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教版初中物理知识点总结 初中物
理光学知识点总结(精选8篇)

知识点总结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巩固已学内容，还可以为之后
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考试总结
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和启发。

人教版初中物理知识点总结篇一

1、光源：能够发光的物体叫光源。

2、光在均匀介质中是沿直线传播的。

大气层是不均匀的，当光从大气层外射到地面时，光线发了
了弯折。

3、光速

光在不同物质中传播的速度一般不同，真空中最快，光在真
空中的传播速度：c=3108m/s，在空气中的速度接近于这个速
度，水中的速度为3/4c，玻璃中为2/3c。

4、光直线传播的应用。

可解释许多光学现象：激光准直，影子的形成，月食、日食
的形成、小孔成像等。

5、光线

光线：表示光传播方向的直线，即沿光的传播路线画一直线，
并在直线上画上箭头表示光的传播方向(光线是假想的，实际
并不存在)。



6、光的反射

光从一种介质射向另一种介质的交界面时，一部分光返回原
来介质中，使光的传播方向发生了改变，这种现象称为光的`
反射。

7、光的反射定律

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法线在同一平面上;反射光线和入射光
线分居在法线的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可归纳为：三线一面，两线分居，两角相等。

理解：

(1)由入射光线决定反射光线，叙述时要反字当头。

(2)发生反射的条件：两种介质的交界处;发生处：入射点;结
果：返回原介质中。

(3)反射角随入射角的增大而增大，减小而减小，当入射角为
零时，反射角也变为零度。

8、两种反射现象

(1)镜面反射：平行光线经界面反射后沿某一方向平行射出，
只能在某一方向接收到反射光线。

(2)漫反射：平行光经界面反射后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反射出去，
即在各个不同的方向都能接收到反射光线。

注意：无论是镜面反射，还是漫反射都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人教版初中物理知识点总结篇二

“物因振动而发声，振动停止停发声”声音的产生；

“固比液气传声快，真空不能传播声”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
不同介质中的声速不同；

“感知声音两途径，双耳效应方向明”人是如何听到声音的；

以上解说的是声音的产生与传播过程，这些基础知识要牢记。

常见考法

近几年中考试题对这部分的考查，基本以两种方式出现，一
是选择题和填空题，侧重面多是基础知识的`考查，分值一般
在2分左右；一是综合性较高的，需要有一定语言表达能力的
实验设计题，分值一般在4分左右。另外也有可能将声速这一
知识点与匀速直线运动综合考查。

误区提醒

一切气体、液体、固体都能传播声波。相同温度下，同一均
匀介质中声音传播速度相同，不同介质中传播速度不同。在
常温下，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约为340m/s。 真空不能传
播声音。

人教版初中物理知识点总结篇三

课堂是学习物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主阵地，只有把握课
堂，抓牢“双基”，学习必要的方法，才会有拓展、提高的
可能。



物理是一门实验科学，学习物理要注重科学探究的过程，对
于每一个实验探究不仅要知道怎样做，而且要理解为什 么要
这样做，并能对探究过程和结果作出适当的评估;除了学习物
理知识，还应学习相关的研究方法，如：转化法，控制变量
法，对比法，理想实验推理法，归纳法、等效法、类比法、
建立理想模型法等。

课外适当做一些补充练习是消化、巩固所学知识，拓展提高
的一种较为有效的措施。在解题过程中注意培养、提高审题
能力。

如遇到学习的难点、疑点，由于初三阶段的学习较为紧张，
不能花很多的时间去慢慢“磨”，应做好标记，跟同学讨论，
最好求得老师的解答，理解过程，掌握方法。

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必要的归纳总结，
并将新学的知识和前面的内容联系起来，注意它们的相同点
与不同点，做到前后贯通。如学习功率的概念时可以对照已
经学过的速度概念进行综合思考。

