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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物理提招专题 平面镜成像 

一．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 

1.某人站在离湖岸边 8m 的 C 处，刚好能看见湖对岸的一棵树 HG 在水中的完整的像，如果眼距地面的高

度为 l.6m，湖两岸均高出湖水面 lm。湖宽 50m，则该树 HG 的高度为（  ） 

 

A．10m B．9m C．8m D．7m 

 

2.如图所示，墙面上挂着标有“255”数字的牌子，在其相邻的一墙面上挂着一平面镜，地面上也放有一平

面镜，通过平面镜不可能看到的数字是（  ） 

 

A．522 B．552 C．225 D．252 

 

3.如图，平面 XOY 上，平面镜 M 两端坐标分别为（﹣1，3）和（0，3），人眼位于坐标（2，0）点处，当

一发光点 S 从坐标原点沿﹣x 方向运动过程中，经过以下哪个区域，人眼可从平面镜中观察到 S 的像

（  ） 

 

A．0 到﹣1 区域 B．﹣1 到﹣2 区域 C．0 到﹣∞区域 D．﹣2 到﹣4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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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图所示，一根长度为 L 的直薄木条上有两个观察小孔。两小孔之间的距离为 d，d 恰好是一个人两眼间

的距离，当木条水平放置时，此人想通过两观察孔看见此木条在平面镜 M 里完整的像，那么选用的平

面镜宽度至少是（  ） 

 

A．
𝐿

2
 B．

𝑑

2
 C．

𝐿+𝑑

2
 D．

𝐿−𝑑

2
 

5.图是一女孩通过地面上的镜子正要打量自己时的情景照片。根据该照片，可以判断（   ）

 

A．女孩在镜中看不见自己的整个上半身  

B．女孩在镜中的像与她自身大小相同  

C．女孩的下半身没有在平面镜中成像  

D．照片是太阳位于头顶正上方拍摄的 

6.小光同学利用如图所示的装置及相同高度的蜡烛等器材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其中平板透明玻璃与水

平纸面垂直。 

（1）将蜡烛放置在玻璃前某位置，蜡烛所成像的高度     蜡烛的高度。（选填“小于”、“等于”或

“大于”） 

（2）将蜡烛靠近玻璃时，蜡烛所成像的高度     。（选填“变小”、“变大”或“不变”） 

 

7.一只燕子在水深 2m 的平静湖面上飞过，当燕子距水面 6m 时，它在水中的“像”距离水面   m。 

8.两个平面镜之间的夹角为 120°，物体放在两平面镜的角等分线上，像的个数为   ；如果夹角变为 60°，

像的个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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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图所示，平面镜前有一个发光点 S 沿着与镜面成 30°角的方向以 0.1m/s 的速度向镜面运动，则 S 和它

的像之间的接近速度是      m/s。 

 

10.小红利用如图所示的实验器材，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其中 A、B 是两段完全相同的蜡烛，C 是平整

的白纸，E 是薄透明玻璃板。小红将白纸铺在水平桌面上，点燃的蜡烛 A 放在玻璃板前，观察到玻璃板

后有蜡烛 A 的像 A'。 

（1）实验中，小红在玻璃板后无论怎样移动蜡烛 B，蜡烛 B 始终不能与蜡烛 A 的像 A'完全重合，造成

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                ； 

（2）调整后，在她将蜡烛 A 向玻璃板移动的过程中，蜡烛的像的大小将                。（选填

“变大”、“不变”或“变小”） 

 

11.如图是“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情景：竖立的透明玻璃板下方放一把直尺，直尺与玻 

璃板垂直；两支相同的蜡烛 A、B 竖立于玻璃板两侧的直尺上，以 A 蜡烛为成像物体。 

（1）为便于观察，该实验最好在      环境中进行（选填“较明亮”或“较黑暗”）；此外，采用透

明玻璃板代替平面镜，虽然成像不如平面镜清晰，但却能在观察到A蜡烛像的同时。也能观察到      ，

巧妙地解决了确定像的位置和大小的问题。 

（2）点燃A蜡烛，小心地移动B蜡烛，直到与A蜡烛的像      为止，这时发现像与物的大小      ；

进一步观察 A、B 两支蜡烛在直尺上的位置发现，像和物的连线与玻璃板      ，像和物到玻璃板的

距离      。 

（3）实验中应该选用薄一些的玻璃板，是因为      。 

A．用厚的玻璃板做实验会使测得的像距偏大； 

B．厚的玻璃板会使 A 蜡烛在另一侧成两个像； 

C．A 蜡烛在厚玻璃板的另一侧所成的两个像相距较远，B 蜡烛无法跟它们同

时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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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甲图所示，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实验中： 

