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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透鏡成像及其應用»實質上是前一章«光的折射»的一個應用實例，同學在前一章 

複習了光線在不同介質中傳播的變向規律及原理，學會利用司乃耳定律計算光線 

在不同介質中傳播的角度及速度，並認識介質對不同色光的折射率的差異規律。 

 

設計目的 

1. 知道什麼是凸透鏡、什麼是凹透鏡，懂得凸透鏡和凹透鏡對光線的會聚作用和 

  發散作用的道理。 

2. 知道透鏡的主軸、光心、焦點和焦距等概念的含義。 

3. 瞭解透鏡成像的各種情況，會應用這些知識解釋簡單的透鏡成像問題。 

4. 掌握三條特殊光線的畫法，應用作圖法的知識解決有關的問題。 

5. 會根據物與像的關係以及透鏡的基本知識，正確地畫出單個及複合透鏡成像的 

   光路圖。 

6. 瞭解透鏡成像公式的推導過程。 

7. 瞭解透鏡成像公式的物理含義，並能應用它們解決透鏡成像的有關計算。 

8. 理解放大率的概念，並能綜合運用透鏡成像公式的知識解答有關的問題。 

 

設計特色 

同學們使用電子書學習，可透過模擬動畫自行觀看透鏡成像的規律，形像地理解不

同的物距、不同的透鏡焦距，對所成影像的不同影響規律。 

課堂上使用互動學習軟件 Dyknow，老師可將準備好的筆記內容，按進度逐步透過

電子書派發給同學，亦可藉 Dyknow 得到同學們學習成效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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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第一節 

學習內容概述： 

  本教案的第一節主要是瞭解凸透鏡和凹透鏡的定義、特徵和區別，複習薄透鏡

的光心、光軸、焦點和焦距的概念；要求同學能透過光的折射規律，分析凸透鏡和

凹透鏡對光線的會聚和發散作用。 

 

教學目標及重點： 

1. 能識別凸透鏡與凹透鏡 ，知道甚麼是凸透鏡的焦點和焦距。 

2. 認識凸透鏡的會聚作用和凹透鏡的發散作用。 

 

難點： 

  學生要分析光線經薄透鏡兩曲面入射角度及折射的情況，來判斷凸透鏡對光線

有會聚作用，凹透鏡對光線有發散作用。 

 

教學內容： 

1. 先複習初中學過的透鏡基本知識：透鏡的分類法則，光心光軸的定義，凹凸透鏡    

9 的繪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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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複習凸透鏡對光綫有會聚的作用，會聚的點叫焦點； 

    凹透鏡對光綫有發散作用，發散光綫的倒後延長綫相交於虛焦點。 

 

 

3. 利用上一章光的折射的知識，分析光線經三棱鏡兩斜面入射角度及折射的方向，

0 來套入凸透鏡的情況，從而理解凸透鏡對光線有會聚作用，及凹透鏡對光線有發

0 散作用的本質。 

  

 

本節課堂教學模式： 

        老師利用網上下載的 PPT 轉換成 Dyknow 檔案派發課件給同學們，同學使用

自己的平板電腦電子書，與老師同步觀看課堂上的教學進度；老師亦可適當刪除

Dyknow 課件上原有的答案，再派發給同學，讓同學們可自行填寫答案。 

使用 Dyknow (01 薄透鏡) 進行課堂教學， 

課後學生使用 swf 檔案(01A 薄透鏡)進行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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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習內容概述： 

第二節是利用薄透鏡成像的三大規則，分析實物在不同位置的各種情況下的成像規

律，以及用直尺繪畫出光線經透鏡折射後的成像位置。 

教學目標及重點 

1. 熟記並理解薄透鏡成像的三條光線規則，並利用這些規則畫出透鏡成像的光路圖。 

2. 分析並牢記實物放在透鏡前不同位置的成像規律。 

 

難點： 

當光線經透鏡折射後不能會聚，需要畫出折射光線的倒後延長綫，然後找出的交點

就為虛像的生成位置。 

 

教學內容：使用 Dyknow (02 透鏡的成像性質及繪圖規律) 進行課堂教學 

1. 複習薄透鏡成像過程中，光心、光軸、焦點、焦距等各部位的定義。 

2. 薄透鏡成像的三大作圖規則：(使用 swf (02A 透鏡作圖規則)) 

    1) 與主軸平行的入射光線，經折射後之光線必通過透鏡的焦點。  

    2) 通過焦點之入射光線，經折射後必與主軸平行。 

    3) 通過透鏡光心的入射光線，經兩次折射後傳播方向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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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wf (02D 凸透鏡成像)呈現教學內容) 

 

3. 根據上述的三大規則，完成作圖練習題。 

           

 

