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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模块 物理学简史

考点 1：代表人物及研究成果
人物 研究成果

伽利略 ①发现摆的等时性

②物体下落过程中的运动情况与物体的质量无关

③伽利略的理想斜面实验：将实验与逻辑推理结合在一起探究科学真理的方法为物理学的研究开创了新的

一页（发现了物体具有惯性，同时也说明了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而不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

胡克 胡克定律

牛顿 ①牛顿在伽利略、笛卡儿、开普勒、惠更斯等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归纳与演绎、综合与分析的方法，总

结出一套普遍适用的力学运动规律——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建立了完整的经典力学（也称牛顿

力学或古典力学）体系，物理学从此成为一门成熟的自然科学

②经典力学的建立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

卡文迪许 测量了万有引力常量

亚里士多德 观点：

①重的物体下落得比轻的物体快

②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开普勒 对物理学的贡献-开普勒三定律

密立根 密立根油滴实验——测定元电荷

奥斯特 电流的磁效应（电流能够产生磁场）

法拉第 ①用电场线的方法表示电场

②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

③发现了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安培 ①磁场对电流可以产生作用力（安培力），并且总结出了这一作用力遵循的规律

②安培分子电流假说

汤姆生 ①发现了电子（揭示了原子具有复杂的结构）

②建立了原子的模型——枣糕模型

卢瑟福 指导助手进行了α粒子散射实验（记住实验现象）

提出了原子的核式结构（记住内容）

发现了质子

查德威克 发现了中子

居里夫妇 ①发现了放射性同位素

②发现了正电子

爱因斯坦 ①用光子说解释了光电效应

②相对论

麦克斯韦 ①建立了完整的电磁理论

②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并且认为光是一种电磁波（赫兹通过实验证实电磁波的存在）

考点 2：矢量与标量：

（1）矢量：兼有大小及方向，如：速度、力……

（2）标量：仅有大小无方向，如：体积、时间、功……

考点 3：七个基本物理量：

基本量 代号 基本单位 单位代号

时间 T 秒 s

长度 L 米 m

质量 M 千克（公斤）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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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模块 经典力学

考点 4：质点

质点是用来代替物体的有质量的点。它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型。当物体的大小和形状对所研究的问题没

有影响，或者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时，该物体可看作质点。

考点 5：参考系

为了研究物体的运动而选定用来作为参考的物体称为参考系。通常以地面或相对于地面不动的物体作

为参考系来研究物体的运动。

考点 6：位移与路程

1.路程：质点实际运动轨迹的长度，它只有大小没有方向，是标量。

2.位移：是表示质点位置变动的物理量，有大小和方向，是矢量。

3.位移和路程的区别：

（1）一般来说，位移的大小不等于路程。只有质点做方向不变的无往返的直线运动时位移大小才等于

路程。

（2）时刻与质点的位置相对应，时间与质点的位移相对应。

（3）位移和路程的单位相同，但位移和路程永远不可能相等。

考点 7：速度

1.平均速度——在变速直线运动中，运动物体的位移和所用时间的比值，叫作这段位移内（或这段时间

内）的平均速度，即
sv
t





。平均速度是矢量，其方向与 s 方向相同。

2.瞬时速度——对应于某一时刻（或某一位置）的速度，方向为物体的运动方向。

3.速率——瞬时速度的大小即为速率，是标量。只有大小，没有方向。

4.平均速率——质点运动的路程与时间的比值。

考点 8：加速度

加速度是描述物体速度变化快慢的物理量，通常用 a表示，单位为 m/s2。
t
va



 。加速度是矢量，它

的方向与 v 的方向相同。

电流 I 安培 A

温度 T 开尔文 K

发光强度 lv 坎德拉 cd

物质的量 n 摩尔 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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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速度与速度没有直接关系。加速度很大，速度可以很小、可以很大、也可以为零（某瞬时）；加速

度很小，速度可以很小、可以很大、也可以为零（某瞬时）。

2.加速度与速度的变化量没有直接关系。加速度很大，速度变化量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加速度很小，

速度变化量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加速度是“变化率”——表示变化的快慢，不表示变化的大小。

考点 9：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四个基本公式

位移公式：
2

0
1s t t
2

v a  ；

速度公式： 0 tv v a  ；

速度位移公式：
2 2
t 0 2 svv a  ；

位移平均速度公式： 0 ts t
2

v v
 ；

考点 10：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重要推论

1.任意两个连续相等的时间间隔（T）内，位移之差是一恒量，即

2
2 1 3 2 n n 1s s s s s s s Ta        ；

可以推广为：
2

m ns s m n Ta  （ ） 。

2.在一段时间内，中间时刻的瞬时速度 v等于这段时间的平均速度：
0 t

t
2 2

vv v


3.中间位移处的速度：
2 2
0 t

s
2 2

vv v
 ，无论匀加速还是匀减速，都有： t s

2 2

v v 。

考点 11：初速度为零的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特殊推论

1.1T 末、 2T 末、 3T末……的瞬时速度之比为：

1 2 3 n 1 2 3 nv v v v  ： ： ： ： ：：： ：

2.1T 内、 2T 内、 3T内…… nT内的位移之比为：

2 2 2 2
1 2 3 NS S S S 1 2 3 n ： ： ： ： ：：： ：

3.第 1个T内、第 2个T内、第 3个T内……第 n个T内的位移之比为：

1 2 3 Ns s s s 1 3 5 2n 1      ： ： ： ： ：：： ：（ ）

4.通过连续相等的位移 s所用的时间之比为：

1 2 3t t t t 1 2 1 3 2 n n 1n      ： ： ： ： ： ： ： ：

5.连续通过1s 、 2s、3s、……、 ns所用时间之比为：

1 2 3t t t : t 1: 2 : 3 : :: n: n     :

考点 12：x-t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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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意义：反映了物体做直线运动的位移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斜率的意义：图线上某点切线斜率的大小表示物体速度的大小，斜率正负表示物体速度的方向。

考点 13：v-t图

对于匀变速直线运动来说，其速度随时间变化的 v-t图线如右图所示，对于该图线，应把握的有如下三

个要点。

1.纵轴上的截距其物理意义是运动物体的初速度υ0；

2.图线的斜率其物理意义是运动物体的加速度 a；
3.图线下的“面积”其物理意义是运动物体在相应的时间内所发生的位移 s。

考点 14：自由落体运动

1.速度公式： t gtv  ；

2.位移公式：
21 h gt

2
 ；

3.速度位移关系式：
2
t 2ghv 

4.从运动开始连续相等的时间内位移之比为 1：3：5：7：……

5.连续相等的时间：内位移的增加量相等，即 2s gt 

6.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
2
gt

t
hv 

考点 15：竖直上抛运动

1.速度公式： t 0 gtv v  ；

2.位移公式：
2

0
1 h t gt
2

v  ；

3.上升的最大高度：

2
0

2
vH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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