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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物理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
老子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型（假设），确认宇宙万物有共同
的本原。
亚里士多德提出“四因”解释方案，用“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答“为什么”。
16世纪，伽利略最先把实验方法引入物理学的研究中，开创了利用仪器研究自然规律的先河。
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开辟了物理学的新纪元。
20世纪初量子理论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建立，使物理学进入了当代发展的快车道。
21世纪物理学在材料物理、光学方面发展异常迅速，2009年“在光学通信领域在光纤中传输方面所取
得的开创性成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标志着物理学在应用方面的巨大进展。
物理学的基本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理解自然的思维方式，而现代物理学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
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物理学已经成为人类新时代的重要的文化背景之一。
物理学的重大发现往往是从方法论上突破前人思想方法的局限，进而获得成功的。
物理学是包含科学方法最多的丰富的学科，在300种通用科学方法中，物理学中包含170多种。
物理教学的理想模式是：创设问题情景（通过实验或现象描述）一分析问题一找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建立概念或提出系统参数）一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能的途径一从最佳途径出发建立数学模型一求解数
学模型一讨论命题的物理意义和可能的技术应用。
这一过程就是研究复杂问题的全过程，也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基本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许多重大科学发现与解决一个物理问题完全一样。
因此，物理学方法是发明创造的思维武器，也是开发创造性思维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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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力学、振动与波、平衡态和热力学基础、电磁学、波动光学、狭义相对论和量子物理
学。
本书具有体系完整、简明扼要，难度适中、课程设置较少的特点，力求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培
养学生的科学思辨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中列举了相当多的例题，并配有适量习题和思考题，书末附有参考答案。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非物理专业的大学物理课程教材，也可供有关教师、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和自学
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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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般来说，在讨论实际物体的运动时，物体的大小和形状都要考虑。
因为物体内部的各个部分的运动情况往往不同，即物体各部分之间还有相对运动，比如物体运动过程
的形变等。
但在物体的一些运动过程中，比如木块沿斜面的下滑过程，木块各部分的运动情况（如位移、速度、
加速度等）是完全一样的，这时我们就可以把木块看成是一个有质量的几何点，即质点。
木块的运动就可以用该质点的运动来替代。
在很多情况下，比如高速公路上运动的汽车，汽车的各个部分的运动是不同的，车轮的转动，发动机
零件的高速运转等运动各不相同。
但是，如果我们只对汽车的整体运动感兴趣的话，汽车各部分的运动就与考虑的问题无关，因此我们
仍可以把汽车看成是一个质点。
另外，从运动学的角度来看，如果物体的大小和它的运动范围相比很小时，也可以不考虑物体的大小
和形状对运动问题的影响。
比如，当只研究地球绕太阳的公转规律时，因为地球的线度与地球公转轨道相比还不到万分之一，因
此，可以把地球看成是质点。
但是，即使对同一个研究对象，能否把它看成质点，要根据研究的问题来定。
比如，同样对于地球，当我们要研究地球表面的潮汐运动规律时，就必须考虑太阳和月球对地球表面
不同地方海水的引力作用规律，这时，就不能把地球看成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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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教程》：国家工科物理基地、国家级精品课程使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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