（1）实验室提供较厚和较薄的两块玻璃板，应选择     的玻璃板做实验；同时选用两节相同的干电

池，是为了比较像和物的     关系。 

（2）将玻璃板竖直放在水平桌面上，玻璃板前放置电池 A，移动玻璃板后的电池 B，直到看上去电池

B 与电池 A 的像完全重合。 

（3）将电池 A 朝远离或靠近玻璃板的方向移动一段距离，则 A 的像大小将     （选填“变大”、“不

变”或“变小”）。 

（4）某组同学将图甲中的玻璃板换成平面镜，垂直于纸板放置，ON 与平面垂直（如图乙所示），用以

探究“光的反射规律”，他们用激光笔沿硬纸板 EO 照射到平面镜上的 O 点，反射光线沿 OF 射出，则

∠NOF     ∠EON（选填“＞”、“＜”或“＝”）；之后又让入射光线沿着 FO 入射到 O 点，看到反

射光线沿 OE 射出，这说明在光的反射现象中     。 

 

 

13.如图所示，在平面直角坐标系的两坐标轴上分别放着两个较大的平面镜，X 轴上的平面镜的镜面与丫轴

垂直，Y 轴上的平面镜的镜面与 X 轴垂直。Y 轴上的平面镜的下端在坐标原点处，X 轴的平面镜的最

左端在（1，0）处。其间有一小灯泡（视为点光源）．问：可观察到小灯泡共有几个像？作出各自成像

的光路图。 

（说明：如果你感觉光线太多，互相影响看不清楚，可另外画图。答卷纸上已画好，供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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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面镜的应用（共 4 小题） 

14.如图所示，在两个平面镜之间的夹角为 75°，在两镜面夹角的角平分线上有一个点光源 S，它在两平面

镜中所成的像个数为（  ） 

 

A．5 B．6 C．3 D．4 

15.图中 M 是竖直放置的平面镜，镜离地面的距离可调节。甲、乙二人站在镜前，乙离镜的距离为甲离镜

的距离的 2 倍，如图所示。二人略错开，以便甲能看到乙的像。以 L 表示镜的长度，h 表示乙的身高，

为使甲能看到镜中乙的全身像，L 的最小值为（  ） 

 

A．
ℎ

3
 B．

ℎ

2
 C．

3ℎ

4
 D．h 

16.潜望镜是指从海面下伸出海面或从低洼坑道伸出地面，用以窥探海面或地面上活动的装置。其原理如图

甲所示，借助两块平行的平面镜实现光线的偏折，潜望镜常用于潜水艇、坑道和坦克内，以观察敌情。

如图乙所示，为一潜望镜壳体的侧视图。MN 为光线的入口。在上方 AB 处已放置一块与纸面垂直的平

面镜，它和与纸面垂直的竖直面之间的夹角为 45°。眼睛在观察孔 S 处观察，在 CD（与竖直面的夹角

也是 45°）处放置一块平面镜，今要使观察到的视场不受 CD 处的平面镜的限制，则平面镜 CD 至少要

多大的长度才行？要求直接在图上用作图法画出即可（保留画图所用的辅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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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南北向摆放着一面足够高的平面镜 A，宽度为 1m。甲同学戴着头灯面对 A 镜站立，乙同学站在甲同学

南方 4m 处，向着甲同学以 1m/s 的速度匀速靠近，对以下问题进行探究： 

（1）乙同学从 A 镜中看到甲同学所戴头灯的时间； 

（2）若房间内还有个东西向摆放的宽度也为 1m 的 B 镜，其位置如图所示。则乙同学再重复刚才的匀

速直线运动，请画出她从 A 中看到头灯的观察范围的光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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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与答案 

一、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 

1.某人站在离湖岸边 8m 的 C 处，刚好能看见湖对岸的一棵树 HG 在水中的完整的像，如果眼距地面的高

度为 l.6m，湖两岸均高出湖水面 lm。湖宽 50m，则该树 HG 的高度为（  ） 

 

