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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物理九年级教学设计上册〔共 12 篇〕
 

 

篇 1：九年级上册物理知识点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物理公

式和知识点 

一、能量的转化与守恒 

(1)能量及其存在的形式：假如一个物体能对别的物体做

功，我们就说这个物体具有能。自然界有多种形式的能量，如

机械能、内能、光能、电能、化学能、核能等。 

(2)能量的转移与转化：能量可以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

个物体，如发生碰撞或热传递时;也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

一种形式，如太阳能电池、发电机等。 

(3)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消灭，也不会凭空产

生，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其他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

到另一个物体，而在转化和转移的过程中，能的总量保持不

变。 

(4)能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界最重要、最普遍的根本定律。

大到天体，小到原子核，也无论是物理学问题还是化学、生物

学、地理学、天文学的问题，所有能量转化的过程，都遵从能

量守恒定律。 

二、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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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燃机及其工作原理： 

将燃料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内能，又通过做功，把内

能转化为机械能。按燃烧燃料的不同，内燃机可分为汽油机、

柴油机等。 

(1)汽油机和柴油机都是一个工作循环为四个冲程即吸气

冲程、压缩冲程、做功冲程、排气冲程的热机。 

(2)一个工作循环中曲轴和飞轮转 2 圈，对外做一次功，

有四个冲程。 

(3)压缩‘冲程是对气体压缩做功，气体内能增加，这时

机械能转化为内能。 

(4)做功冲程是气体对外做功，内能减少，这时内能转化

为机械能。 

(5)汽油机和柴油机工作的四个冲程中，只有做功冲程是

燃气对活塞做功，其它三个冲程要靠飞轮的惯性完成。 

(6)汽油机和柴油机的不同处 

2、燃料的热值 

(1)燃料燃烧过程中的能量转化：目前人类使用的能量绝

大局部是从化石燃料的燃烧中获得的内能，燃料燃烧时释放出

大量的热量。燃料燃烧是一种化学反响，燃烧过程中，储存在

燃料中的化学能被释放，物体的化学能转化为周围物体的内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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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燃料的热值 

①定义：lkg 某种燃料完全燃烧时放出的热量，叫做这种

燃料的热值。用符号“q”表示。 

②热值的单位 J/kg，读作焦耳每千克。还要注意，气体

燃料有时使用 J/m3，读作焦耳每立方米。 

③热值是为了表示一样质量的不同燃料在燃烧时放出热量

不同而引人的物理量。它反映了燃料通过燃烧放出热量本领大

小不同的燃烧特性。不同燃料的热值一般是不同的，同种燃料

的热值是一定的，它与燃料的质量、体积、放出热量多少无

关。 

(3)在学习热值的概念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完全燃烧”是指燃料全部燃烧变成另一种物质。 

②强调所取燃料的质量为“lkg”，要比拟不同燃料燃烧

本领的不同，就必须在燃烧质量和燃烧程度完全一样的条件下

进展比拟。 

③“某种燃料”强调了热值是针对燃料的特性与燃料的种

类有关。 

④燃料燃烧放出的热量的计算：一定质量 m的燃料完全燃

烧，所放出的热量为：Q=qm，式中，q表示燃料的热值，单位

是 J/kg;m 表示燃料的质量，单位是 kg;Q 表示燃料燃烧放出的

热量，单位是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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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燃料是气体燃料，一定体积 V 的燃料完全燃烧，所放

出的热量为：Q=qV。式中，q表示燃料的热值，单位是 J/m3;V

表示燃料的体积，单位是 m3;Q 表示燃料燃烧放出的热量，单

位是 J。 

三、热机的效率 

1.物理学习中已经学习过机械效率、炉子效率等效率问

题，所谓效率是指有效利用局部占总体中的比值。热机是利用

燃料燃烧产生的内能做功的装置，用来做有用功的局部能量与

燃料完全燃烧放出的能量之比叫热机的效率。 

2.由于燃气的内能一局部被排出的废气带走，一局部由于

机器散热而损失，还有一局部用来克制摩擦等机械损失，用于

做有用功的局部在总体中的比例不可能到达 IO0%，一般情况

下：蒸汽机效率 6%～15%，汽油机的效率 20～30%，柴油机的

效率 30%～45%。 

3.热机效率是热机性能的重要指标，人们在技术上不断改

良，减小各种损耗，进步效率。在热机的各种损失中，废气带

走的能量在总体中所占比例，对这局部余热的利用是进步热机

效率的主要途径。热电站就是利用发电厂废气余热来供热，既

供电，又供热，使燃料的各种利用率大大进步。 

4.η=E 有/Q×100%式中，E 有为做有用功的能量;Q 总为

燃料完全燃烧释放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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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步热机效率的主要途径—(记住) 

