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物理知识点总结及公式 高一物理知
识点总结(实用8篇)

考试总结是对自己学习态度和方法的检讨，对今后的学习具
有重要意义。小编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学期总结的范文，希望
能够帮助大家写出优秀的学期总结。

高一物理知识点总结及公式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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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物理知识点总结及公式篇二

一、三种产生电荷的方式：

1、摩擦起电：

(1)正点荷：用绸子摩擦过的玻璃棒所带电荷;

(2)负电荷:用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所带电荷;

(3)实质：电子从一物体转移到另一物体;

2、接触起电：

(1)实质：电荷从一物体移到另一物体;

(2)两个完全相同的物体相互接触后电荷平分;

3、感应起电：把电荷移近不带电的导体，可以使导体带电;



(1)电荷的基本性质：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异种电荷相互吸
引;

(2)实质：使导体的电荷从一部分移到另一部分;

(3)感应起电时，导体离电荷近的一端带异种电荷，远端带同
种电荷;

4、电荷的基本性质：能吸引轻小物体;

二、电荷守恒定律：电荷既不能被创生，亦不能被消失，它
只能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物体，或者从物体的一部分转移
到另一部分;在转移过程中，电荷的总量不变。

三、元电荷：一个电子所带的电荷叫元电荷，用e表示。

2、一个质子所带电荷亦等于元电荷;

3、任何带电物体所带电荷都是元电荷的整数倍;

1、计算公式：f=kq1q2/r2 (k=9.0109n.m2/kg2)

2、库仑定律只适用于点电荷(电荷的体积可以忽略不计)

3、库仑力不是万有引力;

五、电场：电场是使点电荷之间产生静电力的一种物质。

1、只要有电荷存在，在电荷周围就一定存在电场;

3、电场、磁场、重力场都是一种物质

1、定义式：e=f/q;e是电场强度;f是电场力;q是试探电荷;

2、电场强度是矢量，电场中某一点的场强方向就是放在该点



的正电荷所受电场力的方向(与负电荷所受电场力的方向相
反)

3、该公式适用于一切电场;

4、点电荷的电场强度公式：e=kq/r2

八、电场线：电场线是人们为了形象的描述电场特性而人为
假设的线。

1、电场线不是客观存在的线;

2、电场线的形状：电场线起于正电荷终于负电荷;g:

(1)只有一个正电荷：电场线起于正电荷终于无穷远;

(2)只有一个负电荷：起于无穷远，终于负电荷;

(3)既有正电荷又有负电荷：起于正电荷终于负电荷;

3、电场线的作用：

2、表示电场强度的方向：电场线上某点的切线方向就是该点
的场强方向;

4、电场线的特点：

1、电场线不是封闭曲线;

2、同一电场中的电场线不向交;

1、匀强电场的电场线是一簇等间距的平行线;

2、平行板电容器间的电是匀强电场;场



十、电势差：电荷在电场中由一点移到另一点时，电场力所
作的功wab与电荷量q的比值叫电势差，又名电压。

1、定义式：uab=wab/q;

2、电场力作的功与路径无关;

3、电势差又命电压，国际单位是伏特;

十一、电场中某点的电势，等于单位正电荷由该点移到参考点
(零势点)时电场力作的功;

1、电势具有相对性，和零势面的选择有关;

2、电势是标量，单位是伏特v;

3、电势差和电势间的关系：uab= a -b;

4、电势沿电场线的方向降低时，电场力要作功，则两点电势
差不为零，就不是等势面;

5、电场线总是由电势高的地方指向电势低的地方;

6、等势面的画法：相临等势面间的距离相等;

高一物理知识点总结及公式篇三

1、对摩擦力认识的四个“不一定”

