案】A 

【解析】解：A、小孔成像成倒立的实像，故 A正确； 

B、小孔成像原理是光的直线传播，照相机的成像原理是凸透镜成像，故 B错误； 

C、小孔成像中像的形状与孔的形状无关，故 C错误。 

D、小孔成像中像的大小与物体到小孔、光屏到小孔的距离有关，故 D错误。 

故选：A。 

【变式 3】小欢用针孔照相机（即小孔成像实验装置）观察蜡烛的烛焰，若保持小孔和蜡烛的烛焰位

置不变，如图所示。则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若内筒位置不变，半透明膜上烛焰的像是正立的 

B．若内筒位置不变，半透明膜上烛焰的像是放大的 



 
 

 
 
 
 

C．若向右拉动内筒，半透明膜上烛焰的像将变小 

D．若向左推动内筒，半透明膜上烛焰的像将变亮 

【答案】D 

【解析】解：A、小孔成的像是倒立的，故 A错误； 

B、若内筒位置不变，孔离物的距离大于孔离屏的距离时，像是缩小的，故 B错误； 

C、小孔和烛焰的距离不变，若向右拉动内筒，增加筒长时，像将变大，故 C错误； 

D、小孔和烛焰的距离不变，若向左推动内筒，减小筒长时，像将变小，变亮，故 D正确。 

故选：D。 

二、光的反射： 

1.光的反射定律： 三线同面 、 法线居中 、 两角相等 、 光路可逆 ； 

（1）三线共面：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法线在同一平面上； 

（2）法线居中：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居于法线的两侧； 

（3）两角相等： 反射角＝入射角 ； 

（4）光路可逆：光的反射过程中光路是可逆的； 

 

 

 

 

 

2.反射作图（考试）： 

（1）法线用虚线表示； 

（2）法线一定要标上垂直符号； 

（3）光线上要有箭头。 

3.人能看见物体：不发光物体把照在它上面的光反射进入我们的眼睛。 

4.反射分类：镜面反射和漫反射；（都遵循反射规律） 

（1）人能看见不发光物体的原理：光的反射；（例如：看见汽车在行驶） 

（2）人能从各个方向看到本身不发光的物体，是由于光射到物体上发生 漫反射 的缘故。 

【例题 4】如图所示，下列光现象中，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是（  ） 

 

 

A．手影的形成                   B．日食的形成 

C．水中倒影                     D．从岸上看到水中的鱼 

【答案】C 

【解析】解：（1）影子、日食、月食是由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故 AB错误； 

（2）水中的倒影是由光的反射引起的，遵循“光的反射”规律，是“平面镜成像”现象，故 B正确； 

（3）从岸上看到水中的鱼是光的折射形成的虚像，故 D错误。 



 
 

 
 
 
 

故选：C。 

【变式 4】我国古代用如图所示的“鉴”来盛水，也用来照面，所以我国古代把镜子和照镜子称作

“鉴”。人对着水面可以看到自己，是利用以下哪种光学原理（  ） 

A．光的直线传播 

B．光的反射 

C．光的折射 

D．光的色散 

【答案】B 

【解析】解：平静的水面是一个平面镜，人对着水面可以看到自己，属于平面镜成像，是由光的反

射形成的。故选：B。 

【例题 5】自行车的尾灯能将照射过来的光反射回去。如图所示，这是一条射向自行车尾灯的光线，

请在图中画出自行车尾灯将这条光线反射回去的光路图。 

 

 

 

 

 

【答案】见解析。 

【解析】解：过反射点作垂直于反射面的法线，根据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画出反射光线；然后过二次

反射点作法线，仍然根据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画出反射光线的方向，注意二次反射光线与原来的入射

光线平行。 

答案如图所示： 

【变式 5】如图所示入射光线与水平面成 30°角，要使反射光线竖直照射到矿井中，在图中画出平

面镜的位置并标出反射角度数。 

 

 

 

 

【答案】见解析。 

【解析】解：由于反射光线竖直射入井内，过入射点 O（入射光线与水平直线的交点）竖直向下作出

反射光线 OB；然后作∠AOB 的角平分线即为法线（ON）；因平面镜与法线垂直，则据此可画出平面

镜的位置。由图知：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的夹角∠AOB＝30°+90°＝120°； 

则反射角∠BON=
1

2
∠AOB=

1

2
×120°＝60°，如图所示： 

【例题 6】用如图所示的装置探究光的反射规律。纸板由 E、F两部分组成，可以绕 ON翻折，为了探

究反射角与入射角大小的关系，应进行的操作是（  ） 



 
 

 
 
 
 

A．改变光线 EO与 ON的夹角 

B．沿 ON向后转动纸板 F 

C．改变纸板与平面镜之间的夹角 

D．沿 ON向后转动纸板 E 

【答案】A 

【解析】解：在探究反射角与入射角的大小关系时，为了得出普遍的规律，应多次改变入射角的大

小，这样才能避免结论的偶然性，应进行的操作是改变光线 EO与 ON的夹角，故 A 正确，BCD错误； 

故选：A。 

【变式 6】如图是小天同学探究光的反射定律的实验过程。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实验中使用硬纸板是为了显示光的传播路径 

B．图甲中∠EOM是入射角 

C．图乙的现象说明反射光线跟入射光线和法线在同一平面内 

D．图丙和图甲中的现象说明在反射现象中光路是可逆的 

【答案】B 

【解析】解：A、硬纸板能对光发生漫反射，实验时利用硬纸板显示光路，故 A正确； 

B、由图甲可知 ON为法线，所以∠EON为入射角，故 B 错误； 

C、为了探究“反射光线、入射光线与法线是否在同一平面内”，要向后折转显示反射光线的那侧纸

板，即图中的右侧纸板，故 C正确； 

D、验证“光路可逆”时，如果让光线逆着原来反射光的方向射向反射面，这时的入射角为原来的反

射角，看这时的反射角是否为原来的入射角，从而验证光路是否可逆，由丙图可知光路可逆，故 D正

确； 

故选：B。 

【例题 7】如图所示，在暗室中用手电筒照射挂在白色墙上的小镜子，在手电筒方向看，这时看到被

照射部分（  ） 

A．墙和镜子都是黑色的 

B．墙和镜子都是白色的 

C．墙是黑色的，镜子是白色的 

D．墙是白色的，镜子是黑色的 

【答案】D 

【解析】解：镜子表面很平，光线照射时，表面会发生镜面反射，从照射角度看，几乎没有光线进入

人的眼睛，感觉镜子是黑暗的； 



 
 

 
 
 
 

墙面凹凸不平，当有光线照射时，反射光线射向四面八方，在手电筒方向看，有一部分光线进入人

的眼睛，感觉墙是明亮的； 

故选：D。 

【变式 7】在雨后晴朗的夜晚行走，为了不踩到地上的积水，下面的判断正确的是（  ） 

A．迎着月光走，地上发亮的是水，背着月光走，地上暗处是水 

B．迎着月光走，地上暗处的是水，背着月光走，地上发亮处是水 

C．迎着月光或背着月光走，地上暗处都应是水 

D．迎着月光或背着月光走，地上发亮处都应是水 

【答案】A 

【解析】解：首先我们可分析出光射到水面上为镜面反射，射到地上为漫反射。当我们迎着月光走

时，镜面反射的光正好射到我们的眼睛，所以看到的亮处是水。而当我们背着月光走时，镜面反射

的光完全不能进入人眼，此时进入眼睛的只有地上漫反射的光，所以看到的暗处是水。 

故选：A。 

三、平面镜成像： 

1.平面镜成像特点：等大、等距、垂直、虚像； 

（1）正立的、等大的、虚像； 

（2）像、物分居平面镜两侧； 

（3）像、物到镜面的距离相等：u=v； 

（4）像、物的连线与镜面垂直；（像与物关于平面镜对称） 

（5）物体靠近平面镜，像也靠近平面镜，靠近的速度大小相等； 

（6）注意：像的大小与平面镜的大小、位置、形状，以及物体到平面镜的距离等无关。 

2.平面镜成像作图：做物体关于平面镜对称的图形； 

（1）物体与像用虚线连接，并且在连线与平面镜相交处标上垂直符号； 

（2）像用虚线画。 

 

【例题 8】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在图中画出物体 AB在平面镜 MN中所成的像 A'B'（保留作图痕迹）。 

 

 

 

 

 

