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讲--声现象和光的反射

一、思维导图

二、知识梳理

考点 1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1.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1)产生：声音是由物体的 产生的。

(2)特点：一切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振动停止，发声也停止，但传声未停止。

(3)传播：a.形式：以            的形式传播。

b.条件：声音的传播需要 ,传声的介质可以是气体、液体或固体；真空      (选

填“能”或'不能”)传声。

(4)声速:

a.大小:等于声音在每秒内传播的距离。15℃时空气中的声速为       .

b.影响因素: 与介质的种类和温度有关

c.声速的比较:一般情况下，v 气体    v 液体    v 固体

（5）回声

a.声音在传播过程中遇到障碍物被反射回来形成了回声。

b.发出的声音，只要遇到障碍物就存在回声。只有当回声到达人耳比原声晩 0.1s 以上, 人耳

才能把它与原声区分开，否则将和原声混在一起，起到加强原声的作用。

c.回声测距：如图所示，声音到静止的障碍物的距离等于声音传播路程的 1/2,即 s=l/2 vt。



2.小实验

方法一  转换放大法认识声音的产生

如图所示，将竖直悬挂的乒乓球接触正在发声的音叉，会看到乒乓球反复弹起。该实验说明

了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请你再设计一个显示声源振动的实验：

将敲响的音叉插入平静的水中；

将蜡烛靠近正在发声的音箱等。

（将点燃的蜡烛靠近发声的音箱，看到烛焰跳动; 将发声的音叉靠近示波器的拾音器，看到

示波器有波形输出）

方法二   理想化实验法研究声的传播

在物理学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由于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不可能直接通过实验进行 

验证或探究的物理规律。理想化实验法就是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忽略次要因素，进行合理

地推理，得出结论，达到认识事物本质的目的。应用这种科学方法探究和认识物理规律时往

往分两步：



（1）根据实验目的尽量创造条件，设计并操作实验，取得可靠的实验事实；

（2）在获取可靠实验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假想在理想状态下进行实验，并通过科学地推理

