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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物理学教程（上册）》

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基础
物理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就要不断改进。本教材就是为此目的，在教学实践和教改研究的基础上编
写的。　　本教材在内容上，注意“保证基础，加强近代，联系实际，涉及前沿”的选材原则。具体
考虑如下几点：　　1.考虑到教材既要反映物理学的新进展，使教学内容现代化，又能适应课程授课
学时不断减少的趋势，教材从形式上减少了力学和电磁学等部分的章节（这两部分各压缩为三章）；
在内容上尽量避免与中学物理的不必要重复。本书力求以简明、准确的语言阐述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
、原理、定律、定理和定义等。　　2.教材内容采取以“渗透式”与“透彻式”相结合的方式介绍，
不同内容采取不同的形式。除基本内容外，教材中安排了标“*”号的内容，可根据课时和专业及学
生对象的情况在教学中进行取舍，不影响后继内容的学习。还有一些关于学科发展的前沿进展、新技
术和应用等，教材以阅读材料形式编入供学生阅读，以使学生涉猎前沿、了解学科的发展及新技术的
应用等。　　3.《基础物理学教程》与中学物理的不同主要在于数学处理方法的不同及适用范围的扩
展。而数学处理方法是该课程一开始的难点。本教材把数学处理方法的过渡作为突破口（如微积分的
应用、矢量运算等），使学生尽快适应该课程的处理方法，为学好该门课程扫除障碍。　　4.教材力
求体现对学生高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注意物理思想及处理物理问题方法的介绍，克服教材就是知
识堆砌的现象。在教材中适量加入物理学史的介绍和物理学家简介，以培养学生创造发明意识及对待
科学的严谨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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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物理学教程（上册）》

内容概要

《基础物理学教程(上册)》上下册共五篇，分为十三章。上册两篇，包括第一篇力学部分的质点力学
、力学中的守恒定律、刚体和流体；第二篇电磁学部分的静电场、稳恒磁场、电磁感应和电磁场。下
册三篇，包括第三篇热物理学的热力学基础、气体动理论；第四篇振动与波部分的振动学基础、波动
学基础、波动光学；第五篇近代物理学基础部分的相对论基础、量子力学基础。
本教程可作为理、工科非物理专业大学物理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成人教育及其他专业基础物理课程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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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物理学教程（上册）》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力学第1章 质点力学1.1 描述质点运动的物理量一、质点参考系二、位置矢量和位移三、速度四
、加速度五、圆周运动的角量描述1.2 描述质点的坐标系一、直角坐标系二、平面极坐标系三、自然坐
标系四、角量与线量的关系1.3 质点运动学的两类基本问题一、直线运动实例二、平面曲线运动实
例1.4 牛顿定律及其应用一、牛顿运动定律二、常见力与基本力三、牛顿定律的应用四、力学单位制与
量纲五、惯性系与非惯性系1.5 伽利略变换章 后结束语一、本章 内容小结二、应用及前沿发展习题与
思考第2章 力学中的守恒定律2.1 功和能机械能守恒定律一、功及功率二、动能和动能定量三、保守力
势能四、功能原理机械能守恒定律2.2 动量动量守恒定律一、冲量动量及动量定理二、质点系动量定理
和质心运动定理三、动量守恒定律四、碰撞2.3 角动量守恒定律一、质点的角动量守恒定律二、质点系
的角动量守恒定律章 后结束语一、本章 内容小结二、应用及前沿发展习题与思考阅读材料A：守恒定
律与对称性第3章 刚体和流体3.1 刚体的运动一、刚体的平动和转动二、刚体的定轴转动3.2 刚体动力学
一、刚体的转动动能二、刚体的转动惯量三、刚体的重力势能四、力矩与转动定律五、力矩的功与动
能定理3.3 定轴转动刚体的角动量守恒一、角动量（动量矩）二、动量矩定理三、动量矩守恒定律3.4 
刚体的自由度3.5 刚体的进动和平面平行运动一、刚体的进动二、刚体的平面平行运动3.6 流体的基本
概念一、理想流体二、实际流体3.7 理想流体的流动一、连续性方程二、伯努利方程三、伯努利方程的
应用3.8 实际流体的流动一、泊肃叶公式二、斯托克斯定律3.9 液体的表面现象一、表面张力二、弯曲
液面下的附加压强三、毛细现象章 后结束语一、本章 小结二、应用及前沿发展习题与思考阅读材料B
：混沌简介第二篇 电磁学第4章 静电场4.1 物质的电结构4.2 库仑定律4.3 电场和电场强度一、静电场二
、电场强度三、叠加原理和电场强度的计算4.4 高斯定理一、电力线（电场线）二、电通量三、高斯定
理四、高斯定理应用4.5 静电场的功电势一、静电场力的功静电场的环路定理二、电势能和电势三、电
势的计算4.6 静电场中的导体一、导体的静电平衡二、导体表面的电荷和电场三、静电屏蔽4.7 电容电
容器一、孤立导体的电容二、电容器及其电容三、几种常见的电容器及其电容四、电容器的联接4.8 稳
恒电流一、稳恒电流和稳恒电场二、欧姆定律及其微分形式三、电动势及其非静电力四、基尔霍夫定
律4.9 电介质及其极化一、电介质的电结构二、电介质的极化三、电极化强度矢量4.10 电位移矢量有介
质时的高斯定理一、极化强度与束缚电荷的关系二、电介质中的高斯定理电位移矢量D4.11 电场的能
量章后结束语一、本章 小结二、应用及前沿发展习题与思考阅读材料C：电子的发现和电子电荷量的
测定阅读材料D：物理学中的类比法⋯⋯第5章 稳恒磁场第6章 电磁感应 电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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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物理学教程（上册）》