（1）摩擦力不一定是阻力

（2）静摩擦力不一定比滑动摩擦力小

（3）静摩擦力的方向不一定与运动方向共线，但一定沿接触



面的切线方向

（4）摩擦力不一定越小越好，因为摩擦力既可用作阻力，也
可以作动力

2、静摩擦力用二力平衡来求解，滑动摩擦力用公式来求解

3、静摩擦力存在及其方向的判断

存在判断：假设接触面光滑，看物体是否发生相当运动，若
发生相对运动，则说明物体间有相对运动趋势，物体间存在
静摩擦力；若不发生相对运动，则不存在静摩擦力。

方向判断：静摩擦力的方向与相对运动趋势的方向相反；滑
动摩擦力的方向与相对运动的方向相反。

高一物理知识点总结及公式篇四

平衡状态的定义：

如果一个物体在力的作用下保持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的状
态，我们就说这个物体处于平衡状态。

平衡状态的条件：

在共点力作用下，物体的平衡条件是合力为零。

考点2：超重和失重

超重：物体对支持物的压力(或对悬挂物的拉力)大于物体所
受重力的现象。

失重：物体对支持物的压力(或对悬挂物的拉力)小于物体所
受重力的现象。



考点3：从动力学看自由落体运动

物体做自由落体运动的条件是：

1，物体是从静止开始下落的，即运动的初速度为零。

2，运动过程中它只受到重力的作用。

高一物理知识点总结及公式篇五

力对物体所做的功等于力的大小、位移的大小、力和位移夹
角的余弦三者的乘积。

功的定义式：

注意：时；但时，力不做功；时。

功与完成这些功所用时间的比值。

平均功率：；

功率是表示物体做功快慢的物理量。

力与速度方向一致时:p=fv

物体的重力势能等于它所受重力与所处高度的乘积，。重力
势能的值与所选取的参考平面有关。

重力势能的变化与重力做功的关系:重力做多少功重力势能就
减少多少，克服重力做多少功重力势能就增加多少。重力对
物体所做的功等于物体重力势能的减少量：。

重力做功的特点：重力对物体所做的功只与物体的起始位置
有关，而跟物体的具体运动路径无关。



物体由于运动而具有的能量。

物体质量越大，速度越大则物体的动能越大。

合力在某个过程中对物体所做的功，等于物体在这个过程中
动能的变化。

表达式：或。

机械能：机械能是动能、重力势能、弹性势能的统称，可表
示为：

e(机械能)=ek(动能)+ep(势能)。

机械能守恒定律：在只有重力或弹力做功的物体系统内，动
能与势能可以相互转化，而总的机械能保持不变。

式中是物体处于状态1时的势能和动能，是物体处于状态2时
的势能和动能。

实验目的：通过对自由落体运动的研究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

速度的测量：做匀变速运动的纸带上某点的瞬时速度，等于
相邻两点间的平均速度。

下落高度的测量:等于纸带上两点间的距离。

比较v2与2gh相等或近似相等，则说明机械能守恒。

能量既不会消灭，也不会创生，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其
他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而在转化和转
移的过程中，能量的总量保持不变。

能源是人类可以利用的能量，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



人类利用能源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柴薪时期、煤炭时期、
石油时期。

能量的耗散：燃料燃烧时一旦把自己的热量释放出去，它就
不会再次自动聚集起来供人类重新利用；电池中的化学能转
化为电能，它又通过灯泡转化成内能和光能，热和光被其他
物质吸收之后变成周围环境的内能，我们也无法把这些内能
收集起来重新利用。这种现象叫做能量的耗散。能量耗散表
明，在能源的利用过程中，即在能量的转化过程中，能量在
数量上并未减少，但在可利用的品质上降低了，从便于利用
变成不利于利用的了。能量的耗散从能量转化的角度反映出
自然界中宏观过程的方向性。

如果某物体同时参与几个运动，那么这物体的实际运动就叫
做那几个运动的合运动，那几个运动叫做这个实际运动的分
运动。已知分运动情况求合运动情况叫运动的合成，已知合
运动情况求分运动情况叫运动的分解。

