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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源泉的物理学，始终影响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
物理学也是学习其他学科知识与技术的基础。
“大学物理”是高等院校许多专业学生必修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同时也与其他课程的学习密切相关
。
除为今后的专业发展打好物理基础外，在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过程中，它也是不可替代的，尤其在建立
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创新精神与科学思维能力方面，更有其独特的作用。
长期以来，为适应不同时期教学要求，天津大学先后编写出版了四套教材，分别是：杨仲耆等编的《
大学物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0，1981，1982）；李金锷主编的《大学物理》（天津大学出版
社，1981；科学出版社，2001）；陈宜生、李增智主编的《大学物理》（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
霍炳海主编的《大学物理》（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
在当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的背景下，物理学思想与方法在各个领域中得到广泛的
应用。
原有教材的内容与篇幅有必要进行充实与调整。
在我校教务处、理学院及物理系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我们根据非物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近期提出的
“教学基本要求”，并结合多年的教改成果与教学经验，吸取我校原有教材的精华，编写了这部教材
。
编写此套书的指导思想：（1）基本教材内容简练，以基本概念、规律及研究方法为主，力求做到重
点突出，教师好用，学生好读；（2）适当调整经典与近代内容的比例，讲解经典内容时注意其在新
科技中的应用，赋予时代气息；（3）辅助教材中所选内容与讲授深度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以激发
学生继续学习与探索的激情。
在本教材的组织编写过程中，笔者承担了策划、审稿和定稿工作。
参加基本教材的编写人员有：力学部分，王莱；分子动理论，王克起；热力学，霍炳海；电磁学，吴
亚非；振动与波、光学，李增智；狭义相对论，顾洪恩；量子物理、原子核与基本粒子，周佩瑶。
由于水平有限，衷心希望使用此书的老师和同学对我们提出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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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质点运动学、牛顿力学的基本定律、力学定理与守恒定律、刚体的定轴转动、气体动理论
、热力学基础、静电场、稳恒磁场、电磁感应、麦克斯韦方程组等基本知识。
着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
     本书可作为大学物理教学学时数为90～120的工科大学各专业、理科与师范院校非物理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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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物理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科学，它是以观测为基础的。
力学作为其中一个分支，其所有规律的发现都是通过对大量现象的不断观察和测量后总结归纳或推论
得出的。
运动与时间和空间紧密相关，因此有必要首先了解时间和空间的计量方法。
时间被用来描述运动的持续性，它的计量有赖于周期性的现象。
历史上，人们曾经用天作为时间的计量单位，再利用沙漏将天分成小时；伽利略曾经利用人的心跳快
慢来测定单摆的周期。
在对地球以外的星系有所认识后，人们发现太阳系中的地球、木星等行星围绕太阳的运转具有周期性
，月球围绕地球的运转也有周期性，其周期都可以被用来作为计量时间的基准。
长期以来，人们规定了太阳相继两次中天所经历的时间为1个太阳日，由于太阳在黄道上运行速度不
均匀，1年中最长和最短的太阳日相差约51秒，所以取其平均值并称为平太阳日，1平太阳日分为24平
太阳小时，1平太阳小时分为60平太阳分，1平太阳分又分为60平太阳秒。
近年来，人们发现地球自转速率在变慢，每经过1个世纪，1个平太阳日增加0.001秒。
后来，随着对微观世界认识的深入，人们认识到原子内部能级跃迁所发射或吸收的电磁波频率极为稳
定，以此为基准建立的时间计量系统比以地球自转周期为基准的系统准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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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上册)》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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