①改善燃烧环境，使燃料尽可能完全燃烧，进步燃料的燃

烧效率。 

②尽量减小各种热散失。 

③减小各部件间的摩擦以减小因克制摩擦做功而消耗的能

量。 

④充分利用废气带走的能量，从而进步燃料的利用率。 

物理九年级知识点 

一、温度 

1、定义：温度表示物体的冷热程度。 

2、单位： 

①国际单位制中采用热力学温度。 

②常用单位是摄氏度(℃)规定：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冰水

混合物的温度为 0 度，沸水的温度为 100 度，它们之间分成

100 等份，每一等份叫 1 摄氏度某地气温-3℃读做：零下 3摄

氏度或负 3摄氏度 

③换算关系 T=t+273K 

3、测量——温度计(常用液体温度计) 

温度计的原理：利用液体的热胀冷缩进展工作。 

分类及比拟： 

分类实验用温度计寒暑表体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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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处测物体温度测室温测体温 

量程-20℃～110℃-30℃～50℃35℃～42℃ 

分度值 1℃1℃0.1℃ 

所用液体水银煤油(红)酒精(红)水银 

特殊构造玻璃泡上方有缩口 

使用方法使用时不能甩，测物体时不能分开物体读数使用

前甩可分开人体读数 

常用温度计的使用方法： 

使用前：观察它的量程，判断是否合适待测物体的温度;

并认清温度计的分度值，以便准确读数。使用时：温度计的玻

璃泡全部浸入被测液体中，不要碰到容器底或容器壁;温度计

玻璃泡浸入被测液体中稍候一会儿，待温度计的示数稳定后再

读数;读数时玻璃泡要继续留在被测液体中，视线与温度计中

液柱的上外表相平。 

二、物态变化 

填物态变化的名称及吸热放热情况： 

1、熔化和凝固 

①熔化： 

定义：物体从固态变成液态叫熔化。 

晶体物质：海波、冰、石英水晶、非晶体物质：松香、石

蜡玻璃、沥青、蜂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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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明矾、奈、各种金属 

熔化图象： 

②凝固： 

定义：物质从液态变成固态叫凝固。 

凝固图象： 

2、汽化和液化： 

①汽化： 

定义：物质从液态变为气态叫汽化。 

定义：液体在任何温度下都能发生的，并且只在液体外表

发生的汽化现象叫蒸发。 

影响因素：⑴液体的温度;⑵液体的外表积⑶液体外表空

气的流动。 

作用：蒸发吸热(吸外界或自身的热量)，具有制冷作用。 

定义：在一定温度下，在液体内部和外表同时发生的剧烈

的汽化现象。 

沸点：液体沸腾时的温度。 

沸腾条件：⑴到达沸点。⑵继续吸热 

沸点与气压的关系：一切液体的沸点都是气压减小时降

低，气压增大时升高 

②液化：定义：物质从气态变为液态叫液化。 

方法：⑴降低温度;⑵压缩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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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升华和凝华： 

①升华定义：物质从固态直接变成气态的过程，吸热，易

升华的物质有：碘、冰、干冰、樟脑、钨。 

②凝华定义：物质从气态直接变成固态的过程，放热 

三、电流 

1、形成：电荷的定向挪动形成电流 

2、方向的规定:把正电荷挪动的方向规定为电流的方向。 

3、获得持续电流的条件： 

电路中有电电路为通路 

4、电流的三种效应。 

(1)电流的热效应。(2)电流的磁效应。(3)电流的化学效

应。 

5、单位：(1)国际单位：A(2)常用单位：mA、μA 

(3)换算关系：1A=1000mA1mA=1000μA 

物理学习方法技巧 

概括法 

概括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认识方法。它的根本特点是从

同类的个别对象中发现它们的共同性，由特定的、较小范围的

认识扩展到更普遍性的，较大范围的认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

说，概括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高级形式的、科学的概

括，这种概括的结果得到的往往是概念，这种概括称为概念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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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另一种是初级形式的、经历的概括，又叫相似特征的概

