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7 声和光

考点分布 考查频率 命题趋势

考点 1 声音及其特性 ☆

考点 2 光的直线传播

和光的反射
☆☆

考点 3 光的折射 ☆☆

①知道光的直线传播与应用②描述光的反射定理，知道平面

镜成像的特点③描述光的折射规律，用光的反射定理和折射

规律解释简单的现象④认识凸透镜成像规律⑤应用凸透镜

成像规律解释近视眼、远视眼的成因，总体难度不大。

知识导图

考点梳理

■考点一　声音及其特性►

固体、液体、气体都可以作为声源发出声音，也都可以作为传播声音的介质。空气越稀薄，

传声效果越差，真空不能传声。

响度、音调、音色的决定因素和表现

决定因素 听感表现

响度
由声源的振幅决定。

振幅越大，响度越大

响度大：震耳欲聋

响度小：轻声耳语

音调
由声源的振动频率决定。

频率大，音调高；频率小，音调低

音调高：声音清脆、尖细

音调低：声音粗犷、低沉

音色
发声体的材料、结构和发声方式不

同，发出的音色就不同
可以用来分辨不同发声体发出的声音

■考点二　光的直线传播和光的反射►

光的直线传播：光在同一种均匀物质中沿直线传播。小孔成像、影子的形成、日食、月食说

明光的直线传播。光速：宇宙中最快的速度是真空中的光速；在计算中，真空或空气中光速 c

＝3×108m/s＝3×105km/s。



【注意】①小孔成像的性质：倒立的实像，可以成放大、等大、缩小的像。②像的形状与孔的形状

无关。③像的大小与物距和像距有关。

光的反射定律——三线共面，二线分居，两角相等

①光反射时，入射光线 MO、反射光线 ON、法线 OP 在同一平面内。

②反射光线 ON 和入射光线 MO 分别位于法线 OP 两侧。

③反射角β(∠NOP)等于入射角α(∠MOP)。

④入射角α增大时，反射角β也同时增大，反之，入射角减小时反射角也同时减小。

⑤如果把入射角减小到与法线重合时，即当入射角为 0°时，反射角也为 0°，此时，入射光

线、反射光线和法线三线重合。

⑥光路具有可逆性：如图中，如果入射光线沿 NO 射入，那么反射光线一定沿 OM 射出。实

际的应用是你通过镜子看见别人的眼睛时，对方也可通过镜子看见你的眼睛。

【注意】当光射到物体表面上时，有一部分光会被物体表面反射回来的现象叫光的反射。我

们能够看到本身不发光的物体，是因为物体反射的光进入了我们的眼睛。

平面镜成像：物体在平面镜中成的是虚像，像的大小跟物体相等，像到镜面的距离与物体到

镜面的距离相等，像与物体的连线关于镜面对称。

成像原理：发光点 P 把光线射到平面镜上，又经平面镜反射到人的眼中，人眼是根据光的直

线传播经验来判断物体位置的，人眼逆着反射光线的方向向镜内看去，觉得光线好像是从两

条反射光线反向延长的交点 P′处射来的，如图所示。镜面后实际并不存在发光点 P′，P′

也不是反射光线的交点，而是反射光线反向延长线的交点，所以是虚像。

考点四、探究光的反射定律

①为了保留光的传播路径，可以用笔描出入射光线和反射光线的路径；入射光线、反射光线、

法线在同一平面上；在光的反射中，光路是可逆的；



②实验时玻璃板如果不竖直，不论怎样移动后面的蜡烛都不可能与前面蜡烛的像完全重合；

实验中选择两根完全一样的蜡烛是为了比较物体与像的大小关系；平面镜成的是虚像。

【注意】1．可见光可以反射，不可见光同样可以反射。

2．成虚像的判断依据：平面镜里所成的像不能呈现在光屏上，所以是虚像。

3．平面镜所成像的大小与镜面的大小、物体到镜面的距离无关。

■考点三　光的折射►

入射光线 AO，折射光线 OB，法线 NN′在同一平面内。折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别位于法线