“规范”在考试中主要体现在简答题、作图题、计算题中。
历年中考中，因解答不规范而失分的情况屡见不鲜。

具体来说，要学习的物理概念和物理现象主要有功、功率、
机械效率、机械能、内能、热量、电路、电流、电压、电阻、
电功、电功率、电流的磁效应、电磁感应、磁场对电流的作
用等;要学习的物理规律主要有杠杆原理、功的原理，串、并
联电路的特点、欧姆定律、焦耳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等;要学
习的物理模型主要有杠杆、滑轮等;要了解的物质主要有磁场、
电磁波、能源等;要学会使用的仪器仪表主要有电流表、电压
表、滑动变阻器等。其中学习要求较高的主要有：理解功率
的概念，理解机械效率，理解欧姆定律，理解电功，理解电
功率，这些既是学习的重点，也是学习的难点。



人教版初中物理知识点总结篇四

关于物理中透镜的知识，希望同学们很好的掌握下面的内容
知识哦。

透镜：透明物质制成（一般是玻璃），至少有一个表面是球
面的一部分，对光起折射作用的光学元件。

分类：1、凸透镜：边缘薄，中央厚。2、凹透镜：边缘厚，
中央薄。

主光轴：通过两个球心的直线。

光心：主光轴上有个特殊的点，通过它的光线传播方向不变。
（透镜中心可认为是光心）

虚焦点：跟主光轴平行的光线经凹透镜后变得发散，发散光
线的反向延长线相交在主光轴上一点，这一点不是实际光线
的会聚点，所以叫虚焦点。

焦距：焦点到光心的距离叫焦距，用" f "表示。

每个透镜都有两个焦点、焦距和一个光心。

透镜对光的作用：

凸透镜：对光起会聚作用。

凹透镜：对光起发散作用。

通过上面对物理中透镜知识点的内容讲解学习，相信同学们
已经能很好的掌握了吧，希望同学们认真的学习物理知识。



人教版初中物理知识点总结篇五

1.密度的定义：单位体积的某种物质的质量，叫做这种物质
的密度。

密度是反映物质的一种固有性质的物理量，是物质的一种特
性，这种性质表现为：在体积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物质具有
的质量不同;或者在质量相等的情况下，不同物质的体积不同。

2.定义式：p=m/v

因为密度是物质的一种特性，某种物质的密度跟由这种物质
构成的物体的质量和体积均无关，所以上述公式是定义密度
的公式，是测量密度大小的公式，而不是决定密度大小的公
式。

4.物质密度和外界条件的关系

物体通常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即温度升高时，体积变大;温度
降低时，体积变小。而质量与温度无关，所以，温度升高时，
物质的密度通常变小，温度降低时，密度变大。

能量与做功

1、做功

物理学中规定：作用在物体上的力，使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
过了一段距离，就说这个力对物体做了机械功(简称“做
功”)

2、做功的两个必要的因素：

(1)作用在物体上的力;



(2)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

3、功的计算方法：

定义：力对物体做的功，等于力跟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的
距离的乘积。

公式：功=力×距离，即w=f?s

单位：在国际单位制中，功w的单位：牛?米(n?m)或焦耳(j)

1j的物理意义：1n的力，使物体力的方向上通过1m的距离所
做的功为1j。

即：1j=1n×1m=1n?m

注意：在运算过程中，力f的单位：牛(n);距离s的单位：
米(m)。

人教版初中物理知识点总结篇六

1.压强是描述压力产生的效果的物理量，这种效果不仅和压
力的大小有关，而且与受力面积的大小也有关。

2.压强是物体和物体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它存在于受力的
两物体的接触面上。压强不但有大小，也有方向，其方向和
压力的方向相同。

