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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物理觀念總整理 

 

聲與光：  

  1．一切發聲的物體都在振動，聲音的傳播需要介質 

  2．通常情況下，聲音在固體中傳播最快，其次是液體，氣體 

  3．樂音三要素：①音調（聲音的高低）②響度（聲音的大小）③音色（辨別不同的發聲體） 

  4．超聲波的速度比電磁波的速度慢得多（聲速和光速） 

  5．光能在真空中傳播，聲音不能在真空中傳播 

  6．光是電磁波，電磁波能在真空中傳播 

  7．真空中光速：c =3×108m/s =3×105km/s（電磁波的速度也是這個） 

  8．反射定律描述中要先說反射再說入射（平面鏡成像也說“像與物┅”的順序） 

  9．鏡面反射和漫反射中的每一條光線都遵守光的反射定律 

  10．光的反射現象（人照鏡子、水中倒影） 

  11．平面鏡成像特點：像和物關於鏡對稱（左右對調，上下一致） 

  12．平面鏡成像實驗玻璃板應與水準桌面垂直放置 

  13．人遠離平面鏡而去，人在鏡中的像變小（錯，不變） 

  14．光的折射現象（筷子在水中部分彎折、水底看起來比實際的淺、海市蜃樓、凸透鏡成像） 

  15．在光的反射現象和折射現象中光路都是可逆的 

  16．凸透鏡對光線有會聚作用，凹透鏡對光線有發散作用 

  17．能成在光屏上的像都是實像，虛像不能成在光屏上，實像倒立，虛像正立 

  18．凸透鏡成像試驗前要調共軸：燭焰中心、透鏡光心、和光屏中心在同一高度 

  19．凸透鏡一倍焦距是成實像和虛像的分界點，二倍焦距是成放大像和縮小像的分界點 

  20．凸透鏡成實像時，物如果換到像的位置，像也換到物的位置 

 熱學： 

  1．實驗室常用溫度計是利用液體熱脹冷縮的性質製成的 

  2．人的正常體溫約為 36.5℃ 

  3．體溫計使用前要下甩，讀數時可以離開人體 

  4．物質由分子組成，分子間有空隙，分子間存在相互作用的引力和斥力 

  5．擴散現象說明分子在不停息的運動著；溫度越高，分子運動越劇烈 

  6．密度和比熱容是物質本身的屬性 

  7．沿海地區早晚、四季溫差較小是因為水的比熱容大（暖氣供水、發動機的冷卻系統） 

  8．物體溫度升高內能一定增加（對） 

  9．物體內能增加溫度一定升高（錯，冰變為水） 

  10．改變內能的兩種方法：做功和熱傳遞（等效的） 

  11．熱機的做功衝程是把內能轉化為機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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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 

  1．水的密度：ρ水=1.0×103kg/m3=1 g/ cm3 

  2．1m3 水的質量是 1 公噸(t)，1cm3 水的質量是 1g 

  3．利用天平測量質量時應“左物右碼” 

