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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大学物理教程（第2版）（上册）》根据教育部高
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制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2010年版）
的精神，吸收了近年来编者所取得的教学研究成果，保持了编者过去所写教材的特色，借鉴了鄂、柱
、津部分大学物理教师的教学经验，采纳了鄂、桂、津、皖部分高校的使用意见，在此基础上加工整
理，改编而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大学物理教程（第2版）（上册）》分上、下两册
，上册内容包括力学、狭义相对论基础和电磁学三大部分；下册包括热学、振动与波、光学、量子物
理学基础以及分子与同体、核物理学与粒子物理学、天体物理学与宇宙学、现代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物
理基础专题选讲等部分。
各部分均按“保证基础、加强近代、联系实际、方便教学”的原则进行选材，并注意突出物理思维方
法。
　　为了方便教学，编者精选了全书的例题、习题和阅读材料，并将部分内容打上了·号，以适应不
同的教学要求。
该教材配套的还有《大学物理教程（第二版）学习指导》（另书出版），主要包括目的要求、内容提
要、重点难点、方法技巧、习题解答、自我检测等内容，以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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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归纳是根据问题的内容及性质，突出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筛选出能反映待研究
问题的特征，尽量使之既能与实际情况较好地相符，又便于使问题简化，易于研究。
2.论证与检验命题的论证常用模型与演绎方法进行。
模型法是指将待研究问题按照“突主略次”的原则进行加工、抽象、化成模型，以供研究。
例如，质点模型的提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将对问题的研究作用甚微的物体形状大小忽略，而突
出在问题的研究中有着重要作用的质量，将物体抽象成为一个仅有质量的代表点——质点，从而使经
典力学问题的研究大为简化，易于进行。
演绎法是指从已知原理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算来使命题获得论证。
例如，高斯定理及安培环路定理的提出便是演绎法获得成功的佐证。
理论正确与否的检验常用实验方法来进行。
实验是指在人工控制的前提下，将自然界中所发生的现象予以重现，以便对自然现象进行反复观察与
研究。
实验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与方法，其要点将在实验课中详细介绍。
3.修改与更新物理学是一门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的学科。
实验若无理论作指导，不仅可能走弯路，而且所发现的事实结论也可能毫无用处；反过来，理论若无
实验来支持，便很可能变得与大自然毫无关系。
因此，任何理论均必须接受实验（实践）的检验。
如果实验证明理论是对的，则这种理论就是真理；如果实验证明理论只有部分正确，则应对其作修改
；如果证明它是错误的，就要对其进行否定与更新。
4.预言与假说当新事实与旧理论不相符合时，常用假说或预言去说明。
假说（或预言）是在一定的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对自然现象的本质提出的说明方案，其正确与否尚需
根据进一步的实验和观察来验证。
如果实验与观察证明它是正确的，则这种假设便可上升为真理；如果证实它只有部分正确，则应予以
修正；如果证实这种假说完全不对，则应予以否定。
应该指出，假说也是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重要方法，其基础在于正确的观察与实验。
例如，爱因斯坦的光子假说就是基于大量光电效应的实验事实提出的，由于它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
，因而很快便成为光电效应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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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教程(上册)(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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