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二物理知识点归纳总结(精选8篇)
学习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梳理知识点，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
和记忆。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军训总结样本，希望能给
大家在写作时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高二物理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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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物理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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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物理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三

一、静电感应现象

1、导体：容易导电的物体叫导体。

2、导体中存在大量自由电荷。常见的导体有：金属、石墨、
人体、大地、酸碱盐溶液等。

3、静电感应现象：放入电场中的导体，其内部的自由电子在
电场力的作用下向电场的反方向作定向移动，致使导体的两
端分别出现等量的正、负电荷。这种现象叫静电感应现象。

4、感应电荷：静电感应现象中，导体不同部分出现的净电荷。

二、静电平衡状态下导体的电场

1、静电场中导体内电场分布

2、静电平衡：电场中导体内（包括表面上）自由电荷不再发
生定向移动的状态叫做静电平衡状态。

3、静电平衡导体的特性：



（1）导体内部场强处处为零

（2）导体是等势体，表面为等势面

（3）导体外部表面附近场强方向与该点的表面垂直

三、导体上电荷分布

1、法拉弟圆桶实验

2、静电平衡时，超导体上电荷分布规律：

导体内部无净电荷，电荷只分布在导体的外表面

在超导体表面，越尖锐的位置，电荷的密度（单位面积上的
电荷量）越大，凹陷位置几乎没有电荷。

3、尖端放电

四、静电屏蔽

1、空腔导体或金属网罩可以把外部电场遮住，使其不受外电
场的影响。

2、静电屏蔽的两种情况

导体内腔不受外界影响

接地导体空腔外部不受内部电荷影响

3、静电屏蔽的本质：静电感应与静电平衡

4、静电屏蔽的应用：

电学仪器和电子设备外面金属罩、通讯电缆外层金属套



电力工人高压带电作业，全身穿戴金属丝网制成的衣、帽、
手套、鞋

高二物理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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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物理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五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

1、速度：匀变速直线运动中速度和时间的关系：vt=v0+at



(1)作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物体中间时刻的瞬时速度等于初速度
和末速度的平均；

2、位移：匀变速直线运动位移和时间的关系：s=v0t+1/2at

注意：当物体作加速运动时a取正值，当物体作减速运动时a
取负值；

3、推论：2as=vt2-v02

5、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前1秒，前2秒，位移和时
间的关系是：位移之比等于时间的平方比；第1秒、第2秒的
位移与时间的关系是：位移之比等于奇数比。

三、自由落体运动：只在重力作用下从高处静止下落的物体
所作的运动；

1、位移公式：h=1/2gt2

2、速度公式：vt=gt

3、推论：2gh=vt2

高二物理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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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物理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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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