【答案】见解析。 

【解析】解：分别作出物体 AB端点 A、B关于平面镜的对称点 A′、B′，用虚线连接 A′、B′即为

AB 在平面镜中的像。如图所示： 

【变式 8】小美去鞋店买鞋，如图所示是她站在镜前试鞋的情景。请画出小美的眼睛 A点看到鞋面 B

点在平面镜中所成像的完整光路图。 



 
 

 
 
 
 

 

 

 

 

 

【答案】B 

【解析】解：根据平面镜的特点在平面镜的另一侧作出鞋面 B点的对称点 B′，即为其在平面镜中的

像； 

连接像点与眼睛 A点与镜面相交于一点 O，即为入射点，连接 BO、OA，则 BO是入射光线，OA为反射

光线，如图所示： 

【例题 9】如图所示，小汐在检查视力，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小汐在靠近平面镜时，视力表上字母“E”在镜中的像变大了 

B．视力表上字母“E”在平面镜中的像是虚像，不可以呈现在光屏上 

C．镜中视力表的像到她的距离为 2.1m 

D．小汐远离平面镜 1.5m时，她的像向她远离 1.5m 

【答案】B 

【解析】解：A、因为平面镜成像的特点是成等大的虚像，小汐在靠近平面镜时，视力表上字母“E”

在镜中的像不变，故 A错误； 

B、由于物体在平面镜中成虚像，虚像不能用光屏承接，故 B正确； 

C、从图示中可以看出，视力表距离平面镜 2.5m，因为像距等于物距，可知视力表的像距离平面镜也

为 2.5m，而该同学距离平面镜为 2.5﹣0.4m＝2.1m，所以镜中视力表的像到该同学的距离为

2.5m+2.1m＝4.6m，故 C错误； 

D、小汐远离平面镜 1.5m时，根据物、像到平面镜的距离相等，则她在镜中的像也远离平面镜 1.5m，

所以她的像向她远离 3m，故 D错误。 

故选：B。 

【变式 9】如图所示，平面镜 M 直立在水平地面上，长 6cm的铅笔平放在地面上且与平面镜垂直，笔

尖离平面镜 10cm，现铅笔以 2cm/s的速度垂直平面镜向它匀速靠近，则（  ） 

A．铅笔的像为虚像，且尖端朝右 

B．笔尖的像移动速度大于笔尾的像移动速度 

C．经过 3s，笔尖的像与笔尾的像相距 6cm 

D．将 M逆时针转动 45°，铅笔的像竖直且尖端朝上 

【答案】C 

【解析】解：A、平面镜所成的像为虚像，但由于像与物体关于镜面对称，所以铅笔尖端朝左，故 A

错误； 

B、若铅笔以 2cm/s速度向平面镜靠近，同时像也以 2cm/s速度垂直向平面镜靠近，故 B错误； 

C、由于像与物的大小相等，所以铅笔长 6cm，铅笔的像也长 6cm，即笔尖的像与笔尾的像相距 6cm，



 
 

 
 
 
 

故 C正确； 

D、铅笔与平面镜的夹角为 45°，根据平面镜成像的特点，此时平面镜将铅笔与像的夹角平分，所以

铅笔与它在平面镜中的像互相垂直，即铅笔的尖端朝下，故 D错误。 

故选：C。 

四、光的折射： 

1.光的折射： 

（1）斜射：发生偏折； 

（2）垂直入射：不偏折（光沿直线传播）； 

（3）折射时，介质的密度越小，光速越大，光线与法线形成的角越大； 

 

 

 

 

 

 

2.光的折射规律： 

（1）三线共面：折射光线、入射光线和法线都在同一个平面内； 

（2）法线居中：折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居法线两侧；（反射光线和折射光线在法线同侧） 

（3）光路可逆：在折射现象中，光路是可逆的； 

（4）入射角增大，折射角也随之增大； 

（5）在光的折射现象中，介质的密度越小，光速越大，与法线形成的角越大：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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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射角）； 

②光从水或其他介质中斜射入空气中时，折射光线向界面方向偏折：（折射角＞入射角）； 

3.折射现象： 

（1）从岸上看水里：虚像、偏浅； 

（2）从水中往外看：虚像、偏高； 

4.常见光学现象及原理： 

（1）光沿直线传播：影子、光柱、日食、月食、瞄准、排队、校直、小孔成像、针孔相机等； 

（2）光的反射：倒影、平面镜，看见不发光的物体； 

（3）光的折射：看水中的物体，海市蜃楼、凸透镜（照相机、投影仪、放大镜）； 

5.光的色散： 

（1）把白光分解成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的光的现象叫光的色散； 

（2）太阳光（即白光）是由多种色光混合而成的，这是英国牛顿发现的； 

（3）色光的三原色是指 ：红、绿、蓝； 

【例题 10】光从空气射入玻璃时，下列关于折射角与入射角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折射角一定小于入射角              B．折射角有可能等于入射角 



 
 

 
 
 
 

C．折射角随入射角的减小而增大        D．折射角不可能小于入射角 

【答案】B 

【解析】解：光从空气中斜射入玻璃时，折射角小于入射角，当光垂直入射时，折射角和入射角相

等，都等于零度，折射时折射角随着入射角的增大而增大。 

故选：B。 

【变式 10】光从空气中斜射入水中，入射角为 30°，则折射角（  ） 

A．小于 30°      B．大于 30°      C．等于 30°      D．0° 

【答案】A 

【解析】解：由光的折射规律可知：光从空气中斜射入水中时，折射角要小于入射角，入射角是 30°，

则折射角会小于 30°。 

故选：A。 

【例题 11】人在岸上透过池水看池塘底部，下列光路图正确的是（  ） 

 

 

 

 

 

【答案】D 

【解析】解：人在岸上透过池水看池塘底部，池底的光线由水中斜射入空气时，在水面处发生折射，

折射角大于入射角，折射光线进入人眼，人眼会逆着折射光线的方向看去，就会觉得池底变浅了， 

A 图中光的传播方向错误，而且没有发生折射，B图没有发生折射，C图光的传播方向错误，故只有

D 正确。 

故选：D。 

【变式 11】小明下自习到楼下后发现教室的灯还亮着，下列光路图能正确表示小明所观察到的实际

情况的是（  ） 

 

 

 

 

【答案】B 

【解析】解：第一次折射：先过入射点 O 垂直玻璃上表面作出法线，再在玻璃内部法线的另一侧作

出折射光线，注意折射角小于入射角； 

第二次折射：先过 O′点垂直玻璃下表面作出法线，再在玻璃的下侧空气中作出折射光线，注意折射

角大于入射角，折射光线与玻璃上表面的入射光线平行，如图所示。 

由此可知，ACD错误，B正确。 

故选：B。 

【例题 12】下列现象是由于光的折射产生的是（  ） 



 
 

 
 
 
 

 

 

 

 

A．水中清晰的倒影       B．树荫下的光斑      C．手影游戏       D．天空中出现的彩虹 

【答案】D 

【解析】解：A、水中的“倒影”属于平面镜成像，平面镜成像是利用光的反射原理，故 A不合题意； 

B、树荫下的光斑是由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故 B不合题意； 

C、墙上的手影，影子的形成利用了光沿直线传播的原理，故 C不合题意； 

D、天空中出现的彩虹是由于光的折射形成的，故 D符合题意。 

故选：D。 

【变式 12】如图所示的光现象中，属于光的折射的是（  ） 

 

 

 

 

A．司机通过后视镜观察路况       B．筷子好像在水面处“折断” 

C．日晷面上呈现晷针的影子       D．塔在水中形成“倒影” 

【答案】B 

【解析】解：A、司机通过后视镜观察路况是利用了光的发射现象，故 A错误； 

B、筷子好像在水面处“折断”，是因为光的折射，故 B正确； 

C、日晷面上呈现晷针的影子，是因为光的直线传播，故 C错误； 

D、塔在水中形成“倒影”与平面镜成像原理相同，是光的反射造成的，故 D错误。 

故选：B。 

【例题 13】将筷子斜放在空碗中，向碗内缓缓注水，筷子在水中的部分看起来向   （填“上”或

“下”）弯折了，这是光从    （填“水到空气”或“空气到水”）传播时发生了     现象。 

 

 

 

 

