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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考点 河南三年考情创新解读 2025命题预测

①透镜

②凸透镜

成像规律

③眼睛和

眼镜

④生活中

的透镜

2024第9题用水透镜研究眼睛成

像（选择题、2分，难度中等）

中考命题角度在不断创新，近

年来关于透镜及其应用的考查

与生活密切相关，如2024年用

水透镜研究眼睛成像，模拟眼

睛晶状体的变化，2022年用凸

透镜结合塑料盒观察标本等，

充分体现了物理与生活的息息

相关，预计2025年命题仍会延

续这一特点。

2023第17题考查凸透镜成像规

律实验（实验探究题、4分，难

度中等）

2022第9题用凸透镜观察标本，

考查凸透镜成像特点

（选择题、2分，难度中等）



考点解读

考点一 透镜

1.透镜

类型 凸透镜 凹透镜 图说物理

如图所示，用一个

透镜正对太阳光，

发现白纸上出现了

一个较小的光斑，

则这个透镜是

______镜，

定义
中间____、边缘____

的透镜

中间____、边缘____

的透镜

凸透

厚 薄 薄 厚



对光

的作

用

对光具有______作用 对光具有______作用
对光有______作

用。

移动白纸的位置

，

直到白纸上出现

一个最小、

最亮的光斑时，

测得白纸到透镜

的距离

图示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光

轴
通过两个球面球心的直线

光心
主光轴上特殊的点，通过这个点的光，传播方向
______，这个点叫做透镜的光心，如图中  

会聚 发散
会聚

不变

续表



焦点

能使跟主光轴______
的光经过透镜后会聚
在主光轴上的一点，
这个点叫做凸透镜的
焦点，如图中  

能使跟主光轴______
的光经过透镜后反向
延长线交于主光轴上
一点，这个点叫做凹
透镜的虚焦点，如图
中  

为  ，则该透镜
的焦距为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焦距 （虚）焦点到透镜______的距离，叫做焦距

平行
平行

光心

续表



2.三条特殊光线

入射光线

透镜
平行于主光轴 过焦点 过光心

凸透镜 _
会聚于焦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行于主光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播方向不变

凹透镜 _
反向延长线经过入射侧虚焦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行于主光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播方向不变



考点二 凸透镜成像规律

物距
 

图示

像的性质
像距

图说物理如图，把一支

铅笔水平放在装满水的

玻璃杯的一侧，通过玻

璃杯能看到铅笔的像，

其成像原理是光的折

射。把铅笔由贴近玻璃

杯的位置向远处慢慢地

移动时，透过玻璃杯会

看到铅笔尖

正

倒

大

小

虚

实

 _
倒

立

缩

小

实

像

 _
倒

立

等

大

实

像



 _
倒

立

放

大

实

像

逐渐______

（选填“变长”或“变
短”），到某一位置后，
所看见铅笔尖的方向

______（选填“改变”或
“不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不成像

 _
正

立

放

大

虚

像

变长

改变

续表



考点三 眼睛和眼镜

成像原理

晶状体和角膜的共同作用相当于一个

________，视网膜相当于______。来自

物体的光经晶状体会聚在视网膜上，形

成倒立、______的实像

图说物理

1.如图所示，眼睛

的________相当于

凸透镜，________

相当于光屏，物体

通过眼睛成倒立、

______的实像。

近视

眼与

远视

眼

类型 近视眼 远视眼

凸透镜 光屏

缩小
晶状体

视网膜

缩小



近视

眼与

远视

眼

成像

情况

_

看远处的物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近处的物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征 看不清远处的物体 看不清近处的物体

