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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知识梳理

一、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实验
器材

刻度尺、白纸、玻璃板、光屏、两支完全相同的蜡烛、
笔和火柴

实验
步骤

(1)在水平桌面上铺一张纸,纸上竖立一块玻璃板作为平
面镜,在纸上记录下玻璃板的位置。



实验
步骤

(2)把一支　   　的蜡烛放在玻璃板的前面,可以看到它
在玻璃板后面的像,再拿一支外形完全相同但　    　的
蜡烛,竖立着在玻璃板后面移动,直到看上去它跟前面那支
蜡烛的像　       　。这个位置就是前面那支蜡烛的
　  　的位置,在纸上记下这两个位置。 
(3)移动点燃的蜡烛,重复步骤(2)。
(4)用直线把每次实验中蜡烛和它的像在纸上的位置连起
来,并用刻度尺分别测出它们到玻璃板的距离,将数据记录
在表中

点燃
不点燃

完全重合
像



实验

结论

(1)平面镜所成的像的大小与物体的大小　    　。

(2)像和物体到平面镜的距离　    　。　 

(3)像和物体的连线与镜面　    　。　 

(4)平面镜所成的像是　  　像 

相等

相等

垂直

虚



交流讨论

(1)观察像时眼睛的位置:与点燃的蜡烛　 　侧。
(2)验证平面镜所成像的虚实的方法:用光屏在
　  　的位置承接,承接不到说明是　  　像。
 
(3)多次改变点燃蜡烛到玻璃板的距离进行实验
的目的:　                    　。 
(4)未点燃的蜡烛B始终不能与像重合的原因:

　                  　。　 
(5)透过玻璃板观察到两个像的原因:玻璃板
　   　,前后表面各成一个像 

同

像 虚

使实验结论更具有普遍性

玻璃板未与纸面垂直

较厚



二、实像与虚像 

提示与辨析 

平面镜所成的像与物体的左右是相反的。

特性 实像 虚像 

形成 由实际光线会聚而成 由实际光线的反向延长线会聚而成

承接 　  　用光屏承接  　   　用光屏承接 

画法 用　  　线表示  用　  　线表示 

观察 可以用眼睛观察或用相机拍摄 

能 不能

实 虚



三、平面镜的应用

平面镜的使用历史悠久,古代人们就用磨光的铜面作为镜子。

现代生活中人们更离不开镜子,平面镜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广

泛的应用。医生用来检查牙齿的口镜就是　    　,早期军

事上的潜望镜主要是由　  　块平面镜组成的。 

四、凸面镜和凹面镜

凸面镜对光线起　    　作用,凹面镜对光线起　    　作

用。汽车后视镜应用的是　     　,起到　       　的作

用;太阳灶应用的是　     　。 

平面镜

两

发散 会聚

凸面镜 扩大视野

凹面镜



[典例1]小明同学在做“探究平面镜的成像特点”的实验

时,将一块玻璃板竖直架在一直尺的上面,再取两支相同的蜡

烛A和B一前一后竖放在直尺上,点燃玻璃板前的蜡烛A,用眼

睛进行观察,如图所示。在此实验中:

课堂典例分析

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1)他在竖立的玻璃板前面放一支点燃的蜡烛A,可以看到玻璃板

后面出现蜡烛的像,然后拿一支相同的蜡烛B在玻璃板后面移动,

直到蜡烛B与　        　完全重合。 

(2)实验中小明使用玻璃板代替平面镜的好处是　            .

    　,并且玻璃板应选择　 　(选填“薄”或“厚”)的,目的

是防止出现　   　。但是玻璃板所成的像比平面镜所成的像要

　  　(选填“亮”或“暗”),所以实验应该选择　   　(选填

“较暗”或“较亮”)的环境,或者选择　  　(选填“茶色”或

“无色”)玻璃板,使成的像更加清晰。 

蜡烛A的像

便于确定像的

位置 薄

重影

暗 较暗

茶色



(3)小明在实验时,发现某个小组的同学无论怎样移动蜡烛B,

都不能和像重合,主要原因是　                　。

(4)直尺的作用是便于比较物与像　           　   的关

系;两支相同的蜡烛是为了比较物和像的　   　关系,这种

确定像与物大小的方法是　          　(选填“等效替代

法”或“控制变量法”)。 

玻璃板未竖直放置

到平面镜的距离

大小

等效替代法



(5)观察蜡烛成像时应在蜡烛　　(选填“A”或“B”)一侧。

移去蜡烛B,并在其位置上放一光屏,应在蜡烛　   　(选填

“A”或“B”)一侧观察,如果光屏上　  　(选填“能”或

“不能”)承接到蜡烛A的像,这说明平面镜成的是　 　像。

A

B

不能

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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