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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编写1995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代物理实验》教材（下面简称第一版教材）过程中，
编者在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基础上，结合我校从1956年初建立中级物理实验室（即现在的近代物理
实验室的前身）以来的教学实践，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1993年开始的几次教学改革中的经
验和教训，并在编排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因此，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但在内容的广度和教学模式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局限性。
　　为适应面向21世纪的新要求，根据国内外近代物理实验教学的新发展，结合近些年来第一版教材
的使用情况，以高等教育出版社来我系组稿为契机，促成了编者对第一版教材进行修订。
修订的原则是保持特点和改进不足。
也就是说，一方面保持第一版教材的指导思想、特点和风格，要求学生按“模拟科研实验”的特点做
实验。
另一方面，在教学模式和开拓实验内容两个方面做了较大的改进。
首先，全面总结了我校在物理实验教学中曾经采用过的各种教学模式：1954年开始实行预习报告制度
，即经教师提问通过后学生才能正式做实验，到了1963年又试行抓两头带中间（两头指预习报告和实
验报告，中间指做好实验），继而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口头报告制度，学生报告实验结果，师生面对
面共同探讨。
而在第二版下篇新增加的实验中增加了学生在预习、实验及口头报告阶段所需思考的实验提问，使得
上面的各种教学模式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其次，新增加了十个实验，内容不仅涉及核物理、激光和超导等领域，而且还引入表面物理和超品格
量子阱等领域的新发展，具有一定的新颖性。
同时在下篇的这些新实验中不再有“点面结合”的问题，全部是“点实验”，即不再有二、三个实验
方案，全部改为科研实验方案，大胆尝试要求学生逐步按“科研实验”的特点做实验，这一改进是第
一版教材中要求按“模拟科研实验”做实验的继续和发展。
为便于各类学生使用，第二版教材按层次不同被分为上篇和下篇两部分，上篇为原有的八个实验，属
于基础部分；下篇包括新增添的十个实验，是提高部分。
这两部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既相互衔接又相辅相成。
　　在第二版教材出版之际，时刻想到把我们带进物理实验教学领域并随时给予具体和耐心指导的两
位老师，江仁寿教授和王福山教授，第二版得以完成与他们以前的指导和培养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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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物理实验》是一部专业的物理学实验教材，它是在总结复旦大学物理系“近代物理实验”
教学改革的实践并参考国内外实验教材的基础上编写的。
全书共有十八个实验，分上篇和下篇。
《近代物理实验》注重培养学生用实验方法研究物理现象的能力和良好的实验素质，并在实验技能方
面获得必要的训练。
《近代物理实验》可作为理工科大学物理实验教材，也可作为实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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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世纪的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实验物理学家法拉第和理论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奠定了经典
电磁理论的基础，法拉第除了研究电机原理、电磁感应及电解定律之外，还研究了电、磁场对光的影
响。
法拉第在发现了磁场能改变偏振光的偏振面的取向（法拉第效应）之后，继而研究磁场对谱线的影响
，但没有成功，1896年，荷兰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塞曼在洛伦兹学说的影响下，使用比法拉第实验中
更强的磁场，研究磁场对谱线的影响，结果发现钠双线D1和D2都有增宽的现象.后来使用分辨率高的
半径为10ft（英尺，lft＝O.3048m）的罗兰光栅光谱仪观察钠火焰发出的光谱线，发现每一条变宽的D
线实际上都是由几条单独的谱线组成，这一现象称为塞曼效应，由于研究这个效应，塞曼和洛伦兹
在1902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它与1845年的法拉第效应和1875年的克尔效应一样，是当时实验
物理学家的重要成就之一，有力地支持了光的电磁理论，使我们对物质的光谱、原子和分子的结构有
了更多的了解，同时，塞曼效应与施特恩一格拉赫实验及碱金属光谱中的双线一样，有力地证明了电
子自旋假设是正确的，能级的分裂是由于电子的轨道磁矩与自旋磁矩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这一实验中，学生可以观察到低压汞灯的谱线在磁场中的塞曼分裂谱线，并可测定它们的裂距
和偏振态.从谱线的塞曼裂距可确定原子能级的J值及相应的g值.如果原子遵从LS耦合，则可由g值判断
该能级的L值和s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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