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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探究光的反射定律

与教材不同之处

更详细描述探究光的反射定律；更详细描述光的反射作图；更详细描述镜

面反射与漫反射。

什么是光的反射

如图 3-2-1 所示，月球自身不发光，为什么我们可以看见月球？

这是因为太阳光照射在月球表面上时发生了光的反射，反射光进入我们的眼中，于是我

们就看见了“发光”的月球。

因此，我们之所以可以看见一些本身不发光的物体，是因为这些物体的表面发生了光的

反射。

图 3-2-1



校本物理教材（八年级下册）- 85 -

在物理学上，光在两种物质分界面上改变传播方向又返回原来物质中的现象，叫做光的

反射，如图 3-2-2 所示。

有关光的反射的物理术语

光的反射遵循什么规律呢？

为了便于探究光的反射规律，我们根据如图 3-2-3 所示，把跟光的反射有关的物理术语

介绍一下：

当光从 A 点射至 o 点，我们把带箭头的直线 Ao 称为入射光线，o 点称为入射点。

光从 o 点射向 B 点的光线称为反射光线。

图 3-2-2

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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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射光线 Ao 与法线 ON 的夹角 i 叫入射角；反射光线 OB 跟法线 ON 的夹角 r 叫反射角。

法线，是一条辅助线，我们作图时用虚线表示。法线的特点是：经过入射点，并与反射

面垂直。

之所以引入法线概念，是为了让入射角与反射角由线与线的夹角构成。如果没有法线，

那么入射角和反射角就必须由线与面构成，然而线与面的夹角却不可能是唯一值。

探究反射角与入射角的关系

如图 3-2-4 所示，我们借助带量角器的光具盘来探究反射角与入射角的关系。

我们先让一束光以 30 度角射向平面镜，测出反射角；改变入射的方向，测出反射角，

并将相关数据填入表格中。

通过对表格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图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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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的反射现象中，反射角与入射角始终相等。入射角增大，反射角也增大。

需要注意的是：反射角与入射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先有入射角，后有反射

角。所以，进行结论总结时，不能说成“入射角与反射角相等”，只能说成“反射角与入射

角相等”。

实验反思：如果入射光线沿法线方向射向反射面，反射角是多大呢？

由于入射光线与法线重合，则入射角为 0度。所以，反射角也是 0度，即反射光线也将

与法线重合。

如果我沿着反射光线射出一束光，则反射光束将沿着入射光线射出。

这说明，在光的反射现象中，光路是可逆的。

在生活中，我通过镜子可以看见他人的眼睛时，别人也可以通过镜子看见我的眼睛。这

其中的道理正是“光路是可逆的”。

探究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是否共面

如图 3-2-5 所示，我们借助可向后折叠的光具盘来探究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是否共面。

让一束光以 30 度角沿着光具盘射向平面镜，当我们把光具盘的右侧向后折叠，我们在

右侧的光具盘上不再看到反射的光路。

图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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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现象告诉我们，光的反射现象中，反射光线、入射光线与法线在同一平面内。

需要强调的是，不是只有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共面，而是反射光线、入射光线与法线共

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线共面”。

如图 3-2-6 中乙所示，如果将纸板（一般是粗糙的白色的纸板，是为了显示光路）向后

倾斜放置，再让一束光以 30 度角沿着光具盘射向平面镜，我们在右侧的纸板上是否可以观

察到反射光路。

答案是：在右侧的纸板上看不到反射光的传播路径。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当纸板竖直放置时，法线与纸板上的虚线 ON 是重合的，根据“三线共面”，反

射光路与入射光路都会在纸板上显现。

当纸板向后倾斜放置时，由于法线仍要遵循垂直反射面的原则，法线的位置并没有发生

改变，也就是说法线不再是纸板上的虚线 ON，而是 ON’，如图 3-2-7 所示。

因此，根据“光的反射现象中，反射光线、入射光线与法线在同一平面内”，入射光线

EO 的反射光线不可能仍在纸板上。

图 3-2-6

图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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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反射定律

根据上面的实验现象，我们可总结出的光的反射定律：

（1）在光的反射现象中，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入射角增大，反射角也增大。

（2）在光的反射现象中，反射光线、入射光线与法线在同一平面内。

（3）在光的反射现象中，光路是可逆的。

反射现象的作图

例题 1，如图 3-2-8 所示，入射光线跟镜面的夹角是 30°，其反射角是多少？请画出反

射光线。

【分析】入射光线与镜面的夹角（我们称为入镜角）不是入射角，但入镜角与入射角之

和等于 90°，所以，本题中的入射角=90°-30°=60°。根据光的反射定律，反射角也是 60°。

反射光线的作图一般要遵循以下步骤：

（1）作法线。通过入射点作反射面（或镜面）的垂线，直线为虚线。

（2）标入射角。测出或计算出入射角的大小，并标在图上。

（3）作反射光线。方法一是以法线为对称轴，画出入射光线的对称线——反射光线；

图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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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是利用量角器，标出反射角的点，再连线，画出反射光线。注意的是，不要漏标箭头。

