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文科物理”教材的内容目录 

序 

第一章 两种文化的历史演变 

§1.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一、五千年光辉历史的回眸——夏商周断代工程 二、中国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伟大贡献 

§1.2 探讨中国科学在历史上逐渐落后的原因——“李约瑟难题” 

§1.3 试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异同 

一、哲学是什么？——东西方不同的“开局” 二、从《易经》到老庄哲学和元气论 

三、西方哲学为何对近代科学起促进作用？ 

§1.4 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  二种文化的分裂 

§1.5 可持续发展呼唤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1.6 21 世纪的科学需要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 

附录 1A 谁 早发现美洲？   思考题    参考资料 

第二章 经典力学的建立和发展 

§2.1 坐标系  位置矢量和速度 

§2.2 从哥白尼到开普勒 

一、向地心说挑战——哥白尼创立日心说 二、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 

§2.3 伽利略和近代力学的诞生 

一、坚持真理  支持哥白尼学说  二、斜面实验  提出落体定律和惯性运动概念 

三、伽利略对科学方法的贡献 

§2.4 牛顿和经典力学的成熟 

一、牛顿简历  二、牛顿三定律   三、万有引力定律的创立过程 

四、牛顿的自然哲学思想   五、站在巨人肩上的牛顿  六、牛顿物理学的局限性 

§2.5 动量守恒定律  机械能守恒定律 

一、动量  力的冲量  动量守恒定律   二、机械运动的两种量度——动量和动能 

三、重力势能 功  机械能守恒定律   四、进一步讨论几个问题 

§2.6 弹性和振动 

一、胡克定律和弹性势能   二、振动的描述 

§2.7 角动量  角动量守恒定律 

一、从开普勒第二定律引进角动量概念   二、角动量守恒定律及其应用 

思考题   习题   参考资料 

第三章 从静电现象到电磁波 

§3.1 静电和静磁现象的研究 

一、静磁和静电现象的早期研究  二、库仑定律  三、从库仑定律的建立看类比方法的重要性 

§3.2 电流的产生及其磁效应 

一、从动物电研究到到伏打电堆发明   二、奥斯特发现电流磁效应 

三、安培对电流磁效应的深入研究 

§3.3 电磁感应定律 

一、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  二、创造性的科学思维——磁感线与场概念的引入 

三、带电粒子在电场和磁场中所受的力和场强的定义  四、磁通量   五、楞次定律 

六、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及其应用   七、做一个“平凡的法拉第” 

§3.4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建立与电磁波的发现 

一、一场伟大的变革   二、麦克斯韦方程组的建立 三、预言电磁波，实现第三次大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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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思考题      参考资料 