A．10m B．9m C．8m D．7m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应用题；光的传播和反射、平面镜成像． 

【分析】平面镜成像的特点是：像和物大小相等，像到镜面的距离等于物体到镜面的距离，像为虚像。

根据平面镜成的特点就可以作出 GH 经水面反射后射入人眼的光路图。再根据相似三角形的性质解答。 

【解答】解：首先作出 G、H 两点关于水面的对称点 G'、H'，即 GH 的虚像；然后把人眼和 H'连接起来

作出反射光线，如图所示： 

 

根据对顶角相等可知，∠BOA′＝∠AOH′，因此 Rt△AOH′∽Rt△BOA′， 

所以
𝐴𝐻′

𝐴′𝐵
=

𝑂𝐴

𝑂𝐴′
，而从题可知，A′B＝1m，OA′＝50m﹣OA， 

即
𝐴𝐻′

1𝑚
=

𝑂𝐴

50𝑚−𝑂𝐴
①式； 

根据同位角相等可知，∠BOA′＝∠DBC，而∠BOA′＝∠AOH′，因此∠DBC＝∠AOH′，所以 Rt

△AOH′∽Rt△DBC′， 

所以
𝐴𝐻′

𝐶𝐷
=
𝑂𝐴

𝐵𝐶
，而从题可知，CD＝1.6m，BC＝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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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𝐴𝐻′

1.6𝑚
=

𝑂𝐴

8𝑚
②式； 

由②式可得：OA＝5AH′③式， 

把③式代入①式可得：
𝐴𝐻′

1𝑚
=

5𝐴𝐻′

50𝑚−5𝐴𝐻′
，解得：AH′＝9m，而 AG′＝1m， 

所以 G′H′＝AH′﹣AG′＝9m﹣1m＝8m， 

即该树 HG 的高度为 8m。 

故选：C。 

【点评】解题时关键是找出相似的三角形，然后根据对应边成比例列出方程，建立适当的数学模型来解

决问题。解答此题还可用连接 BG，根据 Rt△BGH′∽Rt△BCD，解得 G′H′＝8m。 

2.（2018•镜湖区校级自主招生）如图所示，墙面上挂着标有“255”数字的牌子，在其相邻的一墙面上挂

着一平面镜，地面上也放有一平面镜，通过平面镜不可能看到的数字是（  ） 

 

A．522 B．552 C．225 D．252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应用题． 

【分析】关于镜子的像，实际数字与原来的数字是轴对称图形，根据相应数字的对称性可得实际数字。 

【解答】解：墙面上挂着标有“255”数字的牌子，若平面镜是相对牌子是竖直方向的，则通过平面镜

看到的数字是 225，若平面镜是相对牌子是水平方向的，则通过平面镜看到的数字是 522，若经过 2 次

成像，则通过平面镜看到的数字有可能是 552，总之，通过平面镜不可能看到的数字是 252。 

故选：D。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了镜面对称，得到相应的对称轴是解决本题的关键；若是竖直方向的对称轴，数

的顺序正好相反。不可能改变。 

3.如图，平面 XOY 上，平面镜 M 两端坐标分别为（﹣1，3）和（0，3），人眼位于坐标（2，0）点处，当

一发光点 S 从坐标原点沿﹣x 方向运动过程中，经过以下哪个区域，人眼可从平面镜中观察到 S 的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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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 到﹣1 区域 B．﹣1 到﹣2 区域 C．0 到﹣∞区域 D．﹣2 到﹣4 区域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光的传播和反射、平面镜成像． 

【分析】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之一：像与物关于平面镜对称，找出人眼位于坐标点（2，0）上，关于 O

点对称点和关于﹣1 对称点即可。 

【解答】解：人眼位于坐标点（2，0）上，x 坐标，x＝2 关于 0 对称点是﹣2，x＝2 关于﹣1 对称点是

﹣4，因为一块平面镜水平放置，所以发光点经过 x 轴[﹣2，﹣4]之间会被看到。 

故选：D。 

【点评】此题为确定平面镜成像可视范围的方法：若要看到物体在平面镜中的像，则需借助于边界光线，

边界光线的公共部分即完整像的观察范围，此题有一定难度，属于难题。 

4.如图所示，一根长度为 L 的直薄木条上有两个观察小孔。两小孔之间的距离为 d，d 恰好是一个人两眼间

的距离，当木条水平放置时，此人想通过两观察孔看见此木条在平面镜 M 里完整的像，那么选用的平

面镜宽度至少是（  ） 

 

