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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研究的是物质的基本结构及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它是一门严格的、精确的、以实验为基础的
科学，历史上的几次技术革命都是以物理学的进步为先导，所以物理学的发展对科学的进步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大学物理是理工科专业低年级学生的一门重要基础课，它的作用一方面是为学生后面的专业学习打好
必要的物理基础，另一方面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面，就是使同学初步学习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
问题的方法，这对开阔学生的思路、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认认真真学好大学物理，注意把握上述两点，不仅对学生今后的专业学习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对学生
毕业后的工作以及将来的进一步学习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书是根据大学物理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要求，经过编者们充分讨论后确定教学大纲并进行编写的。
编者们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根据，目前较多学校对本课程给定的教学课时数较少的情况，对课程内
容进行了精心选择，精选了“大学物理”课程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在编写的过程中注重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本书结构合理，通俗易懂，适合于少课时的《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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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大学物理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要求，针对目前“大学物理”课程安排教学时数较少这一情况
，对课程内容进行了精心选择，精选了“大学物理”课程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在编写的过程中
注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本书结构合理，通俗易懂，适合于少课时的《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
    本书共有13章，包括质点运动学、质点动力学、刚体的转动、相对论理论基础、静电场、静电场中
的导体和电介质、稳恒磁场、电磁感应、机械振动、机械波、波动光学、量子物理、气体分子动理论
与热力学基础等内容。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理科专业学生的教科书，也可以作为自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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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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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周运动、抛体运动　1.5　相对运动　习题第2章　质点动力学　2.1　牛顿运动定律　2.2　动量定
理和动量守恒　2.3　功、保守力的功　2.4　势能、机械能守恒　2.5　非惯性系、惯性力　2.6　碰撞
问题　习题第3章　刚体的转动  3.1　刚体的定轴转动及其描述  3.2　定轴转动角动量和动能、转动惯
量  3.3　力矩、转动定理  3.4　力矩的功、动能定理  3.5　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守恒定律  习题第4章
　相对论理论基础  4.1　力学相对性原理、伽利略变换质点  4.2　狭义相对论原理、洛仑兹变换  4.3　
相对论时空观  习题第5章　静电场  5.1　库仑定律  5.2　电场强度  5 3　高斯定理　5.4　静电场的环路
定理　5.5　电场强度与电势梯度的关系　5.6　带电粒子在静电场中的运动　习题第6章　静电场中的
导体和电介质  6.1　静电场中的导体  6.2　电容器的电容  6.3　电介质的极化  6.4　有电介质时的高斯定
理  6.5　电场的能量  习题第7章　稳恒磁场  7.1　电流、稳恒电流  7.2　磁场、磁感应强度  7.3　磁场的
高斯定理  7.4　毕奥一萨伐尔定律及其应用  7.5　安培环路定理  7.6　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霍尔效
应  7.7　磁场对载流导线的作用  7.8　磁介质及其磁化特性  7.9　介质中的磁场、磁场强度  习题第8章 
电磁感应  8.1　电磁感应定律  8.2　动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动势  8.3  自感、互感  8.4　磁场的能量  8.5　麦
克斯韦方程组  习题第9章　机械振动  9.1　简谐振动的一般描述  9.2　简谐振动的研究  9.3　谐振动合
成  9.4　阻尼振动、受迫振动、共振  习题第11章　波动光学第12章　量子物理第13章　气体分子动理
论与热力学基础习题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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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宇宙中的一切物体，大到行星、恒星，小到分子、原子、基本粒子，都有一定的形状、大小和
内部结构。
通常当物体运动时，物体的各个部分由于形状的不同，位置的改变量也不同。
在研究物体运动时，若只考虑物体的整体运动情况、或者物体的大小和形状在物体运动中产生的影响
可以忽略不计时，物体上的任意一点的运动都可以代表物体的运动。
相反，整个物体的运动也可以用这点的运动代表。
当研究物体的运动时，忽略物体的大小和形状，而把它看作是一个只有质量没有体积的理想物体，这
个理想物体称为质点。
例如绕太阳公转的地球，若只研究地球的公转轨道，就可以将地球看作质点；又例如在地球表面运动
的汽车，若只研究汽车沿公路的运动情况，也可以将汽车看作质点。
在这两个例子中，物体是否能够看作质点，既不由物体的大小决定，也不由物体的各个部分的运动情
况决定，而由所研究的运动决定。
人们在研究气体分子运动、天体运动等问题时，把气体分子和天体看作质点便能够正确地解决有关它
们的各种问题，这证明了引入质点概念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另一方面，质点运动也是物体运动的基础。
任何物体都可以看成是由无数个质点组成，从理论上讲，当物体上每一个质点的运动情况分析清楚了
，整个物体的运动情况也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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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普通高等院校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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