两侧。光从空气斜射入水或玻璃表面时，折射光线向法线偏折，折射角β小于入射角α。入

射角α增大时，折射角β也增大。如果光从水中斜射入空气中时，折射光线将偏离法线，折

射角大于入射角。光的折射也遵循光路可逆，如果入射光线沿 BO 射入到点 O，折射光线一

定沿 OA 折射(如右上图所示)。

【注意】①光必须斜射时，才能发生折射现象。

②解释光现象或作图时要注意：人眼看物体是物体发出或反射的光射入人的眼睛，而不是人

眼发出光射到物体上。

③光垂直射到水或玻璃表面时传播方向不改变，即垂直于界面时三线重合两角为 0°，这是

一种特殊情况。

凸透镜成像规律

人的眼球，近视眼和远视眼



考点突破

■考点一　声音及其特性►

◇典例 1：（2023·慈溪模拟）智能手机具有独立的操作系统和运行空间，可以由   用户自

行安装软件、导航等程序，并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来实现无线网络的接入。 

（1）智能手机可以自动识别用户的声音，这主要是利用声音的　     　。 

（2）如图是一个商品条形码，用手机扫描时是主要是通过　     　(选填“白色”或“黑

色”)部分获取商品信息的，它反射光的能力较强。 

◆变式训练 1：科学方法是开启大自然奥秘之门的钥匙。

（1）如图所示，用鼓锤分别重敲和轻敲鼓面，铜鼓发出的声音的响度不同，同时可以通过乒

乓球反弹的高度，来显示出鼓面振动的情况。通过实验可知：鼓面振动的             　越

大，响度越大。

（2）为了便于描述光的传播路径和方向，科学上引入了光线的概念，实际上光线并不存在。

为了形象地表示磁体周围磁场分布的强弱和方向，科学上引入了　     　的概念，实际上它

也并不存在。

◇典例 2：如图所示，将正在发声的手机放在连通于抽气机的密闭玻璃瓶内。



（1）在用抽气机把玻璃瓶内的空气逐渐抽出的过程中，听到的声音将会逐渐　     　。 

（2）分析实验现象，运用　     　(填“推理”或“归纳”)的方法可得结论：　            　。 

◆变式训练 2：小明发现电吉他的发音是通过电磁拾音装置连接扬声器而实现的。拾音器的

基本结构如图 1 所示，由铜线绕成线圈，金属吉他弦被磁化成一个磁体，拨动吉他弦的时候

就相当于铜线圈在切割弦的磁场，从而产生感应电流，电流越大声音越响。小明想探究吉他

的响度与什么有关。用电流检测仪器测得某一次拨弦的电流情况，如图 2 所示。小明得出吉

他的响度与弦的振动的幅度有关，越用力拨弦（使弦拉伸幅度变大，振动变快），声音越响的

结论。

（1） 小刚同学觉得小明同学的实验结论不够科学，你觉得实验存在哪些问题　         　。

（2）观察图 2 可知电流方向在不断变化，引起电流方向变化的原因是　               　。

（3）若选用　     　材质的金属弦（填“铜质弦”或“铁质弦”），无论如何拨动金属弦，

扬声器都不能发音。

■考点二　光的直线传播和光的反射►

◇典例 1：（2023·金华）某些高层建筑的玻璃幕墙会产生强烈的镜面反射，造成光污染。下

列各图中光学现象的原理与玻璃幕墙发生镜面反射的原理相同的是（　　） 

A．林中光束 B．拱桥倒影 C．水中铅笔 D．人手影子

◆变式训练 1：（2023·定海模拟）1279 年，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河南登封设计并建造了一

座测影楼（如图甲），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一年中每天正午横梁的影子会在“量天尺”

