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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运动形式以及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过程
中形成的学科。
物理学最初是从对力学运动规律的研究发展起来的，后来又研究热现象、电磁现象、光现象以及辐射
的规律。
到19世纪末，物理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被称为经典物理学。
在20世纪初的30年里，物理学经历了一场伟大的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诞生了，从此产生了近代
物理学。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理论支柱，直接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人工设计的新型材料、激光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低温与超导、新能源的开发和
应用等，究其根源，无不以现代物理学基本原理为基础。
以经典物理学、近代和现代物理学基础为主要内容的大学物理课程，是高等院校非物理专业学生的一
门重要的学习课程。
该课程在学生科学素质的培养、科学技术的学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年轻人的兴趣和志向更加多元化，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步伐，使得人才培养模
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因此作者和教师的任务就是探索如何在新形势下，教好大学物理这门课，以适应21世纪对高素质人才
的科学素质的需要。
本书就是为了满足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高等学校对大学物理课程改革发展和实际教学的要求而编写
的。
以下几点是本书编写的主要思路与特点。
（1） 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技术应用型人才，是技术
应用型人才教育的价值取向。
在这样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以“基本要求”中的核心内容构成本书的基本框架，同时选取少量的拓展
内容作为知识的扩展和延伸，所有拓展内容均冠以“*”号，删去它们并不影响全书的系统性和连贯
性。
并且选取了一定数量的与教材内容相配合的原理应用的内容和阅读材料，以便使学生了解物理学的基
础性、前瞻性，以及物理学与人们生活的密切相关性，增加学生学习的趣味性，拓宽视野和创新意识
。
(2) 在内容选取上，一方面，尽可能地从现代物理学的认识高度，自上而下审视经典物理学内容； 另
一方面，现代物理学内容较抽象，涉及的数学深奥、复杂，对于低年级非物理专业学生实施教学有一
定的难度，因此在处理这部分内容时，可采用普通物理学的教学方法。
本书在注重物理概念准确性的基础上，尽可能避免复杂的数学推证，采用图形图像，在物理概念、物
理规律的阐述上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做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由特殊到一
般。
文字流畅、通俗易懂、便于自学。
（3） 本书在内容衔接上，避免了与中学物理内容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中学物理的基础上深入提高，
并增加了许多高等工科大学应有的物理内容。
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专业大学物理教学的情况，并且考虑了中学物理课程改革对大学物理课程教学
可能带来的影响，适度地降低了部分内容的起点，希望能较好地与中学物理基础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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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参照了教育部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订的《理工科非物理类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
本要求》，涵盖了基本要求中的核心内容。
在内容选取上采用压缩经典，简化近代；削枝强干，突出重点；简约理论论证，适度增加应用等方法
，以适应不同院校和专业对大学物理的要求。
同时考虑到技术应用型院校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在保证必要的基本训练的基础上，适度降低了例题和
习题的难度。
　　全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内容包括力学、机械振动、机械波和热学。
下册包括电磁学、光学、狭义相对论和量子物理。
　　本书可作为技术应用型高等院校工科类各专业大学物理课程的教材，可作为非物理专业大学物理
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文理科相关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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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热力学系统的平衡态我们把在给定范围内由大量微观粒子所组成的宏观物体称为热力学系统
（简称系统），而把能够与所研究的热力学系统发生相互作用的其他物体称为系统的外界（简称外界
）。
在容器中装入一定量的气体，如果热力学系统与外界不交换任何能量（做功和传递能量）和物质，系
统内部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能量交换（如由化学变化或原子核反应等引起的能量转换），在经过相当长
的时间后，此系统整体的宏观性质将不随时间而变化，且具有确定状态，热力学系统所处的这种状态
为平衡状态，简称平衡态。
系统处于平衡时的另一特征，表现为系统内部没有宏观的粒子流和能量流。
从微观上看，系统处于平衡状态时，组成系统的微观粒子仍处于不停的无规则的热运动之中，只是它
们的统计平均效果不随时间变化，因此热力学平衡态是一种动态平衡，称为热动平衡。
2.气体的状态参量在力学中研究质点的机械运动时，我们用位矢和速度（动量）来描述质点的运动状
态。
而在讨论有大量作热运动的分子构成的气体的状态时，位矢和速度（动量）只能用来描述分子的微观
状态。
为了研究整个气体的宏观状态，对一定量（即质量m一定）的气体，当处于平衡状态时，可以用压强p
、体积V以及温度T这三个宏观物理量来描述其状态，这就是气体的状态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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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学(上册)》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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