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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总结能够促使我们审视自己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以
便更好地规划和调整学习计划。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学
期总结范文，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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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机：1、镜头是凸透镜；2、物体到透镜的距离(物距)大
于二倍焦距，成的是倒立、缩小的实像。投影仪：1、投影仪
的镜头是凸透镜；2、投影仪的平面镜的作用是改变光的传播
方向(注意：照相机、投影仪要使像变大，应该让透镜靠近物
体，远离胶卷、屏幕。);3、物体到透镜的距离(物距)小于二
倍焦距，大于一倍焦距，成的是倒立、放大的实像。放大镜：
1、放大镜是凸透镜；2、放大镜到物体的距离(物距)小于一
倍焦距，成的是放大、正立的虚像；注：要让物体更大，应
该让放大镜远离物体。

1.幻灯机和投影仪成像特点：物体在凸透镜一倍焦距至二倍
焦距之间时，成倒立放大的实像。注意事项：幻灯片要倒着放
(上下颠倒，左右颠倒)。

2.照相机成像物点：物体在凸透镜二倍焦距以外，成倒立缩
小的实像。

思考1：照完集体照照单人照(相机离人近些，暗箱拉长)

思考2：照片中部分人没有进入镜头(相机离人远些。暗箱缩
短)3.放大镜成像特点：物体在凸透镜一倍焦距以内，成正立
放大的虚像。物像同侧。4.显微镜：由目镜和物镜组成，物
镜、目镜都是凸透镜，它们使物体两次放大。5.望远镜：由
目镜和物镜组成，物镜使物体成缩小、倒立的实像，目镜相



当于放大镜，成放大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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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索中的良好开端——中共八大(1956年)

主要内容：(1)中共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见书p27);(2)
明确指出，当前党和人民主要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
生产力。

意义：中共八大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二)探索中的失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

1主要标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2影响：使得左倾错误在全国各地严重泛滥。

(三)建设成就和模范人物

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

科学家—两弹元勋邓稼先

“党的好干部”焦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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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质是由大量分子组成的，分子间有空隙。分子处在永不
停息的运动中。2、分子间不仅存在吸引力，而且还存在排斥
力。固体和液体很难被压缩。

二、静电现象



1、用摩擦的方式使物体带电，叫做摩擦起电。

2、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所带的电荷称为正电荷；把皮毛摩
擦过的橡胶棒所带的电荷称为负电荷。同种电荷相互排斥，
异种电荷相互吸引。

3、失去电子的物体因缺少电子而带正电，得到电子的物体因
为有多余电子而带等量的

负电。

4、摩擦起电并不是创造了电荷，而只是将电子由一个物体转
移到另一个物体。

三、更小的微粒

分子由原子构成。

原子是由带负电的核外电子和带正电的原子核构成的。

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统称为核子。质子带正电荷，
中子不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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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成就(一)(二)

“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两弹元勋——邓稼先)

【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意义：加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
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



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

【导弹】1964年6月，我国设计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成
功。1966年10月，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点火发射，在预
定的地点上空实现了核爆炸。我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导弹。

【人造卫星】1970年，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1号。(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
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又陆续掌握一箭三星技术。

【载人航天】，成功发射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成
功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杨利伟)。“神六、神
七”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
者。

1973年在世界上首次育成籼型杂交水稻，被称为“东方魔
稻”。袁隆平被国际农学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我国发展高新技术战略——863计划(1986年3月)

诞生：1986年3月3日，四位老科学家(王淦昌、王大珩、杨嘉
墀、陈芳允)联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
科技发展的建议》，提出，3月5日，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组织下，100多位科学家研究制定了《863计划纲要》。

研究领域：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
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及等七个领域，作为我国发展
高技术的重点。(以后增加了第八个领域“海洋高技术”)

当今世界其它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科技的计划：美国：“星
球大战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日本：“科技立国”;西
欧：“尤里卡”计划。



认识：中国应积极吸收当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就;实行科教兴
国、人才强国的战略;进行体制改革，促进科技发展;转变观
念，积极探索科教兴国的新途径;加大科技投入等。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知道其利弊，知道“秀才不出门，便知
天下事”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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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