运动合成与分解的运算法则：运动的合成与分解是指描述物
体运动的各物理量即位移、速度、加速度的合成与分解。由
于它们都是矢量，所以它们都遵循矢量的合成与分解法则。

合运动和分运动的关系：

(1)等效性：各分运动的规律叠加起来与合运动规律有相同的
效果。

(2)独立性：某方向上的运动不会因为其它方向上是否有运动
而影响自己的运动性质。

(3)等时性：合运动通过合位移所需时间和对应的每个分运动
通过分位移的时间相等，即各分运动总是同时开始，同时结
束的。



将物体以一定的水平速度抛出，在不计空气阻力的情况下，
物体所做的运动。

平抛运动的特点：

(1)加速度a=g恒定，方向竖直向下；

(2)运动轨迹是抛物线。

质点沿圆周运动，如果在相等的时间里通过的圆弧长度都相
等，这种运动就叫做匀速圆周运动。

注意匀速圆周运动不是匀速运动，是曲线运动，速度方向不
断变化。

线速度：物体在某时间内通过的弧长与所用时间的比值，其
方向在圆周的切线方向上。

表达式：

角速度：物体在某段时间内通过的角度与所用时间的比值。

表达式：其单位为弧度每秒。

周期：匀速运动的物体运动一周所用的时间。

频率：单位：赫兹(hz)

高一物理知识点总结及公式篇六

1、对摩擦力认识的四个“不一定”

（1）摩擦力不一定是阻力



（2）静摩擦力不一定比滑动摩擦力小

（3）静摩擦力的方向不一定与运动方向共线，但一定沿接触
面的切线方向

（4）摩擦力不一定越小越好，因为摩擦力既可用作阻力，也
可以作动力

2、静摩擦力用二力平衡来求解，滑动摩擦力用公式来求解

3、静摩擦力存在及其方向的判断

存在判断：假设接触面光滑，看物体是否发生相当运动，若
发生相对运动，则说明物体间有相对运动趋势，物体间存在
静摩擦力；若不发生相对运动，则不存在静摩擦力。

方向判断：静摩擦力的'方向与相对运动趋势的方向相反；滑
动摩擦力的方向与相对运动的方向相反。

高一物理知识点总结及公式篇七

物理研究的是物质的结构和相互作用，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
中也时常能见到，要学好物理，首先就要学会多观察。多留
意身边的各种现象，比如闪电，彩虹，灯泡的发光，镜子的
反射……如此种种，都是物理学研究的问题。只有多去观察，
才能对这些现象的细节有更深入的了解，为下面的方法打好
基础。

除了观察身边的物理现象外，我们还需要注意观察课本中和
老师在课堂上给出的物理现象，如课本中提出的问题、给出
的图片、实验及教师的演示实验等。仔细观察当中的物理现
象或事实，产生的条件，表现的形式(如运动、变形、温度变
化等)以及结果。



物理作为自然学科，其内在逻辑十分严谨，这就要求我们多
去开动脑筋，多想几个“为什么”。思考的过程，是不断解
决疑问，同时不断产生新的疑问的过程。只有经过自己的思
考，才能从本质上理解观察所得的物理现象及其成因，这样
才能更好地把物理学的逻辑理顺。

“多思”更要注意学习和总结物理学科解决问题的方法，帮
助自己逐渐提高思维能力。我们的课本在讲述物理概念、定
律、公式时，是按物理学科解决问题的步骤在进行的。

一般是先提出问题，再通过实验研究、观察、分析推理、概
括总结等步骤进行的。因此，在整个物理学习过程中，在学
习课本中解决问题步骤的同时，还要注意思考，看自己能否
想出与课本中不同的解决问题的实验、方法和步骤。这样，
就能在学习继承前人思维成果的同时，又能锻炼和提高自己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高一物理知识点总结及公式篇八

3.受迫振动频率特点：f=f驱动力

5.机械波、横波、纵波〔见第二册p2〕

7.声波的波速(在空气
中)0℃：332m/s;20℃:344m/s;30℃:349m/s;(声波是纵波)

9.波的干涉条件：两列波频率相同(相差恒定、振幅相近、振
动方向相同)

注：

(1)物体的固有频率与振幅、驱动力频率无关，取决于振动系
统本身;



(2)加强区是波峰与波峰或波谷与波谷相遇处，减弱区则是波
峰与波谷相遇处;

(3)波只是传播了振动，介质本身不随波发生迁移,是传递能
量的一种方式;

(4)干涉与衍射是波特有的;

(5)振动图象与波动图象;

(6)其它相关内容：超声波及其应用〔见第二册p22〕/振动中
的能量转化〔见第一册p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