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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是研究、阐述物质的组成、性质、运动规律和相互作用的学科。
它所描述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研究方法，已被广泛应用到其他各类学科领域中，是自然科学中最
基本、最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
　　新时代大学生的培养对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在传授物理理论知识的同时，应
特别注重向学生传授有关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及物理学的应用，为培养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
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物理学内容广泛，知识点难度有不同层次。
因此，选择一本好的教材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必要的物理知识并尽可能多地了解物理学在当今
社会前沿的一些应用，这是尤为重要的。
　　为适应“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需要，这套教材总结了作者30多
年的大学物理教学和实践经验，并吸取了国内外众多优秀教材的优点。
教材深入浅出地讲述了物理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也适时地介绍了物理学在其他学科和技术领域的
应用。
　　全套教材分为《大学物理学》（上、下册）和《大学物理学习指导》，总共三册。
　　全套教材集吉首大学“基础物理学”优秀教学团队全体成员的共同智慧，由唐世洪教授执笔编写
而成：参与本套教材编写工作的教师多年来一直从事大学物理教学，他们在物理教学方面积累的丰富
的经验和许多独到的见解已经融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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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最近颁布的《非物理类理工
科大学物理课程基本要求（正式报告稿）》，在总结编者长期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共16章。
上册讲述力学、波动学和热学，内容包括：质点运动的基本规律、守恒定律、刚体的定轴转动、机械
振动、机械波、波动光学、气体动理论、热力学基础。
下册讲述电磁学和近代物理学，内容包括：真空中的静电场、静电场中的导体和电介质、稳恒磁场、
变化的电场和磁场、狭义相对论、早期量子论、量子力学基础、现代科学与高新技术物理基础专题。
每章配有习题，每册书后附有习题答案。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理工科非物理专业的大学物理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各类成人大学大学物理
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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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研究热现象的规律与理论　　大家知道我们用温度来表示物体的冷热程度。
当物体的温度变化时，物质的许多性质也将发生变化。
　　例如，一般情况下，温度增加，体积增加；水加热到100℃再继续加热，温度不变，水变成水蒸气
；多种物质的化学反应速度随温度增加而加快等。
把与温度有关的物理性质的变化统称为热现象。
　　何谓热力学？
　　由观察和实验总结出来的热现象的规律，从而构成热现象的宏观理论的学科称为热力学，由此也
可以看出热力学的研究方法是：从反复实践的结果出发，用严密的逻辑推理的方法去概括、总结出热
现象的规律。
　　何谓分子物理学？
　　从物质结构（即分子、原子的热运动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出发，研究热现象的规律，构成了
热现象的微观理论的学科称为分子物理学。
由此也可以看出其研究方法是：从微观角度，根据构成的系统的大量分子（或原子）运动规律出发，
借助统计规律去探索系统的热现象的规律。
　　研究同一种系统热现象的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　　既然分子物理学和热力学都是研究热现象的规
律，为什么还要分成这两门不同的学科？
　　由上述可见，热力学是热现象的宏观理论，它是通过观察和总结实验中出现热现象的规律。
但这些规律是怎么来的，这不是它研究的范畴。
我们研究一种现象，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
物质总是由分子、原子构成的，这些分子在特定条件下的总体表现，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宏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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