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学霸笔记 高二物理
知识点重难点总结(模板8篇)

知识点总结可以帮助我们与他人进行知识交流和分享，促进
学术的进步和共同成长。以下是一些关于军训总结的范文，
供大家阅读和参考，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学霸笔记篇一

一、机械振动：物体在平衡位置附近所做的往复运动，叫机
械振动。

1、平衡位置：机械振动的中心位置;

2、机械振动的位移：以平衡位置为起点振动物体所在位置为
终点的有向线段;

3、回复力：使振动物体回到平衡位置的力;

(1)回复力的方向始终指向平衡位置;

(2)回复力不是一重特殊性质的力，而是物体所受外力的合
力;

4、机械振动的特点：

(1)往复性;(2)周期性;

二、简谐运动：物体所受回复力的大小与位移成正比，且方
向始终指向平衡位置的运动;

(1)回复力的大小与位移成正比;



(2)回复力的方向与位移的方向相反;

(3)计算公式：f=-kx;

如：音叉、摆钟、单摆、弹簧振子;

三、全振动：振动物体如：从0出发，经a,再到o，再到a/,最后
又回到0的周期性的过程叫全振动。

例1：从a至o,从o至a/,是一次全振动吗?

例2：振动物体从a/,出发，试说出它的一次全振动过程;

四、振幅：振动物体离开平衡位置的距离。

1、振幅用a表示;

2、回复力f大=ka;

3、物体完成一次全振动的路程为4a;

4、振幅是表示物体振动强弱的物理量;振幅越大，振动越强，
能量越大;

五、周期：振动物体完成一次全振动所用的时间;

1、t=t/n(t表示所用的总时间，n表示完成全振动的次数)

2、振动物体从平衡位置到最远点，从最远点到平衡为置所用
的时间相等，等于t/4;

六、频率：振动物体在单位时间内完成全振动的次数;

1、f=n/t;



2、f=1/t;

3、固有频率：由物体自身性质决定的频率;

七、简谐运动的图像：表示作简谐运动的物体位移和时间关
系的图像。

1、若从平衡位置开始计时，其图像为正弦曲线;

2、若从最远点开始计时，其图像为余弦曲线;

3、简谐运动图像的作用：

(1)确定简谐运动的周期、频率、振幅;

(2)确定任一时刻振动物体的位移;

(4)判断某一时刻振动物体的运动方向：质点必然向相邻的后
一时刻所在位置运动

八、单摆:用一轻质细绳一端固定一小球，另一端固定在悬点
的装置。

1、当单摆的摆角很小(小于5度)时，所作的运动是简谐运动;

2、单摆的周期公式：t=2π(l/g)1/2

九、机械波：机械振动在介质中的传播就形成了机械波。

1、产生机械波的条件：

(1)有波源;(2)有介质;

3、波在传播时，各质点所作的运动形式：在波的传播过程中，
各质点只在平衡位置两侧作往复运动，并不随波的前进而前



移。

4、波的作用：

(1)传播能量;(2)传播信息

高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学霸笔记篇二

1.定义：电流流过导体产生的热量跟电流的平方、导体的电
阻和通电时间成正比。

2.意义：电流通过导体时所产生的电热。

3.适用条件：任何电路。

1.电阻定律：在一定温度下，导体的电阻与导体本身的长度
成正比，跟导体的横截面积成反比。

2.意义：电阻的决定式，提供了一种测电阻率的方法。

3.适用条件：适用于粗细均匀的金属导体和浓度均与的电解
液。

1.欧姆定律：导体中电流i跟导体两端的电压u成正比，跟它
的电阻r成反比。

2.意义：电流的决定式，提供了一种测电阻的方法。

3.适用条件：金属、电解液(对气体不适用)。适用于纯电阻
电路。

1.意义：电阻率是反映导体材料导电性能的物理量。材料导
电性能的好坏用电阻率p表示，电阻率越小，导电性能越好，
电阻率越大，表明在相同长度，相同横截面积的情况下，导



体电阻就越大。

2.决定因素：由材料的种类和温度决定，与材料的长短、粗
细无关。一般常用合金的电阻率大于组成它的纯金属的电阻
率。

3.与温度的关系：各种材料的电阻率都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金属的电阻率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可用于制造电阻温度计);
半导体和电介质的电阻率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半导体的电阻
率随温度的变化较大，可用于制造热敏电阻)。

