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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实验》

前言

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实验课程教学
基本要求》和《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学教学大纲》，结合上海海洋大学新世纪人才培养方案和大学物理
实验课程标准，我们组织编写了《大学物理实验》。本教材吸收了国内外优秀物理实验教材的精华，
融入了我们多年来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经验。物理实验是科学实验的先驱，体现了大多数科学实验的
共性，在实验思想、实验方法以及实验手段等方面是各学科科学实验的基础。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物理学的理论是通过观察、实验、抽象、假说并通过实践检验而建立起来的。早在300多年前，从伽
利略和牛顿等学者以科学实验方法研究自然规律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一门物理学科。从此一切物理概
念的确立、物理规律的发现、物理理论的建立都依赖于实验，并受实验的检验。所以实验与理论相辅
相成：实验是物理学的基础，理论是实验的总结。任何物理理论都必须依靠实验提供的精确数据来验
证。作为培养高级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高等工科学校，不仅要使学生掌握深厚的理论知识，还要使
学生具有较强的从事科学实验的能力。物理实验是一门对高等工科学校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基本训练的
基础课程，是学生在高等学校受到系统实验技能训练的开端。它在培养学生运用实验手段去发现、观
察、分析和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在提高学生科学实验素质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它
也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工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实验基础。物理实验课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学生应
遵循这些规律，采取与物理理论课程有所区别的学习方法，充分重视上好实验课的三个环节（预习、
操作、总结），举一反三，边操作边思考，理论联系实际，及时总结，并不断培养对实验的兴趣。切
忌轻视实验，对实验课程采取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的错误做法。否则，学生不仅学不到科学实验的有
关知识，甚至还会出现损坏仪器、危及安全的各种事故。为保证教学质量，确保物理实验课程正常的
教学秩序，请同学们自觉遵守以下规定：（1）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实验，不得无故缺席、迟到、早退
。因故不能按时实验者，必须事先请假，并约定补做日期，否则以旷课论处。（2）实验前认真阅读
书中有关内容，明确所做实验的目的、原理、仪器及步骤，写好预习报告。未按要求预习者，不得进
行实验操作。（3）实验时先熟悉仪器设备，了解其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注意
安全，对需使用电源的实验必须经教师检查线路，同意后方可接通电源。另一方面，也反对过分依赖
教师，机械地按讲义操作。（4）一旦发生事故应立即报告教师，控制现场，并根据情况按有关规定
处理。（5）进入实验室必须衣冠整洁，并注意保持实验室安静、清洁，不准随地吐痰、乱扔纸屑，
不准吃零食、饮料，不准在实验室内打闹喧哗；不准穿拖鞋、背心进入实验室，爱护仪器设备，非本
组实验器材未经同意不准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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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渭、孙祥洪主编的《大学物理实验》是根据高等学校理工科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
写而成的大学物理实验教材。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讲述测量误差和实验数据处理的
基本知识；第三章给出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供学生随时查看；第四章为15个基础性实验，以巩固和
加强学生的物理实验的基本能力；第五章编排了8个综合性实验，第六章提供了7个设计性实验。这些
实验中，既有经过长期教学实践、内容比较成熟的实验，又有自行研发的新实验，以加强学生在实验
方法、实验技术方面的训练．以及学生个性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大学物理实验》适合作为高等学校工科各专业和理科非物理专业“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材或
参考书，也可以供其他专业和一般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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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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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第二章  误差和实验数据处理的基本知识  2.1  测量与误差的概念  2.2  误差来源与分类  2.3  误差分析
的应用  2.4  实验不确定度的评定  2.5  有效数字及其运算第三章  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  3.1  物理实验的基
本测量方法  3.2  基本物理量的测量及常用仪器    3.2.1  力学、热学基本物理量的测量及常用测量仪器   