得出实验结果（或结论）。

将一只小电铃放在密封的玻璃罩内，接通电源使电铃发声，逐渐抽出玻璃罩内的空气，听听 

声音有什么变化。再让空气逐渐进入玻璃罩内，声音又有什么变化？

声音逐渐变小，之后又重新变大。

 考点 2 声音的特性

1.声音三要素的理解

概念 决定因素 日常描述 相应关系

音调
声音的

高低
发声体的频率

①同一音阶中的 1、2、 

3、4、5、6、7 音调逐渐

升高

②声音的尖细指音调  

高，粗沉指音调低

③唱歌时“这一句太高，

我唱不上去”，这 里的

“高”指音调高

频率高，则音调      ,

频率低，则音调     

响度
声音的 强

弱或 大小

发声体的      、人距

离发声体的远近

“你的声音太小,我 听不

清”这里的“小” 指响度小

“震耳欲聋”指响 度大

     大（小）,则响度

大（小）；

人距发声体越近，响度

越大，距发声体越远，响

度越 小

音色
音品、音  

质
发声体的材料、结构

“闻其声而知其人”指 每

个人声音的音色不同

不同发声体，发出声音  

的音色     



2.波形图

3.各种乐器的音调

打击乐器：以鼓为例，鼓皮绷得越紧，音调就越高。

弦乐器：弦越细、越短、越紧，音调就越高；反之，音调就越低。 

管乐器：空气柱越短，音调越高；空气柱越长，音调越低。（生活中热水瓶灌开水发声原理）

 考点 3  噪声的控制及声的利用

1.乐音和噪声的比较

2.噪声的控制



a.防止噪声产生，即在       处控制。如“禁鸣喇叭”、摩托车的消声器、公共场所禁止大 

声喧哗、手机静音等。

b.阻断噪声传播，即在       中减弱。如安装隔声板、门窗安装双层玻璃、交通道路旁的“绿

化带”等。

c.阻止噪声进入人耳，即在       处减弱。如戴防噪声耳罩、捂住耳朵等。

3.超声波与次声波的应用

超声波                                次声波

共同点

超声波、次声波和可听声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但超声 

波和次声波的频率超出了人耳听觉的频率范围，虽然有振动，但人耳却听不到

汽车的倒车雷达和交通中的测  

速雷达

监测火山爆发、龙卷风和核爆炸发生的

方位和强度

利用超声波清洗物体应用

医生利用超声波成像能够诊断  

器官是否有病变，如 B 超
利用次声波的特性制造出次声武器，可

使心 脏、肺等因出现强烈共振而受损



 考点 4  人耳结构和功能

1.耳是人的听觉器官，由外耳、中耳和内耳构成。

2.耳的结构。

外耳：耳廓：收集声音；外耳道：传导声波。

中耳：鼓膜：随着声波振动而引起振动，将振动传到听小骨。 

鼓室：内有三块听小骨，鼓室连咽鼓管；听小骨：传递声音振动并放大。 

咽鼓管：连通鼓室和咽部，调节鼓室内气压，从而维护正常的听力。

内耳：耳蜗：内有液体和听觉感受器，接受声波的刺激，产生神经冲动

      前庭

半规管      

3.听觉的形成过程：

声音→耳廓→外耳道→鼓膜(产生振动)→听小骨(放大)→耳蜗(产生神经冲动)→ 听觉神经→

大脑皮层→听觉中枢→产生听觉

4.影响听觉的原因

(1)人的听觉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变得不灵敏。

(2)听觉器官的某一部分损伤或病变而导致听力的下降，甚至失聪，如：鼓膜、听小骨损

伤或发生病变，会产生传导性耳聋。

(3)内耳耳蜗部位、听神经、大脑听觉中枢发生病变造成的听力下降会产生神经性耳聋。

内有位觉感受器，感知人体平衡



考点 5 光的沿直线传播

1.光源：自身会发光的物体。如发光的水母、太阳、燃烧着的蜡烛、开着的电视的屏幕、 

萤火虫等。月亮      (选填“是”或“不是”)光源。

2.光的直线传播：

(1)条件：光在         介质中是沿直线传播的。

举例：小孔成像、影子的形成、日食、月食、98K 瞄准射击、地面上的圆形光斑。

(2)光路的性质：光路是     的。

(3)光速：

a.传播：光可以在空气、水、玻璃等介质中传播，也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b.大小：光在不同物质中传播的速度一般不同。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是自然界中最大

的速度，其大小为：c =        米/秒，光在不同物质里的传播速度：v 空气>v 水>v 玻璃。

c.光年：光在一年内传播的距离，是长度单位。

【适时总结】影子与小孔成像的区别

(1)影子：光在沿直线传播的过程中遇到不透明的物体时，光线被物体挡住，无法到达

物 体后面，在物体后面形成了与物体轮廓相似的黑暗区域，这就是物体的影子。如

手影、路灯下的人影、皮影戏等。

(2)小孔成像：是由实际光线会聚而成的倒立的实像。

3.光波与声波的区别

声波 光波

相同点 都属于波；都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和能量；都可以在空气中传播；都能发生反射

不同点
声波传播需要介质；不能在真空中传播；由物

体振动产生

光波传播不需要介质；可以在真空中

传播



 

考点 6 光的反射

1.光的反射

(1)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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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常见的反射现象：水中倒影、镜子中的自己、潜望镜等。

2.光的反射定律

(1)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和法线都在            。

(2)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分居     两侧。

(3)     角等于     角。

记忆口诀：三线共面，法线居中，两角相等

【注意】

a.入射角是指入射光线与法线的夹角，反射角是指反射光线与法线的夹角；

b.光垂直射入时，反射角和入射角都为 0。；

c.反射角等于入射角，不能说入射角等于反射角（因果关系、前后顺序）

3.镜面反射和漫反射

镜面反射 漫反射

图示

相同点 都遵循光的     定律；光路都是     的

反射面不同 平整光滑 粗糙不平

反射光方向

不同

特定方向有反射光束，反射光束 

集中

各个方向都有反射光束，没有光束集 

中的反射方向不同点

人的感

觉不同

迎着反射光看很刺眼，常说反光； 

其他方位看不见或不明显
各个方向都能看清

实例

a.黑板反光

b.平面镜成像、玻璃板成像

c.平静水面的倒影

a.各个方向都能看清黑板上的字

b.电影屏幕用布面，而不用玻璃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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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 7 平面镜成像规律

1.成像原理：         

2.平面镜成像特点

(1)像和物到镜面的距离         

(2)像与物的大小         

(3)像和物关于镜面         

(4)平面镜后面所成的像为   像。

3.实像和虚像

实像 虚像

成因 实际光线会聚而成 光线的反向延长线会聚而成

光屏可否承接               

相同点 眼睛可以直接观察到

实例 小孔成像等 平面镜成像等

4.凸面镜与凹面镜

凸面镜 凹面镜

反射面 用球面的外侧作反射面的球面镜 凹面的抛物面镜

对平行射光的反射特点

应用 汽车观后镜/后视镜 太阳灶

 考点 8 光的颜色

1.白光：白光是多种单色光(红、橙、黄、绿、蓝、青、靛、紫)混合而成的复色光。

2.物体的颜色与被照光之间的关系： 



白色的物体反射所有照射在它表面的光； 

黑色物体吸收所有照射在它表面的光； 

透明物体的颜色是由透过的色光的颜色决定的；

不透明的物体只反射与其颜色相同的光，其他颜色的光均被吸收。

3.光的三原色：红、绿、蓝。

考点 9 作图

1.光反射时的作图方法

类型 作图方法

已知入射光线  

作反射光线

先找出入射光线与反射面的交点（入射点），过入射点作垂直于界面

的直线----法线，将法线作为角的一边，以入射点作为角的顶点，在

图中作一角等于入射角，则所作线即反射光线，并注明光线方向

已知反射光线  

作入射光线

先找出反射光线与反射面的交点（入射点），过入射点作垂直于 界面

的直线----法线，将法线作为角的一边，以入射点作为 角的顶点，在

图中作一角等于反射角，则所作线即入射光线，注 意光线方向是从

光源射向入射点的已知入射光线

和 反射光线确

定平 面镜的位

置

先作出入射光线和反射光线夹角的角平分线，此线为法线。过入射光

线与反射光线的交点（角的顶点或者说是入射点）作垂直法线的一条

直线，该直线为平面镜的位置

【例题】如图所示，一束光线与水平方向成 60 角，请你放置一块平面镜使它的传播方向变

为水平向右，画出平面镜的位置，并标出反射角的大小。

 2.关于平面镜成像的作图

作图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根据光的反射定律作图，二是根据平面镜的成像特点 作图。

