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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保持第2版特色与风格的基础上，参照大学物理教学基本要求修订而成的；按经典与近代物
理内容组建全书框架，突出了基本概念和研究思路及方法，并将近代物理知识、观点和物理原理在工
程技术上的应用等内容有机渗透到全书各部分；针对少学时专业的实际情况，在数学处理上避免或删
减了一些繁杂推证和计算要求；在习题配置上也作了大幅度改革。
全书统一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和最新版“物理学名词”。
    全书共分六篇。
内容丰富、新颖，论述严谨，重点突出，通俗易懂，易教易学，特别是在体现工科特点，凸显“宽、
浅、新、活、趣”诸方面，颇有新意和特色。
并有《物理学大作业》及《物理学练习题与大作业详解》与其配套使用。
适合于各类高校理工类专业72-96学时“大学物理”课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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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士贤，西北工业大学应用物理系教授。
全国高等理工院校成教研究会物理学科委员会主任。
主要著作有：“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工科物理教程》  (第3版)系列教材(国防工业出版社)、  《
大学物理基础练习题与大作业》(高教社)、  《大学物理解题题典》(西工大出版社)、《物理学教程》(
参编，高教社)及5部大学物理实验电教教材(西工大出版社)等。
先后承担航空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研究，发表各类研究论文30余篇。
曾获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优秀论文奖、优秀教材奖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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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Ⅰ篇 物理学导论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和相互作用、物质最基本最普遍的运动形式及其相互
转化规律的学科。
大至恒星、星系，小至分子、原子和“基本粒子”，其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说一切自然现象都与
物理学有关。
物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渗透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应用于生产技术的许多部门，并对近代技术
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
物理学的许多发现和重要效应，常常是技术发展的先导，每逢物理学上取得一次重大突破，总会导致
一场新的重大的技术革命。
例如，在17，18世纪牛顿力学的建立和热力学的发展，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其他学科的进展，而且适应
了发展机械工业和研制蒸气机的社会需要，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到了19世纪，由于电磁学的发展，很快转化为新技术，并对已往的技术产生影响，导致了电动机、发
电机、电灯、电话、电报、雷达、变压器等的发明和应用，使人们进入了应用电能的时代，形成了第
二次工业革命。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相对论和微观物理学的发展，又涌现出半导体、激光、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
镜、原子能、电视、遥感、空间技术、信息技术等一系列新兴技术，把人类带进了一个以信息化为标
志的崭新时代：知识经济时代。
当然，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要求，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物理学研究的发展。
有人对20世纪以来国内外70项重大技术发明作了分析，绝大多数项目均来自于物理学的发展或与物理
学科的相互渗透有关。
不仅如此，物理学的知识、概念和思想方法，已渗透到现代医学、生命科学、考古学、文化艺术和生
活诸方面，出现了诸如生物物理、材料物理、地球物理、化学物理等许多新的边缘交叉科学。
当今越来越多的人都已认识到：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各个领域，都有必要从物理学中吸取养料，并
把它作为本学科的理论基础之一。
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不懂得物理学，就难以成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乃至医学等方面的优秀专家，
即使是第一线的操作和管理人员，不懂物理学，也难以适应新技术发展的需要。
初学物理课的低年级学生，在某些方面面临着比高年级学生更艰难的任务。
他们不仅要学习物理学的框架、概念、思路和方法，了解物理原理在工程技术上的应用途径，还面临
着在学习方法上由中学向大学过渡的问题。
但是，物理课作为工科各专业的一门通识性基础理论课程，并不能包含物理学的全部内容。
本篇作为导论，将首先简要介绍一下物理世界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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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教材·物理学(第3版)》由西北工业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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