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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4.1 光的直线传播

基础巩固

1.B 2.C
3.圆 4.B
5.A 不属于

能力提高

6.C
7.远大于 声音

8.（员）实像 光的直线传播

（圆）顺
（猿）将蜡烛靠近小孔（答案合理即

可）

（源）树叶缝隙离地面的距离不同
9.北京的现场观众听到演奏声所

需的时间为

贼员越 泽员
增 声 越 猿园皂猿源园皂/泽 越园.园愿愿泽

上海的观众听到演奏声所需的时

间为

贼圆越 泽圆
糟 越 员.2远伊员园远皂猿伊员园愿皂/泽 越源.圆伊员园原猿泽

对比可知，上海的观众先听到。

拓展提升

10.C
提示院图中的月食的轮廓袁是由于

太阳尧地球尧月亮位于同一直线上袁地

球位于太阳与月球之间时袁 不透明的

圆形地球挡住了沿直线传播的太阳

光袁在地球上看不到完整月球时袁便形

成了月偏食遥 所以圆弧的形成月球是

球形的无关袁故 C正确袁ABD错误遥

异4.2 光的反射

基础巩固

1.B 2.C
3.B
提示院 树反射的光经水面反射后

进入我们眼中袁 我们就看到了树的倒

影了遥

4.不会 遵循

5.漫反射 镜面反射

6.如图 1所示

图 1

法线

40毅

A

50毅

能力提高

7.C 8.C
怨.升高
1园.如图 2所示

30毅

60毅

图 2
1员.（1）竖直
（2）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3）漫
（4）不能 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和