括。 

相似特征概括是根据事物的外部特征对不同事物进展比

拟，舍弃它们不一样的特征，而对它们共同的特征加以概括，

这是知觉表象阶段的概括，结果往往是感性的，是初级的。要

转化为高级形式的概括，必需要在经历概括的根底上，对各种

事物和现象作深化的分析^p    、综合，从中抽象出事物和现

象的本质属性，舍弃非本质的属性。 

归纳法 

归纳方法是经典物理研究及其理论建构中的一种重要方

法。它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是：第一由因导果或执果索因，理解

事物和现象的因果联络，为认识物理规律作辅垫。第二透过现

象抓本质，将一定的物理事实(现象、过程)归入某个范畴，并

找到支配的规律性。完成这一归纳任务的方法是：在观察和实

验的根底上，通过审慎地考察各种事例，并运用比拟、分析

^p    、综合、抽象、概括以及探究因果关系等一系列逻辑方

法，推出一般性猜测或假说，然后再运用演绎对其进展修正和

补充，直至最后得到物理学的普遍性结论。比拟法返回 

比拟的方法，是物理学研究中一种常用的思维方法，也是

我们经常运用的一种最根本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本质，就是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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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物理现象、概念、规律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以把握其本

质属性。 

类比法 

类比是由一种物理现象，想象到另一种物理现象，并对两

种物理现象进展比拟，由物理现象的规律去推出另一种物理现

象的规律，或解决另一种物理现象中的问题的思维方法，类比

不但可以在物理知识系统内部进展，还可以将许多物理知识与

其他知识如数学知识、化学知识、哲学知识、生活常识等进展

类比，常能起到点化疑难、开拓思路的作用。 

篇 2：九年级上册物理复习提纲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物理

复习提纲人教版 

密度 

1.密度的定义：单位体积的某种物质的质量，叫做这种物

质的密度。 

密度是反映物质的一种固有性质的物理量，是物质的一种

特性，这种性质表现为：在体积一样的情况下，不同物质具有

的质量不同;或者在质量相等的情况下，不同物质的体积不

同。 

2.定义式：P=M/V 

因为密度是物质的一种特性，某种物质的密度跟由这种物

质构成的物体的质量和体积均无关，所以上述公式是定义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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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式，是测量密度大小的公式，而不是决定密度大小的公

式。 

3.单位：国际单位 kg/m3;常用单位

g/cm3.1g/cm3=1×103kg/m3 

4.物质密度和外界条件的关系 

物体通常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即温度升高时，体积变大;

温度降低时，体积变小。而质量与温度无关，所以，温度升高

时，物质的密度通常变小，温度降低时，密度变大。 

能量与做功 

1、做功 

物理学中规定：作用在物体上的力，使物体在力的方向上

通过了一段间隔 ，就说这个力对物体做了机械功(简称“做

功”) 

2、做功的两个必要的因素： 

(1)作用在物体上的力; 

(2)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的间隔 。 

3、功的计算方法： 

定义：力对物体做的功，等于力跟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

的间隔 的乘积。 

公式：功=力×间隔 ，即 W=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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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在国际单位制中，功 W的单位：牛?米(N?m)或焦耳

(J) 

1J 的物理意义：1N 的力，使物体力的方向上通过 1m 的间

隔 所做的功为 1J。 

即：1J=1N×1m=1N?m 

注意：在运算过程中，力 F的单位：牛(N);间隔 s 的单

位：米(m)。 

摩擦力 

1.两个互相接触的物体，当他们做相对运动时，在接触面

上会产生一种阻碍相对运动的力，这种力就叫摩擦力。 

2.摩擦力的方向是：与想要运动或已经运动的方向相反。 

3.摩擦力产生的条件是：两个物体互相接触且有压力 

4.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压力的大小)和(接触面的粗糙程

度)有关。 

5.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上滑动时产生的摩擦叫滑动摩

擦。 

6.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上滚动时产生的摩擦叫滚动摩

擦。 

杠杆 

1、定义：在物理学中，将一根在力的作用下可绕一固定

点转动的硬棒称做杠杆(很多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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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抽象为硬棒)。 

