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物理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811179033

10位ISBN编号：7811179032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文杰，曹阳　主编

页数：36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教程>>

前言

　　物理学研究自然界中各种最基本的运动形态及其规律，物理学为自然界的物质结构相互作用和运
动规律提供了一副绚丽多姿、结构严谨的图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的发展也日趋综合，新型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并迅速发展。
物理学原理及其技术在许多学科中的应用也日趋广泛。
这些情况越来越印证了物理学是一切自然科学基础的观点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大学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场所。
物理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大学基础物理学课程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严谨性和逻辑性，是培养学
生科学素质和科学思维方法、提高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
学生在学习物理学课程中所获得的科学思维方法，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如今许多大学为文科学生开设70学时左右的大学物理学课程，多少说明了上述作用的存在。
　　农林院校中的绝大多数专业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这些学科和物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物理学原理及其技术在农林业上的应用也日趋广泛，这些应用已经为农林科学研究深入开展和农林业
增产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农林院校开设大学物理课程并保持一定的学时，对学生学习掌握基本的物理学知识，为他们日后的创
造性地开展相关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对物理教学而言，在讲授好物理学知识的基础上，例举一些物理学原理及技术在农林学上的应用实例
，对农林院校物理教学无疑是有益的。
　　学校的一些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教师经常向物理教师请教一些他们在科研工作中遇到的一
些物理学问题。
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并不涉及高深的物理学知识或物理学前沿的问题，而往往是一些物理学基础知识
。
我们也发现，一些非物理专业出身的教师在搞科研工作中，由于没有很好地掌握有关物理知识而走了
弯路。
这些情况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农林院校里加强大学基础物理教学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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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教程》是教育部高等农林院校理科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推荐示范教材。
根据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农林院校64学时物理教学大纲的要求，本教材精选了力学、热学、电磁学
、光学和近代物理四大部分传统内容，以物理在农林中的应用为引言，逐步阐述农林各专业学生应该
掌握的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
《大学物理教程》内容简洁、完整，脉络清晰，适用于农林院校少学时物理教学的需要。
本教材是全国各地区9所农林高校物理教学经验的结晶，在培养学生物理素质方面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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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力学是最古老的科学之一，它的发展过程是人类对于机械运动的认识过程。
约在公元前三四百年，古希腊的欧多克斯就提出了地心说，他用27个球层来解释天体的运动。
后来亚里士多德对这个理论做了改进，到公元2世纪，托勒玫把这种学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经典力学就是在批判亚里士多德的这些错误观点中建立起来的。
阿基米德擅长对物理问题进行数学处理，他得出了著名的浮力定理和杠杆的平衡条件。
阿基米德叙述杠杆平衡的学说，奠定了静力学的基础。
伽利略对物理规律的论证过程是：一般观察——假说——数学分析、推论——实验验证，这种论证思
想方法为后人揭开物理学的各种规律提供了范例。
牛顿系统地总结了伽利略、惠更斯和开普勒等人的工作，得出了牛顿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数学原理》这部经典著作中，从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出发，利
用他所发明的微积分这一数学工具，把天体力学和地面上的力学统一起来，创立了现代的质点经典力
学。
继牛顿在质点动力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之后，俄国数学家欧勒提出了质点及刚体运动的一般微分方程；
法国科学家达朗贝尔提出了达朗贝尔原理，这个原理有可能把动力学问题化为平衡问题来处理；拉格
朗日建立了虚功原理的普遍形式，并与达朗贝尔原理相结合，提出了广义坐标动力学。
这些科学家为经典力学逐步严密、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下半叶、航天任务基本实现以后，力学家开始转向新的力学生长点，特别是在天文学、地学、
生物学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结合天体现象的研究，用磁流体力学研究太阳风的发生和发展规律，用流体力学结合恒星动力学解释
星系螺旋结构，用相对论流体力学研究星系的演化等取得了成果。
力学家研究了生物的形态和组织，建立了生物力学、形成一门新的生物医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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