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八年级物理凸透镜成像规律教学反
思 凸透镜成像规律教学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八年级物理凸透镜成像规律教学反思篇一

通过本节课教学我感到有以下几点收获：

3、分工与合作节约了大量时间，提高了课堂效率；

4、通过黑板画图，将学生收集到的证据在凸透镜主光轴的图
上描点，使学生通过统计规律找出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感到尚有以下几点不足，需在今后的
教学中改进：

1、语言不够精炼，尤其在普通班，生源偏差，问题问的复杂，
造成部分学生学习有困难；

2、学生实验时间偏短，造成部分数据有偏差，表现在清晰的.
像位置没找准；

3、交流不够充分，在合作方面的收效有待提高。

八年级物理凸透镜成像规律教学反思篇二

x月15日全县小学教学开放日在我校举行，我也有幸参与了这
次活动。下面就就针对我的教学课题做一简单的反思。



凸透镜成像规律是本章的重点,通过学习凸透镜成像规律,可
以进一步理解照相机、投影仪、放大镜的原理及使用。本课
是个探究实验课，通过探究活动，使学生体验科学探究的全
过程和方法，并学习到从物理现象中归纳科学规律的方法。

由于物体通过凸透镜所成的像的性质与物距有关，而物距又
与透镜的焦距、二倍焦距有关，凸透镜的焦点、焦距比较抽
象，所以在引课前，设计了蜡烛成像的演示实验让每为学生
大致了解凸透镜能成各种像的情况，为接下来的教学作铺垫。

遵循探究实验的要求，先让学生提出问题。由于此实验学生
不能独立完成，所以没有让学生猜想，直接引导学生设计实
验。介绍实验器材，并着重讲解光具座的作用以及物距、像
距、实象、虚象的判断。指出实验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即蜡
烛、凸透镜、光屏的中心在同一高度。然后统一要求，探究
在物距尽量大时 ，观察像的性质及记录物距和像距。并引导
学生概括出凸透镜成像的第一条规律。然后，再放手让学生
观察减小物距时，像的变化情况，并概括出另两条成像规律。
这样，降低了学生认知的难度，符合了学生的认知规律。

整节课进行比较顺利，由于考虑学生的原因，大多数是在我
的引导、点拨下进行。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较慢，后面显得时
间有点紧，没有得到很好的训练和扩展。以后还要注意培养
学生根据实验现象和数据进行规律总结的能力。

八年级物理凸透镜成像规律教学反思篇三

通过本节课教学我感到有以下几点收获：

3、分工与合作节约了大量时间，提高了课堂效率；

4、通过黑板画图，将学生收集到的证据在凸透镜主光轴的图
上描点，使学生通过统计规律找出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感到尚有以下几点不足，需在今后的
教学中改进：

1、语言不够精炼，尤其在普通班，生源偏差，问题问的复杂，
造成部分学生学习有困难；

2、学生实验时间偏短，造成部分数据有偏差，表现在清晰的
像位置没找准；

3、交流不够充分，在合作方面的收效有待提高。

八年级物理凸透镜成像规律教学反思篇四

（1）用放大镜看书，用老式照相机照像，放大镜看远处同学，
激发学生探究兴趣，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2）将实验分割成若干个特定的任务，每组同学只要能够完
成一个任务，而u2f、2fuf、u

（3）根据规律进行应用：让学生猜测u=2f时像的情况并用实
验验证自己的猜想。

2、尽可能地做好铺垫，如复习引入时的一倍焦距处、两倍焦
距处，目的是便于引导学生在后面数据分析中能将物距与这
两个特殊点位置的比较考虑进去；运用了老式照相机作为观
察缩小、倒立像的重要器材，也是为了便于引导学生在后面
实验中将像成在光具座的光屏上。

3、设置不可能的任务：要求在光屏上成正立的像，让学生在
失败中轻松理解无法用光屏得到的象是虚像，难点轻松突破。

4、设计出符合实验任务的数据记录表，然后将四组同学实验
数据的整合汇总，方便了学生的数据分析，使绝大部分同学
能够比较轻松得出规律。



当然好的设计须要老师能够根据课堂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进行
临场应变，做出调整，特别是在学生“自主、合作、探究”
过程中，学生思维的火花闪现特别频繁，老师还要把握评价
和表扬的度。

八年级物理凸透镜成像规律教学反思篇五

作为一节公开课，准备之初仔细研究了新版八年级课本的内
容和大纲要求，在实际上课过程中稍作调整。最终确立了这
节课的目标,学生应掌握的重点内容：凸透镜成像特点与物距、
焦距的关系。我认为真正示范性的公开课应该是一堂常态课，
所以撇开了许多花哨的东西，从学生最熟悉的生活实例创设
情境，激发学生性质提出课题；通过设计实验，科学探究培
养学生科学素养；通过联系社会生活，拓展升华，来提升学
生能力。想让学生通过科学探究，找出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怎么解决既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又保证学生在有限的时间
内领会知识？这就需要我们老师进行精心的设计与组织。

如复习引入实像、虚像、焦距，目的是便于引导学生在后面
归纳成像特点和数据分析和中能将物距与这两个特殊点位置
的比较考虑进去。运用了灯泡、凸透镜和白板模拟照相机和
投影仪作为观察像的重要器材，也是为了便于引导学生在后
面实验中如何将像成在光具座的光屏上。我想应该让学生首
先体会凸透镜成像的性质，也就是在不同条件下成像的特点，
这样才能最快最准确的将课题引出。

（1）第一组实验：用学生用放大镜看书，老师模拟照相机照
像、投影仪成像。提出问题：凸透镜成不同的像与什么因素
有关。在学生顺利猜想后，再用凸透镜观察远处的物体，初
步验证学生猜想的正确性。激发学生探究兴趣，培养学生观
察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2）第二组实验：探究成像规律，没有让学生设计方案，也



没有让学生按照u2f、f

（3）第三组实验：根据数轴上的红色和黄色蜡烛，让学生猜
测放大像和缩小像的分界点在哪里？当学生猜出来u=2f时后，
再换不同的焦距的透镜再次实验验证猜想。从而顺利的猜
出u=2f的时候成等大的像并及时用实验验证。

（4）第四组实验：总结完成实像的三条定律后，对于部分学
生在第一组实验中出现的疑问：如果蜡烛靠的很近找不到像。
进行解疑。通过观察虚像的动画降低学生实验的难度，让学
生较快的找到虚像，并得出其特点。这样一倍焦距分虚实就
能得出。从而将凸透镜成像规律完整的归纳出来。最后有时
间预留了物距等于一倍焦距的'实验，放开让学生自主探究，
为下节课用作图的方法研究凸透镜做好充分的感性认识。

将凸透镜的应用：放大镜、照相机以及投影仪的特点让学生
归纳得出，从物理又走向社会生活。只有将所学的知识加以
运用，才能使其变成自己的东西，所以最后还要让学生以社
会生活中的问题为载体，施展自己的才华，培养学生运用所
学知识为人类服务的意识。也为下节课做好充分的准备。

当然好的设计必须要老师能够根据课堂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进
行临场应变，做出调整，特别是在学生“自主、合作、探
究”过程中，学生思维的火花闪现特别频繁，老师还要把握
评价和表扬的度。比如发现小于焦距不成像的时候，学生是
经过探究后获得的成功，他们在探究中得到的知识，知识点
也掌握牢靠了，这样以后在运用到这方面的知识点时，自然
也轻车熟路了。所以学生们实验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过
程，而应该达到一种认知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