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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实验》第一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二版是在近年来实验课程
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制的《理工科类大学
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2010年版）修订而成的。
全书分五章。
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培养目标、教学安排及物理测量中应注意的原则和事
项，还介绍了基本物理实验方法的分类及在物理测量中的应用。
第二章介绍了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与表达方法。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编入了基础性实验、提高性实验和研究性实验题目共63项，其中第五章
还阐述了“课程论文的写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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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计的设计安装和使用 实验五十五 磁性液体表观密度的实验研究 实验五十六 磁性液体密封容器泄
放压的实验研究 实验五十七 超声波探伤 实验五十八 声光效应 实验五十九 高温超导材料的基本特性 
实验六十 数字信号光纤传输技术 实验六十一 黑箱实验 实验六十二 球球碰撞的实验研究 实验六十三 
智能化磁性液体纳米颗粒空间分布规律的测量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实验-第二版>>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收集到的资料还要进行整理。
这些资料可分为三类：①可以帮助自己改进实验方法和操作程序；②可以用在论文写作中作为论点和
论据；③也有些资料暂时用不上，应该把前两类资料分别记录在笔记本上待查。
 2）制定操作程序 这里的操作程序，是指为了完成实验课题所涉及的一套理论运用和实际操作。
即为了获得实验成果而运用的原理及实施的步骤，在实验之前编制的操作程序大体上应包括如下内容
：实验仪器的名称和型号、仪器的调节和使用方法、原理图、原理公式、实验步骤、数据表等。
制定操作程序的目的是：①使实验过程能科学地、有条理地进行；②便于观测和记录；③备忘。
 3.实验操作 这是为了取得预期的实验成果而实施的实验过程。
这一过程是决定实验成败的关键阶段，也是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有利时机。
在实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故障，如仪器使用不当、操作错误等，这是主观原因；又如供电中断、仪器
失灵等，这是客观原因，实验中出现故障是我们不希望的。
但是，如果实验者能运用所学知识将故障排除，这将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收获，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实
验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这正是物理实验教学始终追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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