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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以物理学科发展过程中的起重要作用的实验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实验为主线，既结合文理科
物理理论教学内容，又形成独立的实验课程知识内容和实验技能培养教学体系。
教材突出物理实验思想、物理实验方法、基本数据处理方法、基本物理实验仪器使用和物理实验技术
应用。
实验内容、形式贴近生活、贴近观察，具有趣味性，具有吸引力；将定性实验演示、现象观察分析与
定量实验实际操作结合起来，形成系列；既有经典物理实验，又有前沿科技和新技术产品相结合实验
。
实验项目有基本物理实验、计算机仿真物理实验、趣味实验、演示物理实验和新技术应用实验。
教材集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实践性为一体，使文理科学生通过实验课程学习、了解自然科学发
展进程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验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科学实验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和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通过实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综合素质。
　　大学物理实验是学生进入大学后第一门科学实验的课程。
本课程应该让学生受到比较严格和系统的基本实验技能的训练，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并在实验教学过程中使学生逐步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为后续课程学习和实践
环节训练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教材是安徽省高等学校“十一五”省级规划教材，是在总结了我校多年的物理实验教学经验和
实验改革的基础上，根据教育部课委会颁发的《高等学校非物理类理工科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
要求》，并结合一般本科院校专业的特点和实验仪器现状，由皖西学院物理实验教师编写而成的。
教材主要选择了大学物理实验基础性实验教学内容，并注意汲取当前物理实验教学改革新成果、新内
容、新技术、新仪器等。
教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选人大量图片，力争通俗易懂，达到教材编写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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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8章，第1章“导论”部分介绍了科学实验及物理教学实验地位、作用，物理实验教学培养目
标、任务、基本要求及教学过程，计算机网络实验管理系统，第2章介绍了实验基本误差理论及实验
数据基本处理方法，第3章介绍了物理实验基本测量方法及调整技术，第4章安排了24个基础性实验，
第5章介绍了大学物理仿真实验基本概念、特点、操作方法及两个实验示例，第6章介绍安排了50多个
物理演示及探索实验，第7章介绍了百年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及其成果，实验物理学奠基人伽利略生
平简介，第8章给出了部分物理实验操作技能要求和评分参考标准，物理实验模拟考试题，教材集知
识性、科学性、趣味性、实践性为一体，使文理科学生通过实验课程学习了解自然科学发展进程中认
识问题解决问题方法、实验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科学实验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做出的
重大贡献，通过实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综合素质。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文理科本科专业（一、二级）基础实验教材，也可作为其他有关人员的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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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 光学放大法常用体温计部分的圆弧形玻璃相当于凸透镜，起放大作用，以便读数，就是光学放
大法在测量中的应用。
　　一般的光学放大法有两种。
一种是被测物通过光学仪器形成放大的像，便于观察判断。
例如常用的测微目镜、移测显微镜、光学望远镜等仪器在观察中只起放大视角作用，并非把实际物体
尺度加以变化，所以并不增加误差。
因而许多仪器都在最后的读数装置上加一个视角放大设备以提高该仪器的测量精度。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测量放大后的物理量，间接测量本身极小的物理量：光杠杆就是一种常见的光
学放大系统，它不仅可测长度的微小变化，如拉伸法测金属丝的杨氏模量实验中就使用了光杠杆。
为了进一步提高光学放大倍数，有些仪器还采用了光杠杆多次反射，最高精度可达10m以上。
光学放大法具有稳定性好、受环境干扰小、灵敏度高的特点。
三、平衡法　　平衡态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在平衡态下许多复杂的物理现象可以以比较简单的形式进行描述，一些复杂的物理关系亦可以变得十
分简明，实验会保持原始条件，观察会有较高的分辨率和灵敏度，从而容易实现定性和定量的物理分
析。
　　所谓平衡态，其本质就是各物理量之间的差异逐步减小到零的状态。
判断测量系统是否已达到平衡态，可以通过“零示法”测量来实现，即在测量中，不是研究被测物理
量本身，而是让它与一个已知量或相对参考量达到平衡态来描述待测物理量。
利用平衡态测量被测物理量的方法称为平衡法。
例如利用等臂天平称衡时，当天平指针处在刻度的零位或在零位左右等幅摆动时，天平达到力矩平衡
，此时物体的质量和砝码的质量相等；温度计测温度是热平衡的典例；惠斯通电桥测电阻亦是一个平
衡法的典型例子。
四、补偿法　　补偿法也是物理实验中常用的测量方法之一。
所谓补偿指的是某一系统若受某种作用产生A效应，受另一种同类作用产生B效应，如果由于B效应的
存在而使A效应显示不出来，就叫做B效应对A效应进行补偿。
利用补偿概念来进行测量的方法叫补偿法。
补偿法往往要与平衡法、比较法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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