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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马文蔚教授等改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物理学》（第五版）一书中的习题而作的分析
与解答。
与上一版相比，本书增加了选择题，更换了约25％的习题。
所选习题覆盖了教育部非物理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定的《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
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讨论稿）》中全部核心内容，并选有少量扩展内容的习题；所选习题尽可能突
出基本训练和联系工程实际。
此外，为了帮助学生掌握求解大学物理课程范围内的物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本书还为力学、电磁学
、波动过程和光学热物理、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基础等撰写了涉及这些内容的解题思路和方法，以期帮
助学生启迪思维，提高运用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规律是在分析具体物理问题的过程中逐步被建立和掌握的，解题之前必须对所研
究的物理问题建立一个清晰的图像，从而明确解题的思路。
只有这样，才能在解完习题之后留下一些值得回味的东西，体会到物理问题所蕴涵的奥妙和含义，通
过举一反三，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鉴于此，重分析、简解答的模式成为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
全书力求在分析中突出物理图像，引导学生以科学探究的态度对待物理习题，初步培养学生“即物穷
理”的精神，通过解题过程体验物理科学的魅力和价值，尝试“做学问”的乐趣。
因此对于解题过程，本书则尽可能做到简明扼要，让学生自己去完成具体计算，编者企盼这本书能对
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和科学素质的培养有所帮助。
本书采用了1996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GB3100～3102-93中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
本书由马文蔚教授主编，由殷实、沈才康、包刚、韦娜编写，西北工业大学宋士贤教授审阅了全书并
提出了许多详细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编者致以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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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马文蔚等改编的《物理学》（第五版）编写的习题解答。
本书对教材中所有的习题进行了分析解答。
在编写中，本书贯彻重分析、简解答的指导思想，力求通过对题目的分析，使学生在解题之前，对相
关的物理规律有进一步的认识；通过解题方法和技巧的介绍和运用，拓宽学生的解题思路；通过讨论
计算结果来进一步明确物理意义。
而对于解题过程，本书则尽可能做到简明扼要。
　　本书适合选用马文蔚等改编《物理学》（第五版）作为教材的师生作为教学和学习参考书使用，
也可供其他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师生和社会读者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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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求解力学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物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它研究物质运动的各种基本规律。
由于不同运动形式具有不同的运动规律，从而要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处理。
力学是研究物体机械运动规律的一门学科，而机械运动有各种运动形态，每一种形态和物体受力情况
以及初始状态有密切关系。
掌握力的各种效应和运动状态改变之间的一系列规律是求解力学问题的重要基础。
但仅仅记住一些公式是远远不够的。
求解一个具体物理问题首先应明确研究对象的运动性质；选择符合题意的恰当的模型；透彻认清物体
受力和运动过程的特点等等。
根据模型、条件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运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进而选择一个正确简便的解题切
入点，在这里思路和方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正确选择物理模型和认识运动过程力学中常有质点、质点系、刚体等模型。
每种模型都有特定的含义，适用范围和物理规律。
采用何种模型既要考虑问题本身的限制，又要注意解决问题的需要。
例如，用动能定理来处理物体的运动时，可把物体抽象为质点模型。
而用功能原理来处理时，就必须把物体与地球组成一个系统来处理。
再如对绕固定轴转动的门或质量和形状不能不计的定滑轮来说，必须把它视为刚体，并用角量和相应
规律来进行讨论。
在正确选择了物理模型后，还必须对运动过程的性质和特点有充分理解，如物体所受力（矩）是恒定
的还是变化的；质点作一般曲线运动，还是作圆周运动等等，以此决定解题时采用的解题方法和数学
工具。
2.叠加法叠加原理是物理学中应用非常广泛的一条重要原理，据此力学中任何复杂运动都可以被看成
由几个较为简单运动叠加而成。
例如质点作一般平面运动时，通常可以看成是由两个相互垂直的直线运动叠加而成，而对作圆周运动
的质点来说，其上的外力可按运动轨迹的切向和法向分解，其中切向力只改变速度的大小，而法向力
只改变速度的方向。
对刚体平面平行运动来说，可以理解为任一时刻它包含了两个运动的叠加，一是质心的平动，二是绕
质心的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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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理学(第5版)习题分析与解答》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学习辅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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