第四章 光的本性是什么？ 

§4.1 光的微粒说 

一、牛顿对光的色散的研究   二、牛顿的微粒说 

§4.2 光的波动说 

一、惠更斯的波动说   二、光的反射    三、光的折射   四、光的全反射 

§4.3 光的干涉  衍射  偏振 

一、双缝干涉的薄膜干涉    二、单缝衍射和单孔衍射  仪器分辨率 

三、光的偏振 

§4.4 光的波粒二象性 

一、光电效应和爱因斯坦的“光子”假设    二、康普顿效应 

§4.5 多普勒效应及其应用 

§4.6 玻尔公式  光的共振吸收  激光原理 

一、两能级原子与光的相互作用   二、爱因斯坦关于受激辐射的预言和激光的发明 

四、激光冷却  玻色-爱因斯坦凝聚 

§4.7 激波和切仑可夫辐射 

附录 4A 光速的测量  习题   思考题   参考资料 

第五章 打开微观世界研究大门的三大发现 

§5.1 X 射线的发现 

一、阴极射线的发现及其本性的争论   二、一种新射线的发现  三、偶然中有必然 

四、X 射线的本性和应用 

§5.2 放射性的发现 

一、贝可勒尔的一个惊人的意外发现二、贝可勒尔的“先验观念”和居里夫人的新的突破 

三、 α、β 和 γ 三种射线    四、放射性衰变规律 

§5.3 电子的发现 

一、阴极射线本性之争宣告结束   二、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  

三、电子发现对现代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深远意义 

附录 5A 卡文迪许实验室 

一、追求卓越，不断开阔新的研究领域 二、善于选择和培养优秀人才 三、优良的传统和学风 

习题  思考题   参考资料 

第六章 物质观的革命——量子论 

§6.1 开创物理学新时代的“量子”概念的提出 

一、背景——两朵乌云  二、观念的根本突破——“能量量子化”假设 

三、量子观念在“非难”中得到发展 

§6.2 第一个钻到原子中心的人——卢瑟福 

一、J. J. 汤姆逊的原子模型  二、 散粒子探针的奇迹 

三、卢瑟福的“原子核式结构”模型的提出和遭遇 四、卢瑟福预言核内存在“中子” 

§6.3 和谐的乐章——玻尔模型 

一、行星模型的鉴赏家   二、玻尔原子结构模型的基础   三、玻尔模型 

四、玻尔模型的贡献与困难  五、哥本哈根精神 

§6.4 德布罗意与物质波 

一、一个从文科转到理科的博士生  二、物质波的提出  三、电子波性的实验验证 

§6.5 描写物质波动的方程及波函数的统计解释 

一、薛定谔波动方程   二、波函数的统计解释  薛定谔对生命科学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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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量子力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其他物理学家 四、一场在 20 世纪传为佳话的科学争论 

习题  思考题  参考资料 

第七章 热力学基础  熵与概率 统计规律性 

§7.1 热的本质 热功当量 

一、从燃素到热质 二、伦福姆的发现  热的动力说 三、焦耳实验  热功当量的测定 

§7.2 温度  热力学温标 理想气体物态方程 

§7.3 相变  相变潜热  临界点和三相点 

§7.4 热力学第一定律及其应用 

一、等温膨胀过程中体系对外做功  内能  二、热力学第一定律 

三、气体的比定容热容和比定压热容 四、卡诺循环和热机效率 

§7.5 热力学第二定律与熵的玻尔兹曼公式 

一、宏观不可逆性于洛喜密特佯谬  二、概率与熵  玻尔兹曼公式 

三、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各种表述 

§7.6 麦克斯韦分布和玻尔兹曼分布 

§7.7 信息与概率的关系——信息量的定义 

一、信息量定义与平均信息量  二、概率相同的 n 个同类事件的平均信息量举例 

附录 7A 混沌   附录 7B 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新进展 

思考题  习题  参考资料 

第八章 时空观的革命——相对论 

§8.1 光速不变性和同时性的相对性 

一、力学相对性原理和伽利略变换  二、测量“以太风”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 

三、爱因斯坦的追光佯谬 狭义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原理 四、由光速不变原理导出时间延缓 

§8.2 洛伦兹收缩  洛伦兹变换  速度相加定律 

一、由光速不变原理导出洛伦兹收缩 二、洛伦兹变换  三、速度相加定律 

§8.3 质能关系 

一、质-能等价关系的导出 二、狭义相对论中的多普勒效应 

三、核的聚变和裂变  太阳能 

§8.4 广义相对论简介 

一、等效原理和广义协变原理  二、有引力场的空间-时间是弯曲的 

三、广义相对论的实验验证  四、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附录 8A  关于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若干问题的对话 习题 思考题 参考资料 

第九章 物理亦文化 

§9.1 现代物理学的认识论 

一、认识论的相对性原理  二、什么实验 美？  三、测量与信息 

四、物质结构观的演变 

§9.2 现代物理学的方法论 

一、模型方法的实质  二、对称性在物理学中的地位 

§9.3 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  人择原理 

附录 9A 人类社会的历史  附录 9B 地球上生物的进化史 

思考题  参考资料  结束语 人类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附录 关于治学之道的若干思考 

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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