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一物理必修知识点梳理 高一物理
必修一知识点总结(汇总8篇)

每个人的行动都能造就一个美好的环境，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的环保成果吧。编写环保标语时，要注意保持标语的原
创性和独特性，避免使用陈词滥调和老套的句式。环保标语3：
节约资源，建设环保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高一物理必修知识点梳理篇一

1.内容标准

(1)通过史实，初步了解近代实验科学产生的背景，认识实验
对物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例1 了解亚里士多德 关于力与运动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

例2 了解伽利略 的实验研究工作，认识伽利略有关实验的
科学思想和方法 。

(2)通过对质点 的认识，了解物理学研究中物理模型的特点，
体会物理模型在探索自然规律中的作用。

例3 认识在哪些情况下，可以把物体看成质点。

(3)经历匀变速直线运动 的实验研究过程，理解位移、速度
和加速度，了解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体会实验在发现自
然规律中的作用。

例4 用打点计时器 、频闪照相或其他实验方法研究匀变速
直线运动。

例5 通过史实，了解伽利略研究自由落体运动 所用的实验



和推理方法。

(4)能用公式和图像描述 匀变速直线运动，体会数学在研究
物理问题中的重要性。

2.活动建议

(1)通过实验研究质量相同、大小不同的物体在空气中下落的
情况，从中了解空气对落体运动的影响。

(2)通过查找资料等方式，了解并讨论伽利略对物体运动的研
究在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上的重大意义。

(二)相互作用与运动规律

1.内容标准

(1)通过实验认识滑动摩擦 、静摩擦 的规律，能用动摩擦
因数 计算摩擦力。

(2)知道常见的形变，通过实验了解物体的弹性，知道胡克定
律 。

例1 调查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所用弹簧的形状及使用目的(如获
得弹力或减缓振动等)。

例2 制作一个简易弹簧秤 ，用胡克定律解释其工作原理。

(3)通过实验，理解力的合成与分解，知道共点力的平衡条件，
区分矢量与标量，用力的合成与分解分析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例3 研究两个大小相等的共点力在不同夹角时的合力大小。

(4)通过实验，探究加速度与物体质量、物体受力的关系。理
解牛顿运动定律 ，用牛顿运动定律解释生活中的有关问题。



通过实验认识超重和失重现象。

例4 通过实验测量加速度、力、质量，分别作出表示加速度
与力、加速度与质量的关系的图像，根据图像写出加速度与
力、质量的关系式。体会探究过程中所用的科学方法 。

例5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说明物体所受的重力与质量的关系。

(5)认识单位制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意义。知道国际单位制中的
力学单位。

例6 在等式 中给定k= 1，从而定义力的单位。

2.活动建议

(1)调查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利用静摩擦 的事例。

(2)通过各种活动，例如乘坐电梯、到游乐场乘坐过山车等，
了解和体验失重与超重。

(3)根据牛顿第二定律，设计一种能显示加速度大小的装置。

(4)通过听讲座、看录像等活动，了解宇航员的生活，了解在
人造卫星上进行微重力 条件下的实验，尝试设计一种在人
造卫星或宇宙飞船上进行微重力条件下的实验方案。

高一物理必修知识点梳理篇二

各位领导、来宾，青少年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欢迎各位来到文化公园参加“广州市第五届青少年书法大
赛”，我代表文化公园对各位参赛选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



心的祝贺。

大家知道，文化公园是一个在书法方面有着优良传统的宣传
阵地，多年来在这里举办各种各样的书法展览、名家挥毫、
雅集交流等活动，宣传书法文化，培育书法氛围，为弘扬书
法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文化公园在书法文化的传
承上也做着大量的工作。从20**年开始，文化公园就举办了
一系列针对青少年的文化艺术活动，包括“广州市青少年书
法大赛”、“广州市青少年绘画大赛”等。这些活动为青少
年朋友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让他们在提高自己艺术
造诣的过程中，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经过5年多的发展，“广州市青少年书法大赛”已成为青少年
书法爱好者交流书艺、施展才华的重要舞台，特色越来越鲜
明，品牌越来越响亮，有效地搭建起广州青少年书法沟通和
交流的桥梁。在本届大赛中，文化公园更和广州市教育局、
广州市书法家协会携手，将大赛带上更高台阶，使得参赛人
数和水平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其中参赛人数超过700人，是有
史以来最高的一届。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在市教育局
的领导和市书协的指导下，在文化公园的努力下，“广州市
青少年书法大赛”必将取得更大发展。

