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归纳完整版 初
二物理期末复习提纲(通用8篇)

学期总结是对自己进行自我评价的机会，促使我们思考自己
在学习中的成长和进步。知识点总结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以
下是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能给你提供一些写作思路和技巧。

初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归纳完整版篇一

发生体在振动——实验；声音靠介质传播——介质：一切固
液气；真空不能传声

回声——回声所需时间和距离；应用

计算——和行程问题结合

客观量——频率（注意人听力范围和发声范围）、振幅

主观量——音调、响度（高低大小的含义）；影响响度的因
素：振幅、距离、分散程度

音色——作用；音色由发声体本身决定

噪声——物理和生活中的'噪声（物理-不规则振动，生活-影
响工作、学习、休息的声音）；噪声等级：分贝（0db-刚引起
听觉）；减小噪声方法（声源处、传播过程中、人耳处）；
四大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

1．光源——火把、蜡烛、电灯、恒星（月亮和行星不是光源）

2．光的直线传播



3．光的反射

反射定律——三线共面；分居两侧；角相等；光路可逆（注
意叙述顺序要符合因果关系）

镜面反射和漫反射——每一条光线都符合反射定律（现象解
释：抛光的金属表面、平静的水面、冰面、玻璃面可看作镜
面；其他看作粗糙面，p79图5-40；应根据现象回答）

1．光的折射

折射——定义（……方向一般发生变化）；折射规律（三线
共面、两侧、角不等；光路可逆；注意叙述顺序要符合因果
关系）；现象解释（水中的鱼变浅、水中筷子弯曲、海市蜃
楼等）

2．光的传播综合问题

注意区分折射和反射光线；注意区分不同的影子和像

3．透镜

透镜中的名词——主光轴、光心、焦距、焦点（测量焦距的
方法）

凸透镜、凹透镜对光线的作用——“会聚光线”和“使光线
会聚”的区别：“会聚光线”是能聚于一点的光线，“使光
线会聚”是光线经过凸透镜后比原来接近主光轴）

透镜的原理——多个三棱镜组合；光线在透镜的两个表面发
生折射

变化了的凸透镜——玻璃球、盛水的圆药瓶、玻璃板上的水
滴等



初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归纳完整版篇二

1、关于上课听课方面，我认为物理课不必全堂课都认认真真
去听，听重点就可以了，既然已经预习了，上新课可以说是
和复习没什么不同，但是重点难点还是听一遍要好，恰当休
息大脑，对学习更有好处，我也是这样做的，物理成绩也一
直名列前茅。所以我不相信老师家长那些古板的理论。但是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习方法，这点只是建议，大家可以自己
寻找适合自己的上课方式。

2、接着说一下做题方面，物理题目应该要多做，也就是题海
战术吧，但是还是要恰当分配时间的，高中作业往往都做不
完。作业实在太多的话，应该选择放弃选择题，完成计算题
更好。但是对于一部分选择题不好但计算题还行的同学，还
是建议多做选择为妙。

3、理解公式和概念，物理是理科科目，死记硬背是不行的，
理解才是硬道理。要学会联系生活，举一反三，把知识点相
互联系起来可以提高解题的效率。

4、最后，把学习物理作为一种爱好，物理不仅仅是为了考试。
物理也能创造美丽，有一句话道出了各科的特点：“物理难，
化学繁，数学习题做不完“我对物理感兴趣不仅是因为学习，
而且是因为物理在日常生活中相当重要，在生活中应用到的
时候很多。

初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归纳完整版篇三

1、动物的种类多样，根据体内有没有脊椎，可以分为两大类：
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

2、脊椎动物若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排列，应为鱼类、两栖类、
爬行类、鸟类、哺乳类。



3、鱼类的代表动物是鲫鱼，鱼类的特征是终身生活在水中，
用鳃呼吸，用鳍游泳。

4、鱼是靠尾鳍的摆动和躯干部扭动获得前进的动力；调整方
向用尾鳍，维持身体平衡用胸鳍、背鳍、腹鳍鳍等。

5、某同学想做鱼鳍有游泳中的实验，但一时找不到鱼，便用
一个模型来代替，这样的实验叫做模拟实验。

6、(p25)两栖动物的特点：幼体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称为
蝌蚪，经变态发育变为幼蛙，此后营水陆两栖生活，用肺呼
吸，同时用皮肤辅助呼吸。这类动物有青蛙、蟾蜍、大鲵等。

7、鸟类的特征：体表被羽毛，前肢变为翼，体内有气囊，体
温高而恒定。

8、鸟类适天飞行的特点如下：

（1）身体表面：呈流线型，被覆羽毛，前肢变为翼，翼呈扇
面结构，表面积大，可以扇动空气而飞行。

（2）运动系统：骨薄，长骨中空，胸骨突出，称为龙骨突，
有发达的胸肌。

（3）呼吸系统：特有的呼吸方式双重呼吸，主要靠的结构是
气囊。这种呼吸方式的特点是鸟类每呼吸一次，气体两次进
出肺。

（4）消化系统：食量大，直肠短。

（5）循环系统：心脏功能强劲。这些特点决定了鸟类可以快
速而且长久的飞行。

9、哺乳动物的特点：除个别的种类外，都具有体表被毛、胎



生、哺乳的特点。其代表动物是家兔，家兔体内有膈，将体
腔分为胸腔的腹腔；兔的牙齿分为门齿和臼齿，其作用分别
是切断和磨碎食物。肉食动物有发达的犬齿。这些特点都是
和它们的食性相适应的。

