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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遵照全国工科实验物理课程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基本要求，在总结我校近几年来工科物理实
验的教学改革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校专业设置的特点，在我室2004年出版的《物理实验教程》一书
的基础上，为适应新的教育教学发展而着力编写的。
本书的体系结构新，突破传统的实验划分模式。
注重应用性、综合性实验。
全书共分八章，39个实验项目。
由基础实验、综合和应用性实验、近代物理实验、设计性实验和计算计仿真实验六部分组成。
每部分相对独立，循序渐进，自成体系，可供不同专业学生选做。
本书主编郑发农，副主编郝霞、华沙咪，安徽工程科技学院物理实验室部分老师参加了编写。
其中郑发农编写第二章、第八章、实验20、22、23、26、38；郝霞、郭云峰编写实验9、10、16、17
、18、24、25；华沙咪、沈洋编写绪论、第一章、实验5、19、21；陈翠微、葛强编写实验1、2、3、4
、7、12、39；江安编写实验6、8、13、14、15；章其林编写实验27、28、29、30；王庆松、王兴林编
写实验11、3l、32、33、34、35、36、37，全书由郑发农统稿。
本书虽然由以上同志编写，实际上是多年来几代实验教学人员劳动的成果，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
到了应用数理系领导的关心和全体实验室同志的积极参加，同时参阅了兄弟院校的有关教材，从中借
鉴了不少宝贵的教学实践经验，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时间和业务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请不吝指正。
编者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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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遵照全国工科实验物理课程指导季员会制定的教学基本要求，结合普通高校近几年来的教学改革
实践，为适应新的教育教学发展而编写。
    全书共分八章，39个实验项目。
由基础实验、综合和应用性实验、近代物理实验、设计性实验和计算计仿真实验六部分组成。
每部分相对独立，循序渐进，各成体系，可供不同专业学生选做。
    全书内容的编写力求时代性和先进性相结合，注重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本书可作为工科高等院校实验物理课程教材和从事实验教学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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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第一节 物理实验课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实验是科学理论的源泉，是工程技术的基础。
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高等工科学校，不仅要求学生具备比较深广
的理论知识，而且要使学生具有从事科学实验的较强能力，以适应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社会主义建设
迅速发展的需要。
物理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实验科学。
无论是物理规律的发现和理论的建立，还是对于理论的检验，都完全离不开实验。
当然，一些实验问题的提出，以及实验的设计、分析和概括也必须用已有的理论知识。
历史表明，物理学的发展是在实验与理论两方面相互推动、密切结合下进行的。
因此，物理实验教学和物理理论教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它们既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和配合，又有各自的任务和作用。
此外，实验是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物理实验本身有自己一整套实验理论、方法和技能，要掌握好
这些实验知识并不容易，而是需要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地逐步提高，并给予系统地学习、培养和训练
。
物理实验是对高等工科学校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基本训练的一门独立的必修基础课程，是学生进入大学
后受到系统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训练的开端，是各类专业对学生进行科学实验训练的重要基础。
物理实验将在中学物理实验的基础上，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学习物理实验知识、方法和技能，使学
生了解科学实验的重要过程与基本方法，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实验基础。
物理实验课程的具体任务是：1．通过对物理现象的观察、分析和对物理量的测量，学习物理实验知
识，加深对物理学原理的理解。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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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