解：反射角为 60°，反射光线的作图如下：

例题 2，如图 3-2-9 所示，太阳光与地面成 45°角斜射过来，要使光线沿竖直方向反射

入井中，求作：（1）反射光线；（2）反射镜面的位置。

【分析】反射光线作出后，如何通过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作出反射镜面的位置呢？我们

作图步骤如下：

（1）作法线——即作出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夹角的角平分线。由于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所以，法线其实就是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夹角的角平分线。

（2）作出反射镜面。由于法线垂直反射镜面，所以，作出法线的重直线条，这线条就

是反射镜面所在的位置，并在此线条的非反射面上画上斜线条。

具体的作图结果如下：

从这两类作图，我们已经发现一些共同之处：无论是已知入射光线和镜面的情况，还是

图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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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入射光线与反射光线的情况，都是先作出法线。只不过，当已知入射光线和镜面的情况

时，作法线其实是作垂线（法线与镜面垂直）；已知入射光线与反射光线的情况时，作法线

其实是作角平分线（法线将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的夹角平分）。

因此，我们不妨总结出这么一个口诀：“知镜作垂；知反作分”。

镜面反射

什么是镜面反射？

平滑的反射面能将平行的入射光都沿某一相同方向反射出去，其反射光线也是平行的，

这就是镜面反射。

镜面反射的光路图如图 3-2-10 所示：

由图可知，在镜面反射中，由于反射面是平滑的，使得平行的每一条入射光线与法线的

夹角相等，即入射角相等。根据光的反射定律（反射角与入射角相等），则反射角也是相等

的，即，反射光线也是平行的。

所以，在镜面反射中，某个特定的方向的反射光非常强烈。

图 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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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用一个小镜子将太阳光反射，由于小镜子平滑，小镜子对太阳光的反射属于镜面

反射，小镜子的反射光在某个方向上将很强烈，如果将反射光投映在墙壁上，我们会看到一

个明亮的光斑，如图 3-2-11 所示。

如果镜面反射的光进入人眼，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刺眼，会觉得反射面上有一个强烈的光

斑，如图 3-2-12 所示。

然而，我换一个角度，再看小镜子，却发现小镜子却比镜子下的粗糙的白纸还暗，如图

3-2-13 所示，这是为什么呢？

出现这种现象，也是镜面反射的特征——在镜面反射中，只有某个特定方向才会有强烈

图3-2-11

图3-2-12

图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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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射光，而其他方向几乎没有反射光，所以，镜面看上去不但不刺眼，而且看上去镜面是

“暗”的。

生活中的镜面反射现象

生活中有很多现象是由镜面反射形成的。

比如我们看到的“湖光倒影”是镜面反射形成的，如图 3-2-14 所示。正因为水面平滑，

那么在特定方向上的反射光足够多，当人眼顺着反射光看过去，以致可以看到“像”。如果

特定方向反射的光越多，那么我们看到的像就越清晰，这就是为什么，梳妆镜成的像总是比

水面所成的像更清晰的原因。

如果水面波涛汹涌，此时出现“波光粼粼”的现象，如图 3-2-15 所示，这种现象是不

图 3-2-14

图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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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镜面反射？

平静的水面可以看成是一个巨大的整块平滑表面，波涛汹涌，只是将整块平滑表面分裂

成无数块小的平滑表面，但不会改变水面是平滑的表面这个事实，当太阳光照射到这些小的

平滑表面，发生的仍是镜面反射，每个小的平滑表面都会因为发生镜面反射从而在某个特定

方向上形成明亮的光斑，这就是“波光粼粼”形成的原因。

在城市的玻璃幕墙，我们经常会看到幕墙上有明亮的光班，这其实也是发生了镜面反射。

玻璃幕墙虽然美观，但同时也会给城市带来光污染，不但令人眩光，可能导致短暂失明，也

容易诱发车祸。如图 3-2-16 所示。

在教室里，坐在旁侧座位的同学常会受到黑板反光的困扰，如图 3-2-17 所示，这又是

为什么呢？

黑板用久了，会变得比较平滑，窗外的较强的入射光射到黑板上，发生镜面反射，在特

定方向上同学将会有较强的反射光进入人眼，这些反射光超过的黑板上粉笔字的反射光的强

图 3-2-16

图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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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致使坐在旁侧的同学无法看清黑板上的粉笔字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解决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将黑板表面重新刷漆，黑板重新变得粗糙一些；座位尽量靠中