高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学霸笔记篇三

一、静电的利用

1、根据静电能吸引轻小物体的性质和同种电荷相排斥、异种
电荷相吸引的原理，主要应用有：

静电复印、静电除尘、静电喷漆、静电植绒，静电喷药等。

2、利用高压静电产生的电场，应用有：

静电保鲜、静电灭菌、作物种子处理等。

3、利用静电放电产生的臭氧、无菌消毒等

雷电是自然界发生的大规模静电放电现象，可产生大量的臭
氧，并可以使大气中的氮合成为氨，供给植物营养。

二、静电的防止

静电的主要危害是放电火花，如油罐车运油时，因为油与金
属的振荡摩擦，会产生静电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产生火花
放电，容易引爆燃油，引起事故，所以要用一根铁链拖到地



上，以导走产生的静电。

另外，静电的吸附性会使印染行业的染色出现偏差，也要注
意防止。

2、防止静电的主要途径：

(1)避免产生静电。如在可能情况下选用不容易产生静电的材
料。

(2)避免静电的积累。产生静电要设法导走，如增加空气湿度，
接地等。

高二物理知识点重难点总结梳理五篇分享

高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学霸笔记篇四

1.杂质转化法

欲除去苯中的苯酚，可加入氢氧化钠，使苯酚转化为苯酚钠，
利用苯酚钠易溶于水，使之与苯分开。欲除去na2co3中
的nahco3可用加热的方法。

2.吸收洗涤法

欲除去二氧化碳中混有的少量氯化氢和水，可使混合气体先
通过饱和碳酸氢钠的溶液后，再通过浓硫酸。

3.沉淀过滤法

欲除去硫酸亚铁溶液中混有的少量硫酸铜，加入过量铁粉，
待充分反应后，过滤除去不溶物，达到目的。

4.加热升华法



欲除去碘中的沙子，可用此法。

5.溶剂萃取法

欲除去水中含有的少量溴，可用此法。

6.溶液结晶法(结晶和重结晶)

欲除去硝酸钠溶液中少量的氯化钠，可利用两者的溶解度不
同，降低溶液温度，使硝酸钠结晶析出，得到硝酸钠纯晶。

7.分馏、蒸馏法

欲除去乙醚中少量的酒精，可采用多次蒸馏的方法;将萃取后
的碘单质和苯分离可采用蒸馏法。

8.分液法

欲将密度不同且又互不相溶的液体混合物分离，可采用此法，
如将苯和水分离。

9.渗析法

欲除去胶体中的离子，可采用此法。如除去氢氧化铁胶体中
的氯离子。

10.综合法

欲除去某物质中的杂质，可采用以上各种方法或多种方法综
合运用。

高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学霸笔记篇五

2、热敏电阻和金属热电阻



3、电容式位移传感器

4、力传感器————将力信号转化为电流信号的元件。

5、霍尔元件

霍尔元件是将电磁感应这个磁学量转化为电压这个电学量的
元件。

外部磁场使运动的载流子受到洛伦兹力，在导体板的一侧聚
集，在导体板的另一侧会出现多余的另一种电荷，从而形成
横向电场；横向电场对电子施加与洛伦兹力方向相反的静电
力，当静电力与洛伦兹力达到平衡时，导体板左右两例会形
成稳定的电压，被称为霍尔电势差或霍尔电压。

高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学霸笔记篇六

总结是事后对某一时期、某一项目或某些工作进行回顾和分
析，从而做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
让我们来为自己写一份总结吧。总结你想好怎么写了吗？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二物理磁场的知识点总结，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磁极和磁极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磁场发生的。

电流在周围空间产生磁场，小磁针在该磁场中受到力的作用。
磁极和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通过磁场发生的。

电流和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通过磁场产生的

磁场是存在于磁体、电流和运动电荷周围空间的一种特殊形
态的物质，磁极或电流在自己的周围空间产生磁场，而磁场
的基本性质就是对放入其中的磁极或电流有力的作用。



1.罗兰实验

正电荷随绝缘橡胶圆盘高速旋转，发现小磁针发生偏转，说
明运动的电荷产生了磁场，小磁针受到磁场力的作用而发生
偏转。

2.安培分子电流假说

法国学者安培提出，在原子、分子等物质微粒内部，存在一
种环形电流-分子电流，分子电流使每个物质微粒都成为微小
的磁体，它的两侧相当于两个磁极。安培是最早揭示磁现象
的电本质的。

一根未被磁化的`铁棒，各分子电流的取向是杂乱无章的，它
们的磁场互相抵消，对外不显磁性;当铁棒被磁化后各分子电
流的取向大致相同，两端对外显示较强的磁性，形成磁极;注
意，当磁体受到高温或猛烈敲击会失去磁性。