10、动物种类特别多，但只有两种是恒温动物，它们是鸟类
和哺乳类。

11、我们学过的无脊椎动物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是原生动物、
腔肠动物、环节动物（如蚯蚓）、（节肢动物）分三类：
（1)昆虫(2)甲壳动物，如虾、蟹(3)其它：如蜘蛛和蜈蚣）

12、腔肠动物的特点是有口无肛门。举例海蜇、海葵、珊瑚
虫等。

13、蚯蚓的运动是靠肌肉的交替收缩和舒张并在刚毛的辅助
下完成的；呼吸是靠湿润的体壁进行的。将两条蚯蚓分别放
于光滑的玻璃板和粗糙的硬纸板上，运动速度在硬纸板上的
快。

14、节肢动物的特点：身体由很多体节构成；体表有外骨骼，
足和触角分节。

（外骨骼的作用有二，分别是防止水份的散失和保护身体内
部柔软的器官。）

15、昆虫的特点是：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胸部有三
对足和两对翅。

16、高级动物的运动系统构成一般是骨、骨骼肌和骨连结。
若将运动系统比作作杠杆，则骨相当于杠杆，关节相当于支
点，骨骼肌提供动力。

17、关节的构成有关节面、关节囊和关节腔三部分。关节的



特点有牢固性和灵活性。

18、人在完成曲肘运动时，肱二头肌收缩，同时肱三头肌舒
张，共同完成了这个运动。

19、运动的完成是在神经系统的支配下，骨骼肌收缩，牵动
所附着的骨围绕着关节产生运动。

20、动物的行为按表现可分为攻击行为、防御行为、繁殖行
为、贮食行为等。

21、动物的行为按来源可分为可分为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

22、先天性行为指动物生来就有的，由遗传因素控制的。

23、学习行为是在遗传因素的基础上，通过环境的作用，由
生活经验和学习而获得的行为。举例，如蚯蚓走迷宫、大山
雀喝牛奶、大猩猩摘香蕉、黑猩猩钓白蚁。

24、具有社会行为的动物往往有三个特征：有组织、有分工、
有的有等级。

25、白蚁的群体中有四种蚁，即工蚁、雄蚁、后蚁和兵蚁。
四种蚁是喂养其它三种蚁的是工蚁。

26、具有社会行为的动物，传递信息的方式有声音、气味和
动作三种。

27、生态平衡：在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的数量和种类总是维
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现象叫做生态平衡。

28、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是促进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29、目前，人们认为动物中最为理想的生物反应器是“x物反



应器”。它的优点是少成本，少环节，少污染。

30、人们模仿生物的某些结构和功能创造各种仪器，这就是
仿生。如据蝙蝠发明雷达，据长颈鹿发明宇航服，据乌龟的
背甲发明薄壳。

初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归纳完整版篇四

1、超声波的能量大、频率高用来打结石、清洗钟表等精密仪
器;超声波基本沿直线传播用来回声定位(蝙蝠辨向)制作(声
纳系统)

2、传递信息(医生查病时的“闻”，打b超，敲铁轨听声音等
等)

3、声音可以传递能量(飞机场帮边的玻璃被震碎，雪山中不
能高声说话，一音叉振动，未接触的音叉振动发生)

初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归纳完整版篇五

1、音调：声音的高低叫音调，频率越高，音调越高(频率：
物体在每秒内振动的次数，表示物体振动的快慢，单位是赫
兹，振动物体越大音调越低;)

2、响度：声音的强弱叫响度;物体振幅越大，响度]越强;听
者距发声者越远响度越弱;

3、音色：不同的物体的音调、响度尽管都可能相同，但音色
却一定不同;(辨别是什么物体法的声靠音色)

注意：音调、响度、音色三者互不影响，彼此独立;



初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归纳完整版篇六

2、乐音：从物理角度上讲，物体做有规则振动发出的声音;

3、常见招生来源：飞机的轰鸣声、汽车的鸣笛声、鞭炮声、
金属之间的摩擦声;

5、控制噪声：(1)在生源处较弱(安消声器);(2)在传播过程中
(植树。隔音墙)(3)在人耳处减弱(戴耳塞)

初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归纳完整版篇七

不走思或尽量少走思。不要自以为是，要虚心向老师学习。
不要以为老师讲得简单而放弃听讲，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可
以当成是复习、巩固。尽量与老师保持一致、同步，不能自
搞一套，否则就等于是完全自学了。入门以后，有了一定的
基础，则允许有自己一定的活动空间，也就是说允许有一些
自己的东西，学得越多，自己的东西越多。

2、做习题

习题是必须要做的，但是要注意必须在理解的条件下去做，
否则只会耽误和浪费时间。因为理解了才会在做题中体会出
各个物理量之间的更深层的关系，更进一步帮助理解各个定
理和定律的意义。

3、及时复习巩固所学知识

对课堂上刚学过的新知识，课后一定要把它的引入，分析，
概括，结论，应用等全过程进行回顾，并与大脑里已有的相
近的旧知识进行对比，看看是否有矛盾，否则说明还没有真
正弄懂。这时就要重新思考，重新看书学习。在弄懂所学知
识的基础上，要即时完成作业，有余力的同学还可适量地做
些课外练习，以检验掌握知识的准确程度，巩固所学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