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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等工科院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本科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改革要从整体人才培养目标出发，更新教学内容，优化课程体系。
多年来作者一直进行理论力学课程改革的探索，最近又承担了山西省21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基础课程教学中加强素质教育和培养创新意识的研究和实践”。
通过研究与实践，对原理论力学教材（简称“原教材”——参考文献1）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静力学是全新体系。
原教材虽提高了一些概念的理论讲授起点，但基本上是以力系为体系，即由简单力系到一般力系，研
究力系的简化和平衡条件的应用。
本教材是以内容的理论知识点为体系，全篇分为静力学基础、力系的简化、力系的平衡条件及其应用
和摩擦共四章，精炼了内容与体系，但在概念的叙述和例题的选择与分析上力求通俗易懂，以适应一
般工科院校的学生使用。
2.运动学中利用刚体位形的概念描述刚体的运动，但在刚体运动的分析方法上仍保留了一般教材（如
原教材）的分析法，目的是突出点和刚体两个不同的力学模型，为复合运动中牵连运动的分析奠定基
础，又为一般工科院校的学生所适用。
3.在运动分析中，加强了分析法的应用，使分析法与几何法并重。
4.拓宽了内容的深广度，如增加了刚体定点运动、一般运动、陀螺近似理论等内容，为学有余力的同
学创造深入学习的条件。
5.书中精炼了对点的运动学、普遍定理等与大学物理有关内容的叙述，加强了应用，较好地处理了与
大学物理衔接的问题。
6.本书在例题的选择和分析上注意了对学生工程意识和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
并以一题多解和提问的形式开发学生的思维，为学生探索新事物、培养创新能力奠定基础。
7.本书保留了原教材中将动量定理和动量矩定理合为一章的做法，并采用了力系简化和动量系简化相
对应的写法。
8.本书在内容的选取和章节的划分上，注意了不同层次课程的选用，适于作高等工业学校机械、土建
等专业各个层次的理论力学教材，亦可供其他专业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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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论力学（第2版）》是根据教育部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理论力学课程教学基本
要求（A类）》编写而成的。
全书分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三篇，在内容的选取上较好地处理了与大学物理的衔接问题。
全书理论体系清晰，层次分明、重点突出、难点分散。
书中例题、习题不仅数量充足，还包括了易、中、难三个层次。
在例题的分析中，既阐明了解题的思路和步骤，又注重了理论的应用和与工程实际的结合，有较好的
教学适用性。
　　《理论力学（第2版）》为高等学校机械、土建等专业的各个层次的理论力学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亦可供有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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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理论力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力学是研究物体机械运动一般规律的一门学科。
所谓机械运动，是指物体在空间的位置随时间的变化。
例如日、月、星辰的运行，车辆、船只的行驶，一切机器的运转等，都是机械运动，平衡是指物体相
对于惯性系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如相对地球处于静止状态），是机械运动的一种特殊形
式。
在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中，机械运动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最常见、最普遍、也是最简单的
一种运动。
而任何比较复杂的、比较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都与机械运动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所以，理论力学的概念、规律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应用于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中，对它们的发展
起了积极的作用。
物体的机械运动都服从某些一般规律，这些一般规律就是理论力学的研究对象。
按照循序渐进的认识规律，本书分为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三部分依次进行研究。
静力学主要研究力的基本性质、力系的简化与力系的平衡条件；运动学是研究物体机械运动的几何性
质，而不涉及引起物体运动的物理原因；动力学则是研究物体的机械运动与所受力之间的关系。
理论力学属于以牛顿定律为基础的经典力学范畴。
近代物理学韵发展说明了经典力学的局限性：经典力学仅适用于低速、宏观物体的运动。
当物体的速度接近于光速时，其运动应当用相对论力学来研究；当物体的大小接近于微观粒子时，其
运动应当用量子力学来研究。
而对于速度远低于光速的宏观物体，由经典力学推得的结果具有足够的精确度。
工程技术中所处理的对象一般都是宏观物体，而且其速度也远低于光速，所以其力学问题仍以经典力
学的定律为依据。
因而经典力学至今仍有很大的实用意义，并且还在不断地发展着。
2.理论力学的研究方法任何一门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是通过实践而发现
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任何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途径。
理论力学的发展史也遵循着这一认识规律。
概括地说，理论力学的研究方法是从对事物的观察、实践和科学实验出发，经过分析、综合归纳和抽
象化，建立起力学模型，总结出力学的最基本概念和规律；从基本规律出发，利用数学推理演绎，得
出具有物理意义和实用意义的结论和定理，构成力学理论；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验证理论的正确性，
并在更高的水平上指导实践，同时从这个过程中获得新的材料、新的认识，再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理论
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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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论力学(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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