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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套教材是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精神，为了适应
当前普通工科院校教学改革的要求，在总结我们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吸取了国内外众多优秀教学
改革观念而编写的。
本套教材的主要特点是：　　①在内容上满足上、下学期的教学完整性；　　②保持大学物理教学的
科学性和完整性；　　③具备实用性和易懂性，使教师易施教，使学生易自学；　　④教材是立体化
教材，配备学习指导书及多媒体电子课件等多种教学素材。
　　本套教材由古家虹编写质点运动学、牛顿运动定律，徐柳苏编写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
刚体的定轴转动，胡朝晖编写静电场、稳恒磁场，李剑波编写电磁感应和电磁场、机械振动、机械波
，钟红伟编写气体分子的运动论、热力学基础，王栋编写光的干涉，谭敏编写光的衍射，王玮编写光
的偏振，何卫中编写狭义相对论简介、量子物理初步。
学习指导书的相关章节仍由以上编者分工编写，最后由李剑波负责全书的定稿工作。
　　武汉大学出版社有关人员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上时间比较仓促，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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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科物理学教程》分为上、下两册。
上册内容有质点运动学、牛顿运动定律、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刚体定轴转动、静电场、稳恒磁场；
下册内容有电磁感应和电磁场；气体分子运动论、热力学基础、机械振动、机械波、光的干涉、光的
衍射、光的偏振、相对论基础、量子物理初步。
作为工科院校大学物理教材的改革尝试，本套教材的编写采取了“教学完整、内容完整、易教易学”
的原则。
    本书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大学物理公共基础课教材，也可供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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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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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  电势能  5.6  电势  5.7  电场强度与电势梯度  5.8  静电场中的导体  5.9  电容电容器  5.10  静电场中的
电介质  5.11  电位移有介质时的高斯定理  5.12  电场的能量能量密度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第6章  稳恒
磁场  6.1  恒定电流  6.2  电阻率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  6.3  电源电动势  6.4  磁现象  6.5  磁场磁感应强度 
6.6  毕奥-萨伐尔定律  6.7  运动电荷的磁场  6.8  磁通量高斯定理  6.9  安培环路定律  6.10  磁场对电流和运
动电荷的作用  6.11  磁场中的磁介质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附录Ⅰ  国际单位制(SI)附录Ⅱ  常用基本物
理常量表习题参考答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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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1质点　　任何物体都有大小和形状。
一般来说，物体在运动时各部分的位置变化是不同的，物体的运动情况非常复杂。
如果在所考察的力学问题中，物体的大小和形状可以忽略不计，则可以把物体当做只有质量没有形状
和大小的点。
这就是质点。
质点是从实际物体抽象出来的理想化的物理模型。
虽然理想模型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它有助于揭示事物的主要性质，因此不仅对于学习物理学，而且对
于学习其他一切科学技术，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方法。
　　一个物体能否被当做质点，并不取决于它的实际大小，而是取决于研究问题的性质：例如，研究
地球绕太阳公转时，地球可当做质点；但地球自转时，地球则不可当做质点。
　　当一个物体不能当做质点时，可以把整个物体看做是由许多质点组成的质点系。
分析这些质点的运动，就可以弄清楚整个物体的运动。
因此，研究质点的运动是研究实际物体复杂运动的基础。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科物理学教程（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