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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国家教委颁发的《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设标准》的有关要求编写而成。
全书精选了包括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近代物理方面的实验共32个。
书中还介绍了数据处理及不确定度的基本知识，对实验原理及方法的叙述繁简适度，注重对学生能力
的培养，利于教学，有所创新。
    本书适合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和高职高专理工科各专业物理实验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以作
为其他涉及物理学的广大师生和实验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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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在物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中，物理实验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从经典物理到近代、现代物理，物理实验在发现新事物、建立新规律、检验理论、测量物理量等诸多
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高度发展，物理实验的思想、方法、技术与装置已广泛地应用到了自然学科
和工程技术的各个领域。
物理实验课的地位、作用和任务。
物理实验课是高等理工科院校对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基本训练的必修通识课程，是大学生进入大学后接
受系统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训练的开端。
物理实验课覆盖广泛的学科领域，具有多样化的实验方法和手段以及综合性很强的基本实验技能{JIl练
，它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学生的科学素
质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
本课程的具体任务包括以下几项。
（1）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分析和对物理量的测量，使学生掌握物理实验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
基本技能。
并通过物理实验课的学习，逐步确立正确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2）培养与提高学生从事科学实验的能力。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能力。
① 自学能力。
能够自行阅读实验教材与参考资料，正确理解实验内容，做好实验前的准备工作。
②动手能力。
能借助教材与仪器说明书，正确调整和使用仪器，制作样品，发现和排除故障。
③思维判断能力。
运用物理学理论，对实验现象与结果进行分析和判断。
④书面表达能力。
能够正确记录和处理实验数据，绘制图表，分析实验结果，撰写规范、合格的实验报告或总结报告。
⑤综合运用能力。
能够将多种实验方法、实验仪器结合在一起，运用经典与现代测量技术和手段，完成某项实验任务。
⑥初步的实验设计能力。
根据课题要求，能够确定实验方法和条件，合理选择、搭配仪器，拟定具体的实施步骤。
（3）培养学生从事科学实验的素质。
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不怕困难、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遵章守纪、爱护公物的优良品德；团结协作、共同进取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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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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