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二物理选修公式整理 高二物理必
修一必考知识点总结(优秀8篇)

条据是一种书面材料，用于记录某些重要事项或交易的发生
和细节。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常常需要使用条据，它有助于
确保事情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确保书信的发送方和接收方都
正确标明，以便追溯和确认身份。在下面，我们为大家分享
一些实用的条据书信写作技巧。

高二物理选修公式整理篇一

1.表示函数关系可以用公式，也可以用图像。图像也是描述
物理规律的重要方法，不仅在力学中，在电磁学中、热学中
也是经常用到的。图像的优点是能够形象、直观地反映出函
数关系。

2.位移和速度都是时间的函数，因此描述物体运动的规律常
用位移一时间图像(s—t图)和速度一时间图像(v一t图)。

3.对于图像要注意理解它的物理意义，即对图像的纵、横轴
表示的是什么物理量，图线的斜率、截距代表什么意义都要
搞清楚。形状完全相同的图线，在不同的图像(坐标轴的物理
量不同)中意义会完全不同。

4.下表是对形状一样的s一t图和v一t图意义上的比较。

高二物理选修公式整理篇二

一、基础知识

(2)点、线、面的位置关系：平面的三个公理、平行的传递性、
等角定理、异面直线的概念、直线与平面的位置关系、平面
与平面的位置关系、线面平行的概念、判定定理、性质定理;



面面平行的概念、判定定理、性质定理;线面垂直的概念、判
定定理、性质定理;面面垂直的概念、判定定理与性质定理;
异面垂直、异面直线所成角、线面角与二面角的概念(不同版
本出现时间略有不同).

(3)直线与圆：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斜率公式、直线的方
程(点斜式、斜截式、一般式、两点式、截距式)、直线与直
线的位置关系(平行、垂直)、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一些公
式(两点间距离公式、中点坐标公式、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平行线间的距离公式);圆的标准方程与一般方程、直线与圆
的位置关系、圆与圆的位置关系.

常用的拓展知识与结论有：截距坐标公式、面积坐标公式、
圆上一点的切线方程;圆外一点的切点弦方程;直线系与圆系
的相关知识等.

想不起来，或者不太清楚这些概念与定理的，赶快翻翻教材
和笔记吧.

二、重难点与易错点

重难点与易错点部分配合必考题型使用，做完必考题型后会
对重难点与易错部分部分有更深入的理解.

(1)多面体的体积转化及点面距离的求法;

(2)较复杂的三视图;

(3)球与其它几何体的组合;

(4)平行与垂直的证明;

(5)立体几何中的动态问题.

(6)直线方程的选择与求解，特别要注意斜率不存在的直线;



(7)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问题;

(8)直线系相关的问题.

高二物理选修公式整理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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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物理选修公式整理篇四

1.力的本质

(1)力的物质性：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提到力必然涉及到
两个物体一—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力不能离开物体而独立
存在。有力时物体不一定接触。

(2)力的相互性：力是成对出现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同时存
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等大、反向、共线，属同性质的
力、分别作用在两个物体上，作用效果不能抵消.

(3)力的矢量性：力有大小、方向，对于同一直线上的矢量运
算，用正负号表示同一直线上的两个方向，使矢量运算简化
为代数运算;这时符号只表示力的方向，不代表力的大小。

(4)力作用的独立性：几个力作用在同一物体上，每个力对物
体的作用效果均不会因其它力的存在而受到影响，这就是力
的独立作用原理。

2.力的作用效果

力对物体作用有两种效果：一是使物体发生形变_，二是改变
物体的运动状态。这两种效果可各自独立产生，也可能同时
产生。通过力的效果可检验力的存在。

3.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



完整表述一个力时，三要素缺一不可。当两个力f1、f2的大小、
方向均相同时，我们说f1=f2，但是当他们作用在不同物体上
或作用在同一物体上的不同点时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

