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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物理教材内容变迁研究

——近代物理学部分（20世纪30年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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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大学物理教材近代物理学部分的内容变迁，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探讨教学内容的变革，以期对当代

的大学物理教材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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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tent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physics sec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y 

physics textbooks, explo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physics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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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进一步梳理我国大学物理教材的发展脉络，从而为我国当前的大学物理教材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本研究将对我国最有代表性的

四套大学物理教材，在教材内容、知识深度、拓展资料等方面进行详细的比较与分析。

这四套教材分别是萨本栋《普通物理学》[1-2]、程守洙《普通物理学》[3-5]、程守洙《普通物理学》（第四版）[6-8]、马文蔚《物理学》

（第七版）[9-10]。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参考了部分文献，在教材的历史沿革 [11]、比较方法 [12-14]、教材特色 [15-16]等方面做了进一步了解。本文中，

我们从“近代物理学”部分进行上述内容的比较与研究。

作者简介：缪可可，南京大学硕士，高等教育出版社工科事业部副主任，副编审。

一、近代物理学部分

（一）教材内容变迁

1.概况

我们首先考察4本教材在近代物理学部分的基本情况，主要

大概考察涉及近代物理学学内容的多少及全书比例，我们可以发

现，关于近代物理学内容的介绍，四本教材的篇幅差异很大，其

中程守洙《普通物理学》中介绍内容最多，达到22.6万字，然而

在程守洙《普通物理学》（第四版）中，该部分内容只剩余8.6万

字，在马文蔚《物理学》（第七版）中翻了一倍，提升到17.6万

字。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于近代物理学内容的选取，相比于其他

经典部分（力学、电磁学、热学、光学），近代物理部分有较大

的随意性，与作者的个人兴趣和倾向密切相关。

在萨本栋《普通物理学》（第六版）中，干脆没有近代物理

学这一篇，相关内容都归入光学部分，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代

物理中的很多内容都与光学关系密切，在狭义相对论中的两个基

本假设之一就是光速不变原理，而在量子物理中，热辐射和光电

效应都是量子物理的起源，因此萨本栋先生的体系结构，不无

道理。

在萨本栋《普通物理学》（第六版）的修订版前言中写到（原

文摘录）：

近二年来，物理學上之新发现，如正電子，中和子，及人造

放射暂等，其重要均不容忽视。但在初等普通物理教本中，此等

新材料究应包羅多寡，甚難决定。舊有知識，既已甚多，無從删

減，而新發現者，又正在演變中，故編者以爲欲引起初學者對於

近代物理學之典趣，而達到提高一般學生之物理智識之目的，牢

固其基礎，實爲無二法門；是以訂正之時，關於較新穎之材料，

仍不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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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萨本栋先生对于近代物理内容设置的思考，也说明了

