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分备考攻略】中考物理高频考点精练专题 03 透镜及其运用

一、凸透镜成像

1．（2017·重庆）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蕴含了丰富的光学知识，文字词句与物理知识相符合

的是（　　）

A．“锦鳞游泳”，看到水里的鱼是实像

B．“皓月千里”，皎洁的月亮是光源

C．“浮光跃金”，湖面波动的光闪着金色是光的折射现象

D．“静影沉璧”，如玉璧一样月亮的倒影是光的反射现象

2．（2024 九下·十堰模拟）小宇同学的奶奶年龄大了，看不清手机屏幕，需要把手机拿远才能看清。

细心的小宇在网上帮奶奶购买了一个手机屏幕放大器，如图甲。将手机放在支架处，透过屏幕放大

器即可看到手机屏幕放大的像，图乙为其观看效果。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

A．小宇通过屏幕放大器看到手机屏幕放大的像是光的反射形成的像

B．屏幕放大器类似放大镜，手机应放置在放大器一倍焦距之内

C．通过屏幕放大器看到手机屏幕的像是放大的虚像

D．小宇的奶奶要矫正视力应该戴凸透镜

3．（2024·阳谷模拟）放在凸透镜主光轴上焦点 F 以内的光源 S 发出的光，通过凸透镜后的光路如图

所示，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凸透镜可以对光线起发散作用

B．焦点 F 是凸透镜起会聚作用和发散作用的分界点

C．该光路可以表示照相机成像时的情况

D．通过凸透镜后的光线发散程度比原来小，因此凸透镜的作用是对光线起会聚作用

4．下列光学元件（光学仪器）中，都能成实像的是（　　）



A．平面镜、近视眼镜 B．近视眼镜、远视眼镜

C．放大镜、照相机 D．照相机、投影仪

5．（2024 九下·和平模拟）如图请做出光线经平面镜反射，在经过凸透镜折射的光路图。

6．（2024 九下·长春模拟）某汽车司机下车时，随手将一瓶矿泉水放在仪表台上．不料因太阳光经过

矿泉水瓶照射，导致车内物品被点燃引发火灾．矿泉水瓶相当于　     　，对光有　     　作

用．因此，提醒大家在车内不要随意放置透明的有水的物品。

7．（2024 八上·重庆市期末）如图中，𝑀是透镜，两条平行光轴的光线射向透镜，经透镜折射后，光

线方向如图𝑎和𝑏，那么𝑎图中透镜是　     　 ，𝑏图中透镜是　     　 。

二、眼睛和眼镜

8．（2024·剑河模拟） 正常人眼通过调节晶状体厚薄来看清远近不同的物体，如果不注意用眼卫生，

可能导致对晶状体厚薄的调节能力减弱。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晶状体变薄时，对光有发散作用

B．晶状体变厚时，对光的会聚能力增强

C．若晶状体太薄，容易形成远视眼

D．若晶状体太厚，可用凹透镜矫正

9．（2024·楚雄模拟） 如图所示是许多超市自主结账的“刷脸机”。“刷脸机”的摄像头是一个凸透镜，

该类透镜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来矫正　     　（选填“近视眼”或“远视眼”）：结账时人要站在“刷脸

机”的二倍焦距以外，此时成一个　     　、缩小的实像。



10．（2024 九下·鹤山模拟）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时，当蜡烛和透镜处于如图所示位置时，在光屏上

可以成清晰的像，现将蜡烛和光屏的位置互换，则光屏上成一个倒立、　     　的实像，　     　

（放大镜/投影仪/照相机）就是利用这一成像原理制成的；若在图中蜡烛和透镜之间放一个近视眼镜

片，若想在光屏上得到清晰的像，可将光屏　     　（靠近/远离）凸透镜。

11．（2024·惠州模拟） 人眼相当于照相机，晶状体相当于凸透镜，视网膜相当于光屏，成的像是　     　

（选填“倒立”或“正立”）缩小的实像。由于不合理使用手机，小华患上了近视眼，图　     　（选

填“甲”或“乙”）是近视眼的光路图，矫正用　     　（选填“凹”或“凸”）透镜。

12．（2024 九下·青原模拟）如图，据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记载：“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于后