【答案】上； 水到空气；折射。 

【解析】解：插入水中的筷子，由于筷子反射的光线从水中斜射入空气中时，传播方向发生了偏折，

远离法线，折射角大于入射角，所以看到筷子在水中的部分是向上弯折。此时看到的像是筷子的虚

像。 

故答案为：上； 水到空气；折射。 

【变式 13】某校在新建设的喷水池底部安装了一只射灯。池内无水时，射灯发出的一束光照在左侧



 
 

 
 
 
 

池壁上，在 S 点形成一个亮斑，如图所示。往池内注水，水面升至图中的 a 位置时，在左侧池壁上

亮斑的位置在 S点的    （上方/下方）；水面从 a 位置升至 b位置的过程中，左侧池壁上亮斑的

位置会    （上移/不变/下移）；当水面升至 c位置时，水面下左侧池壁亮斑的位置在     （S

点/S点上方/S点下方）。 

 

 

 

 

【答案】下方；上移；S点。 

【解析】解：（1）往池内注水，水面升至 a位置时，光发生折射，根据光的折射定律知，折射角大

于入射角，左侧池壁上亮斑的位置在 S点的下方，如图所示； 

 

 

 

（2）同理，水面上升至 b位置时，入射角的大小不变，折射角的大小也不变，所以左侧池壁上亮斑

的位置上移； 

（3）水面上升到 c的位置时，光线在水中的传播方向不变，故照射在 S点。 

故答案为：下方；上移；S点。 

【例题 14】图所示光现象是由光的色散形成的是（  ） 

 

 

 

 

A．日食现象    B．月亮在水中的倒影     C．雨后彩虹           D．“凿壁偷光” 

【答案】C 

【解析】解：A、日食现象是光的直线传播，故 A错误。 

B、月亮在水中的倒影属于平面镜成像，是由光的反射形成的，故 B错误。 

C、彩虹是光的色散现象，由空气中的小水珠将太阳光折射形成的，故 C正确。 

D、“凿壁偷光”是利用光的直线传播，故 D错误。 

故选：C。 

【变式 14】各种颜色的光是由色光的三原色混合组成，这三种色光是红、    、蓝。我们看到飘

扬的红旗，是因为红旗      （“吸收”或“反射”）了红色光。 

【答案】绿；反射。 

【解析】解：用放大镜观察彩色电视画面，可以发现是由红、绿、蓝三种色光混合而成的； 

红旗是不透明的物体，在太阳光照射下，红旗只反射红光，吸收其它颜色的光，所以看到红旗呈红

色。 



 
 

 
 
 
 

故答案为：绿；反射。 

五、凸透镜成像： 

1.凸透镜和凹透镜典型光路 

 

 

 

2.凸透镜成像规律: 

物距 倒正 大小 虚实 像距 应用 

u>2f 倒立 缩小 实像 f<v<2f 照相机 

u=2f 倒立 等大 实像 v=2f  

f<u<2f 倒立 放大 实像 v>2f 投影仪 

U=f 不成像 获得平行光 

u<f 正立 放大 虚像 v>u 放大镜 

结论:①当物距大于一倍焦距时，成  实  像，当物距小于 1倍焦距时，成  虚  像； 

②当物距大于 2倍焦距时，成 缩小 像，当物距小于 2倍焦距时，成 放大 像； 

③无论成什么像，当物体靠近焦点时，所成的像变  大  ，且像距变  大  ； 

④所有的虚像都是  正立的  ；所有的实像都是  倒立的  ； 

⑤成放大的像：  v﹥u  ；成缩小的像：  v﹤u  。 

【例题 15】如图，将光路补充完整。 

 

 

 

 

【答案】见解析。 

【解析】解：首先根据通过焦点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将平行于主光轴画出折射光线，折射光线与

平面镜的交点为入射点，然后过入射点垂直于镜面作出法线，再根据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做出反射光

线，如图所示： 

【变式 15】作出图中的折射光线。 

 

 

 

 

【答案】见解析。 

【解析】解：平行于主光轴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将过焦点；通过焦点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将平



 
 

 
 
 
 

行于主光轴。如图所示： 

【例题 16】一束平行于主光轴的光射向凹透镜，请在图中画出光线经过凹透镜后的方向。 

 

 

 

 

 

 

 

 

【答案】见解析。 

【解析】解：入射光线平行于主光轴，所以该光线经凹透镜折射后，其折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过焦

点。连接入射光线一侧的焦点和折射点，并延长两点的连线，标出光线的方向，如图： 

【变式 16】如图所示，A、B 是发光点 S发出光线，请你画出 A、B两条光线通过凹透镜的折射光线。 

 

 

 

 

【答案】见解析。 

【解析】解：平行于主光轴的光线经凹透镜折射后，其折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过焦点；过光心的光

线经凹透镜折射后传播方向不改变，如图所示： 

【例题 17】完成下列光路图。 

 

 

 

 

 

【答案】见解析。 

【解析】解：平行于主光轴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过焦点，过焦点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将平行于

主光轴，据此做出光路图，如下所示： 

 

 

 

 

 

过凹透镜光心的光线传播方向不改变，延长线过另一侧焦点的光线经凹透镜折射后将平行于主光轴，



 
 

 
 
 
 

据此做出光路图，如图所示： 

【变式 17】完成图中的光路图。 

 

 

 

 

【答案】见解析。 

【解析】解：①通过焦点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将平行于主光轴；过凸透镜光心的光线传播方向不

改变。如图所示： 

②延长线过另一侧焦点的光线经凹透镜折射后将平行于主光轴；②平行于主光轴的光线经凹透镜折

射后，其折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过焦点。如图所示： 

【例题 18】已知凸透镜的焦距为 15cm，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当物体距凸透镜 10cm时，成正立、放大的实像 

B．当物体距凸透镜 20cm时，成倒立、放大的实像 

C．当物体距凸透镜 35cm时，成倒立、放大的实像 

D．当物体从距凸透镜 20cm 处远离凸透镜时，在凸透镜另一侧所成的像逐渐变大 

【答案】B 

【解析】解：A、当 u＝10cm 时，u＜f＝15cm，成正立、放大的虚像，故 A错误； 

B、当 u＝20cm时，2f＞u＞f，成倒立、放大的实像，故 B正确； 

C、当 u＝35cm时，u＞2f，成倒立、缩小的实像，2f＞v＞f，故 C错误； 

D、当物体从距凸透镜 20cm 处远离凸透镜时，物距增大，在凸透镜另一侧所成的像逐渐变小。故 D错

误。 

故选：B。 

【变式 18】将一个凸透镜正对太阳光，在透镜另一侧 15cm处得到一个最小，最亮的光斑。若将一个

物体放在此透镜前 20cm处，则可在透镜另─侧光屏上得到倒立、       的实像，利用此原理工

作的光学仪器是       （填“照相机”“投影仪”或“放大镜”）。 

【答案】放大；投影仪。 

【解析】解：将一个凸透镜正对太阳，可在距凸透镜 15cm处得到一个最小、最亮的光斑，则该凸透

镜焦距为 15cm； 

将一物体放在此透镜前 20cm 处，f＜20cm＜2f，成倒立、放大的实像，其应用是投影仪。 

故答案为：放大；投影仪。 

【例题 19】将一凸透镜正对太阳，可在距透镜 20cm 处得到一个最小、最亮的光斑。若将一个物体

放在此透镜前 50cm处，则可在透镜另一侧得到（  ） 

A．倒立、缩小的实像 B．倒立、放大的实像 

C．正立、缩小的实像 D．正立、放大的虚像 

【答案】A 



 
 

 
 
 
 

【解析】解：把一个凸透镜对准太阳光，可在距凸透镜 20cm处得到一个最小、最亮的光斑，所以，

f＝20cm。 

若将一个物体放在此透镜前 50cm处，u＝50cm，u＞2f，成倒立、缩小的实像。 

故选：A。 

【变式 19】课外活动实践时，李华在光具座上做“研究凸透镜成像”的实验中，当光屏、透镜及烛

焰的相对位置如图所示时，恰能在光屏上得到一个清晰的像。由此判断，他所用凸透镜的焦距（  ） 

A．一定大于 20cm 

B．一定小于 8cm 

C．一定在 8cm 到 10cm 之间 

D．一定在 10cm 到 16cm 之间 

【答案】C 

【解析】解：由图可知：u＝20cm，v＝16cm。且 u＞v； 

由凸透镜成像规律可知：此时的像是倒立缩小的实像； 

则 u＝20cm＞2f，2f＞16cm＞f， 

解得 10cm＞f＞8cm。 

故选：C。 

【例题 20】小军做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时，将焦距为 10cm凸透镜固定在光具座上 50cm刻度线处，