最后，我代表主办单位对为这次大赛活动给予大力支持的市、
区少年宫、各区的中小学校、书法培训学校、家长以及青少
年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大家！

二o**年八月八日

[高一物理必修二知识点总结]



高一物理必修知识点梳理篇三

1、质点

2、参考系

3、坐标系

4、时刻和时间间隔

5、路程：物体运动轨迹的长度

6、位移：表示物体位置的变动。可用从起点到末点的有向线
段来表示，是矢量。位移的大小小于或等于路程。

7、速度：

物理意义：表示物体位置变化的快慢程度。

分类平均速度：方向与位移方向相同

瞬时速度：

与速率的区别和联系速度是矢量，而速率是标量

平均速度=位移/时间，平均速率=路程/时间

瞬｛｝时速度的大小等于瞬时速率

8、加速度

物理意义：表示物体速度变化的快慢程度

定义：（即等于速度的变化率）



方向：与速度变化量的方向相同，与速度的方向不确定。
（或与合力的方向相同）

1、x—t图象（即位移图象）

（1）、纵截距表示物体的初始位置。

（2）、倾斜直线表示物体作匀变速直线运动，水平直线表示
物体静止，曲线表示物体作变速直线运动。

（3）、斜率表示速度。斜率的绝对值表示速度的大小，斜率
的正负表示速度的方向。

2、v—t图象（速度图象）

（1）、纵截距表示物体的初速度。

（2）、倾斜直线表示物体作匀变速直线运动，水平直线表示
物体作匀速直线运动，曲线表示物体作变加速直线运动（加
速度大小发生变化）。

（3）、纵坐标表示速度。纵坐标的绝对值表示速度的大小，
纵坐标的正负表示速度的方向。

（4）、斜率表示加速度。斜率的绝对值表示加速度的大小，
斜率的正负表示加速度的方向。

（5）、面积表示位移。横轴上方的面积表示正位移，横轴下
方的面积表示负位移。

1、两种打点即使器的异同点

2、纸带分析；



（1）、从纸带上可直接判断时间间隔，用刻度尺可以测量位
移。

（2）、可计算出经过某点的瞬时速度

（3）、可计算出加速度

高一物理必修知识点梳理篇四

认识形变

1、物体形状回体积发生变化简称形变。

2、分类：按形式分：压缩形变、拉伸形变、弯曲形变、扭曲
形变。

按效果分：弹性形变、塑性形变

3、弹力有无的判断：1)定义法（产生条件）

2)搬移法：假设其中某一个弹力不存在，然后分析其状态是
否有变化。

3)假设法：假设其中某一个弹力存在，然后分析其状态是否
有变化。

弹性与弹性限度

1、物体具有恢复原状的性质称为弹性。

2、撤去外力后，物体能完全恢复原状的形变，称为弹性形变。

3、如果外力过大，撤去外力后，物体的形状不能完全恢复，
这种现象为超过了物体的弹性限度，发生了塑性形变。



探究弹力

1、产生形变的物体由于要恢复原状，会对与它接触的物体产
生力的作用，这种力称为弹力。

2、弹力方向垂直于两物体的接触面，与引起形变的外力方向
相反，与恢复方向相同。

绳子弹力沿绳的收缩方向；铰链弹力沿杆方向；硬杆弹力可
不沿杆方向。

弹力的作用线总是通过两物体的接触点并沿其接触点公共切
面的垂直方向。

3、在弹性限度内，弹簧弹力f的大小与弹簧的伸长或缩短量x
成正比，即胡克定律。

f=kx

4、上式的k称为弹簧的劲度系数（倔强系数），反映了弹簧
发生形变的难易程度。

5、弹簧的串、并联：串联：1/k=1/k1+1/k2并联：k=k1+k2

高一物理必修知识点梳理篇五