上移动（如图乙），影子最长时刚好落在量天尺的最北端。 

（1）横梁在阳光下会形成影子的原理是 　             　。 



（2）若任纬度更低的瑞安建造一座相同的测影楼，使影子最长时也刚好落在量天尺的最北端。

与登封的量天尺相比，该量天尺的长度 　     　（选填“更长”“相等”或“更短”）。 

◇典例 2：（2023·舟山模拟）小科利用两根形状、大小相同的蜡烛和透明玻璃板研究平面镜

成像的特点“实验，如图甲所示。

（1）实验时，小科应该点燃蜡烛　     　（选填 “A”、“B”或“A 和 B”）； 

（2）小科将蜡烛 A 与其像A'连线后，发现 AA'被玻璃板垂直平分。于是，他得出结论：平面

镜所成的像与物相对平面镜对称。其他同学却认为不能马上得出这结论，你认为他们的理由

是      　；

（3）在一次科学小游戏中，两同学分别站在平面镜前 A、B 位置，如图丙所示。B 处同学用

手电筒对着平面镜里 A 处同学的像照射，手电筒的光就会准确照到该同学的身上，该游戏利

用了　             　的原理。

◆变式训练 2：在探究“树阴下光斑”的实践活动中，为了研究孔的大小对光斑形状的影响，

小陶取一张硬纸片，用小刀开有三角形状孔（边长约为 5 厘米），并用另一张卡片，乙紧贴在

甲上，如图所示，按箭头方向逐渐向上移动乙纸板，缩小孔的大小，观察形成的亮斑形状。

（1）从图示位置沿箭头方向移动乙，甲不动，观察阳光通过变小的孔在地面上形成的亮斑形

状，实验记录下亮斑形状的变化情况是____

A．始终为三角形 B．从三角形到圆形

C．始终为圆形 D．都有可能

（2）研究孔的大小对亮斑形状的影响，选正方形状孔的卡片是否合理？说明理由　      　。

（3）晴朗夏日的树下小陶发现阳光通过树叶间的缝隙在地面上留下的亮斑，大多数是圆的，

其原因是   　                                               。

■考点三　光的折射►

◇典例 1：



（2023·绍兴）小敏透过水杯看见《科学作业本》上的”科”字呈如图所示的放大效果。下

列选项中与其成像规律相同的是（　　） 

A B C D

◆变式训练 1：白光经过三棱镜后，会在棱镜另一侧的光屏上出现一条彩色光带，其光路示

意图如甲所示。现有一束红光 AB 射到长方体玻璃砖上，入射角为α，折射角为β红，从玻璃

砖中出来的光线为 CD，CD 的反向延长线与 AB 相距 h 红，如图乙所示。若把红光改为紫光，

保持入射角 a 不变，则β红　     　β紫；h 红　     　h 紫（填“＞”、“＜”或“＝”）。 

◇典例 2：小莉同学用焦距为 10cm 的凸透镜做“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实验： 

（1）实验过程中，当蜡烛与凸透镜的距离如图甲所示时，在光屏上可得到一个清晰的倒立、

　     　的实像，若保持蜡烛和光屏位置不变，移动透镜至　   　cm 刻度线处，光屏上能

再次呈现清晰的像。 

（2）如图乙所示，保持蜡烛位置不变，移动透镜至 16cm 刻度线处，则人眼在　     　（选

填 A、B、C”）处能观察到蜡烛的像，像是图丙中的　     　（选填“1、2、3、4”）。 

（3）实验完成之后，小莉把自己的近视眼镜放在蜡烛与凸透镜之间，如图丁所示，光屏上原

来清晰的像变得模糊了，若想在光屏上重新得到清晰的像，在不改变蜡烛和凸透镜位置的情

况下，应将光屏　     　凸透镜。（选填“靠近”或“远离”） 





◆变式训练 2：（2023·慈溪模拟）小科用如图所示装置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 

（1）小科移动光屏直到出现清晰的像，蜡烛、透镜和光屏在光具座上位置如图所示，此时所

成的是倒立　     　的实像。 

（2）保持整个装置不动，随着蜡烛不断燃烧，光屏上烛焰的像将不断向　     　移动。 

（3）如果将图中的凸透镜换成平面镜，保持蜡烛与平面镜的距离不变，移动光屏，　     　 

(选填“能”或“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使蜡烛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 

