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会考总结与反思(汇总5篇)
总结是写给人看的，条理不清，人们就看不下去，即使看了
也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达不到总结的目的。那关于总结格
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
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高二会考总结与反思篇一

1.社会矛盾尖锐

阶级矛盾：土地兼并、赋税沉重，连年战争、自然灾害-----
农民起义

##矛盾：宋辽、宋夏战事不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2.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积弱-----军队战斗力弱

原因：皇帝集军权、更戍法

积贫-----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入不敷出

原因：冗兵，冗官，冗费

3.庆历新政

中心：整顿吏治

结果：失败-----触犯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强烈反



对(失败原因)

影响：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二、王安石变法的内容

1、富国之法(理财)

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

作用：政府的收入增加，积贫的局面有所改变，社会矛盾有
所缓和。

2、强兵之法(整军)

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军器监

作用：北宋国力增强，积弱局面有所改观

3、取士之法(教育、用人)：

改革科举、整顿太学、惟才用人

三、王安石变法的作用(评价)

1性质：在不触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的局部
调整。

3局限性：农民处境没有根本改变；不能从根本上摆脱统治危
机

四、结果：失败----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失败主要
原因)



高二会考总结与反思篇二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高二变化的大背景，便是文理分科(或七选三)。在对各个学
科都有了初步了解后，学生们需要对自己未来的发展科目有
所选择、有所侧重。这可谓是学生们第一次完全自己把握、
风险未知的主动选择。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高二会考物
理知识点总结大全，以供大家参考!

直线运动

一、机械运动：一物体相对其它物体的位置变化，叫机械运
动;

1、参考系：为研究物体运动假定不动的物体;又名参照物(参
照物不一定静止);

2、质点：只考虑物体的质量、不考虑其大小、形状的物体;

(1)质点是一理想化模型;

(2)把物体视为质点的条件：物体的形状、大小相对所研究对
象小的可忽略不计时;

如：研究地球绕太阳运动，火车从北京到上海;

3、时刻、时间间隔：在表示时间的数轴上，时刻是一点、时
间间隔是一线段;

如：5点正、9点、7点30是时刻，45分钟、3小时是时间间隔;

(1)位移为零、路程不一定为零;路程为零，位移一定为零;



(2)只有当质点作单向直线运动时，质点的位移才等于路程;

(3)位移的国际单位是米，用m表示

5、位移时间图象：建立一直角坐标系，横轴表示时间，纵轴
表示位移;

(1)匀速直线运动的位移图像是一条与横轴平行的直线;

(2)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图像是一条倾斜直线;

(3)位移图像与横轴夹角的正切值表示速度;夹角越大，速度
越大;

6、速度是表示质点运动快慢的物理量;

(1)物体在某一瞬间的速度较瞬时速度;物体在某一段时间的
速度叫平均速度;

(2)速率只表示速度的大小，是标量;

7、加速度：是描述物体速度变化快慢的物理量;

(1)加速度的定义式：a=vt-v0/t

(2)加速度的大小与物体速度大小无关;

(3)速度大加速度不一定大;速度为零加速度不一定为零;加速
度为零速度不一定为零;

(5)加速度是矢量，加速度的方向和速度变化方向相同;

(6)加速度的国际单位是m/s2

一、传感器的及其工作原理



1、有一些元件它能够感受诸如力、温度、光、声、化学成分
等非电学量,并能把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为电压、电流等
电学量,或转换为电路的通断.我们把这种元件叫做传感器.它
的优点是：把非电学量转换为电学量以后,就可以很方便地进
行测量、传输、处理和控制了.

2、光敏电阻在光照射下电阻变化的原因：有些物质,例如硫
化镉,是一种半导体材料,无光照时,载流子极少,导电性能不
好;随着光照的增强,载流子增多,导电性变好.光照越强,光敏
电阻阻值越小.

3、金属导体的电阻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热敏电阻的阻值随
温度的升高而减小,且阻值随温度变化非常明显.

金属热电阻与热敏电阻都能够把温度这个热学量转换为电阻
这个电学量,金属热电阻的化学稳定性好,测温范围大,但灵敏
度较差.

二、传感器的应用(一)

1.光敏电阻

2.热敏电阻和金属热电阻

3.电容式位移传感器

4.力传感器————将力信号转化为电流信号的元件.