在处理力的合成和分解的复杂问题上的一种简便的方法：正
交分解法。

正交分解法：是把力沿着两个选定的互相垂直的方向分解，
其目的是便于运用普通代数运算公式来解决矢量的运算。

力的正交分解法步骤如下：



(1)正确选定直角坐标系。通常选共点力的作用点为坐标原点，
坐标轴方向的选择则应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原则是使坐标
轴与尽可能多的力重合，即是使需要向两坐标轴分解的力尽
可能少。

(2)分别将各个力投影到坐标轴上。分别求x轴和y轴上各力的
投影合力fx和fy，其中：

fx=f1x+f2x+f3x+…… ;fy=f1y+f2y+f3y+……

1、加速度a与速度v的关系符合下式：v==at，t为时间变量，

我们有a==v/t

表明，加速度a，就是速度v在单位时间内的平均变化率。

2、v==at是一个直线方程，它相当于数学上的y=kx(v相当于y，
t相当于x，a相当于k)

数学知识指出，k是特定直线y=kx的斜率，

直线斜率有如下性质：

(1)不同直线(彼此不平行)的斜率，数值不等

(2)同一直线上斜率的数值，处处相等(与y和x的数值无关)

(3)直线斜率的数值，可以通过y和x的数值来求算：

k==y/x

(4)虽然k==y/x，但是，y==0，x==0，k不为零。

仿此，



(1)不同运动的加速度，数值不等

(2)同一运动的加速度数值，处处相等(与v和t的数值无关)

(3)运动的加速度数值，可以通过v和t的数值来求算：

==v/t

(4)虽然a==v/t，但是v==0(由静止开始云动)，t==0，但a不为
零。

变加速运动中加速度减小速度当然是增大了，只有加速度的
方向与速度方向一致那么速度就是增加的，与加速度大小没
有关系，例如从一个半圆形轨道上滑下的一个木块，它沿水
平方向的加速度是减小的，但速度是增加的。

加速度在与速度方向在同一条直线上时才改变速度的大小，

有加速度那么速度就得改变，如果想让速度大小不变，那么
就得让它的方向改变，如匀速圆周运动，加速度的大小不变
且不为0，速度方向不断改变但大小不变。

刹车方面应用题:汽车以15米每秒的速度行驶,司机发现前方
有危险,在0.8s之后才能作出反应,马上制动,这个时间称为反
应时间.若汽车刹车时能产生最大加速度为5米每二次方秒,从
汽车司机发现前方有危险马上制动刹车到汽车完全停下来,汽
车所通过的距离叫刹车距离.问该汽车的刹车距离为多少?(最
好附些过程,谢谢)

15米/秒加速度是5米/二次方秒那么停止需要3秒钟

3秒通过的路程是s=15-3-1/2-5-3^2=22.5

反应时间是0.8秒 s=0.8-15=12



总的距离就是22.5+12=34.5

原先“直线运动”是放在“力”之后的，在力这一章先讲矢
量及其算法，然后是利用矢量运算法则学习力的计算。现在
倒过来了。建议你还是先学一下这这章内容。

要理解“加速度”，首先要理解“位移”和“速度”概念，
位移就是物体运动前后位置的变化，即由开始位置指向结束
位置的矢量。

速度就是物体位移(物体位置的变化量)与物体运动所用时间
的比值，如果物体不是匀速运动(叫变速运动)，速度就又有
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之分，平均速度就是作变速运动的物体
在某段时间内(或某段位移上)，位移与时间的比值;瞬时速度
就是物体在某一点或某一时刻的速度。