  4．同種物質的密度還和狀態有關（水和冰同種物質，狀態不同，密度不同） 

  5．增大壓力大小的方法：①增大壓力②減小受力面積 

  6．液體的密度越大，深度越深液體內部壓力越大 

  7．連通器兩側液面相平的條件：①同一液體②液體靜止 

  8．利用連通器原理：（船閘、茶壺、回水管、水位計、自動飲水器、過水涵洞等） 

  9．大氣壓現象：（用吸管吸汽水、覆杯試驗、鋼筆吸水、抽水機等） 

  10．馬德保半球試驗證明了大氣壓強的存在，托裡拆利試驗證明了大氣壓強的值 

  11．浮力產生的原因：液體對物體向上和向下壓力的合力 

  12．物體在液體中的三種狀態：漂浮、懸浮、沉底 

  13．物體在漂浮和懸浮狀態下：浮力 = 重力 

  14．物體在懸浮和沉底狀態下：V 排 = V 物 

  15．阿基米德原理 F 浮= G 排也適用於氣體（浮力的計算公式：F 浮= ρ氣 gV 排也適用於氣體） 

運動和力： 

  1．物質的運動和靜止是相對參照物而言的 

  2．相對於參照物，物體的位置改變了，即物體運動了 

  3．參照物的選取是任意的，被研究的物體不能選作參照物 

  4．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施力物體同時也是受力物體 

  5．力的作用效果有兩個：①使物體發生形變②使物體的運動狀態發生改變 

  6．力的三要素：力的大小、方向、作用點 

  7．重力的方向總是豎直向下的，浮力的方向總是豎直向上的 

  8．重力是由於地球對物體的吸引而產生的 

  9．一切物體所受重力的施力物體都是地球 

  10．兩個力的合力可能大於其中一個力，可能小於其中一個力，可能等於其中一個力 

  11．二力平衡的條件（四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條直線上，作用在同一物體上 

  12．用力推車但沒推動，是因為推力小於阻力（錯，推力等於阻力） 

  13．影響滑動摩擦力大小的兩個因素：①接觸面間的壓力大小②接觸面的粗糙程度 

  14．慣性現象：（車突然啟動人向後仰、跳遠時助跑、運動員沖過終點不能立刻停下來） 

  15．物體慣性的大小只由物體的品質決定（氣體也有慣性） 

  16．司機系安全帶，是為了防止慣性（錯，防止慣性帶來的危害） 

  17．判斷物體運動狀態是否改變的兩種方法：①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其中一個改變，或都改變，

運動狀態改變②如果物體不是處於靜止或勻速直線運動狀態，運動狀態改變 

  18．物體不受力或受平衡力作用時可能靜止也可能保持勻速直線運動 

 機械功能： 

  1．杠杆和天平都是“左偏右調，右偏左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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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杠杆不水準也能處於平衡狀態 

  3．動力臂大於阻力臂的是省力杠杆（動滑輪是省力杠杆） 

  4．定滑輪特點：能改變力的方向，但不省力 

  動滑輪特點：省力，但不能改變力的方向  

  5．判斷是否做功的兩個條件：①有力②沿力方向通過的距離 

  6．功是表示做功多少的物理量，功率是表示做功快慢的物理量 

  7．“功率大的機械做功一定快”這句話是正確的 

  8．品質越大，速度越快，物體的動能越大 

  9．品質越大，高度越高，物體的重力勢能越大 

  10．在彈性限度內，彈性物體的形變量越大，彈性勢(位)能越大 

  11．機械能等於動能和勢(位)能的總和 

  12．降落傘等速下降時機械能不變（錯） 

磁場部分 

  1．磁場是真實存在的，磁力線是假想的 

  2．磁場的基本性質是它對放入其中的磁體有力的作用 

  3．奧斯特試驗證明通電導體周圍存在磁場（電生磁） 

  4．磁體外部磁感線由 N 極出發，回到 S 極 

  5．同名磁極相互排斥，異名磁極相互吸引 

  6．地球是一個大磁體，地磁南極在地理北極附近 

  7．磁場中某點磁場的方向：①自由的小磁鍼靜止時 N 極的指向②該點磁感線的切線方向 

  8．電流越大，線圈匝數越多電磁鐵的磁性越強 

  電學： 

  1．電路的組成：電源、開關、用電器、導線 

  2．電路的三種狀態：通路、斷路、短路 

  3．電流有分支的是並聯，電流只有一條通路的是串聯 

  4．在家庭電路中，用電器都是並聯的 

  5．電荷的定向移動形成電流（金屬導體裡自由電子定向移動的方向與電流方向相反） 

  6．電流錶不能直接與電源相連，電壓表在不超出其測量範圍的情況下可以 

  7．電壓是形成電流的原因 

  8．安全電壓應低於 24V 

  9．金屬導體的電阻隨溫度的升高而增大 

  10．影響電阻大小的因素有：材料、長度、橫截面積、溫度（溫度有時不考慮） 

  11．滑動變阻器和電阻箱都是靠改變接入電路中電阻絲的長度來改變電阻的 

  12． 利用歐姆定律公式要注意 I、U、R 三個量是對同一段導體而言的 

  13．伏安法測電阻原理：R=           伏安法測電功率原理：P = U I 

  14．串聯電路中：電壓、電功和電功率與電阻成正比 

  15．並聯電路中：電流、電功和電功率與電阻成反比 

  16．“220V 100W”的燈泡比“220V 40W”的燈泡電阻小，燈絲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