现以确定发光点 S 为例。

（1）根据光的反射定律作图

①从发光点 S 任意引两条光线射到平面镜上。

②作出入射光线的法线。



③根据光的反射定律分别作出两条入射光线的反射光线。

④作两条反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相交于点 S,点 S 即为发光点 S 的像，如图甲所示。 

(2)根据平面镜成像的特点作图

①过发光点 S 向平面镜引垂线，并延长。

②在延长线上取一点，使这点到镜面的距离等于发光点 S 到镜面的距离。

③标出像点 S，，即为发光点 S 的像，如图乙所示。

 考点 10 探究光的反射定律

一、实验类型：探究性实验

二、高频命题点

1.设计和进行实验

(1)主要实验器材及其作用

①可折转的粗糙硬纸板，作用是显示光路、探究三线是否在同一平面内。

②量角器，作用是测量入射角和反射角。

(2)实验应在较暗环境下进行的目的:使实验现象更明显”

(3)纸板与平面镜的放置要求：纸板与平面镜应垂直放置.

(4)激光笔紧贴纸板的目的：在纸板上显示光路。

(5)"三线共面”的验证方法：将纸板向后折，观察在后折的纸板上是否能看到反射光线。

(6)验证光路可逆的方法：将激光笔逆着原来反射光线的方向照射，观察纸板上的反射光

线是否与原来的入射光线重合。

(7)多次测量，改变入射角的大小，测量反射角大小，使实验结论具有普遍性。

2.分析现象与数据，总结结论

(1)数据分析的内容：反射角与入射角的大小关系、当入射角改变时反射角的变化情况。

(2)现象分析的内容：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居法线两侧、三线共面、光路可逆。

3.评估与交流

(1)不能得出“反射角等于人射角”的原因：将人射光线或反射光线与平面镜的夹角记录

成 入射角或反射角。

(2)实验改进：将纸板换成带角度刻线的纸板，可以直接读出入射角和反射角，使实验更

简便。

4.实验结论

在反射现象中，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和法线都在同一平面内;



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分别位于法线两侧;

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针对训练  如图所示，在“探究光的反射规律”实验中：

(1)除图中器材外，实验中还需要用到的测量仪器是                  。

(2)为了使光线更加明显，实验应在较        (选填“亮”或“暗”) 的环境下进行。

(3)图中反射角是    度。

(4)如图所示，先将平面镜放在水平桌面上，再将纸板 AB   放在平面镜上，让激光笔   纸

板射向 0 点。

(5)改变入射角大小，多次实验后，测得如下几组数据:

①表格中的错误数据是第   次实验，错误原因可能是将反射光线与     的夹角当成反射角。

②根据实验数据得出的结论是                                                   ;

③实验中多次改变入射角的大小去测量反射角大小的目的是                         。

 

考点 11 探究平面镜成像规律

一、 实验类型:探究规律型

二、 高频命题点

1.设计和进行实验

(1)实验原理；光的反射。

(2)用玻璃板代替平面镜的目的：利用玻璃板的透光性能，便于确定像的位置和大小。

(3)选择较暗的环境进行实验的原因：更容易观察到像。

(4)主要实验器材及其作用

①两支完全相同的蜡烛，作用是便于比较像与物的大小关系。

②薄玻璃板，作用是防止产生重影。

③刻度尺，作用是测量像与物到玻璃板的距离。

(5)玻璃板的放置要求；竖直放置在水平桌面上。



(6)实验方法：等效替代法，即两支完全相同的蜡烛，用其中一支未点燃的蜡烛替代另

一 支点燃的蜡烛的像。

(7)观察像时眼睛的位置：从点燃的蜡烛一侧进行观察。

(8)判断平面镜成虚像的操作：将光屏放在像的位置，光屏上不能成像。

(9)常见问题及解决

①未点燃的蜡烛始终不能与像重合的原因：玻璃板未与水平桌面垂直。

②透过玻璃板观察到两个像的原因：玻璃板太厚，前、后表面各成一个像。

③用模子代替蜡烛进行实验时，看不清棋子的像,应用手电筒照亮棋子。

(10)多次测量：多次改变蜡烛与玻璃板的间距，使结论具有普遍性。

2.分析现象与数据总结结论

(1)数据分析的内容：物和像到平面镜的距离关系。

(2)现象分析的内容：确定平面镜成像的虚实、大小关系。

3.评估与交流

(1)利用方格纸代替白纸的目的；省去测量物距和像距的步骤，使实验更简便。

(2)测得蜡烛和像到玻璃板的距离不等，可能的原因：

①未点燃的蜡烛与点燃的蜻烛在玻璃板中的像没有完全重合；

②玻璃板太厚。

4.实验结论

平面像成像的特点：

(1)像的大小和物体的大小相等；

⑵像和物体到平面镜的距离相等；

(3)像和物体的连线与镜面垂直；

⑷平面镜成正立的虚像。

针对训练  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中，小金同学利用如图甲的器材进行实验。

(1)实验时为了便于确定像的位置，小金应选用       (选填“玻璃板”或“平面镜”)作 为实验

器材。

(2)现有厚度分别为 5 mm 和 2 mm 的两块玻璃板，应选择    的玻璃板做实验，目的是   

                                                           

