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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关于以就业
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加强教材建设，确保教材质量，中国电力教育协
会组织制订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教材规划。
该规划强调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院校，满足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坚持专业基础课教材与
教学急需的专业教材并重、新编与修订相结合。
本书为新编教材。
　　本教材根据《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笔者多年来的教学实践，总结近
几年来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的经验编写而成。
　　本教材主要有以下特点：　　（1）打破了原教材中力、热、电、光及近代物理独立分块的实验
体系，按照“分层次、模块化、重能力”的教学原则，建立了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与研
究性实验、计算机与实验的实验体系，实验内容选题新颖，力求反映最新的科技信息，并与相关专业
实验保持密切的联系。
　　（2）根据国际上统一测量不确定度量化表示的进展情况，结合物理实验教学的实际，实行以不
确定度评定实验结果的新方法。
　　（3）解决了实验理论与具体实验项目相互脱节的矛盾，使之更有机地融合，为了调动和发挥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本教材加大了设计性与综合性实验的比重。
　　（4）部分物理实验与多媒体课件相结合，易于教师开放式教学和学生自学，学生可以在做实验
之前进行网上模拟仿真预习，因此本教材具有立体开放式教材的特点。
　　本书由滕道祥（徐州工程学院）担任主编、殷春浩（中国矿业大学）担任副主编，参加编写的人
员有滕绍勇、王克权、张宁、陈凯、王兆敏、徐孝昶、田厚强、尹成良。
　　本书由扬州大学陈小兵教授担任主审，他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在编写过程中，还参考了一些文献资料。
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和同行专家、学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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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共分6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误差理论、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
与研究性实验、计算机与实验等。
此外，附录部分还包括练习题及参考答案、常见电表标记符号及物理量单位，以供参考。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秉承了“分层次、模块化、重能力”的教学原则。
实验内容选题新颖，力求反映最新的科技信息，并与相关专业实验保持密切的联系。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条理清楚、叙述详细，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可作为高等院校理工科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及实验
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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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误差　理论　　第一节　实验数据的误差分析　　物理实验的目的是揭示物理现象和探
寻物理规律，物理规律多数是以物理量之间的定量关系表达的。
研物理现象和规律需要进行定量的物理实验，因此也就必须要对物理量进行测量。
一个待测物理量的大小，在观上应该存在一个真实的数值，这个数值被称为“真值”。
但由于测量仪器、测量方法、测量条件以及测量员等因素的限制，使得实际测得的数值（也就是测量
值）只能是真值的一个近似值，因此在测量值与真值之总是存在着差异。
通常将测量值与真值之差称为误差。
　　在物理量的测量中误差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通过测量方法的选取、测量仪器的选择、测量
条件的定、测量数据的处理等手段尽可能地减小物理量测量的误差。
　　人们常用绝对误差、相对误差或有效数字来说明一个近似值的准确程度。
为了评定实验数据的精确性或差，认清误差的来源及其影响，需要对实验的误差进行分析和讨论。
由此可以判定哪些因素是影响实验精确的主要方面，从而在以后实验中，进一步改进实验方案，缩小
实验观测值和真值之间的差值，提高实验的精性。
　　一、误差的基本概念　　测量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通过测量和实验能使人们对事物获得定量的概念和发现事的规律性。
科学上很多新的发现和突破都是以实验测量为基础的。
测量就是用实验的方法，将被测物理量与选用作为标准的同类量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它的大小。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