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三物理必考知识点总结归纳(优
质8篇)

考试总结是对自己在考试中的表现进行客观分析和总结的过
程。如果你对写教师总结感到茫然，不妨阅读以下这些范文，
或许能为你提供一些思路。

高三物理必考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一

力学知识点1、力：

力是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力必有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
力的大小、方向、作用点叫力的三要素。用一条有向线段把
力的三要素表示出来的方法叫力的图示。

按照力命名的依据不同，可以把力分为

按性质命名的力(例如：重力、弹力、摩擦力、分子力、电磁
力等。)

按效果命名的力(例如：拉力、压力、支持力、动力、阻力
等)。

力的作用效果：形变;改变运动状态.

力学知识点2、重力：

力学知识点3、弹力：

(1)内容：发生形变的物体，由于要恢复原状，会对跟它接触
的且使其发生形变的物体产生力的作用，这种力叫弹力。

(2)条件：接触;形变。但物体的形变不能超过弹性限度。



(3)弹力的方向和产生弹力的那个形变方向相反。(平面接触
面间产生的弹力，其方向垂直于接触面;曲面接触面间产生的
弹力，其方向垂直于过研究点的曲面的切面;点面接触处产生
的弹力，其方向垂直于面、绳子产生的弹力的方向沿绳子所
在的直线。)

(4)大小：

弹簧的弹力大小由f=kx计算，

一般情况弹力的大小与物体同时所受的其他力及物体的运动
状态有关，应结合平衡条件或牛顿定律确定.

力学知识点4、摩擦力：

(1)摩擦力产生的条件：接触面粗糙、有弹力作用、有相对运动
(或相对运动趋势)，三者缺一不可.

(2)摩擦力的方向：跟接触面相切，与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
势方向相反.但注意摩擦力的方向和物体运动方向可能相同，
也可能相反，还可能成任意角度.

高三物理必考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二

机械振动在介质中的传播称为机械波(mechanical wave)。机
械波与电磁波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机械波由机械振
动产生，电磁波由电磁振荡产生;机械波的传播需要特定的介
质，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也不同，在真空中根本不能传
播，而电磁波(例如光波)可以在真空中传播;机械波可以是横
波和纵波，但电磁波只能是横波;机械波与电磁波的许多物理
性质，如：折射、反射等是一致的，描述它们的物理量也是
相同的。常见的机械波有：水波、声波、地震波。

机械振动产生机械波，机械波的传递一定要有介质,有机械振



动但不一定有机械波产生。

形成条件

波源

波源也称振源，指能够维持振动的传播，不间断的输入能量，
并能发出波的物体或物体所在的初始位置。波源即是机械波
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是电磁波形成的必要条件。

波源可以认为是第一个开始振动的质点，波源开始振动后，
介质中的其他质点就以波源的频率做受迫振动，波源的频率
等于波的频率。

介质

广义的介质可以是包含一种物质的另一种物质。在机械波中，
介质特指机械波借以传播的物质。仅有波源而没有介质时，
机械波不会产生，例如，真空中的闹钟无法发出声音。机械
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率是由介质本身的固有性质决定的。在
不同介质中，波速是不同的。

传播方式与特点

机械波在传播过程中，每一个质点都只做上下(左右)的简谐
振动，即，质点本身并不随着机械波的传播而前进，也就是
说，机械波的一质点运动是沿一水平直线进行的。例如：人
的声带不会随着声波的传播而离开口腔。简谐振动做等幅震
动,理想状态下可看作做能量守恒的运动.阻尼振动为能量逐
渐损失的运动.

为了说明机械波在传播时质点运动的特点，现已绳波(右下
图)为例进行介绍，其他形式的机械波同理[1]。



绳波是一种简单的横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拿起一根绳子
的一端进行一次抖动，就可以看见一个波形在绳子上传播，
如果连续不断地进行周期性上下抖动，就形成了绳波[1]。

把绳分成许多小部分，每一小部分都看成一个质点，相邻两
个质点间，有弹力的相互作用。第一个质点在外力作用下振
动后，就会带动第二个质点振动，只是质点二的振动比前者
落后。这样，前一个质点的振动带动后一个质点的振动，依
次带动下去，振动也就发生区域向远处的传播，从而形成了
绳波。如果在绳子上任取一点系上红布条，我们还可以发现，
红布条只是在上下振动，并没有随波前进[1]。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介质中的每个质点，在波传播时，都
只做简谐振动(可以是上下，也可以是左右)，机械波可以看
成是一种运动形式的传播，质点本身不会沿着波的传播方向
移动。

对质点运动方向的判定有很多方法，比如对比前一个质点的
运动;还可以用"上坡下，下坡上"进行判定，即沿着波的传播
方向，向上远离平衡位置的质点向下运动，向下远离平衡位
置的质点向上运动。

机械波传播的本质

在机械波传播的过程中，介质里本来相对静止的质点，随着
机械波的传播而发生振动，这表明这些质点获得了能量，这
个能量是从波源通过前面的质点依次传来的。所以，机械波
传播的实质是能量的传播，这种能量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
海洋的潮汐能甚至可以用来发电，这是维持机械波(水波)传
播的能量转化成了电能。

