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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大学物理实验（上） 

英文名称：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Ⅰ） 

课程类型：学科基础课 

开设学期：第二学期 

学分/学时：1学分/34学时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大学物理实验（下） 

适用专业：普本工科各专业 

 

一、课程简介 

物理实验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和直接的作用。实验可以发现新事实，实

验结果可以为物理规律的建立提供依据，它与大学物理理论课程既有紧密的联系，又互相独

立。通过实验可以加深对理论课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可使同学获得基本的实验知识，在

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诸方面得到较为系统、严格的训练。本课程可以培养学生有目的地去尝

试与实践，学会基本仪器的使用方法，初步培养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动手能力、创新

能力，为下一步的科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同时通过实验过程的逐步促进学生建立正确的科

学世界观，学会尊重自然规律及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和手段，物理实验课程能起着潜移默化

的作用。 

 

二、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1：能观察实验基本现象，学会测量的各种方法，掌握物理实验的“基本知

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课程目标2：培养基本实验技能与动手能力，提高对现代技术的应用水平，能查阅文献

自主学习，具备初步的设计实验的能力。  

课程目标3：具有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在实验过程

中相互协作与共同探索的团队合作精神。 

 

三、基本理论与实验技术知识 

物理学基本理论为实验提供指导，实验为理论提供验证和支撑。大学物理基本理论主要

包括力学、振动和波、热学、电磁学、光学、相对论、量子物理基础等方面的知识。大学物

理实验课程需要学生进行实验课前的预习，了解实验原理和实验设计，了解所使用仪器及操

作方法，分析判断实验现象、实验数据记录与处理以及实验结果分析等环节。同时，在实验

过程中学生还应具备基本的实验素养，如遵守实验规则、注意实验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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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方法、特点与基本要求 

在实验教学中根据实验内容适当地介绍一些物理实验史料，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使学生了解科学实验的重要性，明确物理实验课程的地位、作用和任

务。接受基本实验理论和实验操作技能的训练，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和严谨的科学作风。 

掌握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掌握处理实验数据的一些常用方法，包括列表法、作图法和

最小二乘法等，掌握用计算机通用软件处理实验数据的基本方法。 

掌握基本物理量的测量方法：长度、质量、时间、微小位移（形变）、热量、温度、电

流强度、电压、电动势、电阻、磁感应强度、角度、转动惯量、频率、折射率等。 

了解常用的物理实验方法，例如：比较法、放大法( 机械、光学、电气)、参量换测法、

模拟法、补偿法、干涉法。 

掌握实验室常用仪器的性能，并能够正确使用仪器。 

掌握实验的基本调整与操作技术，例如：零位调整，水平、铅直调整，光路的等高共轴

调节，消视差调节，逐次逼近调节，按电路图正确联接电路及先定性、后定量原则等。 

通过实验训练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观察实验现象和分析问题能力，加深对物理概

念、物理规律及理论的理解和应用，提高综合和设计实验的能力。 

 

五、实验主要仪器设备 

游标卡尺、螺旋测微计、读数显微镜、分光计、钠（汞）光灯管、牛顿环、数字示波器、

杨氏模量实验仪、智能转动惯量实验仪、通用计数器、模拟静电场描绘仪、DH-SJ1物理设计

性实验装置、非线性电路混沌实验仪、导热系数测定仪、固液态热学特性综合实验仪、电阻

箱及各类电表类仪器等。 

 

六、实验项目的设置与内容提要 

序号 实验项目 内  容  提  要 学时 类型 
每组

人数 
要求 

对应 

课程

目标 

1 绪论 

1.明确课程的地位、作用和任务； 

2.初步掌握对实验进行误差分析

和不确定度评定的基本方法； 

3.正确运用有效数字，学会定性判

断和定量估算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4.实验室规则和学风教育。  

3 ∕ 全体 必修 

课程

目标

1 

2 基本测量 1.游标卡尺、螺旋测微计的使用方 3 验证 20 必做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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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的使

