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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实验(第2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根据《理工科非物理类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结合编者多年物理实验教学经验编写而成，具有“内容新、体系新”的特点。
全书共57个实验，分为基础实验、近代物理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
本书充分反映了近几年来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改革的成果和发展趋势，注重实验内容的新颖性、综
合性。
另外，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对实验的兴趣，既保证了对教学要求的贯彻，
又促进了个性的发展，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自主学习空间。

 《大学物理实验(第2版)》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的物理实验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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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运动形式、相互作用及其转化规律的自然科学。
它的基本理论渗透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应用于生产技术的许多部门，是其他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
的基础。
整个物理学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深刻了解自然、认识自然的历史进程。
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是物理学的两大分支，实验事实是检验物理模型、确立物理规律的终审裁判。
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恰如鸟之双翼，人之双足，缺一不可。
物理学正是靠着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的相互配合激励、探索前进，而不断向前发展的。
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相互促进、相互激励、相互完善过程的实例是数不胜数的。
16世纪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首先把科学实验方法引入到物理学研究中来，从而使物理学走上真正的
科学道路。
在他所设计的斜面实验中，有意识地忽略了空气阻力，以便抓住主要问题；改变斜面倾角（即变更实
验条件），观测实验结果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他还运用推理概括的方法，得出了超越实验本身的更为普遍的规律：物体在光滑水平面
上的运动是等速直线运动（惯性定律）；各种物体沿铅直方向自由下落均做等加速直线运动，且具有
相同的加速度a。
伽利略的这种丰富的实验思想和实验方法对我们当今的物理实验仍有着重要的启示。
17世纪，牛顿正是在伽利略、开普勒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经典力学理论。
当代最为人们注目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主要是颁发给物理学中划时代的里程碑级的重大发现和发明。
从1901年第一次授奖至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已有得主近150名，其中主要以实验物理学方面的发现或
发明而获奖者约占73%。
例如，1901年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德国人伦琴（W．C．Rentegen），为奖励他于1895年发现X射
线；1902年的得主是荷兰人塞曼，以奖励他在1894年发现光谱线在磁场中会分裂的现象；1903年得主
是法国人贝可勒尔（H．A．Becquerel），以奖励他于1896年发现了天然放射性；更多见附录G。
由此可见，物理学本质上是一门实验科学。
物理实验是科学实验的先驱，体现了大多数科学实验的共性，在实验思想、实验方法以及实验手段等
方面是各学科科学实验的基础。
物理理论和实验的发展，哺育着近代科技的成长和发展，物理实验的思想、方法、技术和装置常常是
自然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发展的生长点。
物理实验课覆盖面广，具有丰富的实验思想、方法、手段，同时能提供综合性很强的基本实验技能训
练，是培养学生科学实验能力、提高科学素质的重要基础。
它在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活跃的创新意识、理论联系实际和适应科技发展的综合应用能力等方
面具有其他实践类课程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学阶段的物理实验课的主要任务不在于物理理论的验证，而是通过物理实验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基本
科学实验技能，使学生初步掌握实验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在这些能力培养中，最为强调的可归结为学生的能力、作风、素质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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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大学物理实验(第2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根据《理工科非物理
类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基本要求》，结合编者多年物理实验教学经验编写而成。
这次修订调整了实验的章节，取消了使用效率不高的演示实验部分，将仿真实验调整到基础实验中。
随着实验技术发展，将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分为两章。
同时新增了部分近代物理和综合性实验项目，如微波实验、磁阻传感器、混沌效应等。
加强了学生物理实验思想的训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
最后对部分实验内容进行了修订，使其更加符合《理工科非物理类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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