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础物理实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基础物理实验>>

13位ISBN编号：9787030246905

10位ISBN编号：703024690X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张山彪，桂维玲，孟祥省　主编

页数：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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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础物理实验>>

前言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和实验教学条件建设，更好地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和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根据教育部《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教高[2001]1号），山东省教育厅于2004年
颁布了《山东省高等学校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标准》。
这是进一步优化高等学校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深化实验室管理体制改革，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
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高等学校教学资源共享、强化办学特色、加快学校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
实验教材建设是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关键任务之一。
为了切实把这项工作做好，山东省教育厅成立了“山东省高等学校基础课实验教材编写指导委员会”
，对新体系立体化实验教材的编写思路、编写方式进行了认真研究。
在此基础上，山东省教育厅组织有关高校长期从事实验教学的教师、专家，组成了物理、化学、生物
、电工电子、机械、力学等六个门类新体系立体化实验教材编写组。
各编写组根据《山东省高等学校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标准》和“厚基础、宽口径、大综合”
的要求，按照系列文本教材、配套教学课件、网络课程等三大部分的编写框架，群策群力，集思广益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新体系立体化实验教材，是我省首次统编实验教材，对于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具有开创性意
义。
通过在全省高校统一实验教材，力求突破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建立以基础性实验、综合设计性实验
、创新性实验为主，形成开放、自主、探究性学习的实验教学新模式和分层次一体化的实验教学新体
系。
本套新体系立体化实验教材的编写力求突出时代性、先进性、实用性和通用性，力求做到科学规范。
但是由于水平所限，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请各高校在使用过程中提出修改意见，不断提高我省统
编实验教材的质量和水平，为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的实施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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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山东省教育厅批准立项建设的高等学校新体系立体化实验教材，根据《山东省高等学校基础课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标准》和“厚基础、宽口径、大综合”的要求，按照系列文本教材、配套教学
课件、网络课程等三大部分的编写框架，汇集了近10年山东师范大学、聊城大学、曲阜师范大学等11
所高校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新成果、新经验编写而成的。
　　本书打破传统的力、热、电、光、原子物理实验的教程分化方法，建立起以基础性实验、提高性
实验、综合设计创新性实验为主的分层次、多元化的物理实验课程新结构，适合不同层次的教学需要
。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的物理学、应用物理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基础物理实验课程指导
书，也可作为其他专业的基础物理实验课程参考书，还可供社会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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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单元物理基本技能训练实验实验1-1长度测量长度的测量属于基本物理量的测量，在实验中
进行的多数测量，最终都化为长度的测量，所以长度测量几乎是一切测量的基础。
长度测量的方法和测量工具按测量精度的要求不尽相同，最常用的是米尺、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
千分尺）和读数显微镜等，同时这些工具也是现代高精度测量仪器的基本组元之一，正确地掌握这几
种测量工具的构造特点、规格性能、读数原理、使用方法以及误差分析等，是做好物理实验的重要基
础。
【实验目的】（1）了解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读数显微镜等测微装置的构造，并掌握其原理和使
用。
（2）学会有效数字的运算和直接测量、间接测量的不确定度评定及数据处理。
（3）通过使用游标卡尺和螺旋测微器来了解误差的来源和传递。
（4）在实验的程序、实验的观察和分析以及实验报告的撰写方面得到初步训练。
【实验原理】1.米尺米尺是一种最简单的测长仪器，一般其最小分度值为1mm，实际记录数据中毫米
后的一位数，只能凭眼睛估读。
所以实验数据的有效数字中最后一位是不确定度所在位，这是仪器读数的一般规律。
米尺不确定度取最小分度值的一半，即0.5 mm。
使用米尺测量长度时，应该注意以下问题：（1）避免视差，应使米尺刻度贴近被测物体，读数时，
视线要垂直所读刻度，以避免因视线方向改变而产生的误差。
（2）避免因米尺端点磨损带来误差，因此测量时起点可以不从端点开始。
（3）避免因米尺刻度不均匀带来的误差，可取米尺不同位置作起点进行多次测量。
2.游标卡尺游标是为了提高角度、长度微小量的测量精度而采用的一种读数装置，长度测量用的游标
卡尺就是用游标原理制成的典型测量工具。
在测量10cm左右或更小的长度而又要保持高于百分之一的精度时，可以使用游标卡尺。
实验中常用的游标卡尺一般量程为15～20cm，利用游标可以精确到0.1 ～0.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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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物理实验》：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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