二、华佗、张仲景和《伤寒杂病论》、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共同点：

(1)华佗擅长外科手术，制成全身.剂“麻费散”。

(2)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书中全面阐述了中医的
理论和治病原则，后世尊称他为“医圣”。

(3)李时珍和《本草纲目》：明朝杰出的医药学家，著有《本
草纲目》。

三、都江堰

北：p54李冰石像图

四、长城

北：(1)p72(七年级上册)秦长城示意图。(2)秦长城：为了防
御匈奴，秦始皇派人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全长
一万余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明长城：(七年级下册)p117明朝时，在历代修长城的基础上，
先后花了近二百年的时间修筑长城。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
至嘉峪关，全长六千多千米。工程坚固，无论规模、质量都
达到历史水平结晶。

五、大运河

北：p4-5隋朝时开凿的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
北抵涿郡，南至余杭自北向南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
江南河四段，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
水系，全长两千多千米，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体现了
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

大运河通航后，不仅成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
也成为沟通亚洲内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枢
纽。运河的通航还促进了沿岸地区城镇和工商业发展。历朝
对运河不断疏浚、改造，使它持续发挥着贯通南北动脉的作
用。

初二下册历史知识点总结人教版

维新变法运动知识点

1、公车上书(时间：1895年春)

背景：《马关条约》的签定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

作用：为维新变法运动拉开了序幕。

2、康有为称的“中国西学第一”指严复,他著有《天演论》
把西方进化论学说介绍到中国.他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

3.百日维新



(1)时间：

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到9月慈禧发动政
变,前后103天,最终失败.

(2)内容：

经济：发展工商业;

军事：训练新式陆海军;

政治：开放言论，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文化教育：开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废除科举考试中
的八股文，创办报刊。

(3)影响：

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但不可能实现救亡图存的愿望，
不可能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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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抗击洋枪队：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发动
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1853年，太平
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李秀成率军在
青浦大败洋枪队。1862年，“洋枪队”首领美国人华尔在浙
江慈溪被太平军击毙。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太平天国这
次农民起义。

第4课甲午中日战争
原因：1894年日本出兵朝鲜，接着侵略中国。这一年是旧历
甲午年，这次战争被称为甲午中日战争。
时间：1894年9月
黄海大战（黄海战役）地点：黄海大东沟
清方主舰：致远舰
主要人物：邓世昌（民族英雄）
甲午中日战争主要战役：黄海战役（邓世昌）、威海卫战役
威海卫战役：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破产。
签订时间：1895年4月
中方代表：李鸿章
结果：签订《马关条约》日方代表：伊藤博文
条约内容：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
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增辟
通商口岸等。
影响：《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
第5课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起源地：山东
义和团运动：性质：农民阶级反帝爱国运动。
战胜战役：廊坊战役。
结果：被清政府及外国列强镇压。
时间：1900年~1901年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直接原因：为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清政府行为：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仓皇出逃。
经过：大沽——天津——北京；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八年级上册政治知识点八年级上册地理知识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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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政府重视基础教育的发展：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义务教育法》;

1983年提出的教育的三个面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党和政府实
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提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

成果：到全国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高等学校成为科技重要方面军

第20课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文化艺术事业：1956年，我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

(2)文学奖：1981年，茅盾文学奖设立

体育运动事业：(4)新中国成立后，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普遍开
展起来，更对学生提出“健康第一”的要求。面向全体学生，
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主的体育课，被列为学校重点的课程。20
世纪90年代，国家把体育作为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内容，开
展全民健身运动。



竞技体育的成就(1)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1959年
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2)第23届奥运会：
实现零的突破(许海峰——男子自选手枪射击金牌)1981-1985
年中国女排实现“五年冠”“体操王子”——李宁(3)1990年
我国首次举办北京亚运会;广州亚运会(4)7月13日年北京申奥
成功，在北京举办第29届奥运会。

这些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说明了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综合国力
提高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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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的形成：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任何电荷的定向移
动都会形成电流)。

电流的方向：从电源正极流向负极。

电源：能提供持续电流(或电压)的装置。

电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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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则由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有持续电流的条件：必须有电源和电路闭合。

