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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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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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现象的发现、电磁定律的确定、电磁场理论的建立、电子的发现以及物质微观电结构的揭示
、电磁技术的广泛应用等，在物理学中开辟了一个区别于力学和热学的新领域——电磁学。
电磁学是经典物理学的基本组成部分。
　　关于电磁现象定量的理论研究，始于库仑（电性）定律的问世。
库仑定律的建立，标志着人们对电的认识真正地从经验走向科学、从定性观察阶段进入定量研究阶段
。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一直认为电现象和磁现象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客体，不存在相互转化
的可能。
当时，科学权威库仑断言：“电与磁之间不存在相互转化的问题。
”该论点曾得到物理学界不少人的支持，例如：安培（后来又反对库仑的观点）、托马斯·杨等。
但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却坚决反对此论点。
1819～1820年，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
说明了磁现象的本质是“动电现象”。
电流的磁效应的发现，开创了电、磁联系的“电磁学”的新局面。
从此，古老的电学、磁学获得了新生。
　　奥斯特的发现，给19世纪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法拉第以很大的启示，他想：既然“动电能够生
磁”，那么“动磁就应该能生电”！
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在1831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即利用磁场产生电流的
现象。
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标志着电磁理论由静态研究发展到了动态研究的新阶段。
　　从应用的角度看，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使电工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人类生活的电气化和工
业革命打下了基础。
从理论上来看，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更全面地揭示了电与磁的联系，为伟大的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建立
完整的电磁场理论奠定了基础。
　　1861年前后，经过对法拉第电磁感应现象的深入分析和研究，麦克斯韦大胆地提出了涡旋电场假
说：变化的磁场在其周围空间产生电场。
他把这种电场称为感应电场。
涡旋电场假说的问世，提升了法拉第的物理思想，揭示了变化的磁场和电场之间的联系。
　　既然“变化的磁场能够激发电场”，那么，“变化的电场能否激发磁场”呢？
1862年，麦克斯韦为了在非稳恒电流情况下推广安培环路定理，针对客观电磁现象，又进一步大胆地
提出了另一个假说，即位移电流假说：变化的电场也是一种电流，这种电流叫位移电流。
位移电流和传导电流按相同的规律激发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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