力的大小可用弹簧秤测量，也可通过定理、定律计算，在国
际单位制中，力的单位是牛顿，符号是n。

4.力的图示和力的示意图

(1)力的图示：用一条有向线段表示力的方法叫力的图示，用
带有标度的线段长短表示大小，用箭头指向表示方向，作用
点用线段的起点表示。

(2)力的示意图：不需画出力的标度，只用一带箭头的线段示
意出力的大小和方向。

5.力的分类

(1)性质力：由力的性质命名的力。如;重力、弹力、摩擦力、
电场力、磁场力、分子力等。

(2)效果力：由力的作用效果命名的力。如：拉力、压力、支
持力、张力、下滑力、分力：合力、动力、阻力、冲力、向
心力、回复力等。

6.重力

(1).重力的产生：

重力是由于地球的吸收而产生的,重力的施力物体是地球。

(2).重力的大小：

1)由g=mg计算，g为重力加速度，通常在地球表面附近，g



取9.8米/秒2，表示质量是1千克的物体受到的重力是9.8牛顿。

2)由弹簧秤测量：物体静止时弹簧秤的示数为重力大小。

(3).重力的方向：

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的，即与水平面垂直，不一定指向
地心.重力是矢量。

(4).重力的作用点——重心

1)物体的各部分都受重力作用，效果上,认为各部分受到的重
力作用都集中于一点，这

个点就是重力的作用点，叫做物体的重心。

2)重心跟物体的质量分布、物体的形状有关，重心不一定在
物体上。质量分布均匀、形状规则的物体其重心在物体的几
何中心上。

(5).重力和万有引力

重力是地球对物体万有引力的一个分力，万有引力的另一个
分力提供物体随地球自转的向心力，同一物体在地球上不同
纬度处的向心力大小不同，但由此引起的重力变化不大，一
般情况可近似认为重力等于万有引力，即：mg=gmm/r2。除
两极和赤道外，重力的方向并不指向地心。

高二物理选修公式整理篇五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高二变化的大背景，便是文理分科(或七选三)。在对各个学
科都有了初步了解后，学生们需要对自己未来的发展科目有



所选择、有所侧重。这可谓是学生们第一次完全自己把握、
风险未知的主动选择。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高二会考物
理知识点总结大全，以供大家参考!

直线运动

一、机械运动：一物体相对其它物体的位置变化，叫机械运
动;

1、参考系：为研究物体运动假定不动的物体;又名参照物(参
照物不一定静止);

2、质点：只考虑物体的质量、不考虑其大小、形状的物体;

(1)质点是一理想化模型;

(2)把物体视为质点的条件：物体的形状、大小相对所研究对
象小的可忽略不计时;

如：研究地球绕太阳运动，火车从北京到上海;

3、时刻、时间间隔：在表示时间的数轴上，时刻是一点、时
间间隔是一线段;

如：5点正、9点、7点30是时刻，45分钟、3小时是时间间隔;

(1)位移为零、路程不一定为零;路程为零，位移一定为零;

(2)只有当质点作单向直线运动时，质点的位移才等于路程;

(3)位移的国际单位是米，用m表示

5、位移时间图象：建立一直角坐标系，横轴表示时间，纵轴
表示位移;



(1)匀速直线运动的位移图像是一条与横轴平行的直线;

(2)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图像是一条倾斜直线;

(3)位移图像与横轴夹角的正切值表示速度;夹角越大，速度
越大;

6、速度是表示质点运动快慢的物理量;

(1)物体在某一瞬间的速度较瞬时速度;物体在某一段时间的
速度叫平均速度;

(2)速率只表示速度的大小，是标量;

7、加速度：是描述物体速度变化快慢的物理量;

(1)加速度的定义式：a=vt-v0/t

(2)加速度的大小与物体速度大小无关;

(3)速度大加速度不一定大;速度为零加速度不一定为零;加速
度为零速度不一定为零;

(5)加速度是矢量，加速度的方向和速度变化方向相同;

(6)加速度的国际单位是m/s2

一、传感器的及其工作原理

1、有一些元件它能够感受诸如力、温度、光、声、化学成分
等非电学量,并能把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为电压、电流等
电学量,或转换为电路的通断.我们把这种元件叫做传感器.它
的优点是：把非电学量转换为电学量以后,就可以很方便地进
行测量、传输、处理和控制了.



2、光敏电阻在光照射下电阻变化的原因：有些物质,例如硫
化镉,是一种半导体材料,无光照时,载流子极少,导电性能不
好;随着光照的增强,载流子增多,导电性变好.光照越强,光敏
电阻阻值越小.

3、金属导体的电阻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热敏电阻的阻值随
温度的升高而减小,且阻值随温度变化非常明显.

金属热电阻与热敏电阻都能够把温度这个热学量转换为电阻
这个电学量,金属热电阻的化学稳定性好,测温范围大,但灵敏
度较差.