⑶ 实验中选取 A、B 两支    的蜡烛是为了比较       的大小关系，且便于确定像的位置。



(4)请将放置器材的过程补充完整：白纸平铺在水平桌面上，蜡烛 A 正确放在白纸上，玻 璃

板应                    ，沿玻璃板在白纸上画一条直线代表        的位置。

(5)实验过程中人眼一直在玻璃板     (选填“前面”或“后面”)观察，直到看上去蜡 烛 B 跟 

       (选填“蜡烛 A”或“蜡烛 A 的像”)完全重合，在白纸上记下这两个 位置。

(6)小金正在观察蜡烛 A 的像，他用科学书挡在玻璃板的后面，那么他    (选填“能” 或“不

能”)看到蜡烛 A 的像。

(7)接下来小金多次改变点燃蜡烛 A 到玻璃板的距离进行实验，这样做的目的是           

                          

(8)小金在白纸上记录了多次测量后物与像对应点的位置和实验现象，并记录在下表中;

实验次数 蜡烛到平面镜的距离/cm
蜡烛的像到平面镜的 

距离/cm

蜡烛的像与蜡烛的大 

小关系

1 8 8 相等

2 12 12 相等

3 16 16 相等

①实验表明，平面镜所成像的大小与        的大小相等；

②像和物体到平面镜的距离        ;

③平面镜所成像的大小与物体到平面镜的距离        (选填“无关”或“有关”)。

(9)为了探究“平面镜成的像是实像还是虚像”，同组小强同学移去与像完全重合的蜡烛 B, 并

在 B 原来位置放一个光屏，透过玻璃板观察光屏上是否有蜡烛 A 的像。小强同学的做法是

       (选填“正确”或“错误”)的。

(10)同组的小明在分析数据时发现，像距都比物距大一些，小明认为这是由于测量粗心引 

起的，小金认为像距比物距大可能与玻璃板的厚度有关。你认为小明和小金谁的看法正

确？    ,理由是                                          

(11)回家后，小金照镜子，他认为当他离镜子越远时，自己的像越小，想要验证他的观点 

是否正确，需要收集的数据是：                                               。

 三、题型分类

题型 1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1．（2023•桐乡市模拟）如图所示为博物馆珍藏的古代青铜“鱼洗”，注入半盆水后，用双手

搓把手，会发出嗡嗡声，盆内水花四溅。传说，众多“鱼洗”声能汇集成千军万马之势，

曾吓退数十里外的敌军。这反映了我国古代高超的科学制器技术。下列分析错误的是 ( 　　

)

A ．“水花四溅”说明发声的“鱼洗”正在振动

B ．“鱼洗”发出的声音是靠疏密相间的声波传播的

C．人能听到“鱼洗”发出的声音，是因为在耳蜗内形成了听觉

D ．众多“鱼洗”发出的嗡嗡声汇集在一起，改变了声音的响度

 2.（2023•普陀区校级模拟）下列关于声现象的描述和分析，错误的是（     ）　　

A ．甲图：小明能听到桌面传来的敲击声，说明固体可以传播声音

B ．乙图：笛子发声是靠笛子内的空气柱振动产生的，说明声源可以是气体

C．丙图：逐渐抽出玻璃罩内的空气，听见闹铃声越来越小，说明声音不能在真空中传

播

D ．丁图：手机声控密码解锁时，只能由设置语音密码的人说出密码才能打开手机，这

一设置利用了不同的人音调不同

3．（2023•上海）下列关于声音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 ．只要物体振动就能听到声音

B ．声音在空气和真空中都可以传播

C．噪声不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D ．声音在不同介质中传播速度一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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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 2 人耳的结构和功能

1． ( 2023•余姚市期末）世卫组织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年轻人中约 11 亿人由于戴耳

机听音乐、玩游戏，面临着不可逆转的听力损伤风险。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

A ．蓝牙耳机是通过超声波传递信息的

B ．听觉形成路径：声波→ 外耳道→ 听小骨→ 耳蜗→ 鼓膜→ 听神经→ 大脑

C．长期用入耳式耳机，会导致耳内的听觉细胞受损，听力下降

D ．提高耳机音量，音乐的响度提高，音乐不需要介质直接传入人耳

 2． ( 2023•余姚市模拟）2022 年 3 月 3 日是全国爱耳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保持听力，

终生受益”。下列关于听力、声音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

A ．形成听觉的部位是耳蜗，因为耳蜗内有听觉毛细胞

B ．孕前做耳聋基因检查可降低先天性耳聋风险，因为基因决定性状

C．遇到巨大响声时张开嘴，这样可使鼓膜两侧的气压保持平衡

D ．使用耳机听音时音量不要超过最大输出值的60% ，因为音调太高会令人烦躁

3． ( 2023•上城区二模）在嘈杂的环境中，人们会不自觉的调高耳机音量，提高声音的

 　   　（选填“音调“或“响度” ) ，若瞬间将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值，有可能损伤人耳

