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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是在总结省级优秀精品课程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工科物理教学内容和谏程体系改革
的实践，以“素质为核心、能力为基础、技能为重点”的原则而编写的。
全书以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定律和方法为核心，在保证物理学知识体系完整的同时，重点突出基础理
论，重视物理理论在生产技术中应用知识的介绍，重视以物理学的思想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综合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注意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意识和基本技能。
力求做到内容新颖、结构合理、概念清楚、实用性强、通俗易懂、前后相关课程有较好的衔接。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包括力学、热学、振动和波动；下册包括电磁学、波动光学、量子物理学
基础。
    本教材主要包括六个独立的篇幅，力学(1—5章)、热学(6、7章)、振动和波动(8、9章)、电磁学(10
—12章)、波动光学(13、14章)、量子物理学基础(15章)。
为适应不同专业的需要，本书在章节上充分考虑了各单元的相对独立性，可供不同的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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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世纪末，经典物理学已发展到相当完善的阶段，但在所取得的成就中仍然包含一些未加认真评
判就接受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绝对概念，狭义相对论从根本上推翻了传统的绝对
时空观，提出了崭新的时空观，给出了高速运动物体的力学规律，揭示了质量与能量的内在联系，使
物理学发生了一次革命。
　　5，1 伽利略变换经典力学的相对性原理　　牛顿运动三定律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加上牛顿提
供的微积分方法，使得经典力学不但在分析力与物体运动的关系及其实际应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而且在物理学界形成了一种决定论的思想方法，即只要给出物体所受的合外力，以及该物体初始时刻
的位置和速度——初始条件，就可写出该物体的运动方程，因此在1900年前后，在经典力学的基础上
，相继建立了热力学、统计物理学和电磁学理论，整个经典物理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是，正当人们额手相庆的时候，物理学的晴朗天空远处却出现了“两朵令人不安的乌云”，这
就是指19世纪后期经典物理学无法解释的两个实验：一个是与光速有关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另一个
是被称为“紫外灾难”的热辐射实验，这两个实验事实曾导致20世纪物理学革命，诞生了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论及其后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是关于时间、空间和高速运动物体的运动理论，
它合理地改造了牛顿力学，而创立了研究高速物体运动规律的相对论力学；量子力学是讨论质量很小
的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力学，从这两门新力学的角度看，经典力学只是新力学在低速和宏观条件下的
特例，换句话说，经典力学的局限就是它只适用于宏观、低速的情况，也即经典力学的适用范围受到
了质量和速度两个方面的限制，越出该范围就必须由上述的新力学所取代。
　　尽管在微观、高速范围经典力学已无能为力，但由牛顿运动定律推导出的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
恒定律、角动量守恒定律却超出原有的局限而适用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研究的领域，成为自然界
的普遍规律，而且在相当广阔的生产、生活和科学研究领域中，即当质量较大的宏观物体运动速度远
小于光速时，经典力学仍然是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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