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习要点：

第一、密度（ρ）

1、定义：单位体积某种物质的质量叫做这种物质的密度。

2、公式：ρ=m/V 变形 m=ρV   V=m/ρ

M 为物体质量，主单位 kg，常用单位：t  g  mg；

V 为体积，主单位 cm3  m3

3、单位：国际单位制单位：kg/m3  常用单位：g/cm3 单位换算关系：1 g/cm3=103 kg/m3  

水的密度为 1.0×103 kg/m3，读作 1.0×103千克每立方米，

物理意义：1 立方米水的质量是 1.0×103 千克。

第二、速度（v）

1、定义：在匀速直线运动中，速度等于运动物体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路程。

物理意义：速度是表示物体运动快慢的物理量

2、公式：v=s/t 变形 s=vt   t=s/v

S 为所行驶的路程，常用单位为 km  m

t 为物体所用时间，常用单位为 s  h

3、单位：国际单位制单位：m/s 常用单位：km/h  换算：1m/s =3.6km/h

第三、重力（G）

1、定义：地面附近的物体，由于地球的吸引而受到的力叫重力

2、计算公式：G=mg

m 为物体的质量；g 为重力系数（重力与质量的比值），g=9.8N/kg，粗略计算取 10N/kg.

3、单位：牛顿简称牛，用 N 表示。

4、合力：F=F1+F2，F1、F2在同一直线上，且方向相同；

F=F1-F2，F1、F2在同一直线上，且方向相反；

第四、杠杆原理

1、杠杆平衡条件：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臂

2、公式：F1L1=F2L2，或F1/F2=L2/L1，

其中F1是使杠杆转动的力即动力；F2是阻碍杠杆转动的力即阻力

L1为从支点到动力作用线的距离即动力臂；

L2为从支点到阻力作用线的距离即阻力臂。

3、滑轮组 F=G/n    理想滑轮组    n：作用在动滑轮上绳子段数

 F=(G 物+G 动)/n     不计绳重及摩擦  n：作用在动滑轮上绳子段数

4、斜面公式：FL=Gh  适用于光滑（无摩擦）的斜面

第五、压强（p）

1、定义：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压强。

物理意义：压强是表示压力作用效果的物理量。

2、计算公式：p=F/S

F为压力，单位牛（N），S为受力面积，单位米 2（m2）

3、单位：帕斯卡（pa）

20pa=20N/m2,物理意义：1m2面积上受到的压力是20N。

第六、液体压强（p）

1、计算公式：p=ρgh

其中ρ为液体密度，单位 kg/m3，g=9.8N/kg，h 为深度，单位 m

2、单位：帕斯卡（pa）



第七、阿基米德原理求浮力

1、内容：浸在液体里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大小等于它排开液体受到的

重力

2、计算公式：F 浮=G 排=m 排g=ρ 液gV 排

G 排：排开液体受到的重力  单位：N  

ρ 液：液体密度   单位：kg/m3 

 g=9.8N/kg 

V 排：排开液体体积 单位：m3

3、单位：牛（N）

4、计算方法

① F 浮=G 排=m 排g=ρ 液gV 排          ② F 浮=F 向上-F 向下

③ F 浮=G –F 拉      F 拉：物体浸入后测力计示数  ④ F 浮=G 物  漂浮、悬浮的物

体
⑤根据浮沉条件判断浮力大小

5、计算步骤：

（1）判断物体是否受浮力；

（2）根据物体浮沉条件判断物体处于什么状态；

（3）找出合适的公式计算浮力

6、物体浮沉条件（物体浸没在液体中，且只受浮力和重力）

（1）F 浮>G(ρ 液>ρ 物)  上浮→漂浮

（2）F 浮=G(ρ 液=ρ 物)  悬浮

（3）F 浮<G(ρ 液<ρ 物)  下沉→沉底

第八、功（W）

1、定义：功等于力跟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的乘积

2、计算公式：W=Fs

F：物体受到的力 单位：N

S：在力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 单位：m

3、单位：焦耳（J）

1J=1N·m   在 1N力的作用下移动1m的距离。

第九、机械效率（η）：

1、定义：有用功跟总功的比值

2、计算公式：η=W 有用/W 总

3、有用功W 有用=Gh（竖直提升）=Fs（水平移动）= W 总-W 额=ηW 总

4、W 额=W 总-W 有用=G 动h（忽略绳重摩擦）=fL（斜面）

5、W 总=W 有用+W 额=Fs=W 有用/η

6、机械效率：η= W 有用/W 总=G/(nF)= G 物/(G 物+G 动)

