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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物理學發展史及理論（一） 

課程內容： 

一、  何謂原子? 科學革命的意義  對真實性與實體的追求 
1、 物質由什麼組成? 如何描述? 

2、 科學革命之前宇宙中心在地球之學說與觀察極度吻合 

3、 偏心點之地心說與行星之逆行現象完全一致 

4、 真實性與實體何謂實體? 

 

二、  科學革命為何從哥白尼開始 
1、 宇宙之中心在太陽數學之簡潔性與完美性 

2、 月表的粗糙、木星的衛星天體並非完美、群星並非繞地運轉 

 

三、  科學思維的開創者  泰利斯與畢達哥拉斯 
1、 萬物的成因只有一個水 

2、 抽象分析幾何學的開始 

3、 邁向靈魂潔淨之道冥思和諧有序之宇宙 

4、 完成呈現和諧之法凝視數目、尋找比例 

 

四、  柏拉圖之宇宙論與亞里斯多德之物理學 
1、 萬物皆由幾何物體 (抽象物) 組成柏拉圖 

2、 天體之運動必為永恆、不變、完美之圓形 

3、 變化的原因由形式、物質、程序與目的來決定亞里斯多德 

4、 自然界中有質、位置、關係作用等十個範疇，量僅為其中之一 

 

五、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 
1、 亞里士多德的影響 

2、 運動的物理學衝力說 

3、 新柏拉圖主義 

 

六、  克卜勒行星學說  太陽不在行星運動之圓心上 
1、 最完美永恆不變的天體運動為何不是圓形？天體的神聖性如何呈現？ 

2、 完美的均勻性，是否僅能以運動的等速性，唯一表示？ 

3、 半徑、週期、代數符號與物理學的第一定律 

4、 兩個不規則性地球與行星的非圓周軌道 

5、 週期定律與離心率 

 

七、  伽利略落體運動的劃時代意義  實驗或理論 
1、 運動的描述是性質或數量 

－ 速度與何變數成比例       － 距離與何變數成比例 

2、 中世紀的唯名論數學可否描述自然   

3、 落體運動的的意義  

 



 

 

八、 笛卡兒的機械論 
1、 自然界之泛靈論與機械論 

2、 機械論力學 

 

九、 行星與圓周運動  惠更斯的離心力 
1、 笛卡兒的渦漩理論離心趨勢 

2、 惠更斯論圓周運動離心力 

3、 牛頓年輕時對圓周運動的主張蘋果落地與月亮的離心力 

 

十、 古典力學的誕生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1、 虎克的啟示向心趨勢 

2、 牛頓力學建立的關鍵向心力概念的提出 

3、 力是什麼是造成加速度的原因嗎?到底該如何描述? 

4、 向心力的量化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十一、 運動定律的應用  萬有引力定律 
1、 為何行星受太陽吸引，則萬物便彼此吸引？ 

2、 月亮受地球吸引，為何與石頭墜地，出於同一原因？ 

3、 行星面積律與向心力的存在 

4、 橢圓律與距離平方反比關係 

5、 萬有引力定律來自於橢圓律還是週期律 

 

十二、 動能、位能與力學能守恆律 
1、 動能與功能定理白努利 

2、 位能概念的發生克來若 

3、 力學能守恆定律拉格朗日 

 

十三、 熱力學第一定律與能量守恆定律 
 

1、 熱質、熱運動說與熱力學第一定律克勞修斯 

2、 由力到熱能量守恒定律 

 

 

  成績考評： 

 

   45 － 平常考     (三次隨堂測驗,   25 分鐘/次)             

   55 － 期末考     106-1-6 (週五)    2:20-4: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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