真题在线

1．节日期间，宁波三江口上演了主题灯光秀。光与“影”交相辉映，营造出幸福祥和的节日

气氛，如图所示。大楼的彩灯在水中形成“倒影”是因为光射到江面发生了（　　） 

A．光的反射 B．光的折射 C．光的直线传播 D．光的色散

2．（2023·台州）如图是一只白鹤在水面散步时的优美场景。关于白鹤两个“影”的形成原

理，正确的是（　　）

A．影子——光的反射 B．影子——光的色散

C．倒影——光的反射 D．倒影——光的折射

3．（2023·舟山）将平行光射向某一个光学元件，光路如图所示。该元件是（　　） 

A．平面镜 B．凸透镜 C．凹透镜 D．反光镜

4．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关注普遍的眼健康”。矫正近视的同学，所佩戴眼镜的镜片是（　　）



A． B． C． D．

5．水平过道上方有一盏灯（如图)。小明站在 1 号地砖上时，通过 2 号地砖看到灯的像；走

到 2 号地砖上时，通过 3 号地砖看到灯的像。则小明通过两块地砖所看到的像（　　）

A．大小相同、位置不同 B．大小相同、位置相同

C．大小不同、位置相同 D．大小不同、位置不同

6．小科选取了“”光源、带小孔的纸板、光屏等材料，按如图顺序依次固定在光具座上，通

过左右移动光源和光屏，开展“小孔成像”实验。实验中光屏上不可能出现的是（　　）

A． B． C． D．

7．（2021·台州）“方寸天地纳寰宇”描述了小小眼球可尽观广袤世界。下列能够解释眼球成

像原理的是（　　）

A B C D

8．（2021·宁波）如图所示，当我们看远处物体时，远处物体的光线正好聚焦在视网膜上。

处试当我们从看远处物体改为看近处物体时(一般不小于 10cm)，为了使近处物体成像在视网

膜上，晶状体凸度和焦距的变化情况分别是（　　）



A．晶状体凸度变大，焦距变短 B．晶状体凸度变大，焦距变长

C．晶状体凸度变小，焦距变短 D．晶状体凸度变小，焦距变长

9．（2023·温州）用玻璃板作为平面镜，使蜡烛的像成在装满水的烧杯中，就能观察到“蜡

烛在水中燃烧”（如图甲）。若蜡烛的像位置如图乙所示，要使像移到烧杯中，仅移动玻璃板，

则移动的方向应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10．（2023·绍兴）小敏散步时看到了李白诗中”对影成三人”的真实场景：一只白鹭站在水

中，形成了如图的两个”影”。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影子是光的反射形成的 B．倒影是光的折射形成的

C．两个”影”形成原理相同 D．倒影是白鹭等大的虚像

11．射击项目是我国体育的金牌大户，如图是我国射击选手备战杭州亚运会的训练场景。瞄

准时，根据光在同种均匀介质中沿　    　的原理 ，当观察到瞄准点、准星尖和缺口成一条

直线时，扣动扳机。子弹射出时手会受到一个向后的作用力，这说明了力的作用是　     　

12．（2023·湖州）图 1 是数码照相机的成像原理，当景物在离镜头 2 倍焦距之外时，能在影

像传感器上成一个倒立、缩小的　     　像。人眼观察物体成像原理与照相机相似。小明平

时不注意用眼卫生，造成近视，如图 2 所示，他应配戴　     　透镜来矫正近视。 



13．小明用手机拍照，发现手机镜头过于靠近拍摄对象时(如右图所示)无法正常对焦，拍出

的照片模糊，此时像成在感光器(相当于光屏)　  　(选填“前”或“后”)。小明发现将　  　

透镜紧靠在手机镜头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从而理解了手机微距镜头的工作原理。

14．（2023·宁波）在“探究凸透镜的成像特点”实验中，小宁将蜡烛放在离凸透镜一倍焦距

内，如图所示，烛焰在凸透镜左侧成一个正立、放大的像 

（1）这个像是实像还是虚像？答案是：　     　。 

（2）小宁用眼透过凸透镜直接观察到此像，是因为光从　     　（填“烛焰”或“此像”）

发出，通过凸透镜后进入人眼。 

15．宁波某校课外实践小组利用一根垂直插入水平地面的圭杆，进行为期一年的“观竿测影”

