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三物理知识点难点总结图 高二
会考物理知识点难点归纳总结(通用8篇)
在写考试总结时，需要详细地回忆考试过程中的问题和遇到
的困难，以便总结经验和教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些优秀的军训总结范文，希望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写作的启
发和思路。

高三物理知识点难点总结图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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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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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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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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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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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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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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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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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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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物理知识点难点总结图篇二

1.羟基官能团可能发生反应类型：取代、消去、酯化、氧化、
缩聚、中和反应

正确,取代(醇、酚、羧酸);消去(醇);酯化(醇、羧酸);氧
化(醇、酚);缩聚(醇、酚、羧酸);中和反应(羧酸、酚)

2.最简式为ch2o的有机物：甲酸甲酯、麦芽糖、纤维素



错误,麦芽糖和纤维素都不符合

3.分子式为c5h12o2的二元醇，主链碳原子有3个的结构有2
种

正确

错误,应该是10-4

5.甲烷与氯气在紫外线照射下的反应产物有4种

错误,加上hcl一共5种

6.醇类在一定条件下均能氧化生成醛，醛类在一定条件下均
能氧化生成羧酸

错误,醇类在一定条件下不一定能氧化生成醛，但醛类在一定
条件下均能氧化生成羧酸

4o与c3h8o在浓硫酸作用下脱水，最多可得到7种有机产物

正确,6种醚一种烯

8.分子组成为c5h10的烯烃，其可能结构有5种

正确

9.分子式为c8h14o2，且结构中含有六元碳环的酯类物质共
有7种

正确

10.等质量甲烷、乙烯、乙炔充分燃烧时，所耗用的氧气的量
由多到少



正确,同质量的烃类,h的比例越大燃烧耗氧越多

11.棉花和人造丝的主要成分都是纤维素

正确,棉花、人造丝、人造棉、玻璃纸都是纤维素

12.聚四氟乙烯的化学稳定性较好，其单体是不饱和烃，性质
比较活泼

错误,单体是四氟乙烯,不饱和

13.酯的水解产物只可能是酸和醇;四苯甲烷的一硝基取代物
有3种

错误,酯的水解产物也可能是酸和酚

错误,甲酸的酸酐为:(hco)2o

15.应用取代、加成、还原、氧化等反应类型均可能在有机物
分子中引入羟基

正确,取代(卤代烃),加成(烯烃),还原(醛基),氧化(醛基到酸
也是引入-oh)

高三物理知识点难点总结图篇三

定义：物体对支持物的压力大于物体所受重力的情况叫超重
现象。

产生原因：物体具有竖直向上的加速度。

2.失重现象

定义：物体对支持物的压力(或对悬挂物的拉力)小于物体所



受重力的情况叫失重现象。

产生原因：物体具有竖直向下的加速度。

3.完全失重现象

定义：物体对支持物的压力等于零的情况即与支持物或悬挂
物虽然接触但无相互作用。

产生原因：物体竖直向下的加速度就是重力加速度，即只受
重力作用，不会再与支持物或悬挂物发生作用。是否发生完
全失重现象与运动方向无关，只要物体竖直向下的加速度等
于重力加速度即可。

【超重和失重就是物体的重量增加和减小吗?】

答：不是。

只有在平衡状态下，才能用弹簧秤测出物体的重力，因为此
时弹簧秤对物体的支持力(或拉力)的大小恰等于它的重力。
假若系统在竖直方向有加速度，那么弹簧秤的示数就不等于
物体的重力了，大于mg时叫“超重”小于mg叫“失重”(等
于零时叫“完全失重”)。

注意：物体处于“超重”或“失重”状态，地球作用于物体
的重力始终存在，大小也无变化。发生“超重”或“失重”
现象与物体的速度v方向无关，只取决于物体加速度的方向。在
“完全失重”(a=g)的状态，平常一切由重力产生的物理现象
都会完全消失，比如单摆停摆、浸在水中的物体不受浮力等。

另外，“超重”或“失重”状态还可以从牛顿第二定律的独
立性(是指作用于物体上的每一个力各自产生对应的加速度)
上来解释。上述状态中物体的重力始终存在，大小也无变化，
自然其产生的加速度(通常称为重力加速度g)是不发生变化的，



自然重力不变。

高考物理怎么备考复习

一、知己知彼，百战有备

参加高考，绝对是目标最明确的一次行动，并不是像人生以
后的发展，存在好多未知。高考的你首先需要了解考试要求，
明确考试目标和具体考试要求，这样有目标的学习对复习有
更好的导向功能、调控功能、评价功能和反馈功能。而物理
考题的基本命题趋势是：重基础、查全面、验方法、考能力。