加速度就是物体速度的变化量与物体速度变化所用时间的比
值，如果物体不是匀加速运动(叫变加速运动)，加速度就又
有瞬时加速度和平均加速度之分，平均加速度就是作变速运
动的物体在某段时间内(或某段位移上)，速度变化量与时间
的比值;瞬时加速度就是物体在某一点或某一时刻的加速度。

高一物理必修知识点梳理篇六

1、质点：

（1）没有形状、大小且有质量的点

（2）质点是一个理想化模型，实际并不存在

（3）一个物体是否能看成质点并不取决于这个物体的大小，
而是看所研究的问题中物体的形状大小和物体上各部分运动
情况的差异是否为可以忽略的次要因素，要具体问其具体分
析。



2、加速度(a)

（1）加速度的定义:加速度是表示速度改变快慢的物理量，
它等于速度的改变量跟发生这一改变量所用时间的比值，定
义式：

（2）加速度是矢量，它的方向是速度变化的方向

（3）在变速直线运动中，若加速度的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同，
则质点做加速运动；若加速度的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反，则则
质点做减速运动。

（1）表示物体运动快慢的物理量，它等于位移s跟发生这段
位移所用时间t的比值。即v=s/t。速度是矢量，既有大小也有
方向，其方向就是物体运动的方向。在国际单位制中，速度
的单位是(m/s)米/秒。

（2）平均速度是描述作变速运动物体运动快慢的物理量。一
个作变速运动的物体，如果在一段时间t内的位移为s,则我们
定义v=s/t为物体在这段时间（或这段位移）上的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也是矢量，其方向就是物体在这段时间内的位移的
方向。

（3）瞬时速度是指运动物体在某一时刻（或某一位置）的速
度。从物理含义上看，瞬时速度指某一时刻附近极短时间内
的平均速度。瞬时速度的大小叫瞬时速率，简称速率。

4、匀速直线运动(a)

（1）定义：物体在一条直线上运动，如果在相等的时间内位
移相等，这种运动叫做匀速直线运动。

根据匀速直线运动的特点，质点在相等时间内通过的位移相
等，质点在相等时间内通过的路程相等，质点的运动方向相



同，质点在相等时间内的。位移大小和路程相等。

高一物理必修知识点梳理篇七

1.机械运动：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的位置的改变叫做
机械运动，简称运动，它包括平动、转动和振动等形式。

2.参考系：被假定为不动的物体系。

对同一物体的运动，若所选的参考系不同，对其运动的描述
就会不同，通常以地球为参考系研究物体的运动。

3.质点：用来代替物体的有质量的点。它是在研究物体的运
动时，为使问题简化，而引入的理想模型。仅凭物体的大小
不能视为质点的依据，如：公转的地球可视为质点，而比赛
中旋转的乒乓球则不能视为质点。

物体可视为质点主要是以下三种情形：

(1)物体平动时；

(2)物体的位移远远大于物体本身的限度时；

(3)只研究物体的平动，而不考虑其转动效果时。

4.时刻和时间

(1)时刻指的是某一瞬时，是时间轴上的一点，对应于位置、
瞬时速度、动量、动能等状态量，通常说的“2秒末”，“速
度达2m/s时”都是指时刻。

(2)时间是两时刻的间隔，是时间轴上的一段。对应位移、路
程、冲量、功等过程量。通常说的“几秒内”“第几秒内”
均是指时间。



高一物理必修知识点梳理篇八

1.物体形状回体积发生变化简称形变。

2.分类：按形式分：压缩形变、拉伸形变、弯曲形变、扭曲
形变。

按效果分：弹性形变、塑性形变

3.弹力有无的判断：

(1)定义法(产生条件)

(2)搬移法：假设其中某一个弹力不存在，然后分析其状态是
否有变化。

(3)假设法：假设其中某一个弹力存在，然后分析其状态是否
有变化。

弹性与弹性限度

1.物体具有恢复原状的性质称为弹性。

2.撤去外力后，物体能完全恢复原状的形变，称为弹性形变。

3.如果外力过大，撤去外力后，物体的形状不能完全恢复，
这种现象为超过了物体的弹性限度，发生了塑性形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