5.霍尔元件

霍尔元件是将电磁感应这个磁学量转化为电压这个电学量的
元件.

外部磁场使运动的载流子受到洛伦兹力,在导体板的一侧聚集,
在导体板的另一侧会出现多余的另一种电荷,从而形成横向电



场;横向电场对电子施加与洛伦兹力方向相反的静电力,当静
电力与洛伦兹力达到平衡时,导体板左右两例会形成稳定的电
压,被称为霍尔电势差或霍尔电压.

三、传感器的应用(二)

1.传感器应用的一般模式

2.传感器应用：

力传感器的应用——电子秤

声传感器的应用——话筒

温度传感器的应用——电熨斗、电饭锅、测温仪

光传感器的应用——鼠标器、火灾报警器

四、传感器的应用实例：

1、光控开关

2、温度报警器

五、传感器定义

国家标准gb7665-87对传感器下的定义是：“能感受规定的
被测量件并按照一定的规律(数学函数法则)转换成可用信号
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

中国物联网校企联盟认为，传感器的存在和发展，让物体有
了触觉、味觉和嗅觉等感官，让物体慢慢变得活了起来。”

“传感器”在新韦式大词典中定义为：“从一个系统接受功
率，通常以另一种形式将功率送到第二个系统中的器件”。



六、主要作用

人们为了从外界获取信息，必须借助于感觉器官。

而单靠人们自身的感觉器官，在研究自然现象和规律以及生
产活动中它们的功能就远远不够了。为适应这种情况，就需
要传感器。因此可以说，传感器是人类五官的延长，又称之
为电五官。

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世界开始进入信息时代。在利用信息的
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获取准确可靠的信息，而传感
器是获取自然和生产领域中信息的主要途径与手段。

在现代工业生产尤其是自动化生产过程中，要用各种传感器
来监视和控制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参数，使设备工作在正常状
态或状态，并使产品达到的质量。因此可以说，没有众多的
优良的传感器，现代化生产也就失去了基础。

在基础学科研究中，传感器更具有突出的地位。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进入了许多新领域：例如在宏观上要观察上千光
年的茫茫宇宙，微观上要观察小到fm的粒子世界，纵向上要
观察长达数十万年的天体演化，短到s的瞬间反应。此外，还
出现了对深化物质认识、开拓新能源、新材料等具有重要作
用的各种极端技术研究，如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超高
真空、超强磁场、超弱磁场等等。显然，要获取大量人类感
官无法直接获取的信息，没有相适应的传感器是不可能的。
许多基础科学研究的障碍，首先就在于对象信息的获取存在
困难，而一些新机理和高灵敏度的检测传感器的出现，往往
会导致该领域内的突破。一些传感器的发展，往往是一些边
缘学科开发的先驱。

传感器早已渗透到诸如工业生产、宇宙开发、海洋探测、环
境保护、资源调查、医学诊断、生物工程、甚至文物保护等
等极其之泛的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茫茫的太空，到



浩瀚的海洋，以至各种复杂的工程系统，几乎每一个现代化
项目，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由此可见，传感器技术在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重
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这一领域的发
展。相信不久的将来，传感器技术将会出现一个飞跃，达到
与其重要地位相称的新水平。

1.可逆过程与不可逆过程

一个热力学系统，从某一状态出发，经过某一过程达到另一
状态。若存在另一过程，能使系统与外界完全复原(即系统回
到原来的状态，同时消除了原来过程对外界的一切影响)，则
原来的过程称为“可逆过程”。反之，如果用任何方法都不
可能使系统和外界完全复原，则称之为“不可逆过程”。

可逆过程是一种理想化的抽象，严格来讲现实中并不存在(但
它在理论上、计算上有着重要意义)。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
热现象有关的实际宏观过程都是不可逆过程。

2.对于开氏与克氏的两种表述的分析

克氏表述指出：热传导过程是不可逆的。开氏表述指出：功
变热(确切地说，是机械能转化为内能)的过程是不可逆的。

两种表述其实质就是分别挑选了一种典型的不可逆过程，指
出它所产生的效果不论用什么方法也不可能使系统完全恢复
原状，而不引起其他变化。

请注意加着重号的语句：“而不引起其他变化”。比如，制
冷机(如电冰箱)可以将热量q由低温t2处(冰箱内)向高温t1
处(冰箱外的外界)传递，但此时外界对制冷机做了电功w而引
起了变化，并且高温物体也多吸收了热量q(这是电能转化而
来的)。这与克氏表述并不矛盾。



