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创新 激发思维

——《光的色散》实验设计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姜丽萍（200233）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光的色散》的课堂实验设计。通过“筷子断开实验”创

造认知冲突，激发学生深度思维；通过“红绿激光实验”将光路可视化并呈现给学生。

这种创新性课堂实验设计瞄准教学目标，突破教学难点，有利于学生对光的色散知识

点快速了解，全面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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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1）教材分析

《光的色散》在上海中考要求中并不高，但它是光的反射、折射等知识的应用，也是光的传

播规律的进一步深入。其中光的色散这一知识点既是光的折射的延续，也是揭开光和物体的颜色

之谜的基础。因此本节课的重点是光的色散现象及产生原因。关于本节课的难点：色散现象的产

生是由于不同色光在棱镜中的折射程度不同造成。而学生在实验中观察不到光的传播路径，因此

理解色散现象原因成为本节课的难点。

（2）学生分析

通过调查，笔者所教的班级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已在课外提前学习过相关知识，但是他们对物

理规律的理解深度不够，也不能很好的应用知识解决问题。

因此突破重难点的同时，在本节课的教学中，还应着重考虑如何创造认知冲突，调动学生的

思维积极性。以往的实验设计显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

实验设计

（1）以往的实验设计

以往的实验设计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以往本节课通过“人造彩虹”进行引入，这个现象有

趣，但学生不容易将这个现象与已学折射知识建立联系，没有思考的落脚点，因此主要起到激发

学生兴趣的作用，不能激发学生思维。第二，以往解释色散原因大多是通过“人造彩虹”实验的

彩色光带，倒推各色光在空气和玻璃中的传播路径，重在板书和教师的语言描述。板书很清楚，

但学生并未观察到各色光的传播路径，只能“被动”接受该理论知识，如图 2（a）。

（2）现在的实验设计

本节课将通过实验设计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一，本节课不只要引起学生的兴趣，更主要的是

要引起他们的深度思维。第二，不仅要让学生看到光路，而且要让学生自己发现并总结出色散原



因。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本节课设计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实验——“筷子断开实验”和“红绿激光

实验”。

下面重点介绍两个实验的教学过程。

实验一：实验激发深度思维——“筷子断开实验”

利用“筷子断开实验”引入。根据已有的知识储备学生已经知道：由于光的折射，透过棱镜

会观察到筷子断成两截，但是棱镜中的这一段不会断开，如图 1（a）（b）。然后，把筷子涂上

颜色，一根红色，一根上红下蓝，再请学生透过棱镜观察，如图 1（d），学生发现棱镜中“红色

筷子”没有断开，但是“红蓝筷子”却断开了，如图 1（e）。这样的现象完全出乎学生意料，引

发了认知冲突。学生惊讶之余，必然会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折射规律在这里不成立了

吗？从而引发他们思维的积极性和提高思维的深度，引入课题。

然后通过演示“人造彩虹”的实验得出色散现象的定义，如图 2（a）。提出问题“彩色光带

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对学生有难度，原因在以往实验设计存在问题中已提到，不再

赘述。

实验二：实验创新突破难点——“红绿激光实验”

为了让学生自己发现并总结色散原因，设计了“红绿激光实验”。为了让学生看清光路，在

图 1a）筷子； b）观察到筷子在空气和棱镜的分界面“断成”两截；c）左为实验室玻璃三棱镜，

右为自制水三棱镜；d）利用摄像头透过水三棱镜观察“染色”筷子示意图。为了让所有学生看到实验现

象，利用摄像头将观察到的现象投影到屏幕；e）在 d）图场景下，透过三棱镜观察到：红色仍是一条直

线，而红蓝线条“断开”。“染色”筷子的两种做法：1）用电脑画图工具画出如图的两根线条，摄像头

透过棱镜观察电脑屏幕，2）在木板上刻出两条狭缝，分别贴上如图颜色的彩纸，狭缝后放灯，摄像头透

过棱镜观察两条狭缝透出的色光。



空气中施加喷雾（空气清新剂）。为了让学生能够自己总结出色散原因，将红、绿激光以完全相

同的方向入射到三棱镜如图 2（b），学生会清晰的发现原本在同一水平面上且平行的两束激光经

过棱镜后不再平行，绿色激光向上偏折的更明显如图 2（c）。这时，教师提出问题：“若将几种

不同颜色的激光混合后入射到三棱镜，会发生什么现象？”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下，学生比较轻松

地意识到不同颜色的激光会上下散开，形成彩色光斑。再经过思考讨论，学生便得到白光发生色

散的原因就是不同色光在棱镜中的折射程度不同引起的，从而突破本节课的难点。本实验的最大

的创新并不是将光路清晰可见，最大的创新在于将基于教学目标的特定光路呈现给学生。

这样以三个实验为载体，在三个主要问题的引导下，完成了本节课“色散现象”这一知识的

教学，如表 1。接下来将通过两个学生实验——“玻璃棒观察手机屏幕实验”和“三原色合成实

验”继续光的三原色的教学：透过玻璃棒观察亮着的手机屏幕，可观察到白色屏幕有红绿蓝三色

组成；利用三原色合成器将红绿蓝光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可观察到多种不同的颜色。

表 1

实验 问题 教学任务

“筷子断开”实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引入

“人造彩虹”实验 彩色光带是怎样形成的？

色散现象及产生原因的教学“红绿激光”实验 若不同色激光混合后入射到

三棱镜，会发生什么现象？

本节课的最后回到引入情景，请同学解释红蓝筷子为什么会在颜色相接处断开？这一设计不

仅对知识进行了应用，同时又梳理了本节课的内容。

反思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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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人造彩虹”实验示意图，其中光在棱镜和空气中的传播路径观察不到；b）红、绿激

光以完全相同的方向入射到三棱镜；c）经过三棱镜后红绿激光的传播路径不同了，绿色激光向上

偏折的更显著。

观察不到



本节课最重要的两个实验不是在以往实验基础上作简单的改进，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创新意识

的发明创造。通过实验创造认知冲突，培养了学生思维品质；通过基于教学目标的实验设计，突

破了教学重难点。

（2）存在的问题

水三棱镜取材容易，不过学生可能对玻璃三棱镜是否会有同样的实验现象产生质疑，本节课

如果能用实心玻璃三棱镜完成实验，与教材匹配度更佳，教学效果可能会更好。

（3）设计实验时的困难

这两个实验的操作看似简单，但它们的设计并不轻松。“红蓝筷子实验”实验想法容易想到，

实验的呈现不容易成功，选择黑底是避免杂光的影响，选择红色和蓝色是因为他们的波长相差较

大，现象容易观察到。观察角度在这个实验中非常重要，为了让所有学生看到红蓝筷子断开的实

验现象，需要利用摄像头再通过转换器将拍到的实验现象实时投放到屏幕上。“红绿激光实验”

中，因为光的传播路径我们不容易看到，将两束激光在三维空间中调整到同一平面且平行难度很

大。

在实验设计过程中，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如果实验能够发挥它的魅力，帮助教师达

成教学目标，为培养学生思维品质提供帮助，那么这些困难都值得我们去克服，这也是我们对实

验改进的最大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