4. 總結實物在不同位置的各種情況下，所能成像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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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習內容概述： 

        第三節內容首先是利用透鏡對光線折射成像的幾何圖形，推導出透鏡成像的計

算公式，並說明公式中各個物理量的正負法則。 

 

教學目標及重點： 

1. 認識薄透鏡計算公式的推導：
1

𝑢
+  

1

𝑣
=  

1

𝑓
。 

2. 知道薄透鏡放大率的比例意義。 

3. 懂得運用透鏡公式計算各種成像情形的像距物距和焦距。 

 

難點： 

        應用透鏡公式進行計算時，對於凹透鏡焦距的負值，及成虛像的負值，同學們

較易忽略其負號。 

 

教學內容：使用 Dyknow (03 透鏡成像的計算公式) 進行課堂教學 

1. 透過凸透鏡成實像的幾何光學圖形，利用相似三角形對應邊成比例的方法，一一

0 推導出薄透鏡計算公式：
1

𝑢
+  

1

𝑣
=  

1

𝑓
。 

     

 

2. 安排學生從上圖的基礎上，再自行利用幾何方法推導出凸透鏡成虛像、凹透鏡一

0 成虛像的公式，並與原公式比較之，讓學生自行發現三者之間正負符號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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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各種情況的公式推導及對比後，總結出透鏡成像公式中，焦距的”凸正凹” 及 

0“實正虛負” 的法則。 

 

4. 例題 1 ：某物高 2cm，置於焦距為 10cm 的凸透鏡之前， 可成 4cm 高的實像，求物距及像距，並作簡圖。 

   此題是作為認識公式代入的基礎練堂課。 

 

5. 堂上練習 2：物體直立在凸透鏡的主軸上，凸透鏡的焦距為 4cm，若要得到 (1) 放大率為 0.5 的像  (2) 與物體一樣高的像 ；一一

0(3) 放大率為 2 的像； 物距和像距各多少? 

此題可利用 Dyknow 的分組功能，每組 3 位同學，讓每位同學做 1 小題來共同完成。 

這樣可以更有效率地利用課堂時間完成題目，並從合作學習的過程中，讓資優的同

學幫助進度較慢的同學。 

 

 

 

 

 

 

 

 



9  
2014/2015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第四節 

學習內容概述： 

        第四節是透鏡計算公式的一個拓展 － 複合透鏡的成像計算，利用透鏡計算一

公式找出兩透鏡同軸而立的最終成像位置及放大率。 

 

教學目標及重點： 

1. 知道兩透鏡同軸而立，光線經第一及第二透鏡的折射情況。 

2. 懂得運用公式計算光線在兩透鏡折射後的成像情況。 

 

難點： 

        兩透鏡相隔特定距離同軸而立的情況，當光線經第一透鏡折射，成像在第二透

鏡後，會構成虛物的情況。 

 

教學內容：使用 Dyknow (04 複合透鏡的計算及成像規律) 進行課堂教學 

1. 先介紹多塊透鏡的位置，按相同的主光軸擺放時，即視為同軸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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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兩透鏡緊密相接時，利用透鏡成像公式 
1

𝑢
+  

1

𝑣
=  

1

𝑓
 聯立並計算最終的成像情況。 

     

 

3. 兩透鏡相隔特定距離同軸而立時，先求第一透鏡所生像之位置：若第一透鏡的像

0 在第二透鏡的前面時，可視為第二透鏡之實物；若在第二透鏡的後面時，則視為

0 第二透鏡之虛物。 

    

 

4. 安排兩透鏡同軸而立的計算題堂課及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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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學習內容概述： 

        第五節的內容是從生活例子入手，介紹生活中常用的透鏡，例如：照相機、投

影儀、顯微鏡和望遠鏡等，使學生對透鏡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及其成像建立一個具

體生動的認識。 

 

教學目標及重點： 

1. 了解透鏡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應用。 

2. 了解眼睛的結構，知道眼睛是怎樣看清物體。 

3. 知道近視眼和遠視眼的特點及其矯正方法。 

 

難點： 

        同學們要熟識薄透鏡成像的各種情況，才能分析顯微鏡和望遠鏡等儀器的二次

折射成像的整體情況。 

 

教學內容：使用 Dyknow (05 透鏡在生活上的應用) 進行課堂教學 

1. (使用 swf (05 camera))介紹傳統底片照相機的鏡頭，實質是由多片透鏡組成的一

0 個綜合凸透鏡；拍攝相片時的拉近或拉遠，實質是改變各個透鏡間的距離，從而

0 達到變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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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swf (05A 望遠鏡))介紹望遠鏡的原理：遠處傳來的光線先經物鏡折射後成