支点 O：杠杆绕着转动的点。 

动力：使杠杆转动的力。把支点和动力作用点的连线作为

力臂时，该力臂最长，与该力臂垂直的力就是最小的力。 

阻力：阻碍杠杆转动的力。 

2、杠杆的平衡条件：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臂 

杠杆的平衡：杠杆处于静止状态。 

3、杠杆的分类 

⑴省力杠杆(即动力小于阻力)：因为 F1L2。省力杠杆虽

然省力，但费间隔 ，即动力作用点挪动的间隔 比阻力作用点

大。 

例：羊角锤、道钉撬、老虎钳、开瓶扳手、板车、抽水机

手柄、手术剪刀、铁皮剪刀、修枝剪刀、指甲剪、汽车脚刹 

⑵费力杠杆(即动力大于阻力)：因为 F1>F2,所以 L1 

例：火钳、钓鱼杆、筷子、镊子、船桨、裁衣剪刀、理发

剪刀、铁锹、笤帚、起重机吊臂、肱二头肌、缝纫机蹋板 

⑶等臂杠杆(即既不省力也不费力)：因为 F1=F2，所以

L1=L2。等臂杠杆既不省间隔 也不费间隔 。例：天平、定滑

轮。 

中考物理答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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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拿到试卷后，切勿急于答题，用 5～10 分钟时间“阅

读”一遍所有试题，首先要看试题说明要求，例如开头说明的

一些常量取值，元素的原子质量等。还要看清共有多少道题，

多少大题，多少小题，反面有无试题，一方面可以防止由于紧

张而漏做试题，另一方面找出你比拟“熟悉”的或“有印象”

的试题，进而确定各科试题中，哪些题先答、哪些题后答的答

题顺序，并方案详细的答题时间。看试卷的时候，要注意是否

有缺页少题的现象，如有应立即报告监考老师。 

⒉根据学科分值分配和难易程度来分配时间。生物学科约

需要 25 分钟，化学约需要 50 分钟，物理约需要 60 分钟，余

下的 15 分钟作为机动时间，用于重点检查或返攻难题。从试

卷类型上分，第一卷用时参考时间约 50 分钟，第二卷用时约

85 分钟，留 15 分钟当机动时间。 

⒊要做到合理安排时间，最主要的问题是速度，原那么是

“稳中求快，准确第一”。正确解决“速度”和“准确率”的

矛盾是寻求时间分配最正确方案的关键。做题速度不能太快，

过快不能保证准确率，也不过慢，以致能做的题完不成。所以

解题时要准确到位，进步一次性答题的准确率，不要寄希望于

最后时间的检查上。应当根据你自己的详细情况确定各题时间

的分配。 

物理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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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做好练习 

做练习的过程，既可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发现自己理

解、掌握知识中的薄弱环节，进而有目的、有意识地加强对知

识的理解掌握，又可以在练习过程中，进步自己分析^p    问

题、解决问题的才能。 

解答物理练习题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仔细审题。 

通过审题，弄清题目所表达的物理过程，明确有哪些条

件，需要解答的是哪些物理量，要特别注意 

挖掘出那些隐含着的条件。 

例如：把 3千克水从 15 度加热到沸腾(气压为 1标准大气

压)需要吸收多少热量?此题隐含着末温为 100 度。 

第二，认真分析^p    。 

认真分析^p    各量和待求量之间的关系，明确解题关键

的核心问题，确定解题方案，寻找必须用到的规律、公式，利

用这些规律、公式来建立条件和所求物理量之间的关系，从而

解出答案，求得结果。 

例如：一定值电阻 r 两端电压从 6v 增大到 10v，通过 r

的电流增大了 2a，那么电流通过电阻 r 所做的功在 lh 内增加

了多少焦耳?此题的核心是通过定值电阻 r 的电流是一个变化

量，而不是一个详细值，切不可把电流的变化视作电流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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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利用欧姆定律和电功公式配合求解。 

第三，统一单位。 

假如所解答的问题需要用数字进展计算，那么计算前一定

要先统一好单位，用规定的单位代人进展计算，防止过失，切

忌乱套公式、机械模拟。 

篇 3：九年级上册物理复习提纲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物理

复习提纲人教版 

机械能 

1.一个物体可以做功，这个物体就具有能(能量)。 

2.动能：物体由于运动而具有的能叫动能。 

3.运动物体的速度越大，质量越大，动能就越大。 

4.势能分为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 

5.重力势能：物体由于被举高而具有的能。 

6.物体质量越大，被举得越高，重力势能就越大。 

7.弹性势能：物体由于发生弹性形变而具的能。 

8.物体的弹性形变越大，它的弹性势能就越大。 

9.机械能：动能和势能的统称。(机械能=动能+势能)单位

是：焦耳 

10.动能和势能之间可以互相转化的。 

11.自然界中可供人类大量利用的机械能有风能和水能。 

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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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能：物体内部所有分子做无规那么运动的动能和分子

