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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中等职业学校物理教学大纲而编写的。
它由理论和实验两部分组成，主要内容有力学知识、电磁学知识、热学知识，以及十个力学和电磁学
实验。
其特点是：力求以力学、电磁学、热学中的经典理论为主线，以掌握概念、强化应用为重点，以培养
能力、提高素质为中心，并尽可能地反映当前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以及生产、建设
、管理、服务第一线对中等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本书可供招收初中毕业生的中等专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五年制高等职业院校和职业高级中学的
师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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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直线运动　　自然界中，物质的运动形式多种多样。
机械运动是物质运动形式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运动，它包括多种运动形式，如：直线运动、曲线运动
、振动等。
本章将着重研究直线运动及其规律。
首先引入几个基本概念；其次引入一些重要物理量，并对具体的直线运动形式进行定量的描述；最后
讨论平抛运动并由此得出运动的叠加原理。
　　第一节　机械运动质点　　一、机械运动　　在自然界中，天体运行、火箭升空、汽车奔驰、鸟
儿飞翔、机器转动、甚至人的走路、劳动等，这些现象，尽管它们的性质各不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
的特征：物体的空间位置随时间改变，这种位置的改变称为机械运动，简称运动。
判断一个物体是否做机械运动关键看其空间位置是否发生改变。
人们对运动的描述具有相对性，要准确描述物体的运动，总要选择另一个物体作参考。
例如，判断船只是否在航行，常选用河岸作参考；判断汽车是否运动，常选用地面上的电线杆或房屋
作参考等。
描述物体运动时。
被选作参考用的物体。
称为参考系（或参照物）。
　　研究物体运动时，若选择的参考系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同。
例如，观察坐在正在行驶的火车中的乘客，若以车厢作为参考系，乘客是静止的；若以地面作参考系
，乘客是运动的。
可见，选用不同的参考系，对同一个物体运动的描述，得出的运动情况的结论是不同的，这就是运动
的相对性。
因此在描述物体运动时必须明确指出，这种运动是相对于哪一个参考系而言的。
通常选地面或地面上任何一个不动的物体作参考系。
　　二、质点　　机械运动有各种形式，但是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只有两种：平动和转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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