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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层次分明、突出应用，阅读材料紧跟大学物理在现代热点科研方向的应用，教材内
容丰富。 

内容简介

《大学物理（套装上下册）》是主要针对本科院校编写的教材，具有工科及航空特色，
全书包括力学篇、电磁学篇、热学篇、相对论篇、波动光学篇、量子物理篇。《大学物
理（套装上下册）》可作为工科院校本科生大学物理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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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序言

媒体评论

评论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物理学在*初引入中国的时候,曾被译为“格致”或“格物”,取自儒家的“致知在格物,格
物而后知至”思想．此后,physics被译为物理学并逐渐为国人所接受．中文“物”的含义
为“物质”,“理”即为“原理、规律”,意思是物理学是研究物质世界及其基本规律的
学科．按所研究的物质运动形态和具体对象,它涉及的范围包括:力学、声学、热学和分
子物理学、电磁学、光学、原子和原子核物理学、基本粒子物理学、固体物理学以及对
气体和液体的研究等．
物理学包括实验和理论两大部分,经过实践检验被证实为可靠的理论物理包括:理论力学
、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当然这些理论也只
能是相对真理,有各自的局限性．运用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各种专门问题,
使物理学中各种新的分支不断涌现和形成,如流体力学、弹性力学、无线电电子学、物理
电子学、金属物理学、半导体物理、电介质物理、超导体物理、等离子物理、固体发光
、液晶及激光等．一些边缘学科也随物理的广泛应用而陆续形成,如化学物理、生物物理
、天体物理及海洋物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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