3.不可逆过程的几个典型例子

例1(理想气体向真空自由膨胀)如图1所示，容器被中间的隔
板分为体积相等的两部分：a部分盛有理想气体，b部分为真空。
现抽掉隔板，则气体就会自由膨胀而充满整个容器。

例2(两种理想气体的扩散混合)如图2所示，两种理想气体c
和d被隔板隔开，具有相同的温度和压强。当中间的隔板抽去
后，两种气体发生扩散而混合。

例3焦耳的热功当量实验。

这是一个不可逆过程。在实验中，重物下降带动叶片转动而
对水做功，使水的内能增加。但是，我们不可能造出这样一
个机器：在其循环动作中把一重物升高而同时使水冷却而不
引起外界变化。由此即可得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普朗克表
述”。

再如焦耳-汤姆生(开尔文)多孔塞实验中的节流过程和各种爆
炸过程等都是不可逆过程。

4.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实质

对上面所列举的不可逆过程以及自然界中其他不可逆过程，
我们完全能够由某一过程的不可逆性证明出另一过程的不可
逆性，即自然界中的各种不可逆过程都是互相关联的。我们
可以选取任一个不可逆过程作为表述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基础。
因此，热力学第二定律就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但不论具体的表达方式如何，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实质在于指
出：一切与热现象有关的实际宏观过程都是不可逆的，并指
出这些过程自发进行的方向。

;



高二会考总结与反思篇三

知道：

原始农耕诞生的时间、标志、意义：距今1万年前后的新石器
时代，中华文明进入原始农耕时代；原始农耕出现的标志是
谷物栽培和牲畜驯养的出现；原始农耕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伟大的经济变革（生产性经济活动产生），原始农耕
为定居生活的出现准备了条件。神话传说是早期先民创世的
集体记忆。

理解：

中国早期农业的特征：稻作农业与旱地农业同时出现、南北
并立（南稻北粟）；农耕聚落产生的原因：生产力的提高和
人口的增长。中华文明起源的特征和核心地区：距
今5000-4000年前，中华文明如满天星斗，八方雄起；中原地
区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

知道：

理解：

夏朝已具备国家的基本特征：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夏朝已设
官分职，并拥有军队、监狱和刑法。

知道：

商朝历史是信史：文献、甲骨卜辞、考古发现构成研究上朝
历史的多重史料；司母戊鼎；甲骨文；商朝青铜器：功能上
以礼器为主，青铜器反映器主等级和政治地位，青铜器反映
商人的信仰和思想状况。

理解：



内外服制：内服是商王直接管辖的王畿之地，外服是商王通
过方国首领间接管辖的畿外之地。

知道：

公元1046年，西周建立；周朝建立后，分封臣服的殷人及原
来殷之方国，同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就是封邦建
国体制；周公其人；周公的功绩（辅佐称王，制礼作乐）

理解：

礼乐文化的内容：周公将礼的规范推广到宗法关系和政治等
级，并以乐激起人们的认同感，礼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知道：

公元前770年，东周开始，东周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变革时代：征战不断，中国古代是正
经历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从封邦建国制到中央集权大一统
体制的转换），经济上以铁制农具和犁耕技术为代表发生了
深刻的变革。

儒家、道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主张。

理解：

百家争鸣：士阶层对以春秋战国时代思考的结果出现了思想
上的百家争鸣局面，儒家、法家、道家是影响最大的三家学
派。

知道：

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商鞅变法的基
本内容和影响；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是为中国古代史上



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理解：

皇帝和中央集权体制：秦朝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基本构成
（中央和地方）；秦朝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采取的措施。

知道：

公元前209年，大泽乡起义或陈胜吴广起义爆发，这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起义以失败而告终；刘邦和项羽是反
秦的重要力量，秦亡后，双方展开了持续四年（公元前206年
至公元前202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
西汉。

理解：

秦朝灭亡的原因：秦朝的暴政；秦始皇死后秦朝廷大乱；六
国臣民对于秦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农民起义的打击。

知道：

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黄老之学；文景之治

理解：

汉承秦制：西汉建立后，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体制，但政
令施行宽简舒缓；西汉在继承秦朝郡县制的同时，地方上分
封同姓王，实行郡国并行制度。

