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有机化学基础知识点总结归纳 初二
数学基础知识点总结(优质8篇)

一个学期过去了，是时候总结一下学习和成长的收获了。这
里有一些军训总结的典型范文，供大家参考并借鉴一些写作
的技巧和经验。

有机化学基础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一

1、平行线的性质

一般地,如果两条线互相平行的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那么
同位角相等,内错角相等,同旁内角互补.

也可以简单的说成：

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

两直线平行,内错角相等;

两直线平行,同旁内角互补。

2、判定平行线

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如果同位角相等,那么这两条直
线平行.

也可以简单说成：

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如果同位角相等,那么这两条直
线平行;如果同旁内角互补,那么这两条直线平行.



其他两条可以简单说成：

内错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同旁内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1、刻画数据的集中趋势(平均水平)的量：平均数 、众数、
中位数

2、平均数

平均数：一般地，对于n个数，我们把它们的和与n之商叫做
这n个数的算术平均数，简称平均数。

加权平均数。

3、众数

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个数据叫做这组数据的众数。

4、中位数

一般地，将一组数据按大小顺序排列，处于最中间位置的一
个数据(或最中间两个数据的平均数)叫做这组数据的中位数。

有机化学基础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二

总结是事后对某一阶段的学习或工作情况作加以回顾检查并
分析评价的书面材料，写总结有利于我们学习和工作能力的
提高，因此十分有必须要写一份总结哦。我们该怎么去写总
结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初二语文同步基础知识点总
结，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二种常见叙事线索：物线、情线。



2.二种语言类型：口语、书面语。

3.二种论证方式：立论、驳论。

4.二种说明语言：平实、生动。

5.二种说明文类型：事理说明文、事物说明文。

6.二种环境描写：自然环境描写--烘托人物心情，渲染气氛。

7.社会环境描写--交代时代背景。

8.二种论据形式：事实论据、道理论据。

1.三种人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

2.三种感情色彩：褒义、贬义、中性。

3.小说三要素：人物(根据能否表现小说主题思想确定主要人
物)情节(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4.人物主要掌握通过适当的描写方法、角度刻画人物形象，
反映人物思想性格的阅读技巧。

5.情节主要了解各部分的基本内容及理解、分析小说情节的
方法、技巧。

6.开端交代背景，铺垫下文。

例：《孔乙己》开端部分叙写咸亨酒店的格局和两种不同身
份、地位的酒客(短衣帮、长衫主顾)来往的情景，交代了当
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社会背景，为下文孔乙己这一特殊
的人物的出场作下铺垫。

7.发展刻画人物，反映性格。



例：《孔乙己》发展部分叙写孔乙己第一次到咸亨酒店喝酒
遭人耻笑的情景，通过刻画孔乙己的肖像、神态、动作、语
言等，揭示其贫困潦倒、自欺欺人、迂腐可笑、死要面子、
好逸恶劳的思想性格。

8.高潮表现冲突，揭示主题。

例：《孔乙己》高潮部分叙写孔乙己最后一次到咸亨酒店喝
酒遭人耻笑的情景，通过侧面反映丁举人的横行霸道、心横
手辣和正面描写孔乙己的`身残气微，表现其悲惨遭遇，从而
深刻的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

9.结局深化主题，留下思考。

例：《孔乙己》结局部分以“大约”、“确实”这样一组意
味深长的词句，不仅为孔乙己的悲惨命运增添了悲剧意味，
还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思考。

10.环境主要理解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作用。

自然环境描写自然景观，渲染气氛、衬托情感、预示人物命
运、揭示社会本质、推动情节发展。

例1：《孔乙己》高潮部分通过描写秋天悲凉的景象，渲染了
凄凉的气氛，预示着孔乙己即将死亡的悲惨结局。

例2：《我的叔叔于勒》高潮和结局部分通过描写两处对比鲜
明海上景象，分别衬托出人物欢快和失落、沮丧的心情。

例3：《在烈日和暴雨下》全文极力描写烈日、狂风暴雨，不
仅步步亦趋地推动着情节发展，还表现了拉车人牛马不如的
悲惨命运，更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炎凉。

社会环境描写社会状况，交代故事背景，揭示社会本质，铺



垫下文内容。

例：《孔乙己》开端部分通过描写咸亨酒店的格局和来往酒
客的情形，交代了当时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为
下文孔乙己这一特殊的人物的出场作下了铺垫。

11.议论文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

12.议论文结构三部分：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
解决问题(结论)。

13.三种说明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

14.语言运用三原则：简明、连贯、得体。

15.记叙的三种顺序：顺叙、倒叙、插叙。(补叙属于插叙一
种)。

有机化学基础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三

1、描写景色的诗句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杜甫)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杜牧)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