章节摘录

　　一个有形状和大小的物体的运动是复杂的。一般可分为平动、转动和振动。本章只研究质点的平
动问题。对于质点的平动问题的讨论又分为两个方面：单纯描述质点在空间的运动情况称为质点运动
学；而讨论运动产生的原因，如控制运动的方法，即说明运动的因果关系称为质点动力学。　　§1.1 
描述质点运动的物理量　　一、质点参照系　　质点任何物体都是具有大小和形状的。但是在某些情
况下，物体的形状大小对于讨论它的运动无关紧要，例如，当研究地球绕太阳转动时，由于地球直径
（约为1.2 8×10m）比地球与太阳的距离（约为1.50×10m）小得多，地球上各点的运动相对于太阳来
讲可视为相同，此时可以忽略地球的形状和大小；但当研究地球绕自身轴转动时则不能忽略。所以说
，只要物体运动的路径比物体本身尺寸大得多的时候，就可以近似地把此物体看成只有质量而没有大
小和形状的几何点，此抽象化的点就叫质点。由地球的例子可以看出：把物体当作质点是有条件的（
即地球与太阳的平均距离比地球直径大得多）、相对的（地球自转不能当作质点）。　　参考系宇宙
万物，大至日、月、星、辰，小至原子内部的粒子都在不停地运动着。自然界一切物质没有绝对静止
的。这就是运动的绝对性。但是对运动的描述却是相对的。例如：坐在运动着的火车上的乘客看同车
厢的乘客是“静止”的，看车外地面上的人却向后运动；反过来，在车外路面上的人看见车内乘客随
车前进，而路边一同站着的人却静止不动。这是因为车内乘客是以“车厢”为标准进行观察的，而路
面上的人是以地球为标准观察的，即当选取不同的标准物对同一运动进行描述时，所得结论不同。因
此，我们就把相对于不同的标准物所描述物体运动情况不同的现象叫运动的相对性。而被选为描述物
体运动的标准物（或物体组）叫参考系。参考系的选取以分析问题方便为前提。如描述星际火箭的运
动，开始发射时，可选地球为参考系；当它进入绕太阳运行的轨道时，则应以太阳为参考系才便于描
述。在地球上运动的物体，常以地球或地面上静止的物体为参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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