汉初采取“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原因：西汉初期，经
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百姓
渴望休息。

知道：



汉武帝有为的表现：政治上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削弱地方
力量；思想上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民族
关系上三次对匈奴用兵并加强对西域的控制。

理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容和实质：设立五经博士，定儒学
为官学，儒学成为官员选拔、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主要内
容。汉武帝尊儒术，仅注重改正朔、易服色之类的礼仪制度，
执政原则实为“儒表法里”。

知道：

王莽篡汉；刘秀建立于公元25年建立东汉；光武中兴

理解：

东汉的衰败：东汉末年地方豪强势力膨胀威胁中央；朝廷之
上宦官、外戚、士大夫相互角逐，中央政权衰微混乱；农民
起义（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打击。

知道：

（1）三国鼎立格局的形成

220年，曹操儿子曹丕废汉建魏，定都洛阳，史称“曹魏”

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

229年，孙权正式称帝，国号吴，定都建业（江苏南京），史称
“孙吴”

（2）区域经济的发展：

a、北方人口的南移：



汉末战乱集中发生在中原地区，北方人口被迫向长江流域以
及更南的地区转移。不仅使南方地广人稀、劳动力匮乏状况
改观，且使先进生产技术与生产经验向南传播，对当地经济
发展和生产水平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b、诸葛亮促进西南的。地区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的举措

兴修水利、开展屯田、大力发展农业同时，还积极推动煮盐、
织锦等手工业的发展。还致力开发少数民族集聚的南中八郡
（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地区），想方设法改变山地运
输的落后面貌。对促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做出
了重要贡献。

c、孙吴政权开发江南的举措

孙吴政权迫使在东南一带崇山峻岭中的“山越”人出山，与
平原地区汉族农民共耕。对推动山越人经济文化的进步，加
速平原沃野的开发，都有一定积极意义。

知道：

南朝与北朝：

a、“五胡”：匈奴、鲜卑、氐、羯、羌

b、南北朝政权的更替：

北朝政权的更替：原活动于大兴安岭一带的游牧狩猎民族鲜
卑族拓跋部向西南迁移，建立政权，国号魏，称“北魏”，
后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至439年，统一北方。持续近百
年后，又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

南朝政权的更替：南方东晋于420年被宋取代，其后，齐、梁、
陈三朝相继更替。



c、南方经济的发展情况：

先进农业经济区：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逐
渐形成江浙、湘赣、巴蜀等农业经济区。

农业技术进步：水利的广泛兴修、犁耕的推广改进和北方作
物的引入等

手工行业发达：丝织、冶铸、造船、造纸、漆器、制瓷、制
盐等

商业：长江中下游出现不少商业繁荣大城市，海外贸易也有
所发展

南北经济不平衡：南朝统治者昏庸荒怠，使南北对峙平衡格
局向北倾斜，最终北方政权统一全国。

理解：

孝文帝改革：

原因：孝文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被推向新的高潮。出生汉
族的冯太后深知要立国中原，必须变更鲜卑旧俗，于是仿照
汉制，推行政治、经济制度改革。

内容和作用：

在地方基层实行“三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完善地方行
政。

颁布官吏俸禄制和惩治贪赃的规定，以遏制贪污腐化。

推行“均田制”，将政府控制的荒地分给农民耕种，以利农
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实行汉化：将都城南迁至洛阳；下令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语
和穿胡服，通用汉语、汉服；改鲜卑族复音姓氏为汉族单一
姓氏；仿效汉族体制改定官制和律令；以身作则，极力促进
胡汉通婚；尊崇孔子，实行礼制，提倡以孝治国。

作用：对加快民族融合进程，推动北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
文化的进步，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知道：

（1）三省六部制与政事堂

a、隋朝的建立：北朝后期，北周灭北齐。581年，杨坚篡周建
隋，是为隋文帝。589年隋军南下灭陈，重建全国大一统局面。

b、唐朝的建立：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
仍以隋都长安为都城

理解：

（2）科举制

唐朝科举考试的常设科目：明经、进士两科，进士科尤受重
视，考取难度最大

秦汉至隋唐人才选拔方式的变革：秦汉以来，采用推举的方
式；魏晋南北朝，门阀世族更凭借显赫的声望逐渐把持选举
大权，庶族子弟都遭排斥。隋唐采用科举制，普通人原则上
皆可赴京应试，中央政府得以网罗天下俊才，扩大了政治统
治基础。