水南水北重重柳，山后山前处处梅。(王安石)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王维)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王维)

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王建)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杜甫)

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晏殊)

2、描写友谊的诗句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汪洙)

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无名氏)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刑俊臣)

3、描写月亮的诗句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峡深明月夜，江静碧云天

有机化学基础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四

1. 花枝招展：比喻姿态优美。招展：迎风摆动。常用来形容
妇女打扮得十分艳丽。



2. 不能自已：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已：停止。 3. 忍俊不
禁：忍不住笑。

4. 黯然神伤：形容心中伤感，情绪低落。

5. 故弄玄虚：本意是故意玩弄使人迷惑的欺骗手段 6. 呕心
沥血：形容费尽心思。

7. 想入非非：思想进入虚幻境界，完全脱离实际，胡思乱想。
8. 不速之客：指没有邀请自己来的客人。速：邀请。

9. 人声鼎沸：人声喧闹的意思。鼎：古代一种三足两耳的锅。
沸：水开。鼎沸：

本意是锅里的水烧开了，发出响声。

10. 置之度外：不把它放在心上。度：考虑的意思。 11. 流
光溢彩：形容色彩丰富，光亮夺目。 12. 人迹罕至：少有人
来。迹：足迹。罕：稀少。

13. 随声附和：别人说什么，自己跟着说什么。形容没有主
见。 14.奔走相告：一边奔跑，一边告诉别人。 15.一张一
翕：形容呼吸时一张一合。 16.异想天开：形容想法离奇，
不切实际。 17.相映成趣：互相衬托。

18.祸不单行：表示不幸的事接连发生。

19.触目伤怀：看到(家庭败落的情况)心里感到悲伤。怀：心。
20.狼吞虎咽：形容吃东西又猛又急。 21.出神入化：形容技
艺达到了绝妙的境界。 22.手足无措：形容举动慌乱或没有
办法应付。 23.猝不及防：事情突然袭发生，来不及防备。

25.饥肠辘辘：形容非常饥饿。

26.世外桃源：指不受外界影响的地方或幻想中的美好世界。



27.小心翼翼：原形容严肃虔敬的样子现用来形容举动十分谨
慎丝毫不敢疏忽。 28.碌碌无为：平庸，没有特殊能力。
29.血雨腥风：指战争的可怕与残忍。

30.取义成仁：即舍生取义，取：选取。义：正义。

31.敝帚自珍：比喻东西虽然不好，自己却十分珍惜。敝：破
旧。珍：贵重爱惜。 32.幕天席地：把天空当作幕，把大地
当作席。 33.天壤之别：比喻差别极大。壤：地。

34.弹指而过：形容时间过得很快，弹一下手指头就过了很多
年。 35.栩栩如生：生动逼真，像活的一样。

36.才华横溢：形容很有文艺才能，并显露出来。

37.深恶痛疾：厌恶、痛恨到极点。恶：厌恶。疾：痛恨。

38.振聋发聩：发出很大的响声，耳聋的人也能听见。比喻用
语言文字唤醒糊涂麻木的人。聩：耳聋。

39.别具匠心：另有一种巧妙的心思(多指文学，艺术方面创
造性的构思)。 40.溘然长逝：突然死去。

41.抑扬顿挫：形容声音高低转折、和谐悦耳。 42.自出心裁：
出于自心的创造和裁断。 43.杳无消息：远得不见踪影，没
有消息。

44.巧妙绝伦：灵巧高明，超过寻常的，没有比得上它的。
45.惟妙惟肖：形容描绘得十分精妙逼真。肖：相似。 46.雍
容典雅：形容文雅大方，优美而不粗俗。雍：和谐。 47.错
落有致：交错纷杂，富有情趣。致：情趣。 48.浑然一体：
完整不可分割地构成一个整体。 49.丰功伟绩：伟大的功绩。

50.错综复杂：形容头绪繁多，情况复杂。



51.千头万绪：形容事情头绪很多。绪：事情的开端。 52.不
无裨益：不是没有益处。

53.与日俱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 54.孜孜不倦：
勤勉地工作，不知疲倦。

55.无边无垠：宽阔没有边际。垠：界限;边际。 56.坦荡如
砥：平坦得像磨刀石。坦荡：宽广平坦。 57.潜滋暗长：暗
暗地不知不觉地生长。滋：生出。 58.旁逸斜出：(树枝)从
树干的旁边斜伸出来。 59.纵横决荡：纵横驰骋，冲杀突击。