活动。2021 年 3 月 14 日正午时刻圭杆的杆影如图所示，并测得杆影 OA 长为 55.7cm。

（1）杆影的形成是由于光在同一均匀介质中沿　     　传播。

（2）图中杆影从 O 到 A 指向　     　方。

（3）预测 2021 年 6 月 20 日正午时刻，该圭杆的杆影长度将比 55.7cm　  　(填“大”或

“小”)。

16．（2021·绍兴）小敏做了如下三个光学实验：



（1）图甲是“探究光的反射定律”的实验,小敏转动激光笔,使入射光束 EO 贴着纸板绕入射

点 O 沿逆时针方向转动,可观察到反射光束 OF 沿　     　时针方向转动。

（2）图乙是“探究平面镜成像规律”的实验,小敏选择玻璃板而不选择平面镜的原因

是 　       　。

（3）图丙是“研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此时光屏上成清晰的像,小敏将凸透镜向光源方

向移动至某位置,发现在光屏上又成一个清晰、　           　(填像的性质)的实像。

17．（2021·嘉兴）某科学兴趣小组用如图所示装置研究平面镜成像特点。探充像距与物距关

系时的实验步骤如下：

①在水平桌面上铺上白纸，将玻璃板竖立在白纸中间位置，记下玻璃板的位置：

②将点燃的蜡烛放在玻璃板前面，再拿另一支大小相同的未点燃的蜡烛竖立在玻璃板后面移

动，直到看上去它跟玻璃板前面那支蜡烛的像完全重合，用笔记下两支蜡烛的位置：

③移动点燃的蜡烛到另一个位置，重复上述实验：

④用直线连接每次实验中的蜡烛和它的像的位置，用刻度尺测量出每次的物距和像距，记录

数据如表。

次数 物距/cm 像距/cm

1 5.0 5.0

2 8.0 8.0

3 12.0 12.0

（1）等效替代法是指在研究中，因实验本身的限制，要用与实验对象具有相似或共同特征的

对象来替代的方法。本实验中用到的等效替代法具体体现在　                     　。



（2）分析表格中的数据，可得出的结论是　             　。

（3）实验中，有同学用一张白纸挡在玻璃板和像之间，你认为该同学还能观察到蜡烛的像吗?

并说出你的理由。　                                         　。

18．为完成“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实验，小芳选择了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

（1）小芳把点燃的蜡烛 A 放在玻璃板前，还要在玻璃板的后面放一支外形相同但没有点燃

的蜡烛 B，小芳应在　     　(选填“A”或“B”)蜡烛一侧观察玻璃板中的像；

（2）当把蜡烛靠近玻璃板时，蜡烛在玻璃板所成像的大小将　     　(选填“变大”“不变”

或“变小”)；

（3）如图所示，仅将玻璃板由图中甲的位置水平向右平移至乙的位置时，蜡烛 A 的成像情

况是____(选填字母代号)。

A．蜡烛成像仍在 B 处    B．蜡烛成像在 B 处右侧       C．蜡烛无法通过玻璃板成像

19．（2021·衢州）我国继去年嫦娥五号成功登月之后，今年 5 月 15 日天问一号探测器携祝

融号火星车又成功着陆火星乌托邦平原。天问一号探测器从进入火星大气到着陆火星表面的 9

分钟过程中，依靠自身完成弹开降落伞、反推发动机点火、悬停避障、缓冲着陆等多个动作，

实现速度从 4.9km/s 降低到 0m/s。月球和火星部分信息见下表。 

天体 离地球距离 表面物体受到重力 表面状况 大气压情况

火星 5.5×107km-4×108km 约为地球上的 2/5 岩石、高山、平原
只有地球大气压的 1%，大

气中 95%为二氧化碳

月球 3.6×107km-4×108km 约为地球上的 1/6 环形山、高地、平原 没有

（1）探测器着陆火星时离地球约为 1.8×108km，根据相关报道，探测器着陆火星表面的 9 分

钟过程中，它会“失去”地面指挥人员的控制，只能依靠自身独立完成各种精确动作。请你

根据数据计算并分析探测器“失控”的原因。(提示：通讯信息是通过电磁波传递的，其速度

为 3×105km/s)

