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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结构、性质、基本运动规律及其相互作用的学科，是一项激动人心的智力探险
活动，并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
物理学拓展我们认识自然的疆界，深化我们对其他学科的理解，是技术进步最重要的基础。
物理教育为科学和技术培养训练有素的人才。
物理学的进步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改善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纵观历史，物理学在生产方式上极大地推动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例如，历次产业革命。
李政道教授说，20世纪几乎绝大部分的科技文明，都是从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来的。
另一方面，物理学在从思想上改变着人类精神文明的进程。
能量守恒与转化、时间与空间的统一、量子化与不确定原理等物理学的重大突破，在人们的思想上引
起了一场又一场革命。
物理学对于社会发展、人类生活的改善、人类文明的进步各个层面的影响不可估量。
　　物理学是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长期创造性研究工作的结晶，处处都闪耀着创新精神的光芒。
物理学史中有大量的创新和发明，运用和发展了分析和归纳、猜想和类比等创新思维，形成了人类认
识世界的完整的方法论。
　　物理教育不仅向人们传授最基础的科学知识，而且可以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追求真理、献身科学，树立科学发展观；激发学生求知热情、探索和创新精
神。
物理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不仅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物理教育，人文社会工作者也
需要物理教育。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陆定一同志就曾经请何祚庥同志讲授物理学，从经典物理到量子力学，为时长
达半年之久。
　　科学需要不断地创新，教育同样需要不断地创新。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新时代，如何进行大学物理学的教学改革，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率，是
物理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关心的重要问题。
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一直很重视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
的教学改革，该分委员会于2004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非物
理类专业物理课程基本要求研讨会”，会上提出了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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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力图在切实加强基础理论的同时，突出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全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包括力学、机械振动和机械波以及热学三部分。
下册包括电磁学、波动光学和量子物理学部分。
电磁学的具体内容包括：静电场和稳恒磁场的基本规律、电场与磁场相互联系的规律。
波动光学的具体内容包括：光的干涉、衍射和偏振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
量子物理学的具体内容包括：量子理论的实验基础和量子力学入门知识。
　　《大学物理学（第2版）（上册）》可以作为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大学物理学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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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物质世界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中，最简单、最普遍的一种运动形式，就是物体之间的位置变化
，即一个物体相对于其他物体，或物体的一部分相对于其他部分的位置变化，这种形式的运动称为机
械运动。
天体的运行，车辆、飞机的行驶，水、空气的流动等等，都是常见的机械运动。
研究物体机械运动规律的学科称为力学。
　　由于机械运动是最简单、最普遍的一种运动形式，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中大量接触它，机
械运动便成为人们最早研究的一种运动形式。
因此，力学最早得到发展，在各种自然学科中也最富有直观性。
另一方面，力学已成为热学、电磁学和量子物理学等学科的基础。
　　在力学中，研究物体运动的位置随时间变化关系的内容，属于运动学，而研究物体在运动中和周
围其他物体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内容，则属于动力学。
运动学主要解决物体运动的定量描述问题，动力学主要探究运动的原因和规律。
无论是运动学还是动力学，它们的内容都充分表现出牛顿力学的两个显著特点：第一，牛顿力学是以
质，最为基础的力学，质点的位置、速度、加速度、动量、受力等物理量都是矢量；第二，牛顿力学
主要研究的是运动和变化，而不是静止与平衡，所涉及的物理量都是时间的函数（在特殊情况下为常
数）。
因此，矢量和函数是力学的两个最基本的数学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必须熟悉矢量和微积
分运算的一些基本规则和方法。
　　在本篇，我们先着重介绍经典力学中有关质点运动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规律。
其中包括在物理学中有着广泛应用和重要作用的能量守恒定律、动量守恒定律和角动量守恒定律。
在此基础上，把这些基本概念和规律运用到刚体运动的一些简单情形中。
随后，我们在机械振动和机械波的问题中进一步拓展这些概念和规律。
此外，我们还将介绍狭义相对论力学的基础知识。
这些内容不仅是力学中最基本的部分，也是学习其他后续课程的基础，必须很好地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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