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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物理课的教材很多，也各具特色，所以编写一本好的大学物理教材是一件困难的事。
尽管如此，学生在变化，课堂在变化，因此，杭州科技大学经过研究，决定编写本书，把多年的教学
经验编在其中。
本教材的内容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根据我校实行八年的分层教学的经验和需要，将本书内容分解为课程核心内容和非核心内
容两个部分。
核心内容以传统教材中的常规内容为主，其知识体系和框架基本不变，是大学物理这门课的最重要内
容。
另一方面，由于物理学的内容庞大，核心内容的选取也是困难的，本书核心内容的选取是依据我们在
教学过程中特别是对学生的考核过程中反复实践而确定下来的，既保留一定的体系，又适合现在的学
生。
非核心内容是比较难的经典内容、比较重要的现代物理新知识，是物理学直接导致的有趣的或重要的
应用。
但是物理学中，被我们理解为非核心的内容也十分庞大，我们选取的原则是可教性，大部分内容是通
过教学实践选取的。
　　第二，本教材有一些灵活的东西，主要体现在非核心内容上。
近代物理学部分在知识的演变发展过程中有大量的背景，背景知识是系统的；物理学导致的重要的或
者有趣的应用部分是利用大学物理知识可以分析的；就作者所在学校的学科特点而言，有些知识如非
线性物理和激光技术，需要专门介绍。
　　第三，强调可教性。
本书核心内容最大的特点是：编写充分考虑课时，有的知识点做了合并、例题做了精选；安排了知识
分析和难题分析。
非核心内容也必须是可教的。
此外还编写了配套的习题集，习题集经过十余届学生使用。
　　本教材共三册，上册、下册和习题集。
上册可供64个学时使用，下册可供50～64个学时使用，习题集可供学生课后训练的作业使用。
上、下册中的楷体文字是选读和补充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可选择阅读。
　　绪论及第一章至第四章由徐江荣教授编写，第五、六章由袁求理副教授编写，第七章至第九章由
彭英姿副教授编写，第十章至第十四章由葛凡教授编写，第十五、十六章由黄清龙副教授、徐江荣教
授编写，第十七、十八章由钟建伟副教授编写，第十九章由徐江荣教授、赵金涛教授编写，第二十章
由钟建伟副教授编写，习题集由赵金涛教授编写；赵金涛教授负责绘制了书中的图，提供了本课程的
电子教案文稿。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大学物理”课程2005年被评为浙江省精品课程，本教材是省精品课程建设的
内容之一，2009年本书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教材。
在此感谢浙江省精品课程和浙江省重点建设教材两个项目的资助！
　　本课程的教材改革和编写任务重，难度大，同时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
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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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大学物理教程（上册）》是浙江省精品课程建设的教材之一，为浙江省重点建设教材，分
上册、下册、习题集三册出版。
上册包括力学和电磁学知识，力学部分有经典力学和相对论，编写时相对地压缩了经典力学的篇幅，
增加厂相对论的篇幅，电磁学部分系统地介绍了电学和磁学；下册包括波动与光学、热学、量子力学
、非线性物理与激光技术4篇，波动与光学篇包括振动、机械波、光的干涉、光的衍射和光的偏振，
热学篇包括气体动理论和热力学基础，量子力学篇包括早期量子论和量子力学基础，非线性物理与激
光技术篇包括非线性物理与激光技术等；习题集与本教程配套，按教学单元划分，用于学生的训练。
　　《大学物理教程（上册）》可作为本科院校理工类各专业的大学物理教材，也可作为普通高等学
校各类非物理类专业的物理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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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质点运动学　　运动学不涉及产生运动的原因，只是描述运动状态的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即位置、速度、加速度之间的关系，所以运动学是物体运动的几何关系。
　　1.1 力学的几个基本概念　　物理学是建立在简化模型基础上的数学表达，怎样建立物理模型？
怎样用适当的数学工具来描述？
这是物理学的重要方法。
本节主要描述物理模型、参照系及其坐标、以及矢量三个问题。
　　1.1.1 物理模型及其运动形式　　在力学中描述物理运动的主要模型有质点和刚体，它们是有明确
的含义的。
质点是不考虑物体大小和内部结构，将其看作是一个有质量的几何点。
刚体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大小和形状都保持不变的物体。
　　宏观物体机械运动的形式有平动、转动和振动。
平动是物体内各点具有相同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可以将物体看作为一个质点的运动。
转动是物体绕某一个轴转动，在定轴转动中，物体上所有的点在作圆周运动，具有相同的角位移、角
速度、角加速度。
振动是物体在某一平衡位置附近作来回往返运动，运动具有周期性。
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判断物体运动与否，首先要选择某个物体作参考。
　　1.1.2 参考系及其坐标　　任何物体的位置总是以某个物体为参考而确定的，这个物体称为参考物
或参考系，常用的参考系有：地面参考系、地心参考系、太阳参考系、实验室参考系。
　　如图1-1所示的是太阳参考系、地心参考系和地面参考系。
牛顿运动定律在其中能严格成立的参考系，简称惯性系，相对于惯性系作匀速直线运动的参考系都是
惯性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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