（2）已知祝融号火星车质量为 240kg，它随探测器降落至距离火星表面 100m 时，先悬停避

障然后着陆到火星表面。请计算从距离火星表而 100m 处到着陆火星表面过程中火星车重力

做了多少功。



（3）自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人类对火星开展了 40 余次探测活动，成功的却不到五半，但

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并未停止，相信不远的将来，在火星上将会建立研究站进行长期考察。

你认为在设计制定建立研究站计划时，需要考虑人类生存的问题有：                   　

(写出一点即可)。（4）如图为一幅网友自称来自月球车在月球上拍摄的照片，照片上呈现了

类似地球上雨后“彩虹”光晕。很多网友问这是不是月球上的彩虹？请你作出判断并说明理

由。　                                                         　

专项练习

1．如图所示，甲、乙两图都是时钟在平面镜中成的像，图甲所示是镜子竖直放置时的像，图

乙所示是镜子水平放置时的像，则甲的实际时间是（），乙的实际时间是（   ）

A．3：40；15：51 B．3：40；12：21

C．8：40；15：51 D．8：40；12：21

2．如图是通过车内后视镜（平面镜）观察到后方汽车的情景，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能从车内后视镜看到后方汽车是光的折射

B．所看到的汽车的像是实像

C．若甲灯（转向灯）闪烁，表示汽车将左转

D．所看到的汽车的像比实际更小

3．（2023 九下·义乌模拟）下列选项中可以用如图所示的光路图解释的是（　　）





A．人眼看到水中的“蓝天白云”

B．人眼看到水中的“鱼”

C．水中的潜水员看到水面上的“路灯”

D．潜水艇中的士兵通过潜望镜观察海面上的“舰艇”

4．（2023·常山模拟）光纤的纤芯是一种有塑料制成的纤维，纤芯外的包层可以保证光进入

纤芯后全部发生反射，从而避免了光的损失。下列能正确表示光在纤芯中传播路径的是（　　）

A．A B．B C．C D．D

5．（2023·宁波模拟）如图所示为甬城上空出现的“日晕”现象。日晕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

当日光通过卷云层时，受到冰晶的两次折射便在太阳周围出现一个巨大的彩色光环。下列现

象也是由于光的折射所引起的是（　　）

A．桥在水中的倒影 B．手在灯光下形成的影子

C．汽车后视镜可扩大视野范围 D．池水的深度看起来比较浅

6．（2023·杭州模拟）杭州洲际酒店(InterContinentalHangzhou)坐落于杭州钱江新城中央商务

区，临靠潮水闻名天下的钱塘江，此图为雨后的摄影作品，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小科看到酒店在水中的倒影，是因为光从水中射入空气，再进入小科的眼睛

B．小科取下近视眼镜，看到酒店变模糊了，是因为酒店的像成在了视网膜的前面

C．小科拿出携带的放大镜观看远处的酒店，看到了酒店倒立的像，这个像是实像

D．小科用手指组成方框“取景”，方框离眼睛远，“取景”范围小，是因为光沿直线传播

7．（2023·杭州模拟）下列关于图中所示光学现象的描述或解释正确的是（　　）



A．图甲中，小孔成的是倒立的虚像

B．图乙中，人配戴的凹透镜可以矫正远视眼

C．图丙中，白光通过三棱镜发生光的折射会被分解成七色光

D．图丁中，漫反射的光线杂乱无章，不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8．如图所示，人脸识别一体机通过摄像机镜头来捕捉人脸信息，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屏幕上所成的是缩小的虚像