60.荡然无存：形容原有的东西完全消失，一点也不存在。
61.不可名状：不能用语言形容。名：说出。 62.锐不可当：
锋利无比，不可抵挡。

63.不毛之地：不长草木的地方。毛：指草木。 64.改邪归正：
不再做坏事，走向正路。

65.气势恢宏：形容气势极其雄伟。恢宏：广大，宽广。 66.
心腹之患：比喻致命的祸害。心腹：喻要害。

有机化学基础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五

1、歇后语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孙悟空大闹天宫——慌了神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张飞穿针——粗中有细

包公断案——铁面无私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猪八戒插葱——装象

2、名句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有志者事竟成。(后汉书)

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刘备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

3、珍惜时间的格言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
明)

4、名言



知识是我们飞向天空的翅膀

思考可以构成一座桥，让我们通向新知识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科学的未来，只能属于勤奋而又谦虚的年轻一代

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列宁)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

任何成就都是刻苦劳动的结果。(宋庆龄)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

5、孔子的名言

温故而知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有机化学基础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六

群芳吐艳姹紫嫣红落英缤纷郁郁葱葱喷薄欲出旭日东升

夕阳西下皓月当空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层峦叠嶂苍翠欲滴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王维）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王维）

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王建）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杜甫)

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晏殊）

绳在细处断，冰在薄处裂。

亲身下河知深浅，亲口尝梨知酸甜。

莫看江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

花盆里长不出苍松，鸟笼里飞不出雄鹰。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

虚心万事能成，自满十事九空。

博览群书孜孜不倦勤学好问学而不厌坚持不懈业精于勤

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废寝忘食竭尽全力锲而不舍脚踏实地

游子吟

唐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日落胭脂红，无雨必有风。夜里星光明，明朝依旧晴。



今夜露水中，明天太阳红。有雨山戴帽，无雨山没腰。

久晴大雾必阴，久雨大雾必晴。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知己。(汪洙)

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无名氏)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邢俊臣)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孙悟空大闹天宫——慌了神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张飞穿针——粗中有细

包公断案——铁面无私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孔夫子搬家——净是输(书)

小葱拌豆腐——一清(青)二白

上鞋不用锥子——真(针)好

四月的冰河——开动(冻)了



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鸣)在外。

有机化学基础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七

相比许多应试方法，语文学习四大基本功可以真正提高语文
成绩，并加深语文素养。

众所周知，书写与口语表达一样，同是交流的重要渠道。说
出话来是为了让人听明白；而写出字来是为了让人看明
白。“书写规范，字迹清晰”是中考语文写字能力六点要求
之首，同时“书写整洁”和“错别字”还占卷面3分！由此看
来，写字这项基本功还包括消灭错别字和纠正错别字的能力
及要求。因为《20xx年上海市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考试手册》
对这方面的规定是：能正确书写3500个常用汉字。所以只有
多写，多读，认真加以甄别，才能将这项能力掌握，也才能
消灭错别字，做到书写正确无误。

我相信同学们对语文的积累一直以来从未间断过。从语文学
科的特性来说，积累的途径虽然多种多样，但尽管已经步入
初三，最原始首选的方法还是读、背、默。也许并不新鲜但
极为有效，这是我们的祖先千百年来总结出的智慧精华。因
为多读方能形成语感；多背才能积少成多；多默就能长久不
忘。关键在于久而久之，由量变到质变，然后还可以推陈出
新，逐渐就达到了“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
境界。另外，读、背、默是学习各种知识的基本功，不亚于
武功，经过日久天长的训练，功夫自会上身，到那时将受益
终生。我们熟知的大师级人物比如鲁迅、钱钟书、郭沫若等
就是不仅具有过人的记忆能力，乃至过目不忘，而且具有超
强的阅读能力，以致一目十行。而《20xx年上海市初中毕业统
一学业考试考试手册》中规定的现代文阅读的第2、3、4知识
点，文言文阅读的第1、2、3、4知识点均是考察积累能力的。
所以初三学生面对大量的记忆和背默练习，不仅不能厌烦，
而且要从严、从细，达到精益求精。



有机化学基础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八

1、比喻就是打比方，是用具体的、浅显的、熟悉的、形象鲜
明的事物去说明或描写抽象的、深奥的事物。这样可以把事
物的形象描写得更生动、具体。

2、拟人是借助想象力，把事物当作人来写。即赋予它们人的
言行、思想、感情等。

3、排比运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结构相同或相似，意思密切相
关，语气一致的句子或词组，排成一串。这样的句子可以加
强语言的气势，表达强烈的感情，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4、夸张对描写的事物有意识地加以夸大或缩小，以突出事物
的特征，表达作者的感情，引起读者的联想，加深印象。

5、设问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或思考，先自行提出问题，再自
己进行回答。即自问自答。

6、反问将明确的意思用问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即只问不答，
问中有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