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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相互作用和物质最基本最普遍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热运动、电磁
运动、微观粒子运动等）及其相互转化规律的学科。
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它的基本理论渗透到自然科学的一切领域，应用于生产技术的
各个部门，它是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和工程技术的基础。
以物理学基础知识为内容的大学物理课，它所包括的经典物理、近代物理和物理学在科学技术上应用
的初步知识等都是一个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所必备的。
因此，大学物理课是高等工业学校各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必修基础课，高等工业学校中开设大学物
理课的作用，一方面在于为学生较系统地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另一方面使学生初步学习科学的思想
方法和研究问题的方法。
这些都起着开阔思路、激发探索和创新精神、增强适应能力、提高人才素质的重要作用，学好大学物
理课，不仅对学生在校的学习十分重要，而且对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和进一步学习新理论、新技术，不
断更新知识，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通过大学物理课的教学，应使学生对物理学所研究的各种运动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有比较全面
和系统的认识，对大学物理中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能够正确地理解，并具有初步应用的能力。
我们在多年大学物理教学改革实践中深切感到，教学环节中，要注意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着重培养能力
，教材应更加重视人的培养，要有效地与理工科专业结合，兼顾文、法、管理等专业，减少比较繁琐
的公式推导，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大学物理》教材。
本书精选了一部分与基本概念、基本方法有较强关联的例题，以便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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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颁布的“理
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并结合作者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21章，分上、下两册。
上册内容包括力学、电学、磁学3篇；下册内容包括热学、光学、近代物理3篇。
本书将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全部A类内容和绝大多数B类内容，按认知规律有序整合
，构建了基础物理的知识网络。
书中对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讲述，特别注重物理概念的描述，减少了比
较繁杂的推导过程，增加了物理规律在工程中应用的内容，也介绍了一些近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和热点
问题，力求拓展学生的视野，增强他们学习物理的兴趣，并提供了一些典型例题，帮助学生自学、抓
住重点。
    本书可作为理工、文、经、管、法学科的大学物理教材，也可作为中学物理教师的教学参考书和自
学人员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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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状态参量以描述，用一些物理量从整体上对系统状态进行描述的方法称为宏观描述。
描述系统整体特性的可观测物理量称为宏观量，如用温度、压强、体积、热容等。
相应地，用一组宏观量描述的系统状态，称为宏观态。
宏观量一般为人们所观察到，可以用仪器进行测量。
任何宏观物体都是由分子、原子等微观粒子组成。
通过对微观粒子运动状态的说明来描述系统的方法称为微观描述。
通常把描述单个粒子运动状态的物理量称为微观量，如粒子的质量、位置、动量、能量等，相应地，
用系统中各粒子的微观量描述的系统状态，称为微观态。
微观量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一般也不能直接测量。
气体状态参量当系统处于平衡态时，系统的宏观性质将不再随时间变化，因此可以使用相应的物理量
来具体描述系统的状态。
这些物理量通称为状态参量，或简称态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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