3.2.2  电学基本物理量的测量及常用测量仪器    3.2.3  光学基本仪器  3.3  实验室常用电源与光源    3.3.1  
实验室常用电源    3.3.2  实验室常用光源  3.4  实验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第四章  基础性实验  4.1  长度测
量  4.2  非电量测量——温度电测法  4.3  物体密度的测量  4.4  杨氏弹性模量的测定    4.4.1  静态拉伸-光
杠杆放大法杨氏弹性模量的测定    4.4.2  悬挂法杨氏弹性模量的测定    4.4.3  霍尔位置传感器杨氏弹性模
量的测定  4.5  超声波声速测定  4.6  电学元件伏安特性的测量  4.7  电桥测电阻    4.7.1  电桥的基本原理   
4.7.2  平衡电桥测电阻    4.7.3  非平衡电桥测电阻及常用测量仪器  4.8  温差电偶的定标和测量  4.9  示波器
的调节与使用  4.10  霍尔效应实验  4.11  光的干涉——牛顿环  4.12  用旋光测糖溶液的浓度  4.13  使用迈
克尔逊干涉仪测波长  4.14  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测定实验第五章  综合性实验  5.1  刚体转动惯量测定   
5.1.1  扭摆法测刚体的转动惯量    5.1.2  转动惯量仪测刚体的转动惯量  5.2  密立根油滴实验  5.3  光电效应
法测量普朗克常数  5.4  测定铁磁材料的磁化曲线  5.5  分光计实验    5.5.1  分光计的调整与使用    5.5.2  三
棱镜顶角的测定    5.5.3  折射率的测定    5.5.4  光栅常数的测定    5.5.5  谱线波长的测定  5.6  液体黏滞系数
的测定  5.7  导热系数的测定第六章  设计性实验  6.1  重力加速度的测定  6.2  杨氏模量测量方法的研究 
6.3  非线性伏安法特性研究  6.4  流体力学特性研究——硬币起飞  6.5  太阳能电池特性的研究  6.6  磁电
阻元件的研究  6.7  自组望远镜附录A  TH—MHC型智能磁滞回线测试仪使用说明书附录B  数位键和数
据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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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科学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科学的理论来源于科学的实践，并指导我们的实践；科学理论要受
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修正、补充和完善。对于科学研究来讲，科学实验是最重要、
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科学实验的这种重要性和基本性将会越来越
突出。科学实验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通过积极的构思，利用科学仪器设备等物质手段，人为地控
制和模拟自然现象，使自然过程或生产过程以比较纯粹的或典型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在有利的条件
下，探索自然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科学实验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类尚未认识或尚未充分认识的自
然过程，发现未知的自然规律，创立新学说、新理论，研制发明新材料、新方法、新工艺，为生产实
践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促进生产技术的进步和革命，提高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物理理论的建立也
遵循这一过程，是通过由物理实践到物理理论，再由物理理论到实践的辩证过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通过对物理学历史地、全面地考察可以发现，物理学本质上是一门实验科学。首先，物理概念的建立
、物理规律的发现依赖于物理实验，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物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是由物理实验予
以确立的；其次，已有的物理定律、物理假说、物理理论必须接受实验的检验，如果正确就予以确定
，如果不正确就予以否定，如果不完全正确就予以修正。例如，普朗克在黑体辐射实验的基础上提出
了能量子概念；爱因斯坦通过分析光电效应现象提出了光量子；伽利略用新发明的望远镜观察到木星
有四个卫星后，否定了地心说；杨氏双缝干涉实验证实了光的波动假说的正确性。可以说，物理学的
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实验。在进行物理实践的过程中，由于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实践的目的、采用的
研究方法、获得的结论的层次等方面特征的不同，我们通常将物理学的实践活动分为观察和实验两种
基本类型。下面就简述其概念和特征。1.观察所谓观察就是对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现象，在不改变其
自然条件的情况下，按照原来的样子加以研究的过程。比如，我们观察天空后发现，睛朗无云的天空
是蓝色的；通过对气候的观察发现，一年可以分为春、夏、秋、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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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渭、孙祥洪主编的《大学物理实验》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讲述测量误差和实验数据处
理的基本知识，第三章给出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第四章为15个基础性实验，第五章编排了8个综合性
实验，第六章提供了7个设计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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