承其影，则得火。”这里利用了凸透镜对光有　     　作用，生活中我们还可以利用该透镜矫正　     　

眼。

三、凸透镜成像实验

13．（2020·绵阳模拟）佩奇同学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移动物体到某位置时，能在光屏

上成清晰放大的像，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①如果将物体靠近凸透镜，仍要在光屏上得到清晰的像，光屏必须远离凸透镜，且光屏移动距离

大于物体移动的距离；

②同时移动物体与光屏，且移动距离相同，有可能在光屏上成清晰缩小的像；

③换用焦距较小的凸透镜，仍要在光屏上得到清晰的像，如果只移动光屏，光屏必须靠近凸透

镜；



④保持物体与光屏位置不变，移动凸透镜，一定可以在光屏上得到另一个清晰的像。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14．（2024 九下·奉贤模拟）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光具座上依次放置好蜡烛、凸透镜、光

屏并进行调节，光屏在如图位置刚好得到一个清晰的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光屏上的像可能是倒立放大的实像

B．图中的成像原理和投影仪的工作原理相同

C．把近视镜放在凸透镜和光屏之间，光屏向左移动才能得到清晰的像

D．把蜡烛和光屏的位置互换，光屏上能得到清晰放大的像

15．（2023 八上·泗阳期末）如图所示，有一圆柱体 PQ，放在凸透镜前图示的位置，它所成像 P'Q'的

形状应该是下列图中的（P'点是 P 点的像，Q'点是 Q 点的像）（　　） 

A． B．

C． D．

16．（2024 九下·长春模拟）如图所示，人通过凸透镜观察到凸透镜左侧有一个烛焰的像，这个像是

（　　）

A．实像，放大的，正立的 B．实像，缩小的，倒立的

C．虚像，缩小的，倒立的 D．虚像，放大的，正立的

17．（2024 九下·北京市模拟）



如图所示，某同学在做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时，将焦距为 10cm 的薄凸透镜固定在光具座上

50cm 刻度线处，将点燃的蜡烛放置在光具座上 35cm 刻度线处，移动光屏，直到在光屏上呈现烛焰

清晰的像。此时该像是倒立、　     　（选填“放大”或“缩小”）的实像。但蜡烛所放的位置不能离

一倍焦距太近，原因是　     　。

18．（2024 九下·台山模拟）小明利用如图甲所示的装置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选用凸透镜的焦距

