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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学《大学物理 I（1）》课程教学大纲 

一、基本信息 

课程编码：X1202011 

英文名称：College Physics I（1） 

授课语言：汉语 

学  分：3 

学    时：54 学时（授课 54，实验 0，上机 0，课外 0） 

适用对象：理工科各类专业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必修课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等。 

开课院系：理学院应用物理系 

使用教材或讲义：  

主教材：《大学物理》，吴百诗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2 月第三次修订版。 

辅助教材：张三慧主编，《大学物理基础》，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 1 月第三版 

参考教材：[1] 范中和、王晋国主编，《大学物理》，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 年 9 月版。 

[2] 程守洙、江之永编，《普通物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9 月第六版。 

 

二、课程简介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运动形式和相互作用的自然学科。它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渗

透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应用于许多生产技术部门，它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重要基础。 

以物理学基础为内容的《大学物理》课程，是工程技术类各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通识性必修基础课。

本课程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才的科学素质培养

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能够掌握力学、波动、热学、电磁学、近代物理学等基本理论知识，为学

生毕业后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及科学研究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三、课程任务、目的与要求 

《大学物理》课程所包含的内容是一个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所必备的，因此大学物理课程是工程技术类

各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必修基础课；同时，它也是培养学生科学素质的一门重要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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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是：（1）通过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对课程中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有比较全面、系统地认识和正确理解，并具有初步应用能力，为学生后续的学习和参

加科学实验及工程实验打下必要的物理基础。（2）使学生初步学习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培

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能力，使学生在毕业后的科学

实验和实际工程技术工作中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3）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

界观。 

在大学物理课程中的各个教学环节中，要求授课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着重培养能力。通过本课程的

教学，应使学生初步具备物理建模能力、定量计算与定性分析、估算的能力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 

 

四、教学内容及要求 

序

号 
章  节 

 

参考学时 

 

教学内容 基本要求 

1 
第一章 

质点运动学 
6 

1.0 绪论 

1.1 确定质点位值的方法； 

1.2 位移、速度、加速度； 

1.3 直角坐标系表示位移、速度和

加速度 

1.4 用自然坐标表示曲线运动中的

速度和加速度； 

1.5 圆周运动的角量表示、角量与

线量的关系 

1、掌握描述质点运动的参量 r、

 r、v、a、及运动方程等概念。 

2、掌握利用运动学方法求解质点

运动学问题。 

3、掌握直角坐标系中速度和加速

度相关概念。 

4、掌握自然坐标系中速度和加速

度相关概念。 

5、掌握描述质点圆周运动的

, , ,n ta a  及角量与线量的关系 

 

2 

第二章 

牛顿定律 
2 

2.1 牛顿运动三定律 

2.2 常见的几种力 

2.3 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2.4 牛顿运动定律的适用范围 

 

1、掌握牛顿运动定律基本内容及

常见力的分析。 

2、掌握利用牛顿定律解题的基本

方法，能建运动方程并求解。 

3、了解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3 
第三章 

功和能 
4 

3.1 功 

3.2 几种常见力的功 

3.3 动能定理 

3.4 势能、机械能守恒定律。 

3.5 能量守恒定律。 

1、掌握功的概念及变力做功的计

算。 

2、掌握几种常见力做功的特点。 

3、掌握动能定理内容，学会应用

功和动能定理处理质点力学问题

的方法。 

4、掌握势能的概念。 

5、掌握应用机械能守恒定律及能

量守恒定律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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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冲量和动量 
4 

4.1 质点动量定理 

4.2 质点系动量定理 

4.3 质点系动量守恒定律 

1、理解动量和冲量的概念，掌握

质点及质点系动量定理和动量守

恒定律的内容。 

2、掌握利用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

定律处理问题的方法。 

5 

第五章 

刚体力学基

础 动量矩 

6 

5.1 刚体和刚体的基本运动； 

5.2 力矩、转动惯量、刚体定轴转

动微分方程、转动定律 

5.3 定轴转动的动能及动能定理； 

5.4 动量矩和动量矩守恒定律 

1、理解刚体和刚体的基本运动及

运动的描述。 

2、掌握力矩、转动惯量的概念与

计算。 

3、掌握应用转动定律计算刚体运

动问题的方法。 

4、理解刚体定轴转动动能的概

念。 

5、掌握动能定理的应用。 

6、理解动量矩的概念，掌握动量

矩守恒的应用。 

6 

第六章 

机械振动基

础 

6 
6.1 简谐振动 

6.2 谐振动的合成 

1、掌握描述简谐振动的方法。 

2、掌握确定振动方程各物理量的

方法。 

3、能建立一维谐振动的振动方

程。 

4、掌握两个同方向同频率谐振动

的合成规律。 

5、理解两个同方向不同频率谐振

动的合成规律。 

6、了解两个垂直方向谐振动的合

成规律。 

7 
第七章 

机械波 
8 

7.1 机械波的产生 

7.2 平面简谐波 

7.3 波的能量 

7.4 惠更斯原理 

7.5 波的干涉； 

7.6 驻波 

7.7 多普勒效应 

1、掌握平面简谐波波动方程的建

立方法及方程的意义。 

2、理解波形曲线的意义。 

3、理解机械波的能量传播特征。 

4、理解惠更斯原理。 

5、掌握波的相干条件及干涉分析

方法。 

6、理解驻波的形成及特征。 

7、了解多普勒效应及其应用。 

8 
第八章 

热力学 
10 

8.1 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8.2 平衡态、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8.3 功 热量 内能 热力学第一定

律 

8.4 准静态过程中功和热量的计算 

8.5 理想气体的内能、CV、CP； 

8.6 热力学第一定律在典型准静

态过程中的应用 

8.7 绝热过程 

1 掌握理想气体平衡态及功、热

量、内能的物理意义。 

2、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及其应

用。 

3、掌握准静态过程中的功和热量

的计算。 

4、掌握理想气体的内能、CV、

CP的概念及应用。 

5、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在各准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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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循环过程 

8.11 卡诺循环、卡诺定理 

态过程中的应用 

6、掌握绝热过程中热量、功、内

能的计算。 

7、掌握循环过程中热量、功、内

能及循环效率的计算。 

8、掌握卡诺定理及卡诺循环相关

计算。 

9 
第九章 

气体动理论 
8 

9.1 分子运动的基本概念 

9.2 气体分子的热运动 

9.3 统计规律的特征 

9.4 理想气体的压强公式 

9.6 温度的微观本质 

9.7 能量均分定理 

9.5 麦克斯韦速率分布定律 

9.9 气体分子的平均自由程 

 

1、理解气体分子热运动的特征。 

2、理解气体分子运动的统计规律

特征。 

3、理解理想气体的压强公式及其

微观本质。 

4、理解理想气体的温度公式及其

微观本质。 

5、理解能量按自由度均分定理的

意义 

6、理解麦克斯韦速率分布律的物

理意义 

7、理解气体的分子平均自由程和

平均碰撞次数。 

 

 

 

五、课外学时分配、考核和评价方式 

本课程不设课外学时，但课外作业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实践环节，它对学生掌握物理学内容，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有重要意义。大学物理课外作业使用本教研室编写的“大学物理

大作业”，包含力学、机械振动和机械波、热学、电磁学和近代物理基础部分。 

本课程实行统考，统一命题，统一试卷，统一评分标准。学生的课程成绩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方

式确定总评成绩。其中平时成绩考核包括作业、讨论、出勤等内容，期末考试采用闭卷方式。 

 

                                      

                                                          课程负责人：徐春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