用及密度

测定 

法； 

2.练习长度测量数据记录及不确

定度计算以及密度测定。 

目标

1 

3 

扭摆法测

物体转动

惯量 

1.扭摆法测定转动惯量的理论； 

2.测定不同形状物体转动惯量和

弹簧的扭转常数，并与理论值进行

比较； 

3．验证刚体转动的平行轴定理。 

3 验证 20 必做 

课程

目标

2、3 

4 

杨氏模量

的测定

（梁弯曲

法） 

1. 了解霍尔位置传感器的原理及

使用方法。 

2. 了解定标测量方法； 

3. 弯曲法测量黄铜的杨氏模量。 

3 验证 20 必做 

课程

目标

2、3 

5 

良导体导

热系数的

测定 

1.学习用稳态法测导热系数以及

用作图法求冷却速率，2.掌握用温

差电偶测温度的方法。 

3 验证 20 选做 

课程

目标

2、3 

6 
液体比热

容测定 

1.冷却法测定液体的比热容； 

2.了解比较法的优点和条件。 
3 验证 20 选做 

课程

目标

2、3 

7 

分光计调

整与三棱

镜顶角测

量 

1.熟悉分光计的结构； 

2.学习分光计的调节原理和方法； 

3.测量三棱镜的顶角。 

3 验证 20 必做 

课程

目标

2、3 

8 
示波器的

使用 

1.了解示波器的基本构造和工作

原理； 

2.学习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的使

用； 

3.观察李萨如图形。 

3 验证 20 选做 

课程

目标

2、3 

9  
三棱镜折

射率的测

1.进一步学习分光计的调节； 

2.学习用最小偏向角法测量三棱
3 验证 20 选做 

课程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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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镜的折射率。 2、3 

10 
电表的改

装与校准 

1.了解表头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电表改装的原理和方法； 

3.电表校准方法。 

3 设计 20 选做 

课程

目标

2、3 

11 
混沌效应

1 

1.用RLC串联谐振电路，测量仪器

提供的铁氧体介质电感在通过不

同电流时的电感量，解释电感量变

化的原因； 

2.用示波器观测LC振荡器产生的

波形及经RC移相后的波形； 

3.用双踪示波器观测上述两个波

形组成的相图（李萨如图）； 

性，结合非线性电路的动力学方

程，解释混沌产生的原因。 

3 设计 20 选做 

课程

目标

2、3 

 考核 
考查实验的基本知识、数据处理和

学生的动手能力。 
  全体  

课程

目标

1、

2、3 

注：设计实验根据情况各选1~2个，总实验学时为6学时。 

注：实验类型：演示/验证/综合/设计   实验要求：必做/选做 

 

七、实验报告要求 

实验报告是对实验过程及结果的全面总结，要用简明的形式将实验结果完整而又真实

地表达出来，实验报告要用统一规格的纸张书写，学生各自独立完成。要做到文字通顺、表

述明确、字迹端正、图表规范、结果正确和讨论认真。 

完整的实验报告通常包括以下内容：（1）实验名称、实验者姓名、实验日期；（2）

实验目的；（3）实验仪器；（4）实验原理；（5）实验步骤；（6）实验数据的记录与处

理；（7）误差分析；（8）实验结果；（9）问题讨论。 

实验数据的记录与处理部分，应有完整、翔实的原始实验数据(尽可能以表格形式列

出)，根据实验原理进行有关计算或作图表示。 

 

八、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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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设置的实验课，按平时成绩和实验考核成绩各占50%的比例，计入总成绩，总成绩

以百分计，满分100分。平时实验成绩（包括出勤，作业、预习报告，实验操作及数据处理）

100分，实验考核100分。 

成绩

分项 
考核/评价环节 

建议 

百分比 
考核/评价细则 对应课程目标 

平时

成绩 

 

实验预习 10% 预习报告 
课程目标 

1、2、3 

实验操作 10% 实验过程 
课程目标 

1、2、3 

实验报告 30% 实验报告的撰写 
课程目标 

1、2、3 

期末

成绩 
实验考核 50% 

操作考试/仪器使用熟练；操作

规范、步骤正确；数据测量及

表示方法正确 

课程目标 

1、2、3 

小计 100%  

 

九、推荐教材与参考资料 

推荐教材：自编讲义 

参考书目与文献： 

《普通物理实验》，杨述武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大学物理实验》（第三版），徐建强编著，科学出版社，2020年。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王新顺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