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总结公式的方法 高中物理磁场公
式高中物理磁场公式总结(优质7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怎样写总结
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
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
有所帮助。

总结公式的方法篇一

（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氢、铜、汞、银、
铂、金）

说明：

（1）越左金属活动性就越强，左边的金属可以从右边金属的
盐溶液中置换出该金属出来

（2）排在氢左边的金属，可以从酸中置换出氢气；排在氢右
边的则不能。

（3）钾、钙、钠三种金属比较活泼，它们直接跟溶液中的水
发生反应置换出氢气

总结公式的方法篇二

4.在重力忽略不计(不考虑重力)的情况下，带电粒子进入磁
场的运动情况(掌握两种)：

(1)带电粒子沿平行磁场方向进入磁场：不受洛仑兹力的作用，
做匀速直线运动v=v0



©解题关键：画轨迹、找圆心、定半径、圆心角(=二倍弦切
角)。

(2)磁感线的特点及其常见磁场的磁感线分布要掌握；

(3)其它相关内容：地磁场/磁电式电表原理/回旋加速器/磁
性材料

总结公式的方法篇三

情况和状况都是指情形。因此二者基本相同，可以通用。例
如：“试述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状况”一
题就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情况、特点和影响。它们
的差异在于情况偏重于动态，状况偏重于静态。因此在题目
问情况的时候就要着重答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

2、简述、综述、概述

简述就是简要叙述的意思。但是历史问答题的题目中如果出
现了“简述”二字，就意味着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简单叙述
题，如“简述商鞅变法的背景和内容”。二是复合简述题，如
“简述明清两代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措施及影响”三是综合
叙述题。如“简述中国古代在医药学方面的主要成就。”

综述就是综合叙述。历史问答题中如果含有“综述”二字，
就肯定属于综述题。然而，在历史问答题中，综述题直接
用“综述”作提示语的并不多，更多的是用“简述”作提示
语，有的甚至不用提示语。所以，判断一道问答题是不是综
合题，主要应该看全题意思是否以综述作为主要解答方法。
综述题和简述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一，从答案内容来看，
简述题只要求叙述一件事情，材料在课本里很集中；综述题
则要求叙述多件事情，材料在课本里很分散。

第二，从解答方法来看，简述题主要概括叙述，而且采用的是



“详细概括法”，综述题虽然也要概括，但它采用的是“高
度概括法”;而且它的主要解答方法是综合。第三，由上述两
点就决定了简述题属于普通题或“基础题”，而综述题属于
综合题或“提高题”。

概述就是概括叙述的意思。概述和综述的意思基本相同。它
们的共同点是都要求采用“高度概括法”去叙述。如“概
述1840—1949年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侵略势力的消长及
其原因和结局。”

3、评述、评价、评论

评述就是评论性叙述。

评价就是评定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包括正与误、得与失、优
与劣、好与坏等)，特指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地位等。

评论则是对历史人物、事件、观点等进行分析、论证和评价。
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评述偏重于叙述，评价(评价)偏
重于结论。高考中的评论(评价)题，作答不要求面面俱到，
关键是要准确而又深刻，精炼而又恰当。在问答题中常
用“评述”作提示语。例如，评述罗斯福新政。如评价反法
西斯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评论顾炎武八股之害
的观点等。评价和评论历史问题有一套专门的方法，不赘。

4、联系、结合

例，“联系从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到20世纪20年代英法关系
的变化及其原因……”“试结合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
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基本原因和性质……”“联系”、“结
合”意思差不多，字面上说是与之发生关系，实际上则是以
之作背景用依据，用以说明或论证或阐述后面的问题。也就
是说，题中要求“联系(结合)的内容是次要的，而后面要回
答的问题才是主要答案所在。那么前者究竟答不答呢？当然



要简明扼要地回答，但重心应放在后面的问题之上。下面再
看一例，就更清楚了：“结合13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
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分析英国议会和政党政治的演变”。
此题要求答出英国在700年间的“经济”、“阶级关
系“、“议会”、“政党政治”四个方面的变化，但前两个
方面是次要的，后两个方面是主要的；同时后者以前者为背
景、依据，两者有密切联系，而不是毫无关系。因此，此题
答题内容虽包括四个方面，但不能分别将四个方面的史实一
一列出了事，而必须分成若干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先述前两
个方面的情况，后述后两个方面的情况，才符合题目要求。

5、说明、表明

“说明”，“表明”的含义也相似，就是说从什么材料得出
结合论(这个意义多用“表明“，如1995年高考历史第22、24、
30、32题);此外，“说明”还含有分析、阐述之意(这个意义
多用于问答题，如“概括说明这些局部战争为什么未以能遏
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94年高考历史第43题最后一
问“(恩格斯)对原先的结论进行修正，说明了什么？”就相
当于说“表明了什么？”也就是“可以得出什么结论？”的
意思。