势能的总和叫内能。 

2.物体的内能与温度有关：物体的温度越高，分子运动速

度越快，内能就越大。 

3.热运动：物体内部大量分子的无规那么运动。 

4.改变物体的内能两种方法：做功和热传递，这两种方法

对改变物体的内能是等效的。 

5.物体对外做功，物体的内能减小;外界对物体做功，物

体的内能增大。 

6.物体吸收热量，当温度升高时，物体内能增大; 

物体放出热量，当温度降低时，物体内能减小。 

7.所有能量的单位都是：焦耳。 

8.热量(Q)：在热传递过程中，传递能量的多少叫热量。

(物体含有多少热量的说法是错误的) 

9.比热(c)：单位质量的某种物质温度升高(或降低)1℃，

吸收(或放出)的热量叫做这种物质的比热。 

10.比热是物质的一种属性，它不随物质的体积、质量、

形状、位置、温度的改变而改变，只要物质一样，比热就一

样。 

11.比热的单位是：J/(kg?℃)，读作：焦耳每千克摄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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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水的比热是：C=4.2×103J/(kg?℃),它表示的物理意

义是：每千克的水当温度升高(或降低)1℃时，吸收(或放出)

的热量是 4.2×103 焦耳。 

13.热量的计算： 

①Q 吸=cm(t-t0)=cm△t 升(Q 吸是吸收热量，单位是焦

耳;c 是物体比热，单位是：焦/(千克?℃);m 是质量;t0 是初

始温度;t 是后来的温度。 

②Q 放=cm(t0-t)=cm△t 降 

热机和热值 

1.热值(q)：1 千克某种燃料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叫热

值。单位是：焦耳/千克。 

2.燃料燃烧放出热量计算：Q放=qm;(Q 放是热量，单位

是：焦耳;q 是热值，单位是：焦/千克;m 是质量，单位是：千

克) 

3.利用内能可以加热，也可以做功。 

4.内燃机可分为汽油机和柴油机，它们一个工作循环由吸

气、压缩、做功和排气四个冲程。一个工作循环中对外做功 1

次，活塞往复 2次，曲轴转 2周。 

5.热机的效率：用来做有用功的那局部能量和燃料完全燃

烧放出的能量之比，叫热机的效率。热机的效率是热机性能的

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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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热机的各种损失中，废气带走的能量最多，设法利用

废气的能量，是进步燃料利用率的重要措施。 

简单电路 

1.电：能提供持续电流(或电压)的装置。 

2.电是把其他形式的能转化为电能。如干电池是把化学能

转化为电能。发电机由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3.有持续电流的条件：必须有电和闭合电路。 

4.导体：容易导电的物体叫导体。如：金属，石墨，人

体，大地，酸、碱、盐的水溶液等。 

5.绝缘体：不容易导电的物体叫绝缘体。如：橡胶，玻

璃，陶瓷，塑料，油，纯水等。 

6.电路组成：由电、导线、开关和用电器组成。 

7.电路有三种状态：(1)通路：接通的电路叫通路;(2)断

路：断开的电路叫断路;(3)短路：直接把导线接在电两极上的

电路叫短路。 

8.电路图：用符号表示电路连接的图叫电路图。 

9.串联：把电路元件逐个顺次连接起来的电路，叫串联。

(电路中任意一处断开，电路中都没有电流通过) 

10.并联：把电路元件并列地连接起来的电路，叫并联。

(并联电路中各个支路是互不影响的) 

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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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流的大小用电流强度(简称电流)表示。 

2.电流 I 的单位是：国际单位是：安培(A);常用单位是：

毫安(mA)、微安(μA)。1A=103mA=106μA。 

3.测量电流的仪表是：电流表，它的使用规那么是：①电

流表要串联在电路中;②接线柱的接法要正确，使电流从“+”

