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物理初中知识点总结归纳 初中物理
知识点总结(实用8篇)

考试总结是提高学习效果的关键环节，它能让我们更清楚地
认识到自己的学习状态和问题。看看以下精选的学习总结范
文，或许能给你的写作带来灵感和思路。

物理初中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一

说明1本知识点的重点是导体和绝缘体的概念和异同。

说明2本知识点的难点是导体和绝缘体的不同。

说明3知道导体和绝缘体的概念和两者的区别，知道二者并无
绝对界限。

说明4本知识点的预备知识点是电流的形成。

说明5本知识点主要讲述导体和绝缘体的概念和异同，它是研
究电学重要的知识点。

容易导电的物体叫做导体。金属、石墨、人体、大地以及酸、
碱、盐的水溶液等都是导体。

不容易导电的物体叫做绝缘体。橡胶、玻璃、陶瓷、塑料、
油等都是绝缘体。

表示各种物体的导电和绝缘能力的排列顺序，可见导体和绝
缘体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导电
的物体，当条件改变时就可能导电。例如，玻璃是相当好的
绝缘体，但如果给玻璃加热，使它达到红炽状态，它就变成
导体了。



绝缘体中，电荷几乎都束缚在原子的范围之内，不能自由移
动，也就是说，电荷不能从绝缘体的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的
地方初中语文，所以绝缘体不容易导电。相反，导体中有能
够自由移动的电荷，电荷能从导体的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的
地方，所以导体容易导电。

对于生来说，作为新增学科，从入门到冲击优秀初中数学，
需要经过三重门。第一重门是声光热。第二重门是力学。第
三重门是电学。

。也可以理解为是声光热的入门。在声光热等过程中，同学
们的主要是以感性为主。很多时候只要做好感性的认识，略
加上一些理性的分析，就可以明白这部分的大体精髓。

。力学对于同学们来说，区别于声光热的根本特点就是思维
方式的转变。同学要及时调整自己的思维状态，转向以理性
思维为主的学习。如果说在第一重门的时候，同学们的成绩
普遍都很高，并且差距比较小。很难体现每个同学的真实实
力.那么到了第二重门的时候差距将明显拉大，也将会是同学
们快速提升自己脱颖而出的关键时期。

电学是一门看不见摸不着的学科。对于孩子的理解要求更高。
尤其是在入门的电路分析，对很多同学来说，入门较为困难。
电学后期的综合计算也将会是同学们冲刺优秀的拦路虎之一。

由于三重门的本身特点，第一重门声光热入门较容易。所以
同学们容易在意识形成物理拿分容易的感觉。而实际上物理
的真正入门是在力学及电学。对于同学们来说，三重门的意
义各有所在。声光热的入门同学们要务必做好初二上学期的
期末，争取。因为等到下学期的四轮将主要针对的是力电部
分。所以同学们一定要争取初二上学期物理期末。源于初二
下学期的力电部分的难度，需要同学们做好准备，积极应对!



物理初中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二

本知识主要以实验探究的形式考查凸透镜成像规律，题目的
难度较大；照相机、幻灯机和放大镜的原理常以选择题的形
式来考查。

正确区分实像和虚像

物体通过透镜可能成实像，也可能成虚像。而实像和虚像的
区别是什么呢？

（1）成像原理不同，物体发出的光线经光学器件会聚而成的
像为实像，经光学器件后光线发散，反向延长相交形成的像
叫虚像。

（2）成像性质上的区别，实像是倒立的，虚像是正立的。

（3）接收方法上的区别：实像既能被眼睛看到，又能被光屏
接收到，虚像只能被眼睛看到，不能被光屏接收到。

某物体放在离凸透镜中心50cm处，所成的像是一个缩小的、
倒立的实像，则该凸透镜的焦距可能是（）

a.50cmb.40cmc.30cmd.20cm

本题描述的是凸透镜成像的一种现象，所用的成像规律是：
当物体到凸透镜的距离大于2倍焦距时，在透镜另一侧的光屏
上可以得到一个倒立、缩小的实像。把这条规律放到本题中
就可以逆向分析，从而得出凸透镜焦距的取值范围。