为 10cm。

（1）实验在　     　（选填“较暗”或“较亮”）的环境中进行，现象更明显；

（2）实验前，要调节烛焰、凸透镜、光屏的中心在　         　；

（3）如图甲所示，小明将蜡烛放在光具座上 20cm 刻度线处，凸透镜固定在光具座上 50cm 刻度

线处，直到光屏上恰好呈现清晰的像，该像的性质是倒立、　     　（选填“放大”“缩小”或“等

大”）的实像。根据以上实验，小明进行人脸识别时，为使屏幕上的头像变大，应　     　（选填

“靠近”或“远离”）镜头；

（4）若小明做实验时，不小心让一小片碎纸片吸附到了凸透镜上面，将凸透镜的镜面遮住了一部

分，则__________（填序号）；

A．烛焰的像不完整 B．会有纸片的像 C．烛焰的像变暗了些

（5）如图甲所示，要想在光屏上呈现清晰的像，若不改变蜡烛、凸透镜和光屏的位置，可在凸透

镜和蜡烛之间放置合适的　     　（选填“近视”或“远视”）眼镜片；

（6）将蜡烛、凸透镜和光屏置于光具座上如图乙所示的位置时，烛焰在光屏上呈现清晰的像。若

保持凸透镜的位置不变，将蜡烛移动到光具座上 30cm 刻度线处，直到光屏上再次呈现清晰的像，则

像移动的距离　     　（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蜡烛移动的距离。

19．（2024 九下·武汉模拟）在“探究凸透镜所成实像的性质”时，小徐和小李两位同学利用焦距 f 为 10

厘米的凸透镜、几个大小高度相等的发光物（字母）、光屏和光具座等进行实验．实验开始时，他们

正确组装和调试实验器材．



小徐首先选用 A 字发光物进行实验，发现光屏上出现清晰的像如图所示，据此现象他得出结论：

凸透镜所成的是上下倒置的实像；小李接着选用 D 字发光物进行实验，发现光屏上出现清晰的像如

图所示，据此现象他得出结论：凸透镜所成的是左右互换的实像．

①依据小徐和小李在光屏上观察到的像的大小，请判断两发光物离凸透镜的距离是否相等？请说

明理由　           　．

②你觉得小徐和小李的实验方法、观察到的现象以及得出的结论，是否完善？请说出你的看法和

建议．　           　．

20．（2024·镇远县模拟）如图所示为“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装置图，已知凸透镜的焦距为 10 

cm。

（1）为了便于观察实验现象，实验环境应该　     　 (选填“较亮”或“较暗”)一些。

（2）为了使烛焰的像呈现在光屏的中央，应调整烛焰、凸透镜和光屏，使它们的中心大致

在　         　。

（3）随着蜡烛燃烧变短，为了使像仍能成在光屏的中央，这时最合理的调整是____。

A．只需将凸透镜向下移动一些

B．只需将光屏向上移动一些

C．将凸透镜和光屏都向下移动一些

（4）将图中的凸透镜换成焦距为 30 cm 的凸透镜，保持蜡烛和凸透镜的位置不变，在光具座上移

动光屏，　     　 (选填“能”或“不能”)找到某一位置，使像清晰的呈现在光屏上，理由

是　                                   　。

21．（2024·昌吉模拟）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上使用了 VAR（视频助理裁判技术），利用摄像机镜头

跟踪运动员和足球，摄像机镜头是　     　（选填“凸透镜”或者“凹透镜”），运动员射门时，足球与

门框上的镜头靠近时，若以足球为参照物，镜头是　     　（选填“运动”或“静止”）的，摄像机中

足球的像将　     　（选填“变大”、“不变”或者“变小”）。卡塔尔是世界第一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和出



口国，年产 8000 万吨液化天然气，能为全球提供　            　J 的能量。（q 天然气=8.4×107J/m3，

ρ 天然气=0.6kg/m3）



22．（2018·黄浦模拟）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实验中，用　     　替代平面镜，是为了便于确认　     　

的位置。在“验证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当蜡烛位于如图所示位置时，恰能在光屏上得到等大

的像，则该凸透镜焦距为　     　厘米。保持凸透镜位置不变，为了得到放大的像，可将发光物置

于光具座上的　     　点（选填字母）。

四、能力提升

23．（2019 八上·龙山期末）将物体放在距凸透镜 40cm 处，在透镜另一侧距透镜 30cm 处的光屏上得

到一个清晰的像，则此凸透镜的焦距范围是(　　)

A．10cm<f<15cm B．15cm<f<20cm

C．20cm<f<30cm D．30cm<f<40cm

24．（2024·吉安模拟） 【探究名称】探究凸透镜凸起程度对成像的影响

【问题】小明发现实验室里的透镜有的平一点，有的凸一点。那么同种材料做的大小相同的凸透

镜凸起程度不一样，会对成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证据】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在一个高 15cm 的烧杯底部放一个 F 形状的 LED 发光体，用透明的

薄膜扎住杯口，在薄膜上倒入一定量的水，做成水透镜，用薄膜的松紧程度来控制水透镜的凸起程

度，用一张白纸做光屏，如图所示。实验中得到的数据如下：

实验次数 烧杯高度/𝑐𝑚 凸起程度 白纸距离杯面高度/𝑐𝑚 像的正倒 像的大小

1 15 很大 6 倒立 缩小

2 15 较大 8 倒立 缩小

3 15 一般 20 倒立 放大

4 15 较小 无法成像 —— ——



（1）【解释】

从表格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水透镜的凸起程度越大，白纸应越　     　（选填“靠近”或“远离”）

