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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是理工科非物理专业的必修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掌握以下内容：①接受基本实验理论和实验操作技能的训练，养成良好
的实验习惯和严谨的科学作风，具有刻苦钻研、勇于探索和创新开拓的精神；②掌握基本物理量的测
量原理和常用的测量方法，能合理选择仪器和正确使用实验仪器；③能正确、熟练运用有效数字、误
差分析和基本的数据处理方法，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判断，写出符合要求的实验报告；④能够理论
联系实际，正确地应用理论知识指导实验，提高观察实验现象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加深对物理概念、
物理规律及理论的理解和应用，提高实验技能，具有独立研究工作的基本能力。
为了加强学生实验技能的培养，本书在实验内容的安排上进行了改革。
改变了传统的按照力学、热学、电磁学和光学、近代物理学实验内容的编排顺序，以循序渐进培养学
生的实验技能为基础，将实验内容按不同层次、不同要求分三个部分编写，相应地设为一级、二级和
三级物理实验。
每一级物理实验内容覆盖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近代物理学各部分，后一级实验内容比前一
级有所提高，同时将现代化科技成果及方法陆续应用于实验教学中。
在实验项目选题上减少验证性实验，增加设计性、综合性实验，增加比例随实验级别递增而提高。
理工科不同专业根据本专业培养人才的要求，选择一～三级物理实验中不同的内容进行教学。
三级物理实验教程由张昌莘、王德明和方运良负责编写。
张昌莘负责全书的策划和统稿。
李富全教授参加编写并负责对全书的审稿。
长期担任物理实验教学的教师也参加了本书的编写工作。
张昌莘编写第一章、实验2、4、8、9、13（三、四）、19、31、34、40（五、六）；王德明编写第二
章、实验1、13（一）、21、23、25、26（五、六）、35；方运良编写实验3、6、7、10、15、20、26（
一～四）、38、39、40（二～四）、附录；李富全编写实验13（二）、17、27、32；席伟编写实验5
、18、28；陈丽娜编写实验12、24、30；邓锂强编写实验16、33、36、40（一、七）；梁一机编写实
验22-1、22-2、37；陈海波编写实验11、14、29。
本书的出版得到新世纪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和茂名学院质量工程经费的资助，作者在此
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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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高等学校非物理专业基础物理实验教学基本要求》以及学校实验仪器和设备的实际情况编
写而成。
    本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绪论，着重介绍了物理实验课程的学习特点、要求、误差理论和数据处理的有关内容。
第二章物理实验基本仪器，介绍了物理实验中常用仪器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
第三章一级物理实验，包括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近代物理学的13个实验项目、16个实验课
题。
第四章二级物理实验，包括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近代物理学13个实验项目、19个实验课题
。
第五章三级物理实验，包括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近代物理学14个实验项目、20个实验课题
。
    三级物理实验中每一级物理实验都有验证性实验和设计性、综合性实验。
后一级物理实验内容的难度和实验技能比前一级有所提高，实验项目的编排和教学过程体现了逐步培
养及提高学生实验技能的思想。
    本书可作为应用型高等理工科院校非物理专业的物理实验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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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一、物理实验课程的地位、作用和任务在16世纪之前，物理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
科，是属于自然哲学的一部分。
研究物理问题主要是用数学的方法。
到了16世纪，物理学家伽利略开创性地把科学实验方法应用于物理现象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伟大成
果，物理学也随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通过物理实验发现物理规律，进而形成物理理论。
到了19世纪末，在物理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物理学取得巨大的成就，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如18世纪由热学实验而产生的热机应用于社会生产，导致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
展。
19世纪由电磁学实验而产生的电动机、发电机应用于社会生产，导致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社会经济得
到迅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
新的物理实验不断地出现，如光电效应、黑体辐射、X射线、原子光谱、a粒子散射实验等，对这些物
理实验的研究又推动了物理学理论的发展，20世纪初诞生了近代物理学。
20世纪以来以物理学理论和实验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多门学科及高新技术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
如原子能开发和应用、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激光技术、光纤通信、“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成功
上天等一大批高新技术和科技成果与物理学理论、实验技术是密不可分的。
由此可看出物理学的本质是一门实验科学，物理学的突破都依赖于物理实验的重大发现，物理实验是
物理学发展动力和源泉。
物理学的发展对社会的进步产生深刻的影响。
物理学理论和物理实验是物理学中既紧密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两门课程。
学生通过物理实验课程的学习，可以在实验室中自己动手组建测量系统，得到被测量的量值及其变化
规律，从而加强了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和认识。
物理实验在培养学生运用实验手段观察、分析、发现、研究和解决问题，进行科学实验基本训练，提
高动手能力和科学实验素养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为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工作方面奠定良好的实验基础。
物理实验课的主要任务如下。
①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分析和对物理量的测量，学习有关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加深对物理学原理的理解。
②培养学生的科学实验能力。
包括能够通过阅读实验教材或资料，做好实验前的准备工作；能够正确安装、调整和使用仪器，正确
设计和安排实验方法、步骤；能够运用物理学原理对实验现象进行观察、分析和判断，正确记录和处
理实验数据，绘制图表，撰写合格的实验报告。
加深对物理学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理解与掌握。
③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和严格、细致、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培养与提高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善于动手、乐于动手、遵守操作规程、爱护国家财产、注意安
全等良好的科学习惯。
二、物理实验课的学习特点和要求实验课与理论课在学习方法和过程上是有所区别的，实验课的学习
特点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动手操作，独立地完成实验任务。
在物理实验过程中，学生应注重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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