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实验 AⅠ》实验教学大纲 

课 程  编 码：150081          课程英文名称: Physical Experiment AⅠ 

学   时   数：24 学时          学        分: 1.0 

适 用  专 业：理工类本科专业 

 

一、制订本课程实验大纲的依据：  

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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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

2010 年制定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精神，特制定本课程实验大

纲。 

二、本课程实验教学的作用：  

物理实验课是高等理工科院校对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基本训练的必修基础课程，是本科生

接受系统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训练的开端。 

物理实验课覆盖面广，具有丰富的实验思想、方法、手段，同时能提供综合性很强的基

本实验技能训练，是培养学生科学实验能力、提高科学素质的重要基础。它在培养学生严谨

的治学态度、活跃的创新意识、理论联系实际和适应科技发展的综合应用能力等方面具有其

他实践类课程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本课程实验教学目的及学生能力标准：  

1．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分析和对物理量的测量，学习物理实验知识，加深对物理

学原理的理解。 

2．培养与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能力。其中包括： 

(1) 能够自行阅读实验教材或资料，作好实验前的准备； 

(2) 能够借助教材或仪器说明正确使用常用仪器； 

(3) 能够运用物理理论对实验现象进行初步分析判断； 

(4) 能够正确记录和处理实验数据，绘制曲线，说明实验结果，撰写合格的实验报告；

  (5) 能够完成简单的设计性实验； 

3．培养与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能力，加强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和实

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主动研究的探索精神和遵守纪律，爱护财产的优

良品德。 

4．在教学中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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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整个实验教学过程中，要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爱护公共财产，遵守纪



律，树立优良的学风。 

6．要求学生了解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具有正确处理实验数据的初步能力。其中包括

下列内容：测量误差的基本概念：直接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表示；间接测量的不确定度计算；

处理实验数据的一些重要方法，例如列表法、作图法和简单线性函数的最小二乘法等。 

在教学中要注意系统误差的分析。 

随着微机的普及，可在部分实验项目对学生进行使用微机的训练。 

适当介绍物理实验史料和物理实验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应用知识。 

7．通过物理实验的基本训练，要求学生做到： 

(1) 能够自行完成预习、进行实验和撰写报告等主要实验程序。 

(2) 能够调整常用实验装置，并掌握基本的操作技术。例如：零位校准；水平、铅直调

整；光路的等高共轴调整；视差的消除；逐次逼近调节；根据给定的电路图正确接线等。 

(3) 熟悉物理实验中基本的实验方法和测量方法。例如：比较法、放大法、转换测量法、

模拟法、补偿法和干涉法等。 

(4) 能够进行常用物理量的一般测量。例如：长度、质量、时间、力、温度、电流强度、

电压、电阻、磁感应强度、折射率等。 

(5) 了解常用仪器的性能，并学会使用方法。例如：测长仪器、计时仪器、测温仪器、

变阻器、直流电表、直流电桥、电位差计、示波器、低频信号发生器、分光计、常用电源和

常用光源等。 

在进行以上各项基本训练的过程中，要重视对物理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引导学生运用理

论去指导实践，解决实验中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四、教学形式 

根据我校实际情况和特点，开设一定数量的基本型实验、综合设计型、研究创新型实验。

在实验前学生要预习实验，写出预习报告；指导教师向学生提问，以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

指导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实验设计和仪器分析，概述实验的基本原理、方法及注意事项；实验

过程中教师作针对性的具体指导，并对学生在实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启发式的讨论，由学生

个人独立完成实验步骤、记录数据、计算结果、上交实验报告，最终给予优、良、中、及格、

不及格的实验成绩评定。 

五、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是大学学生学习的第一门实验课程，对学生的实验技能进行训练和培养，后续实

验课程打好基础。 

六、实验项目、内容、学时分配及实验类型 



     (一)必开实验 

序号 实验项目 实验内容提要 学时 实验类型 

1 
物理实验数据处理

的基本方法 

数据记录、处理及结果表示的方法 

 
2 基本型 

2 用电桥法测量电阻 
连接线路、分别采用自组电桥法和直

流电阻电桥法测量电阻 
3 综合设计型 

3 
自组电位差计测量

干电池的电动势 

连接线路、测干电池的电动势 

 
3 基本型 

4 
金属丝杨氏弹性模

量的测量 

调整杨氏模量测定仪； 

测量碳钢丝的杨氏模量 
3 综合设计型 

     (二)选开实验 

序号 实验项目 实验内容提要 学时 实验类型 

1 
长度测量与数据处

理练习 

千分尺和游标卡尺的使用方法；测量

的不确定度的表示方法 
2 基本型 

2 
用示波器测量正弦

信号参数 

学习仪器面板上各组旋扭的功能、用

示波器观察电信号的波形图 
2 基本型 

3 照度计设计实验 进行照度计设计 2 研究创新型 

4 
固体（液体）比热容

的测量 
测量固体（液体）比热容 3 基本型 

5 转动惯量的测量 
测量悬盘的转动惯量 

测量圆环绕中心轴的转动惯量 
3 基本型 

6 
静电场分布模拟实

验 
模拟法描绘静电场分布图 3 综合设计型 

7 万用电表 
连接线路、通过测量电阻、直流电压、

电流和二极管，学会使用万用电表 
3 综合设计型 

8  示波器的使用 
学习仪器面板上各组旋扭的功能、用

示波器观察电信号的波形图 
3 基本型 

选开原则：选开的实验项目与必开实验项目总学时数要不少于该课程的学时数。 

七、成绩考核与评定方式 

1．平时实验成绩的每个实验项目采用 10 分制。采分点是： 

(1) 实验的预习情况。 

(2) 实验中独立操作的能力。 

(3) 实验报告的完成情况。 



2．实验成绩评定：  

(1) 根据平时实验成绩定出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 

(2) 鼓励创新，对在实验中有创意，有新发现的学生成绩从优。 

八、使用的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1.《大学物理实验教程》，杨桂娟、汪静、胡玉才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年 1 月

出版。 

2.《大学物理实验》，杨桂娟、迟建卫等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年 1 月出版。 

3.《大学物理实验》，王国栋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年 8月出版。 

4.《大学物理实验》，王宙斐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 12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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