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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现象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贯穿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物理现象的探究可以很好地提高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人们细致观察、全面分析、逻辑
思维和研究对策的能力。
这种能力不仅对学习物理有所帮助，而且对其他课程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是培养学生素质和换位思
维的好方法。
　　本书包括力、热学，光学，电学和磁学四大部分，其中包括近代物理的部分内容，共计144个实验
，包括力、热学实验35个，光学实验44个，电学实验32个，磁学实验33个。
全书以实验项目为单位，从“物理现象”入手介绍“演示装置”和“注意事项”，重点放在“演示方
法”和“物理原理”上，并提出“探索思考”问题。
本书在叙述上尽量避免繁琐的物理公式，力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实物照片和简图对物理演示实验项
目进行说明，以达到物理演示通识教育的目的。
本书不仅适合理工专业的学生，也同样适合文科、经济、管理等非理工专业的学生。
　　根据《开放实验》课程的需要和大学物理演示实验室的规模，开设“理工通识教育”和“文科通
识教育”两个层次的“大学物理演示实验”公选必修课程，共计8学时。
对文理科所开放的实验项目相同，但要求不同。
对文科生则以观察物理现象为主，结合专业特点和生活实际，了解物理原理；对理工科学生则要求在
观察物理现象的同时，结合物理课程、应用物理原理、拓宽思维想象，以现象观察提高理论学习，以
理论学习深入观察物理现象。
全课程分布在两个学期，分四次完成，每次2学时，每次做一个类别的实验，每个类别的实验不少于30
个。
第一学期为力、热学类和光学类，第二学期为电学类和磁学类。
每个实验都包括探索思考的题目，以促进学生思维和满足“理工探索教育”层次的实验需要。
　　由于实验多、学时少，要求学生在实验前做好预习，实验中注意观察和记录，实验后及时总结。
演示实验设备都是单台套的，要求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严格“注意事项”，按照“演示方法”，验证“
物理原理”。
实验过程中要保护实验设备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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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力、热学，光学，电学和磁学四大部分，其中包括近代物理的部分内容。
全书以实验项目为单位，从物理现象入手介绍演示装置和注意事项，重点放在演示方法和物理原理上
，并提出探索思考问题。
    本书在叙述上尽量避免繁琐的物理公式，力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实物照片和简图对物理演示实验
项目进行说明，以达到物理演示通识教育的目的。
本书不仅适合理工专业的学生，也同样适合文科、经济、管理等非理工专业的学生。
    本书可供普通高等院校作为物理演示实验选修课的教材使用，同时也是中专和中学物理教学的重要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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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方法二：选取一小段内径为0．5mm的玻璃管，直径为0．5mm的漆包线两截，从玻璃棒两端分别
插入，使两段相距1mm左右，然后用酒精灯给玻璃棒加热，使之融化，把两导线埋于管内，露在管外
的铜线两端分别引出两根导线。
　　方法三：用废旧白炽灯泡，敲去玻璃泡，利用灯泡固定两个电极的玻璃灯芯作为待烧玻璃，配上
一个灯头，从灯头两个接线柱上引出导线。
　　2．演示时，将电源插头插到电源插座上，把废灯泡灯头架在铁支架上（也可以直接用手拿），
点燃酒精灯对玻璃灯芯加热，约一分钟后，白炽灯点燃，逐步变亮。
当移去酒精灯，灯泡逐渐变暗最后熄灭，可反复多次演示。
　　[物理原理]绝缘体转化为导体实验介绍了导体和绝缘体的概念，说明导体和绝缘体没有绝对的界
限，在一定条件下绝缘体可以转化为导体。
　　[探索思考]纳米技术所研究的对象是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介观（Mesoscopy）世界物质，称之为
纳米体系。
物质世界在这个体系出现许多异乎寻常的特性，如原本是良导体的金属，当尺寸减小到几个纳米时便
变成了绝缘体；原来为绝缘体的甚至会变成良导体。
这些现象和特性所对应的机理是科学研究的热点。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演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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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