二、传感器的应用(一)

1.光敏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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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传感器的应用(二)



1.传感器应用的一般模式

2.传感器应用：

力传感器的应用——电子秤

声传感器的应用——话筒

温度传感器的应用——电熨斗、电饭锅、测温仪

光传感器的应用——鼠标器、火灾报警器

四、传感器的应用实例：

1、光控开关

2、温度报警器

五、传感器定义

国家标准gb7665-87对传感器下的定义是：“能感受规定的
被测量件并按照一定的规律(数学函数法则)转换成可用信号
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

中国物联网校企联盟认为，传感器的存在和发展，让物体有
了触觉、味觉和嗅觉等感官，让物体慢慢变得活了起来。”

“传感器”在新韦式大词典中定义为：“从一个系统接受功
率，通常以另一种形式将功率送到第二个系统中的器件”。

六、主要作用

人们为了从外界获取信息，必须借助于感觉器官。

而单靠人们自身的感觉器官，在研究自然现象和规律以及生



产活动中它们的功能就远远不够了。为适应这种情况，就需
要传感器。因此可以说，传感器是人类五官的延长，又称之
为电五官。

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世界开始进入信息时代。在利用信息的
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获取准确可靠的信息，而传感
器是获取自然和生产领域中信息的主要途径与手段。

在现代工业生产尤其是自动化生产过程中，要用各种传感器
来监视和控制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参数，使设备工作在正常状
态或状态，并使产品达到的质量。因此可以说，没有众多的
优良的传感器，现代化生产也就失去了基础。

在基础学科研究中，传感器更具有突出的地位。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进入了许多新领域：例如在宏观上要观察上千光
年的茫茫宇宙，微观上要观察小到fm的粒子世界，纵向上要
观察长达数十万年的天体演化，短到s的瞬间反应。此外，还
出现了对深化物质认识、开拓新能源、新材料等具有重要作
用的各种极端技术研究，如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超高
真空、超强磁场、超弱磁场等等。显然，要获取大量人类感
官无法直接获取的信息，没有相适应的传感器是不可能的。
许多基础科学研究的障碍，首先就在于对象信息的获取存在
困难，而一些新机理和高灵敏度的检测传感器的出现，往往
会导致该领域内的突破。一些传感器的发展，往往是一些边
缘学科开发的先驱。

传感器早已渗透到诸如工业生产、宇宙开发、海洋探测、环
境保护、资源调查、医学诊断、生物工程、甚至文物保护等
等极其之泛的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茫茫的太空，到
浩瀚的海洋，以至各种复杂的工程系统，几乎每一个现代化
项目，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由此可见，传感器技术在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重
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这一领域的发



展。相信不久的将来，传感器技术将会出现一个飞跃，达到
与其重要地位相称的新水平。

1.可逆过程与不可逆过程

一个热力学系统，从某一状态出发，经过某一过程达到另一
状态。若存在另一过程，能使系统与外界完全复原(即系统回
到原来的状态，同时消除了原来过程对外界的一切影响)，则
原来的过程称为“可逆过程”。反之，如果用任何方法都不
可能使系统和外界完全复原，则称之为“不可逆过程”。

可逆过程是一种理想化的抽象，严格来讲现实中并不存在(但
它在理论上、计算上有着重要意义)。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
热现象有关的实际宏观过程都是不可逆过程。

2.对于开氏与克氏的两种表述的分析

克氏表述指出：热传导过程是不可逆的。开氏表述指出：功
变热(确切地说，是机械能转化为内能)的过程是不可逆的。

两种表述其实质就是分别挑选了一种典型的不可逆过程，指
出它所产生的效果不论用什么方法也不可能使系统完全恢复
原状，而不引起其他变化。

请注意加着重号的语句：“而不引起其他变化”。比如，制
冷机(如电冰箱)可以将热量q由低温t2处(冰箱内)向高温t1
处(冰箱外的外界)传递，但此时外界对制冷机做了电功w而引
起了变化，并且高温物体也多吸收了热量q(这是电能转化而
来的)。这与克氏表述并不矛盾。

3.不可逆过程的几个典型例子

例1(理想气体向真空自由膨胀)如图1所示，容器被中间的隔
板分为体积相等的两部分：a部分盛有理想气体，b部分为真空。



现抽掉隔板，则气体就会自由膨胀而充满整个容器。

例2(两种理想气体的扩散混合)如图2所示，两种理想气体c
和d被隔板隔开，具有相同的温度和压强。当中间的隔板抽去
后，两种气体发生扩散而混合。

例3焦耳的热功当量实验。

这是一个不可逆过程。在实验中，重物下降带动叶片转动而
对水做功，使水的内能增加。但是，我们不可能造出这样一
个机器：在其循环动作中把一重物升高而同时使水冷却而不
引起外界变化。由此即可得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普朗克表
述”。

