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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学校应用型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大学物理》课程和教学改革方兴未艾，创建初具特色、适
用于自己层次的大学物理教学体系，提高教学质量是教学改革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所在。
本书在“十一五”国家课题：“面向21世纪独立学院物理学课程改革和教学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大学物理教学体系，并结合编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国家对日益发展的普通高等院校
的要求，编写了这套理工科非物理专业的《大学物理》课程的教材，含《简明大学物理》（上、下册
）、《简明大学物理习题精解》。
　　本套教材特别注意简单明了和实用，从而使学生掌握较准确的物理思想、物理概念及物理模型，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研究能力，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该教材既适用于144学时、108学时、90学时，也适用于72学时；既适用于本科也适用于专科及成人教
育。
　　本套教材分为上、下两册及习题精解辅导教材。
上册主要内容包含力学、电磁学；下册包含波动及波动光学、分子物理学与热力学、近代物理。
全书各章编者分别是：林纯（第7、11、15章）、罗春霞（第9、10、13章）、徐进霞（第1、2、3、12
章）、赵有伦（第4、5、6、8、14章）。
赵有伦任主编，负责大纲的拟定，全书统稿和定稿。
　　全书编写得到了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等单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特别
是得到了武汉大学石兢教授及东湖分校李吉星、陈冬梅、刘嘉、胡波等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许多优秀的大学物理教材，在此不一一列出，一并深表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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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非物理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最新制定的《理工科非物理专业大学物理
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讨论稿)》编写而成的。
书中包括了基本要求中的所有核心内容，可供不同专业选用。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
上册包括力学和电磁学，下册包括振动、波动、光学、气体动理论、热力学基础、狭义相对论和量子
物理简介等。
和本书相配套的还有《简明大学物理习题精解》。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非物理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文科及专科的相关专业选用及物理爱好者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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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振动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一种运动形式，如行星的运动、血液的循环，还有社会科学中的
生态循环、消费指数的振荡等。
这些运动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周期性，所谓周期性运动是指在时间上具有重复性或往复性的运动。
在日常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的振动，如心脏的跳动、钟摆的摆动、活塞的往复运动等，这些运动具有
自身的特点，我们称之为机械振动。
　　9.1 简谐振动振幅周期和频率相位　　简谐振动是一种最简单、最基本的振动，任何复杂的振动都
可以由简谐振动合成。
因此，学习简谐振动的规律十分必要。
　　9.1.1 简谐振动　　物体振动时，决定其位置的坐标是时间的正弦（或余弦）函数的运动，称为简
谐振动。
简谐振动是一种最简单、最基本的振动。
下面以弹簧振子为例，研究简谐运动的基本规律。
　　如图9.1.1 所示，将轻弹簧（质量忽略不计）的左端固定，右端连一质量为m的物体，放置在光滑
的水平面上，物体所受阻力忽略不计。
当物体在位置0时，弹簧具有自然长度，此时物体在水平方向所受的合外力为零，位置0称为平衡位置
。
取平衡位置0为坐标原点，水平向右OX为正方向，现将物体向右移动到位置A，然后放开，由于弹簧
伸长而出现指向平衡位置的弹性力，在弹性力作用下，物体向左运动，当通过位置0时，作用在m上弹
性力等于零，但是由于惯性作用，m将继续向点0左边运动，使弹簧压缩。
此时，由于弹簧被压缩，而出现了指向平衡位置的弹性力并将阻止物体向左运动，使m速率减小，直
至物体静止于B（瞬时静止），之后物体在弹性力作用下改变方向，向右运动。
这样在弹性力作用下物体左右往复运动，即为机械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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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套教材特别注意简单明了和实用，从而使学生掌握较准确的物理思想、物理概念及物理模型，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研究能力，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十一五”国家课题·面向21世纪物理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系列教材：简明大学物理（下册）》为下
册，主要内容包含波动及波动光学、分子物理学与热力学、近代物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简明大学物理（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