结构中的 　   　（选填“鼓膜”或“半规管” ) ，此过程中声音起传递 　  　（选填“信

息”或“能量” ) 的作用。使用降噪耳机能在 　   　减弱外部噪声，避免了该情况的出现。

 题型 3 声音的特性

1. ( 2023•杭州模拟）关于声现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图甲中钢尺伸出桌面的长度越长，振动时音调越高

B ．图乙中依次吹每个瓶的瓶口，越靠近右端音调越低

C．图丙中拉奏二胡时，手在不同位置按弦，是为了改变声音的响度

D ．图丁中编钟包含若干个大小不同的钟，钟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音色

 2． ( 2023•镇海区一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我和我的祖国》主题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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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遍网络，唱者激情无限，欢笑与润水交织，听者观者动容，激发人性中真实、温暖、朴素

的爱国情怀。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歌手可以通过麦克风来提高声音的音调

B ．歌声通过空气传入现场观众的耳朵

C．现场观众大合唱的声音比歌手的声音传播速度更快

D ．电视机前的观众根据响度来识别不同的伴奏乐器

3． ( 2023•慈溪市校级模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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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型 4 噪声的控制及声音的利用

1． ( 2023•义乌市期中）下列控制噪声的措施中，相对应的解释正确的是 ( 　　 )

A ．高速公路旁安装隔音墙− − 在传播过程中减弱噪声

B ．开会时把手机调到静音状态− − 在人耳处减弱噪声

C．关闭房间的门窗− − 在声源处减弱噪声

D ．机场跑道工作人员戴防噪声耳罩− − 在声源处减弱噪声

 2．（2021•拱墅区一模）2015 年 3 月 1 日，南京地铁 3 号线正式通车。列车车轮上新增了

降噪环，有效降低过弯道时轮轨摩擦发出的声响，这是在　    　（选填“声源处”、“传

播途中”或“人耳处” ) 减弱噪声。手机微信利用电磁波传递信息，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

播速度是        　 m/ s。

 题型 5 声速的计算

1.(2021·富阳区模拟)2015 年 1 月,科学家在南极洲发现一个隔石坑,形状如圆形平底锅,如图

所示。小明在圆心 A 点大喊一声，经过 6s 听到回声。设空气中声速为 340m/s,圆形凹坑的

直径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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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0m          B.1020m           C.2040m          D.4080m



2. 一辆卡车在平直的公路上以 50.4km/h 的速度匀速行驶，其正前方有座山，在汽车鸣笛

后，又过了 2s 听到回声，则司机听到回声时距离山     m

题型 6 光的基础知识

1.下列物体属于光源的是（   ）

A.黑板           B.课本       C.火把         D.月亮

 2.打雷时，总是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这是因为（   ）

A.打雷时，总是先发生闪电，后发出雷声

B.打雷时，闪电和雷声虽同时发生，但光传播得比声音快

C.打雷时，闪电和雷声虽同时发生，但人耳比人眼反应慢

D.打雷时，闪电发生的地点和雷声发出的地点离人的距离不同

 3.下列词句中属于光的直线传播现象的是(选填数字号码)       

①立竿见影;②镜花水月;③坐井观天:④海市蜃楼:

⑤凿壁偷光;⑥水中捞月;⑦夕阳如血;⑧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题型 7 光的反射规律

1.雨后天晴的夜晚，为了不踩到地面上的积水，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

A.迎着月光走，地上暗处是水;背着月光走，地上发亮处是水

B.迎着月光走，地上发亮处是水;背着月光走，地上暗处是水

C.迎着月光走或背着月光走，地上发亮处都应是积水

D.迎着月光走或背着月光走，地上的暗处都应是积水

 2.如图，若要让反射光线射中目标，在激光笔不动的情况下，可将平面镜（   ）

A.竖直向上移动



B.竖直向下移动

C.水平向右移动

D.水平向左移动

 

题型 8 光的反射作图

1．（2021•椒江区期末）某同学根据光的反射定律进行作图，确认点光源S的像。其作图过

程包含下述步骤：

①从点光源S任意作两条入射光线SO
1
、SO

2
；

②作出反射光线O
1
A、O

2
B；

③将反射光线O
1
A、O

2
B反向延长，找到交点S′ ；

④作出法线O
1
N 、O

2
N′ ；

则作图步骤正确的排序是 ( 　　 )

A ．①②③④ B ．①③②④ C．①④②③ D ．①②④③

 

题型 9  探究光的反射定律

1．（2023•拱墅区校级二模）（1）如图 1 所示，小海同学在“探究光的反射规律”实验时，

利用红、绿、蓝三种色光的激光笔进行实验，他将位于同一平面内的白色纸板A 、B 立在

平面镜上。下列说法中正确的一项是 　  　。

A ．②号光线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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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红光的入射角为90°

