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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中将一些具有某种联系和区别的教学内容，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

找出其相同和不同之处，使学生在明确了一个内容之后，能够自然地联想和掌握另一个内容，并能

自行理解，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在教学中采用多种形式的比较，不仅可以把新旧知识的关系

沟通、组织起来，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学生的思维。对内容相近或相似、彼此间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容易混淆的问题，采用比较鉴别的方法学习，分析知识的异同点，找出彼此的联

系和区别，弄清各个物理现象的本质特性，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我们以人教版新教材八年级

物理上册《眼睛和眼镜》的教学为例，应用比较教学法，进行了多次的教学实践，获得了良好的课

堂效果。 

一、问题引领 ，在共性比较中学会知识 

上课开始，我们用一系列的问题形式，开门见山地引入新课，让学生明确学习的任务和目的，然

后引导学生从学过的知识出发，发现眼睛看物体的原理。通过对照相机与眼睛结构的共性比较，让

学生明确组成眼睛的各部分的功能，使学生在对比中掌握知识。 

[师]：我们每天都要用眼睛获取大量的信息，那么，眼睛是如何看到物体的呢？在座的同学中有

人戴眼镜，生活中，爷爷奶奶看报纸也带上了眼镜；这两种眼镜有区别吗？它们是怎样帮助我们的

眼睛看清物体的呢？今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学习《眼睛和眼镜》。（板书课题） 

 [师]：我们前面学过的光学仪器中，什么仪器的成像，跟眼睛看物体的原理相似呢？ 

[生]：照相机 

[师]：很好，那么，照相机成像是什么原理呢？ 

[生]：物体放在凸透镜两倍焦距以外时，成倒立、

缩小的实像 

[师]：既然它与照相机相似，也就是眼睛能成倒立、

缩小的实像，（如图 1，用 PPT 在屏幕上显示照相机和

眼睛的成像原理。）对比看，它们的确有着相同的成像

原理。我们知道照相机由镜头、底片、光圈等构成，那

眼睛的结构是怎样的呢？我们在七年级生物课中学过，

谁还记得？ 

[生]：有视网膜和视觉神经、角膜、玻璃体、晶体

状。（如图 2，利用课件，在屏幕上学生指出眼球的主

要结构和名称） 

 [师]：很好，谁能将眼睛的结构与照相机的元件一

一对应起来？（组织学生讨论后回答） 

[生]：角膜和晶状体的共同作用相当于凸透镜，对

应照相机的镜头；视网膜相当于光屏，对应照相机的

底片。 

[师]：眼睛和照相机一样，成倒立的实像，可是

我没觉得你们是倒立的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在

视网膜上形成的物像是倒立的实像，但是这仅仅是物像，不是视觉。大脑皮层的视觉中枢还要根据

人的经验、记忆、分析、判断、识别等复杂的过程，才能形成视觉，因此我们看到的物体是正立的

而不是倒立的。 

二、推理讨论，在差异比较中发现知识 

图 1 

图 2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5%A4%A7%E8%84%91%E7%9A%AE%E5%B1%82&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8%A7%86%E8%A7%89%E4%B8%AD%E6%9E%A2&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教学中运用实验引导学生分析，发现照相机的“调焦”实质是改变像距；通过差异对比和推理，