适用于动滑轮、滑轮组  结果用百分数表示。

第十、功率（P）：

1、定义：单位时间里完成的功。

物理意义：表示做功快慢的物理量。

2、公式 P=W/t   W为所做的功，单位：焦耳（J）；t为做功时间，单位：秒

（s）

P=Fv   F作用在物体上的力，单位：牛（N）；v为物体在力的方向上运动的速

度，单位：m/s



3、单位：主单位:瓦（w）；常用单位:千瓦（kw）1kw=103w，1Mw=106w

第十一、物理定律、原理

1、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2、阿基米德原理；3、能量守恒定律

第十二、物理规律：

1、二力平衡的条件和应用；2、力和运动的关系；3、液体压强特点；4、物体浮沉

条件；5、杠杆平衡条件；6、分子动理论；7、做功与内能改变的规律。

第十三、应记住的常量：

1、水的比热容：c 水=4.2×103J/(kg·℃)；

2、速度：1m/s =3.6km/h；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v=340m/s， v 固>v 液>v 气

光在真空、空气中的传播速度：c=3×108m/s。

3、密度：ρ 水=ρ 人=1.0×103 kg/m3，ρ 水>ρ 冰，ρ 铜>ρ 铁>ρ 铝；1 g/cm3=103 kg/m3；

1L=1dm3，1mL=1cm3；g=9.8N/kg。

4、一个标准大气压：P0=1.01×105pa=76cmHg≈10m 水柱

第十四、物理中的不变量：

1、密度：是物质的一种特性，跟物质的质量、体积无关。

2、比热容：是物质的一种特性，跟物质的吸收的热量、质量、温度改变无关。

3、热值：是燃料的一种特性，跟燃料的燃烧情况、质量、放出热量的多少无关。

4、匀速直线运动：物体的速度不变，跟路程的多少，时间长短无关。

第十五、生活中的物理模型：

1、连通器：如：水位计、水壶、船闸等。

2、杠杆：如：撬棒、天平、杆秤、独轮车、起重机等。

3、轮轴：如：扳手、螺丝刀、自行车的车把、门锁等。

4、斜面：如：盘山公路，交叉路口的引桥，螺丝钉等。

第十六、研究物理的科学方法：

1、控制变量法：该方法是研究某一物理量（或某一物理性质）与哪些因素有关

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控制其他各项因素都不变，只改变某一因素，从而得到这一因素

是怎样影响这一物理量的。这是物理学中最重要，使用最普遍的一种科学研究方

法，初中阶段的教学内容用这种方法的有：

（1）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

（2）影响力的作用效果的因素；

（3）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4）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

（5）研究液体压强的特点；

（6）影响滑轮组机械效率的因素；

（7）影响动能、势能大小的因素；

（8）物体吸、放热多少与哪些因素有关；

（9）决定电阻大小的因素；

（10）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

（11）电功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12）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与哪些因素有关；