C．利用该装置进行实验时，纸板不需要垂直于平面镜放置

D ．将纸板B 沿红光所在直线向后折，无法观察到反射光线，表明反射现象消失

（2）如图2所示是一束光在空气和某种透明物质界面上发生的反射和折射现象，图中OA 、

OB、OC表示光线，则空气在界面的　  　边（选填“左”或“右”或“上”或“下”

) 。

（3）如图 3 所示，凸透镜位于P处（图中未画出）位置不变，移动蜡烛，光屏先后在P

同侧的甲、乙两处得到烛焰清晰的像，且甲处的像比乙处小，则以下说法正确的

是 　   　。

①蜡烛的移动方向向右；②乙处像比烛焰要大，是放大的；③ P点位置在乙的左侧④

甲离P处距离比乙离P处距离短

题型 10 探究平面镜成像规律

1．（2023•温州模拟）如图甲为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实验，将玻璃板竖直立在网格板上，硬

币在玻璃板中所成的像与a位置的硬币重合，将玻璃板平移到图乙位置，则硬币在玻璃板

中所成的像与哪个位置的硬币重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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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b C．e D ．d

 2．（2023•淳安县一模）如图是验证“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装置，其中A 为玻璃板前点

燃的蜡烛，B 为玻璃板后未点燃的蜡烛。有关本实验的说法错误的是 ( 　　 )

A ．玻璃板应该与桌面垂直

B ．蜡烛B 点燃进行实验，实验效果更好

C．眼睛应从A 一侧观察成像情况

D ．实验时间过长，蜡烛燃烧变短，会对结论产生影响

 3．（2023•舟山三模）为完成“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实验，小金选择了如图所示的实验装

置。

（1）小金用玻璃板代替平面镜的目的是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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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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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课后巩固

1．（2022•杭州模拟）九年级的同学在“中考”之前，参加了很多活动和测试，关于其间涉

及到的科学知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体育加试时，一名同学握住实心球在空中静止了 1 秒，这 1 秒内重力对它没有做功

B ．体检时，耳科医生检查耳道时使用的额镜是凹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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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拍摄毕业像时，如果两侧有学生没有进入镜头，摄影师应将照相机向学生靠近     

D ．实验操作考查时，同学们在走廊里要保持安静，这属于在人耳处减弱噪声

 2．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只要物体振动，人耳就一定能听到其发出的声音

B ．固体、液体和气体都能传播声音

C．闪电和雷声都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D ．乐器发出的声音一定不是噪声

 3．（2021•黄岩区模拟）下列有关声现象的知识，说法正确的是 ( 　　 )

A ．声音在真空中传播最快

B ．有的超声波人耳也能听到

C．振幅越大，音调越高

D ．在高速公路旁修建隔音墙，是在传播过程中减弱噪声

 4．（2023•慈溪市校级模拟）小李同学对科学知识的归纳，有错误的是 ( 　　 )

A B

凸面镜、凹透镜——对光有发散作用

平面镜——能改变光的传播方向

种子萌发的内部条件——种子中有完好的胚

声音和光传播的条件——有介质

C D

家蚕的完全变态发育：受精卵→ 幼虫→ 蛹→ 成虫

声音进入人耳：耳廓→ 外耳道→ 鼓膜→ 听小骨→

耳蜗

利用孢子进行繁殖——青霉、蕨、蘑菇

营养繁殖——分根、压条、扦插、嫁接

A ．A B ．B C．C D ．D

 5．（2022•拱墅区校级二模）物理兴趣小组的同学们对身边的一些物理量进行了估测，其中

最符合实际的是 ( 　　 )

A ．家用台灯正常工作时，通过灯丝的电流约为2A

B ．人耳的听觉频率上限为2000Hz

C．一张平摊在桌面的A4纸所受大气压力约为6000N

D ．一本九下科学书的质量约为30g

 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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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月考）在探究人耳怎样听到声音时，可以用肥皂膜模拟人耳的鼓膜。如图所示，当喇

叭发声时，肥皂膜将 ( 　　 )

A ．振动 B ．一直向左运动

C．一直向右运动 D ．静止不动

 7．（2023•上城区期末）下列估测的数据接近生活实际的是 ( 　　 )

A ．图书馆阅览室的声音约为 100 分贝

B ．人耳不能听到频率约为 1 赫兹的声音

C．中学生步行的速度约为10m/ s

D ．平放在水平桌面上的一粒西瓜子对桌面的压强约为10000Pa

 8．（2023•绍兴）牛顿第一定律是在大量实验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推理概括出来的，这种研

究方法称为科学推理法。下列

实验中采用了该方法的是 ( 　　 )

A ． 研究植物蒸腾作用的影响因素

B ． 测定空气中氧气的含量

C． 模拟星系运动

D ． 研究声音传播需要介质

 9．（2022•上海）下列不能传播声音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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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固体 B ．液体 C．气体 D ．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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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22•德清县模拟）科学探究常采用转换、模型、类比、推理和控制变量等研究方法，

下列属于模型法的是 ( 　　 )

