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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福建师范大学国家级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大学物理实验国家级教学团队几十
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它同时是国家精品课程“大学物理实验”的主讲教材。
本书
以“阶段化、单元化、现代化”的教学模式为指导，力图把“物理实验的设计与研究”、“物
理实验方法”、“物理实验思想”贯穿于实验教学的全过程。
教材以大纲为依据，主要内容包
括测量的不确定度与数据处理，物理实验基本知识，基础物理实验，力学、热力学基本实验，
电磁学基本实验，光学基本实验和近代物理基础实验等。
教材重视科研与教学的有机结合，特
别引入了基于PASCO计算机传感技术的8个数字化物理实验和10个与学科研究密切相关的创新性
与研究性实验。

 本书可用作高等院校理工类专业的大学物理实验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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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物理常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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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虽然物理实验必须以物理学的理论为基础，运用物理学的原理进行实验或研究，但是
“大学物理实验”又独立于“大学物理学”，它不是以验证物理定律、加强理解物理规律为主要目的
的，不是分散的力、热、电、磁、光实验的堆砌，而是以物理实验的基本技术或基本物理量的测量方
法为主线，再贯穿以现代误差理论，现代物理实验仪器设备与器件的原理、使用方法，构建成一个完
整的、但又不断发展的课程体系框架，其教学目的如下：（1）掌握基本物理量的各种测量方法，学
会分析测量的误差，学会基本的实验数据处理方法，能正确地表达测量结果，并对测量结果进行正确
的评价（测量不确定度）。
（2）掌握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常用实验仪器设备、器件的原理及使用方法，并能正确
运用物理学理论指导实验。
（3）培养、提高基本实验能力，并进一步培养创新能力，基本实验能力是指能顺利完成某种实验活
动（科研实验或教学实验）的各种相关能力的总和，主要包括：观察思维能力——在实验中通过观察
分析实验现象，并得出正确规律的能力。
使用仪器能力——能借助教材或仪器使用说明书掌握仪器的调整和使用方法的能力。
故障分析能力——对实验中出现的异常现象能正确找出原因并排除故障的能力。
数据处理能力——能正确记录、处理实验数据，正确分析实验误差的能力。
报告写作能力——能撰写规范、合格的实验报告的能力。
初步实验设计能力——能根据课题要求，确定实验方案和条件，合理选择实验仪器的能力。
（4）培养从事科学实验的素质，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精神；遵守操作规程，爱护公共财物的优良品德；团结协作、共同探索的精神
。
3.大学物理实验课的基本程序实验课与理论课不同，它的特点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动手，独立
完成实验任务，通常每个实验的学习都要经历三个阶段。
1）实验的准备实验前必须认真阅读讲义，做好必要的预习，才能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实验，同时
，预习也是培养阅读能力的学习环节，预习时要写预习报告，预习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1）实验目的：说明本实验的目的。
（2）原理摘要：在理解的基础上，用简短的文字扼要地阐述实验原理，切忌整篇照抄，力求做到图
文并茂，图是指原理图、电路图或者光路图。
写出实验所用的主要公式，说明式中各物理量的意义和单位以及公式的适用条件（或实验的必要条件
）。
（3）列出原始数据表格，以便实验进行中记录数据使用。
（4）写出实验注意事项。
2）实验的进行内容包括仪器的安装与调整、观察实验现象与选择测试条件、读数与数据记录、简单
计算与分析实验结果，以及简单的误差估算等，这样有利于检验实验的成败。
进入实验室，要注意遵守《大学物理实验室学生守则》（见绪论附录1）。
实验过程中，对观察到的现象和测得的数据要及时进行判断，判断它们是否正常与合理。
实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故障，要学会自己分析故障原因，学会排除故障的本领，万般无奈之下再求助
于实验指导教师。
实验完毕，先让老师检查实验数据，再将仪器设备整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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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大学物理实验》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和国家级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系列教材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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