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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最新颁布的《大学物理实验
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当前我校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实际情况，根据编者多年的物理实验教学经
验，在校内物理实验讲义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吸取了国内近几年出版的许多优秀物理实验教材的优点。
本教材在内容选择和编写过程中，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将物理实验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集中进行
归纳总结，编写在第1章、第2章和第4章中。
这些理论包括测量误差与不确定度及数据处理、基本物理实验方法、基本物理实验技术、设计性实验
的方法等。
其中对不确定度的简化处理方法进行了较好的介绍。
2.在实验项目分类上，根据当前实验教学的实际，按实验训练的性质和层次分为基础性实验、近代和
综合性实验及设计性实验三个层次，按照由基础到综合、由浅入深、逐步提高的原则进行编排。
3.在编写实验内容的过程中，从实验全过程出发，按照实验进行的顺序介绍实验内容，便于学生规范
地实验。
按预习要求和实验目的撰写预习报告，阅读实验原理、实验内容，了解仪器结构和原理，实验后进行
数据处理和思考题回答及实验讨论。
4.在设计性实验的选择上，既考虑了学校的实际，也兼顾了教学基本要求的满足；既有设计操作的内
容，也有原理性设计的内容，这种选择有利于拓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5.在一些实验项目的编写中，考虑到相同的实验内容可通过不同的实验方法加以实现，对部分实验项
目我们列举了不同的实验方法进行描述，使本书可有不同的适用对象。
6.本书在编写实验项目时，比物理实验教学基本要求所规定的最低学时多选编了一些实验内容，其中
基础和综合性实验24项，设计性实验13项，以适应不同的专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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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最新颁布的《大学物理
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4章，分别是：物理实验基本知识、物理实验的基本测量方法、近代与综合性物理实验
和设计性实验，各类实验共计37个。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非物理类专业的本专科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实验技术人员和有关教师的参考
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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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 物理实验的基本测量方法物理实验包括在实验室人为再现自然界的物理现象、寻找物理
规律和对物理量进行测量三部分。
因此，物理实验与物理测量既有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
在任何物理实验中，几乎都要对物理量进行测量，故人们有时也把物理测量称为物理实验，而且物理
测量是泛指以物理理论为依据，以实验仪器、装置及实验技术为手段进行测量的过程。
物理测量的内容广泛，包括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声学等。
所以，根据不同的出发点和所考虑的内容对测量方法有不同的分法，如直接测量、间接测量、组合测
量、电学量测量、非电量测量、静态测量、动态测量等。
这里介绍几种基本的物理测量方法，有些方法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
但为了叙述方便，分别归入不同的方法之中。
在有些物理量测量中，可能同时包含了多种测量方法。
2.1 基本实验方法2.1.1 比较法比较法是物理测量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测量方法，它是将被测量与标准
量进行比较而得到测量值的。
通常将被测量与标准量通过测量装置进行比较，当它们产生的效应相同时，两者相等。
测量装置称为比较系统。
比较法分为直接比较法和间接比较法。
1.直接比较法直接比较法是将被测量与同类物理量的标准量具进行比较，通过被测量是标准量的多少
倍可直接得到被测量。
其特点是：（1）同量纲：标准量和被测量的量纲相同。
例如，米尺测量长度，秒表测量时间。
（2）直接可比：标准量与被测量直接比较，不需要繁杂运算即可得到结果。
例如，天平称质量，只要天平平衡，砝码质量就是被测物的质量。
（3）同时性：标准量与待测量在比较的同时，结果即可得出，没有时间的延迟和滞后。
直接比较法是直接与事先制成的很多供比较的标准量具，如砝码、直尺、角规等进行比较，测量中根
据不同的被测对象及误差要求，选用不同的标准量（仪器），所以测量精度受仪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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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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