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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是一门关于自然规律的科学。
它是由许多概念和原理组成的，要学好物理就要首先注意理解和掌握有关概念和原理。
这在一般情况下就是要掌握各个概念和原理是为什么提出的？
它们各自的定义和含义是什么？
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或条件如何？
它们又各和哪些概念和原理有联系，等等。
例如，对“功”的概念，就要了解它是考虑力的空间累积作用时提出的，它的定义是力和位移的标量
积，力做功的效果是使物体的动能发生改变，而保守力的功是引进势能概念的基础等。
概念和原理常常以数学公式的形式出现，对它们的理解绝不等同于仅仅记忆相关的公式，而必须理解
如上所述的它们的“物理意义”。
　　思维是靠语言词句表达的，因此对叙述基本概念与原理的科学词句要记住，而且要能说出来、写
下来，这样才能对物理现象进行科学和正确的思考、分析与描述。
试问，如果对“做功与路径无关的力叫保守力”这样简明的定义都记不住、说不出来，那么怎么能算
是理解了“保守力”这一概念呢？
又怎么去理解“势能”的概念以及利用机械能概念去分析解决问题呢？
　　物理学的概念和原理很多，但它们并不是随意堆积起来的。
有一些概念原理是基本的，另一些则是由这些基本概念衍生或推导出来的。
学习物理不能只记住单个的概念或原理，而是要分清主次，理解和掌握基本的和导出的概念或原理之
间的关系，并且要学会如何推导一些重要的概念和原理。
例如要能够自己从功、动能和势能等概念导出机械能守恒定律，从质点的角动量定理导出刚体的定轴
转动定律等。
这样，才能从整体上系统地理解一定范围（如力学或电磁学）内的物理规律。
　　正是由于物理学理论是一个系统的整体，所以学习时要从前到后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都学好。
否则前面的没有学清楚，后面的学习就更困难了。
例如，只有将经典力学学清楚了，才能学好热学、电磁学等；经典力学不通，要学好量子物理是根本
不可能的。
　　学习物理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要学习如何应用物理的概念原理来分析解决问题，这一“实践环节
”在学习中主要是解答物理习题。
关于各类（如力学的、热学的、电磁学的⋯⋯）习题的具体解题要点，本书将分章予以介绍。
下面就解答物理习题，具体到关于课外作业的一般方法和要求作一些说明。
　　习题是用来帮助理解和巩固物理概念原理的事例，因此要具体分析每一道题的给定条件，然后选
择适当的概念和原理进行解答。
做题不在“多”，而在“精”，即对每个题目都要真正弄清楚为什么要利用这个而不是那个概念或原
理来解答。
不要不顾条件就直接套用公式。
在书面解答中，要把解题的思路和应用的概念原理，即做题的“道理”尽可能简明地写出来。
不要小看在解答习题过程中的这种书面表达，它实际上是对思维和表达能力的难得的训练。
以后大家在工作中总是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人而进行交流的，而科学和正确的表达，包括书面表达
自己思想的能力是人们必备的一种素质。
　　致读者大学物理学（第三版）学习辅导与习题解答很多习题需要数值计算。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根据题设条件先应用公式进行文字推导，得出求未知量的最终文字表达式，然后再
代入数值（注意各代入量的单位）进行计算求出数字结果。
这样做，一方面便于从理论根据上进行检查分析，另一方面也便于检查数字计算可能出现的错误。
由于许多习题中涉及的物理量是矢量，所以在文字推导过程中要注意矢量和标量的区别，特别是要注
意矢量不能按标量只考虑数值来运算，在同一方程式中不能出现矢量项和标量项相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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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结果位数的取舍要注意有效位数，一般取3位有效数字即可，切不可把计算器上显示的8位数字都
照抄到答案中。
　　在学习方法上，对大学生来说，自学已显得非常重要了。
一定要仔细阅读教材（必要时还要选读一些其他参考书），要注意体会其中关于概念原理的表述，特
别是定义、定律及其推导过程。
书上的例题一般都是教材作者精心选择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一定要仔细研究其解答过程的思路与
根据，并在自己解答习题时模仿应用。
如果做课外作业时遇到困难，有必要参考本书的习题解答时，也要真正弄懂解题思路，在作业本上给
出自己的解答，切不可照抄应付，学习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除自学外，在校大学生也要注意向教师学习，注意课堂听讲。
对于教材内容，教师总会有独到的、重点的分析。
聆听教师的讲解并从中获得教益是难得的学习方式，应该自觉地珍惜把握。
在自学的基础上，就教师的讲解有重点地记一些心得笔记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
　　常听说“物理难学”，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只要学习得法，刻苦认真，物理课将是一门引人入胜、启迪思维、收获丰硕、终身受益的课程。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些当年我们学习的情况。
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当时我们同王竹溪先生学习热学。
图1是现今仍保存的我的作业本，封面上我的学号就是王先生补写上去的。
作业解答除理论分析外，还常有计算题。
例如图2所示的那个题目要求6位有效数字。
当时用于计算的工具有计算尺，但计算尺只给出3位有效数字，除它以外就只好用对数表了。
学生用4位对数表不符合要求，那就只能用已有的8位对数表，取其结果的6位作为答数。
这一个题就要求计算108个数目。
当时我们都认真地用8位对数表一个一个地计算了，未曾稍有马虎。
从图2中还可以看出王先生教学是如何认真。
对于计算结果的每个数字，他都认真地核对，哪怕最后一位错了，他也认真地改正，图2中十几处改
动就是他的亲笔批注。
每当回忆起王先生这样的教风，我都深深为之感动，并在自己的教学中，奉为圭臬，奋力相从。
　　图1　　图2　　我们当时不但学习认真，而且有错就改正，从不搞虚假自欺欺人。
图3是该习题本的一页，打“*”号的解答是对上面解答的补充。
这一补充我当时做不出来，是请教了顾之雨同学后做出的。
据实相告，我在本页下面注明了“来自顾之雨的习题本”。
　　图3　　我在每一届我教的班上都要出示这本习题本，并向同学们说明当时情况以激励同学。
课后常听到回应：“深受感动，受益匪浅。
”　　最后希望大家都认真学习，取得实实在在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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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张三慧主编《大学物理学（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学习辅导用书。
内容包括该教材各章的概念原理复习、解题要点、思考题选答和习题解答。
本书习题内容广泛，事例新颖、典型、有趣，富有启发性，难度有低有高；复习内容重点突出，解题
要点明确清楚，习题解答简明扼要。
本书不但是学习所配套教材的好帮手，对于选用其他教材学习物理课程的大学生和自学大学物理的读
者及中学物理教师也是很好的辅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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