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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着改革的理念和开放的思维，本书高度概括和全面升华了对物理实验的深层认识，挖掘了物理实验
的科学内涵和文化魅力——物理实验不仅在物理学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在科学思想、科学
哲学、科学素质的凝练中，在促进两种文化——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
特作用；物理实验的卓越构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能和技巧，她是一种智慧、一种文化，是人类创
造性思维的宝贵财富；物理实验对精神和物质的融合及凝练，物理实验的文化内涵和智慧光芒，将使
学生终生受益⋯⋯本着这一开放的理念，本书一改实验教材编写的传统思路，不仅把“力、热、电、
光”的结构体系变为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基本实验、近代物理实验与综合物理实验的新体系，还增
加了专题实验，开设了设计性与研究性物理实验、虚拟物理实验，特别是创造性地介绍并引进了定性
及半定量物理实验。
在大学物理实验中开设定性及半定量实验，不仅能让学生直观透明地看到物理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的
生机勃勃的“原生态”面貌，而且能带来思想的解放、智力的活跃、追求科学的热情和兴趣。
本书注重实验的物理思想和设计思路，用简洁、精炼的语言浓缩了相关实验的历史沿革、现实意义和
应用前景，站在物理实验的前沿回望基础，并展望新的前沿。
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和未来，不仅仅是为了寻求新的召唤，也是为了把握现实的尺度，力争使同学们
既能在实验室对基本的物理规律进行考察，同时又有机会吸取文化和科学的全息营养，受到从能力、
素质到科学方法论的最全面的基本训练。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缪兴中、吴明阳、薛运才、苏玉玲、沈岩、蒋逢春、马晓春、常同钦等。
八名作者组成的编委会是一个谨严、统一的整体，大家统一思想、紧密合作、互相配合，表现了高度
的团队精神和集体智慧。
本书不仅是我们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更是教学经验的提炼和升华，从认识思维到内容结构都含蕴独
到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感谢艾宝勤、陈镇平、程令孝、李强、张运强、王如梅、王玲、师一华等同志对本书出版给予的支持
和帮助，感谢参考文献作者的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优秀内容，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敬意！
谨向本书的读者和我的学生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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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误差和数据处理的基本知识、物理实验的基本方法和技术，编排了基本实验、近代
物理实验与综合物理实验、专题实验、设计性与研究性物理实验、虚拟物理实验，特别是创造性地开
设了定性及半定量物理实验。
本书强调实验的物理思想，用简洁、精炼的语言浓缩了相关实验的历史沿革、现实意义和应用前景，
使同学们既能在实验室对基本的物理规律进行考察，同时又有机会吸取文化和科学的全息营养，受到
从能力、素质到科学方法论的最全面的基本训练。
本书力求从文化与历史的纵深，把握物理实验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脉搏，把对物理实验的认识提
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本书可作为高等工业院校和普通高等院校物理实验课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可供物理教师、实验技术
人员和相关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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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各标题栏目必须标明物理量的名称和单位，单位和数量级写在标题栏中，一般不要重复地
记在各个数字后面。
4）表格中的栏目顺序要注意数据间的联系和计算程序，做到条理清晰、项目齐全。
5）列入表中的数据应以原始测量数据为主，处理过程中一些重要的中间结果和最后结果也可列入表
中，以方便数据处理和查阅核对。
6）提供与表格内容有关的说明和参数，包括主要测量仪器的规格（型号、量程和仪器误差等）、有
关的环境参数（温度、湿度等）以及其他必要的说明。
当然，对表格提供的说明和参数，应当根据简洁清晰、重点突出的原则，结合具体的实验，灵活掌握
。
总而言之，列表的过程就是整理实验思绪的过程，只有在清楚了解并通盘考虑实验的目的、原理、方
法、步骤以及误差处理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列出科学、合理、实用、方便的数据处理表格。
【例2．6．1】用螺旋测微计测量钢球直径D的数据记录和列表处理如表2．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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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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