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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挺进的关键阶段，面临着改革和创新的严峻挑战，催动着高
等教育向素质型教育转轨。
数年前，承蒙机械工业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李永联先生不弃，遵嘱编撰一本适合当前工科专业教学需
求的本科大学物理课程教材。
编者不才，恐难以报命，惟勉力是从而已。
本书力求以较小的篇幅涵盖教育部现行《理工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下简称《基本要求
》）的A类核心内容；并结合工科专业需要和当前物理学的前沿课题，设置“专题选读”栏目，择要
简介一些B类扩展性的机动内容，期求在学时数允可或读者学有余力的情况下，选读其中某些内容，
以开拓读者的科学视野。
另外，借鉴国外有些同类教材的做派，在每章开头，借方寸之地，结合该章内容，提供一些“自测题
”或“科技小品”，期以引发读者学习本章内容的兴趣。
这仅仅是一种探索性的尝试，也许东施效颦，事与愿违，只能今后不断改进，以臻完善。
全书各板块内容的布设，参照当前有些教材，迥异于以往一以贯之的传统体系，这样，可能有利于物
理课程在教学安排和内容讲授上的灵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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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参照教育部现行《理工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撰，内容大致涵盖该基本要求中的A
类核心内容和择要遴选有关的B类扩展内容，分上、下两册，共17章。
本书为上册，内容有力学、狭义相对论、电磁学等，并设置了联系当前工程学科需求的4个专题选讲
内容。
每章配有问题、例题和习题，习题附有答案。
    本书在确保上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在撰述上力求简明扼要，在内容的深度、广度上以“浅一点、
宽一点、新一点、活一点、用一点”为圭桌，冀图在凸现现代工科大学物理的特色上作些探索。
    为了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正确的思维能力，本书在各章的每节内容中穿插了一些相关的
问题，其题型有些是结合生活、生产实践的应用题，有些是利用图形作出的提问，以避免模棱两可之
弊，使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后解答上述问题，巩固和深化所学内容。
此外，书中穿插的例题和列于每章的习题，布题周详，题量适中，以基本计算题为主，深度和广度与
正文形成良好的匹配。
    与本书同步出版的还有《大学物理学教·学指导》，并配有课堂教学电子教案。
    本书为普通高等学校理工科大学物理课程教材(100～110学时)，也可兼做函授、成人教育、网络教育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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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0章 物理学 物理量 计量单位0.1 物理学自然界是由各种形态的物质所组成的。
它们都是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下，通过能量的交换和传递而处于永恒的运动中。
因此，物质、运动、相互作用和能量是我们认识自然界的基本观点。
物理学是研究不同层次的物质结构和物质运动的最基本、最普遍规律的一门自然科学。
正如1999年3月于美国亚特兰大召开的第23届纯粹物理和应用物理联合会代表大会所指出的：“物理学
——研究物质、能量和它们的相互作用的学科，是一项国际事业，它对人类未来的进步起着关键的作
用。
”物理学所研究的运动形式包括机械运动、分子热运动、电磁运动、原子和原子核内粒子的运动等。
这些运动及其基本规律普遍反映在其他较高级、较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之中。
例如，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运动过程，无论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工程的，都遵从能量转换
与守恒定律。
因而物理学就成为其他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重要基础，在许多科学技术和生产领域中，都广泛应用
着物理学中的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近代物理等各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可以认为，物理学是当代其他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重要支柱，也是科技创新的催化剂和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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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学(上册)》是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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