法线在同一平面内

拓展提升

1圆.B
提示院小叶用激光笔对着光滑的

大理石地面照射时袁因地面光滑袁示光

发生镜面反射袁反射光线射向墙壁袁而

墙壁粗糙袁使光发生了漫反射遥在小叶

这一侧看时袁 光滑地面反射的光线几

乎没有进入人眼袁 而墙壁由于发生漫

反射进入人眼的光线较多袁 所以小叶

看到墙壁上出现了一个明亮的光斑袁
而光滑地面上的光斑很暗遥

1猿.0 30

14.皮鞋表面不是很光滑的，如果
是有灰尘的脏皮鞋就更加粗糙，这样

的皮鞋不能使集中光朝一定方向反射

（即发生漫反射），所以看上去就不发

亮。涂鞋油后，油里面的微小颗粒填到

皮鞋表面低的地方去，使鞋面变得很

平。而皮鞋油有一种渗透的本领，它能

填入每个小孔，再用布擦一擦，让油涂

得更均，则皮鞋表面不平状况大大改

善，光就会朝着一定方向反射（即发生

镜面反射），皮鞋看上去就亮多了，所

以皮鞋涂鞋油后会越擦越亮。

异4.猿 平面镜成像

基础巩固

1.D 2.C
3.4.6 不变

4.如下图所示
a

b
S

S忆

5.她在镜中的像大小不变。因为平
面镜成像大小与物体大小相等，与物

体到镜面的距离无关。

小红应将光源照向衣领。将衣领

照亮才能有较多的光通过平面镜反射

成较亮的像。“像”较亮才有较多的光

从“像”（镜中的衣领）射入小红的眼睛，

小红才能看清楚“像”（镜中的衣领）。

能力提高

6.B 7.C
8.10:51
9.（1）反射
（2）物体的像不会影响司机的视线

32021-2022学年能使太阳光会聚的透镜是凸透镜，使

太阳光发散的透镜是凹透镜。

方法二：把透镜对着自己的手指，

调节透镜与手指间的距离，能看到手

指放大的像的透镜是凸透镜。

能力提高

苑援C
愿.阅
9.实像可以呈现在光屏上，而虚像

不能（或实像由实际光线会聚而成袁虚

像则由光线的反向延长线相交而成 )
平面镜(或凸透镜尧凹透镜等）

10.光的折射 虚 右 虚

11.凸透镜 投影仪 倒立

12.放大镜 两条光线的夹角大小

13.（1）凸 凹 （2）正立、缩小的
虚 正立、放大的虚 （3）像与人眼的
距离远小于人眼的近视点

拓展提升

1源.B
1缘.放大 倒立 凹 右

16.（1）凹 凸

（2）距离
（3）水透镜的焦距是否与圆环的直

径有关？

异5.3 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基础巩固

员.B 圆援悦 猿援粤
源援倒立、缩小
缘援员园.园 放大

远援同一高度 员缘.园 靠近

能力提高

7.月 8.悦 怨援粤 员园援粤 11.阅 12.粤
员猿援倒立 远离

员源援（1）烛焰、凸透镜、光屏的中心
（2）10.0

（3）将蜡烛适当向左移动，并将光
屏适当向左移动，使之位置于 1倍焦

距和 2倍焦距之间
（4）从凸透镜的右侧透过凸透镜

去观察

拓展提升

员5.靠近 物距小于焦距，凸透镜

成正立的虚像

16.淤不经过
于如下图所示

M忆

8 46 2 0
a

b
c

凸透镜

主光轴
2 4 6 8 cm

M

F

异5.4 眼睛和眼镜
基础巩固

员.阅
圆.月
猿.远视眼 凸

源.（1）远视 凸透镜 （2）远视
5.（1）凸透镜 光屏 （2）人的眼

睛是通过调节焦距来获得清晰的像，

普通照相机是通过改变像距使像变清

晰

（3）25
（4）12.5

能力提高

6.阅
7.月
提示院 正常眼看远处和近处的物

体都清晰袁 就是根据晶状体自动调节

的原理袁 故说明眼睛是一个自动变焦

渊距冤系统袁所以图中可能是同一个人

的眼观察不同物体时的情况袁故选项 粤
错误袁选项 月正确遥看近处的物体袁要

使得像成在视网膜上袁 应该让晶状体

会聚能力变强袁所以应该变厚袁故选项

悦错误遥对于正常眼袁看远处和近处的

物体的都是正常看就行袁 但对于近视

眼袁远处物体的像成在视网膜的前方袁

所以通过眯眼的方式让晶状体在一定

程度上变薄袁有利于看清远处的物体袁
故选项 阅错误遥

8.前 凹

9.（1）放大 左 （2）右 （3）上
下

10.（1）距物体的距离 距离 小

（2）物体高度 高度 大 （3）我们观
察像的视角在变小

拓展提升

员员.粤
员圆.2m-1 凹 0.25
异5.5 显微镜和望远镜

基础巩固

1.A 2.A 3.月
能力提高

4.B 5.B
6.月
提示院物镜乙放大倍数小袁看到的

细胞数目多遥如果光圈和反光镜相同袁

甲放大倍数更大袁视野更暗遥物镜的放

大倍数越大袁 镜头越长袁 甲放大倍数

大袁镜头长遥显微镜下成的是倒像袁玻

片移动的方向与物像移动的方向相

反遥图一中的 X点在视野的右上袁应将

蝉翅样本向右上方移动袁 才能到视野

中央遥

7.（1）物镜 （2）放大 倒立 实

像 放大 正立 虚像

拓展提升

8.A
提示院在使用高倍镜时袁首先将在

低倍镜下观察到的目标移到视野的中

央袁然后转动转换器袁移走低倍镜袁换

上高倍镜曰换上高倍镜后视野会变暗袁

此时需调节光圈或反光镜曰 最后微调

细准焦螺旋袁使物像清晰即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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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

