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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世纪，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技术已被应用到所有的自然科学领域。
物理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学科之间的边缘领域，一定意义上是当代自然科学中最有可能获得丰硕成果的
领域。
　　20世纪以来，随着近代物理学的迅猛发展，陆续发展了近代原子分子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与核
技术、原子核能的利用、激光物理和激光技术、半导体物理和器件、固体组件、超导电物理与技术、
光电子学技术、x射线技术、粒子物理等，以此又推动了计算机科学技术和信息与通信科学技术的发
展，并且形成了各种有关的新科学技术产业。
激光物理学的发展是在信息、能源、交通、环境等技术部门广泛应用的现代激光技术发展的基础，低
温物理学的发展是在材料、信息、能源等技术部门获得广泛应用的现代超导技术发展的基础。
它们大大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
　　20世纪的历程表明：物理学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物理学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基础，
是现代高新技术的基础。
它所阐述的物理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基本思想、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不仅是学生学习后续专业
课的基础，也是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质、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内容。
进入21世纪，我国的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逐步走向大众教育，走向普及，为适应新形式下科学
技术的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高等教育强化基础教育课程。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之间的交叉与结合尤为突出，物理学正进一步与生物学、化学、材
料科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发展与结合，因此良好的物理基础是学好其他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基
本保障。
物理学教育对于提高大学生科学素质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学科都无法取代和比拟的。
大学物理课程是理工类、高职机电类各专业的必修公共基础课，在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科
学的时空观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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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总结多年省级优秀精品课程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工科物理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实
践，吸取了近年来国内外出版的物理教材的优点及兄弟院校的宝贵经验，为适宜不同地区、不同专业
的高职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和自学而编写的。
全书以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定律和方法为核心，在保证物理学知识体系完整的同时，重点突出基础理
论，重视以物理学的思想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知识体系力争由浅入深，适当控制难度，避开那些复杂、繁琐的数学推导，注重物理基础知识和原理
在工程技术中的实践应用，理论联系实践，既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又丰富了知识面，提高了读者的综
合素质。
　  全书共分六篇，预篇物理学导论，介绍物理学中的单位制和量纲，必备的数学基础知识；第一篇
力学；第二篇机械振动和机械波；第三篇热学；第四篇电磁学；第五篇波动光学；第六篇近代物理基
础知识。
各章后备有加强基础知识巩固的习题及相应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实践应用的实例介绍。
本书可作为高职类不同专业、大专及成人教育相应专业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教材和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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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力学　　物质的一种最基本的运动形式是物体位置的变动，即机械运动。
力学是研究物体机械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它是物理学发展的前奏，也是现代工程技术的基础。
物理学的建立就是从力学开始的，以牛顿定律为基础的力学理论称为牛顿力学或经典力学，是物理学
中成熟的分支学科，从普遍的机器到天体运动，从海流、大气到火箭、卫星的轨道控制，都需要用经
典力学理论精确计算。
经典力学只适用于物体做低速（相对于光速）运动的情况。
当物体的速度接近于光速时，经典力学就失效了，需要用相对论力学来研究。
　　此外，经典力学向邻近学科的渗透，又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物理力学、生物力学、地球力学、
流体力学、爆炸力学、宇宙气体动力学等。
　　本篇所研究的经典力学内容是重要的理论基础，分为质点运动学、质点动力学、刚体的转动共3
章。
　　第1章　质点运动学　　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处于永恒运动之中，物质的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机械运动是最简单、最基本的运动。
经典力学可分为运动学和动力学，运动学讨论的是如何描述物体的运动，本章主要内容包括位置矢量
、位移、速度、加速度等基本概念及质点的曲线运动和相对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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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丛书特点：　　内容新颖。
在内容上多吸取新的知识、新的成果，摈弃过时不用的旧知识，使教材体现出时代性。
　　深浅度适宜。
在编写过程中，以“够用为度、注重实践”的原则，分散难点，加强重点，力争做到深入浅出。
　　以任务、目标。
问题为驱动，加强实践性、可操作性。
教材中设计了大量案例、例题和习题。
在讲解例题、案例的基础上讲解知识点。
　　注重答案、提示，语言通俗易懂，同时提交电子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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