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物理高一必修二知识点总结(模板7
篇)

撰写教师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梳理思绪，发现问题，并制定相
应的改进计划，提高我们的教学能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
理的一些军训总结范文，希望能够激发大家写作的灵感和创
造力。

高中物理高一必修二知识点总结篇一

原子：化学变化中的最小微粒。

（1）原子也是构成物质的一种微粒。例如少数非金属单质
（金刚石、石墨等）；金属单质（如铁、汞等）；稀有气体
等。

（2）原子也不断地运动着；原子虽很小但也有一定质量。对
于原子的认识远在公元前5世纪提出了有关“原子”的观念。
但没有科学实验作依据，直到19世纪初，化学家道尔顿根据
实验事实和严格的逻辑推导，在1803年提出了科学的原子论。

2、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

（1）构成物质的每一个分子与该物质的化学性质是一致的，
分子只能保持物质的化学性质，不保持物质的物理性质。因
物质的物理性质，如颜色、状态等，都是宏观现象，是该物
质的大量分子聚集后所表现的属性，并不是单个分子所能保
持的。

（2）最小；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最小，而是；保持物质化学性
质的最小；

3、分子的性质



（1）分子质量和体积都很小。

（2）分子总是在不断运动着的。温度升高，分子运动速度加
快，如阳光下湿衣物干得快。

（3）分子之间有间隔。一般说来，气体的分子之间间隔距离
较大，液体和固体的分子之间的距离较小。气体比液体和固
体容易压缩，不同液体混合后的总体积小于二者的原体积之
和，都说明分子之间有间隔。

（4）同种物质的分子性质相同，不同种物质的分子性质不同。
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体验：若口渴了，可以喝水解渴，同时
吃几块冰块也可以解渴，这就说明：水和冰都具有相同的性
质，因为水和冰都是由水分子构成的，同种物质的分子，性
质是相同的。

4、原子的构成

质子：1个质子带1个单位正电荷原子核(+)

中子：不带电原子不带电

电子：1个电子带1个单位负电荷

5、原子与分子的异同

（1）都是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

（2）质量、体积都非常小，彼此间均有一定间隔，处于永恒
的运动中

（3）同种分子（或原子）性质相同，不同种分子（或原子）
性质不同

（4）都具有种类和数量的含义



6、核外电子的分层排布规律：第一层不超过2个，第二层不
超过8个；;最外层不超过8个。每层最多容纳电子数为2n2个
（n代表电子层数），即第一层不超过2个，第二层不超过8个，
第三层不超过18个；最外层电子数不超过8个（只有1个电子
层时，最多可容纳2个电子）

高中物理高一必修二知识点总结篇二

1.物体形状回体积发生变化简称形变。

2.分类：按形式分：压缩形变、拉伸形变、弯曲形变、扭曲
形变。

按效果分：弹性形变、塑性形变

3.弹力有无的判断：

(1)定义法(产生条件)

(2)搬移法：假设其中某一个弹力不存在，然后分析其状态是
否有变化。

(3)假设法：假设其中某一个弹力存在，然后分析其状态是否
有变化。

弹性与弹性限度

1.物体具有恢复原状的性质称为弹性。

2.撤去外力后，物体能完全恢复原状的形变，称为弹性形变。

3.如果外力过大，撤去外力后，物体的形状不能完全恢复，
这种现象为超过了物体的弹性限度，发生了塑性形变。



高中物理高一必修二知识点总结篇三

地球表面附近的物体因受重力产生的加速度叫做重力加速度，
也叫自由落体加速度，用g表示。

距离面同一高度的重力加速度，也会随着纬度的升高而变大。
由于重力是万有引力的一个分力，万有引力的另一个分力提
供了物体绕地轴作圆周运动所需要的向心力。物体所处的地
理位置纬度越高，圆周运动轨道半径越小，需要的向心力也
越小，重力将随之增大，重力加速度也变大。地理南北两极
处的圆周运动轨道半径为0，需要的向心力也为0，重力等于
万有引力，此时的重力加速度也达到。

由于g随纬度变化不大，因此国际上将在纬度45°的海平面精
确测得物体的重力加速度g=9.80665m/s^2;作为重力加速度
的标准值。在解决地球表面附近的问题中，通常将g作为常数，
在一般计算中可以取g=9.80m/s^2。理论分析及精确实验都
表明，随纬度增大，重力加速度g的数值逐渐增大。如：

赤道g=9.780m/s^2

广州g=9.788m/s^2

武汉g=9.794m/s^2

上海g=9.794m/s^2

东京g=9.798m/s^2

北京g=9.801m/s^2

纽约g=9.803m/s^2



莫斯科g=9.816m/s^2

北极地区g=9.832m/s^2

注：月球面的重力加速度约为1.62m/s^2，约为地球重力的六
分之一。

高中物理高一必修二知识点总结篇四

在学习中，是不是听到知识点，就立刻清醒了？知识点在教
育实践中，是指对某一个知识的泛称。相信很多人都在为知
识点发愁，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高一物理必修二知识点总
结：动能和动能定理，欢迎阅读与收藏。