6、体现、反映

“体现”“反映”主要说明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不是
表面的，而是深层的；不是现象，而是本质。

如，“下列19世纪中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体现了资本主义
历史潮流的有……”此题的含义可这样理解：“资本主义历
史潮流”这个实质，通过“美国内战“、“日本明治维新”
等史实来“体现”。

7、指出、举出



指出直接说出某个(或某此)史实或结论；而举出(列举)则为
举列性质，如不限定，一般应全部列出(史实或结论)。
如，“……指出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政治领域内世界上有哪
三股进步的历史潮流，从中各举出两个重大历史事件”。此
题只要简明扼要地答出有哪三股潮流，每股潮流举两个例子
就行了。但当年有的考生却是想到哪件事就把前因后果都阐
述一遍，最终却未能归纳出什么潮流，真是下笔千言离题万
里，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就是因为没掌握解题要领，
尤其是没搞清楚题目要求的缘故。

8、基本、根本

“基本”是指大部分、总体上或主体而言。

“根本”则是指根源、实质和内部、深层而言。以原因为例，
“基本原因”可以说是几方面原因的和(一些次要的或技节性
的原因可以不计)，而“根本原则”则要追根溯源而挖掘出深
层次的原因。

如1995年高考历史第14题法国1848年革命的“根本原因”是
选a项“金融贵族的统治阻碍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如
果选“基本原因”，则还要加上b项“七月王朝”极端腐败，
激起了人民强烈愤怒和c项革命前的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使人
民生活状况极度恶化这两点。

9、主要、简要

“主要”是指几者中最重要的；“简要”即简明扼要，是要
精炼而准确地把主要的部分概括性地表述出来。关键在于抓
住主要之点，否则是简而不要；如果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则又不成其为主要，而是庞杂了。

如：分别指出30年代发生在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的反
法西斯局部战争的主要特点，这些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都有



许多特点，而要求答“主要特点”，每个人三五句话就概括
了。如此精炼的水平，考生自是不易达到，教师要将其训练
到此程度，又何容易！

10、现象、表现

“现象”、“表现”俱指情况、史实而言，回答时要将其逐
条罗列或分成若干方面若干要点来加以表述，注意条理性，
切忌东拉西扯。如“上引材料反映了什么现象？”即要求答
出材料中反映的史实。“南朝和南宋时期，南方经济……发
展表现在哪些方面？”即要求答出经济发展的情况。

11、是什么、什么是、为什么、怎样

为什么是询问原因和目的。考生要凭已有的历史知识，通过
理解、分析，针对问题的需要，用自己的语言去作全面的回
答。例如，为什么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
历史回答题中，分析论证题常用“为什么”作提示语。

怎样：疑问代词，询问原因、性质、动作、状况、方式或情
况等。当它出现在一个疑问句子中间时，一般包括以下两种
形式；一是问原因和经过；二是经过和结果，并且以前者出
现的机会居多。例如，人民解放军是怎样由战略防御转入战
略进攻的？这就要求答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原因和
经过。再如，新航路开辟的经过怎样？这一题就是要求答出
新航路开辟的经过和结果。

12、谁、几

谁一般指人，而且仅指一个人。几，一般专指问人物或事件
的数目，比如，几人(几位)、几件、几次等。

13、哪、哪些



哪是疑问词，哪些是哪的复数，不止一人一事如此。哪一般
专指地名，如，西汉建都在哪里？在历史问答题中，哪些常
用于句子中间或末尾，只用于疑问，并且一般不必答出它的
总数。例如，日本古代和近代进行了哪些重大改革？再
者，“哪”如果和“几”相结合，出现在一个疑问句里，那
就不仅要答出数目，而且还得把各个数字所代表的具体事物
的名称写清楚，例如，世界近代史上哪几个国家是通过资产
阶级革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这就应该答英国、美国
和法国三个国家。

总结公式的方法篇四

典型地区：宁夏平原、河套平原、河西走廊、南疆等

分析自然区位因素：热量充足，温差大;地形平坦;土壤肥沃;
灌溉水源充足

不足：水资源短缺;冬季受寒潮和暴风雪影响;土壤的盐碱化
等

2.商品谷物农业典型地区：东北地区

分析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雨热同期;地
形平坦开阔;耕地面积广大;土壤肥沃;水源充足。

(2)社会经济因素：地广人稀，农产品商品率高;生产规模大，
机械化水平高;交通便利;市场广阔;工业比较发达;国家政策
扶持。

不足：热量不足;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冬
季受寒潮和冻害的影响等。



与美国商品谷物农业比较：

相同点;农业地域类型相同;地广人稀，农产品商品率高;生产
规模大，机械化水平高;交通便利;市场广阔;工业比较发达;
农业生产过程的自然条件相似。

3.我国水稻种植业

典型地区：太湖平原、珠江三角洲等

分析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热量充足，雨热同期;三角洲地形平坦;土壤肥
沃;河网密布，水源充足。

