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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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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审订的&ldquo;非物
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rdquo;的精神，凝聚了我院教师长期讲授大学物理课程的实
际教学经验，吸收了国内外近年来同类改革教材的优点编写而成的。
　　大学物理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它所阐述的物理学知识、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是
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程和其他科学技术的基础。
通过大学物理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能够培养学生应用物
理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可以说大学物理承担了基础知识教育和科学素质教育的双重任务。
因此编者在编写过程中，根据课程的性质精心挑选内容，注重概念的准确、物理图像的清晰，简明而
系统地讲述了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规律以及基本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其内容涵盖了大学物理教学
的最基本要求，并适当介绍了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
本书内容安排科学、合理，富于启发性和实用性。
编者力求物理概念阐述清楚，简洁得当；内容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语言规范，深入浅出。
本书符合高等院校理工科本科素质教育层次中大学物理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要求。
　　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工科非物理专业低年级学生的基础理论课出发，参照&ldquo;教学基本
要求&rdquo;，以经典与近代物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为主干，加强有机渗透。
即把有关的科技发展新成果及物理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适度有机地渗透到相关部分；内容的论
述更注重围绕物理概念，知识框架，研究、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在保证科学性的前提下，把趣味性、实用性适时渗透到相关部分，努力实现教材便于教师教，易于学
生学的目标。
　　全书分上、下两册，主要包括：力学、电学、磁学、热学、振动和波动、光学和近代物理基础等
内容。
为加深读者对教材内容的理解，本书配有一定数量的例题、思考题和习题，并附习题参考答案。
　　这套教材上册由李晓萍、任常愚、尹向宝编写，下册由任敦亮、王丰、丁红伟编写，编写的具体
分工为：第1、2、3、4章由李晓萍编写，第5、6、7章由尹向宝编。
写，第8、9、10、11章由任常愚编写，第14、15、16章由任敦亮编写，第12、13、17章由丁红伟编写，
第18、19、20章由王丰编写。
李海宝、姜洪喜、徐宝玉、李社、张林、刘辉等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并参加了本书部分内
容的编写和校正工作。
　　本书可作为理工科高等院校各专业100～130学时的大学物理教材，也可作为综合大学和高等师范
院校非物理专业及各类成人教育物理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黑龙江科技学院魏英智教授、金永君教授，华北科技学院张晓春教
授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疏忽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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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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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审订的“非物理类理工学
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精神编写。
全书分上、下两册，共20章。
上册包括力学、电磁学两部分，共11章；下册包括热学、机械振动与机械波、波动光学基础、近代物
理四部分，共9章。
作为非物理专业的大学物理教材，本书一方面保持了基础扎实、内容经典、实用性强的特点，另一方
面又体现出知识面宽、内容现代化等特色。
    本书可作为理工科高等院校各专业100～130学时的大学物理教材，也可作为综合大学和高等师范院
校非物理专业及各类成人教育物理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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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质点运动学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中最普遍、最基本运动形式的基本规律的一门学科。
力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它是研究物体的机械运动规律的科学。
力学中描述物体运动的内容叫做运动学。
自然界中的物质都处于不停的运动和变化之中。
物质的运动形式多种多样，最为简单的是物质的机械运动，牛顿力学（经典力学）就是研究物质的机
械运动的学科。
本章将首先讨论对物体运动的基本描述，引入描述物质运动的基本物理思想和方法，讨论质点的运动
学问题。
运动学以几何观点来研究和描述物体的机械运动，而不考虑物体的质量及其所受的力。
本章在引入质点、参考系、坐标系等概念的基础上，介绍确定质点位置的方法及描述质点运动的重要
物理量&mdash;&mdash;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并讨论质点匀变速圆周运动等。
　  1.1  质点运动学的基本概念　  1.1.1  质点　  物体的运动一般比较复杂。
由于物体本身具有一定的形状和大小，物体上各点处于空间的不同位置，因而在运动时，物体上各点
的位置变动通常也不尽相同；同时，物体本身的大小和形状也可能不断改变。
所以，要详细描述物体的运动并不容易。
例如，炮弹在空中飞行时，除了整体沿一定的曲线平移以外，它还作复杂的转动。
　  如果要研究的只是物体整体的平移运动规律，例如，只研究炮弹沿空间轨道的整体平移，可以忽
略那些与整体运动关系不大的次要运动，把物体上各点的运动都看成完全一样。
这时就不需要考虑物体的大小和形状，物体的运动可用一个点的运动来代表。
这种把物体看成没有大小和形状，只具有物体全部质量的点，称为质点。
质点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型，是对实际物体的一种科学抽象和简化。
通过这样的科学抽象，可以使问题的研究简化而不影响所得到的主要结论。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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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大学物理学（上册）（第2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学（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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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