由此判断出50cm这个距离大于2倍焦距，即：50cm2f，解得f



物理初中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三

1.光的直线传播：光在同一种均匀介质中是沿直线传播。

2.光是一种电磁波。光在真空中传播速度最大，是3×108米/
秒，而在空气中传播速度也认为是3×108米/秒。

3.我们能看到不发光的物体是因为这些物体反射的光射入了
我们的眼睛。

4.光的反射定律：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法线在同一平面上，
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分居法线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注：光路是可逆的）

5.漫反射和镜面反射一样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6.平面镜成像特点：（1）平面镜成的是虚像；（2）像与物
体大小相等；（3）像与物体到镜面的距离相等；（4）像与
物体的连线与镜面垂直。另外，平面镜里成的像与物体左右
倒置。

7.平面镜应用：（1）成像；（2）改变光路。

8.平面镜在生活中使用不当会造成光污染。

9.球面镜包括凸面镜（凸镜）和凹面镜（凹镜），它们都能
成像。具体应用有：车辆的后视镜、商场中的反光镜是凸面
镜；手电筒的反光罩、太阳灶、医术戴在眼睛上的反光镜是
凹面镜。

（1）为什么用透明薄玻璃板代替平面镜？

便于找到蜡烛a的像的位置，能够比较蜡烛a的像与蜡烛b的大
小。



（2）无论怎么移动蜡烛b也不能和a的像重合？

玻璃板未与水平桌面垂直。

（3）怎么找到a的像的位置？

挪动蜡烛b直到与a的像完全重合为止。

10.光的折射：光从一种介质斜射入另一种介质时，传播方向
一般发生变化的现象。

11.光的折射规律：光从空气斜射入水或其他介质，折射光线
与入射光线、法线在同一平面上；折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居
法线两侧，折射角小于入射角；入射角增大时，折射角也随
着增大；当光线垂直射向介质表面时，传播方向不改变。
（折射光路也是可逆的）

12.白光是由色光组成的。

13.凸透镜：对光线有会聚作用；凹透镜：对光线有发散作用。

（1）两倍焦距分大小，一倍焦距分虚实。

（2）物近像远像变大。

（3）实像都是倒立的。

（1）等高共轴调节：

等高：将蜡烛、凸透镜、光瓶三者中心调整到同一水平高度。

共轴：目的是使蜡烛的像成在光屏中央处。

（2）焦距确定：平行光源照射得到最小最亮光斑为止。



14.人的眼睛像一架神奇的照相机，晶状体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
（凸透镜），视网膜相当于照相机内的胶片。

15.近视眼看不清远处的景物，需要配戴凹透镜；远视眼看不
清近处的景物，需要配戴凸透镜。

物理初中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四

在本节我们要掌握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凹、凸面镜的特点，
平面镜成像的管路图的画法。

正如“镜面反射成虚像，像物同大都一样，物远像远没影响，
连线垂直镜中央，还有凸面凹面镜，反光作用不一样；凹面
镜能会聚光，来把灯碗灶台当；观后镜使光发散，扩大视野
任车转”

平面镜改变光路：

常见考法

常以选择题、画图题的形式考查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平面镜
成像的光路图的画法。

误区提醒

凸镜成正立、缩小虚像；凸镜可以扩大视野。

一般是先用对称法确定虚像的位置，再根据虚像的成因确定
射入人眼睛的反射光线，进而确定所求的范围。

【典型例题】

例析：人在平面镜mn中能看到物体ab的像，如图所示，至少
把平面镜mn上的哪一部分遮住，人就看不见物体的像了？请



在图中画出来。

解析：本题中人眼能够看到物体ab的像是因为物体的光经平
面镜反射后射到人眼。因此只要确定射入人眼的那部分反射
光线，则这部分反射光线所利用的平面镜的部分也就知道了。