A ．研究磁场时，用磁感线描述空间磁场的分布情况

B ．抽去玻璃罩内空气，听到的铃声逐渐变小，说明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

C．利用压强计中U形管两侧液体柱的高度差，反映液体内部压强的大小

D ．探究种子萌发需要的适宜温度时，应控制水分、空气等其他因素相同   

 11．（2023•温州校级三模）小明在探究“平面镜成像”和“凸透镜成像”两个实验中，分

别把一个不透明且不光滑的板放在如图甲、乙所示的位置，则小明在右侧观察时 ( 　　 )

A ．甲挡板上有像，且看得到蜡烛的像

B ．甲挡板上无像，且看不到蜡烛的像

C．乙挡板上有像，且看得到蜡烛的像

D ．乙挡板上无像，且看不到蜡烛的像

 12．（2023•西湖区校级期中）下列关于光现象的说法符合客观事实的是 ( 　　 )

A ．池水看起来比实际浅，是因为光从水斜射入空气中时发生折射

B ．岸边的树在水中的倒影，是由于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

C．小孔成像时，所成实像的形状是由小孔的形状决定的

D ．从汽车后视镜中看到的景物是由光的反射形成的实像

 13．（2023•西湖区校级月考）如图所示，根据对声音的传播及特性的学习，完成以下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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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图 1 所示，通过水波来研究声波，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是 　  　（填字母）。

A.推理法

B. 类比法

C.控制变量法

D. 转换法

（2）如图 2 所示，敲打右侧音叉，发现左侧音叉与它接触的乒乓球会被弹起，这个现象

说明 　                       　。

（3）如图 3 所示，甲、乙、丙、丁四个相同的瓶子里装入了不同量的水，用棒敲击瓶子

时，可以产生声音，则发出的声音主要是 　       　的振动产生，声音音调从高到低

依次是 　               　。

（4）图 4 是人耳结构图。人内耳的结构包括 　     　（填结构名称，下同），听觉形

成的部位是 　     　。旅客闭眼乘车、乘船时，会准确辨析车船行驶速度的变化及上、

下坡行驶，这与耳中的 　            　这两个结构有关。这是因为它们内有

 　    　感受器。

 14．（2023•镇海区模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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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涉及到的实验方法是 　     　。（填“类

比法”或“转换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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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23•北仑区二模）小科将一根钢尺压紧在桌面上，用手拨动其伸出桌外的一端，钢

尺由于　    　产生了声音。小科若想听到的声音音调低沉一点，在控制钢尺两次振动

幅度相同前提下，可使钢尺振动变 　    　（选“快”或“慢” ) 。

 16．（2023•宁波模拟）2021 年 3 月 6 日晚，宁波慈溪亮相央视《中国地名大会》，慈溪市

委书记杨勇携青瓷瓯乐团，亲自讲述跨千年的慈溪故事。

 （1）慈溪还守护着秘色瓷穿越千年的秘密。台下的观众听着青瓷鸟哨吹出宛若天籁的

神奇音律，让人仿佛梦回大唐盛世。青瓷鸟哨是靠 　    　振动发出声音。

   

17．（2023•宁波模拟）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生军事冲突。小科周末回家时

看了一些相关视频，在一枚导弹落地爆炸的视频中，小科发现一个现象：视频中显示远

处导弹落在建筑物后方，瞬间就发出了闪光，照亮了天空，但是爆炸声音却是过了一会

才响起。

（1）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光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填“大于”、“小于”或“等于” ) 。

（2）小科想起过年时放鞭炮，看到火光和听到声音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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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导弹落在建筑物后方，视频拍摄者却能看见闪光照亮天空，这是因为光照射到了空

气中的尘埃，发生 　     　现象。

18．（2023•杭州月考）作图题

楼梯拐角的墙上装了一块镜子（如图所示），方便同学们日常整理仪容的同时，也能更好

地在节电的情况下通过光的反射，对楼道进行照明（光能反射到A 点），画出：灯S发出

的光经过镜子反射到A 点的径迹。

19．（2023•鹿城区模拟）多普勒效应是波源和观察者之间有相对运动时，观察者接收到的波

的频率与波源发出的频率不同的现象。观察者与声源发生相对运动，靠近声源时声音变

尖细，远离声源时声音变低沉。这是由于单位时间内到达耳朵的波峰数不同造成的。如

图所示：A 点为发出固定频率声波的声源（通常情况下，声波的频率不变，其波长也不

变，也就是说两个相邻波峰之间的距离也不变），圆弧可代表每一个波峰数，小车B 靠近

A 时与远离A 时在单位时间内碰到的波峰数不同。声音的尖细则是由于波峰数变多造成

的。现在小科要探究“多普勒效应现象”。

步骤一：在水平空地上取A 点，放置能发出固定频率声波的发声装置。

步骤二：小科坐在能匀速运动的小车上，从B 点径直向A 点靠近，记录听到的声音变化情

况。

步骤三：… …

对比步骤二、三，得出结论。回答下列问题：

（1）请帮小科设计步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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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公式v= λf ，v为声音传播的速度，大小保持不变，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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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波长，在这可等效替换为人耳能听到的两个相邻波峰之间的时间长短， f 为声波的频率。