光屏和点燃的蜡烛在凸透镜的两侧，蜡烛放置在 35cm 刻度线处，如图所示，移动光屏，直到在光屏

上呈现烛焰清晰的像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光屏上呈现的是烛焰的虚像 

B．光屏上呈现的是烛焰正立的像 

C．该实验现象能说明照相机的成像特点 

D．如果把蜡烛和光屏互换位置，光屏上的像是缩小的 

【答案】D 

【解析】解：ABC、已知凸透镜焦距为 10cm，保持透镜在 50cm刻度线处不动，将点燃的蜡烛放在光

具座上 35cm刻度线处，物距为 50cm﹣35cm＝15cm，则此时物距大于一倍焦距小于二倍焦距，所以在

光屏上可呈现烛焰清晰倒立、放大的实像，其应用是投影仪，故 ABC错误； 

D、由题可知凸透镜此时成的是倒立、放大的实像，把蜡烛和光屏互换位置，根据光路可逆可知，光

屏上能得到倒立、缩小的实像，故 D正确。 

故选：D。 

【变式 20】如图所示是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装置，实验中所使用的透镜焦距为 10cm，实验中

将蜡烛分别放在甲、乙、丙、丁四个位置，观察光屏上成像情况（光屏位置未标出）。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 

 

 

 

 

A．蜡烛在甲位置时，需将光屏移动到 70cm刻度的右侧位置，才能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 

B．蜡烛在乙位置时，透镜成像的特点与幻灯机的原理相同 

C．蜡烛在丙位置时，光屏上成的清晰的像为倒立、缩小的实像 

D．蜡烛在丁位置时，成正立、放大的虚像，与放大镜成像原理相同 

【答案】D 

【解析】解：A、蜡烛在甲位置时，物距大于二倍焦距，像距在一倍焦距和二倍焦距之间，所以需将

光屏移动到 60cm到 70cm之间的位置，才能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故 A错误； 

B、蜡烛在乙位置时，物距大于二倍焦距，成倒立缩小的实像，应用为照相机，故 B错误； 

C、蜡烛在丙位置时，物距大于一倍焦距小于二倍焦距，光屏上成的清晰的像为倒立、放大的实像，

故 C错误； 

D、蜡烛在丁位置时，物距小于焦距，成正立、放大的虚像，与放大镜成像原理相同，故 D正确。 

故选：D。 

六、眼睛和眼镜： 

1.眼睛： 

（1）成像原理： 

①眼球相当于一架 照相机 ； 

晶状体和角膜共同作用相当于一个凸透镜；眼球后部的视网膜相当于胶片（光屏）； 

②物体经晶状体成像于视网膜上，再通过视神经把信息传入大脑，从而产生视觉； 

③眼睛的视网膜上成的是一个倒立、缩小的实像。 

④明视距离：25cm ；近点：10cm；（正常人眼能看清最近的距离约为 25cm，最远距离为无穷远） 

（2）正常眼睛视物：眼睛通过睫状体改变晶状体的厚薄，使像刚好成在视网膜上面； 

①看近处的物体，角膜变厚； 

②看远处的物体，角膜变薄。 

 

 

 

 

 

2.近视眼与远视眼：  

（1）近视眼： 像成在视网膜的前方 ； 

①特征：只能看清近处的物体，看不清远处的物体； 



 
 

 
 
 
 

 

 

 

 

 

②成因：近视眼的晶状体太厚，折光能力太强； 

③矫正：凹透镜； 

因为凹透镜具有发散光线的性质；使清晰的图像略向后移．．．，使像成在视网膜上。 

（2）远视眼（又叫老花眼）： 像成在视网膜的后方 ； 

①特征：只能看清远处的物体，看不清近处的物体； 

 

 

 

 

 

②成因：远视眼的晶状体太薄，折光能力太弱； 

③矫正：凸透镜； 

因为它具有会聚光线的性质；使清晰的像略向前移，准确地成在视网膜上。 

 

 

 

 

 

【例题 21】疫情期间，不少学生用手机上网课，长时间盯着屏幕，导致视力下降，其眼睛成像原理

如图所示，那么（  ） 

A．他患上近视眼，需用凸透镜矫正 

B．他患上近视眼，需用凹透镜矫正 

C．他患上远视眼，需用凸透镜矫正 

D．他患上远视眼，需用凹透镜矫正 

【答案】B 

【解析】解：由眼睛成像原理图可知，像呈在视网膜的前方，因此他患上近视眼， 

近视眼是晶状体的曲度变大，会聚能力（即折光能力）增强，像呈在视网膜的前方，应佩戴发散透

镜，即凹透镜，使光线推迟会聚，故 B正确，ACD错误。 

故选：B。 

【变式 21】矫正近视和远视眼的隐形眼镜，是一种直接贴在眼睛角膜表面的薄镜片，有凸片和凹片

两种。有一种规格的软质隐形眼镜，中心厚度 0.05mm。如图所示是某人观察远处物体时，物体在眼



 
 

 
 
 
 

球内成像的示意图，则他所患眼病及应配戴的这种隐形眼镜镜片边缘的厚度分别为（  ） 

A．近视眼，大于 0.05mm 

B．近视眼，小于 0.05mm 

C．远视眼，小于 0.05mm 

D．远视眼，大于 0.05mm 

【答案】A 

【解析】解：由题干中的图可知：像呈在视网膜的前方，所以该人患的是近视眼； 

近视眼是晶状体曲度变大，会聚能力增强，即折光能力增强，应佩戴凹透镜，使光线推迟会聚； 

凹透镜的特点是中间薄边缘厚，所以眼睛镜片的边缘厚度大于 0.05mm； 

故选：A。 

【例题 22】仔细观察如图所示四幅图，能说明远视眼的成像原理及其矫正方法的是（  ） 

A．丙甲        B．丙丁 

C．乙甲        D．乙丁 

【答案】D 

【解析】解：远视眼是晶状体曲度变小，会聚能力减弱，即折光能力减弱，像呈在视网膜的后方，应

佩戴会聚透镜（凸透镜），使光线提前会聚。 

因此图乙能够说明远视眼的成像原理，图丁给出了远视眼的矫正方法。 

故选：D。 

【变式 22】小明是近视眼，爷爷是老花眼，在甲、乙示意图中，      图是小明眼睛的成像示意

图，矫正需配戴眼镜的镜片应选用   （选填“丙”或“丁”）。爷爷想看书，小明应拿   眼镜

给他（选填“A”或“B”）。 

 

 

 

 

 

【答案】乙；丙；A。 

【解析】解：甲图将光线会聚在视网膜后方，因此甲图表示远视眼，远视眼应该配戴凸透镜进行矫

正。 

乙图将光线会聚在视网膜前方，因此乙图表示近视眼，近视眼应该配戴凹透镜进行矫正。 

因为小明的是近视眼，所以乙图是小明眼睛的成像示意图；矫正需配戴眼镜的镜片应选用凹透镜（丙），

因为小明的爷爷是老花眼，所以甲图是爷爷眼睛的成像示意图；矫正需配戴眼镜的镜片应选用凸透

镜（丁），A是成的正立、放大的虚像，与放大镜的成像情况相符，所以爷爷想看书，小明应拿 A眼

镜给他。 

故答案为：乙；丙；A。 

 



 
 

 
 
 
 

 

跟踪训练 

1．下列光现象中，能够用光的直线传播来解释的是（  ） 

 

 

 

A．筷子“弯折”     B．小孔成像     C．桥的倒影     D．雨后彩虹 

【答案】B 

【解析】解：A、筷子插入水中时，水下部分筷子上的光到达水面时发生了折射，所以看上去“弯折”

