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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高新科技高速发展的世纪，这对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世纪的年轻一代应不但是各行各业的行家，而且具有广博的知识、完善的人格修养，能够负责任、
有远见。
美国著名科学家拉比说：“只有把科学和人文科学融为一体，我们才能期望达到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这
一代人相称的智慧的顶点。
”　　但在很长时期，人们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分裂和对立了起来：理工科学生不学哲学、文学、
艺术、法律等文科课程，人文学科学生则不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课程。
这样做的后果是大学生都存在一定的知识缺漏，缺乏创新能力，影响了他们的潜能发挥。
　　现实告诉我们，要改善我们的社会，就必须改善和提高人类的全面素质。
现代科学发展要求高素质创新人才，不仅要“专”，还需要“博”。
“博”不只是指在“文”和“理”内部，而且要有广阔的视野，还要“文理相通”。
最好的途径是在大学校园里把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重新加以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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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人文学科学生的特点，按物理学发展顺序介绍物理学各分支理论建立与发展的过程，并以定
性半定量的方式，用简单明晰的形式给出物理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规律，同时介绍了物理学对人类文
明的贡献。
在介绍重大的物理事件和物理发现时，还介绍了物理学家的哲学思想和科研方法、高尚品德。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人文学科通识课教材，也可供高等院校理工科学生了解物理学发展的历史，社
会人士也可从中了解到许多物理学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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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人类最早的科学体系中，并没有今天这样细致的学科划分，所有的学科都归属于自然哲学，最
早提出“物理学”名词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一书就是一部自然哲学的著作。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入，自然科学——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化学
等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逐渐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学科，自然哲学本身也逐渐细分为哲学、经济
学、法学、文学和艺术等人文学科。
所以说，物理学与人文科学是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的，文、理两种科学文化也应是相连相通的，人类文
明就是在这两种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文化推动下发展的。
历史已经证明，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融合起来，就会更深入地推动这两种科学的快速发展。
　　哲学与物理学的联系是最紧密的，因为自然哲学是以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为研究目标，它实际上总
是要以物理学的成就作为最终依据。
最早的哲学中天文学是主要论题，物理学的突破是从天文学开始的。
由于培根和笛卡儿等哲学家研究的论题与物理学领域关联紧密，内容充实，充满活力，所以总结出了
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分析归纳法和演绎法，不但积极推动了哲学自身以新的面貌在
发展，而且对经典力学的诞生和成熟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在一段时期，物理学和哲学被分裂了开来。
结果是离开了哲学的物理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一些物理学家由于没有一个正确的哲学观，科学研究始终达不到预期的高度，在碰到问题的瓶颈时就
无法突破；而离开了物理学的哲学，只能就一些干扁的警句（词条）进行辩论或两派相互攻击，而成
为经院式哲学。
由于缺乏“营养”，哲学研究没有活力，对社会和群众的影响日益衰微，哲学逐渐趋于沉寂。
后来意识到这一点，情况就有所改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文物理>>

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21世纪高等学校物理学精品教材·人文物理：推动人类文
明的物理学》按物理学发展顺序介绍物理学各分支理论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使学生对物理学有一个整
体的认识。
以简单明晰的形式给出物理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规律，让学生学习本课程后了解一些物理学常识，能
用物理学理论解释生活中的物理现象。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21世纪高等学校物理学精品教材·人文物理：推动人类文明的
物理学》结合物理知识和规律的介绍，指出物理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激发学生学习物理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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