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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编写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
在当时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热潮中，我们参加了教育部、铁道部、四川省“面向21世纪物理教学内容
与课程体系改革”的一系列课题，接触到许多有关物理教学改革的新思想。
在新的教育理念的影响和促进下，我们着手编写了《物理学概论》（1993-1995年讲义，西南交通大学
出版社1995年第1版，1998年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002年第2版），2005年又改版编写了《大学物
理教程》。
经过十多年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的磨砺，我们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教改思路愈加明晰，教材风格也
日趋鲜明。
在此基础上，诞生了这部《大学物理学》。
在物理教学和教材编写中，我们的基本认识是：第一，工科物理教学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学生获得知识
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使其在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等方面
受到比较系统的培养和熏陶。
物理课程在高等工科院校教育课程体系里不仅是为后续课服务的基础课，更有着独立的直接服务于培
养目标的作用。
第二，为了在教材和教学中贯彻对“工科物理”课程新的定位，应适当地提高课程的起点。
我们借鉴数学课程的做法，在充分承认中学物理解决了“前知识”的前提下，从教材结构、内容的立
足点、讲述的视角等方面向学生充分展现物理课程的崭新面貌。
第三，保持基础课的风格和可操作性。
教材的数学手段限于微积分和矢量运算；逻辑上多从简单特例入手，然后指明结论的普遍性；对于涉
及比较繁难的数学运算的内容，只给出思路和结论。
我们按照“观念更新、难点突破、拓宽视野、重在概念”的教学原则加强近代、反映前沿，尽力展现
出物理概念从经典到近代的发展历程。
第四，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作用，配以电子教案、教材网络版、网络辅导资源、网络教学视频等
，实现立体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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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参照教育部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订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2008）编写的。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涵盖了基本要求中的核心内容。
    本书体系上以物质的基本存在形式和基本性质为主线，对传统教材结构模式有所突破；内容上压缩
经典部分，加强近代部分，反映前沿并保持基础课风格。
全书始终融会着关于物质世界的对称性和统一性的物理思想，力图使学生在学习基础物理知识的同时
获得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培养和熏陶。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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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自然观在原始社会，人是自然的奴隶，视自然为神灵。
进入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其对自然的能动作用，继而以为自己
是自然的主人，人定胜天。
直到面临人口激增，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人类终于觉醒，认识到现代技术是一柄双刃剑。
现代技术的负面影响表现在：它让科学受制于技术视野，诱导科学家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技术的需要去
看待自然，视其为能量的供应者，甚至将人本身也视为“资源”，而忽视了对认识自然本性的追求；
它造成假象，让人类误以为自己可以无限制地挑战自然，改造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扭曲了人与
自然的关系；技术可能被用于犯罪，用于战争，破坏环境，危害人类和自然。
其实，人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的能力是自然力的一部分，人类的未来最终要取决于自然的未来。
人既不能满足于做自然的奴隶，也不能希求作为自然的主宰，而要关心、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共生
、共荣、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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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学(上)》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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