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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总结了以往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经验，遵照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制订
的基本要求，结合我校专业设置特点和实验室仪器设备情况，在2004年第4版《大学物理实验》一书的
基础上编写而成。
《大学物理实验》第1版于1986年出版，至今已23年，仅我校就有6万多学生使用了本教材。
在此期间先后历经四次修订，已逐步形成先进的、完整的内容体系。
本教材是安徽省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选题立项的研究成果，与同类书相比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1.构成完整的、先进的内容体系。
历经四次修订，20多年的教学实践和6万多学生使用，已初步形成先进的、科学的、完整的内容体系。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第1章物理实验的基本技能，详细介绍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实验中常用
的近二十种仪器设备的原理和使用方法；全面地阐述了物理实验中经常采用的几种实验方法、基本调
整技术和基本操作原则；第2章误差理论基础知识，系统地介绍了与大学物理实验有关的数据处理知
识；第3、4、5、6、7章编排了11个前导实验、13个基础实验、10个综合提高实验、9个近代物理实验
和34个设计、研究性实验，内容涉及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等方面。
2.践行先进教育教学理念。
“分层次”教学是目前实验物理先进的教学模式，本书将实验内容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前导
实验。
考虑到与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衔接和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增设了11个简单实验，包括力、热、光、
电等部分内容，让学生自行到实验室进行操作训练，以达到做好基础实验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实验操
作能力。
第二层次——基础实验。
编排了13个较简单的实验。
本章的内容不仅有原理的清楚叙述，公式的完整推导，还有详尽的实验步骤和数据表格，以便初学者
自学和了解规范要求。
第三层次——综合提高实验。
在内容上突出综合性、应用性，同时编写的较简单，少写实验步骤，少列或不列数据表格，尽量让学
生独立完成。
第四层次——设计、研究性实验。
对本部分内容仅提出任务、条件、要求及少许提示，由学生查阅有关资料，自拟实验方案在教师指导
下完成实验。
3.加强创新能力培养。
本书共编入77个实验内容，其中设计性、综合性和近代物理实验38个，达50％。
同时约有30个实验编写了创新园地。
4.注重实验教学的各个环节。
每个实验都编写了足够数量的预习要点和讨论题，其中预习要点反映了实验的要领，可以促使学生认
真准备、积极思考，讨论题则可帮助学生比较深入地进行总结，加深了解。
5.积极将科研成果引入到教学中。
实验76、77是在我院教师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开发研制出的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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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与大学物理实验有关的数据处理知识，一些常用的力学、热学、电磁学和光学仪器
设备的原理和使用方法，物理实验经常采用的各种基本测量方法；按不同层次编排了34个基础实验、9
个近代物理实验、32个设计性实验和2个研究性实验，实验内容涉及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近代
物理等方面，其中还有一些是综合性实验。
本书各章节及各个实验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循序渐进、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本书可作为高等理工院校各专业的实验物理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作为涉及物理学的实验技术
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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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物理实验的基本仪器1.2 基本测量方法物理实验方法是以一定的物理现象、物理规律和物
理原理为依据，确立合适的物理模型，研究各物理量之间关系的科学实验方法。
而测量方法是指测量某一物理量时，根据要求，在给定条件下尽可能地消除或减少系统误差以及随机
误差，使获得的测量值更为精确的方法。
物理测量是泛指以物理理论为依据，以实验仪器和装置及实验技术为手段进行测量的过程。
其内容非常广泛，它包括对力学量、分子物理与热学量、电学量和光学量的测量等。
测量的方法也很多，按测量方法分类，可分为直接测量、间接测量、组合测量等；按测量内容分类，
可分为电学量测量和非电学量测量两类；根据测量过程中被测物理量是否随时问的变化，又可分为静
态测量和动态测量等等。
在实验物理学中，对各种物理量的研究和测量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理论和卓有成效的测量方法。
它们不但对物理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些理论和方法还有其基本性和通用性，对其
他有实验的学科的研究无疑也是极具价值的。
本节仅对物理实验中常用的几种基本测量方法作简要介绍。
实际上，在物理实验中各种方法往往是相互联系、综合使用的，所以，在进行物理实验时，应认真考
虑所进行的实验应使用哪些测量方法，有意识地使自己受到物理实验的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和科学实
验的基础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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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物理实验》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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