通过上面对压强知识的讲解学习，希望同学们很好的掌握，
并在考试中取得很好的成绩。

中考物理知识点：透镜

关于物理中透镜的知识，希望同学们很好的掌握下面的内容



知识哦。

透镜

透镜：透明物质制成（一般是玻璃），至少有一个表面是球
面的一部分，对光起折射作用的光学元件。

分类：1、凸透镜：边缘薄，中央厚。2、凹透镜：边缘厚，
中央薄。

主光轴：通过两个球心的直线。

光心：主光轴上有个特殊的点，通过它的光线传播方向不变。
（透镜中心可认为是光心）

虚焦点：跟主光轴平行的光线经凹透镜后变得发散，发散光
线的反向延长线相交在主光轴上一点，这一点不是实际光线
的会聚点，所以叫虚焦点。

焦距：焦点到光心的距离叫焦距，用" f "表示。

每个透镜都有两个焦点、焦距和一个光心。

透镜对光的作用：

凸透镜：对光起会聚作用。

凹透镜：对光起发散作用。

通过上面对物理中透镜知识点的内容讲解学习，相信同学们
已经能很好的掌握了吧，希望同学们认真的学习物理知识。

人教版初中物理知识点总结篇七



家庭电路的低压供电线路有两根线，一根叫火线，一根叫零
线，它们之间有220v的电压。

位置：供电线路在接其它元件之前，首先接电能表，也可以
说电能表要接在干路上；

作用：测量用户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电能；

读数方法：记下起始时间的值，再记下结束时间的值，两次
的差就是这段时间消耗的电能，注意最末一位数字为小数部
分，单位为千瓦时，也叫度。

位置：在电能表后，保险丝之前；

连接方法：有时用双刀开关同时控制火线和零线，有时用单
刀开关只控制火线。

作用：在电路电流过大时，自动熔断，切断电路；

材料：电阻率较大而熔点较低的铅锑合金制成；

选择：保险丝的熔断电流稍大于家庭电路允许通过的最大电
流，不能用更粗的保险丝，更不能用铜丝或铁丝代替保险丝。

位置：在保险丝后；

控制开关位置：用电器的控制开关要放在用电器和火线之间，
不允许放在用电器和零线之间。

作用：在家庭电路中插座是为了给可移动电器供电；

种类：分为固定插座和可移动插座，又分为两孔插座和三孔
插座；

三孔插座的作用：三孔插座的两个孔分别接火线和零线，另



一孔是接地的，这样在把三脚插头插入时，把用电器的金属
外壳和大地连接起来。

1．作用：辨别火线和零线，或检查物体是否带电。

2．构造：笔尖金属体、阻值很大的电阻、氖管、弹簧、笔尾
金属体。

3．使用方法：用手接触笔尾金属体，笔尖金属体接触待测物
体，如果氖管发光，说明接触的是火线，或与火线接通；如
果氖管不发光，说明接触的是零线，或与火线没有接通。

1．发生短路是电路中电流过大的原因之一

（1）短路：就是电流没有经过用电器而直接构成通路。

（2）原因：发生短路时，电路中的电阻很小，相当于导线的
电阻，电路中的电流会很大。

（3）实际情况：在安装时致使火线和零线直接接通，或用电
器内部火线和零线直接接通；电线或用电器的绝缘皮由于老
化而破损，致使火线和零线直接接通。

2．用电器的总功率过大是造成电流过大的另一原因

（1）原因：电源电压一定，用电器的总功率过时，根据公
式i=p/u可知，电路中的电流会过大。

（2）实际情况：多个用户集中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的用电器；
一个插座上使用多个大功率的用电器。

（1）安全电压：不高于36v的电压。

（2）不要接触火线或与火线连通的导体，特别注意原来绝缘



的物体导了电。

（3）不要靠近高压带电体，因为高压触电有两种类型：高压
电弧触电和跨步电压触电，不接触也可以触电。

（4）触电处理：有人发生触电事故，绝不用手拉触电人，应
赶快切断电源，或用干燥绝缘体把线挑开；高压触电，宜赶
快通知专业人士。

（5）急救：触电人如果昏迷，应做人工呼吸，并送医院；如
发生火灾，应先断电，再灭火。

电能表是测量电功的仪表，也可以利用它的参数来测量用电
器的电功率。在电能表的表盘上标明每千瓦时的转数，根据
在一段时间内的转数，就可以求出用电器在这一时间段内做
的电功，从而求出电功率。

