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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 ，在教学内容的编排上充分考虑中职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实

际水平 、年龄特征 ．全书共五篇 ，其中第一篇力学 、第三篇电磁学为必学内容 ，第二篇热学 、第四

篇光学 、第五篇原子核物理知识为选学内容 ，供教师选用和学生课外阅读 ．

书中配有大量插图 ，语言也力求通俗易懂 ，生动活泼 ，以增强可读性 ．每章还有章头图 、引言

和内容提要 ，作为全章内容的导入 ．书中列出常见的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 ，做到边学习边实验 ，

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每小节配有练习题 ，每章又有综合练习题 ，供学生做为作业

和巩固知识所用 ．每章小结则把各章内容要点整理出来 ，便于学生掌握知识点 ．穿插的阅读材料

用以开阔学生的眼界 ，扩大知识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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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物理学是中等职业学校一门重要的文化基础课 ．随着招生制度的变化 ，生

源文化程度差别较大 ，学生知识基础薄弱 ，许多学生都认为“物理难学” ．

按照中等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目标 ，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和现

状 ，贯穿“少而精”的思想 ，我们组织编写了本教材 ．

全书由张廷刚同志负责统稿并编写了写在前面的话 、绪言及第 １章 ，第 ２ 、

３ 、４章由张学勇同志编写 ，第 ５ 、６ 、７ 章由王进祎同志编写 ，第 ８ 、９ 、１３ 、１４ 、１５

章由武小锋同志编写 ，第 １０章由张学术同志编写 ，第 １１ 、１２ 章由田树钰同志

编写 ．张学术 、马晓莉 、蒲天旺同志进行了初稿的修改工作 ．何绍人同志担任本

教材的主审 ．

在编写过程中遵循“内容要精选 ，深浅要适度 ，论述要简明 ，重点内容要突

出 ，整体水平要降低 ，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并突出了以下几点 ：

１ ．简化了一些概念和规律的描述 ，尽量以简单方式引入 ．

描述概念和规律时 ，在不失科学性的情况下 ，从实际情况出发 ，尽量以简

单方式引入概念 ．如对匀速直线运动和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描述中 ，去掉“任何

相等的时间内”中的“任何”二字 ．又如在引入“时刻”概念时 ，直接引用学生原

有的对“瞬间” 、“一刹那”的认识 ，或顾名思义 ，仅以举例方式引入大致正确的

概念即可 ．

２ ．降低了学生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能力的要求 ．

在例题 、习题的编写中 ，尽量通过内容的组织 ，正文的叙述 ，特别是公式的

简化 ，来降低对学生数学处理能力的要求 ．例如在力的合成和分解计算中 ，只考

虑作图法和直角三角形情况的计算 ．遇到矢量如速度 、加速度的计算时 ，用文字

叙述讨论矢量方向 ．在胡克定律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公式中 ，不采用“负号” ．

讨论安培力等公式时 ，不涉及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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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突出了物理学的基本思想 ，注意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

教材中不仅突出了各章节的重点 ，而且突出了全书的重点 ．把“力”和“能”作为贯

穿整个教材内容的两条主线 ．在尽可能降低理论知识难度的同时 ，也希望能以物理思

想方法的潜移默化来进行补偿 ．让学生既不感到物理难学 ，又感到物理知识非常重

要 ．尤其对于工科学生 ，通过物理学和生产技术紧密关系的认识 ，激励学生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 ，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

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 ，特别是思维能力 ．对科学方法

的阐明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环节 ．适时向学生指出 ：物理学中应用的观

察 、实验 、归纳 、概括和推理等等 ，都是科学方法 ．如在引入概念时多用类比法 ，

讨论电路问题时采用等效法 ．结合具体知识 ，通过例题 、习题 ，简单提及物理研

究方法 ．把培养学生工程思维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环节 ，除时时处处使理论联系

工程实际外 ，还在教材和教学中引进“接口”性的内容 ，如物理规律的技术应用 ，

基本元件的物理本质 ，物理器件的工作原理等 ．

在编写过程中 ，参考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等职业学校枟物理枠教材 ，

也得到了甘肃煤炭工业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同事们的真诚协助 ，复旦大学出

版社的有关编辑对教材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在此表示感谢 ．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 ，难免出现问题 ，真切希望读者提出批评 ，以便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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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同学们在初中阶段已经学习过一些比较浅易的物理知识 ，今天来到了中等职业学校需

要进一步学习物理知识 ．大家一定会问 ：什么是物理学 ？为什么要学习物理学 ？怎样学好物

理学 ？我告诉你们 ，中等职业学校物理将展现比初中物理更精彩 、更多姿的世界 ．作为一名

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 ，一定要学好物理这门课程 ．在系统学习物理知识之前 ，先让我们浏览