接线柱入，从“-”接线柱出;③被测电流不要超过电流表的量

程;④绝对不允许不经过用电器而把电流表连到电的两极上。 

4.实验室中常用的电流表有两个量程：①0～0.6 安，每

小格表示的电流值是 0.02 安;②0～3 安，每小格表示的电流

值是 0.1 安。 

电压 

1.电压(U):电压是使电路中形成电流的原因，电是提供电

压的装置。 

2.电压 U 的单位是：国际单位是：伏特(V);常用单位是：

千伏(KV)、毫伏(mV)、微伏(μV)。1 千伏=103 伏=106 毫伏

=109 微伏。 

3.测量电压的仪表是：电压表，它的使用规那么是：①电

压表要并联在电路中;②接线柱的接法要正确，使电流从“+”

接线柱入，从“-”接线柱出;③被测电压不要超过电压表的量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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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验室中常用的电压表有两个量程：①0～3 伏，每小

格表示的电压值是 0.1 伏;②0～15 伏，每小格表示的电压值

是 0.5 伏。 

5.熟记的电压值： 

①1 节干电池的电压 1.5 伏;②1节铅蓄电池电压是 2

伏;③家庭照明电压为 220 伏;④对人体平安的电压是：不高于

36 伏;⑤工业电压 380 伏。 

电阻 

1.电阻(R)：表示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导体假如对电

流的阻碍作用越大，那么电阻就越大，而通过导体的电流就越

小)。 

2.电阻(R)的单位：国际单位：欧姆(Ω);常用的单位有：

兆欧(MΩ)、千欧(KΩ)。 

1 兆欧=103 千欧;1 千欧=103 欧。 

3.决定电阻大小的因素：导体的电阻是导体本身的一种性

质，它的大小决定于导体的材料、长度、横截面积和温度。

(电阻与加在导体两端的电压和通过的电流无关) 

4.变阻器：(滑动变阻器和电阻箱) 

(1)滑动变阻器： 

①原理：改变接入电路中电阻线的长度来改变电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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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作用：通过改变接入电路中的电阻来改变电路中的电流

和电压。 

③铭牌：如一个滑动变阻器标有“50Ω2A”表示的意义

是：阻值是 50Ω，允许通过的电流是 2A。 

④正确使用：A.应串联在电路中使用;B.接线要“一上一

下”;C.通电前应把阻值调至的地方。 

(2)电阻箱：是可以表示出电阻值的变阻器。 

物理冲刺学习法 

独立解题，可能有时慢一些，有时要走弯路，有时甚至解

不出来，但这些都是正常的，是任何一个初学者走向成功的必

由之路。把不会的题目搞会，并进展知识扩展识记，会收获颇

丰。 

物理概念和规律形成的过程和伴随的科学方法。在最近几

年的中考物理试题中，此类题目的分值要占到 10%左右。在初

中物理教材中，物理概念和规律形成的过程经常采用的是“控

制变量法”。 

教材中的实例分析^p    (包括各类插图、生活及有关科

技开展的实例等)。 

各种实验的原理、研究方法、过程。 

相关的物理学史。笔者在多年的物理教学中发现，许多学

生在复习迎考过程中埋头苦做习题，无视了最根本的、最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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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阅读教材，在升学考中造成不该有的失分而懊悔

莫及。 

要对物理过程一清二楚，不管是理论过程，还是理论过

程，物理过程弄不清必然存在解题的隐患。题目不管难易都要

尽量画图，有的画草图就可以了，有的要画准确图，要动用圆

规、三角板、量角器等，以显示几何关系。画图可以变抽象思

维为形象思维，更准确地掌握物理过程。有了图就能作状态分

析^p    和动态分析^p    ，状态分析^p    是固定的、死

的、连续的，而动态分析^p    是活的、连续的。 

物理考试技巧 

1、作图题的应答 

主要考察学生作图技能和应用方法解决问题的才能。作图

题中，一类是定性的，另一类是定量的。对定性的作图也要认

真些，如画光路、力的图标中的箭头等要用直尺，不要太潦草;

对定量性的作图一定要准确，如力的图示法解题、透镜中焦点

确实定等。 

2、实验题的答题 

实验题有四类： 

(1)实验仪器和测量工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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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做过的验证性实验和测量性实验，包括实验目

的、实验原理、实验器材、实验步骤、实验数据及数据处理、

误差分析^p    等; 

(3)老师在课堂上做过的演示实验或画在课本上的实验; 

