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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根据“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我院具体情况与专业特点，实验室
仪器设备情况和教学实践，在不断探索教育改革与不断总结经验基础上编写的。
　　为了加强学生素质培养与基本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验项目本着精选内容的原则，除确保基础实
验外，还适当增加了一些智能型、微机型或接近工程技术的综合实验内容，这样既可使学生得到实验
能力的培养，又可开阔眼界，拓宽思路，增强科学技术意识。
本教材力求实验原理叙述清晰，使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有理论依据；仪器描述详细，使学生在充分了解
仪器结构原理的基础上，有目的地进行操作与调节；实验步骤明确、层次分明，使绝大部分学生能在
教学时间内完成实验任务；每个实验均列有思考题，供学生对实验内容进一步分析讨论和巩固提高之
用，也可用做作业题。
　　全书内容基本上仍按传统惯例排序：第1章绪论；第2章测量误差与实验数据处理；第3章力学实验
；第4章电磁学实验；第5章光学和综合实验；附录。
　　在测量误差及实验数据处理的内容中，本书由过去的平均误差（即一般误差）全面过渡到用标准
误差处理。
为此，在全书中增加了许多有关标准误差的内容，并采用表格方式列出误差计算公式的表达式，便于
学生使用查阅。
在各个实验中凡适宜用标准误差进行误差处理的均采用这种方法。
必要时可写出误差处理的表达式，逐步引导学生熟悉与掌握用标准误差进行误差处理的方法。
　　测量误差与实验数据处理是实验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书中用大量篇幅进行讲解，除课程的第一
次课集中讲授有关内容外，其余内容可分散到以后各个实验中结合具体内容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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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教育部对非物理类理工科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吸取国内同类教材的优点，在编者长
期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编写而成。
    内容包括力学、电学、光学等基础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共19个。
各个实验内容之间没有严格的先后次序，利于安排循环式实验教学，推荐50~60学时。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特别是三本类院校工科类专业的大学物理实验教材，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
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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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科学实验的地位和作用　　认识来源于实践。
科学实验是独立的实践活动之一。
它是人们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通过积极的构思，利用科学仪器、设备等物质手段，人为地控制或模
拟自然现象，使自然过程或生产过程以比较纯粹的或典型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在有利条件下探索自
然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
　　科学实验的任务主要是：研究人类尚未认识或尚未充分认识的自然过程，发现未知的自然规律，
创立新学说、新理论，研制、发明新材料、新方法、新工艺，为生产实践提供科学理论依，　　促进
生产技术的进步和革命，提高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
近代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一般不是直接来自生产实践，往往是通过科学实验这个环节研究的结果。
　　科学实验既是一切理论研究活动的基础，但又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科学理论来源于科学实验，并
受科学实验的检验。
然而，实验方法的确定，实验数据的处理，以及由实验结果中提出的科学假设，作出的科学结论等，
都始终受理论所支配。
理论对实验的指导作用，还突出地表现在怎样对待科学探索中的“机遇”。
有的科学工作者，由于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与较强的洞察力及实事求是的作风，因而对“机遇”所提
供的信息十分敏感，能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选择那些看来有希望的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也是他们富有创造力的表现。
相反，有的科学工作者对“机遇”视而不见，或者轻易放过，这是缺乏创造力的表现。
　　综上所述，科学实验是科学理论的源泉，是自然科学的根本，是工程技术的基础，同时科学理论
对实验也起着指导作用。
因此，我们要处理好实验和理论的关系，重视科学实验，重视进行科学实验训练的实验课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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