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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尹国盛、张果义主编的《大学物理精要》的基础上，参照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
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会最新编制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2008年版）（以下简称“要求”）编写而成的.它与2009年9月出版的《大学物理简明教程》同属一套
系列教材。
本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全而精”和“联系实际”两个方面.所谓“全”，是指知识点全，它既包括了
“要求”中的所有知识点，还包括近年来编著者的重要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同时还借鉴了国内外同
类教材的主要优点；所谓“精”，是指选材力求精简，叙述力求精炼，分析力求精辟，尽量囊括大学
物理学中的精华、精髓.所谓“联系实际”，是指大学物理的理论，既紧密联系生产、生活和工程技术
尤其是现代科学与高新技术的实际，还联系现在中学教材实行新课标后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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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尹国盛、张果义主编的《大学物理精要》的基础上，参照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
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会最新编制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2008年版)编写而成的。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包括力学、振动和波、狭义相对论力学基础和热学，下册包括电磁学、
光学、量子物理基础、分子与固体、核物理与粒子物理、天体物理与宇宙学等。
全书共分26章，每章有小结、例题、思考题、习题，书末附有习题参考答案。
为了扩大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前25章的章后都有物理学家简介，最后一章集中开辟了现代
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物理基础专题，并在附录中有物理趣闻、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由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许多院士和各学科专家编写的《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目录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类非物理专业(包括函授与自考等成人教育)的教材，也可供物理教师和
有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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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物理学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则显得更为密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相应的技术手
段也需要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技术的发展常常会向物理学提出新的问题和要求，从而促使物理学
在理论上获得发展，其结果也使技术得到新的提高，例如，17～18世纪蒸汽机等热机的发明为热力学
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契机，而热力学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热机技术的进步，在牛顿力学和热力学发展
的基础之上。
人类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历史表明，每当物理学在理论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之后，必然会
引起应用技术方面的伟大创新与变革。
而这些技术上的发展同样会为物理学带来更为有力的研究手段和条件，1 9世纪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
发现与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建立，直接推动了电气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从而实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现代的技术发展往往来源或者依赖于物理学的发展，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常常要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
物理学探索，在现今的众多高科技、高技术领域，如核能技术、超导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微
电子技术和光电子技术中，物理学的基础理论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可以说，物理学是现代应用技术最
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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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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