了，故 A 错误； 

B、小孔成像是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故 B正确； 

C、桥在水中的倒影是平面镜成像，属于光的反射，故 C错误； 

D、雨后彩虹，是由于太阳光照到空气中的小水滴上，被分解为绚丽的七色光，即光的色散，故 D 错误。 

故选：B。 

2．小明用针孔照相机（即小孔成像实验装置）观察蜡烛的烛焰，若保持小孔和蜡烛的烛焰位置不变，

如图所示，则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若内筒位置不变，半透明膜上的像是正立的 

B．若小孔改为小三角形，半透明膜上的像也变为三角形 

C．随着蜡烛的燃烧，半透明膜上的像也随之下移 

D．若取下半透明膜，透过小孔将看到的是正立的烛焰 

【答案】D 

【解析】解：A、小孔成的像是倒立的，故 A错误； 

B、烛焰经小孔成倒立的实像，像的形状与烛焰形状相同，像与小孔的形状无关，即蜡烛在塑料薄膜

上成的像是烛焰的倒立实像，故 B错误； 

C、保持小孔、屏和烛焰的位置都不变，蜡烛燃烧变短，根据光的直线传播，烛焰在屏上成的像在原

来像的位置上方，半透明膜上的像也随之上移，故 C错误； 

D、若取下塑料薄膜，透过小孔，根据光的直线传播，将看到的是正立的烛焰，故 D正确。 

故选：D。 

3．如图所示自然现象中，由光的反射形成的是（  ） 

 

 

 

 

A．图甲：水中的筷子弯折                  B．图乙：浓密树荫下的圆形光斑 

C．图丙：水中物体的倒影                  D．图丁 

【答案】C 

【解析】解：A、放在水中的筷子看起来向上弯折，是因为光从水中斜射入空气时，折射角大于入射



 
 

 
 
 
 

角，属于光的折射现象，故 A不符合题意。 

B、浓密树荫下的圆形光斑属于小孔成像，是由于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故 B不符合题意。 

C、水中倒影属于平面镜成像；平面镜成像是光的反射原理，故 C符合题意。 

D、海市蜃楼是一种由光的折射产生的现象，是由于空气的密度不均匀而引起的，故 D 不符合题意。 

故选：C。 

4．小明用如图所示的装置探究光反射时的规律，将平面镜放在水平桌面上，纸板 ENF竖直地立在平

面镜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为了便于观察，纸板 ENF最好用光滑的白色纸板 

B．把纸板 NOF向后折，在纸板上看不到反射光线，说明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不在法线两侧 

C．若纸板与平面镜不垂直，则不能在纸板上同时看到入射光 EO和反射光 OF 

D．图中所示的入射角为 46° 

【答案】C 

【解析】解：A、为了看清楚纸板上的光路，纸板材质应是较粗糙，光线射在上面发生了漫反射，反

射光线射向各个方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能看得清楚，故 A错误； 

B、入把半面纸板 NOF向前折或向后折，这时，在 NOF 上看不到反射光线，说明反射光线、入射光线

和法线在同一平面内，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在法线两侧，故 B错误； 

C、法线在纸板上，法线与镜面垂直，入射光线、法线、反射光线在同一平面内，如果纸板与平面镜

不垂直，则镜面的法线不在纸板上，入射光沿纸板照射后，反射光线不在纸板上，则我们在纸板上

看不到反射光线，不是反射现象消失了，故 C正确； 

D、已知入射光线与镜面的夹角为 46°，所以入射角为 90°﹣46°＝44°，而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所以反射角也是 44°，故 D错误。 

故选：C。 

5．舞蹈演员向平面镜方向移动时（  ） 

A．像变大，像到平面镜的距离变大         B．像的大小不变，像到平面镜的距离变大 

C．像变小，像到平面镜的距离变小         D．像的大小不变，像到平面镜的距离变小 

【答案】D 

【解析】解：平面镜所成的像与物体是等大的，当人靠近平面镜时，视觉上感觉像在变大，但实际

上像的大小并没有变。所以若她向着靠近平面镜的方向移动时，他在平面镜中像的大小不变。物像

到平面镜的距离相等，因此像到平面镜的距离变小，故 ABC错误，D正确。 

故选：D。 

6．下列现象中，与筷子在水面处“折断”原理相同的是（  ） 



 
 

 
 
 
 

 

 

 

A．海市蜃楼       B．日食现象     C．屏幕上呈现人的影子   D．桥在水中形成的倒影 

【答案】A 

【解析】解：筷子在水面处“折断”是光的折射现象。 

A、海市蜃楼，是光在密度不均匀的空气中形成的折射现象，符合题意； 

BC、日食现象和屏幕上呈现人的影子，都是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不符合题意； 

D、桥在水中形成的倒影，水面成像，是光的反射现象，不符合题意。 

故选：A。 

7．若光线从空气斜射入水中时，折射角为 32°，则入射角可能为（  ） 

A．0° B．22° C．45° D．90° 

【答案】C 

【解析】解：由光的折射规律可知：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时，折射角小于入射角； 

已知折射角为 32°，故入射角一定大于 32°；当入射角为 90°时，光线与水面平行，不改变传播方

向，对照选项可知，只有选项 C中的 45°符合要求。 

故选：C。 

8．下列四幅图中能说明近视眼成像原理和近视眼矫正方法的是（  ）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答案】D 

【解析】解：甲图中像成在了视网膜的后面，该眼睛是远视眼，远视眼应该配戴凸透镜进行矫正；

故丙图是远视眼的矫正示意图； 

由乙图可知：像成在视网膜的前方，故该眼睛是近视眼，近视眼是晶状体曲度变大，会聚能力增强，

即折光能力增强，应佩戴发散透镜，使光线推迟会聚；故丁图是近视眼的矫正示意图。 

故选：D。 

 

 

9．如图所示，凸透镜的焦距为 10cm，此时蜡烛在光屏上成一个清晰的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若蜡烛燃烧变短，烛焰在光屏上的像将向下移动 

B．若蜡烛向远离凸透镜方向移动，烛焰所成的像将逐渐变大 

C．若保持凸透镜位置不动，交换蜡烛和光屏的位置， 

能在光屏上得到倒立、缩小的实像，成像规律可以应用于照相机 

D．若保持蜡烛和光屏位置不动，向右移动透镜的过程中，可能会在光屏上成一个倒立、等大的像 

【答案】C 

【解析】解：A、若蜡烛燃烧变短，根据经过光心的光线的传播方向不变可知，烛焰在光屏上的像将

向上移动，故 A错误； 

B、若蜡烛向远离凸透镜方向移动，物距变大，像距变小，像变小，故 B错误； 

C、若保持凸透镜位置不动，交换蜡烛和光屏的位置，此时的物距大于像距，根据光路可逆可知，能

在光屏上得到倒立、缩小的实像，成像规律可以应用于照相机，故 C正确； 

D、若保持蜡烛和光屏位置不动，向右移动透镜的过程中，当 u＝v＝2f 时，才能成倒立、等大的实

像，移动过程中，物距和像距的和大于 4f，所以光屏上不能成一个倒立、等大的像，故 D错误。 

故选：C。 

10．如图所示，AC为入射光线，CB为折射光线，且 AO＜OB。已知 OA＝6cm，该凸透镜的焦距可能是

（  ） 

 

 

 

A．f＝2cm B．f＝5cm C．f＝7cm D．f＝9cm 

【答案】B 

【解析】解：根据题意 AO＜OB可知，A点成像在 B点，像距大于物距，满足 f＜u＜2f，成倒立、放

大的实像。因为 OA＝6cm，则 f＜6cm＜2f，由此可得 3cm＜f＜6cm，故 B 符合题意、ACD 不符合题

意。 

故选：B。 

11．阳光明媚的夏天，在茂密的树下常常看到一个个小亮斑，这些小亮斑其实是太阳     （选填

“正立”或“倒立”）的     （选填“实”或“虚”）像，因为光在空气中沿     传播。

在一张不透光的纸上打一个极小的“△”形孔，让太阳光垂直射到这张纸上经过这个小孔，这时

在地面可以看到      （选填“圆形”、“三角形”或“方形”）小亮斑。 

【答案】倒立；实；直线；圆形。 

【解析】解：太阳光沿直线传播经过树叶间的缝隙，在地上形成光斑，这是小孔成像，小孔成的像

是倒立的实像。 

小孔成像中，像的形状与小孔的形状无关，像的形状取决于物体的形状，因此太阳通过“△”形的

小孔仍然成圆形的像。 

故答案为：倒立；实；直线；圆形。 

12．小明同学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实验时：将玻璃板垂直放置在水平桌面上，这样做是为了



 
 

 
 
 
 