重基础，就是指复习重点仍是考纲中所要求的基本概念、规
律、理论和技能。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高考中的大多数
试题都可以从课本上的例题、习题、总复习题中找到它们
的“影子”。因此，高考复习不要总把眼睛盯在课外题上，
要花力气吃透课本上那些有特色、概念性强、构思新疑和方
法灵活的习题。

查全面，就是指考题覆盖面宽，力学、电学、热、光、核与
实验等等都会全面被考察到，甚至是近代物理一般知识的考
查也都涵括在内。因此，总复习时要系统地把握住物理课本
内容的整体知识结构。

而所谓“验方法”，是指物理高考中要求考生熟练掌握解答
物理问题的基本思维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实验法、分
析法、综合法和基本解题思想，如实验证明的思想、化归的
思想等等。

而关于考能力，是指重在考查考生运用物理知识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总体把握考试要求的前提下，还要弄清
考试内容的结构安排。

二、掌握要领，通过概念看本质



复习物理一定要正确掌握物理概念，因为这些概念要领是对
客观众事物的本质属性的反映，是思维的细胞，是学好物理
的基础。如果概念不清，即使把公式、定理背得滚瓜烂熟，
也不能找到解题的正确途径。比如高考中普遍丢分的问题，
如静摩擦、功能关系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概念没有搞
清楚。

因此，对于每一个概念，必须搞清它的内涵和外延，搞清它
与其他要领的联系和区别，把它纳入的概念体系中去。要站
在全部教材之上，挖掘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些要领需通
过对比的形式，明确它们之间的共性和特性，再如动量和动
能，由于形似，容易混淆，复习时应对比其各自的特征，利用
“相反相成”的原理揭示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有很多物理
量都有其决定式和量度式，可通过进行比较。

三、难题不过多纠结，错题本必不可少

有很多考生，尤其是中等偏上的考生，往往很喜欢攻克哪些
比较难的题目。但是对于大部分高考复习物理的你，一定要
控制难题，多做“错题”，错题本必不可少。迎考复习必须
做一定数量的习题，以巩固知识，培养能力，但其难易程度
与数量应有所控制，成绩优异者可适当做一些难题，一般同
学应少做或不做难题，因为一道难题，往往要消耗我们许多
精力和宝贵的时间。做题不在多，但应达到练一点带全面的
效果。

总体来说，高考物理试题，就涉及的内容可分为重点知识、
一般知识(即方方面面的知识点)、实用知识、学史常识(有关
物理学历史的重要事件、人物、年代等)、量具与实验、方法
与能力等几大类型。而核心是重点知识和方法能力。实用知
识、学史常识和量具实验中的某些内容，一般情况下记住就
行了。

对于较有代表性的知识，像力矩、传动、振动、波动、声、



分子运动论、固液性质、热力学第一定律、静电平衡、伏安
电表量程的扩大、自感现象、交流电、变夺器、电磁振荡、
几何光学、物理光学及核物理中的大部分内容，主要是强调
对其理解和应用。

高三物理知识点难点总结图篇四

1、目的：验证平行四边形法则。

2、器材：方木板一个、白纸一张、弹簧秤两个、橡皮条一根、
细绳套两个、三角板、刻度尺，图钉几个。

3、主要测量：

a、用两个测力计拉细绳套使橡皮条伸长，绳的结点到达某点o。

结点o的位置。

记录两测力计的示数f1、f2。

两测力计所示拉力的方向。

b、用一个测力计重新将结点拉到o点。

记录弹簧秤的拉力大小f及方向。

4、作图：刻度尺、三角板

5、减小误差的方法：

a、测力计使用前要校准零点。

b、方木板应水平放置。



c、弹簧伸长方向和所测拉力方向应一致，并与木板平行。

d、两个分力和合力都应尽可能大些。

e、拉橡皮条的细线要长些，标记两条细线方向的两点要尽可
能远些。

f、两个分力间的夹角不宜过大或过小，一般取600---1200为
宜

1.精选高三物理重点知识点总结三篇

2.最新高三物理知识点总结三篇

3.高三物理知识点整理三篇

5.精选高三物理知识点总结三篇

高三物理知识点难点总结图篇五

研究物理问题时，经常遇到一个物理量随时间的变化，最典
型的是动能定理的表达(所有外力做的功总等于物体动能的增
量)。这时就会出现两个物理量前后时刻相减问题，小伙伴们
往往会随意性地将数值大的减去数值小的，而出现严重错误。