为什么在萨本栋《普通物理学》（第六版）中近代物理学的内容

较少。

表1  四套教材目录对比

教材

萨本栋《普

通物理学》

（第六版）下

册

程守洙《普通物

理学》下册

程守洙《普通

物理学》（第四

版）3

马文蔚《物

理学》（第七

版）下册

出版时

间
1936年9月 1961年8月 1982年11月 2020年7月

页数 0
629—927，共

299页

103—246，共

144页

281—437，

共157页

字数 0
27*28*299=22.6

万字

27*28*114=8.6

万字

33*34*157

=17.6万字

全书

正文

字数

70.1万字 70.9万字 68.6万字 109万字

近代

物理

所占

比例

均包含在光

学部分
31.9% 12.5% 16.1%

2.具体内容的变迁

从具体内容来看，萨本栋《普通物理学》（第六版）将近代物

理的内容零散放置在光学中，在此次分析中，我们特地将其提取

出来，作为对比的内容。而其他三本教材，内容差异同样较大，

可见近代物理内容的取舍，是具有较强主观性的。

近代物理部分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狭义相对论，量

子物理。基本所有教材都会包含这两部分内容，而其他部分内容

的选取则见仁见智。

这4本教材在狭义相对论，量子物理之外，还包含了晶体、金

属自由电子理论、半导体、原子核理论、粒子物理、激光、固体

能带结构等，除此之外，在其他较为经典的教材中，还可能涉及

广义相对论、化学键、标准模型、天体物理与宇宙学的内容。

（1）核心内容的差异

（a）狭义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包含：

狭义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假设

洛伦兹坐标变换和速度变换

同时性的相对性

长度收缩

时间延缓

相对论动力学基础

这部分内容，在萨本栋《普通物理学》（第六版）基本没有涉

及，仅在（65.14）节用一段话给予了简单阐述，介绍了两个基本

假设。然而其中关于相对性原理的阐述，与当前的物理概念存在

较大差异。

在程守洙《普通物理学》中，对同时性的相对性并未进行专

门阐述，程守洙《普通物理学》（第四版）和马文蔚《物理学》（第

七版）均有较全面的介绍。

但是在程守洙《普通物理学》中，专门介绍了“电磁场量的

相对性”，而在程守洙《普通物理学》（第四版）和马文蔚《物理

学》（第七版）中均未涉及。

（b）量子物理

量子物理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包含：

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康普顿散射 

戴维孙 -革末实验、德布罗意的物质波假设 

波函数及其概率解释 

不确定关系

薛定谔方程

一维无限深势阱 

一维势垒、隧道效应、电子隧道显微镜

氢原子的能量和角动量量子化

电子自旋：施特恩 -盖拉赫实验

泡利原理、原子的壳层结构、元素周期表

这部分内容，在萨本栋《普通物理学》（第六版）基本没有涉

及，仅在（69.18）节用一段话简单阐述了量子论。

在程守洙《普通物理学》中，对氢原子的能量和角动量量子

化并未进行专门阐述，程守洙《普通物理学》（第四版）和马文蔚

《物理学》（第七版）均有较详细的介绍。

（2）非核心内容的差异

非核心的内容差异较大，程守洙《普通物理学》中介绍了晶

体、金属自由电子理论、半导体、原子结构、原子核、放射性、

粒子物理等，内容庞杂，涉及较广，但在难度上未深入。比较特

别的是，程守洙《普通物理学》的近代物理部分包括了电介质、

磁介质的内容，一般这些内容在电磁学部分介绍，不放在近代

物理之中。这是程守洙《普通物理学》与其他教材相比最大的

差异。

程守洙《普通物理学》（第四版）中近代物理的内容最少，除

了核心内容外，仅简单介绍了固体能带结构和粒子物理。

马文蔚《物理学》（第七版）中除了核心内容外，介绍了激

光、半导体、超导、STM、纳米材料、原子核、粒子物理等内

容，部分是常见内容，STM和纳米材料是与其他教材有较大区别

的，显示了作者在工程技术应用上的倾向。

（二） 知识深度变迁

从知识深度上来看，教材的知识难度是逐渐加深的，这可能

是由于相比于传统的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这些部分，近代

物理学是更贴近前沿的，因此前沿领域的一些进展，也可能在近

代物理学基础教学中体现出来。

萨本栋《普通物理学》（第六版）只是在光学部分少量涉及

近代物理的内容，内容很少且难度很浅，因此整体而言是最简

单的。

程守洙《普通物理学》的特点是用非常多的篇幅介绍了近代

物理学的内容，不仅仅包含了狭义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基础，还涉

及其他很多方面，超出了目前对于理工科学生的知识面的要求，

从广度上看是有了极大的扩充，不过从难度上看和其他两本区别

不大，甚至还比马文蔚《物理学》（第七版）的难度略低一些。

程守洙《普通物理学》（第四版）相比第一版删去了很多的近

代物理学的内容，无论从知识广度和深度上，都相对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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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蔚《物理学》（第七版）虽然内容方面不及程守洙《普

通物理学》丰富，然而在知识深度上并不逊，甚至超过了其他三

本教材。比如教材中介绍狭义相对论后，延伸到了广义相对论初

步，介绍了等效原理的思想，并引入引力势推导时间延缓；在介

绍量子物理时，涉及了氢原子在基态时的径向波函数及其解析

解，并用于理解电子的概率密度，这些都提升了知识的深度。

（三）拓展资料内容变迁

从拓展资料上来看，依然可以看到时代性的变化。

程守洙《普通物理学》和程守洙《普通物理学》（第四版）

中的小字部分，是对于相关理论内容的深化或者实验装置的介

绍，比如假想迈克耳孙干涉仪条纹移动的计算、金属线圈实验装

置等。

马文蔚《物理学》（第七版）的拓展资料有了较大变化，借助

于信息技术的进步，除了用小字及脚注来介绍拓展内容外，书中

更多是采用二维码的方式引入拓展内容。在光学部分，拓展资料

包括科学家简介（如：爱因斯坦、洛伦兹、薛定谔等）、理论内

容的深化（如：光的多普勒效应公式的另一种推导方法、等离子

体）、相关概念的实际应用（如：为什么地球足够温暖）、工程

技术应用（如：激光的应用、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中的应用等）

等，和教材联系紧密且比较重要的，也通过小字内容来进行拓

展，比如超导、核聚变等。

总体而言，由于技术的进步，马文蔚《物理学》（第七版）在

拓展资料的选取上有了更多的余地，可以在较小的纸张面积内通

过二维码融入更多的信息，从而使得教材作为知识载体的功能更

加强大。

二、总结

上文及此前两篇文章通过对我国近90年四个节点最有代表性

的大学物理教材的教学内容、知识深度、方法论、拓展资料等的

变迁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

教材的变迁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它不仅受经

济、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还受自身发展规律的支配。在20世

纪30年代，经济、社会各方面不稳定的情况下，编写一本适用

性好的大学物理教材，不仅需要经验丰富的大学物理教师作为编

者，还需要服务社会的机构组织资助。这时的教材处于萌芽期，

教材内容还不成系统，逻辑关系不严密，有知识罗列的迹象。到

20世纪60年代初，在市级教育部门的领导和主持下，上海交通大

学、同济大学等五所高校的教师组成编写小组，经过多次讨论，

明确了物理学在高等工业学校里的作用和地位，然后采取分工负

责、集体编写、定期讨论、重点修改的方式，经过数月的努力，

终于完稿。这时的教材处于成长期，已有政府的指导和教师集体

的参与，教材已经有了新的理论体系，篇章结构已经成型。到20

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高等教育面临新局面，教师

人才和满足这个时期的教材缺乏，这时上面五所高校的教师又在

《普通物理学》第二版的基础上，参考了第三版的有些优点，秉

承着打好基础、精选内容、逐步更新、利于教学的原则进行了修

订。这时的教材处于发展期，教材的理论体系逐渐成熟。到21世

纪20年代，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市场上的大学物

理教材百花齐放、品种众多，最有代表性的马文蔚《物理学》（第

七版）已经成为新形态双色立体化教材，其不仅内容丰富、体系

完善、拓展资源齐全、年销量最大，而且已多次获得国家级教材

奖。这时的教材处于成熟期，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教材的内涵

和外延也会与时俱进。

作者和编辑要紧跟时代潮流，学习国家的教育政策，研究教

材的发展规律，不断创新和发展教材，以打造出更多更好值得传

承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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