导体：容易导电的物体叫导体。如：金属，人体，大地，盐
水溶液等。

绝缘体：不容易导电的物体叫绝缘体。如：玻璃，陶瓷，塑
料，油，纯水等。

电路组成：由电源，导线，开关和用电器组成。

电路有三种状态：(1)通路：接通的电路叫通路；(2)开路：
断开的电路叫开路；(3)短路：直接把导线接在电源两极上的



电路叫短路。

电路图：用符号表示电路连接的图叫电路图。

串联：把元件逐个顺序连接起来，叫串联。(任意处断开，电
流都会消失)

并联：把元件并列地连接起来，叫并联。(各个支路是互不影
响的)

八年级物理知识点归纳总结人教版篇九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成就：在建国的第一年里，中国同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了外
交关系;中美关系处于敌视对峙状态。

我国的外交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提出：1953年底，周恩来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进一
步完善：1954年，周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并与这两国总理
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
指导中印、中缅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

内容：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影响(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成
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万隆会议(又称亚非国际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
的方针。

时间：1955年地点：印尼万隆特点：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



家参加的亚非国际会议

内容：讨论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亚非国家发展问题。

针对帝国主义破坏会议的阴谋和各国间的矛盾、分歧，中国
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

结果：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导”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
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

意义：万隆会议反映了亚非人民团结一致，保卫世界和平，
增进各国人民间友谊的精神。(这种精被称为“万隆精神”)

“求同存异”：“同”指亚非国家都有反对殖民主义和谋求
发展的共同点;“异”指亚非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建设道路不
同(社会国家意识形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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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度：

物体的。冷热程度叫做温度。

2.温度计制作原理：

温度计是根据液体热胀冷缩的性质制成的。

3.摄氏温度的规定：

把在标准大气压下冰水混合物的温度定为0摄氏度，沸水的温
度定为100摄氏度。

4.温度计使用方法：

(1)温度计的玻璃泡全部浸入被测液体中，不要碰到容器的底



部或侧壁；

(2)待温度计示数稳定后再读数；

(3)读数时温度计的玻璃泡要继续留在液体中，视线要与温度
计液柱的上表面相平。

二、熔化和凝固

1.熔化：

物质由固态变成液态的过程叫做熔化。

2.熔化的条件：

到达熔点，继续吸热。

3.凝固：

物质由液态变成固态的过程叫做凝固。

4.凝固条件：

达到凝固点，继续放热。

三、汽化和液化

1.汽化：

物质由液态变成气态的过程叫做汽化。

2.汽化现象：

洒在地上的水变干了；



3.汽化的两种方式：

沸腾和蒸发是汽化的两种方式。

4.沸腾和蒸发的异同。

5.影响蒸发的因素：

(1)液体的温度。

(2)液体的表面积。

(3)液体表面的空气流速。

6.液化：

物质由气态变成液态的过程叫做液化。

7.液化现象：

雾的形成；露的形成；夏天冰糕冒白气。

四、升华和凝华

1.升华：

物质由固态直接变成气态的过程叫做升华。

2.升华现象：

衣柜里的樟脑丸过一段时间变小了；冬天，室外冰冻的衣服
干了。

3.凝华：



物质由气态直接变成固态的过程叫做凝华。

4.凝华现象：

霜的形成；窗玻璃上的“冰花”;树枝上的“雾凇”。

5.吸热与放热：

熔化吸热、凝固放热；

汽化吸热、液化放热；

升华吸热、凝华放热。

八年级物理知识点归纳总结人教版篇十一

1、一切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振动停止发声也停止。振
动的物体叫（声源）。

2、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真空不能传声。

3、声音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简称声速。声音在15℃空气中的
传播速度是(340m/s)。

4、回声是由于声音在传播过程中遇到障碍物被反射回来而形
成的。

二、我们怎样听到声音

1、声音在耳朵里的传播途径:外界传来的声音引起鼓膜振动，
这种振动经听小骨及其他组织传给听觉神经，听觉神经把信
号传给大脑，人就听到了声音。

2、耳聋:分为神经性耳聋和传导性耳聋。



3、骨传导:声音的传导不仅仅可以用耳朵，还可以经头骨、
颌骨传到听觉神经，引起听觉。这种声音的传导方式叫做骨
传导。一些失去听力的人可以用这种方法听到声音。

4、双耳效应:人有两只耳朵，而不是一只。声源到两只耳朵
的距离一般不同，声音传到两只耳朵的时刻、强弱及其他特
征也就不同。这些差异就是判断声源方向的重要基础。这就
是双耳效应。

