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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理学教程（下册）/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是根据2010年教育部新颁发的《理工科类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并结合编者多年的教学实践编写而成的。全书涵盖了基本要求中A类
知识点的全部核心内容，同时也含了B类知识点大部分的拓展内容。全书分上、下两册。本书是下册
，内容括：磁学、光学、相对论基础、量子理论基础以及专题选讲。
《物理学教程（下册）/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在保证基本内容的前提下，适当拓宽了近
代物理部分，增加了在工程中的一些实际应用。本书可作为一般院校物理专业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教
材或参考书，也可用于专科物理（括夜大、电大、函授等）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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