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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运动形式、相互作用的自然科学，它具有完整的科学体系、
独特有效的研究方法、丰富的知识，所有这些对于培养21世纪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及工程技术人员都是
必不可少的。
因此以物理学基础为内容的大学物理课程是高等学校各类非物理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一门基础课。
　　21世纪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学习方式，并可能引起教育和教学的革命性改革。
北京理工大学充分利用自身的教育资源优势，在办好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同时，一直积极开展远程教育
和继续教育。
为帮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建立起对物理学和工程技术的相互联系及整体认识，根据教育部颁布
的2008年版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我们多年的教学改革实践，大学物理课程建
立了适合于远程教育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按力学、电磁学、波动与光学、热学、近代物理基础五个
模块顺序讲授。
　　本教材力求物理概念明确、物理图像清晰、论述深入浅出并有适量的技术应用和理论扩展。
本教材与网上教学相得益彰，对同学们的网上学习将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既有利于同学们掌握基础知识，同时便于在网上学习之余复习相关内容。
对同学们提高学习效率以及学以致用也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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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五篇22章，第一篇为力学，包括质点运动学、牛顿运动定律、质点系与动量守恒、功和能、角
动量和角动量守恒、刚体绕固定轴的转动；第二篇为电磁学，包括静电场、电势、静电场中的导体和
电介质、磁力、稳恒磁场、电磁感应；第三篇为波动与光学，包括振动、波动、光的干涉、光的衍射
、光的偏振；第四篇为热学，包括气体动理论、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第五篇为近代物
理基础，包括狭义相对论力学基础、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薛定谔方程及其应用。
各章后均有本章提要和习题，书末备有习题参考答案。
    本书适合普通高校、远程教育、成人院校、电大选用为理工科各专业的大学物理课程的教材及教学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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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力学　　第1章　质点运动学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观察到了各种各样的物质运动
。
四季的交替、生命的诞生与死亡、天体的运动、河水的流动、阳光的折射和反射、灯泡的发光、金属
的热胀冷缩、载人航天飞船的发射⋯⋯。
从有人类思想记载以来的历史看，我们总是希望将观察到的这些纷繁多样的现象归类，根据各类运动
的特点来研究它们所遵循的规律；同时探索各类运动问的相互联系。
于是，科学逐渐发展起来。
今天我们知道，科学由许多研究领域组成，例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
　　物理学是关于物质和能量的科学，其研究内容包括：粒子的运动，波动，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分
子、原子和原子核的性质，以及宏观的多粒子系统，例如气体、液体、固体等。
物理学是整个科学的重要基础，因为它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研究方法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其
他各门科学分支之基础。
一般来说，我们将19世纪末以前物理学所研究的内容称为经典物理学，它包括力学、电磁学、光学、
热学、声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子、X射线以及原子核放射性的发现拓展了物理学的研究领域，量子力学和爱
因斯坦相对论的建立标志着物理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量子力学阐述了微观粒子运动的特殊性，而相对论阐明了时间、空间和物质及其运动间的关系。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应用使得物理学的研究范围进入了由分子、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及其组成的
微观粒子系统。
人类开始从微观角度解释物体的宏观性质，并且建立起了新的时空观。
通常将这部分内容称为近代物理。
　　力学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是物体的机械运动，这是一种最常见、最简单、也是最基
本的物质运动形式。
机械运动是指物体位置的变化，它包括一个物体相对于另外一个物体位置的变化以及一个物体的某部
分相对于其他部分位置的变化。
各种机器的运动、弹簧的伸长压缩、河水及空气的流动、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天体位置的变化等都是
机械运动。
　　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需要和数学的不断进步，在自然科学中力学最早形成一门完整、系统的学科
。
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墨子及其弟子在他们的著作《墨经》中就论述了时空概念、力、杠杆原理
等许多方面的力学知识。
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约前384-前322）和阿基米德（约前287-前212）研究了物体的运动和平
衡问题。
15世纪后期，文艺复兴促进了力学在欧洲的发展，17世纪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提出，标志
着经典力学基础的奠定，之后经典力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19世纪初力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相对完善
的学科。
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是近代物理的基础，它们的建立明确了经典力学的适用领域，即宏观物体的低速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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