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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提高国家的持续发展能力、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构建创新型国家体
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鼓励创造，鼓励创新，特别是鼓励原始创新。
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
推动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基础扎实、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
高素质拔尖人才，是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湘潭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组织实验教学一线的专家和教师编写了这
套“21世纪高等院校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系列教材”。
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基本途径，是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对作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纽带和激发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
——实践教学的研究，还显得相对不足；对如何进一步深化实验教学改革，创新实验教学方法、途径
，以更好地发挥实验教学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创造技能的平台作用方面的研究与探讨，尚待深入；
已出版的实验教材还比较零散，不成体系和规模，高质量、高水平的实验教材建设与实验教学之间还
存在一定的差距。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实验手段、实验仪器不断更新，传统实验教学中的许多范例、方法，既不能体
现与学科发展相适应的前沿性，也不能体现与产业相衔接的应用性，使许多实验教材严重滞后于实验
教学的现实需要和教学改革的进程。
要实现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必须重视实验教学；而要实现教学目标，达到好的教学效果，则-必
须以实验教材为基础，必须有好的实验教材作支撑。
因此，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系列教材就非常有意义。
　　这套教材最大的特点是融入了许多新的实验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引入了新的实验手段与实验方
法，尤其是增加了计算机技术在实验中的应用，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对现代高新技
术的了解，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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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在长期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教学经验
编写而成。
《大学物理实验》的编写注重基本内容，同时注意体系性，适当增加了设计性、综合性实验和近代物
理实验比例，　　全书共分为6章，第1章讲述了测量误差、不确定度和数据处理的基础知识。
第2章介绍了基本物理量的测量及常用测量仪器。
第3～5章共选编了47个力学、热学、电磁学和光学与近代物理实验。
第6章为设计性实验（共选编了10个实验）。
书末的附录介绍了有关的物理常数。
　　本书可作为理工科院校各专业本科生的物理实验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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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一、物理实验课的地位和作用　　物理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实验科学，物理规律的研究
都以严格的实验事实为基础，并且不断受到实验的检验。
例如，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是建立在法拉第等科学家长期实验的基础上。
赫兹的电磁波实验又使理论得到普遍的承认和广泛的应用。
　　物理实验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历史上每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起源于物理学的发展。
热力学、分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热机、蒸汽机时代；电磁学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
；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的发展促进了半导体、激光、原子核、电子计算技术的迅猛发展。
　　物理实验是研究物理测量方法与实验方法的科学。
物理实验的特点在于它具有普遍性——力、热、光、电都有；具有基本性——它是一切实验的基础；
同时它还具有通用性——应用于一切领域，把高、精、尖的实验拆成“零件”，绝大部分是常见的物
理实验。
在工程技术领域中，研制、生产、加工、运输等都涉及物理量的测量及物体运动状态的控制，这正是
成熟的物理实验的推广和应用。
现代高科技发展，设计思想、方法和技术也来源于物理实验，因此，物理实验是工程技术和高科技发
展的基础。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物理实验教学与物理理论教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它们既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和配合，又有各自的任务和作用。
物理实验课程是教育部确定的6门主要基础课程之一，是独立设置的必修课，是学生进入大学后系统
学习科学实验知识和技术的开端，是后继实验课程的基础，它在培养学生用实验手段去发现、观察、
分析和研究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物理实验课的目的和任务　　1.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分析和对物理量的测量，进一步掌握
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并能运用物理学原理、物理实验方法研究物理现象和规
律，加深对物理学原理的理解。
　　2.培养与提高学生从事科学实验的素质。
即：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勤奋工作，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不怕困难，主动进取的
探索精神；遵守操作规程，爱护公物的优良品质。
　　3.培养与提高学生科学实验的能力。
　　自学能力：能够自行阅读实验教材，做好实验的准备。
　　动手实验能力：能够借助于教材和说明书，正确使用常用仪器，进行实验。
　　思维判断能力：能够应用物理学理论对实验现象进行初步分析判断，对实验结果有初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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