杯面才能够接收到清晰的像，同时像会变　     　（选填“大”或“小”），说明水透镜会聚光线的能力

变　     　（选填“强”或“弱”）；

（2）由第 1 次实验到第 2 次实验，若白纸的位置不变，仍要在白纸上成清晰的像，可在白纸和水

透镜之间加一个　     　（选填“凸”或“凹”）透镜；

（3）在第 4 次实验中，小明直接用眼睛从上往下观察，可以看到一个　     　（选填“放大”或

“缩小”）的像。生活中的　     　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做成的；

【交流】实验中有几片小灰尘掉进了水透镜的水面上，此时白纸上的像　     　（选填“有”或

“没有”）黑斑。

25．（2024·万江模拟） 某同学在进行光学实验的探究过程中：

（1）如图（a）探究“光的反射”实验。如果硬纸板没有与平面镜垂直放置，当光贴着硬纸板入射

时，此时入射光线、反射光线　     　（填“在”或“不在”）同一平面内。

（2）接着他又探究了“平面镜成像特点”，如图（b）他通过玻璃板代替平面镜，主要是利用玻璃

板透明的特点，便于　             　。实验中，他正在透过玻璃板观察蜡烛 A 的像，若用物理书

挡在玻璃板的后面，那么小明　     　（选填“能”或“不能”）看到蜡烛 A 的像。

（3）最后他又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他用同一凸透镜做了两次实验，如图甲、乙所示，

光屏上均有清晰的像（未画出），其中成缩小像的是图____。凸透镜的焦距可能是____（填字母）。

A．5cm B．8cm C．10cm D．15cm

（4）在图甲中将一个镜片放在烛焰和透镜之间后，光屏上的像变模糊了，将光屏向左移动，光屏

上再次出现清晰的像，则所加镜片可以矫正图　     　（选填“丙”或“丁”）的视力缺陷。

五、直击中考

26．（2023·沈阳中考）



 在“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的实验中，选用的凸透镜焦距为 10cm，将实验器材调节好，把点燃的

蜡烛放在距凸透镜较远的地方，然后逐渐移近，观察烛焰成像情况并记录物距和像距。

（1）蜡烛、凸透镜、光屏在光具座上的位置如图 1 所示，此时烛焰的像成在光屏的中央，烛焰的

像是倒立、　     　 的实像；若只将凸透镜调高，则光屏上烛焰的像会向　     　 移动；

（2）如图 1，保持凸透镜的位置不变，将蜡烛移动到光具座上 30cm 刻度处，移动光屏直到光屏

上再次出现清晰的像，则像移动的距离　     　 （填“大于”、“等于”或“小于”）蜡烛移动的距离；

（3）实验中，小丽观察到图 2 中的物点 S 的虚像 S'，请根据凸透镜成像原理，在图中完成物点

S 发出的光线 a 经过凸透镜后的折射光线；　     　

（4）毕业典礼上，小丽想拍摄教学楼的全景，但她所在的位置只能拍摄到教学楼的一部分，由于

无法改变拍摄位置，她只能通过改变照相机镜头焦距使像变小，从而拍摄到全景。小丽的照相机镜

头相当于一个焦距可变的凸透镜，为了拍摄到全景，她应该调节照相机镜头的焦距，使其适当　     　 

（选填“变大”或“变小”）。

27．（2019·沈阳）在“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的实验中，如图 1 所示，小明用高为 4cm 的发光体（由

发光二极管组成）作为物体，把凸透镜固定在光具座 50cm 刻度线处不动。下表是小明记录的凸透镜

成实像时的部分实验数据（数据记录时取整数）：

实验次数 物距/cm 像距/cm 像高/cm

1 30 15 2

2 20  　 4

3 15  　 8

（1）分析表中数据可知，实验中所用凸透镜的焦距为　     　cm。 



（2）在第 3 次实验时，将光屏移到光具座　     　



cm 刻度线处，光屏上会出现清晰的像。此时，如果小明不小心用手指尖触碰到了凸透镜，光屏上　     　

（选填“会”或“不会”）出现手指尖的像。

（3）根据实验数据推测，当把物体放在光具座“0”刻度线处时，物体通过凸透镜所成实像的高度　     　

（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2cm。 

（4）小明完成实验后，又找来一个装有水的圆柱形玻璃瓶，把一支铅笔放在玻璃瓶的一侧，透过

瓶和水可以看到那支笔，如图 2 所示。将铅笔由靠近玻璃瓶的位置向远处慢慢移动的过程中，铅笔

所成像的　     　（选填“长短”、“粗细”或“笔尖朝向”）一直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28．（2024·宿迁）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活动中，利用了如图所示装置.

