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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物理实验是工科院校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通过此课程可以使学生掌握科学实验的基本技巧、基
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本书是根据国家教育部制订的《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它的前身是20世
纪80年代初编写的物理实验讲义，在2000年又经补充，改编为《大学物理实验教程》，此后又经多次
修改，前后经过20余年的使用，使讲义得到不断充实、更新、调整和完善。
所以本书凝聚了新老两代物理实验教师和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在80年代曾为本书作出贡献的林守牧、陈嘉鹏、刘玉慧、汪征泫、王国英、胡式清
、吴钟民等教师。
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讲义经多次修改，在此次出版修订中增加了很多新的实验内容和设计性实验
。
为了对测量进行更加科学的评价，让学生掌握误差分析和数据处理方法以适应将来工作的需要，本书
统一使用了不确定度概念。
本书由陈发堂担任主编，熊慧萍、陈东生教师担任副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邹乾林、张素才两位教师
。
陈嘉鹏教授审阅了全稿，并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很多疏漏与不足，欢迎物理同行和同学们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

内容概要

本书为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
    本书秉承“多层次、模块化、组合式，且相互衔接”的教学原则，建立了较先进的实验教学内容与
课程新体系。
全书共分为五章，包括实验基础知识和以层次划分的基础实验一，基础实验二，选做实验，设计性、
研究性物理实验等内容。
本书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测量误差、不确定度，以及数据处理的基础知识。
    本书涵盖了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近代物理等实验内容。
本教材力求系统地反映出当前主流的实验理论、技术与方法，注重实验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层次化
、模块化相结合。
结合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在实验中增添了许多新的实验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科研
能力。
    本书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理工科专业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也可供工程技术、实验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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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1.1 物理量的测量与误差一、测量与单位物理学研究物质最基本的运动形式、运动
规律，这就需要定量地描述物理量与物理量之间的关系，而要获得这些关系首先必须对物理量进行精
确的测量。
测量就是将被测量与选作计量标准单位的同类物理量进行比较的过程，在比较中得到它们之间的倍数
关系，这倍数便是物理量的测量值。
物理量是客观存在的，选择的单位不同，相应的测量值就有所不同。
单位越大，测量值就越小，反之也亦然。
1987年我国计量局规定以国际单位制（SI制）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即以米（长度）、千克、秒、安
培、开尔文、摩尔、坎德拉七个物理量作为基本单位。
其他物理量单位，如速度、电流、力都可以根据物理学定义、公式、定理来导出，称为导出单位。
二、直接测量与间接测量根据获得数据的途径不同，测量可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两种。
1.直接测量一些基本物理量，例如，长度、时间、质量等，可以直接和标准量进行比较以获得其量值
，这种测量称为直接测量。
例如，测量桌子的长度可以直接用米尺，而测量时间则可以用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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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是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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