(4)根据生活和消费中的要求设计一些简单的实验。为了

能答好实验题，必须在没有实际仪器的情况下把各种实验及要

求牢记在心，应答时严格按题中要求来作答。 

3、计算题的答题 

计算题综合性强，一道难度较大的题反映的是一个较复杂

或较深奥的运算过程，必须通过分析^p    与综合，推理与运

算才能完好地解出答案。对有数字运算的题目一般应采取从条

件开场，每用一次公式就代入一次数字，一步一步地解下去。

在解题过程中，能画图的一定要作图辅佐解题;数字与单位要

统一。 

篇 4：人教版九年级物理上册知识点  人教版九年级物理

上册知识点 

机械能 

1.一个物体可以做功，这个物体就具有能(能量)。 

2.动能：物体由于运动而具有的能叫动能。 

3.运动物体的速度越大，质量越大，动能就越大。 

4.势能分为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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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力势能：物体由于被举高而具有的能。 

6.物体质量越大，被举得越高，重力势能就越大。 

7.弹性势能：物体由于发生弹性形变而具的能。 

8.物体的弹性形变越大，它的弹性势能就越大。 

9.机械能：动能和势能的统称。(机械能=动能+势能)单位

是：焦耳 

10.动能和势能之间可以互相转化的。 

11.自然界中可供人类大量利用的机械能有风能和水能。 

内能 

1.内能：物体内部所有分子做无规那么运动的动能和分子

势能的总和叫内能。 

2.物体的内能与温度有关：物体的温度越高，分子运动速

度越快，内能就越大。 

3.热运动：物体内部大量分子的无规那么运动。 

4.改变物体的内能两种方法：做功和热传递，这两种方法

对改变物体的内能是等效的。 

5.物体对外做功，物体的内能减小;外界对物体做功，物

体的内能增大。 

6.物体吸收热量，当温度升高时，物体内能增大; 

物体放出热量，当温度降低时，物体内能减小。 

7.所有能量的单位都是：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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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热量(Q)：在热传递过程中，传递能量的多少叫热量。

(物体含有多少热量的说法是错误的) 

9.比热(c)：单位质量的某种物质温度升高(或降低)1℃，

吸收(或放出)的热量叫做这种物质的比热。 

10.比热是物质的一种属性，它不随物质的体积、质量、

形状、位置、温度的改变而改变，只要物质一样，比热就一

样。 

11.比热的单位是：J/(kg• ℃)，读作：焦耳每千克摄氏

度。 

12.水的比热是：C=4.2×103J/(kg• ℃),它表示的物理意

义是：每千克的水当温度升高(或降低)1℃时，吸收(或放出)

的热量是 4.2×103 焦耳。 

13.热量的计算： 

①Q 吸=cm(t-t0)=cm△t 升(Q 吸是吸收热量，单位是焦

耳;c 是物体比热，单位是：焦/(千克• ℃);m 是质量;t0 是初

始温度;t 是后来的温度。 

②Q 放=cm(t0-t)=cm△t 降 

热机和热值 

1.热值(q)：1 千克某种燃料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叫热

值。单位是：焦耳/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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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燃料燃烧放出热量计算：Q放=qm;(Q 放是热量，单位

是：焦耳;q 是热值，单位是：焦/千克;m 是质量，单位是：千

克) 

3.利用内能可以加热，也可以做功。 

4.内燃机可分为汽油机和柴油机，它们一个工作循环由吸

气、压缩、做功和排气四个冲程。一个工作循环中对外做功 1

次，活塞往复 2次，曲轴转 2周。 

5.热机的效率：用来做有用功的那局部能量和燃料完全燃

烧放出的能量之比，叫热机的效率。热机的效率是热机性能的

一个重要指标 

6.在热机的各种损失中，废气带走的能量最多，设法利用

废气的能量，是进步燃料利用率的重要措施。 

简单电路 

1.电：能提供持续电流(或电压)的装置。 

2.电是把其他形式的能转化为电能。如干电池是把化学能

转化为电能。发电机由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3.有持续电流的条件：必须有电和闭合电路。 

4.导体：容易导电的物体叫导体。如：金属，石墨，人

体，大地，酸、碱、盐的水溶液等。 

5.绝缘体：不容易导电的物体叫绝缘体。如：橡胶，玻

璃，陶瓷，塑料，油，纯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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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电路组成：由电、导线、开关和用电器组成。 

7.电路有三种状态：(1)通路：接通的电路叫通路;(2)断

路：断开的电路叫断路;(3)短路：直接把导线接在电两极上的

电路叫短路。 

8.电路图：用符号表示电路连接的图叫电路图。 

9.串联：把电路元件逐个顺次连接起来的电路，叫串联。

(电路中任意一处断开，电路中都没有电流通过) 

