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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实验》由张志东、魏怀鹏、展永主编，以培养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的基础知识、方法、技能
和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工程意识、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为目的；根据“多层次、模块化、
组合式、相互衔接”
，“夯实基础、激发兴趣、创新教育、培养能力”的教学理念，建立实验教学内容与课程新体系；按
层次化(基础性，综合与应用性，设计性，研究性)
设置实验教学内容与课程，力图把“设计性”贯穿层次化教学的全过程。

《大学物理实验》分为三篇：第一篇“实验理论与基础知识”，系统性、完整性较强；第二篇“基础
性、综合性、应用性实验”，内容涵盖力、热、声、光、电、电磁学实验，以及近代物理与信息技术
综合实验等；第三篇
“设计性、研究性实验”，以“力热声光电”及近代物理与信息技术实验、计算机在物理实际问题中
的应用等内容为基础，选编了一些设计性、工程性、研究性的专项实验课题，以便学生自主研究性学
习与创新实践，进行研究性专题实验教学。

本书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理、工、农、医、商、管科等各专业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也可供广大物理
爱好者及科研、工程技术、实验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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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篇 实验理论与基础知识第一章 绪论1.1 大学物理实验的地位、作用、目的和任务
物理学（physics，源于希腊文矱νσιζ，意为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是研究物质运动一般
规律及物质基本结构的科学。
物理学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整个自然科学，而且对人类的物质观、时空观、宇宙观乃至人类文化都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物理学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最主要的源泉，其理论与实验的发展哺育着近代高新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其思想、方法、技术、手段、仪器设备已经被普遍地应用在各个自然科学领域和技术部门，常常成为
自然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创新发展的生长点。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一门实验科学之一，其理论与实验相辅相成，既紧密联系，又
相互独立。
物理实验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和直接的作用。
物理学的研究必须以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实验为基础，实验可以发现新事实，实验结果可以为物理规律
的建立提供依据。
无论物理概念的建立还是物理规律的发现，都必须以严格的科学实验为基础，必须通过科学实验来证
实。
规律、公式是否正确必须经受实践检验。
只有经受住实验的检验，由实验所证实，才会得到公认。
例如，经典物理学（力学、电磁学、光学）规律是由无数实验事实为依据总结出来的。
而电磁场理论从提出到公认先后经历了20多年时间（图示如下）。
又如，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等为原子物理学、核物理学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卢瑟福从大角度α粒子散射实验结果提出了原子核基本模型。
1905年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说总结了光的微粒说和波动说之间的争论，很好地解释了勒纳德等人的光
电效应实验结果，但是直到1916年当密立根及其严密的实验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之后，光的粒
子性才为人们所接受。
1974年J／ψ粒子的发现更进一步证实盖尔曼1964年提出的夸克理论，等等。
再如，科学家曾通过对氢原子量实验值不确定度的研究，认定其为系统误差，最终发现了氢的同位素
氘和氚，并发明了质谱仪。
19世纪，许多科学家历经多年实验，排除了多种系统误差，不断提高实验准确度，从而较准确地测定
了热功当量值。
这为人类认知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起到了奠基作用。
大学物理实验（experimentcourseofphysics）是高等院校独立设置的一门基础实验课程，是学生在科学
实验思想、方法、技能诸方面，接受较为系统、严格训练的开端，是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培养创新意
识、为后续课程及科学研究打好基础的第一步．其各个层次的实验题目和内容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和安
排，它不仅可以使学生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融会贯通，更重要的是在培养学生的基本科学实验能力、
科学世界观和良好素质等方面，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本课程的主要目的和任务（1）通过对多层次实验现象的观察、分析、研究和对物理量的测量，使学
生进一步掌握物理学及其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即“三基”能力）；并能运用
物理学原理和物理实验方法来研究物理现象和规律，巩固、拓展、加深对物理学原理的理解并提高应
用水平。
（2）培养和提高学生从事科学实验的能力，包括进行综合实验、应用实验和设计实验的能力，以及
自主学习和科学研究的能力，提高自主创新意识和综合素质。
通过“亲自动手又动脑”的课程训练，学习掌握物理实验及科学实验的主要过程和方法（如阅读实验
教材，查阅参考资料，正确理解理论与实验内容，学习正确使用仪器设备，实际测量物理量，观察分
析实验现象，正确记录、处理实验数据，分析讨论实验结果，撰写合格的实验报告、设计报告等）；
独立自主完成适当的基础性、提高性、综合性、应用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任务及小课题；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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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为后续课程学习以及进行课题设计、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3）培养和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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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勤奋努力、刻苦钻研、主动进取、积极创新的探索精神，遵守纪律、严格执行
科学实验操作规程，爱护公共财物的优良品德，相互协作，共同探索的团队合作精神。
1.2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体系和基本要求1.2.1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新体系树立“以学生为本，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素质提高协调发展”的教学理念，以自主学习、综合实践、研究和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实
验教学新观念。
根据“多层次、模块化、组合式，且相互衔接”的原则，为强化自主学习实践、注重探索研究、创新
能力训练，构建科学的物理实验教学内容新体系。
将实验教学内容按“层次化”进行设置。
并把“设计性”贯穿层次化教学全过程。
以“夯实基础、激发兴趣、创新教育、培养能力”为目的．在基础性、提高性、综合性、应用性实验
教学中，扎扎实实夯实基础，训练好基本功；在设计性、研究性教学层次中，着力激发学生兴趣，培
养提高实际能力、综合素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设置了一些研究性与创新性课题，学生也可以通过实验学习自选题目，或选择在实践中感兴趣的题目
进行研究与创新的探索与训练。
对于完成效果优秀的题目和学生可鼓励参加校级及以上的实践竞赛活动。
在各层次实验中，都选择一定的题目按“设计性”实验进行教学；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定时间范围
内的“开放式”选课与教学，扩大实验教学的信息量，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同时，留给大学生
充分的想像空间，为大学生搭建一个亲自动手进行自主学习、自主实验、创新训练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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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第4版)》由张志东、魏怀鹏、展永主编，共分为三篇，并将其部分标题和内容进行了
调整。
第一篇“实验理论与基础知识”，第二篇“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实验”，第三篇“设计性、研究
性实验”。
《大学物理实验(第4版)》选编了一些设计性、工程性、研究性的专项实验课题，便于学生进行自主研
究性学习与创新实践，教师进行研究性专题实验教学。
《大学物理实验(第4版)》按照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培养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的
基础知识、方法、技能和独立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工程意识、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
为目的；根据“夯实基础、激发兴趣、创新教育、培养能力”的教学理念；着力完善“多层次、模块
化、组合式、相互衔接”的实验教学内容与课程新体系；把“设计性”贯穿、融入各层次化教学内容
与课题中；力求通过激发学生“动手又动脑”的实践学习，夯实基础，培养和提高综合素质、创新能
力。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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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