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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材是体现教学理念、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模式的知识载体，又是指导学生获取知识的方
法和渠道。
本书为适应大学本科非物理类专业对物理教学的基本要求，针对地方高校学生层次与认知规律，按集
成&ldquo;知识－能力－素质&rdquo;于一体的指导思想，在多年教学改革实践及前两版的基础上，着
眼于学生智慧和能力的培养来进行修订。
同时，为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引导学生思考，本书适度改变了前两版的撰写风格，力求在中学物理基
础上、在有利学生阅读的同时，营造一种探索与创新氛围。
　　为了加强大学物理的基础地位，走出&ldquo;一遇教学改革，物理教育就成为被削弱的对
象&rdquo;的怪圈，本书将大学物理分为&ldquo;经典物理基础&rdquo;与&ldquo;近代物理基础&rdquo;
两卷，两卷各成体系，又相互呼应，并分两学期使用。
按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原则，本书有少部分内容适度超出教学基本要求，有少部分内容适度超出课
堂教学所需，有少部分内容适度超出多数学生的接受能力。
　　本科专业教育教学计划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
的系统。
服务于人才培养的大学物理课程是构成专业教育教学计划的一个&ldquo;要素&rdquo;，本书一方面注
意了传承大学物理教材知识结构的纵向关系，另一方面又考虑了大学物理与本科专业教育教学计划中
相关课程交叉、渗透的横向关系。
按系统论观点，本书部分地调整了传统大学物理知识结构单元，突出作为自然科学基本规律、能长时
期发挥作用的基础性内容；突出通过渗透、融合可伸向理工科类院校非物理类专业或工程技术学科与
课程的基础性内容。
　　例如。
在&ldquo;路论&rdquo;与&ldquo;场论&rdquo;的关系中，&ldquo;路论&rdquo;是电类课程的核心，
即&ldquo;以电路分析为基础、以电路设计为主导、以电路应用为背景&rdquo;。
&ldquo;场论&rdquo;作为能量流、物质流及信息流的物理基础，在本书中予以彰显。
第一卷在介绍质点－质点系，连续体力学后，以流速场承前启后、以真空电磁场为主、以电流场、能
流场、标量场、引力场等为辅，开出场物理学，强调在不同物理问题中，场可以是一种方法、可以是
一个函数、可以是一种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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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教育部世行贷款教学改革项目的成果和教育部最新颁布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
要求》编写而成。
全书共两卷，本书为第一卷，主要内容有力学、场物理学、波动学和热学。
    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是新的尝试是，除在叙述上力求接近学生、概念准确，并以大量实例使内容更
加生动、有趣外，还在讲述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的同时，凸显教学内容中应用的物理学研
究方法。
特别是，本书在每章编写一节“物理学方法简述”，进一步介绍相关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提示读者应
用这些研究方法的要点，同时挑选几种方法，要求学生自己通过归纳、总结和应用这些研究方法，达
到既掌握知识，又提高能力的教学目的。
    本书与配套的《大学物理解题思路、方法与技巧》一书一并提供学生使用。
    本书为高等院校理工科非物理专业大学物理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高校物理教师、学生和相关技术
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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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建邦，1938年生，196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现任中北大学教授。
合作研究电子衍射测未知晶体结构项目，获国家发明三等奖。
他长期从事物理基础课教学及教学研究。
十分重视物理学方法的研究及其教学实践，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
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三次获山西省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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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牛顿运动定律　  在上一节中介绍了描述质点运动的四个物理量：位矢r、位移△r、速度移
和加速度a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涉及存在于运动之中的因果规律。
那么，什么是因果规律呢？
或者说在自然界中，为什么物体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运动形式呢？
这是由物体与构成它周围环境的其他物体的性质和位置决定的，即取决于物体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
在中学物理中，曾将物体间或物体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称为力。
1687年7月问世的牛顿的旷世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严整的理论体系，建立了关于物体运动的
三个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依照牛顿力学理论，物体的运动状态之所以随时间、空间变化，是因为物体受外力作用，研究物体在
受力作用下的运动规律称为动力学。
而以牛顿运动定律为基础的质点动力学是牛顿力学的基础。
　  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牛顿力学的有关概念、规律乃至许多具体知识和解题方法已为读者熟悉，为
了避免令人生厌的重复，本书将着重于在物理思想和逻辑推理的层面上的延伸和提高。
　  一、牛顿运动定律的内容　  1.牛顿第一定律&mdash;&mdash;惯性定律　  任何物体都保持静止状态
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直至受到其他物体的作用。
　  以上表述牛顿第一定律虽简短，内涵却丰富。
首先，一个物体处于不受作用下的状态，在自然界中是不会出现的。
牛顿找到这条定律取决于他丰富的想象力。
其次，定律阐明了惯性的含义，给出了力的概念，暗含了惯性参考系的定义。
为什么说牛顿第一定律定义了惯性参考系呢？
因为只有在这种特殊的参考系中观察，物体的运动才遵守牛顿第一定律。
最后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不论现实宇宙中是否存在惯性系，由惯性定律作为首发的牛顿运动定律，只
在惯性系中成立。
　  牛顿第一定律虽然只定性地阐述了力和运动的关系，但却引发出三个问题。
其一，采用什么物理量描述物体的运动状态（是否是速度？
），以使运动状态的改变具有明确的意义？
其二，采用什么物理量体现其他物体的作用，以使这种作用与运动状态的改变之关系有明确的定量表
达？
其三，物体具有保持本身运动状态不变的属性，是否可以用一个物理量予以度量？
这三点，是在随后的牛顿第二定律中才得以圆满解决。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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