A．
𝐿

2
 B．

𝑑

2
 C．

𝐿+𝑑

2
 D．

𝐿−𝑑

2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跨学科；几何法． 

【分析】要使平面镜宽度 CD 最小，必须：左眼看的是 C，右眼看的是 A，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以及光

的反射定律，AM＝BM，AO＝BO，CQ＝DQ，CN＝DN，BD＝AC，过点 F 作 ED 的平行线，与平面

镜 MN 交于点 P，与 BD 的延长线交于点 G，则四边形 EFGD、EFPO 是平行四边形，利用平行四边形

的性质和三角形中位线定理即可解答。 

【解答】解：用左眼看右边的，用右眼看左边的。如图所示 

（OQ 部分的长度即所求的平面镜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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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以及光的反射定律， 

AM＝BM，AO＝BO，CQ＝DQ，CN＝DN，BD＝AC， 

由图可知，四边形 BDAC 为矩形，过点 F 作 ED 的平行线，与平面镜所在直线交于点 P，与 BD 的延长

线交于点 G，则四边形 EFGD、EFPO 是平行四边形，则 EF＝QP＝DG＝d， 

OP 是△BFG 的中位线，OP=
1
2

BG=
1
2
（BD+DG） 

又因为 OP＝OQ+QP，AC＝BD＝L， 

所以 OQ＝OP﹣PQ=
1
2
（BD+DG）﹣PQ=

1
2
（L+d）﹣d=

𝐿−𝑑
2

 

故选：D。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的理解和掌握，解答此题要结合几何知识，因此有一定

的拔高难度，是一道竞赛题。 

5.图是一女孩通过地面上的镜子正要打量自己时的情景照片。根据该照片，可以判断（   ）

 

A．女孩在镜中看不见自己的整个上半身  

B．女孩在镜中的像与她自身大小相同  

C．女孩的下半身没有在平面镜中成像  

D．照片是太阳位于头顶正上方拍摄的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应用题；光的传播和反射、平面镜成像． 

【分析】平面镜成的像是与物体等大的虚像，知道平面镜成像是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我们看到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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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其实看到的是物体的虚像，是由光的折射形成的。利用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 

【解答】解：A、女孩反射的光经过平面镜反射无法到达女孩眼睛中，故女孩在平面镜中看不到自己的

像，故 A 正确； 

B、平面镜成的像是与物体等大的虚像，女孩在镜中的像与她自身大小相同，故 B 正确； 

C、无论平面镜多大，无论小女孩离平面镜多远，小女孩在平面镜中都能成完整的像，故 C 错误； 

D、利用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女孩的影子是倾斜的，照片不是太阳位于头顶正上方拍摄，故 D 错误。 

故选：AB。 

【点评】本题考查平面镜的应用，解答此题的关键是知道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6.小光同学利用如图所示的装置及相同高度的蜡烛等器材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其中平板透明玻璃与水

平纸面垂直。 

（1）将蜡烛放置在玻璃前某位置，蜡烛所成像的高度 等于 蜡烛的高度。（选填“小于”、“等于”或

“大于”） 

（2）将蜡烛靠近玻璃时，蜡烛所成像的高度 不变 。（选填“变小”、“变大”或“不变”）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实验题；探究型实验综合题． 

【分析】根据平面成像的特点物像大小相等分析解答。平面镜成像的特点是：像物大小相等、到平面镜

的距离相等、连线与镜面垂直、左右互换，即像物关于平面镜对称。 

【解答】解：（1）将蜡烛放置在玻璃前某位置，根据物像大小相等，蜡烛所成像的高度等于蜡烛的高度； 

（2）将蜡烛逐渐靠近玻璃板时，蜡烛大小不变，根据物像大小相等，所以蜡烛像的大小不变。 

故答案为：（1）等于；（2）不变。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及其应用。这是光学中的一个重点，也是近几年来中考

经常出现的题型，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并学会灵活运用。 

7.一只燕子在水深 2m 的平静湖面上飞过，当燕子距水面 6m 时，它在水中的“像”距离水面 6 m。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定性思想；推理法；光的传播和反射、平面镜成像． 