（1）调节器材，使烛焰和光屏的中心位于凸透镜的　                 　.

（2）改变蜡烛和光屏的位置，多次实验，并将数据记录在表格中，分析数据可知凸透镜焦距为　     　

𝑐𝑚，第 3 次实验中，光屏上成倒立、　     　的实像；

实验序号 物距 u/cm 像距 v/cm 光屏上看到的像

1 60 15 倒立、缩小、实像

2 24 24 倒立、等大、实像

3 20 20 倒立、　     　、实像

4 8  　 未找到像

（3）智能汽车通过车载摄像头，识别行人、路标和其他车辆，实现自动导航和驾驶，车载摄像头

根据的是第　     　次实验的原理；

（4）物距𝑢 = 8𝑐𝑚不变，要想在光屏上看到像，应更换焦距较　     　的凸透镜.

29．（2024·烟台） 在探究近视眼和远视眼成因与矫正的主题实践中，该小组利用橡皮膜和注射器制

作了水透镜来模拟眼睛的晶状体，打开夹子，通过注射器向橡皮膜中注水或抽水，来改变橡皮膜凸

起的程度，如图甲所示。具体操作如下：

①



将蜡烛、水透镜和光屏依次摆放在水平光具座上，点燃蜡烛，使烛焰、水透镜和光屏三者的中心

在　         　；

②将蜡烛放在离水透镜较远的位置，移动光屏，直到屏上出现烛焰清晰的像，如图乙所示，记下

此时光屏所在的位置；

③用注射器向水透镜里加适量的水，水透镜对光的偏折能力变　     　，此时屏上的像变得模

糊，这是模拟近视眼看远处物体的情况。将光屏慢慢靠近水透镜，直到光屏上出现清晰的像，这说

明近视眼所成的像在视网膜的　     　；

④将光屏移回原来标记的位置，选择不同的眼镜在烛焰和水透镜之间前后移动，直到光屏上出现

清晰的像，如图丙所示，这说明矫正近视眼应配戴　     　透镜；

⑤从水透镜里向外抽取适量的水，再次实验，探究远视眼的成因和矫正。

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要增强保护视力的意识，做到科学用眼，积极防控近视。请写出一条

预防近视的措施。　                                         　

30．（2023·通辽）同学们为了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准备了平面镜、玻璃板、两支相同的蜡烛 A

和 B、光具座、光屏等实验器材。

（1）如图所示，将一只点燃的蜡烛 A 放置在光具座的甲位置，选用　     　（选填“平面镜”或

“玻璃板”）竖直放置在乙位置，未点燃的蜡烛 B 放置在乙位置右侧，移动蜡烛 B 到丙位置时，发现

蜡烛 B 与蜡烛 A 的像完全重合；

（2）取下蜡烛 B，并在丙位置处放一光屏，光屏上不能承接到蜡烛 A 的像，说明平面镜成的像

是　     　（选填“实像”或“虚像”）；

（3）接着同学们想利用上述装置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将乙处器材换成一个凸透镜，再将蜡烛

A 移至 35cm 刻度线处，丙位置的光屏上恰好出现了烛焰清晰的像，生活中的　     　（选填“照相

机”“投影仪”或“ 放大镜”）就是利用这一原理工作的。此时，用直径相同、焦距更大的凸透镜替换原

凸透镜，移动光屏也得到了清晰的像，则此时的像较原来的像　     　（选填“变大”“变小”或“不

变”）；

（4）在上一步实验的基础上，小明将一远视镜片放在凸透镜与蜡烛之间，要使光屏上还能呈清晰

的像，可将光屏适当向　     　（选填“左”或“右”）移动。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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