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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大学物理（上册）》在教育部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
指导分委会颁布的《理工科非物理类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指导下，秉承学以致用的教育
理念，满足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精选了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内容，突出科学性、现代
性和实用性，力求做到好教易学.全书分上、下两册。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大学物理（上册）》既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理工科非物理类专业大
学物理课程的教学用书，又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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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绪论1．物理学概述 “物理学”一词是从希腊文“自然”一词推演而来．在古代欧洲，物理学
一词是自然科学的总称．如果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算起，物理学的发展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物理学
是人类在长期生活与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是人类在构成自然界物质的组成、性质、相互作用、运动变
化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逐步形成的系统的理性认识，是全
人类智慧的结晶，随着科学的发展，物理学的各部分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学科，如天文学、生物学、地
质学等。
汉语、日语中“物理”一词起自于明末清初科学家方以智的百科全书式著作《物理小识》。
中文的“物理”二字是取“格物致理”四字的简称，即考察事物的形态和变化，并总结研究它们的规
律。
物理学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空间尺度上从10-16m量级（质子有效半径为8×10-16m）到1026m量级(
可观测的宇宙半径为～1026m)，跨越了42个数量级；时间跨度从10-23s量级（最不稳定粒子的半衰期
为l×10-23 s）到10-39s量级（质子的半衰期为1×1039s），跨越62个数量级；涉及的温度可以从接近绝
对零度( -273.15℃)的低温上升到热核反应几亿摄氏度的高温；而速度可以从静止增加到运动速度的极
限——光速，物理学除了研究物质的气、液、顺、固三态外，还研究等离子态、中子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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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上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胡成华、史玲娜主编的《大学物理(上册)》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教材共分二篇七章，内容包括：力学和热物理学。
紧扣教学大纲，重点难点突出，概念清晰，逻辑严密，层次分明，通俗易懂。
既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理工科非物理类专业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用书，又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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