具体做法：单独让待测用电器工作，从某一时刻开始计时，
并数表盘转的转数，到某一时刻结束。这种方法测量不精确，
在测量大功率的用电器的大体功率时可用。

有金属外壳的用电器一般带三脚插头，对应插入三孔插座时，
把用电器的金属外壳和大地连接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
有金属外壳的用电器在内部由于火线绝缘皮的破损或失去绝
缘性能，致使外壳与火线接通而带电，人触摸外壳就会触电。
当把外壳与大地连接起来，外壳带的电会通过地线流到大地，
人触摸就没有危险。

1．断路

当电路某处断开，电路中无电流通过，用电器不能工作，就
是断路。包括：用电器内部断路、火线断路、零线断路。造
成断路的主要原因：电线断开、线头脱落、接触不良、用电
器烧坏等等。



2．短路

电流没有经过用电器而直接构成通路就是短路。包括：用电
器外导线的短路和用电器内部的短路。造成短路的主要原因：
火线和零线用导线直接连接。

3．过载

当同时使用的用电器过多，用电器的总功率过大，使电路中
的电流过大，超过电路允许通过的电流，致使保险丝熔断或
烧坏电能表或造成用电器两端电压低于额定电压而不能正常
工作。

4．漏电

用电器由于长期使用或接线不当，造成火线和其它不能带电
的导体直接或间接接触，就是漏电，容易造成触电事故。

在家庭电路常见故障中，过载和漏电容易检查，而短路和断
路比较难检查，我们可以用一检验灯泡对各个支路进行检修。
如上图是其示意图：在火线干路上（一般在保险丝附近）接
一额定电压为220v的灯泡，断开其它支路，只闭合某一支路，
就可检查这一支路。如图：断开s2，只闭合s1，如l检验不发光，
则l1所在支路断路；如l检验不正常发光，则l1所在支路短路；
如l检验发光，但较暗，则l1所在支路正常。用同样的方法可
检查其它支路。

人教版初中物理知识点总结篇八

电磁

1.永磁体包括人造磁体和天然磁体.在水平面内自由转动的条
形磁体或磁针，静止后总是一端指南(叫南极)，一端指北(叫
北极).同名磁极相互排斥，异名磁极相互吸引.原来没有磁性



的物质得到磁性的过程叫磁化.铁棒磁化后的磁性易消失，叫
软磁铁;钢棒磁化后的磁性不易消失，叫硬磁铁.

2.磁体周围空间存在着磁场.磁场的基本性质是对放入其中的
磁体产生磁力的作用,因此可用小磁针鉴别某空间是否存在磁
场.

3.人们为了形象地描述磁场引入了磁感线(实际并不存
在)。(采用了模型法)磁感线的疏密表示该处磁场的强弱，磁
感线的方向(即切线方向)表示该处磁场方向。在磁体外部磁
感线从北极出发回到南极，在磁体内部磁感线从南极指向北
极。磁感线都是闭合曲线。

4.可以用安培定则(右手螺旋定则：右手握住导线，让伸直的
大拇指方向跟电流方向一致，那么弯曲的四指所指的方向就
是磁场方向)来判定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对于通电螺线管，
用右手四个手指的环绕方向表示螺线管上的电流方向，则大
拇指指向即为通电螺线管的n极。

5.电磁铁与永磁体相比有很多优点，它可以通过调整电流的
有无、强弱、方向，达到控制磁场的有无、强弱、方向。利
用电磁铁做成的电磁继电器(电铃)在自动控制和远距离操纵
上常有应用。

6.通电导体在磁场中会受到力的作用，受力方向跟电流方向
和磁感线方向有关。

7.直流电动机就是利用通电线圈在磁场里受到力的作用发生
转动而制作的。在这一过程里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在直流
电动机里利用换向器改变线圈中电流方向，使线圈在磁场力
作用下持续沿同一方向转动。

