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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编者参加了国家教育委员会面向2工世纪农林牧院校物理教学和课程体系改革课题，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期讲授大学基础物理课程的经验撰写了本书，对大学基础物理教材中传
统的五大部分内容（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近代物理学），编者从框架上作了一些变动。
例如，将原热学中有关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内容作为能量守恒定律的应用移到力学部分，以便在讲授力
学时，突出动量、角动量和能量三个守恒定律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又如，将原光学中的“振动与波”
也移到力学部分，原因之一是“振动与波”这一章主要是讲机械振动和机械波，原因之二是在学习“
电磁学”中的电磁波时，已经有了振动与波的基础，本书删除了原教材中积分形式的欧姆定律、直流
电路、基尔霍夫定律、温差电、光度学和色度学以及核物理等内容，以适应农业院校物理课教学时数
远低于工科院校的情况。
考虑到物理教学现代化以及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性，本书适当地增加了近代物理学的内容
，除在不同章节中有选择地简要介绍若干当代物理前沿的内容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加深对基础内
容的理解外，还适当介绍了一些物理学原理和技术在生物学及农学中的应用，借以说明物理学是一切
自然科学（包括生物学和农学）的基础；同时体现农业院校基础物理教材的特色。
农业院校的物理教学长期受学时数少（一般院校为70学时左右，其中包括实验课教学）的困扰，原因
之一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够了解生物学、农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系，从而未认识到物理学课程在提高
学生素质和能力方面所能起的特殊作用，我们的上述努力是期望为扭转当前农业院校物理教学的滑坡
略尽绵薄之力。
当然，物理学原理和技术在生物学和农学中的应用是一个广泛的课题，本书只是稍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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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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者结合多年教学研究的成果和目前学时压缩、
学生学习特点等现状编写而成。
本书包括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近代物理的最核心内容。
作者言简意赅、提炼精华的编写风格既保证了物理学的完整性，又满足在有限的时间内把物理学的核
心内容传授给学生的要求，同时又不失物理学的思想和方法。
    本书适合普通高等学校非物理专业的学生学习大学物理课程使用，也可作为相关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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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物理学中，为了突出研究对象的主要性质，而不考虑一些次要的因素，经常引入一些理想化
的模型来代替实际的物体，“质点”就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
任何物体都有一定的大小和形状。
若物体在运动过程或与其他物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它的形状和大小在研究的现象中所起的作用可忽略
不计。
这样一来，物体的形状和大小与研究的问题无关，可以把它们当作一个具有质量的几何点（质点）来
处理。
例如，人们常将弹簧振子的物体、单摆的摆球、绕日公转的地球等看作为质点。
但是，同一个地球，在研究它的自转问题时，就不能把它当作质点来处理了。
当我们研究某一物体的运动时，必须具体指明，运动是相对于哪一个物体或哪一个物体群的。
这种选用具体研究物体运动的依据的物体或物体群，称为参考系。
例如，研究地球相对于太阳的运动，则太阳就是参考系。
若研究月球相对于地球的运动，则地球就是参考系。
研究某一物体的运动，究竟选用哪一个物体或哪一个物体群为参考系，要看问题的性质和计算的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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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基础物理学(第3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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