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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为适应当前大学物理教学改革的要求、在汲取国内外优秀物理教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而
编写的。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对现代人才的素质需求有了新的认识，未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核
心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
高校是培养未来社会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
大学生能否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取决于高校的教育质量。
因此，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培养高素质人才是我国高校面临的重要任务。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基本结构、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物质最基本和最普遍的运动形式及其相互转化
规律的学科。
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渗透在物质世界的方方面面，渗透在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应用于工程技术的各个
领域。
可以说，物理学是其他自然科学的基础，是“万物之理”，物理学习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培
养学生实用技能的过程，学习好物理就能为大学生更好地学习其他科学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助于
培养大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物理思想的强弱、物理基础的厚薄、物理兴趣的浓淡都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适应性、创造力和发展潜
力。
因此，大学物理是大学生应当学好的最重要的基础课之一，也是大学期间一门不可替代的素质教育课
。
　　素质教育不单要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而且还要把培养学生的能力作为教学的重点。
因此，大学物理教学最重要的目标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就是通过大学物理的学习，使学生具有科
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掌握科学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创新能力，最终使学生自身的科学素质
得到提高，成为创新型人才。
具有科学精神是大学物理素质教育最基本的要求，科学精神是大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我国成为
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大学物理教学就是要培养具有这种科学素养的合格大学生，要求大学生具有
逻辑思维能力，有科学的怀疑精神，有独立见解，不迷信权威，不盲从潮流。
科学精神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认为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都是客观的存在；科学就是不断发现、
认识和利用这些客观存在的规律的过程；科学是一个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逼近的过程，这个过
程会不断向前延伸，但永远不会到达终点；科学每前进一步，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
会进一步提高；科学虽然不能解释尚未认识的事情，但是解释这些谜团最终必然依靠科学的进步。
　　如何把素质教育贯穿到大学物理教学之中？
下面我们从大学物理与高中物理的对比探讨一下大学物理中的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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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根据教育部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最新制定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
求》编写而成的。
本书在教学内容上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编排和一些创新设计，以强化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通
过内容设计使学生更多地了解物理学在工程技术领域中的应用，激发理工科学生学习大学物理的热情
。
    本教材分为上、下两册，本书为下册，内容包括电磁学、波动光学、量子力学、核物理与粒子物理
、应用物理技术等内容。
在本教材每章的“扩展思维”部分，我们加入了物理学中的前沿内容，以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提
高他们学习大学物理的兴趣。
    本书可选作理工科院校的大学物理教材，对物理专业学生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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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本章开始，我们研究物质运动的另一种形态，即电磁运动。
自然界的所有变化都几乎与电和磁相联系，电磁场是构成物质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研究电磁相
互作用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
　　电磁学是人们在认识到电现象和磁现象深刻的内在联系后开始发展起来的。
首先是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接着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麦克斯韦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大胆地提出了感应电场和位移电流假说，建立了完整的电磁场理论——麦克斯韦方程组，并从理
论上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是从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理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这一时期中物理学方面的重
要的理论成果。
　　电磁学的知识是许多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基础，电能是应用最广泛的能源，电磁波实现了信息
传递，研究新材料的电磁性能促进了新技术的诞生和科学的发展。
许多与电磁学看似无关的现象，如物质的弹性、金属的导热性、光学的折射率等都可以从物质的电结
构中得到解释，所以电磁学的知识是许多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基础，如电工学、电化学、无线电技
术、遥控遥测、自动控制、电视、计算机等都是以电磁学为基础的。
因此，电磁学理论在现代物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电磁学的内容大体可划分为“场”和“路”两部分。
大学物理侧重于对“场”的研究，“路”的内容除了中学已经学过的内容外，将主要在后续课程中学
习。
　　本章我们首先研究真空中静电场的基本特性。
引入描述电场的两个重要物理量——电场强度和电势，并讨论它们的叠加原理，以及两者之间的积分
形式和微分形式的关系；同时介绍反映静电场基本性质的高斯定理和静电场环路定理。
　　10.1 电荷库仑定律　　10.1.1 电荷守恒定律　　1.电荷　　人们对电的认识，最初来自摩擦起电和
自然界的电现象。
今天我们把物体经过摩擦后能吸引羽毛、纸片等轻微物质的状态叫做带电，也可以说物体带有电荷，
把表示物体所带电荷多少的物理量叫电荷量。
　　自然界的电荷有两种，分别是正电荷和负电荷。
带同种电荷的物体相互排斥，带异种电荷的物体相互吸引，物体间这种相互作用力叫做电性力，还叫
静电力。
静电力与万有引力有些相似，但万有引力总是相互吸引的，静电力却随电荷的异号和同号有引力和斥
力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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