一下物理知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看一看物理知识是多么广博 ，多么有用 ，又多

么有趣 ．

请看下面几个简单的实验现象 ．

图 0‐1 　水滴沿伞边飞出
　 　 　

图 0‐2 　苹果自由落体轨迹

图 0‐3 　鸡蛋落入水中
　 　 　

图 0‐4 　饮水鸟

物理学在自然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中的地位是由物理知识的有用性 、有趣性和在学习的过

程中对个人文化素质的提升 、优良品格的养成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等所决定的 ．

1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和物质基本结构的一门学科

众所周知 ，人类生存的自然界是由各种各样运动着的物质组成的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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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基本规律和物质结构的学科 ．它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 ，大至巨大的天体（１０
２６ m ～ １０

２７ m） ，

小至微观粒子（１０
－ １５m） ；长至寿命达 １０

１８ s的宇宙 ，短至寿命仅为 １０
－ ２５ s的微观粒子 ，研究

对象的时空跨度之大 ，是任何学科所不能比拟的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 ，物理学分成众多的

分支 ，如研究日月星辰及周围物体机械运动的力学 ，研究固体 、液体 、气体物质内部分子热运

动的热学 ，研究电磁运动的电磁学 ，研究光现象的光学等等 ．单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出发 ，物理

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人类活动的所有场所 ，并有所超越 ，且对人类的过去和将来给予强烈的

人文关怀 ，对人的潜能的开发 、生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

图 0‐5 　物质的微观结构
　 　 　 　 　

图 0‐6 　天体的运动

2 ．物理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 ，其研究成果和方法在自然科学的各

个领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都起着重要作用 ．在其他领域的

研究中 ，由于物理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引入 ，产生了许多交叉学科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如

李四光创建的地质力学 ，对大庆 、胜利 、大港 、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起着指导作用 ；利用

X射线衍射的方法确定了细胞核内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 ；在化学工业上的应

用就更为广泛 ，如电解 、电镀等 ．

图 0‐7 　新疆克拉玛依油田
　 　 　 　 　

图 0‐8 　 DNA的双螺旋结构

3 ．物理学是现代技术的重要基础

物理学是现代技术的重要基础 ．空间技术 、现代通信技术 、电子计算机技术 、激光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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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疗技术等的发展都与物理学密切相关 ．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 ，衣 、食 、住 、

行 、交通 、通讯 、医疗 、娱乐等方面的先进设施或仪器 ，无不与物理学知识及应用有关 ．一个现

代人不掌握一定的物理知识 ，要想在现代社会惬意地享受物理文明也是不可想象的 ．

图 0‐9 　光存储技术
　 　 　 　 　

图 0‐10 　空间技术

4 ．物理学对推动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

物理学的发展在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提高 、生产技术的改进及社会发展上起着重大作

用 ．如热学的研究 ，导致 １７８９年英国人瓦特蒸汽机的发明 ，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向机械化大生

产转变 ，引起了工业革命 ，制造了蒸汽涡轮机和内燃机 ，扩大了人们活动的空间 ，大大推动了

社会的发展 ．１８３１年 ，法拉第完成了电磁感应实验 ，使得利用机械能大量生产电能成为可

能 ，人们制成了发电机 ．电能的开发和利用 ，给生产和生活带来深刻影响 ，使人类社会进入了

电气时代 ．原子核物理学的研究 ，向人们展示了新的能源形式 ———核能 ，大大加速了社会现

代化的步伐 ，核能在和平年代和军事上的应用 ，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发展和格局 ，对人们

的心理也产生着重大影响 ．

图 0‐11 　蒸汽机时代
　 　 　 　 　

图 0‐12 　小型风力发电机

5 ．物理学和中等职业教育

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个人而言 ，学习物理学有短期和长期的功利作用 ．首先 ，物理作

为一门重要的基础课 ，工科各个专业都要开设的课程 ，在学习中学生不仅仅获得了一些物理

知识 ，掌握了一些物理概念和规律 ，解答了一些物理习题 ，更重要的是在上述学习过程中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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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明确概念 、规律的建立及发现的原因和方法 ，掌握研究问题的方法 ，受到思维的训练 ，培养

