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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时期，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
标的独立学院的创建与发展，是振兴中华、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的重大举措之一。
　　大学物理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课。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结构和运动的最基本、最普遍的规律的学科，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新技术、
新发明的先导和源泉之一。
大学物理是重要的基础课，掌握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规律、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但对理工
科的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人文、经济、法律、社会政治乃至文化艺术等学科的学生也是有
益的。
　　吴大江教授主编的《新世纪物理学》，是他和辛勤耕耘在独立学院的同行们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紧密结合学生的实际编写而成的。
本教材既达到了大学本科的基本水平，又突出了应用型、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　
　一、围绕基本要求，对物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培养进行科学设计，使两者紧密结合、相互
配合。
在阐述物理基础知识方面，明晰了概念引入、概念形成和概念应用，继承、发扬了理工科精品教材中
知识的系统性、科学性、严谨性等特点，同时强调中学物理和大学物理的联系和过渡，突出物理学中
的科学方法和创新思维。
　　二、将经典理论与其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应用紧密结合。
与此同时，增加了趣味性、故事性、生动性素材的引入，将会提高同学们学习物理学的兴趣。
　　三、教材以物理模型、例题分析、知识拓展为主线贯穿始终，力求促进能力和素质培养。
对基本现象、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阐述，深入浅出，增加了典型例题。
解题时，强调物理过程、解题思路、抽象思维、形象思维、辩证思维以及科学方法。
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思维力、自学力和创新能力。
　　四、在弘扬中华数千年科技文明的同时，本教材还在将中西方两种教育方式的优点和谐地统一起
来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努力将注重基础理论和知识传授的传统和学习能力及创新意识培养的理
念结合起来。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结合独立学院实际、适合应用性人才培养
的精品教材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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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迅猛发展，高等教育正由以传授知识为主转变为以提高
能力、加强素质培养为主，这种精神也特别要在教材方面予以体现。
《新世纪物理学（第2版）》是根据高等院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汲取国内外精品教材的
精华，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总结教学经验编写而成的。
　　全书分为第一篇力学，第二篇电磁学，第三篇热学（统计物理学基础和热力学基础），第四篇振
动、波动与波动光学（机械振动、机械波基础和波动光学），以及第五篇近代物理学（狭义相对论力
学基础和量子力学基础）。
　　《新世纪物理学（第2版）》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各独立学院的大学物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供
综合大学非物理专业、高等师范、成人教育和职工大学等院校作为大学物理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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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力学　　力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
在我国，其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墨经》中关于杠杆原理的论述；在西方，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
纪古希腊学者柏拉图认为圆运动是天体的最完美的运动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力产生运动的说教。
但是，力学（以及整个物理学）成为一门科学理论应该说是从17世纪伽利略论述惯性运动，继而牛顿
提出运动三定律，才逐渐形成的。
以牛顿运动三定律为基础的力学理论叫做牛顿力学或经典力学。
它曾经被尊为完美无缺的普遍的理论而兴盛了约300年。
20世纪初，虽然发现了它的局限性，在高速领域被相对论所取代，在微观领域被量子力学所取代，但
是在一般的技术领域，包括机械制造、土木建筑，甚至航空航天技术中，经典力学仍然保持着充沛的
活力，起着基础理论的作用。
它的这种实用性是我们学习经典力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学习力学的基本原理对于研究物理学的其他内容以及自然科学的其他科学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典力学一向被认为是决定论的。
但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人们发现经典力学问题大部分不是决定论的。
且是不可预测的。
牛顿力学告诉人们：在物体受力已知的情况下，给定初始条件，物体以后的运动情况（任何时刻的位
置、速度等）就完全确定了，并且可以预测，这就是决定论的可预测性。
但实际上，牛顿力学显示出来的决定论的可预测性，只是那些受力和位置或速度有线性关系的系统（
这样的系统叫线性系统）才具有，而对于受力比较复杂的非线性系统，虽然受牛顿力学的决定论的支
配，结果却是不可预测的。
　　决定论的不可预测性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数学家庞加莱在研究三体问题时提出来的，但没有引起
物理学家的注意。
直到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使用计算机发现混沌运动时，才指出：长期的天气预报是不可能的。
他把这种天气预报对于初值的极端敏感反应用一个很风趣的词“蝴蝶效应”来表述——“今天在北京
一只蝴蝶拍动一下翅膀，可能下月在纽约引起一场暴风雪”。
在自然界中，决定与混沌（或随机）共存而且紧密联系。
目前，对混沌现象的研究不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而且已经扩展到人文科学，比如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混沌现象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处于永恒的运动中。
物质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机械运动是最简单、最基本的运动。
所谓机械运动是指物体的位置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的运动。
力学就是研究物体机械运动的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而牛顿运动定律是经典力学的基础。
　　本篇着重阐述下列3个问题：　　（1）如何描述物体的运动状态。
在运动学中，物体的运动状态是用位置矢量和速度矢量来描述的，而物体运动的变化则是用加速度矢
量来描述。
通过速度和加速度等概念的建立，加深对运动的相对性、瞬间性、矢量性和叠加性等基本性质的认识
。
　　（2）从牛顿运动三定律出发，首先得出现代物理学表征机械运动的3个基本量：动量、角动量和
动能，然后再进一步揭示机械运动的三大守恒定律和定理——动量守恒定律、角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
守恒定律，以及动量定理、角动量定理和动能定理。
　　（3）利用矢量代数和微积分知识，通过举例说明，如何在给定条件下建立和解出物体的运动学
方程、轨迹方程，从而对物体运动过程的全貌有一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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