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物理实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物理实验》

13位ISBN编号：9787111198857

10位ISBN编号：7111198859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社：机械工业

作者：陈庆东

页数：22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大学物理实验》

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实验》是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教学指导委员会2004年制定的《非
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借鉴国内物理实验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与研
究的成果，结合多年的物理实验及教学经验编写而成的。全书共分6章。第一章为绪论，提出物理实
验课的目的和要求；第二章为测量的不确定度与实验数据处理，介绍误差分析、测量不确定度及实验
数据的处理方法；第三章为物理实验基本仪器和基本操作规则，介绍了常用的物理实验仪器；第四章
为基础实验；第五章为综合与提高实验；第六章为设计性实验。《大学物理实验》在内容的安排上由
浅入深、循序渐进，使学生逐步学会如何选题、选配实验器材，直到能独立进行实验设计和开展具有
研究性内容的实验工作，从而锻炼和培养学生的独立实验能力、实验设计能力和研究与创新能力。《
大学物理实验》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等非物理专业的基础物理实验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夜大、
函授等成人高等教育的物理实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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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绪论第一节物理实验课的地位和作用及要求一、物理实验的地位和作用在以伽
利略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物理学家创立“实验物理学”之后的几百年间，把物理实验方法与物理规律
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实验思想体系，把物理实验方法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这些思想体系和实验方法已成为人类伟大思想宝库中的一部分，那些卓越的实验设计、巧妙的物理构
思、高超的测量技术、精心的数据处理、精辟的分析判断为我们展示了极其丰富的物理思想和科学方
法。实验是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手段。科学技术越进步，科学实验就显得越重要，任
何一种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都必须通过实验才能获得。对由实验观察到的现象和测出的
数据加以总结和抽象，找出内在的联系和规律，就得到理论，实验是理论的源泉。理论一旦提出，又
必须借助实验来检验其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实验是检验理论的手段，是检验理论的裁判。例如：弹性
的干涉实验使光的波动学说得以确立；赫兹的电磁波实验使麦克斯韦提出的电磁理论获得普遍承认；
杨振宁、李政道在1956年提出的基本粒子在“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在实验物理学家吴
健雄用实验验证后才被同行学者承认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实践证明，物理实验是物理学发展的动
力。在物理学的发展进程中，物理实验和物理理论始终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共同发展。自然科学
迅速发展，新的科学分支层出不穷，但基础学科就是数学和物理两门。物理实验是研究物理测量方法
与实验方法的科学，物理实验的特点是在于它具有普遍性：力、热、光、电的内容都有；具有基本性
——它是其他一切实验的基础；同时它还有通用性——适用于一切领域，把高、精、尖的复杂实验分
解成为“零件”，绝大部分是常见的物理实验。在工程技术领域中，研制、生产、加工、运输等都普
遍涉及物理量的测量及物理运动状态的控制，这正是成熟的物理实验的推广和应用。现代高科技发展
、设计思想、方法和技术也来源于物理实验。因此，物理实验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高科技发展的
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物理实验。物理实验是高等院校理、工、农、医等专业学生的必修基
础课。二、实验课的目的和要求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完善，实验物理已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内容体系。学
生通过物理实验课的学习，将学到很多物理理论课上不能学到的实验知识、方法和技能。同学们通过
独立完成一定数量的实验，学习物理实验的一般规律，掌握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
法。物理类专业的学生将通过基础物理实验的学习，为后续的近代物理实验和专业实验打下良好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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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是普通高等教育基础课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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