【分析】平面镜成像的特点：物体在平面镜中所成的像是虚像，像和物体的大小相等，上下（或左右）

相反，它们的连线垂直于镜面，它们到镜面的距离相等；简记为：正立、等大、对称、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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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解：已知燕子距水面 6m，根据像和物体到镜面的距离相等可知，它在水中的“像”距水面的

距离也是 6m。 

故答案为：6。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平面镜成像特点的理和掌握，紧扣平面镜成像特点去分析即可比较容易地

做出解答。 

8.两个平面镜之间的夹角为 120°，物体放在两平面镜的角等分线上，像的个数为 2 ；如果夹角变为 60°，

像的个数为 5 。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应用题；光的传播和反射、平面镜成像；应用能力． 

【分析】物体放在两平面镜的角平分线上，根据平面镜成像的光学公式即可求解．也可以根据平面镜成

像原理利用对称法作图，分别找出 S 点在平面镜中所成的虚像 S1、S2，同理确定出其它虚像的位置； 

【解答】解：物体放在两平面镜的角平分线上，根据平面镜成像的光学公式得：n=
360°
𝛼

− 1=
360°
120°

− 1

＝2； 

n′=
360°
𝛼′

−1=
360°
60°

−1＝5。 

P 在 M、N 中分别成像 A、B，同时 P 在 M 中所成的像 A 会在 N 中再次成像 A′，P 在 N 中所成的像

B 会在 M 中再次成像 B′，A′在 M 中所成的像 C 和 B′在 N 中所成的像 C′恰好重合，如下图所示： 

 

所以，通过两平面镜得到的像一共有 5 个。 

故答案为：2；5。 

【点评】本题要求同学们要熟练掌握平面镜成像规律、原理和光的反射定律，而且还和实验现象紧密联

系。大家在学习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实验，学会分析实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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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图所示，平面镜前有一个发光点 S 沿着与镜面成 30°角的方向以 0.1m/s 的速度向镜面运动，则 S 和它

的像之间的接近速度是 0.1 m/s。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应用题． 

【分析】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像和物体各对应点到平面镜间距离相等，像和物体各对应点的连线与平面

镜垂直，由此可知物接近镜面的速度等于像接近镜面的速度。 

【解答】解：由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可知，30 度角所对的直角边是斜边的一半， 

所以发光点 S 接近镜面的速度是发光点相对于地面的速度的一半，即
𝑣

2
， 

而像点接近镜面的速度也是
𝑣

2
，即为 0.05m/s，所以 S 与像点接近的速度是 V＝0.1m/s。 

故答案为：0.1。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10.小红利用如图所示的实验器材，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其中 A、B 是两段完全相同的蜡烛，C 是平整

的白纸，E 是薄透明玻璃板。小红将白纸铺在水平桌面上，点燃的蜡烛 A 放在玻璃板前，观察到玻璃板

后有蜡烛 A 的像 A'。 

（1）实验中，小红在玻璃板后无论怎样移动蜡烛 B，蜡烛 B 始终不能与蜡烛 A 的像 A'完全重合，造成

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 玻璃板和水平实验桌面不垂直 ； 

（2）调整后，在她将蜡烛 A 向玻璃板移动的过程中，蜡烛的像的大小将 不变 。（选填“变大”、“不

变”或“变小”）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应用题；探究型实验综合题． 

【分析】（1）无论怎样沿水平桌面移动蜡烛都不能与像完全重合是因为玻璃板与桌面不垂直，像不在水

平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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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面镜成像中像的大小取决于物体本身的大小，与距离平面镜的远近无关。 

【解答】解：（1）实验时玻璃板要竖直放置，如果不竖直，不论怎样移动后面的蜡烛都不可能与前面蜡

烛的像完全重合。 

（2）平面镜成像中像的大小取决于物体本身的大小，与距离平面镜的远近无关，所以如果将蜡烛向靠

近镜面的方向移动，那么像的大小将不会改变。 

故答案为：（1）玻璃板和水平实验桌面不垂直；（2）不变。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动手操作实验的能力并会根据对实验现象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此类题目在近

几年中考中频繁出现，牢记并紧扣平面镜成像特点可比较容易的进行解答。 

11.如图是“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情景：竖立的透明玻璃板下方放一把直尺，直尺与玻 

