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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实验》是针对西北地区师范类本科院校物理实验教学现状及学生特点而编写的大学物理实
验教材，符合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的《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基本要求》。《大学物理实验》分为5
章，第1章为测量误差及数据处理，第2～5章分别编入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等43个基础实验。每
个实验都编写了实验简介、实验目的、实验仪器、实验原理、实验内容、数据处理等相关内容，并在
每个实验后安排了思考题，供学生预习或加深对实验内容的理解和掌握之用，书末附表还介绍了有关
物理常数。
《大学物理实验》可作为师范类物理专业本科一、二年级学生的基础实验教材，也可作为理科非物理
专业“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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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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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物理实验的地位和作用
  二、大学物理实验课的目的和要求
第1章  测量误差及数据处理
  1．1 测量与误差
  1．2 直接测量结果误差的估算
  1．3 间接测量结果误差的估算
  1．4 测量结果的评定与不确定度
  1．5 有效数字及其运算法则
  1．6 组合测量的实验数据处理
  1．7 实验结果的评价
第2章  力学实验
  2．1 长度的测量
  2．2 物体密度的测定
  2．3 自由落体的研究
  2．4 单摆的研究
  2．5 杨氏模量的测量
  2．6 在气垫导轨上测量滑块的速度和加速度
  2．7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验证
  2．8 动量守恒定律的实验研究
  2．9 转动惯量的测量
  2．10 黏滞系数的测量(落球法)
  2．11 弦线上的驻波实验
  2．12 声速测量
  2．13 精密称衡
第3章  热学实验
  3．1 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测定
  3．2 固体线胀系数的测定
  3．3 用混合法测定冰的熔解热
  3．4 用混合法测定固体的比热容
  3．5 液体比汽化热的测量
  3．6 空气比热容比的测定
  3．7 稳态法测量不良导体的导热系数
  3．8 水的沸点与压强关系的研究
第4章  电磁学实验
  4．0 电磁学实验常用基本仪器简介
  4．1 制流电路与分压电路
  4．2 伏安法测电阻
  4．3 二极管伏安特性的测量
  4．4 静电场的描绘
  4．5 用惠斯通电桥测电阻
  4．6 用板式电势差计测量电池的电动势和内阻
  4．7 用箱式电势差计校正电表
  4．8 用开尔文电桥测量低值电阻
  4．9 万用电表的制作、定标及校准
  4．10 用冲击电流计测量电容及高电阻

Page 3



《大学物理实验》

  4．11 霍尔效应
  4．12 模拟示波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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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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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绪论一、物理实验的地位和作用根据科学研究的目的，尽可能地排除外界因素的影响
，突出主要因素并利用一些专门的仪器设备，通过人为的变革、控制或模拟研究对象，使某一些事物
（或过程）发生或再现，从而去认识自然现象、自然性质和自然规律，这就是实验。把由实验观察到
的现象和测出的数据，加以总结和抽象，从中找出内在的联系和规律就得到了理论。实验是理论的源
泉，也是理论的立足之本。理论一旦提出，就必须借助实验来检验其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例如，关于
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守恒这一看法曾经一直维持了三十年，直到1956年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在研
究这个问题时，仔细地分析了关于宇称守恒的各种实验资料，才发现至少在弱相互作用领域，宇称守
恒定律从未得到过实验的验证，只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推测而已，于是就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
不守恒的猜测。但是，毕竟左右对称原理太明显，以致人们很难相信宇称真的会不守恒。几个月之后
，以上设想被另一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与美国华盛顿国家标准局的几位物理工作者一起用
出色的实验所证实，于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于1957年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殊荣也成为华
人的骄傲.由此看来，科学实验作为一种手段，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人们追求真理与验证真理
的重要来源和良好途径，是理论和应用之间的桥梁。物理学是研究物质一般运动规律以及物质基本结
构的科学，它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它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基本研究方法，以及根据物理学原理设
计制造的各种测量仪器设备，已经广泛应用于所有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中，推动了各学科领域和相
应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时物理学也是一门实验科学，物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实验为基础的。杨振宁
曾经说过：“物理学是以实验为本的科学”；物理学史也表明，伽利略、牛顿等把实验和逻辑引入物
理学，最终使物理学成为一门科学；许多经典物理学规律是都从实验中总结而来的；近代物理的发展
，是在某些实验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再经过大量的实验证实，假设才成为科学理论。据统计，在诺贝
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中有80%以上颁给了实验物理学家，其余20%的奖项中又有很多是实验与理论物
理学家分享的。由此可见物理实验在物理学的产生、发展和应用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在物理学发展的进程中，物理实验和物理理论始终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得益彰的。二、大学物
理实验课的目的和要求大学物理实验是一门单独开设、针对理工科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基本训练的必修
基础课程，是学生进入大学后接受系统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训练的开端。物理实验课程不同于一般的
探索性的科学实验研究，每个实验题目都经过精心设计、安排，在获得基本的实验知识的同时会在实
验方法和实验技能等诸多方面得到较为系统、严格的训练，是大学里从事科学实验的起步。同时，在
培养科学工作者的良好素质及科学世界观方面，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开设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目的（1）学习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包括学习各
种测量仪器的使用方法以及各种物理量的测量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基本测量方法平时经常会用到，
也是复杂实验方法的基础，学习时既要弄清道理也要逐步熟悉和牢记。观察分析各种实验现象，学会
正确记录和处理数据，正确表达实验结果；学习测量误差的理论知识，学会对实验结果进行正确分析
和评价，为以后的科学研究工作或其他科学技术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2）逐步培养严肃认真、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提高科学素养。正确的操作习惯甚至一个正确
的操作姿势都是经历多次实验后总结的，因此良好的操作习惯能保证实验安全、尽量避免差错。（3
）通过实际的观察和测量，加深对物理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激发大家学习科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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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共分为5章，第1章讲述了测量误差、不确定度和数据处理的基础知识。第2～5
章选编了力学、热学、电磁学及光学实验中经典的43个基础实验。每个实验都编写了实验简介、实验
目的、实验仪器、实验原理、实验内容、数据处理等相关内容。通过实验简介和实验目的使学生了解
每个实验的背景和要求；在实验原理叙述上做到详细清楚，计算公式推导完整；实验步骤简明扼要。
同时在每个实验后安排了思考题，供学生预习或加深对实验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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