其实物理学规定，任何一个物理量(无论是标量还是矢量)的
变化量、增量还是改变量都是将后来的减去前面的。(矢量满
足矢量三角形法则，标量可以直接用数值相减)结果正的就是
正的，负的就是负的。而不是错误地将“增量”理解增加的
量。显然，减少量与损失量(如能量)就是后来的减去前面的
值。

两物体运动过程中的“追遇”问题



两物体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追击类问题，在高考中很常见，但
考生在这类问题则经常失分。常见的“追遇类”无非分为这
样的九种组合：一个做匀速、匀加速或匀减速运动的物体去
追击另一个可能也做匀速、匀加速或匀减速运动的物体。显
然，两个变速运动特别是其中一个做减速运动的情形比较复
杂。

虽然，“追遇”存在临界条件即距离等值的或速度等值关系，
但一定要考虑到做减速运动的物体在“追遇”前停止的情形。
另外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除利用数学方法外，往往通过相对
运动(即以一个物体作参照物)和作“v-t”图能就得到快捷、明
了地解决，从而既赢得考试时间也拓展了思维。

值得说明的是，最难的传送带问题也可列为“追遇类”。还
有在处理物体在做圆周运动追击问题时，用相对运动方法。
如，两处于不同轨道上的人造卫星，某一时刻相距最近，当
问到何时它们第一次相距最远时，的方法就将一个高轨道的
卫星认为静止，则低轨道卫星就以它们两角速度之差的那个
角速度运动。第一次相距最远时间就等于低轨道卫星以两角
速度之差的那个角速度做半个周运动的时间。

高三物理知识点难点总结图篇六

(1)分子动能：做热运动的分子具有动能，在热现象的研究中，
单个分子的动能是无研究意义的，重要的是分子热运动的平
均动能。温度是物体分子热运动的平均动能的标志。

(2)分子势能：分子间具有由它们的相对位置决定的势能，叫
做分子势能。分子势能随着物体的体积变化而变化。分子间
的作用表现为引力时，分子势能随着分子间的距离增大而增
大。分子间的作用表现为斥力时，分子势能随着分子间距离
增大而减小。对实际气体来说，体积增大，分子势能增加；
体积缩小，分子势能减小。



(3)物体的内能：物体里所有的分子的动能和势能的总和叫做
物体的内能。任何物体都有内能，物体的内能跟物体的温度
和体积有关。

(4)物体的内能和机械能有着本质的区别。物体具有内能的同
时可以具有机械能，也可以不具有机械能。

高三物理知识点难点总结图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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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09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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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物理知识点难点总结图篇八

所谓“动量守恒”，意指“动量保持恒定”。考虑到“动量
改变”的原因是“合外力的冲”所致，所以“动量守恒条
件”的直接表述似乎应该是“合外力的冲量为o”。但在动量守
恒定律的实际表述中，其“动量守恒条件”却是“合外力为。
”。究其原因，实际上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予以解释。

(1)“条件表述”应该针对过程

(2)“条件表述”须精细到状态

‘弹性正碰”的“定量研究”

“弹性正碰”的“碰撞结果”



质量为跳，和m：的小球分别以vl。和跳。的速度发生弹性正碰，
设碰后两球的速度分别为二，和二2，则根据碰撞过程中动量
守恒和弹性碰撞过程中系统始末动能相等的相应规律依次可
得。

“碰撞结果”的“表述结构”

作为“碰撞结果”，碰后两个小球的速度表达式在结构上具
备了如下特征，即：若把任意一个小球的碰后速度表达式中
的下标作“1”与“2”之间的代换，则必将得到另一个小球
的碰后速度表达式。“碰撞结构”在“表述结构”上所具备
的上述特征，其缘由当追溯到“弹性正碰”所遵循的规律表
达的结构特征：在碰撞过程动量守恒和碰撞始末动能相等的
两个方程中，若针对下标作“1”与“2”之间的代换，则方
程不变。

“动量”与“动能”的切入点

“动量”和“动能”都是从动力学角度描述机械运动状态的
参量，若在其间作细致的比对和深人的剖析，则区别是显然
的：动量决定着物体克服相同阻力还能够运动多久，动能决
定着物体克服相同阻力还能够运动多远;动量是以机械运动量
化机械运动，动能则是以机械运动与其他运动的关系量化机
械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