续表



近视

眼与

远视

眼

焦距
比正常眼的焦距

____

比正常眼的焦距____ 2.小明为近视眼，

则图____为其所佩

戴的眼镜，该眼镜

对光有______作

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因

晶状体太____，折

光能力太____，成

像在视网膜____

晶状体太____，折光

能力太____，成像在

视网膜____

矫正
_

佩戴________做成

的近视眼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佩戴________做成的

远视眼镜

短
长

乙

发散

厚

强

前

薄

弱

后

凹透镜 凸透镜

续表



考点四 生活中的透镜

类

型
原理 图示

图说物理

1.如图所示是早期

照相馆里摄影师取

景时的情境，取景

时，在取景框成

______、______的

像，若要全身像，

照

相

机

照相机利用物体位于

镜头二倍焦距以外

时，成______、

______的____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倒立 缩小
倒立

缩小 实



投

影

仪

投影仪是利用凸透镜

成______、______的

____像的原理制成

的。图中平面镜的作

用是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应______相机和两

位照相人之间的距

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倒立 放大

实

改变光路

增大

续表

RJ八上P91图5.1-4



放

大

镜

放大镜是一个凸透镜，

是利用凸透镜成______

、______的____像的原理

工作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如图为某同学利

用两焦距不同的凸

透镜模拟望远镜看

远处物体时的情

境，则看到的为物

体______、______

的____像。

显

微

镜

显微镜由目镜和物镜组成

，

物镜相当于_________的镜

头，成______

、______的____像；

目镜相当于________，

成______、______

的 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立 放大

虚

倒立 缩小

虚

               投影仪

倒立 放大

实                    

放大镜 正立 放大

虚

续表



望

远

镜

望远镜由目镜和物镜

组成，物镜相当于

________的镜头，成

______、______的

____像；目镜相当于

________，成

______、______的

____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J 八上 P104 图

5.5-5

照相机

倒立 缩小

实

放大镜

正立 放大

虚

续表



实验探究

实验3 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实验

器材
光具座、蜡烛、凸透镜、光屏、火柴等

装置

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验

步骤

（1）明确凸透镜的焦距，若焦距未知，应先测出凸透镜的焦距。

（2）将蜡烛、凸透镜、光屏依次安装在光具座上，点燃蜡烛，调

整烛焰、凸透镜和光屏三者的中心大致在__________。同一高度



实验

步骤

（3）将凸透镜固定在光具座中间某刻度处，把蜡烛放在较远处，
使  ，调整光屏到凸透镜的距离，使烛焰在光屏上成清晰的
像。观察像的大小和正倒，记录物距 和像距 。改变物距  ，仍使

 ，重做一次实验。
（4）把蜡烛向凸透镜靠近，使  ，调整光屏到凸透镜的距
离，使烛焰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观察像的大小和正倒，记录物距
和像距  。

续表



实验

步骤

（5）把蜡烛向凸透镜靠近，使  ，调整光屏到凸透镜的
距离，使烛焰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观察像的大小和正倒，记录物
距 和像距 。改变物距 ，仍使  ，重做一次实验。
（6）把蜡烛向凸透镜移动，使  ，移动光屏，观察能否成像。
（7）把蜡烛向凸透镜靠近，使  ，观察光屏上能否看到烛焰的
像，若不能，则从光屏这一侧透过透镜观察烛焰的像，观察像的大
小和正倒，记录物距 和像距 。改变物距 ，仍使  ，重做一次
实验

续表



实验

结论

时，  ，成 、 、 像；
2. 时，  ，成 、 、 像；

3. 时，  ，成 、 、 像；

4.  时，不成像；

5.  时，成 、 、 像

倒立 缩小 实

倒立 等大 实

倒立 放大 实

正立 放大 虚

续表



命题

点

1.实验仪器的组装和调节：光具座上依次安装蜡烛、凸透镜、光

屏，调整三者（烛焰）的中心在同一高度。

2.凸透镜焦距的确定方法：平行于主光轴的光经凸透镜折射后，会

聚到主光轴上一点，该点是光斑最小、最亮的一点，该点所处的位

置为凸透镜的焦点，此时光斑（光屏）与凸透镜之间的距离即为焦

距。

3.光屏上找不到像的原因：①蜡烛在一倍焦距以内或一倍焦距处；

②烛焰、透镜和光屏三者的中心不在同一高度；③像距太大，超出

光具座的范围。

续表



命题

点

4.凸透镜的缺失或遮挡对成像的影响：成像性质不变，只是像变暗

了。

5.蜡烛燃烧逐渐变短产生的现象及处理办法：

①产生现象：光屏上烛焰的像向上移动；

②处理办法：①蜡烛向上移动；②凸透镜向下移动；③光屏向上移

动。

续表



命题

点

6.成像性质的判断：

①已知焦距，根据物距和焦距的关系对应成像规律进行判断；

②物距与焦距关系不确定，但明确光屏上成清晰的像，可以根据物

距和像距的大小关系进行判断，若物距大于像距，则成倒立、缩小

的实像；若物距小于像距，则成倒立、放大的实像。

7.用二极管代替蜡烛的优点：①节能、环保；②便于判断成像时像

与物左右是否颠倒。

8.用方格纸代替白色光屏的目的：便于比较像与物的大小变化

续表



例 吴江小组进行“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如图所示，实验桌上备有带

支架的蜡烛、光屏、一个凸透镜、平行光光源（接通电源后可发出平行

光）、光具座等器材，他们进行了如下操作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甲

10.0

（2）将蜡烛、透镜和光屏放在光具座上，并使烛焰、透镜和光屏三者的中

心大致在__________。同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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