便于确定像的     。将点燃的蜡烛 A竖立在玻璃板的前面，将      （选填“点燃”或“不

点燃”）蜡烛 B放到玻璃板后与 A的像重合；当蜡烛 A远离玻璃板时，其像会     （选填“靠

近”或“远离”）玻璃板，像的大小      （选填“变小”、“不变”或“变大”），本实验

中，选取两个完全相同的蜡烛做实验，所用的方法是        。 

【答案】位置；不点燃；远离；不变；等效替代法。 

【解析】解：（1）将玻璃板垂直放置在水平桌面上，这样能透过玻璃板观察到像，便于确定像的位

置； 

（2）如果点燃玻璃板后方的蜡烛 B，无法分清镜中的烛焰是像还是对面 B的烛焰，难以确定像的位

置，从而对实验造成影响，所以实验过程中蜡烛 B不需要点燃； 

（3）当蜡烛 A远离玻璃板时，根据像和物体到平面镜距离相等，所以像远离玻璃板；若将蜡烛远离

玻璃板，根据像和物体大小相等，物体大小不变，像的大小也不变； 

（4）实验中选取两个完全相同蜡烛的目的是探究像与物的大小关系，所用的方法是等效替代法。 

故答案为：位置；不点燃；远离；不变；等效替代法。 

真题过关 

一、选择题（共 20小题）： 

1．（2022•辽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下列诗词涉及光学知识，对其解释正确的是（  ） 

A．“起舞弄清影”，影子是由于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实像 

B．“明镜可鉴形”，明镜成像是因为光发生了折射 

C．“潭清疑水浅”，潭水看起来浅是因为光发生了反射 

D．“瀑水喷成虹”，彩虹是光的色散现象 

【答案】D 

【解析】解：A、“起舞弄清影”，实像是由实际光线会聚形成的像，影子既不是实像，也不是虚像，

是一种光沿直线传播造成的光现象，故 A错误； 

B、“明镜可鉴形”，明镜成像是属于平面镜成像，是光的反射形成的虚像，故 B 错误； 

C、“潭清疑水浅”是因为光从水中斜射入空气中时发生了折射现象，故 C错误； 

D、“瀑水喷成虹”，彩虹是光的色散现象，故 D正确。 

故选：D。 

2．（2022•毕节市）下列诗词中涉及到的光现象，解释正确的是（  ） 

A．峰多巧障日——山峰挡住太阳光是因为光沿直线传播 

B．潭清疑水浅——潭水看起来变浅是因为光发生了反射 

C．明镜可鉴形——镜子可以成像是因为光发生了折射 

D．江清月近人——看到江中的月亮，是月亮的实像 

【答案】A 

【解析】解：A、“峰多巧障日”是因为光在同种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故 A正确； 

B、“潭清疑水浅”是因为光从水中斜射入空气中时发生了折射现象，故 B错误； 



 
 

 
 
 
 

C、镜子可以成像属于平面镜成像，是光的反射形成的虚像，故 C错误。 

D、江中看到的月亮属于平面镜成像，是光的反射形成的月亮的虚像，故 D错误。 

故选：A。 

3．（2022•巴中）关于光现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安装电梯时使用的激光垂准仪应用了光沿直线传播的原理 

B．通过平静湖面看到飞机飞得越高，湖水中飞机倒影越小，说明物体到平面镜距离越大，像越小 

C．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光的折射中只有光的反射光路可逆 

D．太阳光透过教室中装满水的饮水桶出现了彩色，是由于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 

【答案】A 

【解析】解：A、激光是一种特殊的光，它不但有自己的特性，也具有普通光的一般性质，激光准直

应用了光在同种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故 A正确； 

B、平面镜成像大小与物体到镜面的距离无关，像的大小始终与物体的大小相同，故 B错误； 

C、光线发生反射、折射时光路是可逆的，故 C错误； 

D、太阳光经水珠折射以后，分成各种彩色光，这种现象叫做光的色散现象，故 D 错误。 

故选：A。 

4．（2022•荆州）“万里长江，美在荆江”。长江实施禁捕以来，生态得到明显改善。游客乘坐游船

到达荆州，看见江岸边高楼林立，荆州长江大桥倒映在平静的江面，水下的鱼儿跃出水面。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 

A．看不见高楼后面的景色，说明光不能在固体中传播 

B．长江大桥的倒影是由于光的反射产生的 

C．水面下鱼儿的像在鱼儿的下方 

D．看见跃出水面的鱼儿是由于光的折射 

【答案】B 

【解析】解：A、看不见高楼后面的景色，说明光沿直线传播，光能够在透明的固体中沿直线传播，

故 A错误； 

B、长江大桥的倒影相当于平面镜成像，是由于光的反射产生的，故 B正确； 

C、根据光的折射，水中的鱼的像比实际位置高，在鱼儿的上方，故 C错误； 

D、看见空气中的鱼儿是光的直线传播，故 D错误。 

故选：B。 

5．（2022•镇江）下列现象中，可用“光沿直线传播”解释的是（  ） 

 

 

 

 

 

A．水中倒影        B．筷子“折断”       C．树下光斑            D．雨后彩虹 



 
 

 
 
 
 

【答案】C 

【解析】解：A、水中的“倒影”，是平面镜成像，属于光的反射现象，故 A错误； 

B、筷子“折断”，是光的折射现象，故 B错误； 

C、树下光斑，是由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故 C正确； 

D、彩虹是光照射到空气中的小水滴上发生的折射现象，故 D错误。 

故选：C。 

6．（2022•西藏）扎西同学观察到以下生活现象，其中可以用光的反射解释的是（  ） 

 

 

 

 

A．手影           B．铅笔“错位”       C．猫照镜子         D．三棱镜分解白光 

【答案】C 

【解析】解：A、影子的形成是光的直线传播现象，故 A不合题意； 

B、铅笔“错位”是由于铅笔放入水中，铅笔反射的光线由水中斜射入空气中，方向发生偏折，使得

我们在视觉上感觉铅笔在水中被折断了，是光的折射现象，故 B不合题意； 

C、猫照镜子属于平面镜成像，可以用光的反射解释，故 C符合题意； 

D、三棱镜分解白光是光的色散现象，是由于光的折射形成的，故 D不合题意。 

故选：C。 

7．（2022•呼和浩特）日出东方，万物光明；林间疏影，潭影映人。上面句中，林间疏影与潭影映

人，是两种光学现象，其原理与下面两幅图的光学原理相同，这两幅图是（  ） 

 

 

 

A．①和② B．②和③ C．③和④ D．②和④ 

【答案】A 

【解析】解：林间疏影是由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潭影映人属于平面镜成像，是由光的反射形成的； 

手影是由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倒影属于平面镜成像，是由光的反射形成的；插在水中的筷子变弯

了，是由光的折射形成的；彩虹属于光的色散现象，光的色散现象的实质是光的折射；由此可知，A

正确。 

故选：A。 

8．（2022•通辽）下列现象中，与筷子在水面处“折断”原理相同的是（  ） 

 

 

 

 



 
 

 
 
 
 

A．海市蜃楼        B．日食现象     C．屏幕上呈现人的影子   D．桥在水中形成的倒影 

【答案】A 

【解析】解：筷子在水面处“折断”是光的折射现象。 

A、海市蜃楼，是光在密度不均匀的空气中形成的折射现象，符合题意； 

BC、日食现象和屏幕上呈现人的影子，都是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不符合题意； 

D、桥在水中形成的倒影，水面成像，是光的反射现象，不符合题意。 

故选：A。 

9．（2022•鄂尔多斯）日出时能看到地平线以下的太阳。下列现象与此原理相同的是（  ） 

 

 

 

 

A．树荫下圆形的光斑 B．汽车后视镜中的像 

C．水中筷子“折断” D．人能看到课本 

【答案】C 

【解析】解：日出时能看到地平线以下的太阳，是由于光经过不均匀的大气层时发生折射形成的。 

A、树荫下圆形的光斑是小孔成像现象，是由于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故 A不合题意； 

B、汽车后视镜中的像利用了光的反射来成像，故 B不合题意； 

C、水中筷子“折断”是光从水中斜射入空气中时发生折射形成的，故 C符合题意； 

D、人能看到本身不发光的课本，是光的反射现象，故 D不合题意。 

故选：C。 

 

10．（2022•滨州）如图所示，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实验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用玻璃板代替平面镜，是为了观察到的蜡烛的像更清晰 

B．只要把光屏放在恰当的位置，就能承接到蜡烛的像 

C．蜡烛距玻璃板越远，蜡烛的像就越小 

D．只把玻璃板向左平移，蜡烛的像的位置不变 

【答案】D 

【解析】解：A、使用平面镜时，只能成像，而不能透光，不容易确定像的位置，用玻璃板时，既能

成像，又能透光，便于确定出像的位置，而且能比较像与物的大小关系，故 A错； 

B、玻璃板中成的虚像，用光屏承接不到虚像，故 B错； 



 
 

