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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多年教学的基础上结合一般工科院校、独立学院、民办高校和应用技术类高校的学生特
点编写而成的；本书具有浅显易懂，不拘泥于物理理论的形式，简化数学推导的特点，能够起到培养
学生学习方法、传授学生思想、让学生掌握知识的作用。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本书是上册，内容包括力学和电磁学。
    本书适合于一般工科院校、独立学院、民办高校和应用技术类高校学习大学物理课程的学生作为教
材，也可供相关教师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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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力学　　力学即经典力学。
作为物理学的分支学科，它研究宏观物体（即肉眼能看见的物体）做机械运动的规律。
所谓机械运动，指的是物体在空间的位置随时间的变化，这是物质运动形式中最初级的运动形式。
因而，力学也就成为物理学以及自然科学中最为基础的学科。
　　力学是一门古老的、同时又是一门有生命力的学科。
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在物理学各分支学科中是最早完善的学科。
但由于几乎在物质运动的各种形式中都包含有机械运动这种最简单、最基本的运动形式。
因此，它也就必然成为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广泛需要的一门基础学科。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各个领域的新发展需要它，近代航空航天工程、空间技术等方面的迅速发展，又
不断提出新的力学研究课题，促使力学科学不断发展。
因此，它又是一门具有生命力的学科。
　　在力学课程中，我们采用了力学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模型，目的是为了简化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使
其能得到合理的结果。
例如，研究宏观物体在空间做平移运动（简称平动）时，采用“质点”这个模型。
我们知道任何宏观物体都有一定的形状、大小和质量，在外力作用下或改变温度时，或多或少会发生
形变。
在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中，这些性质都存在。
但可以不都顾及。
我们只要保留对所研究问题中起主要作用的性质而撇开其他影响不大的性质。
就宏观物体的平动问题而言，对运动起主要作用的性质显然是质量，而其他如形状、大小或形变等影
响很小，完全可以忽略。
于是，我们就把宏观物体简化为“质点”，即简单地认为它只是具有全体质量的一个“几何　　点”
了。
例如，作为有形状、大小、会形变的地球，当我们研究它绕太阳的轨道运动时，由于地球的线度远小
于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而它的形状、大小以及形变等与它所做轨道运动问题没有什么影响，这时就可
把地球抽象为质点。
以后我们会讲到宏观物体是随其质心做平动的，质心就是具有全体质量的一个特殊点，因此，研究宏
观物体的平动也就可归结为研究其质心的运动了。
　　当我们研究宏观物体的转动或碰撞问题时，可不考虑物体的形变，于是用“刚体”这个模型，如
我们研究地球做自转运动时，就采用“刚体”这个模型。
当我们研究的是地球表面发生地震、海啸等现象时，我们就得用会发生形变的“连续体”模型来研究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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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课程是为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重要必修基础课，学习这门课程将对培
养学生建立科学的世界观，增强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开拓创新意识等方面起到重要
作用，同时，开设这门课程，既为学生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也为学好后续课程准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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