答案：

（1）作出ab在镜中的像；

（2）连接a’c、b’c交平面镜mn于e、d两点；

（3）如图所示，de即为所求作的范围。

物理初中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五

液化：雾、露、雨、白气。凝华：雪、霜、雾淞。凝固：冰
雹，房顶的冰柱。

汽化的两种方式：蒸发(任何温度下进行)和沸腾(一定温度下
进行)。液化的两种方法：降低温度和压缩体积。

反射和拆射总是同时发生的。

漫反射和镜面反射都遵守光的反射定律。

平面镜成像：一虚像，要画成虚线，二等大的像，人远离镜，
像大小不变，只是视角变小，感觉像变小，实际不变。

照像机的物距：物体到相机的距离，像距：底片到镜关的距
离或暗箱的长度。投影仪的物距：胶片到镜头的距离，像距：
屏幕到投影仪的距离。

透明体的颜色由透过和色光决定，和物体顔色相同的光可以



透过，不同的色光则被吸收。

沸腾时气泡越往上越大，沸腾前气泡越往上越小。

六种物态变化。

晶体有熔点，常见的有：海波，冰，石英，水晶和各种金属;
非晶体没有熔点，常见的有：蜡、松香、沥青、玻璃。

晶体熔化和液体沸腾的条件：一达到一定的温度(熔点和沸
点)二继续吸热。

金属导电靠自由电子，自由电子移动方向和电流方向相反。

串联和并联只是针对用电器，不包括开关和电表。串联电路
电流只有一条路径，没有分流点，并联电路电流多条路径，
有分流点。

串联电路是等流分压，电压和电阻成正比，也就是电阻越大，
分得电压越大。并联电路是等压分流，电流和电阻成反比，
也就是电阻越大，电流越小。

判断电压表测谁的电压可用圈法：先去掉电源和其它电压表，
把要分析的电压表当作电源，从一端到另一端，看圈住谁就
测谁的电压。

连电路时，开头要断开;滑片放在阻值最大的位置;电流表一
般用小量程;电压表的量程要看电源电压和所测用电器的额定
电压;滑动变阻器要一上一下，并且要看题目给定的条件先择
连左下或右下;电压表一定要放在最后再并在所测用电器的两
端。

电路中有电流一定有电压，但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电路还得
闭合)。



电阻是导体的属性，一般是不变的(尤其是定值电阻)，但它
和温度有关，温度越高电阻越大，灯丝电阻表现最为明显。

测电阻和测功率的电路图一样，实验器材也一样，但实验原
理不一样。(分别是r=u/i和p=ui)测电阻需要多次测量求平均
值，减小误差，但测功率时功率是变化的，所以求平均值没
有意义。

计算电能可以用kw和h计算，最后再用1kwh=3.6×106j换算。

电能表读数是两次读数之差，最后一位是小数。

家庭电路中开关必须和灯串联，开关必须连在火线上，灯口
螺旋要接零线上，保险丝只在火线上接一根就可以了，插座
是左零右火上接地。

磁体上s极指南(地理南级，地磁北极，平常说的是地理的两
极)n极指北。

额定功率和额定电压是固定不变的，但实际电压和实际功率
是变化的。但在变化时，电阻是不变的。可根据r=u2/p计算
电阻。

磁盘、硬盘应用了磁性材料，光盘没有应用磁性材料。

电磁波的速度都等于光速，波长和频率成反比。

电动机原理：通电线圈在磁场中受力转动，把电能转化成机
械能。外电路有电源。发电机原理：电磁感应，把机械能转
化成电能，外电路无电源。

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通电导体周围有磁场)，制成了
电动机，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制成了发电机。沈括
发现了磁偏角。汤姆生发现了电子。卢萨福建立了原子核式



结构模型，贝尔发明了电话。

物理初中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六

下面是对物理中照相机和投影仪的内容知识讲解，希望给同
学们的学习很好的帮助。

1、镜头是凸透镜；

2、物体到透镜的距离（物距）大于二倍焦距，成的是倒立、
缩小的实像；

1、投影仪的镜头是凸透镜；

2、投影仪的平面镜的作用是改变光的传播方向；

注意：照相机、投影仪要使像变大，应该让透镜靠近物体，
远离胶卷、屏幕。

以上对物理中照相机和投影仪知识的内容讲解学习，同学们
都能很好的掌握了吧，相信同学们会在考试中取得很好的成
效的吧。

物理初中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七

1.光的直线传播：光在同一种均匀介质中是沿直线传播。

2.光是一种电磁波。光在真空中传播速度最大，是3×108米/
秒，而在空气中传播速度也认为是3×108米/秒。

1.我们能看到不发光的物体是因为这些物体反射的光射入了
我们的眼睛。

2.光的反射定律：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法线在同一平面上，



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分居法线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注：光路是可逆的）