 
 
 
 

C、蜡烛距玻璃板越远时，根据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可知，蜡烛在玻璃板中的像也会变远，蜡烛的像大

小不变，故 C错； 

D、只把玻璃板向左平移时，蜡烛到玻璃板的距离没改变，由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可知，蜡烛的像到玻

璃板的距离也不变，即蜡烛的像的位置不变，故 D正确。 

故选：D。 

11．（2022•益阳）如图所示，人站在竖直放置的平面镜前，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人靠近平面镜时，他的像变大 

B．人与平面镜的距离增大时，他与像的距离变小 

C．平面镜垂直纸面向里移动，他的像位置不变 

D．平面镜的上端向人倾斜，他的像位置不变 

【答案】C 

【解析】解：A、由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可知，像与物体的大小总是相等，所以当物体靠近平面镜的距

离变小时，像的大小不变，故 A错误； 

B、由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可知像与物到平面镜的距离相等，人与平面镜的距离增大时，他的像到平面

镜的距离增大，他与像的距离变大，故 B错误； 

C、平面镜成像时像与物体关于平面镜对称，平面镜垂直纸面向里移动，他的像位置不变，故 C正确； 

D、平面镜成像时像与物体关于平面镜对称，平面镜的上端向人倾斜，他的像位置会变高，故 D错误。 

故选：C。 

12．（2022•牡丹江）下列正确表示光从空气斜射到水面的光路是（  ） 

 

 

 

 

【答案】C 

【解析】解：A、当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折射角应小于入射角，而 A中折射角大于入射角了，故 A

错误； 

B、光发生反射时，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居在法线的两侧，而图中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在法线的同

侧了，故 B错误； 

C、光发生反射时，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居在法线的两侧，反射角与入射角相等，符合光的反射定

律， 

当光发生折射时，折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居法线两侧，当光从空气斜射入水里或其它透明介质中时，

折射光线向法线方向偏折，折射角小于入射角，故 C正确； 

D、当光从空气斜射入水里或其它透明介质中时，折射光线向法线方向偏折，折射角小于入射角，而



 
 

 
 
 
 

图中折射角等于入射角，故 D错误。 

故选：C。 

13．（2022•青岛）“爱护眼睛，你我同行”。眼球好像一架照相机，其成像原理与凸透镜类似，要

成倒立、缩小的实像，物体可位于图中的（  ） 

 

 

 

 

A．A点 B．B点 C．C点 D．D点 

【答案】D 

【解析】解：眼球好像一架照相机，其成像原理与凸透镜类似，要成倒立、缩小的实像，此时的物距

应大于二倍焦距，所以物体可以位于图中的 D点处。 

故选：D。 

14．（2022•东营）6月 6日是全国“爱眼日”，2022年的活动主题为“关注普遍眼健康，共筑‘睛’

彩大健康”。如图所示，模拟近视眼成像情况和矫正方法正确的是（  ） 

 

 

 

A．①④ B．②④ C．①③ D．②③ 

【答案】A 

【解析】解：①图的入射光线会聚在视网膜的前方，所以①图表示了近视眼的成像情况；近视眼是

因为晶状体焦距太短，像落在视网膜的前方，为了使光线会聚在原来的会聚点后面的视网膜上，就

需要在光线进入人的眼睛以前发散一下，因此戴对光线具有发散作用的凹透镜来矫正。因此④图能

正确表示近视眼的矫正情况。 

故选：A。 

15．（2022•威海）在“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实验中，光具座上依次摆放蜡烛、凸透镜和光屏，

如图所示，此时烛焰在光屏上恰好成清晰等大的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凸透镜的焦距为 20cm 

B．当蜡烛因燃烧逐渐变短，光屏上的像会逐渐向上移动 

C．若遮挡凸透镜的一部分，光屏上将得不到完整的像 

D．若在蜡烛和凸透镜之间放置一个远视镜，为得到清晰的像光屏应向右移动 

【答案】B 



 
 

 
 
 
 

【解析】解：A、由图可知，此时的物距等于像距，即 u＝v＝2f 时，凸透镜成倒立、等大的实像，

如图，u＝v＝2f＝20cm 时，所以 f＝10cm，故 A错误； 

B、由于过光心的入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传播方向不变，所以随着蜡烛燃烧变短，光屏上的像将向

上移动，故 B正确； 

C、遮住凸透镜的一半，物体上任一点的光射向凸透镜的另一半，经凸透镜折射后，照样能会聚成像，

像的大小不发生变化，折射光线减少，会聚成的像变暗，故 C错误； 

D、在蜡烛和凸透镜之间放一个远视眼镜，远视眼镜是凸透镜，凸透镜对光线具有会聚作用，可以使

光线提前会聚，所以需要将光屏靠近凸透镜，即左移，故 D错误。 

故选：B。 

16．（2022•湘潭）如图，将印有花的透明胶片，贴在发光手电筒前端玻璃上，正对着焦距为 10cm的

凸透镜，调整位置，墙上出现一朵清晰放大的“花”。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胶片上的花是倒立的 

B．此透镜可作为近视眼镜镜片 

C．胶片与透镜的距离小于 10cm 

D．白墙相当于光屏，发生的是镜面反射 

【答案】A 

【解析】解：AC、由图可知，此时的物距小于像距，则成的是放大、倒立的实像，像是正着的，则胶

片是倒置的；此时的物距应该在一倍焦距和二倍焦距之间，所以胶片与透镜的距离小于 20cm、大于

10cm，故 A正确，C错误； 

B、远视眼的成因是像成在了视网膜的后方，需要佩戴对光线具有会聚作用的凸透镜矫正；近视眼的

成因是像成在了视网膜的前方，需要佩戴对光线具有发散作用的凹透镜矫正，故 B错误； 

D、白墙的表面凹凸不平，光线照射到白墙后会发生的是漫反射，故 D错误。 

故选：A。 

17．（2022•枣庄）在“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实验中，蜡烛、凸透镜、光屏在光具座上的位置如

图所示，这时烛焰在光屏上能成等大清晰的像。关于本实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凸透镜的焦距是 20cm 

B．把蜡烛移至刻度尺 10cm处，凸透镜不动，移动光屏，能在光屏上得到清晰的像 



 
 

 
 
 
 

C．把蜡烛移至刻度尺 32cm处，凸透镜不动，移动光屏，能在光屏上得到清晰的像； 

这与照相机的成像原理相同 

D．把蜡烛移至刻度尺 45cm处，凸透镜不动，移动光屏，会再次在光屏上得到清晰的像 

【答案】B 

【解析】解：A、由图示知，刻度尺的分度值为 1cm，蜡烛与凸透镜镜的距离为 20.0cm，即物距为

20.0cm，此时在光屏上成的像是倒立、等大的实像，根据凸透镜成像规律可知此时物距等于二倍焦

距，所以凸透镜的焦距为 10.0cm。故 A错误； 

B、把蜡烛移至刻度尺 10cm 处，凸透镜不动，此时物距为 40cm 大于两倍焦距，成倒立缩小的实像，

故 B正确； 

C、把蜡烛移至刻度尺 32cm 处，凸透镜不动，此时物距为 18cm大于一倍焦距小于两倍焦距，成倒立

放大的实像，而照相机成的是倒立缩小的实像，故 C错误； 

D、把蜡烛移至刻度尺 45cm 处，凸透镜不动，此时物距为 5cm 小于焦距，成正立放大的虚像，虚像

不能呈现在光屏上，故 D错误。 

故选：B。 

18．（2022•赤峰）教学楼门厅里竖立着一面平面镜，一只小蜜蜂以图中虚线所示路线从镜前飞过，

蜜蜂在镜中的像（  ） 

A．大小不变，到镜面的距离变大 

B．大小不变，到镜面的距离变小 

C．变大，到镜面的距离变大 

D．变大，到镜面的距离变小 

【答案】B 

【解析】解：小蜜蜂以图中虚线所示路线从镜前飞过时是靠近镜面，物距变小，像距也变小，但蜜

蜂在镜中的像大小不变，故 B正确。 

故选：B。 

19．（2022•扬州）在天宫课堂中，航天员王亚平将空气注入水球，形成的气泡球与水球的球心都在

O 点。一束光线从空气射入水球的光路如图所示，其中球心 O与入射点 O1的连线为法线。则进入

气泡球的折射光线可能为（  ） 

 