B．该摄像机镜头是一个凹透镜

C．若镜头的焦距为 f，人脸到镜头的距离应大于 2f

D．若要使屏幕上显示的人脸小一些，人应离镜头近些

9．（2023·慈溪模拟）学校“护眼小分队”自制了一个水凸透镜模拟人眼的晶状体，光屏相

当于视网膜。实验器材如图中位置时，光屏上得到烛焰清晰的像；当用注射器向胶膜内注水，

使水凸透镜变厚，发现光屏上的像变模糊；将蜡烛适当靠近水凸透镜，像又变清晰，此过程

模拟的眼睛及该眼睛的矫正方法是 

A．近视眼   用凹透镜矫正 B．远视眼   用凹透镜矫正

C．近视眼   用凸透镜矫正 D．远视眼   用凸透镜矫正

10．（2023·鄞州模拟）小明用易拉罐制成一个简易针孔照相机。他从实验室借来如图甲所示

的“F”形 LED 光源，将“F”形光源、简易针孔照相机按图乙位置放好，观察到塑料膜上所

成的像是图丙中的　     　 (填序号)；针孔照相机的成像原理与凸透镜的成像原理　     　 

(相同/不同)；若改变小孔形状，“F”字样光源成像的形状　     　(会/不会)改变。 



11．（2023·桐乡模拟）日晷（如图)用于显示时间，被人类沿用了数千年之久。日晷由铜制

的“晷针”和石制的“圆盘”晷面组成，安放在石台上，呈南高北低状态，这样就能使晷面

平行于赤道面，晷针与地轴平行，晷针上端正好指向北极星。

（1）从右图分析可知，日晷是根据太阳每天升起和落下时，“晷针”影子逐渐变化的　     　

来显示时间的。

（2）研究发现，只有当太阳光与晷面平行那天，日晷显示的时间才准确。所以各地的日晷，

一年中只有春分、　     　(填农历节气名称）两天才显示准确的时间。

12．三棱镜是一种重要的光学元件，光通过三棱镜的传播路线是怎样的呢?小宁用红光以一定

角度射到三棱镜上，光路图如图 1 所示。改变入射角度，光路图如图 2、图 3 所示。

（1）经过两次折射后，红光均向三梭镜的　     　(填“顶角 A"或“底面 BC")偏折。

（2）这个规律对于其他的单色光成立吗?小宁选用其他不同的单色光重复上述实验，发现了

同样的规律。了解了小宁的探究后，老师建议小宁把凸透镜分割成两部分进行思考，如图 4

所示。小宁经过分析和综合，理解了凸透镜对光具有　     　作用的原因。

13．（2022·萧山模拟）在探究“平面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实验装置如图甲所示。A、B

是两支相同的烛，C 是厚玻璃板。 



（1）在选材上，该实验存在的问题是　             　； 

（2）纠正选材问题后，若实验中把玻璃板向右平移一段距离，A 蜡烛的像　     　（选填

“会”或“不会”)向右平移：若实验中 B 蜡烛在白纸上移动，始终不能与 A 蜡烛的像重合，

则可能的原因是　          　。 

（3）如图乙。在平面镜前有一个点光源 S，它发出的某一条光线经平面镜反射后恰好通过 P

点，根据平面镜成像规律在答题纸上画出此过程的光路图。 

14．（2023·镇海模拟）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控”无处不在，他们一有时间就低头玩

