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一化学必修一专题一知识点总结
高一历史必修一复习提纲(模板8篇)

通过学期总结，我们可以梳理和归纳所学知识，提高对学科
内容的整体把握和理解。在写考试总结之前，可以先参考以
下范文，了解一下总结的结构和内容要点。

高一化学必修一专题一知识点总结篇一

理清一条线索：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瓦解，六起七十
年代以来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出现并加强。把握三个重点：
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和瓦解过程及其主要对抗形成“冷战”
兴起的原因和表现；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欧的联合自强、日本
的崛起，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振兴等多个力量中心的
出现，使世界格局开始从两极对立走向多极化；当今的世界
格局正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多极化趋势加强。

形成三个观点和认识：20世纪世界格局经历了凡尔赛——华
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多极化趋势三次大的变动，每次新
旧格局的交替，都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当今世界格局还没有
完全形成，多极化只是一种趋势，但不可避免；世界格局多
极化趋势根源于世界经济力量的多极化，它自六七十年代初
露端倪，七八十年代日渐明朗，九十年代初两极格局瓦解，
多极化趋势更加不可逆转。

第25课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

知识结构：

一、“冷战”的兴起

1、“冷战”兴起的背景



2、“冷战”的表现

（1）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兴起的标志）

（2）马歇尔计划的实施

（3）北约和华约的建立（两极格局的形成）

二、“冷战”时期的“热战”

1、朝鲜战争

2、越南战争

第26课世界多极化趋势

线索:

一、欧洲共同体的形成

1、形成的背景

2、过程

3、影响

二、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1、日本经济迅速腾飞的原因

2、日本成为经济大国

3、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

三、不结盟运动的兴起



1、兴起的背景

2、兴起的标志

3、含义及宗旨

4、意义

四、跨世纪的世界格局

1、苏联解体与两极格局瓦解

2、缓和与动荡并存

3、多极化趋势加强（多极化趋势的表现、意义）

第27课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外交

时间主要对手外交政策外交活动

50年代

美国

三大政策，一边倒1.中苏友好

2、独立自主

3、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提出、实践）

60年代苏、美争取两个中间地带

70年代苏三个世界，一条线1.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1年）



2、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建交（1972年）

3、中美建交（1979年）

80年代霸权主义两个重要转变加强与世界各国及组织的经贸
交流与合作、参加各种经济组织(wto、apec)

90年代以后霸权主义多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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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因治疗的原理

二、 “自然发生说”：四个科学家的实验以及观点(支持还
是反对？)

第二章 细胞的化学组成

1. 水：存在形式，生理功能

2. 无机盐：存在形式，生理功能

3. 生物大分子的基本骨架：碳骨架

4. 糖类：组成元素、种类(植物细胞，动物细胞)、功能

5. 脂质：组成元素、种类、功能

6. 蛋白质：组成元素、基本单位(结构通式，书写)、肽
键(书写)、功能，计算题(肽键和脱去水分子数、蛋白质分子
量)

7. 核酸：组成元素、基本单位(哪三部分构成？)、分类、功
能



8. 实验部分：糖类、脂肪、蛋白质鉴定的试剂、步骤、现象。

第三章 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1. 细胞学说的创立者以及内容

2. 了解显微镜的发展史

3. 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的区别

4. 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的区别

5. 细胞膜的结构、结构特性(流动性)、功能特性(选择透过
性)、功能

6. 细胞壁的主要成分及功能

7. 细胞质的构成及成分

8. 细胞器的分布、结构及功能：

双层膜：叶绿体、线粒体

单层膜：内质网、高尔基体、液泡

无 膜：核糖体、中心体

9.细胞核的结构与功能

10.被动运输的特点及通过此运输方式的分子有哪些？

11.简单扩散与易化扩散的区别

12.主动运输的特点及通过此运输方式的分子有哪些？



13.被动运输与主动运输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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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理条件：古希腊以海洋为依托，山岭和河流分割，彼此
相对孤立造就了众多城邦国家。

2.政治条件：具有小国寡民和独立自主的城邦特征，这使公
民更多的直接参与城邦政治。

3.经济条件：濒临海洋，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比较发达，新兴
工商业者追求民主权力的渴望强烈。

(公民的定义：根据传统，凡父母祖籍均属本城邦、拥有一定
财产、能自备武装服兵役的成年男子，享有公民资格。)

二、确立过程

1.梭伦改革(奠基)

(1)时间：公元前6世纪初

(2)内容：根据财产多寡，公民分为四个等级;公民大会成为
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四百人议事会;建立公民陪审法庭;废除债
奴制。

(3)作用：改革动摇了旧氏族贵族世袭特权，保障了公民的民
主权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基础。

2.克利斯提尼改革(确立)

(1)时间:公元前6世纪末

(2)内容：建立十个地区部落，以部落为单位进行选举;设立



五百人议事会，由各部落轮流执政;组成十将军委员会;继续
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利等。

(3)作用：这次改革基本铲除了旧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公民
参政权空前扩大，雅典的民主政治确立起来。

3.伯利克里统治时期(黄金时代)

(1)时间：公元前5世纪

(3)作用：这次改革使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

三、评价

1.特征：人民主权、轮番而治、法律至上、公民内部平等

2.实质：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少数人的民主

3.进步性：

(1)雅典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
了最初的基础。

(2)民主氛围创造的空间，使雅典在精神文化领域取得了辉煌
成就。

4.局限性：

(1)只是成年男性公民当家做主的民主。

(2)小国寡民体制造成直接民主的泛滥，抽签选举，轮番坐庄
等成为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隐患。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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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

