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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学（上册）》

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学(上册)》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2008年制定的《理工科类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精神，结合编者多年的教学实践与研究成果编写而成。书中涵盖了基
本要求的全部核心内容和少量的拓展内容，份量适当，难度适中，概念清晰，层次分明，注重启迪，
方便教学。
《大学物理学(上册)》分上、下两册，上册内容包括力学，振动与波，电磁学三部分；下册内容包括
热学，光学，近代物理基础以及现代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物理基础专题选讲四部分。以上各部分均本着
“保证基础，突出现代，联系实际，方便教学”的原则进行选材与编写，以提高可读性与可教性。
为了方便教学，《大学物理学(上册)》精选了例题与习题，并将部分内容标记了*号，以供不同教学需
求的师生选用。此外，与《大学物理学(上册)》配套出版的《大学物理学学习指导书>，按《大学物理
学(上册)》的章节顺序编排，包括“基本要求，知识结构，内容提要，重点难点，方法技巧，习题解
答”六部分内容。
《大学物理学(上册)》适合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一般院校非物理类专业大学物理课程（少学时）教学
使用，也可供相关的科技工作者和社会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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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学（上册）》

章节摘录

　　物理学对工程技术的影响十分深远。已故机械大师，原清华大学教授刘仙洲老先生对此说得既具
体，又形象&mdash;&mdash;&ldquo;理为工之基，工为理之用&rdqu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物理
学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工程技术的今天：牛顿力学及热力学的建立，推动了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与革新
；法拉第、麦克斯韦等人建立的电磁理论，推动了电力、电器设备制造业的发展，使电能广泛地用于
工农业生产与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改变了人们对时空和微观世界的
认识，导致了核能、半导体、高温超导及纳米材料的发现与应用，促进了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电磁
、统计、波动、光学理论的综合应用，促进了激光、信息技术，特别是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使人们能充分享受科学进步所带来的方便与文明。英籍华人高锟因为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贡献而获得
了20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0.0.4 物理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物理学的规律、思想及方法不仅
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引领作用，而且对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众所周知
，马列主义，特别是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中就有着大量的关于物理规律的描述，指导着一代又一
代的后来人去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前已叙及，物理学中的一条重要法则是&ldquo;实
（践）验是检验理论的标准。&rdquo;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社会学者将之移植于社会科学，提出
了&ldquo;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dquo;，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为国
家的&ldquo;民富国强&rdquo;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如今社会到处都在提&ldquo;低碳经
济&rdquo;，说这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好良方。但我们认为，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若提倡&ldquo;
低熵（参见廖耀发，温度与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社会&rdquo;则比提倡&ldquo;低碳经
济&rdquo;更具普遍性，更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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