 

 

 

 

 

 

A．① B．② C．③ D．④ 

【答案】A 



 
 

 
 
 
 

【解析】解：光从水中斜射入空气中，会发生折射，折射角大于入射角，对于球体而言，入射点与球

心所在的直线即法线，入射光线和折射光线分别位于法线两侧，就图而言，OO2 所在的直线即法线，

进入气泡球的折射光线可能为①。 

故选：A。 

20．（2022•晋中）如图所示，是创新小组的同学们自制的照相机。在较暗的教室内，让凸透镜对着

明亮的室外，拉动纸筒，在半透明膜上可看到室外实验楼清晰的像，若想在半透明膜上成实验楼

更大清晰的像，下列做法正确的是（  ） 

A．相机和纸筒的位置均不变 

B．相机不移动，纸筒向后缩 

C．相机向后移，纸筒向后缩 

D．相机向前移，纸筒向前伸 

【答案】D 

【解析】解：在自制的相机中，室外的实验楼为“物”，半透明膜为“光屏”，想在半透明膜上成实

验楼更大清晰的像，需要将物体“靠近”凸透镜，即相机向前移动，同时半透明膜要“远离”凸透

镜，即纸筒向前伸，据此可知选项 ABC错误，D正确。 

故选：D。 

二、填空题（共 5小题）： 

21．（2022•呼和浩特）小亮同学坐在平静的湖边，看到“云在水中漂，鱼在云上游”。则，天上的

白云与映在湖里的白云，距水面的距离      （选填“相同”或“不同”）；看到的鱼相比实

际的鱼，距水面的距离     （选填“远”或“近”）；看到水中的白云在向东移动，则天上的

白云在向     （选填“东”或“西”）移动；看到的水中鱼和水中云，是鱼和云所成的像，关

于这两个像，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选填字母）。 

A.都是实像          B.都是虚像          C.鱼是实像，云是虚像 

【答案】相同；近；东；B。 

【解析】解：小亮看到白云在水中的倒影属于平面镜成像，是由光的反射形成的虚像，根据平面镜

成像特点可知，物像到平面镜的距离相等，故天上的白云与映在湖里的白云距水面的距离相同； 

小亮看到“鱼”的位置比实际位置升高了，即距水面的距离近，这是光的折射现象造成的虚像； 

由平面镜成像特点可知，物与像关于镜面对称，当水中的白云在向东移动时，则天上的白云在向东

移动； 

看到的水中鱼，是由光的折射形成的虚像；水中云，是由光的反射形成的虚像，所以这两个像都是

虚像，故选 B。 

故答案为：相同；近；东；B。 

22．（2022•镇江）如图所示，竖直放置的平面镜能绕水平轴 MN 转动，小明站在平面镜正前方，他

在镜中成的是   （选填“实”或“虚”）像；小明垂直镜面移动 8cm，他与像的距离改变   cm；

为了让他站着就能看到镜中脚的像，可以让平面镜绕轴沿    时针方向转动。 

 



 
 

 
 
 
 

 

 

 

 

【答案】虚；16；顺。 

【解析】解：据平面镜所成像的特点可知，平面镜所成的像是虚像，所以小明同学在镜中的像是虚

像； 

小明垂直镜面移动 8cm，由于像到平面镜的距离等于物到平面镜的距离，所以小明镜中的像也垂直镜

面移动 8cm，那么他与像的距离改 8cm+8cm＝16cm； 

为了让他站着就能看到镜中脚的像，应让平面镜倾斜一些，绕轴沿顺时针方向转动。 

故答案为：虚；16；顺。 

23．（2022•遵义）某同学在家用一个玻璃球做成像实验，如图所示。墙上的像是    （选填“实”

或“虚”）像，墙面到玻璃球球心的距离     （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蜡烛到

玻璃球球心的距离。 

 

 

 

 

【答案】实；小于。 

【解析】解：墙相当于是一个光屏，由图可知，通过玻璃球成倒立、缩小的实像，由凸透镜成像规律

可知，此时墙面到玻璃球球心的距离（像距）小于蜡烛到玻璃球球心的距离（物距）。 

故答案为：实；小于。 

24．（2022•烟台）为了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学校门口安装了测温摄像仪，当同学们经过它时，

会自动利用       （选填“紫外线”或“红外线”）检测人体温度是否正常。测温摄像仪的成

像原理与我们生活中的       （选填“照相机”、“投影仪”或“放大镜”）成像原理相同，

当人靠近镜头时，所成像的大小将     （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答案】红外线；照相机；变大。 

【解析】解：人体会发出红外线，测温摄像仪会自动利用红外线检测人体温度是否正常； 

测温摄像仪的镜头是一个凸透镜，其成像原理与照相机相同，成倒立、缩小的实像； 

当人靠近镜头时，物距变小，像距变大，所成像的大小将变大。 

故答案为：红外线；照相机；变大。 

25．（2022•赤峰）让平行于主光轴的光分别射向凸透镜 A与 B，情况如图甲所示，则 A与 B中对光

的会聚作用较强的是     。如图乙所示，烛焰通过凸透镜 A恰好能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如

果保持蜡烛的位置不动，将凸透镜 A换成凸透镜 B，还想在光屏上看到清晰的像，应该向   移

动光屏。 

 



 
 

 
 
 
 

 

 

 

 

【答案】B；左。 

【解析】解：如题图甲所示，一束平行光经过透镜后会聚一点，该点就是焦点，焦点到光心的距离

是焦距，焦距越小，说明会聚作用越强，故 B对光的会聚作用较强。 

如题图乙所示，烛焰通过凸透镜 A 恰好能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如果保持蜡烛的位置不动，将凸透

镜 A换成凸透镜 B，因为凸透镜 B对光的会聚作用更强，所以光线会提前会聚，即成像在光屏左侧，

所以应该向左移动光屏才能在光屏上看到清晰的像。 

故答案为：B；左。 

三、作图题（共 5小题）： 

26．（2022•大连）如图所示，一束光入射到平面镜上，入射角为 60°，请画出反射光线并标出反射

角的度数。 

 

 

 

 

【答案】见解析。 

【解析】解：图中已经作出法线，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则反射角也为 60°，再在法线的另一侧根据

反射角等于入射角作出反射光线并标出反射角大小，如图所示： 

27．（2022•东营）如图所示，S 是发光点，请画出 S 在平面镜中的像 S′的位置，并画出由 S 点发

出经平面镜反射后通过 A点的光路图。 

 

 

 

 

 

 

【答案】见解析。 

【解析】解：先作发光点 S 关于平面镜的对称点 S′，然后连接 S′A，与镜面的交点即入射点 O，连

接 SO即可。如图所示： 

28．（2022•南通）如图，物体 AB正立在平面镜前，请作出物体 AB在平面镜中所成的像。 

 

 

 



 
 

 
 
 
 

 

 

 

【答案】见解析。 

【解析】解：先做出物体 A、B 端点的像点 A'、B'，连接 A'、B'即为物体 AB 在平面镜中所成的像，

如图所示： 

29．（2022•毕节市）如图所示，凸透镜与凹透镜的一个焦点重合，请根据入射光线，画出相应的出

射光线。 

 

 

 

 

 

【答案】见解析。 

【解析】解：凸透镜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焦点，且这两个焦点关于光心对称，同理凹透镜也是如此； 

已知凸透镜与凹透镜的一个焦点重合，则由图可知是凸透镜的右焦点和凹透镜的左焦点重合， 

过焦点的光线，经过凸透镜折射后，折射光线要平行于主光轴；平行于主光轴的光线，经过凹透

镜折射后，折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要过凹透镜的虚焦点，据此作图，如图所示： 

30．（2022•锦州）如图所示，S′是点光源 S在平面镜中所成的像，S发出的一条光线经平面镜反射

后恰好经过凸透镜左侧焦点 F。要求： 

（1）画出点光源 S； 

（2）补充入射光线； 

（3）画出反射光线经过凸透镜的折射光线。 

 

 

 

 

 

 

【答案】见解析。 

【解析】解：（1）平面镜成像时，像与物体关于镜面是对称的，据此做出发光点 S； 

（2）由图可知，像与反射光线的连线与镜面的交点为反射点，连接 S和反射点，该光线为入射光线； 

（3）从焦点发出的光线经过凸透镜后会平行于主光轴；如图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