8.闭合回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时，
导体中会产生感应电流，这就是电磁感应现象。产生感应电



流的条件是：一是电路闭合;二是导体做“切割”磁感线运动，
即导体运动方向不能与磁感线平行。

9.发电机是利用闭合线圈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转动时，产
生感应电流的原理制成的，它是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

10.电池分化学电池(正极是铜帽碳棒)、水果电池、伏打电
池(有里程碑意义，是真正意义上的电池)、蓄电池(有铅和硫
酸，污染大)、太阳能电池(无污染，利用可再生能源)，燃料
电池发电厂发电有以下几种方式：火力发电，水利发电，风
力发电，核能发电，潮汐发电等。

初三下册物理知识点归纳

运动和力

1、知道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2、力的作用效果：使物体发生形变、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3、知道1n的大概概念，可能会出现在选择题的一个选项

4、力的三要素，可能会出现在填空或选择

5、力的示意图考作图

6、知道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并会用来解释某些现象

7、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及实验

注意运动不需要力来维持，可能考选择的一个选项

注意牛顿第一定律是在实验的基础上加以概括、推理得出的

8、知道惯性现象



知道是利用惯性还是防止惯性危害

能利用惯性知识解释某些现象(可能简答题)

9、知道并理解二力平衡的条件

能判断两个力是否为一对平衡力(选择题，一般考是否同体这
一条件)

能理解力和运动状态之间的关系：

牢记：当物体静止时，它可能不受力，也可能受平衡力;

当物体作匀速直线运动时，它可能不受力，也可能受平衡力

当物体不受力时，它可能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

当物体受平衡力时，它可能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

只要物体是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合力肯定为0

初三物理学习方法

重视知识应用

物理从生活中来，必然要回归生活，要学会运用物理知识解
决学习、生活、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回归生活

家里突然停电了，你还会像小时候那么害怕吗?八成是保险丝
烧掉了，快去看看。百米赛跑时，为何要求计时员看到枪冒
烟开始计时，而不是听到枪声计时?你学了光速比声速大很多，
计算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汽车刹车后还要行驶一段距离?
在雨雪天气路滑时，如何减小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与惯性、摩



擦有关。如何判断戒指是否纯金?测量质量与体积，计算密度，
查密度表对比吧!随着物理学习的深入，你会豁然明朗，生活
到处是物理谜语，等待你去解开。

课外研究

物理世界是真实的，也是丰富的。猜想一下，没有声音的世
界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无声的世界》幻想文章即刻出
炉。城市现代化，玻璃墙面的楼房越来越高，黑夜越来越亮，
刺眼的光给居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那就去想一想《如何减
少光污染》。《如果没有摩擦》、《自行车上的物理》调查
报告，课外制作、课外探究都能把物理从课内延伸到课外，
为你带去研究的欢乐与惊喜。

学科交叉

“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的典故中包含着深刻的物理原
理：参照物、运动与静止的相对性、声音的产生与传播。中
国古代诗词、成语谚语中描述了大量的物理现象，你可以从
语文中学习相关的物理知识，也可以从历史中体味物理学家
的优秀品质。你尝到了运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
就会愉快地、主动地投身于物理知识的学习中。

平日里练兵是为了战主场更好的杀敌，平时的练习也就是相
当于军人日常练兵，必须多去做一些习题，在习题中巩固物
理学的基本原理，推导和反向推导物理原理，举一反三和逆
向思维是物理习题中常遇到的现象。多做习题，是学习物理
必要的一步。

不仅仅是物理这门学科，其他学科也一样，学习不能死记，
硬背公式，更不能生搬硬套公式，常言说得好：“理解是的
记忆”，物理公式从表面上看与数学公式相同，其运算方法
与数学公式也相同，但它们与数学公式有着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