3.漫反射和镜面反射一样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1.平面镜成像特点：（1）平面镜成的是虚像；（2）像与物
体大小相等；（3）像与物体到镜面的距离相等；（4）像与
物体的连线与镜面垂直。另外，平面镜里成的'像与物体左右
倒置。

2.平面镜应用：（1）成像；（2）改变光路。

3.平面镜在生活中使用不当会造成光污染。

4.球面镜包括凸面镜（凸镜）和凹面镜（凹镜），它们都能
成像。具体应用有：车辆的后视镜、商场中的反光镜是凸面
镜；手电筒的反光罩、太阳灶、医术戴在眼睛上的反光镜是
凹面镜。

（1）为什么用透明薄玻璃板代替平面镜？便于找到蜡烛a的
像的位置，能够比较蜡烛a的像与蜡烛b的大小。

（2）无论怎么移动蜡烛b也不能和a的像重合？玻璃板未与水
平桌面垂直。

（3）怎么找到a的像的位置？挪动蜡烛b直到与a的像完全重
合为止。

1.光的折射：光从一种介质斜射入另一种介质时，传播方向
一般发生变化的现象。

2.光的折射规律：光从空气斜射入水或其他介质，折射光线
与入射光线、法线在同一平面上；折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居
法线两侧，折射角小于入射角；入射角增大时，折射角也随



着增大；当光线垂直射向介质表面时，传播方向不改变。
（折射光路也是可逆的）

白光是由色光组成的。

凸透镜：对光线有会聚作用；凹透镜：对光线有发散作用。

（1）两倍焦距分大小，一倍焦距分虚实。

（2）物近像远像变大。

（3）实像都是倒立的。

（1）等高共轴调节：

等高：将蜡烛、凸透镜、光瓶三者中心调整到同一水平高度。

共轴：目的是使蜡烛的像成在光屏中央处。

（2）焦距确定：平行光源照射得到最小最亮光斑为止。

1.人的眼睛像一架神奇的照相机，晶状体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
（凸透镜），视网膜相当于照相机内的胶片。

2.近视眼看不清远处的景物，需要配戴凹透镜；远视眼看不
清近处的景物，需要配戴凸透镜。

物理初中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八

课堂是学习物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主阵地，只有把握课
堂，抓牢“双基”，学习必要的方法，才会有拓展、提高的
可能。

物理是一门实验科学，学习物理要注重科学探究的过程，对
于每一个实验探究不仅要知道怎样做，而且要理解为什 么要



这样做，并能对探究过程和结果作出适当的评估;除了学习物
理知识，还应学习相关的研究方法，如：转化法，控制变量
法，对比法，理想实验推理法，归纳法、等效法、类比法、
建立理想模型法等。

课外适当做一些补充练习是消化、巩固所学知识，拓展提高
的一种较为有效的措施。在解题过程中注意培养、提高审题
能力。

如遇到学习的难点、疑点，由于初三阶段的学习较为紧张，
不能花很多的时间去慢慢“磨”，应做好标记，跟同学讨论，
最好求得老师的解答，理解过程，掌握方法。

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必要的归纳总结，
并将新学的知识和前面的内容联系起来，注意它们的相同点
与不同点，做到前后贯通。如学习功率的概念时可以对照已
经学过的速度概念进行综合思考。

“规范”在考试中主要体现在简答题、作图题、计算题中。
历年中考中，因解答不规范而失分的情况屡见不鲜。

具体来说，要学习的物理概念和物理现象主要有功、功率、
机械效率、机械能、内能、热量、电路、电流、电压、电阻、
电功、电功率、电流的磁效应、电磁感应、磁场对电流的作
用等;要学习的物理规律主要有杠杆原理、功的原理，串、并
联电路的特点、欧姆定律、焦耳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等;要学
习的物理模型主要有杠杆、滑轮等;要了解的物质主要有磁场、
电磁波、能源等;要学会使用的仪器仪表主要有电流表、电压
表、滑动变阻器等。其中学习要求较高的主要有：理解功率
的概念，理解机械效率，理解欧姆定律，理解电功，理解电
功率，这些既是学习的重点，也是学习的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