璃板垂直；两支相同的蜡烛 A、B 竖立于玻璃板两侧的直尺上，以 A 蜡烛为成像物体。 

（1）为便于观察，该实验最好在 较黑暗 环境中进行（选填“较明亮”或“较黑暗”）；此外，采用

透明玻璃板代替平面镜，虽然成像不如平面镜清晰，但却能在观察到 A 蜡烛像的同时。也能观察到 蜡

烛 B ，巧妙地解决了确定像的位置和大小的问题。 

（2）点燃 A 蜡烛，小心地移动 B 蜡烛，直到与 A 蜡烛的像 完全重合 为止，这时发现像与物的大小 

相等 ；进一步观察 A、B 两支蜡烛在直尺上的位置发现，像和物的连线与玻璃板 垂直 ，像和物到

玻璃板的距离 相等 。 

（3）实验中应该选用薄一些的玻璃板，是因为 C 。 

A．用厚的玻璃板做实验会使测得的像距偏大； 

B．厚的玻璃板会使 A 蜡烛在另一侧成两个像； 

C．A 蜡烛在厚玻璃板的另一侧所成的两个像相距较远，B 蜡烛无法跟它们同时重合。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实验题；探究型实验综合题；实验基本能力． 

【分析】（1）物体和环境的对比差越大，像越清晰。用玻璃板进行实验时，不但能看到物体的像，同时

也能看到玻璃板后面的物体，便于确定像的位置。 

（2）透明的玻璃板能在观察到 A 蜡烛像的同时、也能观察到蜡烛 B 能否与 A 的像完全重合，同时解决

了位置和大小两个问题。像和物的连线与玻璃板垂直，像和物到玻璃板的距离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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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玻璃板有两个反射面，每个反射面都可以作为平面镜成像，所以仔细观察时，会发现通过玻璃板

成两个像。 

【解答】解：（1）实际操作可知，光线较暗时，实验现象会更加明显。透明的玻璃板能观察到蜡烛 B 能

否与 A 的像完全重合，同时解决了位置和大小两个问题。 

（2）实验中，将蜡烛 B 放置在蜡烛 A 的像的位置，并使蜡烛 B 和蜡烛 A 的像完全重合，这时发现像

与物的大小相等；进一步观察 A、B 两支蜡烛在直尺上的位置发现，像和物的连线与玻璃板垂直，像和

物到玻璃板的距离相等。 

（3）实验中应该选用薄一些的玻璃板，是因为玻璃板有一定的厚度，且有两个反射面，因为玻璃的两

个表面同时发生反射，两个反射面各成一个像，所以成两个像，故选 C。 

故答案为：（1）较黑暗；蜡烛 B；（2）完全重合；相等；垂直；相等；（3）C。 

【点评】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过程，在近年中考题中较为热点。重在探索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解

决的办法的考查，注意体会实验过程和做题经验积累。 

12.如甲图所示，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实验中： 

（1）实验室提供较厚和较薄的两块玻璃板，应选择 较薄 的玻璃板做实验；同时选用两节相同的干

电池，是为了比较像和物的 大小 关系。 

（2）将玻璃板竖直放在水平桌面上，玻璃板前放置电池 A，移动玻璃板后的电池 B，直到看上去电池

B 与电池 A 的像完全重合。 

（3）将电池 A 朝远离或靠近玻璃板的方向移动一段距离，则 A 的像大小将 不变 （选填“变大”、

“不变”或“变小”）。 

（4）某组同学将图甲中的玻璃板换成平面镜，垂直于纸板放置，ON 与平面垂直（如图乙所示），用以

探究“光的反射规律”，他们用激光笔沿硬纸板 EO 照射到平面镜上的 O 点，反射光线沿 OF 射出，则

∠NOF ＝ ∠EON（选填“＞”、“＜”或“＝”）；之后又让入射光线沿着 FO 入射到 O 点，看到反射

光线沿 OE 射出，这说明在光的反射现象中 光路是可逆的 。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实验题． 

【分析】（1）从厚玻璃板的两个面都可以当作反射面，会出现两个像这一角度去分析此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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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等效替代法，为了探究像与物体的大小关系，用了两根完全相同的干电池。 

