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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理工科大学生编写的大学物理学教材，内容涵盖了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
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订的基本要求，同时为满足不同层次的教学要求，保持教材内容的连续性
和系统性，本书也编人了一些提高与扩展内容。
　　本书以物理的基本知识点为载体，展示大学物理课程的知识和方法结构，在力学部分，通过物理
模型的抽象、基本参量的引入、特殊运动规律的研究，以及运动的合成、分解、变换等，使学生掌握
运动学的基本内容与研究方法；通过相互作用的瞬时、时间积累、空间积累等效应，让学生掌握动力
学的基本内容与研究方法，在热学部分，通过有目的地编排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初步，重点展现统计物
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在电磁学部分，通过展现麦克斯韦理论的完整形式，使学生掌握梯度、散
度、旋度等场的研究方法，在波动光学部分，通过相位差与光程差关系的介绍，让学生掌握波动光学
关于干涉、衍射的规律，以及定量和半定量的研究方法，在近代物理部分，侧重介绍近代物理中的基
本概念，以及它们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加强近代基础性知识中覆盖面最广的理论性内容，同时适度加
深数学要求，尽可能使学生形成比较完整和动态发展的近代物理知识和方法结构，并能解决一些典型
的基本问题，为后续相关课程和专业的深入学习奠定基础。
另外为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动态和发展的自然观和科学观，本书还在每章后面编排了与学科前
沿相关的阅读材料以及著名科学家的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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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新制订的《理工科非物理类专业大学
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并在涵盖基本要求的所有核心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广度和深
度的拓展和提高，使之既保持了传统教材基础知识扎实的特点，又突出了内容现代化的时代特征，全
书分上、下两册，本书为上册，包括力学和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初步。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非物理类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学生选用，并可供社会读者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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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篇主要研究经典力学的基础内容，第1章将研究力学中的运动学部分，运动学研究目标就是描
述质点的运动状态，而不去寻求物体具有这种运动状态的原因。
第2章和第3章将研究力学中的动力学部分，动力学的研究目标就是寻求物体具有某种运动状态及这种
运动状态发生改变的原因。
第4章和第5章，将研究力学中的两种重要而特殊的运动形式：振动和波动。
鉴于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与牛顿力学联系紧密，已经成为当代物理的基本概念，故在第6章将介绍狭
义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与运动学的研究方案类似，首先将物体的机械运动形式分为质点运动和刚体转动两种基本形式，
并对每种基本运动形式进行动力学研究，而对更为一般的复杂运动的动力学问题则用基本运动的动力
学合成的办法来实现。
　　本篇对每种基本运动形式的动力学问题的研究，都从三个不同的侧面或角度展开，即研究每种基
本运动的瞬时效应、时间累积效应和空间累积效应。
瞬时效应的基本思路是跟踪物体的运动过程，对运动过程中的任意瞬时进行动力学分析，建立动力学
微分方程；时间累积效应的基本思路是考察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内因与外因对物体作用一段时间之后
，对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状况，建立物体运动状态在不同时间状态间的变化规律；空间累积效应的基
本思路是考察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内因与外因对物体作用一段空间距离之后，对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
状况，建立物体运动状态在不同空间状态间的变化规律。
原则上，从动力学研究的三个侧面或角度都可以得到物体运动的规律，但是在不同情况下，用不同效
应解决实际问题的繁简程度是不一样的。
瞬时效应以研究物体中间运动过程为基础来研究物体运动规律，因此中间过程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它解
决实际问题的繁简程度；时间累积效应和空间累积效应避开了对物体中间过程的跟踪研究，转而通过
研究始、末两个状态间的变化状况来获得物体运动规律，因此两个状态的运动参量是否容易确定决定
了累积效应解决实际问题的难易程度。
更一般的情况是将三种效应结合起来解决实际问题，往往也是最为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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