间一点，离开特定方向；用弧形黑板代替平面黑板，拉上窗帘或在黑板的上方增加光源，使

粉笔字的反射光变得更强……

漫反射

粗糙不平的表面将平行入射的光向各个方向反射，叫漫反射。

漫反射的光路图如图 3-2-18 所示：

由图可知，在漫反射中，由于反射面是粗糙的，使得反射面的任何一点的法线并不平行，

所以，即使入射光线是平行的，但入射光线与法线的夹角并不相等，即入射角不相等。根据

光的反射定律（反射角与入射角相等），则反射角也是不相等的，因此，反射光线将向各个

方面散开，不可能平行地反射出来。

所以，在漫反射中，各个方向的反射光的强度基本是一样的。

比如，在太阳底下放一张白纸，无论哪个角度观察这张白纸，都觉得白纸明亮但不刺眼，

如图 3-2-12 和 3-2-13 所示。

生活中也有一些现象属于漫反射，比如电影屏幕上放映电影，在电影院里的任何一个角

图 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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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都能看见明亮的电影屏幕而不会觉得刺眼，如图 3-2-19 所示。

所以，电影屏幕总是由粗糙的材料制作成的，就是有利于屏幕的表面发生了漫反射。

生活中还有一些事例是要利用漫反射的，比如在教室里各个位置的同学为什么可以看见

黑板上粉笔字，黑板为什么是粗糙的？

粉笔字是石膏材料，写出来是粗糙的，所以，当光照在粉笔字上后，发生漫反射，这样，

各个位置的同学们就可以看见字了。需要强调的是，看见粉笔字是由于粉笔字是粗糙的，而

不是因为黑板是粗糙的。

镜面反射和漫反射的异同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镜面反射和漫反射都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正是因为遵循光的反射定律，当反射面粗糙程度不同时，才产生不同的现象。

图 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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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反射的应用——尾灯

通自行车尾灯是由多个相互垂直的平滑的反射面组成的，如图 3-2-19 所示，为什么要

这样的设计呢？

我们假定有一任意一条光线射向相互垂直的镜面，通过光的反射作图可知，入射光经过

了两次反射，最终，我们发现：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平行。也就是说，反射光会沿原方向返

回，如图 3-2-20 所示。

因此，自行车的尾灯本身不发光，但当光线从任何角度朝相互垂直的平滑的反射面射入

时，反射光会沿原方向返回，从而增强了尾灯的可见性。

图 3-2-19

图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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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光的反射

光在两种物质分界面上改变传播方向又返回原来物质中的现象，叫做光的反射。

2、光的反射定律

（1）在光的反射现象中，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入射角增大，反射角也增大；反射光线、

入射光线与法线在同一平面内；光路是可逆的。

3、光的反射作图

先作法线，已知镜面作垂线；已知反射光线作角平分线。口诀是“知镜画垂；知反画分”。

4、有关光的反射现象的计算

入镜角+入射角=90°

5、什么是镜面反射

平滑的反射面能将平行的入射光都沿某一相同方向反射出去，其反射光线也是平行的，

这就是镜面反射。

6、什么是漫反射

粗糙不平的表面将平行入射的光向各个方向反射，叫漫反射。

7、镜面反射与漫反射的相同之处

镜面反射和漫反射都遵循光的反射定律。正是因为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1、下列成语中，能说明光的反射的是 （ ）

A.镜花水月 B.坐井观天

C.海市蜃楼 D.立竿见影

2、入射光线与反射光线的夹角是 140°，则入射光线与镜面的夹角是（ ）

A.140° B.70°

C.20° 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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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晚上，在桌面上铺一张白纸，把一小块平面镜平放在纸上，用手电筒光从镜子正上

方垂直镜面直接照射，在侧面观察，会发现镜子比较_________（亮或暗），因为它发生了

_________反射；白纸比较_________（亮或暗），因为它发生了_________反射。

4、晚上在田地里走动，因为白天下雨，地面低凹处有积水，为了不致踩在水里，我们

根据月光应作出的正确判断是（ ）

A．迎着月光走时，地面上发亮处有水

B．背着月光走时，地面上发亮处有水

C．迎着月光走时，背着月光走时，地面上暗处都有水

D．迎着月光走时，背着月光走时，地面上亮处都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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