当观察者靠近声源时，在观察者看来声源的频率将 　     　（填“变大”“变小”或

“不变” ) 。

 20．（2023•瑞安市模拟）小宁发现微风吹过，金属管风铃会发出悦耳的声音。为探究管子

发出声音的频率与长度、直径的关系，他选取了材料与管壁厚度都相同、长度和直径都

不同的三根直管，将它们用细线悬挂，敲击后，测出各自发出声音的频率，数据如下表：

编号 长度 / cm 直径 / cm 频率 / Hz

1 25.00 1.50 2131

2 31.00 2.00 1284

3 48.50 2.50 656

（1）三根管音调最低的是 　  　号（填编号）。

（2）根据表中的数据，　     　（填“能”或“不能” ) 得出“管子发出声音的频率随

长度、直径的增大而减小”的结论。

（3）完成上述探究后，小宁又进行了如图的探究，他将一端系有乒乓球的细绳拴在横杆

上，当鼓槌敲击鼓面的力度越大时，鼓声越大且乒乓球跳动的高度越高。该实验中乒乓

球的作用是 　                       　。

 

 21．（2023•杭州二模）在“研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中，实验室可提供的器材有平面

镜、玻璃板、白纸、笔、火柴、光屏、刻度尺，以及两支大小相同的蜡烛甲和乙，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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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图 1，关于此实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本实验中平面M 应选择的器材为平面镜

B ．向左平移平面M ，蜡烛甲的像位置不变

C．蜡烛甲远离平面M 时，所成的像变小

D. 为方便观察，本实验应该在较亮的环境下操作

（2）实验中通过平面M 可以看到蜡烛甲的像以及后方的“蜡烛乙”，形成蜡烛甲的像和

“蜡烛乙”的光学原理是 　                                　（选填“均为光的反

射”、“均为光的折射”、“前者为光的反射，后者为光的折射”、“前者为光的折射，后者

为光的反射” ) 。

（3）图 2 中为了验证蜡烛甲的像是否为虚像，应在蜡烛乙处放一光屏，然后在     　

（选填 / B/ C/ D ) 处观察光屏上是否成像。

 

 22．（2023•上城区校级期中）凡是妨碍人们正常生活生产的声音都属于噪声，一般减少噪

声的三种措施为：①在声源处减弱；②在传播途径中减弱；③在人耳处减弱

（1）佩戴耳机可降低噪音，该方法属于三种措施中的     　（填序号）

（2）长期佩戴耳机有损听力，下列不支持长时间佩戴耳机的观点有      　（可多选）。

A.使用耳机听相同分贝的声音时，声波对鼓膜的振动强度比不使用大

B. 长时间使用耳机会加速鼓膜和听小骨等结构的劳损

C.耳机可以有效减少外界噪声进入耳中

D. 耳机不及时清洁，容易将细菌带入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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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声现象和光的反射

一、思维导图

二、知识梳理

考点 1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1.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1)产生：声音是由物体的 产生的。

(2)特点：一切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振动停止，发声也停止，但传声未停止。

(3)传播：a.形式：以            的形式传播。

b.条件：声音的传播需要 ,传声的介质可以是气体、液体或固体；真空      (选

填“能”或'不能”)传声。

(4)声速:

a.大小:等于声音在每秒内传播的距离。15℃时空气中的声速为       .

b.影响因素: 与介质的种类和温度有关

c.声速的比较:一般情况下，v 气体    v 液体    v 固体



（5）回声

a.声音在传播过程中遇到障碍物被反射回来形成了回声。

b.发出的声音，只要遇到障碍物就存在回声。只有当回声到达人耳比原声晩 0.1s 以上, 人耳

才能把它与原声区分开，否则将和原声混在一起，起到加强原声的作用。

c.回声测距：如图所示，声音到静止的障碍物的距离等于声音传播路程的 1/2,即 s=l/2 vt。

2.小实验

方法一  转换放大法认识声音的产生

如图所示，将竖直悬挂的乒乓球接触正在发声的音叉，会看到乒乓球反复弹起。该实验说明

了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请你再设计一个显示声源振动的实验：

将敲响的音叉插入平静的水中；

将蜡烛靠近正在发声的音箱等。

（将点燃的蜡烛靠近发声的音箱，看到烛焰跳动; 将发声的音叉靠近示波器的拾音器，看到

示波器有波形输出）



方法二   理想化实验法研究声的传播

在物理学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由于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不可能直接通过实验进行 

验证或探究的物理规律。理想化实验法就是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忽略次要因素，进行合理

地推理，得出结论，达到认识事物本质的目的。应用这种科学方法探究和认识物理规律时往

往分两步：

（1）根据实验目的尽量创造条件，设计并操作实验，取得可靠的实验事实；

（2）在获取可靠实验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假想在理想状态下进行实验，并通过科学地推理

得出实验结果（或结论）。

将一只小电铃放在密封的玻璃罩内，接通电源使电铃发声，逐渐抽出玻璃罩内的空气，听听 

声音有什么变化。再让空气逐渐进入玻璃罩内，声音又有什么变化？

声音逐渐变小，之后又重新变大。

【答案】振动，声波，介质，不能，340m/s, <, <

考点 2 声音的特性

1.声音三要素的理解

概念 决定因素 日常描述 相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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