分析和解答实际问题的能力 ，提升科学素养 ，具备科学精神 ，具有学习的能力 ，为后续课程如

工程力学 、电工学等的学习奠定基础 ．其次 ，物理学大厦的建立是由许多科学家长期奋斗 、不

怕失败 、敢于修正错误 、敢于否定前人而逐渐接近真理而完成的 ．这里有科学家的自我牺牲 、

忘我奋斗 ；也有科学家苦苦求索而不得 、灵感所现而有获的传奇经历 ；也有科学家深邃的思

想 、严密的逻辑推理 ，更有科学家学贯中西 、巧思妙想的直觉思维 ⋯ ⋯这里是丰富的思想宝

库 ，蕴藏着丰富的人文精神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如能用心体会 ，不断感悟 ，学以致用 ，见物思

理 ，见理思人 ，以人为本 ，注重思想品德的提升 ，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那么学生

的物理知识 、个人素质 、人格品位会得到同步提升 ，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就会大大地提高 ．再

次 ，作为煤炭行业的劳动者 ，将来操作或维护的煤矿机械如采煤机 、通风机等都离不开物理

学的基本原理 ．

图 0‐13 　交流电牵引采煤机
　 　 　 　 　

图 0‐14 　离心式通风机

6 ．怎样学好中职物理

物理学是如此有用 ，当然应当学好物理学这门课程 ．

（１）明确学习目的 ，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有了兴趣 ，才愿意学习 ．愿意学习 ，才能找到学习的乐趣 ．有了乐趣 ，

长期坚持 ，就产生了较稳定的学习兴趣 —志趣 ．把学习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 ，是成长生涯中

必不可缺少的一件事 ．经日积月累 ，终会有所成效 ．

图 0‐15 　美国研制的声波武器
　 　 　 　 　

图 0‐16 　闪光魔术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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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本身是非常有趣的 ，它比其他学科更容易引起人的学习兴趣 ．例如 ，发生在远处

的山崩 ，轰隆隆的声音足以让窗户震颤 ，甚至把酒杯震碎 ．一次海上大风暴来临之前 ，曾使一

船乘客毫无外伤地死去 ，解剖结果发现为心脏破裂 ———这是声波惹的祸 ！将收音机调准某

电台 ，可以正常播音 ．如果用一铁盒罩住收音机 ，声音极小 ，拿开铁盒后 ，声音又恢复原来音

量 ———电磁屏蔽现象 ．在现代大型魔术中 ，声 、光 、电的巧妙应用 ，会产生出神入化的效

果 ———物理真奇妙 ！

（２）重视现象观察 ，善于动手实验

物理学素有实验科学之称 ，是因为许多理论是建立在实验事实的基础之上 ．学会观

察和善于实验便是学习物理学的基本方法 ．熟透了的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千千万万的人

都司空见惯 、习以为常 ，唯独牛顿经过仔细观察后想到了万有引力 ．瓦特看见壶盖被沸水

蒸气顶起来 ，发明了蒸汽机 ．鲁班被丝茅草割破了手 ，由此发明了锯子 ．所以 ，在学习中要

细观察 、勤动手 、多实验 、善总结 ，多获得一些直接经验 ，培养实践能力 ．这一点对于将来

从事生产技术工作的人员尤为重要 ．

图 0‐17 　地球的磁场
　 　 　 　 　

图 0‐18 　电磁感应实验

（３）运用学习策略 ，学会应用知识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在任何一部分知识内容学习之前 ，先从整体 、宏观上去了解其主

要内容和方法 、结构和思路 、内在的逻辑关系等 ，再从局部 、细节入手 ，掌握各自知识点 ，明确

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并强调应用 ．每当学习了新的知识时 ，就要思考如何在实际中得到应

用 ，在应用中感悟 ，在应用中掌握 、提高 ，丰富知识结构 ，建立多节点相连的知识网络 ．最后再

从整体的角度审视学习过程 ，对陈述性 、程序性和策略性知识能充分地理解和应用 ．

（４）掌握学习方法 ，用功方见成效

按照传统习惯 ，物理课的学习同其他课程的学习一样 ，大的方面 ，应把握好预习 、听课 、

复习 、作业 、反馈 、再复习巩固 、再练习深化提高等环节 ．小的方面 ，要重视听好每一节课和做

好每一道题 ．对教材内容 ，第一遍读时要细 、慢 、思 、记 ．认真研读 ，明确思路 ，积极思考 、辨析

概念 ，掌握规律 ，学会应用 ．做练习 ，要遵循“读 、审 、建 、构 、解 、思”六步骤 ．即拿到一道题后 ，

要读明题意 ，审清条件 ，建立联系 ，构造模型 ，正确解答 ，分类反思 ．对待复习 ，要做到及时复

习 ，抢在遗忘之前进行 ．要有效复习 ，左钩右连 、纵横联系 ，注意知识结构的充实 ，注意技能技

巧的掌握 ．

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 ，学习过程中更要强调研究性学习 ，注意合作学习 ，强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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