再如焦耳-汤姆生(开尔文)多孔塞实验中的节流过程和各种爆
炸过程等都是不可逆过程。

4.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实质

对上面所列举的不可逆过程以及自然界中其他不可逆过程，
我们完全能够由某一过程的不可逆性证明出另一过程的不可
逆性，即自然界中的各种不可逆过程都是互相关联的。我们
可以选取任一个不可逆过程作为表述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基础。
因此，热力学第二定律就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但不论具体的表达方式如何，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实质在于指
出：一切与热现象有关的实际宏观过程都是不可逆的，并指
出这些过程自发进行的方向。

;

高二物理选修公式整理篇六



1.无线电波的发射

师：请同学们讨论，在普通lc振荡电路中能否有效地发射电
磁波?

学生讨论。

师：有效地发射电磁波的条件是什么?

学生阅读教材有关内容。

师生总结：要有效地向外发射电磁波，振荡电路要满足如下
条件：

(1)要有足够高的振荡频率。

(2)振荡电路的电场和磁场必须分散到尽可能大的空间，才能
有效地把电磁场的能量传播出去。

引导学生讨论：如何改造普通的lc振荡电路，才能使它能够
有效地发射电磁波?

师生一起讨论后，引出开放电路的概念。将闭合电路变成开
放电路就可以有效地把电磁波发射出去。

如图所示，是由闭合电路变成开放电路的示意图。

师：无线电波是由开放电路发射出去的。

讲解：在实际应用中常把开放电路的下端跟地连接。跟地连
接的导线叫做地线。线圈上部接到比较高的导线上，这条导
线叫做天线。天线和地线形成了一个敞开的电容器，电磁波
就是由这样的开放电路发射出去的。电视发射塔要建得很高，
是为了使电磁波发射得较远。实际发射无线电波的装置中还



需在开放电路旁加一个振荡器电路与之耦合，如图所示。

振荡器电路产生的高频率振荡电流通过l2与l1的互感作用，
使l1也产生同频率的振荡电流，振荡电流在开放电路中激发
出无线电波，向四周发射.

讲解：在电磁波发射技术中，如果把这种电信号加到高频等
幅振荡电流上，那么，载有信号的高频振荡电流产生的电磁
波就载着要传送的信号一起发射出去。把要传递的信号加到
高频等幅振荡电流上，使电磁波随各种信号而改变的技术叫
做调制。

进行调制的装置叫做调制器。要传递的电信号叫做调制信号。

使高频振荡电流的振幅随调制信号而改变叫做调幅(am)。

使高频振荡电流的频率随调制信号而改变叫做调频(fm)。

右图是调幅装置的示意图.接在振荡器和线圈之间的话筒就是
一个最简单的调制器，由声源发出的声音振动使话筒里的碳
粒发生时松时紧的变化，它的电阻也发生时大时小的变化。
所以，虽然振荡器产生的是高频等幅振荡电流，但是线圈通
过的却是随声音而改变的高频调幅电流.由于线圈的互感作用，
从开放电路中发射的也是这种高频调幅电流。这种电磁波叫
调幅波。(多媒体演示：调幅波)

(用示波器观察调幅波形)

2.无线电波的接收

师：处在电磁波传播空间中的导体，会产生感应电流，导作
中感应电流的频率与激起它的电磁波频率相同，因此，利用
放在电磁波传播空间中的导体，就可以接收到电磁波，这样
的导体就是接收天线。



在无线电技术中，用天线和地线组成的接收电路来接收电磁
波。

讲解：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无线电台、电视台以及各种无线
电通讯设备，它们不断地向空中发射不同频率的电磁波，这
些电磁波强弱不等地弥漫在我们周围。如果不加选择地把它
们都接收下来，那必然是信号一片混乱，分辨不清，达不到
我们传递信息的目的。所以，接收电磁波时，首先要从诸多
的电磁波中把我们需要的选出来，通常叫做选台。这就要设
法使我们需要的电磁波在接收天线中激起的感应电流最强。
在无线电技术里，是利用电谐振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当接收
电路的固有频率跟接收到的电磁波的频率相同时，接收电路
中产生的振荡电流最强。这种现象叫做电谐振，相当于机械
振动中的共振。

(用示波器观察电谐振波形)

师：接收电路产生电谐振的过程叫做调谐，能够调谐的接收
电路叫做调谐电路。

如图是收音机的调谐电路。调节可变电容器的电容来改变调
谐电路的频率，使它跟要接收的电台发出的电磁波的频率相
同，这个频率的电磁波在调谐电路里激起较强的感应电流，
这样就选出了这个电台。(演示调谐过程)