（3）根据物体在平面镜中成像特点物像大小相等即可得出结论。 

（4）根据光的反射定律，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分析解答；知道光路是可逆的，若沿反射光线的方向入射，

则反射光线沿入射光线的方向射出。 

【解答】解：（1）因为厚玻璃板的两个面都可以当作反射面，会出现两个像，影响到实验效果，所以应

选用较薄玻璃板。 

实验中选取两支相同的电池是为了比较像与物的大小关系； 

（3）根据平面镜中成像特点可知，物像大小相等，所以将电池 A 朝远离或靠近玻璃板方向移动一段距

离，电池 A 的像的大小将不变。 

（4）用激光笔沿硬纸板 EO 照射到平面镜上的 O 点。反射光线沿 OF 射出，则根据光的反射定律可知，

∠NOF＝∠EON；反射光路是可逆的，当让光线逆着 OF 的方向射向镜面，会发现反射光线沿着 OE 方

向射出。 

故答案为：（1）较薄；大小；（3）不变；    （4）＝；光路是可逆的。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及操作相关问题，这是光学中的一个重点；此题还探究

光的反射定律的内容。要掌握光的反射定律的内容，知道反射光线、入射光线、法线在同一平面内，反

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分居法线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同时考查了光路的可逆性。 

13.如图所示，在平面直角坐标系的两坐标轴上分别放着两个较大的平面镜，X 轴上的平面镜的镜面与丫轴

垂直，Y 轴上的平面镜的镜面与 X 轴垂直。Y 轴上的平面镜的下端在坐标原点处，X 轴的平面镜的最

左端在（1，0）处。其间有一小灯泡（视为点光源）．问：可观察到小灯泡共有几个像？作出各自成像

的光路图。 

（说明：如果你感觉光线太多，互相影响看不清楚，可另外画图。答卷纸上已画好，供选用。）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光的传播和反射、平面镜成像． 

【分析】解此题的关键是要注意到此处共有两面镜子，点 S 在两面镜子中都会成像，而这两个像点会再

次在另一平面镜中成像。 

【解答】解：设 X 轴上的平面镜为 X，Y 轴上的平面镜为 Y，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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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在平面镜 Y 中成的像为 S′，在平面镜 X 中所成的像为 S″；S′在平面镜 X 中成的像为 S°，而 S″

在平面镜 Y 中所成的像点也是 S°，即再次成像的像点是重合的，所以一共有 3 个像，如图所示： 

 

答：可观察到小灯泡有 3 个像，如图所示。 

【点评】此题有一定的难度，并且极易出错。错点一般是不会想到像点会在另一面平面镜中再次成像或

者意识不到再次所成的像点是重合的。 

二、平面镜的应用（共 4 小题） 

14.如图所示，在两个平面镜之间的夹角为 75°，在两镜面夹角的角平分线上有一个点光源 S，它在两平面

镜中所成的像个数为（  ） 

 

A．5 B．6 C．3 D．4 

【考点】平面镜的应用．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应用题；光的传播和反射、平面镜成像． 

【分析】根据平面镜成像原理利用对称法作图，分别找出 S 点在平面镜中所成的虚像 S1、S2，同理确定

出第三、四个虚像 S3、S4 的位置。 

【解答】解：利用对称法作图，分别找出 S 点在平面镜中所成的虚像 S1、S2，同理确定出第三、四个虚

像 S3、S4 的位置。因为 S3 在斜着的镜子左侧不能继续成像了，同理 S4 在平放镜子的下侧了，不会再继

续成像下去，所以只能成 4 个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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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D。 

【点评】本题要求同学们要熟练掌握平面镜成像规律、原理和光的反射定律，而且还和实验现象紧密联

系。大家在学习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实验，学会分析实验结论。 

15.图中 M 是竖直放置的平面镜，镜离地面的距离可调节。甲、乙二人站在镜前，乙离镜的距离为甲离镜

的距离的 2 倍，如图所示。二人略错开，以便甲能看到乙的像。以 L 表示镜的长度，h 表示乙的身高，

为使甲能看到镜中乙的全身像，L 的最小值为（  ） 

 

A．
ℎ

3
 B．

ℎ

2
 C．

3ℎ

4
 D．h 

【考点】平面镜的应用．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应用题；光的传播和反射、平面镜成像；应用能力． 