机械波

机械振动在介质中的传播称为机械波。机械波与电磁波既有



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机械波由机械振动产生，电磁波由
电磁振荡产生;机械波的传播需要特定的介质，在不同介质中
的传播速度也不同，在真空中根本不能传播，而电磁波，例
如光波，可以在真空中传播;机械波可以是横波和纵波，但电
磁波只能是横波;机械波与电磁波的许多物理性质，如：折射、
反射等是一致的，描述它们的物理量也是相同的。常见的机
械波有：水波、声波、地震波。

高三物理必考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三

机械振动在介质中的传播称为机械波(mechanicalwave)。机
械波与电磁波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机械波由机械振
动产生，电磁波由电磁振荡产生;机械波的传播需要特定的介
质，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也不同，在真空中根本不能传
播，而电磁波(例如光波)可以在真空中传播;机械波可以是横
波和纵波，但电磁波只能是横波;机械波与电磁波的许多物理
性质，如：折射、反射等是一致的，描述它们的物理量也是
相同的。常见的机械波有：水波、声波、地震波。

机械振动产生机械波，机械波的传递一定要有介质,有机械振
动但不一定有机械波产生。

形成条件

波源

波源也称振源，指能够维持振动的传播，不间断的输入能量，
并能发出波的物体或物体所在的初始位置。波源即是机械波
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是电磁波形成的必要条件。

波源可以认为是第一个开始振动的质点，波源开始振动后，
介质中的其他质点就以波源的频率做受迫振动，波源的频率
等于波的频率。



介质

广义的介质可以是包含一种物质的另一种物质。在机械波中，
介质特指机械波借以传播的物质。仅有波源而没有介质时，
机械波不会产生，例如，真空中的闹钟无法发出声音。机械
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率是由介质本身的固有性质决定的。在
不同介质中，波速是不同的。

传播方式与特点

机械波在传播过程中，每一个质点都只做上下(左右)的简谐
振动，即，质点本身并不随着机械波的传播而前进，也就是
说，机械波的一质点运动是沿一水平直线进行的。例如：人
的声带不会随着声波的传播而离开口腔。简谐振动做等幅震
动,理想状态下可看作做能量守恒的运动.阻尼振动为能量逐
渐损失的运动.

为了说明机械波在传播时质点运动的特点，现已绳波(右下
图)为例进行介绍，其他形式的机械波同理[1]。

绳波是一种简单的横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拿起一根绳子
的一端进行一次抖动，就可以看见一个波形在绳子上传播，
如果连续不断地进行周期性上下抖动，就形成了绳波[1]。

把绳分成许多小部分，每一小部分都看成一个质点，相邻两
个质点间，有弹力的相互作用。第一个质点在外力作用下振
动后，就会带动第二个质点振动，只是质点二的振动比前者
落后。这样，前一个质点的振动带动后一个质点的振动，依
次带动下去，振动也就发生区域向远处的传播，从而形成了
绳波。如果在绳子上任取一点系上红布条，我们还可以发现，
红布条只是在上下振动，并没有随波前进[1]。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介质中的每个质点，在波传播时，都
只做简谐振动(可以是上下，也可以是左右)，机械波可以看



成是一种运动形式的传播，质点本身不会沿着波的传播方向
移动。

对质点运动方向的判定有很多方法，比如对比前一个质点的
运动;还可以用“上坡下，下坡上”进行判定，即沿着波的传
播方向，向上远离平衡位置的质点向下运动，向下远离平衡
位置的质点向上运动。

机械波传播的本质

在机械波传播的过程中，介质里本来相对静止的质点，随着
机械波的传播而发生振动，这表明这些质点获得了能量，这
个能量是从波源通过前面的质点依次传来的。所以，机械波
传播的实质是能量的传播，这种能量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
海洋的潮汐能甚至可以用来发电，这是维持机械波(水波)传
播的能量转化成了电能。

机械波

机械振动在介质中的传播称为机械波。机械波与电磁波既有
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机械波由机械振动产生，电磁波由
电磁振荡产生;机械波的传播需要特定的介质，在不同介质中
的传播速度也不同，在真空中根本不能传播，而电磁波，例
如光波，可以在真空中传播;机械波可以是横波和纵波，但电
磁波只能是横波;机械波与电磁波的许多物理性质，如：折射、
反射等是一致的，描述它们的物理量也是相同的。常见的机
械波有：水波、声波、地震波。

高三物理必考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四

(2)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其向心力等于合力，并且向心力
只改变速度的方向，不改变速度的大小，因此物体的动能保
持不变，向心力不做功，但动量不断改变。



3)万有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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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物理必考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五

各量均把正负带，代数加减万事吉，

中间过程莫关心，便于求解平均力.

所受外力恒为零，系统动量就守恒，

碰前碰后和碰中，动量总和都相同，

矢量关系别忘记，谁正谁负要分清.

时间积累动量增，空间积累增动能，

瞬间产生加速度，改变状态或变形.

动量动能二定理，解起题来特容易，

动量定理求时间，动能定理求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