3.磁现象的电本质

运动的电荷(电流)产生磁场，磁场对运动电荷(电流)有磁场
力的作用，所有的磁现象都可以归结为运动电荷(电流)通过
磁场而发生相互作用。

规定：在磁场中任意一点小磁针北极受力的方向亦即小磁针
静止时北极所指的方向就是那一点的磁场方向。

1.磁感线的概念：在磁场中画出一系列有方向的曲线，在这
些曲线上，每一点切线方向都跟该点磁场方向一致。

2.磁感线的特点

(1)在磁体外部磁感线由n极到s极，在磁体内部磁感线由s极
到n极



(2)磁感线是闭合曲线

(3)磁感线不相交

(4)磁感线的疏密程度反映磁场的强弱，磁感线越密的地方磁
场越强

3.几种典型磁场的磁感线

(1)条形磁铁

(2)通电直导线

b.其磁感线是内密外疏的同心圆

(3)环形电流磁场

a.安培定则：让右手弯曲的四指和环形电流的方向一致，伸
直的大拇指的方向就是环形导线中心轴线的磁感线方向。

b.所有磁感线都通过内部，内密外疏

(4)通电螺线管

b. 通电螺线管的磁场相当于条形磁铁的磁场

1.定义：在磁场中垂直于磁场方向的通电直导线，所受的磁
场力跟电流i和导线长度l的乘积il的比值叫做通电导线处的磁
感应强度。

2.定义式：

3.单位：特斯拉(t)， 1t=1n/a.m



4.磁感应强度是矢量，其方向就是对应处磁场方向。

5.物理意义： 磁感应强度是反映磁场本身力学性质的物理量，
与检验通电直导线的电流强度的大小、导线的长短等因素无
关。

6.磁感应强度的大小可用磁感线的疏密程度来表示，规定：
在垂直于磁场方向的1m2面积上的磁感线条数跟那里的磁感
应强度一致。

7.匀强磁场

(1) 磁感应强度的大小和方向处处相等的磁场叫匀强磁场

(2) 匀强磁场的磁感线是均匀且平行的一组直线。

1.定义：磁感应强度b与面积s的乘积，叫做穿过这个面的磁
通量。

2.定义式：=b =bsco

3.单位：韦伯(wb)

4.物理意义：表示穿过磁场中某个面的磁感线条数。

5.b=/s，所以磁感应强度也叫磁通密度

1.磁场对电流的作用力叫安培力

2.安培力大小

f=bilsin。

注意：公式只适用于匀强磁场。



3.安培力的方向

安培力的方向可利用左手定则判断

左手定则：伸开左手，使大拇指跟其余四指垂直，并且都跟
手掌在一个平面内，把手放入磁场中，让磁感线垂直穿过手
心，并使伸开的四指指向电流方向，那么拇指方向就是通电
导线在磁场中的受力方向。安培力方向一定垂直于b、i所确定
的平面，即f一定和b、i垂直，但b、i不一定垂直。

高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学霸笔记篇七

一、生物的特征：

1、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2、生物能进行呼吸3、生物能排出体
内产生的废物4、生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5、生物能生长
和繁殖6、由细胞构成(病毒除外)

二、调查的一般方法

三、生物的分类

按照形态结构分：动物、植物、其他生物

按照生活环境分：陆生生物、水生生物

按照用途分：作物、家禽、家畜、宠物

四、生物圈是所有生物的家

1、生物圈的范围：大气圈的底部：可飞翔的鸟类、昆虫、细
菌等

水圈的大部：距海平面150米内的水层



岩石圈的表面：是一切陆生生物的“立足点”

3、环境对生物的影响

(1)非生物因素对生物的.影响：光、水分、温度等

【光对鼠妇生活影响的实验】

探究的过程、对照实验的设计

(2)生物因素对生物的影响：

最常见的是捕食关系，还有竞争关系、合作关系

4、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p19的例子

5、生态系统的概念：在一定地域内，生物与环境所形成的统
一整体叫生态系统。一片森林，一块农田，一片草原，一个
湖泊，等都可以看作一个生态系统。

6、生态系统的组成：

生物部分：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

非生物部分：阳光、水、空气、温度

7、如果将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中的所有生物分别称重，
在一般情况下数量做大的应该是生产者。

8、植物是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动物是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
细菌和真菌是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

9、物质和能量沿着食物链和食物网流动的。



营养级越高，生物数量越少;营养级越高，有毒物质沿食物链
积累(富集)。

10、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动调节能力。在一般情况下，生
态系统中生物的数量和所占比例是相对稳定的。但这种自动
调节能力有一定限度，超过则会遭到破坏。