3：世界最大的洋：太平洋

4：世界最大落差的瀑布：安赫尔瀑布，

5：世界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亚马孙河

6：世界最大的淡水湖：苏必利尔湖

7：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8：地球表面最低点：地球表面的最低点是死海。

9：世界最长的山脉：安第斯山脉

10：世界最长的河：尼罗河

11：世界最大的内陆湖：里海



12：世界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

13：最大的半岛：阿拉伯半岛

14：最大的群岛：马来群岛

15：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

我国邻国：我国陆上国界长达两万多千米，共有14个陆上邻
国，从鸭绿江口开始到北仑河口依次为朝鲜、俄罗斯、蒙古、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
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指的是贵州省，简称“黔”
或“贵”，人民政府所在地是贵阳市。贵州省出产的茅台酒
被列为世界三大蒸馏名酒之一，也是中国的国酒。

有“北大仓”(粮仓)之称的黑龙江省是中国最北的省份，也
是最东的省份，简称“黑”。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是中国最
大的油田。

有“古代历史的博物馆”之称的陕西省，是古代秦国的所在
地，所以称“秦”或“陕”。陕西省人民政府所在地西安
市(古称长安)，是我国着名的“千年古都”。

甘肃省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安徽省出产“文房四宝”中的纸、墨、砚，它简称“皖”。

五色海：

红海位于非洲与阿拉伯半岛之间，因沿岸水中生长着许多红
色藻类，海水因此发红。

黄海位于中国渤海与东海之间，因黄河带入大量黄色泥沙而



呈黄色。

绿海位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因曾有过大量绿色藻类，
而得名绿海。

白海位于俄罗斯的科拉半岛附近。因长年被冰雪包围。呈白
色，故称“白海”。

黑海位于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因海底沉积着黑色霉臭的烂
泥而得名。

五色土：

黑土我国东北平原湿润寒冷，微生物活动较弱，土壤中有机
物分解慢，积累较多，所以土色较黑。

黄土我国黄土高原的土壤呈黄色，这是由于土壤中有机物含
量较少的缘故。

红土高温多雨的我国南方土壤中矿物质的风化作用强烈，分
解彻底。易溶于水的矿物质几乎全部流失，只剩氧化铁、铝
等矿物质残留土壤上层，形成红土壤。

灰蓝土在排水不良或长期被淹的情况下，红土壤中的氧化铁
常被还原成浅蓝色的氧化亚铁，土壤便成了灰蓝色的，如南
方某些水稻田。

白土含有较高的镁、钠等盐类的盐土和碱土常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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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横行七周期，二八十八三十二。

第六周期有镧系，锕系元素在第七。



纵行主副十八列，主族副族均为七。

2.在元素周期律中，元素主要化合价的奇偶性与其序数的奇
偶性的关系：

" 价奇序奇，价偶序偶"

可记其谐音：“嫁(价)鸡(奇)随鸡，嫁狗(偶)随狗”。

3.电子式写法

四面八方

说明：写电子式时，把元素符号用方框罩住，如cl，方框的一
边为一面，因为原子最外层最多只能容纳八个电子，所以每
一边可画两个“·”或“×”表示电子。一个电子占一个位
置，八个电子占“八方”。

4.卤 素

氟氯溴碘称卤族，全是典型非金属，

外层电子都是七，结构相同性活泼，

化性活泼首推氟，氯次溴三碘最末，

变化一、三、五和七，负一无正惟独氟。

5.理解化学键概念的词：

浣溪沙-化学键：金非原子有缘见，得失电子离子键。阴阳稳
定悠悠然。无金共用电子对，共价键在原子间。分享稳定皆
欢颜。

6.离子键概念理解打油诗：活泼金非有缘见，得失电子彼此



间。阴阳离子平衡力，静电作用离子键。

7.共价键概念理解打油诗：非非相遇两虎争，稳定属于谁?原
子之间达协议，共用电子对。

8.化学反应热概念记忆用口诀：化学反应伴能变，成键放出
断需要。左能高常是放热，置氢中和和燃烧。炭水铵碱分解
类，吸热自然右能高。

9.燃料燃烧知识理解顺口溜：能源紧张，不久用光。接触充
分，空气足量。节能减排，新能跟上。高效清洁，来日方长。

10.原电池

两种金属作两极，浸入一定电解液，

再用导线来联接，产生电流瞬时即，

活泼金属电子失，电子流出称负极，

化学能量变电能，原始电池创奇迹。

11.电 极

电池须称正负极，电解(池)则称阴阳极。

电解接负称阴极，电子流从阴极出;

电解接正称阳极，离子氧化在阳极。

氧化、还原在何极?正负阴阳均须记。

12.化学反应速率概念理解口诀：

化学反应有快慢，摩尔每升比时间。



平均速率标物质，比例与系数有关。

浓度增大我加快，温度升高我翻番。

若能出现催化剂，改变大小更不难。

13.化学平衡概念理解用口诀：

可逆反应有限度，所有转化不完全。

正逆速率若相等，化学平衡状态现。

此时反应并未停，特征就是动定变。

(或：相反相成，可逆平衡;强弱互争，“逃逸”完成;外表内
因，宏微相应;量变质变，运动永恒。)

“逆等动定变平衡”,是指平衡状态有逆、等、动、定、变五
个特征。 “一等”是指反应体系中同一反应物(或生成物)的
正、逆反应速率相等即达平衡状态。“二最”是指转化率、
产率达最大值即达平衡状态。“六一定”是指体系中各组分
的质量分数、体积分数、物质的量分数、浓度不再变化，或
体系的温度及颜色不再变化即达平衡状态。 “参数可变到不
变， 定达平衡要记清”是指参数(浓度、温度、质量、压强、
体积、密度等)原为变量，后变为恒量，此时可逆反应达平衡
状态。“参数一直不变化，不可用与断平衡”是指若反应过
程中参数始终没有变化，此参数不可用于判断可逆反应是否
达平衡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