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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最基本、最普遍的运动形式及其规律的学科，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它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已广泛渗透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应用于工程技术的各个部门。
大学物理是当代大学生科学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许多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先修课。
通过对大学物理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理论有较全面、系统
、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可以使学生学习并领会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
能力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初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基于上述考虑，参照非物理类专业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于2006年上报教育部的《非物理类
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正式报告稿》，汲取国内外优秀大学物理课程教材的长处，结合
长期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研究与实践，我们编写了本教材。
在编写本教材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体现“通、广、厚”，反映现代物理学基本理念与构架；加强
综合优化、注意纵横贯通；密切联系实际，反映现代社会需要和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的发展；注意循序
渐进，兼顾学生的思维发展。
　　提炼核心要素、辐射研究前沿当今世界正处在所谓“知识爆炸”时代，知识的总量迅猛增加，知
识老化的周期急剧缩短。
在这一背景下，在物理学知识的海洋中选择知识并构建大学物理课程内容体系时，应取哪些知识作为
课程的核心内容，应将哪些前沿知识纳入课程中来，值得悉心研究。
由于物理学的核心概念和主体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并显示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大学物理课程应
以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理论和基本理念为主，并选择有代表性和有重要发展前景的前
沿内容加以介绍。
为此，我们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本教材特别注重对物理学核心概念和规律的介绍，如
时间与空间，相互作用，传播速度，能量、动量、角动量守恒定律等，并着力将时间与空间，对称与
守恒，过程与状态，振动与波，粒子与场，统计性与确定性等贯穿始终。
力图将前沿和基础联系起来，在奠定厚实基础的同时，使之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广泛的适用性。
另一方面，精选经典物理学的新发展和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等前沿问题，主要采用定性和半定量相结
合的方法，从较简单的特殊问题入手，对其基本思想、主要结论及其应用和发展前景进行分析，避免
复杂的数学处理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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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分上、下两册，上册包括力学与相对论，振动、波动与光学(含几何光学)，热学三篇；下册包括电磁
学、量子物理两篇。
力学与相对论篇以运动与时空为线索，以动量守恒、角动量守恒、能量守恒为构架展开内容，并紧接
着介绍相对论。
振动、波动与光学篇以机械振动和机械波为重点阐述研究振动和波动的一般理论方法，并推广应用于
波动光学，而将几何光学视为波动光学的极限情况。
在热学篇，将热现象作为经典多粒子系统的统计性和内在随机性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来处理，对统计规
律和熵等作了适当扩充。
电磁学篇以电磁场作为研究对象，侧重介绍场的描述、基本性质、基本规律，并注意从相对论的角度
给予统一阐述。
在量子物理学篇，给出了量子概念的产生、发展及量子力学创立与应用的思维脉络；对激光产生的原
理与应用、固体电子论及原子核与粒子物理学基础作了简要介绍。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理工科各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师生及有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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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怎样学好大学物理学　　大学物理学是在中学物理基础上开设的一门大学基础课程，是高级丁
程技术人员所必须掌握的。
怎样才能学好大学物理学呢？
对于这个问题，同学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5.1 要明确学习大学物理学的目的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理查德·费曼说：科学是
一种方法，它教导人们：一些事物是怎样被了解的，什么事情是已知的，现在了解到什么程度（因为
没有事情是绝对已知的），如何对待疑问，遵守什么法则，如何去思考事物，做出判断，如何区别真
伪。
学习物理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满足于掌握一些知识、定律和公式，更不是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解题上，而
应是在学习过程中努力使自己对物理学的内容、方法、丁作语言、物理图像及其历史、现状和前沿等
方面有全面的了解。
而这些对于开阔思路、激发探索、增强适应能力、提高人才科学素质、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能力都将
起着重要作用。
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优秀的1=程技术人员必定具有坚实的物理基础。
总之，只有明确了学习大学物理学的目的，才有强大的动力去自觉地学习。
　　5.2 要根据物理学的特点进行学习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自身的特点，而了解一门学科的特点正
是理解和掌握这门学科的关键。
物理学的主要特点有：　　5.2.1 物理学是由观察、实验和科学思维相结合的产物。
观察和实验是了解物理现象、测量有关数据和获得感性知识的前提，是形成、发展和检验物理理论的
实践基础，但是，要使感性知识上升到物理理论，还要经过科学思维过程，通常是经过分析、综合、
抽象、概括等形成概念、作出判断和推理来完成的。
例如物理模型的建立、物理概念的形成、物理规律的发现都是由观察、实验与科学思维相结合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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