讲解：收音机接收的经过调制的高频振荡电流(对应图讲解)，
这种电流通过收音机的耳机或扬声器，并不能使它们振动而
发声，为什么呢，假定某一个半周期电流的作用是使振动片
向某个方向运动，下一个半周期电流就以几乎同样大的作用
使振动片向反方向运动.高频电流的周期非常短，半周期更短，
而振动片的惯性相当大，所以在振动片还没有来得及在电流
的作用下向某个方向运动的时候，就立刻有一个几乎同样大
的作用要使它向反方向运动，结果振动片实际上不发生振动.
要听到声音，必须从高频振荡电流中检出声音信号，使扬声器



(或耳机)中的动片随声音信号振动。

从接收到的高频振荡电流中检出所携带的调制信号过程，叫
做检波。检波是调制的逆过程，因此也叫解调。由于调制的
方法不同，检波的方法也不同。检波之后的信号再经过放大、
重现，我们就可以听到或看到了。

下面介绍收音机中对调幅波的检波。

右图是晶体二极管的检波电路，是利用晶体二极管的单向导
电性来进行检波的。调谐电路中产生的是经过调幅的高频振
荡电流，l1和l2绕在同一磁棒上，由于互感作用，在l2上产生
的是高频交变电压.由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通过它的是单
向脉动电流，这个单向脉动电流既有高频成分，又有低频的
声音信号，高频成分基本从电容器c(复习旁路电容器)通过，
剩下的音频电流通过耳机发声。(用示波器观察检波过程)实
际上就是一个晶体二极管收音机的电路图.这种收音机声音很
小，只能用开机收听本地电台.为了提高收音机的接收性能，
需要用放大器把微弱的信号放大.图示是加有放大器的收音机
方框图.由天线和调谐电路接收到的高频调幅电流，先通过放
大器进行高频放大，然后进行检波和低频放大，放大后的音
频电流输送到喇叭，使它们发出声音。

下面我们通过调幅和调频两种方式，来看看无线电波发射和
接收的全过程。

(1)调幅发射和接收。(实验演示)

(2)调频发射和接收。(实验演示)

比喻：

高频电流火车 音频电流货物



调制发射传播调谐解调

装货出站运行进站卸货

师：我们再来看一下无线电波的分段。(投影)

波段波长频率传播方式主要用途

中短波200 m~50 m1500 khz~6 000 khz

短波50 m~10 m6mhz~30 mhz天波

厘米波10 cm~1 cm3 000 mhz~30 000 mhz

毫米波10 mm~1 mm30000mhz~300 000 mhz

高二物理选修公式整理篇七

1、根据电场线的方向判断

沿着电场线的方向，电势越来越低，也可以说电场线总是由
电势较高的等势面指向电势较低的等势面。

2、根据电场力做功判断

正电荷在电场力作用下发生位移，若电场力做正功，则说明
正电荷由高电势处向低电势处运动;若电场力做负功时，正电
荷由低电势处向高电势处运动。

负电荷在电场力作用下发生位移，若电场力做正功，则说明
负电荷由低电势处向高电势处运动;若电场力做负功，则说明
负电荷由高电势处向低电势处移动。



3、根据点电荷电场中的场源电荷的电性判断

若以无穷远处为零电势位置，则在正点电荷形成的电场中，
电势永远为正值，离点电荷越远的地方，电势越低;在负点电
荷形成的电场中，电势永远为负值，离点电荷越近的地方，
电势越低。

4、利用电势能判断

正电荷在电势越高的地方电势能越大，在电势越低的地方电
势能越小;负电荷在电势越低的地方电势能越大，在电势越高
的地方电势能越小。

5、利用电势的定义式判断

利用公式q=ep/q计算时，将ep、q的正负号--起代人，通过的
正负，比较该点和零电势位置间电势的相对高低。

高二物理选修公式整理篇八

简单地说：电视信号是电视台先把影像信号转变为可以发射
的电信号，发射出去后被接收的电信号通过还原，被还原为
光的图象重现荧光屏。电子束把一幅图象按照各点的明暗情
况，逐点变为强弱不同的信号电流，通过天线把带有图象信
号的电磁波发射出去。

2、雷达工作原理

利用发射与接收之间的时间差，计算出物体的距离。

3、手机

在待机状态下，手机不断的发射电磁波，与周围环境交换信
息。手机在建立连接的过程中发射的电磁波特别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