（3）淤垂直 于物距 像距

盂像会更不清晰
拓展提升

10.C
11.平面镜 45 C

12.（1）发散 （2）相同 （3）缩小
虚 （4）大

异4.源 光的折射

基础巩固

1.B 2.C
3.虚 大小不变 向上运动

4.A 反射 折射

5.如图 1所示

图 1

空气

水
O

6.不成正比 光从空气斜射入玻璃

中时，折射角的增加量小于入射角的

增加量

能力提高

7.A 8.D
9.直线 折射 虚

10.35毅
11.如图 2所示

C

B
A

水面

O

图 2
12.（1）光的传播方向会发生偏折

（2）小于 （3）增大 （4）玻璃 （5）光
路是可逆的

拓展提升

13.D
提示院因为平面镜成正立尧等大的

虚像袁 并且像到平面镜的距离和物到

平面镜的距离相等袁所以灯泡 a的像到

水面的距离 h2与灯泡 b 到水面的距离

h1一定相等曰测量时袁如果直接将刻度

尺竖直插入水中袁 使看到的零刻度线

与灯泡 a的像重合袁 考虑到光的折射袁
则刻度尺的零刻度线在灯泡 a的位置袁
故刻度尺在水面处的示数 h3表示灯泡

a的深度袁即 a到水面的距离遥

14.点燃的篝火，使火焰上方的空
气温度发生变化，从而使空气密度分

布不均匀，且不断变化，使对面同学反

射的光线发生折射，所以透过火焰看

到的他们的虚像就会不断晃动。

例子：夏天看柏油路面时，发现柏

油路面是晃动的。

异4.缘 光的色散

基础巩固

1.阅 2.C 猿.悦 4.A
能力提高

缘.阅 远.D
苑.（员）变化 （圆）多种色光

拓展提升

愿.A
9.（员）白屏上呈现白光 （圆）在折

射现象中，光路是可逆的

第四章 光现象 章节检测

一尧选择题

1.A
2.C
3.D
提示院为检验像相对于物是否上下

左右相反袁应选择不对称的光源遥

4.B
5.D
提示院光在墙面上发生漫反射袁在

镜子上发生镜面反射遥

6.A

提示院光线从空气中斜射入玻璃砖

中袁折射角小于入射角袁即 酌1约琢1曰光线

从玻璃砖中斜射入空气中袁 折射角大

于入射角袁即 酌2跃琢2曰由几何知识可知袁

酌1=琢2曰 在光的折射现象中光路是可逆

的袁所以 琢1=酌2遥

7.B
提示院 彩虹是太阳光通过悬浮在

空气中细小的水珠发生折射和反射而

形成的袁 这种把白色的太阳光分解为

各种彩色光的现象叫做光的色散现

象曰 不同颜色的光的折射程度是不同

的袁 发生色散时袁 红光的偏折程度最

小袁故 b 光线是红光曰紫光的偏折程度

最大袁故 a光线是紫光遥

8.B
9.C
10.C
提示院S发出的任意一条光线最多

只能产生两次反射袁 根据平面镜成像

特点分别作出入射光线 SA 和反射光

线 SB袁如图 1所示院设入射光线 SA 与

平面镜 MO 的夹角为 茁袁 则反射光线

AB与平面镜 MO的夹角也为 茁遥 当第

二次入射时候袁原来的反射光线 AB即

为入射光线袁则 AB与平面镜 NO的夹

角为 180毅-琢-茁遥同理袁SB与平面镜 NO
的夹角也为 180毅-琢-茁遥 要使第三次反

射不发生袁茁逸180毅-2琢袁 又因为 茁的最

小值为 琢2 袁 所以 琢2 逸180毅-2琢，解得

琢逸72毅遥

S忆 S义
S

A B
O

M N

琢

图 1
二尧填空题

11.光沿直线传播 大

12.折射 B

2021-2022学年

13.十年前的景象 介质的种类

14.能 B

15.45 虚

16.折射 乙

17.3m 7：20
18.90 左

三尧作图题

19.如图2所示

B忆

A 忆
A

M

B

图 2
20.如图 3所示

P2P1
图 3

提示院两条折射光线是平行的遥

四尧实验与探究题

21.（1）光的直线传播 倒立 实

下 变小 （2）不变 （3）树叶到地面
的距离不同

22.（1）等于 （2）在 （3）靠近
（4）光路是可逆的 （5）不平行 遵循

23.（1）像的位置 大小 （2）竖直
（3）前 虚 （4）不变 等于

24.（1）不能 在 （2）AON

BON忆 （3）淤不变 于偏向 盂光从
空气斜射入水中，折射角小于入射角，

入射角增大，折射角也随之增大

（4）172.1

五尧阅读理解题

25.（一）（1）“海市蜃楼”现象中，游
客看到的是虚像。

（2）根据以上提供的资料和所学
知识可知：

淤光线在同种不均匀介质中传播
或者从一种介质斜射入另一种介质

时，就会出现光的折射现象；

于海市蜃楼是光在沿直线方向传
播时，在密度不均匀的空气层中，经过

折射形成的现象；

盂人的眼睛逆着入射光线看，看
到的是景物的虚像。

（二）在汽车内通过车窗玻璃看外

面的景物时，外界景物反射的光线中

的一部分通过车窗玻璃发生折射后进

入车内射入人眼，人的眼睛逆着光线

看去，看到外界景物的虚像； 而车外

的人看车内时，由于车内的亮度较暗，

车内乘客反射的光线中的一部分通过

车窗玻璃折射后进入外界人眼的光线

较弱，而外部的光线较强，外界景物反

射的光线中的一部分通过车窗玻璃发

生反射后，反射光线也进入人的眼睛，

所以，人眼容易看到外界景物的像，而

不容易看到车内乘客的像。

异5.1 透镜

基础巩固

1.A 2.C
3.凸透镜 焦点

4.（1）实验器材：刻度尺、凸透镜、
白纸片

（2）实验步骤：淤让太阳光平行于
凸透镜的主光轴射向凸透镜，调整凸

透镜的位置，直到在白纸片上得到一

个最小、最亮的亮点，即为凸透镜的焦

点；于用刻度尺测出该点到凸透镜光
心的距离，即为凸透镜的焦距

能力提高

5.凸 焦点

6.如图2所示

F O F

图 2
7.如图3所示

图 3
s=f1+f2。

拓展提升

8.悦
提示院根据图示可知袁甲一定是对

光线起了会聚作用曰 而乙可能是对光

线起了发散作用袁 也可能是经过透镜

的光经过会聚点后继续传播而形成的

光斑遥

9.（1）偏向 会改变 观察光的

路径 （2）液体种类 凸透镜对光的

偏折射能力与凸透镜的凸起程度有关

异5.2 生活中的透镜
基础巩固

1.C 2.A 3.A
4.放大 虚像

缘.正立 放大 虚 远一些

远.方法一：让太阳光照射在透镜上，

人教八年级专版合刊 2答案页第 3期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