其大小与参照系的选取有关。动能是描述物体运动状态的.物
理量。是相对量。

1、反映了物体动能的变化与引起变化的原因力对物体所做功
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理解为外力对物体做功等于物体动能
增加，物体克服外力做功等于物体动能的减小。所以正功是
加号，负功是减号。

2、增量是末动能减初动能。ek0表示动能增加，ek0表示动能
减小。

3、动能定理适用单个物体，对于物体系统尤其是具有相对运
动的物体系统不能盲目的应用动能定理。由于此时内力的功
也可引起物体动能向其他形式能（比如内能）的转化。在动
能定理中。总功指各外力对物体做功的代数和。这里我们所
说的外力包括重力、弹力、摩擦力、电场力等。

4、各力位移相同时，可求合外力做的功，各力位移不同时，
分别求力做功，然后求代数和。



5、力的独立作用原理使我们有了牛顿第二定律、动量定理、
动量守恒定律的分量表达式。但动能定理是标量式。功和动
能都是标量，不能利用矢量法则分解。故动能定理无分量式。
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可在某一方向应用动能定理。

6、动能定理的表达式是在物体受恒力作用且做直线运动的情
况下得出的。但它也适用于变为及物体作曲线运动的情况。
即动能定理对恒力、变力做功都适用；直线运动与曲线运动
也均适用。

7、对动能定理中的位移与速度必须相对同一参照物。

高中物理高一必修二知识点总结篇五

用电火花计时器(或电磁打点计时器)研究匀变速直线运动(a)

1、实验步骤：

(1)把附有滑轮的长木板平放在实验桌上,将打点计时器固定
在平板上,并接好电路

(2)把一条细绳拴在小车上,细绳跨过定滑轮,下面吊着重量适
当的钩码.

(3)将纸带固定在小车尾部,并穿过打点计时器的限位孔

(4)拉住纸带,将小车移动至靠近打点计时器处,先接通电源,
后放开纸带.

(5)断开电源,取下纸带

(6)换上新的纸带,再重复做三次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a)



(1).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公式vt=vo+at(减速：vt=vo-at)

(2).此式只适用于匀变速直线运动.

(3).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公式s=vot+at2/2(减速：s=vot-
at2/2)

(4)位移推式：(减速：)

(5).初速无论是否为零,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质点,在连续相邻
的相等的

时间间隔内的位移之差为一常数：s=at2(a----匀变速直线运动
的

加速度t----每个时间间隔的时间)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x—t图象和v-t图象(a)

自由落体运动(a)

(1)自由落体运动物体只在重力作用下从静止开始下落的.运
动,叫做自由落体运动.

(2)自由落体加速度

(1)自由落体加速度也叫重力加速度,用g表示.

(2)重力加速度是由于地球的引力产生的,因此,它的方向总是
竖直向下.其大小在地球上不同地方略有不,在地球表面,纬度
越高,重力加速度的值就越大,在赤道上,重力加速度的值最小,
但这种差异并不大.

(3)通常情况下取重力加速度g=10m/s2



(3)自由落体运动的规律vt=gt.h=gt2/2,vt2=2gh

高中物理高一必修二知识点总结篇六

1、质点

2、参考系

3、坐标系

4、时刻和时间间隔

5、路程：物体运动轨迹的长度

6、位移：表示物体位置的变动。可用从起点到末点的有向线
段来表示，是矢量。位移的大小小于或等于路程。

7、速度：

物理意义：表示物体位置变化的快慢程度。

分类平均速度：方向与位移方向相同

瞬时速度：

与速率的区别和联系速度是矢量，而速率是标量

平均速度=位移/时间，平均速率=路程/时间

瞬时速度的大小等于瞬时速率

8、加速度

物理意义：表示物体速度变化的快慢程度



定义：（即等于速度的变化率）

方向：与速度变化量的方向相同，与速度的方向不确定。
（或与合力的方向相同）

高中物理高一必修二知识点总结篇七

1、运用牛顿第二定律解题的基本思路

(1)通过认真审题，确定研究对象。

(2)采用隔离体法，正确受力分析。

(3)建立坐标系，正交分解力。

(4)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列出方程。

(5)统一单位，求出答案。

2、解决连接体问题的基本方法是：

(1)选取的研究对象。选取研究对象时可采取“先整体，后隔
离”或“分别隔离”等方法。一般当各部分加速度大小、方
向相同时，可当作整体研究，当各部分的加速度大小、方向
不相同时，要分别隔离研究。

(2)对选取的研究对象进行受力分析，依据牛顿第二定律列出
方程式，求出答案。

3、解决临界问题的基本方法是：

(1)要详细分析物理过程，根据条件变化或随着过程进行引起
的受力情况和运动状态变化，找到临界状态和临界条件。

(2)在某些物理过程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用极限分析的方法可



以尽快找到临界状态和临界条件。

易错现象：

(1)加速系统中，有些同学错误地认为用拉力f直接拉物体与
用一重力为f的物体拉该物体所产生的加速度是一样的。

(2)在加速系统中，有些同学错误地认为两物体组成的系统在
竖直方向上有加速度时支持力等于重力。

(3)在加速系统中，有些同学错误地认为两物体要产生相对滑
动拉力必须克服它们之间的静摩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