A 縮小倒立的實像，人眼再經相當於放大鏡的目鏡觀察此影像。 

 

 

3. (使用 swf (05D 複合式顯微鏡))介紹顯微鏡的原理：微小物體反射的光線經物鏡

A 折射後成放大倒倒立的實像，人眼再經相當於放大鏡的目鏡觀察此影像。 

     

 

4. (使用 swf (05F 眼睛看樹))介紹眼睛成像的原理：微小物體反射的光線經物鏡折

射 A 後成放大倒倒立的實像，人眼再經相當於放大鏡的目鏡觀察此影像。 

(使用 swf (05L 眼睛和眼鏡))說明近視的成因，通常是由於長期集中看近處的物體，

致使眼球過扁而看不清較遠的物體，並由光路的分析，總結出矯正近視眼需要配戴

發散透鏡；同時亦說明遠視的成因是由於晶狀體變薄及其配戴會聚透鏡的矯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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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第 1 課時：凸透鏡與凹透鏡的區分及其對入射光綫的作用。 

第 2 課時：凹凸透鏡的成像及畫圖規律。 

第 3~4 課時：透鏡成像的計算公式推導及其應用。 

第 5~6 課時：複合透鏡的計算及成像規律。 

第 7 課時：各類型透鏡在生活上的應用。 

 

試教日程表 
   

日期 主題 班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薄透鏡 高三 D 

2014 年 10 月 21 日 透鏡的成像性質及繪圖規律 高三 D 

2014 年 10 月 23 日 透鏡成像的計算 高三 D 

2014 年 10 月 24 日 透鏡成像的計算 2 高三 D 

2014 年 10 月 27 日 複合透鏡的計算及成像規律 高三 D 

2014 年 10 月 28 日 複合透鏡的計算及成像規律 2 高三 D 

2014 年 10 月 30 日 透鏡在生活上的應用 高三 D 

 

試教評估 
1. 薄透鏡的結構及成像情況等，同學們初中雖已學過，但往往記憶不深，一一一一

0 所以頭 2 節內容，都需花 1 整節課時間去介紹及複習 

2. 透鏡的成像繪圖這方面，同學們的學習進度，及繪圖速度往往有很大差異，一一

0 本人於實際教學時忽略此點，導致繪圖較慢的同學跟不上進度，去到最後繪一一

0 畫虛像的時候不懂處理，這點以後需要注意。 

3. 計算題是理科生的強項，同學們大部份都能利用透鏡公式，按步完成所有計算；

0 同學最易混淆的，是移動透鏡後再之成清晣影像的題目，通常敗於不能正確繪出

0 成像草圖這個步驟，亦是某些同學在前面繪圖規則未有建立清晣概念的後果。 

4. 最後一節，透鏡在生活上的應用，同學們反而對初中學過的各種儀器有較深一一

0 的印象，而眼睛的缺憾及矯正這部份知識，生物科亦有學過，所以這節以走馬一

0 看花的形式介紹，同學們亦能掌握基礎的知識。 



14  
2014/2015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反思與建議 
 

         «透鏡成像及其應用» 這個課題，同學們在初中時已學過，而這個教案的舖排，

在於先複習初中學過的透鏡基礎定義及繪圖知識後，重點應用薄透鏡成的成像計算

公式 
1

𝑢
+  

1

𝑣
=  

1

𝑓
 ，進行各種成像的計算，並讓同學由淺至深多做各類型的計算題。 

 

        在第一節透鏡基礎性質的教學過程中，發覺同學學習進度雖然較快，但有些難

點例如光線經三棱鏡兩斜面偏折的方向，來理解凸透鏡對光線會聚作用的本質，仍

需要同學們親身在圖中畫出法線及分光線的偏折方向來進行理解。去到第二節透鏡

的成像及畫圖規律時，同學們往往會把初中學過的繪圖規則全都忘光，要重新說明

及安排較多的練習題給同學按步完成。 

 

        而透鏡成像的計算題目，以免發沒有給學生充足的時間加以消化所學知識就繼

續下節內容，造成學生只能囫圇吞棗式的學習，無法完全的學會、學通、學懂，更

難以靈活運用所學，因此必須花較多的時間由例題開始，先說明同學容易混淆的各

難點(例如凹透鏡及虛像的負值)，再讓同學自行完成各類型的計算題。 

 

        在«透鏡的應用»這節實際教學過程中，不僅單純局限於常識性的了解，還會讓

學生知道各種應用中透鏡成像的特點，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基本完成了教學設計

中的教學任務後，還能根據對學習任務的分析組織教學活動，例如讓學生去收集近

視眼鏡和遠視眼鏡的形狀、度數計算等資料，令學生能從生活去感受物理， 

較好的把握了教學難點和教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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