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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凝练了大连海事大学百年航海教育积淀和近年来的教研教改成果，学习借鉴了国内外理工科院校
优秀教学经验，是积极运用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按照教育部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会制定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而成的，适合
理工科各专业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使用。
教材按照物理实验教学任务及其课程体系，分为“测量误差、不确定度和数据处理”、“物理实验的
基本训练”、“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研究性实验”六章。
其特点如下：1.在总体设计上，贯彻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实验题目选择注重典型性，数据处理体现科学性，实验方法巧妙、先进，可操作性强。
尤其是在每个实验题目后都给出了启发性强、能激发各层次学生学习兴趣的讨论及拓展题。
2.在编写风格上，注重介绍物理实验史料、实验设计思路和物理实验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应用知识。
对各实验的原理、使用的主要仪器及主要的实验方法都作了简要论述，便于学生课前预习。
某些实验给出了完整的数据记录表格及不确定度分析方法，以作示范。
在一些实验的方法和要求上，提出了多种方案，给学生更多的选择余地，利于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
要。
3.在实验设计上，注重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增加了设计性实验、研究性实验课题，加强了对“科学实验全过程”的训练。
将科研和教改成果及学生的创新成果直接转化为实验项目，如非线性相位调制假彩色编码、玻璃材料
的设计与制备、低温等离子体参量的双探针诊断、液晶电光效应实验、RC串联电路充放电特性研究等
。
4.引进了一些在当代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中广泛应用的现代物理技术和方法，如音频信号光纤传输技
术、传感器技术、核磁共振等。
加强了数字化测量技术和计算技术的应用，如引入PASCO计算机传感技术，开设了力学方面的几个实
验项目。
对一些传统的实验也使用了新的实验仪器和实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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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会制定的(理工科
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2008年版)编写而成。
　　全书分为“测量误差、不确定度和数据处理”、“物理实验的基本训练”、“基础性实验”、“
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研究性实验”六章，设置71个实验。
　　在总体设计上，力求贯彻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注重基础性、实践性、探索性、开放性的有机统一
。
在突出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增大了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性实验的比重，并且注意兼顾理工科各专
业的教学应用。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理工科各专业大学物理实验教材，也可供教师备课或学生学习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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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在提高学生学习物理实验兴趣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使学生掌握实
验研究的基本方法，提高学生的基本科学实验能力。
独立实验能力方面：通过阅读本实验教材及配套资料，掌握实验原理及方法，做好实验前的准备；正
确使用仪器设备，独立完成实验内容，撰写合格的实验报告；引导学生独立完成实验，培养学生自主
实验的基本能力。
分析与研究能力方面：本教材融合实验原理、设计思想、实验方法及相关的理论知识，提供大量对实
验结果进行分析、判断、归纳与综合的方法；系统介绍进行物理现象和物理规律研究的基本方法，初
步培养学生的分析与研究能力。
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方面：通过阅读和教学帮助学生学习在实验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
本方法，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引导学生完成符合规范要求的设计性、综合性内容的实验，进行初步的具有研究
性或创意性内容的实验，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通过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认真严谨
的科学态度，积极主动的探索精神，遵守纪律、团结协作、爱护公共财产的优良品德。
三、物理实验课的基本教学环节物理实验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独立进行实验的一种实践活动。
物理实验包括的内容很多，对同一内容，测量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基本教学环节大都相同，一般可
分为三个阶段，即实验前的预习、进行实验、撰写实验报告。
1.实验前的预习每次实验从理解原理、熟悉仪器，到准确测量，任务很重，而课时是有限的。
为了有效地利用课上时间，高质量地完成实验教学任务，学生应在课前对实验内容进行预习。
预习的主要要求是：按预习提示认真阅读实验教材中所做实验的章节及相关的资料，了解本次实验的
目的、内容、依据的基本原理，使用仪器以及实验方法步骤，要测哪些物理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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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21世纪普通高等教育基础课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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