借助学生生活经验，发现眼睛的“调焦”是改变晶状体厚薄实现的。在研究眼睛的“调焦”原理时，

我们组织学生讨论物距、像距、焦距的变化情况，同时让学生发现，凸透镜越凸会聚能力越强的规

律，使学生进一步巩固凸透镜成像的知识。 

[师]：请看实验（如图 3），我把蜡烛点燃后，在光具座上左右移动，在凸透镜不动的情况下，

要想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必须如何操作？左右移动蜡烛，是改变了什么呢？ 

[生]：操作方法是移动

光屏。左右移动蜡烛是改变

物距。 

[师]：物距改变了，像

距也要发生改变！请想一想：

照相机在照相时，也要拍摄

近景和远景，它是如何使远

近不同的物体，都能在底片上成清晰的像？镜头的焦距变了没有？（学生思考） 

[生]：镜头的焦距没有变 

[师]：那为什么能成清晰的像？ 

[生]：因为调节了镜头的位置，让镜头向前或向后伸缩。 

[师]：将镜头向前伸或者向后缩，主要改变了什么？ 

[生]：像距 

[师]：对，也就是生活中人们常说的“调焦”。照相机能使镜头前后伸缩，那我们的眼睛能这样

吗？（学生笑，教师组织学生思考和讨论后回答） 

[生]：我们眼睛的晶状体相当于凸透镜，它可以改变厚薄。 

[师]：改变晶状体的厚薄，实际是改变了什么？像距变了没有？ 

[生]：改变晶状体的厚薄就是改变焦距，像距没有变，因为凸透镜 (晶状体）厚薄发生改变，

但光心位置没变，视网膜也没动，所以像距不变。 

[师]：分析的很好！既然大家已经知道晶状体能通过自动调节厚薄来改变焦距，请问看近处怎

么调？看远处又怎么调？谁帮它调？请大家分组讨论一下。（屏幕上显示这三个问题，学生分组讨论，

老师巡回指导） 

    [师]：请第一组同学来说一说，你们结论是怎样的。 

[生]：我们认为看近处物体，晶状体变厚 

[师]：谁帮它变厚？ 

[生]：是睫状体收缩，使它变厚 

[师]：为什么要变厚？ 

[生]：晶状体变厚，焦距变短。当眼睛看远处物体后，再去看近处物体，相当于物距变小；若

晶状体的厚薄不变，像距将会变大，像会成在视网膜的后面。要想让原本成在后面的像提前成在视

网膜上，必须让光线提前会聚；而凸透镜越凸，会聚能力越强，所以晶状体变厚。（老师用演示实验

证明：将蜡烛靠近透镜，光屏上原本清晰的像变模糊，透镜不动，需要将光屏远离透镜，像才重新

变得清晰） 

[师]：非常好，我们知道眼睛在看近处物体时，睫状体收缩，晶状体变厚，会聚能力变强，才

能使像成在视网膜上！按照同样的思路，谁能分析一下眼睛看远处物体时的变化？ 

[生]：看远处物体时，睫状体放松，晶状体变薄。因为看远处物体，相当于物距变大；若晶状

体的厚薄不变，像距会变小，像会成在视网膜的前面。要想让像延后成在视网膜上，必须让光线减

少会聚程度；而凸透镜越薄，会聚能力越弱，所以晶状体变薄。 

图 3 



[师]：很好！（如图 4、图 5所示，屏幕上用动画显示看近处看远处时，晶状体的变化）看近处，

晶状体变厚；看远处，晶状体变薄。这样才能在像距不变的情况下，使像始终成在视网膜上。 

三、实验探究，在个性比较中区别知识 

在进行近视与远视眼成因和矫正的教学中，我们通过两次实验的对比探究，分析两种视力疾病

的成因与矫正的个性方法；让学生能区别两种视力疾病的不同物理现象，帮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

学会视力的矫正方法。 

[师]：如果有人用眼过度，或者眼功能老化，睫状体调节能力变差，会使他的视觉范围变小。

他的眼睛将会怎样？ 

[生]：有的看不清近处，也有的看不清远处 

[师]：能看清楚近处却看不清远处的眼睛叫什么？ 

[生]：近视眼 

[师]：只能看清楚远处却看不清近处的眼睛叫什么？ 

[生]：远视眼 

[师]：得了近视眼的同学，仔细回忆一下，你是怎么成近视的？你小时候就是近视眼吗？ 

[生]：不是，是写字看书的姿式不对，写字的时候离书本太近造成的 

[师]：说到姿式，正常眼睛在看物体时，看得清楚又不觉得疲倦的距离，我们叫它为明视距离，

有谁知道这个距离是多少吗？ 

[生]：25cm 

[师]：请同学们把背挺直了，用你的尺测量一下，怎样看书才是正确的用眼！（学生自已活动） 

[师]：对了，写作业时离书桌这样的距离才是正确的。但

是，总有些人不注意，比如，躲在被窝里看小说、趴在课桌

上读书等，长时间盯着近处的某一位置，会让睫状体一直处

于收缩状态。睫状体收缩，晶状体就会变厚还是变薄？ 

[生]：晶状体会变厚 

[师]：晶状体变厚，会导致什么结果？请同学们分组利用

所给的器材，蜡烛、两个焦距不同的凸透镜，光屏来探究一

下！（如图 6学生分组探究实验：用焦距长的凸透镜先使蜡烛

清晰的像成在光屏上，再将凸透镜替换成焦距短的，该如何

移动光屏才能使光屏上的像重新变得清晰？） 

    [师]：请一个小组的同

学来说一下，你们实验的结

论。 

[生]：当凸透镜的焦距

变短，即晶状体变厚时，像

会成在视网膜的前面！ 

[师]：同学们的实验非

常成功！晶状体变厚时，像

会成在视网膜的前面，但是

图 6 

图 7 图 8 

图 4 图 5 



我们的视网膜不能动，怎样才能使像成在视网膜上呢？请思考一下，该如何矫正？ 

[生]：戴凹透镜 

[师]：请同学们再次分组利用所给器材来探究一下，用

凹透镜来矫正近视眼的情况（如图 7和图 8所示）。 

[师]：哪组的同学能说说你们所得的结论？ 

[生]：因为晶状体变厚，会聚能力变强，使像成在视网

膜的前面；若要使像刚好成在视网膜上，需要将光线延后会

聚，而凹透镜有发散作用，所以近视眼配戴凹透镜。 

[师]：很好，近视眼用凹透镜来矫正。(如图 9，屏幕

上显示近视眼的成因、现象及矫正的 PPT，教师指导说明) 

 [师]：有的人出生就是近视眼，会是什么原因？（学生

猜想与议论） 

[生]：眼球的前后距离太长 

[师]：对，许多老人肌肉都开始老化，睫状体想收缩却收缩不

了，这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生]：看近处，睫状体不能收缩，晶状体不能变厚，所以看不

清楚近处的物体。 

[师]：所以，爷爷奶奶看报纸的时候，总是拿得很远，或者要

戴老花镜。请同学们按照刚才探究近视眼的成因及矫正的步骤，来

探究远视眼的成因与矫正。（如图 10，学生分组探究实验） 

[师]：请同学分别来说一下远视眼的成因、现象及矫正。 

[生]：远视眼的晶状体太薄，会聚能力弱；或者眼球的前

后距离太短 

[生]：因为晶状体太薄，所以像成在视网膜的后面 

[生]：要想使成在视网膜后面的像提前成在视网膜上，需

要光线提前会聚，所以远视眼配戴凸透镜。(如图 11，屏幕上

显示远视眼的成因、现象及矫正) 

[师]：好，我们来回顾一下，这节课我们到底学了什么？ 

（屏幕上显示一个表格，供学生归纳小结。） 

  [师]：接下来，我们做一做习题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习题巩固略） 

图 9 

图 10 

图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