11、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有许
多是全球性的。

13、生物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注意ddt的例子(富集)课本26
页。

高二物理知识点总结学霸笔记篇八

一、能源的分类

(1)可再生能源(举例水能、风能、生物能、潮汐能、太阳
能);

(2)非可再生能源(举例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和核
能)。

二、资源开发条件

1、资源状况——煤炭资源丰富，开采条件好

(1)储量丰富

(2)分布范围广，40%的土地下都有煤田分布

(3)煤种齐全，十大煤种都有分布

(4)煤质优良，低灰、低硫、低磷、发热量高



(5)开采条件好，多为中厚煤层，埋藏浅

2、市场——广阔

(1)人口增加和社会经济发展使我国对能源的需求进一步增
加;

(2)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

3、交通条件——位置适中，交通比较便利

北中南三条运煤铁路分别是大秦线、神黄线、焦日线。

三、能源基地建设

1、扩大煤炭开采量

2、提高晋煤外运能力，以铁路为主，公路为辅

3、加强煤炭的加工转换：一是建设坑口电站，变输煤为输
电;二是发展炼焦业。

四、能源的综合利用

1、存在的问题——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效益低下、生态环境
问题严重

3、能源综合利用的结果：

(1)山西省产业结构由以煤炭开采业为主的单一结构转变为以
能源、冶金、化工、建材为主的多元结构。

(2)原料工业逐步超过采掘工业而占到主体地位。

(3)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五、环境的保护与治理

1、提高煤的利用技术：推动以洁净煤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
的发展。

2、调整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是生态环境问
题根源所在：

(1)对原有重化工业进行调整，使产品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方
向发展;

(2)大力发展农业、轻纺工业、高技术产业和旅游业。

3、“三废”的治理：

(1)废渣：回收再利用

(2)废气：消烟除尘，营造防风林带

(3)废水：沉淀净化

第二节河流的综合开发——以美国田纳西河流域为例

一、流域开发的自然背景——决定了河流的利用方式和流域
的开发方向

1、河流概况：密西西比河的二级支流，发源阿巴拉契亚山西
坡，在肯塔基市注入俄亥俄河。

2、开发注意：

(1)山地：河流的发源地，保护好植被生态

(2)河谷平原：人类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是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点



(3)河流：流域中开发利用的主要部分，注意水资源的合理分
配和水质的保护

3、自然背景：

(1)地形：多山，起伏大，水力资源丰富，河流航运作用十分
突出;

(2)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富，冬末春初降水多，夏秋降水
相对较少;

(3)水文：支流众多，水量丰富，河流落差大，水量不稳定;

(4)矿产：煤铁铜等丰富。

二、流域的早期开发及其后果

1、18世纪下半叶：农业发达，人口较少，对自然环境影响不
大。

2、19世纪后期：人口激增，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带来土
地退化;植被破坏;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与社会问题。

3、20世纪30年代初：田纳西河流域成为美国最贫困的地区之
一。

三、流域的综合开发

1、开发的核心：河流的梯级开发——修建水坝。

2、水坝的功能：防洪、灌溉、航运、发电、旅游、养殖等。

3、开发项目：防洪、航运、发电、提高水质、旅游、土地利
用。



4、成效：根治了洪灾，农林牧渔业、工业、旅游业得到迅速
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的统一。

5、田纳西河两岸形成“工业走廊”的原因：大规模的水电和
核电使田纳西河流域成为全国的电力供应基地;流域内炼铝、
化学等高耗能工业的发展。

高二物理知识点精选整合

一、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
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做状态为止。

1、只有当物体所受合外力为零时，物体才能处于静止或匀速
直线运动状态;

2、力是该变物体速度的原因;

3、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物体的速度不变，其运动
状态就不变)

4、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原因;

二、惯性：物体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的性质叫惯性。

1、一切物体都有惯性;

2、惯性的大小由物体的质量决定;

3、惯性是描述物体运动状态改变难易的物理量;

三、牛顿第二定律：物体的加速度跟所受的合外力成正比，
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跟物体所受合外力的方
向相同。



1、数学表达式：a=f合/m;

2、加速度随力的产生而产生、变化而变化、消失而消失;

3、当物体所受力的方向和运动方向一致时，物体加速;当物
体所受力的方向和运动方向相反时，物体减速。

4、力的单位牛顿的定义：使质量为1kg的物体产生1m/s2加
速度的力，叫1n;

四、牛顿第三定律：物体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总是等大、反
向、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的;

1、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同时产生、同时变化、同时消失;

2、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与平衡力的根本区别是作用力和反作用
力作用在两个相互作用的物体上，平衡力作用在同一物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