(2)社会经济因素：机械化水平高;交通便利;市场广阔;工业
比较发达;科技发达;国家政策扶持。

不足：人多地少;受台风、暴雨造成的洪涝灾害影响;酸雨危
害

4.畜牧业

典型地区：内蒙古草原(四大草场：内蒙古、青海、新疆、西
藏)

分析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草场面积广阔;没有大型食肉动物;东部地区夏
季降水多些，有利于牧草生长(降水从东向西递减)。

(2)社会经济因素：牧业生产经验丰富;市场潜力广阔;国家政
策扶持等

不足：气候干旱，降水少;草场退化;荒漠化加剧;冬季暴风雪、



寒潮影响;鼠灾、蝗灾严重。

5.乳畜业

典型地区：西欧、美国东北部、新西兰等地区和国家

分析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气候温和湿润，不利于种植业成熟，有利于多
汁牧草的生长;草场面积广阔;地形平坦，平原面积广(新西兰
除外)。

(2)社会经济因素：城市分布集中，人口密集，消费市场广
阔;交通便捷。

6.大牧场放牧业

典型地区：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

分析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气候温和，草类茂盛;草场面积大。

(2)社会经济因素：地广人稀，土地租金低;距离海港近;交通
条件改善，冷藏技术的进步。

7.郊区农业

典型地区：上海市郊区农业

分析区位：

(1)自然因素：热量充足，雨热同期;地形平坦，土壤肥沃;水
源充足。



(2)社会经济因素：市场消费量大;交通方便;发展花卉、蔬菜
等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价值高，可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土地面
积小，有利于集约化生产。

发展方向：绿色农业;观光农业;生态旅游

附录一、人口问题

1.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加问题：粮食供应不足;就业问题严
重;人民生活贫困化;妨碍人力资源形成;产生持久的环境压力。

2.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经济负担加重;影响社会劳
动力生产率提高;国防兵力不足;老年人本身问题。(措施：建
立社会保障体系等)

3.我国人口流动的影响：

4.目前我国人口迁移的原因：城乡收入差距大;国家政策允许
人口流动;我国人口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多。

5.人口迁移对迁入地影响：获取足够的劳动力;有利于当地资
源的开发;给城市环境造成影响。对迁出地影响：加强与外界
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有利于缓解当地的人地矛
盾;有利于增加收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上海成为人口迁入
地原因：经济发达，收入高，就业机会多)

附录二、旅游

1.旅游的作用：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增加外汇;扩大就业;促
进国民经济相关产业发展;扩大交流;满足人类高层次需求等。

2.旅游活动出现的问题：环境污染、对动植物资源破坏;对背
景环境的破坏;对文物古迹破坏;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冲击;对旅
游资源的破坏等。



3.旅游资源开发条件：旅游价值(资源质量、集群状况、地域
组合状况);市场距离(长度、经济发达程度);交通位置及其通
达性;地区接待能力;环境承载量。

总结公式的方法篇五

注:

（1）天体运动所需的向心力由万有引力提供，f向=f万；

（2）应用万有引力定律可估算天体的质量密度等；

（3）地球同步卫星只能运行于赤道上空，运行周期和地球自
转周期相同；

（4）卫星轨道半径变小时，势能变小、动能变大、速度变大、
周期变小（一同三反）；

（5）地球卫星的环绕速度和最小发射速度均为7.9km/s。

总结公式的方法篇六

1、必须全面记录好笔记！笔记上要把所有知识全面记录下来，
课堂上记录重点，课下加以补充。由于高中物理需要补充的
知识太多，把笔记记录在课本上的做法非常不可取，一个原
因是需要记录知识太多而课本空白区域面积太小，再一个原
因是如果记录在课本上会导致课本乱七八糟，既影响记忆效
果，又影响心情。

2、一定要学会分析总结错误并把自己所犯错误放大！平时对
每一次的练习、考试中的任何错误都不能轻易放过。平时千
万不要积累错误，高中物理知识太多，每天学习任务繁重，
今天积累几个明天积累几个，到最后就会积重难返！另外一
定要学会分析错误原因、学会归纳、归类、举一反三、一题



多解、多题归一！

3、把课堂45分钟作为必须高效率学习的主阵地！凡是课堂效
率不高的同学，课下即使用再多时间，即使补课也无法挽回
损失！

总结公式的方法篇七

1.三角函数包括两部分：三角形和三角函数，以及三角形分
析。重点知识点包括：任意角度的三角函数；同角三角函数
的基本关系；归纳公式；三角函数的图像及其变换；三角函
数的性质和应用：三角函数的求值和简化：正弦和余弦定理；
解三角形及其合成。

2.三角函数和三角函数包括任意角度及其三角函数，同角关
系和归纳公式，正弦和正弦函数，互补和正切函数，三角恒
等式变换和三角合成。注重基础知识和技能，突出角度与代
数、几何、向量等知识点的联系。题型难度为轻松或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