手机。手机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体健康。

（1）在黑暗的环境中看手机，屏幕的强光会使瞳孔缩小，该反射的神经结构叫　     　。 

（2）给手机充电时，电能主要转化为　     　。 

（3）有关资料表明，长期用手机看文字或图片，会使眼球晶状体的曲度过大，或使眼球前后

径过长，造成近视。为使光线通过近视眼的折光系统后形成的物像落在视网膜上，应佩戴

　    　（填“凹”或“凸”）透镜。

15．（2023·宁波模拟）有一款个性化智能镜子，能识别“主人”的声音或面部图像而启动智

能模块，主人就可以使用该平面镜了。

（1）该智能镜子是通过　     　（选填“音调”、“响度”或“音色”）来辨别声音是否由

“主人”发出的。

（2）人脸识别的主要部件是：平面镜中内嵌一块带摄像头的显示屏、检测用户是否靠近镜子

的传感器和智能模块等。人脸通过摄像头可成像在感光组件上，其原理如图所示，则该像的

特点是　     　。

（3）当“主人”靠近镜子时，传感器开关 S1闭合，内部灯泡 L 工作。图像识别系统被唤醒

后 S2闭合，智能模块启动。下列电路设计符合该智能镜子要求的是　     　。





专题 7 声和光

考点突破

■考点一　声音及其特性►

◇典例 1：（2023·慈溪模拟）智能手机具有独立的操作系统和运行空间，可以由   用户自

行安装软件、导航等程序，并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来实现无线网络的接入。 

（1）智能手机可以自动识别用户的声音，这主要是利用声音的　     　。 

（2）如图是一个商品条形码，用手机扫描时是主要是通过　     　(选填“白色”或“黑

色”)部分获取商品信息的，它反射光的能力较强。 

【答案】（1）音色（2）白色

【解析】（1）声音的特性为音色，响度和音调；

（2）白色反射所有的色光，不透明物体的颜色由反射的色光颜色决定。

【解答】（1） 自动识别用户的声音 ，利用声音的音色不同；

（2）白色可以反射所有的色光，故其反射能力较强。

◆变式训练 1：科学方法是开启大自然奥秘之门的钥匙。

（1）如图所示，用鼓锤分别重敲和轻敲鼓面，铜鼓发出的声音的响度不同，同时可以通过乒

乓球反弹的高度，来显示出鼓面振动的情况。通过实验可知：鼓面振动的             　越

大，响度越大。

（2）为了便于描述光的传播路径和方向，科学上引入了光线的概念，实际上光线并不存在。

为了形象地表示磁体周围磁场分布的强弱和方向，科学上引入了　     　的概念，实际上它

也并不存在。

【答案】（1）幅度(或振幅)（2）磁感线

【解析】（1）根据响度与振幅的关系解答；（2）根据磁感线的定义和用途分析解答。



【解答】（1）如图所示，用鼓锤分别重敲和轻敲鼓面，铜鼓发出的声音的响度不同，同时可

以通过乒乓球反弹的高度，来显示出鼓面振动的情况。通过实验可知：鼓面振动幅度(或振幅)

越大，响度越大。

（2）为了形象地表示磁体周围磁场分布的强弱和方向，科学上引入了磁感线的概念，实际上

它也并不存在。

◇典例 2：如图所示，将正在发声的手机放在连通于抽气机的密闭玻璃瓶内。

（1）在用抽气机把玻璃瓶内的空气逐渐抽出的过程中，听到的声音将会逐渐　     　。 

（2）分析实验现象，运用　     　(填“推理”或“归纳”)的方法可得结论：　            　。 

【答案】（1）变小（2）推理；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

【解析】（1）空气是传声的介质，空气越稀薄，则传声能力越弱；

（2）随着玻璃罩内空气越来越少，则听到的声音越来越小。由此可知，如果玻璃罩中变成真

空，那么将不会听到声音，即真空不能传声，这种方法叫科学推理法。

【解答】（1）在用抽气机把玻璃瓶内的空气逐渐抽出的过程中，听到的声音将会逐渐变小。 

（2）分析实验现象，运用推理的方法可得结论：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真空不能传声）。

◆变式训练 2：小明发现电吉他的发音是通过电磁拾音装置连接扬声器而实现的。拾音器的

基本结构如图 1 所示，由铜线绕成线圈，金属吉他弦被磁化成一个磁体，拨动吉他弦的时候

就相当于铜线圈在切割弦的磁场，从而产生感应电流，电流越大声音越响。小明想探究吉他

的响度与什么有关。用电流检测仪器测得某一次拨弦的电流情况，如图 2 所示。小明得出吉

他的响度与弦的振动的幅度有关，越用力拨弦（使弦拉伸幅度变大，振动变快），声音越响的

结论。

（1） 小刚同学觉得小明同学的实验结论不够科学，你觉得实验存在哪些问题　         　。

（2）观察图 2 可知电流方向在不断变化，引起电流方向变化的原因是　               　。

（3）若选用　     　材质的金属弦（填“铜质弦”或“铁质弦”），无论如何拨动金属弦，



扬声器都不能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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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下载

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18024052114007003

https://d.book118.com/618024052114007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