理解：

三省六部制的内容及实质：



内容：中央设中书（隋称内史）、门下、上书三省为最高政
务机构；中书省草诏，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作为行政
机构的尚书省下设吏、礼、兵、刑、户、工六部，分管具体
事务。三省长官都是宰相。

实质：是皇权逐渐增强的产物，众多宰相集体议事，分工明
确的山省互相牵制，使个别宰相难以擅权专断。但这一制度
若能严格执行，皇权仍会受到一定限制，因而隋唐时代的皇
帝尚无绝对的专制独裁之权。

知道：

a、唐蕃关系：唐太宗实行开明民族政策，接受吐蕃赞普松赞
干布的和亲要求，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往吐蕃，增进汉蕃两
族友谊。

b、武周政治延续了唐朝的发展：武则天称帝建“周”，当政
期间基本沿袭贞观年间政策，使唐朝发展得以继续。

c、唐王朝由盛转衰：唐玄宗晚年逐渐从先前英明果断转向昏
庸荒怠，庞信侫臣，朝廷政治日益败坏。拥兵自重的边将乘
机起兵叛乱，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国力大损的唐王朝从
此由盛转衰。

理解：

a、贞观之治主要内容：实行疏缓刑罚、宽政安民、轻徭薄赋、
休养生息、广招贤才，知人善任。

b、开元盛世的主要内容：继承唐太宗基本国策，废止严刑酷
法，实行宽简、慎刑的法制原则。政治上：革除弊端，抑制
腐化，精简机构，裁撤冗官，提高行政效率，重用贤臣，鼓
励直言极谏，重振清明宽容的贞观之风。经济上：重视生产，
清查户籍，减免徭役，努力缓解社会矛盾。



知道：

（1）丝绸之路的全盛：

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唐朝西部疆域的拓展超过汉朝，
设有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管辖当地事务，并驻军防守，
丝绸之路在交通更加安全顺畅的基础上臻于全盛。

长安是国际大都会：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唐都长安，不仅是
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会。

知道：

（2）东亚文化圈

大唐盛世，国力强大，中国文化辐射整个东亚地区，其中汉
字、儒学、律令、天文、历算、医学等科技成就以及中国化
佛教，影响极其深远。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包括现今中国、日
本、朝鲜、韩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

高二会考总结与反思篇四

慕尼黒阴谋，标志英法等西方大国把绥靖政策推向了顶峰。

“二战”爆发的原因：(a)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b)
经济危机的影响。(c)法西斯势力的扩张(d)英法美的纵容。

二战爆发标志：1939.9.1 德军突袭波兰，英法对德宣战。

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打破德军开下无敌的神话。

日军偷袭珍珠港，标志二战规模进一步扩大。

阿拉曼战役是北非战争的转折点，



华盛顿会议鉴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国际反法西斯联盟
的成立

内容：a会议决定打败德国以后，要对德国实行军事占领，彻
底消灭德国法西斯主义。b决定成立联合国。c苏联承诺在德国
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 斯大林格勒战役，
成为二战的转折点。

中途岛战役，是太平洋战争的的转折点。

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柏林战役：德国投降

德国正式签署投降书1945.5.8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
结束。

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1945.9.2，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原因和启示？

胜利的原因：a这场战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
争。b反法西斯国家建立了同盟。c反法西斯同盟的力量大大超
过了法西斯国家的力量。

18、当今威胁世界安全的因素为哪些？（或你认为影响和谐
世界的因素有哪些？） 答：a地区冲突b民族矛盾c宗教纷争d
恐怖主义e大国争夺)。

19、如何才能避免战争？

答：a发挥联合国作用。

b用和平方式解决各国争端c



加强各国交流与合作。

d反对强权主义

e努力提高本国综合国力。

高二会考总结与反思篇五

（1）生态工程建设的目的：遵循自然界物质循环的规律，充
分发挥资源的生产潜力，防止环境污染，达到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的同步发展。

（2）生态工程的特点：少消耗、多效益、可持续。

2、基本原理：

项目理论基础意义实例

物质循环再生原理物质循环可避免环境污染及其对系统稳定
和发展的影响无废弃物农业

系统整体性原理：整体大于部分保持系统很高的生产力珊瑚
礁、藻类和珊瑚虫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