（13）通电螺线管的极性强弱与哪些因素有关；

（14）电磁铁的磁性强弱与哪些因素有关；



（15）感应电流的方向与哪些因素有关；

（16）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方向与哪些因素有关。

2、类比法：把某些抽象，不好理解的概念类比形象容易理解的概念。如：把电流

类比为水流，电压类比为水压；声波类比为水波；

3、转换法：某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不好直接研究，就通过其表现出来的现

象来间接的研究它叫转换法，如：电流大小转换为接入灯泡的亮度，表现出来

的热效应的大小；研究分子的运动转换为研究扩散现象；看不见的磁场转换为

它产生的力的作用来认识它 ；探究声音产生的条件时，音叉的振动转换为乒乓

球的跳动，激起的水花。液体内部的压强（大小）转换为微小压强计中液面的高

度差（大小）；动能的大小转换为火柴盒被推的远近；重力势能的大小转换为

地面被砸坑的深浅；吸热的多少转换为相同热源加热时间的长短；观察压力对

玻璃瓶的作用效果时我们将玻璃瓶密闭，装水，插上一个小玻璃管，将玻璃瓶

的形变引起的液面变化放大成小玻璃管液面的变化等。再如，有一些物理量不容

易测得，我们可以根据定义式转换成直接测得的物理量。在由其定义式计算出其

值，如电功率（我们无法直接测出电功率只能通过 P＝UI利用电流表、电压表测

出 U、I 计算得出 P）、电阻、密度等。

4、等效替代法：等效法是常用的科学思维方法。等效是指不同的物理现象、模型、

过程等在物理意义、作用效果或物理规律方面是相同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

而保证结论不变。等效的方法是指面对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提出一个简单的方

案或设想，而使它们的效果完全相同，从而将问题化难为易，求得解决。例如曹

冲称象，我们学过的等效电路、等效电阻（根据对电流的阻碍效果相同）、分力

与合力等效（根据力的作用效果相同）以及平面镜成像的实验利用两个完全相

同的蜡烛，验证物与像的大小相同等等。

5、模型法：用实际不存在的形象描述客观存在的物质叫假想模型法。如：用光线

描述光的传播规律；用磁感线表示磁场的发布特点，用假想液片方法来推导液

体压强公式等。

6、实验+推理方法（理想实验法）：在实验的基础上，尽心合理的猜想与假设，

进一步推理的科学方法。如：牛顿第一定律是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

猜想与假设而推出来的定律；真空不能传声是在真空罩中空气越来越少了，听

到的声音越来越小，进一步推理得出的；人们认识自然界只有两种电荷，也是

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经过推理得出的结论。

7、比较法：如：对串、并联电路特点的比较，对电动机和发电机进行比较等。

8、分类法：如物体可分为固、液气；低压触电类型可分为单线触电和双线触电

等。

9、图像法：如晶体熔化凝固图像；导体的电压和电流图像，运动物体的路程和

时间图像；物质的质量与体积图像。

10、逆向思维法：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场之后，法拉第思考——既然能“电生

磁”，那么反过来能不能“磁生电”？

第十七、物理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

提出问题→猜想假设→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进行实验与收集数据→分析与论

证→评估→交流与合作。

电学部分

知识点有：电荷量、导体和绝缘体、电路、电流、电压、电阻、欧姆定律、串联电路和

并联电路的特点、电能和电功、电功率、焦耳定律、磁体和磁极、磁场和磁感线、电



流的磁场、电磁铁、磁场对电流的作用、电动机、电磁感应、发电机、家庭电路、安全

用电，共计21个；分项细目有 51个，其中14个要求理解；基本技能有 8个：

1、会用电流表测电流；

2、会用电压表测电压；

3、会读电能表示数；

4会画简单的串并联电路图；

5、会连接简单的串并联电路；

6、会用滑动变阻器改变电流；

7、会读电阻箱示数；

8、会用右手螺旋定则判断磁极和电流方向。

主要措施：以电学综合题的训练带动复习各个知识点，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热学部分

知识点有：温度、熔化和凝固、汽化和液化、升华和凝华、分子动理论、内能、热量、

比热容、热机、能的转化和守恒，共计10个；分项细目有33个，其中2个要求

理解；基本技能有2个：

1、会用液体温度计测温度；

2、会查熔点表和比热容表。

主要措施：以探究题、实验题、图像题为训练形式带动复习各个知识点。

光学部分

知识点有：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平面镜成像、光的折射、透镜对光的作用、凸

透镜成像及应用，共计 6个；分项细目有11个其中1个要求理解；基本技能有

一个：会用光的反射定律画光路图。

主要措施：参照近 5年中考试题，以作图题、联系实际题来训练对各个知识点的

复习。

力学部分

知识点有：质量、密度、力的概念、重力、同一直线上二力的合成、二力平衡、长度

的测量、机械运动、速度和平均速度、惯性及惯性定律、摩擦、压力、压强、液体内部

的压强、大气压强、气体压强跟体积的关系、浮力、阿基米德原理、物体的浮沉条件

杠杆、滑轮、功、功率、机械效率、机械能、声音的产生与传播、乐音及噪声，共计

27个；分项细目有 77个，其中28个要求理解；基本技能有 9个：

1、会用刻度尺测量长度；

2、会用钟表测量时间；

3、会调节托盘天平、会使用游码，会用托盘天平称质量；

4、会用量筒(量杯)测量体积；

5、会用弹簧测力计测力；

6、会作力的示意图；

7、会查密度表；

8、会组装简单的滑轮组；

9、会画力臂。

主要措施：采取分块复习的方法，以典型例题的讲解突破难点，提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