三、乐音及三个特征

1、乐音是物体做规则振动时发出的声音。

2、音调：人感觉到的声音的高低。音调跟发声体振动频率有
关系，频率越高音调越高；频率越低音调越低。物体在1s振
动的次数叫频率，物体振动越快频率越高。

3、响度：人耳感受到的声音的大小。响度跟发生体的振幅和
距发声距离的远近有关。物体在振动时，偏离原来位置的距
离叫振幅。振幅越大响度越大。

4、音色：由物体本身决定。人们根据音色能够辨别乐器或区
分人。

四、噪声的危害和控制

1、当代社会的四大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固
体废弃物污染。

2、物理学角度看，噪声是指发声体做无规则的杂乱无章的振
动发出的声音；环境保护的角度噪声是指妨碍人们正常休息、
学习和工作的声音，以及对人们要听的声音起干扰作用的声
音。



3、人们用分贝(db)来划分声音等级。

4、减弱噪声的方法：在声源处减弱、在传播过程中减弱、在
人耳处减弱。

五、声的利用

可以利用声来传播信息和传递能量

八年级物理知识点归纳总结人教版篇十二

学物理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光背公式是没有用
的，物理公式既少又简单，但是理解起来却有一定困难。物
理定义要逐字深入分析与理解，学物理公式要学会举一反三，
透彻理解每一个符号所代表的含义。

定义与公式学透以后就是独立做题了，物理不做题是学不会
的。做物理题目不能不会就放着，而是要要从题眼出发，逐
步进行严谨的逻辑推理，根据所给条件推出结论来。做题时
最好要独立去做，不要直接看答案或者听老师去讲，那样都
是没有效果的，对提高物理解题能力帮助不大。

学好物理还要学会分析物理过程，不能看答案很简单，就以
为物理不难。其实物理的难点不在于计算过程，而在于物理
分析过程。只有学会分析才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变抽象为
具体，从而更精确的掌握物理过程。

学物理要会总结，不能做完题就丢到一边，要把一类题目加
以总结，最好提炼出固定的解题模式。对于做错的题目要注
意研究错因，思考为什么会做错，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然
后多找些类似的题目加以巩固。



八年级物理知识点归纳总结人教版篇十三

理解：

1.w有：与工作目的相关的功

2.w总：动力所做的功

3、机械效率总小于1，且无单位，结果使用百分数表示三类
常考机械效率问题：

注意：

1、做功：w=fs正确理解物理学中“功”的意义（做功的必要
条件，三种不做功的情况）

2、知道功的原理是一切机械都遵守的普遍规律。使用任何机
械都不省功，功的原理是对所有机械都普遍适用的原理。
（理想情况：所有方式做功均相等，实际用机械做功都比直
接做功多）

3、理解机械效率的意义

（1）机械效率是反映机械性能优劣的主要标志之一，有用功
在总功中所占的比例越大，机械对总功的利用率就越高，机
械的性能就越好。

（2）在计算机械效率时，要注意各物理量名称所表示的意义。

（3）因为有用功只占总功的一部分，有用功总小于总功，所
以机械效率总小于1。

4、理解功率的物理意义（p=w/t=fv）



功率是表示做功快慢的物理量，它跟功和时间两个因素有关，
并由它们的比值决定。

5、注意机械效率跟功率的区别

机械效率和功率是从不同的方面反映机械性能的物理量，它
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功率大的机器不一定效率高。

八年级物理知识点归纳总结人教版篇十四

1、物态变化：自然界中物质的存在状态（固态、液态、气
态）、物态变化的概念；

3、熔化和凝固：概念、熔点的定义、晶体与非晶体的区别、
晶体凝固与熔化过程的特点；

5、升华和凝华：概念、特征及相互转化；

第二章物质世界的尺度、质量和密度

4、物质的密度：密度的定义、物理意义、符号、单位、计算
公式及简单的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