10.并联：把电路元件并列地连接起来的电路，叫并联。

(并联电路中各个支路是互不影响的) 

电流 

1.电流的大小用电流强度(简称电流)表示。 

2.电流 I 的单位是：国际单位是：安培(A);常用单位是：

毫安(mA)、微安(μA)。1A=103mA=106μA。 

3.测量电流的仪表是：电流表，它的使用规那么是：①电

流表要串联在电路中;②接线柱的接法要正确，使电流从“+”

接线柱入，从“-”接线柱出;③被测电流不要超过电流表的量

程;④绝对不允许不经过用电器而把电流表连到电的两极上。 

4.实验室中常用的电流表有两个量程：①0～0.6 安，每

小格表示的电流值是 0.02 安;②0～3 安，每小格表示的电流

值是 0.1 安。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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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压(U):电压是使电路中形成电流的原因，电是提供电

压的装置。 

2.电压 U 的单位是：国际单位是：伏特(V);常用单位是：

千伏(KV)、毫伏(mV)、微伏(μV)。1 千伏=103 伏=106 毫伏

=109 微伏。 

3.测量电压的仪表是：电压表，它的使用规那么是：①电

压表要并联在电路中;②接线柱的接法要正确，使电流从“+”

接线柱入，从“-”接线柱出;③被测电压不要超过电压表的量

程; 

4.实验室中常用的电压表有两个量程：①0～3 伏，每小

格表示的电压值是 0.1 伏;②0～15 伏，每小格表示的电压值

是 0.5 伏。 

5.熟记的电压值： 

①1 节干电池的电压 1.5 伏;②1节铅蓄电池电压是 2

伏;③家庭照明电压为 220 伏;④对人体平安的电压是：不高于

36 伏;⑤工业电压 380 伏。 

电阻 

1.电阻(R)：表示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导体假如对电

流的阻碍作用越大，那么电阻就越大，而通过导体的电流就越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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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阻(R)的单位：国际单位：欧姆(Ω);常用的单位有：

兆欧(MΩ)、千欧(KΩ)。 

1 兆欧=103 千欧;1 千欧=103 欧。 

3.决定电阻大小的因素：导体的电阻是导体本身的一种性

质，它的大小决定于导体的材料、长度、横截面积和温度。

(电阻与加在导体两端的电压和通过的电流无关) 

4.变阻器：(滑动变阻器和电阻箱) 

(1)滑动变阻器： 

①原理：改变接入电路中电阻线的长度来改变电阻的。 

②作用：通过改变接入电路中的电阻来改变电路中的电流

和电压。 

③铭牌：如一个滑动变阻器标有“50Ω2A”表示的意义

是：阻值是 50Ω，允许通过的电流是 2A。 

④正确使用：A.应串联在电路中使用;B.接线要“一上一

下”;C.通电前应把阻值调至的地方。 

(2)电阻箱：是可以表示出电阻值的变阻器。 

物理六个重要规律 

1.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又称惯性定律、惰性定律。任何物

体都要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运

动状态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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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的反射定律：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与法线在同一平面

上;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居在法线的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

角。可归纳为：“三线共面，两线分居，两角相等”。 

3.光的折射定律：折射光线与入射光线、法线处在同一平

面内，折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分别位于法线的两侧;入射角的正

弦与折射角的正弦成正比。 

4.能量守恒定律：一个系统的总能量的改变只能等于传入

或者传出该系统的能量的多少。总能量为系统的机械能、热能

及除热能以外的任何内能形式的总和。 

5.欧姆定律：在同一电路中，通过某段导体的电流跟这段

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跟这段导体的电阻成反比。 

6.焦耳定律：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跟电流的二次方成

正比，跟导体的电阻成正比，跟通电的时间成正比。 

物理间隔  

间隔 的概念与位移的模(或大小)并不完全一样。由于位

移是不同时刻(运动起始和终结两个时间点)的同一物体(在质

点力学下指的是质点)所处位置的矢量差，其模对应的这一位

置之间的连线长。其中由于位移与不同的参考系相关，而不同

的参考系可能对应的状态不同，从而带来的问题是不在同一时

刻下的坐标空间两点的间隔 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针对不同的

参考系同一物理过程的位移大小是不同的。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3813706002

1007001

https://d.book118.com/738137060021007001
https://d.book118.com/738137060021007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