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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无穷的追问，无穷的乐趣

　　物理，物理，万物之理。

追问万物之理，是物理学光芒四射的魅力。

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追根溯源，物理的问题远远不止１０万个，无穷无尽。

一个有好奇心的人，才会问为什么；好奇心越强，问题就越多。许多青少年就是这样，怀着

强烈的好奇心，踏上学习物理的艰难路程，进入奇妙的科学世界。热爱物理的人，遇到问题就

兴奋；问题越多，兴趣越浓，钻研的热情越高。

正是物理学这些令人兴奋的问题，吸引一代又一代物理学家奉献出他们毕生的时间和精

力。正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牛顿发现了力学三定律，麦克斯韦发现了电磁场的规律。在他们

看来，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牛顿说：“对我而言，我只是像在海滩

边玩耍的男孩，偶然间发现了一粒比较圆的石头，和一枚比较漂亮的贝壳，就觉得很愉快。”

这并不意味，学习物理是件轻松的事。科学家决不满足于一时一事的愉悦、一时一事取得

的成绩，他们永远像小学生一样，谦虚地对待自然界。热爱物理的人和所有热爱科学 的 人 一

样，不会浅尝辄止，不会因为解答了一个问题，就高枕无忧，相反，他们殚精竭虑，不断追问，把

问题解决得臻于完美。就这样，在具有好奇心、创造力，而又不怕艰难的科学家们的前仆后继

之中，物理学才有今天的成就，才会不断向前发展。

你面前的这本书，是富有教学经验的物理教师，为那些对物理充满好奇心的青少年学生所

编。书中的内容，是以往物理学习的总结。在你没有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之前，这些仅仅是别人

的知识，而要把这些知识变成自己的思想，就需要在解题过程中用心钻研，并不断加以总结。

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你攀登物理这座高山的拐杖，“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

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上海市物理学会理事长　周鲁卫



前　　言 １　　　　

前　　言

上海市物理学校“初中物理竞赛教程”共分两册，一册为基础篇，另一册为拓展篇。教程由

浅入深，循序渐进，在形成概念、形成知识结构的过程中渗透方法和技能的训练，拓展应用能

力，最终达到上海市初中物理竞赛以及全国应用物理知识竞赛复赛和决赛的水准。

基础篇适用于起点年级，以基础知识教学、基本能力培养为主。基础篇将上海市和全国初

中物理教材的内容、上海市初中物理竞赛和全国应用物理知识竞赛的基本内容融合、提炼成

３２讲，每一讲呈现给读者的不仅是简明正确的表述，更力图将每讲的四个部分学习提要、难点

释疑、例题精析和强化训练，围绕“掌握规律，提高能力”这一核心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各司其职

又相互联系，从而优化学习过程、大幅提高学习效率。其中，内容提要部分浓缩了各章的主要

概念和规律，重点内容和知识结构一目了然；难点释疑部分针对疑难问题答疑解惑，并集中了

历年竞赛试卷中出现的常见典型错误予以分析澄清；例题精析部分着重于点拨思路，规范解题

步骤，引导读者反思解题过程，进一步领悟解题思路和解题要点；强化训练部分的选题根据重

点难点和认知规律进行最佳配置，确保“形成概念，形成能力”，提升学习效益。基础篇旨在为

参与竞赛打基础，对参加中考的学生亦是良师益友。

参与基础篇编著和审稿的人员均是上海市物理竞赛的教练员和竞赛成绩突出的 优 秀 教

师，姓名以拼音排序分别为：陈琦、陈兆荣、成晓俊、丁建兵、丁正建、方永兴、黄劲松、李胜义、

李智、刘汉章、邵良群、宋伟栋、汪宏勣、吴炎、赵谊伶、朱顺德。全书由严明老师统稿，宁肯老师

参与了审稿工作。限于时 间 仓 促，难 免 差 错，恳 请 老 师 和 学 员 读 者 提 出 宝 贵 意 见，以 利 修 订

再版。

物理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揭示，更重要的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

整套卓有成效的思想方法体系，诚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德国科学家马克斯·玻恩所言：“与

其说我发表的工作里包含了一个自然现象的发现，倒不如说是因为那里包含了一个关于自然

现象的科学思想方法基础”。

物理学是科学思维最为活跃的科学，物理学的思想方法不仅对物理学本身有重要意义，而

且对整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有重大贡献。自２０世纪中叶以来，在诺贝尔化学奖、

生物及医学奖，甚至经济学奖的获奖者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具有深厚的物理学背景，却未发生

过非物理专业出身的科学家问鼎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情况。牛顿发明微积分就是运用物理思维

研究其他学科成功的经典范例，从物理学的知识体系、思想方法体系中汲取智能，转而在其他

学科领域进行研究的科学思潮已蔚然成风，量子化学、量子生物学的成就及量子经济学的出现

正是对这一科学思 潮 的 生 动 注 释。物 理 学 当 之 无 愧 是 人 类 伟 大 智 慧 的 结 晶，是 世 界 文 明 的

瑰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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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物理学息息相关，力、热、电、微观物理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将人类文

明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力学和热学的发展导致了蒸汽机的发明，点燃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火炬，

人类社会开始了告别中世纪阴影、迈向工业化的旅程；１９世纪末，电磁场理论研究的成功催生

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进以电力和无线电技术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电气化时代；２０

世纪中叶微观物理取得重大突破，开创了微电子工业和核工业，使人类社会得以进入以电子计

算机、核能、激光广泛应用为标志的信息化时代，实现第三次产业革命。

２１世纪人类面临着能源危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有史以来的最大挑战，焦虑的幽灵困

扰着地球的每个角落，世界在等待、在渴望科学的突破，联合国史无前例地通过了“２００５年为

世界物理年”的决议，充分表达人类社会对物理学的殷切企盼，呼唤年轻的爱因斯坦，呼唤物理

学的新突破！

有关科技报道，实验室里捕获的反物质粒子与物质粒子碰撞时产生的效应，与正电子与负

电子相遇发生湮灭现象一样，物质消失，质量全部转化为能量，且没有放射性污染。由爱因斯

坦的质能方程Ｅ＝ｍｃ２ 可知，几十克质量释放的能量就足以满足世界一年的能源需求。此规

律若被科学进一步证实，到人类掌握相关技术时，能源危机将永远消失，人类社会得以从高碳

经济中解放出来，天更蓝，水更绿，空气更清新；宇宙飞船将变得轻巧，可一直加速到接近光速，

实现人类梦寐以求的星际航行。我们不知道这一天有多远，也不知道地球还要为危机担忧多

少年？但我们知道，物理学的新突破一定能在今天的青少年一代手中实现。

物理学蕴藏的伟大力量和无限魅力曾吸引了一代代世界顶级精英为之献身，从亚里士多

德、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玻尔到普朗克、爱因斯坦、霍金……物理学如此多娇，引无

数英雄竞折腰，它包含的智慧、力量和科学之美一定能吸引今天的学子为之奋发献身。

当您走进我们的课堂时，一种物理学之缘把您、我和物理学紧紧联系在一起，愿我们的每

一次授课、每一道题目都能滋润您的羽毛、坚实您的翅膀。年青的朋友，展开您的双翅，带着我

们的祝福，高飞吧！愿您成为明天灿烂的群星中最耀眼的一颗新星，让我们的世界再 改 变 一

千次。

欢迎登录上海物理教育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ｈｓｋｙ．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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