【分析】本题为平面镜成像问题，人眼能看到完整的像应让两端的光线经反射后进入眼睛；再由作图法

找出能看到全身像的 l 长度的最小值。 

【解答】解：采用物像对应（虚线 a′b′是乙 ab 的像）和边缘光线（c 是甲的眼睛，aoc 与 bo′c 是边

缘光如线）作出甲能看到乙的像的光路图所示，则 oo′为甲能看到镜中乙的全身像所需的最小镜面。

在三角形 ca′b′中根据相似性可得，oo′是 ab 的三分之一。 

 

故选：A。 

【点评】平面镜成像关键在于根据物像对称原理可以得出完整的像，再结合人眼的位置即可做出的需光

路图．本题也可做出甲的眼镜的像来解答． 

16.潜望镜是指从海面下伸出海面或从低洼坑道伸出地面，用以窥探海面或地面上活动的装置。其原理如图

甲所示，借助两块平行的平面镜实现光线的偏折，潜望镜常用于潜水艇、坑道和坦克内，以观察敌情。

如图乙所示，为一潜望镜壳体的侧视图。MN 为光线的入口。在上方 AB 处已放置一块与纸面垂直的平

面镜，它和与纸面垂直的竖直面之间的夹角为 45°。眼睛在观察孔 S 处观察，在 CD（与竖直面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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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45°）处放置一块平面镜，今要使观察到的视场不受 CD 处的平面镜的限制，则平面镜 CD 至少要

多大的长度才行？要求直接在图上用作图法画出即可（保留画图所用的辅助线）。 

 

【考点】平面镜的应用．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作图题；光的传播和反射、平面镜成像；应用能力． 

【分析】人眼能看到物体是因为有光进入人的眼睛，则根据光路可逆原理及平面镜成像规律可作出光路

图。 

【解答】解：只要分别作出 MN 及 S 的像，则根据光路可逆原理可得出平面镜 CD 的角度； 

步骤如下： 

（1）先作出 MN 在 AB 镜中的虚像 M′N′； 

（2）眼睛能看到 MN 的像，根据光路可逆性，眼睛处发出的光经过 CD 反射能经过 MN 的第一次像点，

所以作出眼睛在 CD 处镜中的虚像 S′； 

（3）将 S′与 M′N′相连，与 CD 面交于 C′D′处，C′D′即为所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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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考查光的反射，要注意正确利用平面镜成像规律，明确光进入人的眼睛时，其延长线也一

定过人眼的像处． 

17.南北向摆放着一面足够高的平面镜 A，宽度为 1m。甲同学戴着头灯面对 A 镜站立，乙同学站在甲同学

南方 4m 处，向着甲同学以 1m/s 的速度匀速靠近，对以下问题进行探究： 

（1）乙同学从 A 镜中看到甲同学所戴头灯的时间； 

（2）若房间内还有个东西向摆放的宽度也为 1m 的 B 镜，其位置如图所示。则乙同学再重复刚才的匀

速直线运动，请画出她从 A 中看到头灯的观察范围的光路图。 

 

【考点】平面镜的应用．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作图题；光的传播和反射、平面镜成像；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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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首先做出甲同学通过平面镜 A 所成的像 S1；然后做出人看到像的光路图，求出人看到像

时走动的距离，根据速度公式求出时间； 

（2）根据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做出甲同学通过 B 所成的像 S2；然后 S2 做出经过 A 所成的像 S3；然后完

成光路图。 

【解答】解：（1）平面镜所成的像与镜面是对称的，据此做出甲同学通过平面镜 A 所成的像 S1，完成

光路图，如图所示： 

； 

根据相似三角形的知识可知，甲同学到 G 的距离为 1m，甲同学到 H 的距离为 3m，则 GH＝3m﹣1m＝

2m；即乙同学从 A 镜中看到甲同学时通过的路程为 s＝2m； 

根据 v=
𝑠
𝑡
可知，乙同学从 A 镜中看到甲同学的时间为：t=

𝑠
𝑣
=

2𝑚
1𝑚/𝑠

=2s； 

（2）根据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做出甲同学通过 B 所成的像 S2；然后 S2 做出经过 A 所成的像 S3；光路图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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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乙同学从 A 镜中看到甲同学所戴头灯的时间 2s；（2）图见解析。 

【点评】本题考查的是光的反射作图，像与物关于平面对称，最容易忘记标直角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